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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考“公务员”难度不亚于现在

连过两关胜出概率只有 1/15000

西汉“基层公务员”月薪多少

“小科员”才领 300 元钱

西汉时，“公务员”的工资差别很大。 刚参加工作的“小科员”，补贴

和工资加一块儿，一个月才领 300 元左右，而像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

石等“高干”，薪水高得吓人。 就说丞相吧，每月仅货币工资就有 6 万钱，

加上粮食补贴和采邑租税，实际月薪是“小科员”的 900 倍不止。

西汉“公务员”分为近 20 级

文史学者李开周表示，在《汉书·东方

朔传》中，东方朔提到自己的薪水，说的是

“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 一囊粟，是指一

袋（3 石）谷子；钱二百四十，是指 240 枚三

铢钱。 三铢钱是汉武帝前期的主要货币，

后来改铸五铢钱。 240 枚三铢钱加上一袋

谷子，就是东方朔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的

薪水。

李开周说，西汉“公务员”分为近 20

级，最高级别是丞相，其次是御史大夫，再

其次是中二千石，再其次是二千石，再其

次是比二千石，再其次是千石……直到百

石、斗食、佐史为止。 所谓二千石、比二千

石、千石、百石，是每年名义上能领的粮食

数量，汉朝时通常用这个指标来指代行政

级别，但实际发放薪水并不一定发粮食。

那么“高级公务员”的薪水是多少呢？ 李

开周表示，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等“高

级公务员”的薪水构成比较复杂，有货币工

资，也有实物补贴，比如粮食和布匹，还有可

供收取田租和赋税的采邑。 而像东方朔这样

百石以下的“低级公务员”，就只有货币工资

和粮食补贴两项薪酬了。

东方朔除了一囊粟的粮食补贴， 还有

240 钱的货币工资。 为了便于估算，把这 240

钱也换成粮食。 据《史记·平准书》和《居延汉

简》卷 1 所载西汉粮价，汉武帝时丰年粟米

15 钱一斗，加上已经补贴的 3 石（30 斗），每

月共有 46 斗，能出净米 100 多斤。 100 多斤

小米，放到现代市场上卖 300 元左右。 所以

李开周得出结论：单按粮价折算，东方朔每

月薪水只有 300 元左右。

“高干”薪水高出太多

补贴和工资加一块儿， 一个月才领 300

元左右，西汉“公务员”的薪水是不是太低了

呢？其实不是。李开周表示，拿低薪的只是东

方朔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小科员”，像丞相、

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等“高干”，薪水高得吓

人。 就说丞相吧，每月仅货币工资就有 6 万

钱，加上粮食补贴和采邑租税，实际月薪是

东方朔的 900 倍不止。 （据《半岛晨报》）

11 月 27 日， 一年一度

的“国考”大战在全国拉开帷

幕。那么，古代的“公务员”考

试怎么考？录取率如何？今天

我们就来看看汉朝的“公务

员”考试。

东方朔每月薪水 300 元

选拔方法： “策试”和“察举”

大伙儿都知道曹操的传奇故事， 可是曹

操是怎么当上官的您知道吗 ？ 曹操做官很

早 ，刚成年就被地方官举荐为“孝廉 ”，做了

“洛阳北部尉”。 这个官职负责河南孟津一带

的社会治安， 兼管地方防卫和征兵工作， 相

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兼武装部部长， 那

一年， 他才 20 岁。 20 岁就当官， 现在很少

见； 不用考试就能当“公务员”，现在更少见，

但在汉朝算不上新闻。 汉朝的公务员选拔分

两大类：一类叫“策试”，跟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接近；一类叫“察举”，用不着考试， 直接由地

方官向上级政府推荐， 再由上级政府安排去

做官。

理论上说，地方官愿意推荐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道德品质特别好的人， 一种是工作才

能特别突出的人。一经推荐上去，前一种人会

获得“孝廉”的称号，后一种人会获得“秀才”

的称号。为了避东汉第一代皇帝刘秀的讳，在

曹操那个时代，“秀才”通常叫做“茂才”。有了

孝廉或者茂才的称号，也就等于具备了做“公

务员”的资格，等着国家分配工作就是了。

曹操曾经说过：“年纪尚少，顾视同列中，

年有五十，未名为老。 ”意思是自己做官非常

早， 上班之后发现跟自己同一品级的官员很

多都已经 50 多岁了，就那还算是“年轻干部”

呢。 其实东汉后期屡有严令， 孝廉不能低于

40 岁，而曹操被推荐为孝廉时仅 20 岁，假如

不是虚报了年龄，就是地方官帮他瞒天过海。

在曹操那个时代， 孝廉的数量要比茂才

多得多。因为道德品质这东西不容易衡量，是

好是坏地方官说了算，很容易造假；而工作才

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造假的， 地方官夸某人

如何如何能力超群，皇帝试着给那人个官做，

发现不行，举荐人肯定要受处分。为了保险起

见，地方官更热衷于推荐孝廉，而不太热衷于

推荐茂才。

考试内容： 考题分好几种

有人说了：假如一个人具备做“公务

员”的素质和能力，地方官却没有发现他

或者不愿意推荐他，那他岂不永远也做不

了公务员吗？

也不是，他可以参加策试。 策试是公

开的，而且分地方策试和中央策试 ，就像

现在公务员考试分全国公务员考试和地

方公务员考试一样。

策试的考题又分好几种：有“贤良”策

试，主要考处理公务的才能；有“明经”策

试，主要考对先秦典籍的掌握程度；有“文

学”策试 ，考文字表达能力 ；有“直言 ”策

试，考对国家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熟悉程度

和应对之道；还有“有道”策试， 考天文星

象周易占卜之类的学问 。 这些不同类型

的策试并不是都要参加， 考生只要参加

一门并且通过考试， 就能做“公务员”。

当然， 如果能通过一门以上更好 ， 做官

会更有把握。

我们熟悉的一些历史名人都是通过

策试走上仕途的，例如发明地动仪的大科

学家张衡曾经通过“文学”策试，让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哲学家董仲舒曾

经通过“贤良 ”策试 ，《三国演义》里有位

“辽东王”公孙度，曾经通过“有道”策试。

录取率： 一万五千分之一

在曹操那个时代，一个普通人做“公务

员”的难度是不亚于现代人的。 譬如说察举，

它有指标限制， 一个 60 万人以上的郡国每

年只能推荐 3 名孝廉， 不到 60 万人但超过

40 万人的郡国每年只能推荐两名孝廉，不到

40 万人但超过 20 万人的郡国每年只能推荐

1 名孝廉， 低于 20 万人但超过 10 万人的郡

国每两年才能推荐 1 名孝廉， 而低于 10 万

人的郡国每 3 年才能推荐 1 名孝廉。

汉朝末年的人口比现在少得多，60 万人

以上的郡国没几个，像曹操的籍贯所在地沛

郡，总共才 25 万人，地方官那年推荐了一个

曹操，就再也不能推荐其他人了。 25 万比 1，

多么吓人的比例， 一个平头百姓要想做孝

廉，比登天都难。

再说策试，地方官举办的“贤良”策试录

取率一般是 150

∶

1， 过关者再参加中央的

“贤良”策试，录取率一般是 100

∶

1。 也就是

说，假如你成绩中等，连过两关最后胜出的

概率只有一万五千分之一。

（据《河北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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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察举”是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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