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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时， 宦官仇士良掌权， 朝臣的生

杀予夺， 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裴思谦当时只

是一个秀才， 但他巴结权贵的功夫十分了

得， 很快便与仇士良打得火热。 这一年， 裴

思谦心血来潮， 想当个进士， 便向仇讨了个

帖子， 去找当年的主考官高锴。 高锴为官清

正， 将他轰了出去。 裴思谦十分气愤， 声称

明年非状元不要。

第二年， 裴思谦又拿着仇士良的帖子来

找主考官高锴，对他说：“仇大人有信，荐裴思

谦为状元。 ”高锴早把裴思谦忘掉了，对他说：

“状元已经有人了，状元以外的可以按仇大人

的意思办。 ”裴思谦厚着脸皮说：“裴秀才非状

元不要！ ”高锴知道这次再得罪仇士良不会有

好果子吃，就说：“既然如此，我要见裴秀才。 ”

裴说：“卑吏便是。 ”不得已，只好让他当了状

元。 自己去要功名，而且非要个状元，此君脸

皮之厚，状元中无人可比。

最富传奇色彩的九大状元

仅有一人是驸马

科举考试，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出官入仕的唯一途径，

而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 自隋朝创立

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孙

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终，共有 592 人。这 592 个

状元中，亦各有千秋。 现摘录其中 9 位，以飨读者。

宋太祖赵匡胤坐天下的第十六年， 太祖

亲临讲武殿举行殿试。 考生王嗣宗、 陈识最

先完卷， 一同上呈， 且二人的试卷均为上乘

之作。 谁为第一？ 太祖实在犯难。 最后马上

得天下的太祖让二人角力 （即相扑）， 胜者

为状元。 王嗣宗便与陈识在大殿上扑斗起

来， 结果陈识倒地， 王嗣宗夺得了当年的状

元。

自古以来， 民间就经常把驸马与状元这

两个词联系起来， 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当驸

马。 实际上中国历代可考的驸马状元只有郑

颢一位。 郑颢是唐会昌三年的状元。 本来他

早有婚约在身， 中状元后打算迎娶卢家的千

金 。 可是这位年轻英俊的状元被皇上看中

了， 非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

他， 郑颢偏偏不爱公主， 非娶与自己青梅竹

马的卢家小姐。 唐宣宗便让宰相白敏中说服

他， 白敏中费尽口舌， 又多方威逼利诱， 终

于迫使他娶了万寿公主， 婚后两人生活得并

不幸福。 后来郑颢多次弹劾白敏中， 幸好唐

宣宗自知理亏 ， 替白敏中压下了弹劾的奏

章。

毕沅中状元前是军机处的一个小官， 在

那年的 4 月 25 日夜， 他与同僚储重光、 童

凤三人在军机处值班。 此三人都顺利通过了

会试， 准备参加于 4 月 26 日举行的殿试。

储、 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明天的殿试， 便对

老实的毕沅说：“我俩书法好， 有望夺魁。 你

书法不行， 就别有非分之想了， 替我俩代劳

吧。” 清朝殿试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 而

毕沅的书法又的确不行， 就答应了。 当夜，

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转到军机

处， 毕沅详加研读。 没想到第二天殿试考时

务策， 题目正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 毕沅

胸有成竹， 挥笔立就。 开榜结果， 毕沅高中

状元。 储重光中了榜眼 ， 童凤则列二甲第

六。 当储、 童二人得知那晚的事后， 连连嗟

叹。

宋太宗元年，有一书生到山东某县游览。

知县大人得知该书生颇有文采，便设宴款待。

知县的公子很蔑视那书生，问其有何特长，书

生说工诗。公子便让他诵读一首，书生诵了一

首，最后一句是：“挑尽寒灯梦不成。 ”公子一

听，大笑说：“此乃一瞌睡汉。”书生十分气愤。

这书生便是吕蒙正。

第二年，吕蒙正一举夺魁。他写信给那公

子：“瞌睡汉如今中了状元啦。 ”公子看了他的

信，冷笑一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你一

筹。 ”第二年，新科状元正是该公子———胡旦。

纵观科举史，有如此自信者，胡旦当属第一。

相扑扑出的状元———王嗣宗

明孝宗时，28 岁的康海进京参加会试，

他发誓要夺得第一名，可惜的是，第一名还是

被鲁铎夺去了，他仅仅得了第四名，康海不服

气，对众人说：“会试时让了鲁铎，殿试时决不

再让他人！ ”

殿试时，康海果然发挥出色，一举夺魁。

其文章令主考官拍案叫绝。送皇上审阅时，孝

宗也赞不绝口，声称 :“我大明 150 年来，无此

佳作，此卷变今绝古！ ”遂朱批康海为状元。

当初会试时，康海不服鲁铎的气，这次自

然有人不服他的气，第二名孙清便是一个。他

对众人说自己的文章比康海的强多了， 待他

看到康海及第时的文章后叹服不已， 跑到康

海家，对他拜了半天，称自己甘愿为徒。

皇上、 首辅和同年的赞誉使康海名扬天

下，朝野景慕，争相一睹其风采。 能与康海家

沾上边儿的，都引以为豪。康海的祖父曾在南

京做过官， 南京人便声称：“康状元乃南京风

水所出。 ”康海的文章如此令人推崇，可惜的

是，我们无法看到那篇变今绝古的奇文了。

宋徽宗的三儿子赵楷， 偷偷地参加了重

和元年的科举考试， 由于他文采的确非凡，

竟一路披靡， 进入了殿试。 在殿试中， 他发

挥更是出色， 夺得了头名状元。 发榜后， 赵

楷将实情告诉了徽宗。 徽宗高兴之余， 怕天

下士子说闲话， 就把当年的第二名 (榜眼 )王

昂提为状元。 据传， 清朝康熙帝也曾偷偷参

加科举， 并获得第三名 (探花 )， 但毕竟不是

状元。 因此， 赵楷便成了中国历史上身份最

高的状元。

唯一可考的驸马状元———郑颢

最侥幸的状元———毕沅

最受人推崇的状元———康海

身份最高的状元———赵楷

脸皮最厚的状元———裴思谦

最自信的状元———胡旦

最悲惨的状元———陈安

明太祖朱元璋年间，福建闽县人陈安

于洪武三十年高中榜首，成为大明第六个

状元。 巧的是，这次中进士的都是南方人。

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 榜

一公布，北方士子不服。 纷纷上告主考官

偏袒同乡，贬斥北方士子。 朱元璋大怒，命

张信、陈安等 12 人复查。 这时又有人举报

张信、陈安有意将北方考生水平不高的试

卷交皇上审阅，这本来莫须有的事，可是

朱元璋震怒，将陈安革除功名，车裂而死。

陈安仅仅做了不足 20 天的状元， 便死于

非命，下场极为悲惨。

能吃的状元———李蟠

李蟠是康熙年间丁丑科的状元。 他身

材高大，特别能吃，加之思路 、写字都很

慢， 所以在殿试时揣了 36 个馒头。 意思

是，今天无论如何，赖也要赖在考场里把

文章写完，怕到时挨饿，所以要带足干粮。

果然，天黑了，考生们都交了卷，李蟠

才刚刚开了个头， 监考官过来催他交卷。

他急得满头大汗， 声泪俱下地央求主考

官：“学生毕生之业，在此一举。 请千万不

要催逼，容我慢慢写完。 ”监考官见他可

怜，就发给他几支蜡烛。 这时他带的 36 个

馒头早已吃完， 又厚着脸皮要了几个馒

头，挑灯夜战。一直写到深夜才交卷。康熙

帝知道这件事后，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认

为这是一位难得的苦学之士，竟破例让他

当上了头名状元。 与他同榜的探花做诗一

首调戏李蟠：“望重彭城郡， 名高进土科。

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 木下还生子，虫

边还出番。 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自

此，“饽饽状元”李蟠传遍士林。

（据《半岛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