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清 江 南 进 士 研 究 之 二

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

夏维中 范金民

我们既 已统计了明清两代江南进士的数量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例
,

考察了江南进士的地

域分布情形及其特点
,

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形成这江南进士甲天下的原因
,

换言之
,

江南

人是凭藉什么条件
、

通过什么手段在科举考试中大显身手
、

屡屡夺魁而独领风骚的 ?

江南人攻读应举
,

有着相对于他地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
。

经济和文化
,

从长时期来说
,

大

体上是趋向一致的
。

如 《研究之一 》①所示
,

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占全国 1 5
,

24 %
,

每 7 个进士

就有 1 个多出自江南
。

而这种江南进士在全国独多的比例恰是与江南赋税在全国独重的地位

相一致的
。

通计有明一代
,

江南田土仅占全国 6%强
,

而税粮却占全国近 22 %
。

清代江南重

赋在全国的比例稍为下降
,

田地占 7%强
,

银两占全国 17 %弱
,

但米麦本色占全国 77 %弱
。

大

体而言
,

明清两代江南税粮占全国的 15/
。

科考最盛
、

状元最多的苏州
,

也是江南重赋区中最

重的府
。

洪武二十六年
,

苏州土地仅占全国 1
.

1%
,

而税粮却占近 10 %
。

这种独重的状况
,

历明迄清一直未变②
。

赋税苛重固然反映了封建朝廷对江南人民的榨剥程度
,

但也反映出江南

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供办实力
。

江南在明清时期
,

不但是帝制时代最为繁盛的时期
,

也是同时

期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

江南气候适宜
,

雨量充沛
,

土地肥沃
,

农业精耕细作冠于全国
,

产量也远在他地之上
,

一亩之收
,

可抵北方 20 亩之产③
。

更主要的是
,

江南工商业发达
,

是

全国极为突出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商品流通 中心
。

苏州
、

松江的棉布
,

南京
、

苏州
、

杭州的丝

绸
,

嘉兴
、

湖州的生丝
, “
衣被天下

” ,

海 内依赖
。

镇江的银
,

无锡的粮食
,

南京的木材
,

苏

州的钱币
,

杭州的食盐
,

南京
、

苏州
、

常州
、

常熟的书籍
,

上海的豆粮
,

周布流转
,

聚宏用

广
。

正是这发达的工商业
,

使江南经济历久不衰
。

明人王士性就曾说
, “

毕竟吴中百货所聚
,

其工商贾人之利
,

又居农之什七
,

故虽赋重
,

不见民贫
” 。

④清人唐甄也说
,

江南
“

虽赋重困穷
,

民未至于空虚
,

室庐舟揖之繁庶胜于他所
’ ,⑤

。

同样也正是这发达的江南经济
,

为江南进士的

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

科举考试
,

要 以经济实力为后盾
。

王世贞说
: “

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
,

初岁费将三百金
,

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
。

今遂过六七百金
,

无不取贷于人
。

盖蛰见大小座主
,

会同年及乡里
,

官长酬醉
,

公私宴酗
,

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
,

比旧往往数倍
,

而裘马之饰
,

又不

知节省
。 ’ ,⑥王氏所言当仅指会试前后的费用

,

家境富裕者用银 3 00 两
,

寒门子弟或攻苦食俭者

需银百两
。

王氏举进士在嘉靖二十九年
,

三四十年后科试费用 已涨了一倍以上
。

明代后期如

此
,

清代物价持续上涨
,

各项费用大增
,

科考支出大概非千金不办
。

大名鼎鼎的画家文征明

十次乡试不中
,

其曾孙东林魁杰文震孟 n 次会试才登第
。

清代缪彤在发誓不复再考的五次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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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后才荣登榜首
。

海 内闻名的陈家
,

陈其元共乡试 15 次
,

前后居矮屋中 13 5 天
。

更有甚者
,

成名后
“

海外诸国争走重金购诗集
”

的沈德潜
, “

历岁科试凡三十余次
,

乡试十有七次
”
不中

(直到 68 岁方成进士 )
,

仍不急不躁⑦
。

王世贞年 1 9
,

一举中的
,

费银数百两
。

这些人一而再
、

再而三
,

乃至十数次
、

近 20 次的应考
,

费用之巨实难计算
。

自然这还不包括长年聘请塾师寒

窗苦读的费用
。

如此高 昂的费用
,

对难以饱腹的贫民小户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

显然只有那

些富室大户才能承受
。

江南进士之所以特别集中在各府的附郭县和少数世代为宦的替缨望族

中
,

就是因为只有那些地区或那些家族能够以充裕的财力供其子弟潜心科考
,

毫不气馁地向

读书做官的高峰不断攀登
。

明清两代苏州一地的 60 余位三鼎甲
,

绝大部分出身于书香门第或

世代仕宦之家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江南进士主要出自家境优裕的富康之家
,

特别是那些士

宦巨族
。

科举考试原则上是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
。

非身份人户由于耕种 田亩或经营工商业得法
,

积

累了财富
,

有实力聘请塾师
,

使其子弟走科举攻读之路
,

从而崛起于村夫野老之间
,

跻入缪

绅行列
。

明清时代的江南进士
,

有不少就是起自素封之家
、

甚至是贫寒之家的
。

明中期开始
,

江南农户力田致富者逐渐增多
,

苏州人吴宽说
: “

三昊之野
,

终岁勤动
,

为

上农者不知其几千万人
。 ’ ,

⑧这些上农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者很少见
,

而投资培植子弟入仕者较

为普遍
。

如无锡华氏
,

原来
“

屋庐弊陋
,

田园毁顿
” ,

明中期有华庄者
, “

唯以力 田勤家为务
,

善自节缩衣食为俭约
,

家以日饶
” ,

其子艇得以从名师游
,

考中进士⑨
。

又如吴县进士陈界
,

其

父
“
独课憧仆力耕稼

。

久之
,

收入滋多
,

开辟浸广
,

腆 田沃壤
,

弥跨湖儒
,

又积书延师教子
, ”L

为后代创下了科考的资财
。

再如洞庭西山徐氏
, “

有原限破池 田园之利
” ,

世擅其富
,

但从无

出仕者
,

有徐震者
,

将儿子取名为络
、

绅
,

日夜督学
.

给终于登顺天 乡试
,

@ 向入仕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
。

如长洲吴行
,

世代隐于农
,

家境艰难
,

他
“

内负干力
,

奋 自树植
,

徙居苏城
,

朝

夕拮据
,

积二十余年始复故业
,

且寝加裕焉… …教子专用儒业
,

及一鹏举进士
,

入翰林
’ ,L

,

终

于跨入仕宦行列
。

如华亭陆树声
, “

家世业农
” ,

本人也
“

少力田
,

暇即读书
” ,

与弟树德都通

籍为进士
,

子彦章也为进士
。

L如嘉定许氏
,

勤于治生
,

多蓄积
,

延礼省儒以教诸子
, “

故许氏

富而多在衣冠之列
” 。

@ 同县朱逛
,

未生子时见 《进士录 》
,

发誓有子当为此辈人
,

后子朱用宾

终为进士⑥
。

如嘉靖时吴江周用
,

进士出身
,

秉锉吏部
,

以清慎著名
,

考其先世
,

皆业农函
。

如文章节概声播遐迩的秀水进士冯梦祯
,

其家
“
以沤麻至巨万

,

祖
、

父皆不知书
’ ,

L
。

突出者

如明中期昆山李玉
,

世代为农
,

家有良田
,

见儿子聪明绝伦
,

高兴地说
: “
吾数十年谋所以为

吾业者
,

而不得
。

吾家良田
,

其在此也
。

吾耕之种之
,

而食其实矣
。 ”
千方百计让子宪卿潜心

于学
,

终登甲科L
。

这些都是 明代江南农家子弟挺身于陇亩的典型事例
,

同类材料在文集和地方文献中较为

散见
。

可见在科考场上
,

贵宵介裔与素封子弟没有什么界限
。

富裕农民以耕种良田的心态来

培植子弟
,

宜乎不少人由田亩走向仕途
。

所谓
“

十年寒窗无人问
,

一举成名天下知
” ,

就是主

要用来形容那些出身寒素的进士的
。

很明显
,

江南进士的队伍因为庶民子弟的加入而更为庞

大
。

江南商品经济发达
,

工商业者
、

特别是商人长袖善舞
,

获利致富者所在多有
。

这些人将

经营所得投资于子弟教育
,

后代有不少厕身于士林
。

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的 36 个状元
,

至少有

3 个为商人之子
,

即明代苏州第一个状元施架
,

虽不屑就家人产业
,

而奋然有志于学
,

却曾随

经商的父亲游淮扬
; 嘉靖时位至大学士的顾鼎臣

,

其父是个开店的小商人
;
曾任清朝驻外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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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使的洪钧
,

其父为商
,

还要洪钧弃儒就商
。

最为荣显的状元如此
,

一般进士出身商贾之

家者自然更多
。

位至南京吏部尚书的杭州人张瀚
,

为嘉靖十四年进士
,

自述其先世
“

亦以机

抒起
” 。

东林领袖无锡顾宪成
、

允成兄弟
,

分别为万历八年和十四年的进士
,

其父顾学
, “

生

于粗僻之乡
,

长于贾
,

老于布衣
” ,

两个哥哥帮助父亲经商
,

使他们得以专心于举业L
。

正嘉

时
,

号称
“

安百万
”

的无锡安国
,

业农起家
,

经商成巨商
,

其子如山
、

孙希范
、

曾孙绍芳三

世登弟
。

明末政绩科技 皆足称道的徐光启
,

其世代
“

力耕于野
” ,

其祖弃农为贾
,

家才稍裕
,

到其父时
, “

拓产十倍
” ,

足供其读书L
。

按照张瀚的说法
, “

而今三吴之以机抒致富者尤众
’ ,

⑧

这些致富工商人户的子弟当有不少也迈上了科考仕宦之路
。

康熙时
,

无锡号称
“

南朱北杨
”

的

两家富商
,

后人多读书
,

都有儿子成进士
。

洞庭商人是明中后期起活跃于商界的一支重要商

帮
,

有
“

钻天洞庭
”
之称

,

在其家乡洞庭东西山
,

明清两代出过 2 名状元
, 1 名探花

,

2 名会

元
,

50 名进士
。

这些荣登 甲榜者
,

大多非为商人之子弟
,

即为商人之后嗣
。

江南不但当地商人的后代有不少走上了科举之路
,

而且外地商人落籍江南者
,

其子弟举

进士者也复不少
。

江南商品经济发达
,

是称雄天下的徽商的重要活动场所
,

不少徽商子弟寄

籍江南
,

高中进士
。

崇祯十三年崇德县进士曹广
,

其祖即是徽州款县岩镇的商人
,

逐什一于

浙江
,

其父正式 卜居崇德@
。

清代欺县寄籍苏州中进士者
,

占该县寄籍外地中进士者的 15 %@
。

杭州附郭仁和
、

钱塘两县在清代之所以进士独多
,

也与该地是徽州盐商
、

木商的重要据点而

多寄籍者有关
。

苏州状元汪铎
、

潘世恩
、

洪钧
,

考其先世
,

都是徽商
。

外地商人落籍江南者

大多为富商巨贾
,

有着雄厚的财力培养子弟应举
。

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有感于明清江南商业的兴盛
,

推测
“

苏杭是商业最发达的区域
,

功

名繁盛必亦与商人财富有关系
”
@

。

上述事例说明
,

江南功名之盛与商人财富之雄不但必有关

系
,

而且确有关系
。

工商
、

特别是商人子弟的博取功名
,

使得江南进士队伍更为壮观
。

由 《研究之一 》 可知
,

自明后期到清前期
,

江南进士的数量是趋向不断增加的
,

在全国

的比例是不断上升的
,

而这个时期正是江南农工商业稳定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
,

庶 民子弟登

第入仕的比例当较之任何时期为高
。

嘉道之际的乌程人沈尧说
: “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
,

未仕者

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
,

以专事进取
,

于是贷殖之事益急
,

商贾之势益重
。

非父兄先

营事业于前
,

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
。

是故古者四民分
,

后世四民不分
;
古者士之子恒

为士
,

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 …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

则纤音之风益甚
’ ,

⑥
。

沈尧张皇其辞
,

过

于偏激
,

但却道出了经济基础与科第进取的关系
。

江南进士之多
,

正是奠基在江南经济之富

庶之上的
。

经济是科考的基础
,

但功名兴盛并非全 系经济因素
。

江南进士之所以绵绵不绝
,

蔚为大

观
,

为举世瞩 目
,

与江南地区全社会好学勤学
、

重教重考
、

擅长科考大有关系
。

江南人读书喜学
,

有着悠久的传统和 良好的习惯
。

早在北宋中期
,

苏州人朱长文即说
,

“

自本朝承平
,

民被德泽
,

垂髻之儿皆知翰墨
,

戴白之老不识戈马
。 ’ ,

L宋许克 昌则说
,

松江
“

虽佃家中人衣食才足
,

喜教子弟以读书
,

秀民才士
,

往往起家为达官
,

由是兢劝于学
,

弦歌

之声相闻
’ ,

L 由南宋经元而至明
,

江南文风更甚
。

明归有光说
: “

吴为人材渊蔽
,

文字之盛
,

甲

于天下
。

其人耻为他业
,

自髻龄以上皆能诵习
,

举子应主司之试
,

居摩校中
,

有白首不自已

者
,

江以南其俗尽然
。 ’ ,

L清初人说
: “

今虽间阎贱隶处力役之际
,

吟咏不辍
” 。

L这些概括
,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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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江南人热衷举业的写照
。

如松江
,

明代当地人说
: “

自版籍归职方
,

士习不变… …经学词章
,

下至书翰
,

咸有师法
,

各称名家
。

田野小民
,

生理裁足
,

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
。 ’ ,

L入清后
,

仍是
“

家弦歌而人诗礼
” 。

@ 如杭州
, “

里巷诗书
,

户不绝声
” 。

@
“

诗书礼乐
,

闻周而是
’ ,

L
, “

家

诗书而户礼乐也
’ ,

匆
,

键户下帷
,

惟知读书稽古
’ ,

L
。

如苏州
, “

家家礼乐
,

人人诗书
’ ,

L
。

如太

仓
, “

街坊子弟习举子业者彬彬郁郁
’ ,

L
。

如昆山
,

明代
“

家知读书
,

人知尚礼
’ ,

L
,

清代更是
“

邑人最重读书
,

十室之聚
,

必有乡塾以教童蒙
。

为士者必兼习五经及 四子书
,

有废学者
,

乡

党弗齿
,

士弗与友也
’ ,

L如常熟
, “

士之 习诗书者
,

诵读之声比户相闻
’ ,

卿
, “

子弟皆幼而读书
,

每有司较童子试
,

辄及先人
’ ,

@
。

如常州
, “

士子多以读书世其家
’ ,

L
,

郡士人崇师喜读书者
,

弦

诵之声比屋而是
“ L

。

15 世纪末年
,

途经江南的朝鲜人崔溥是这样概述的
: “

且江南人以读书

为业
,

虽里间童稚及津夫
、

水夫皆识文字
’ ,

⑧
。

所有这些描述
,

其义皆一
,

说明江南人好读喜

学
,

蔚然成风
,

习俗使然
,

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

这种
“

家弦户诵
”

的风气
, “
人人诗书

”

的盛况
,

由来既久
,

泽被自广
。

在文风兴盛为天

下最的江南诞生出一批批科场得意者也就顺理成章
。

所以清末陈夔龙将此归结为江南进士辈

出的一个原因
。

说
“

其间山水之钟毓
,

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
,

家弦户诵
,

风气开先
,

拔帜匪

难
,

夺标自易
’ ,

⑥
。

更为突出的是
,

明清时代的江南人
,

勤苦力学
,

目标十分明确
,

这就是以科举为首业
,

以

登第入仕为最终目的
。

这 又与其它地 区家不蓄书
、

有书不读
,

即使读书也
“

直以九章当六

籍
”

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
。

北方 的山西
, “

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

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
,

其

次宁为青吏
,

至中材以下
,

方使之读书应试
,

以故士风卑靡
” ,

连雍正皇帝都习知比风L
。

江

南近邻徽州
,

明代人说该地
“

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
,

科第反在次着
’ ,

L
,

虽未必如此
“

左

儒右贾
” ,

但充其量不过
“

贾儒相通
” 。

读书应举的执著精神和普遍程度
,

江南人堪称全 国第

一
。

嘉靖时
,

有人讽刺说
,

吴下士人
,

凡有资质者
,

皆把精神费在诵读时文上L
。

杭州士子企

盼功名
,

往往到天竺的于廉庙去祈求L
。

可见读书应举到了痴迷的地步
。

这样的读书
,

带有赤

裸裸的功利色彩和追名逐利的动机
,

已与求学问道宗旨相去甚远
,

却与当时朝廷的提倡
、

社

会的认同十分契合
。

明清以科举取士
,

读书人一旦博得功名
,

便界以高官厚禄
,

诱使无数儒生入靓
。

明初重

儒轻法
, “

于是大用诸儒
,

参错布列于中外
,

凡武健善用法者弗与也
’ ,

L
。

从而出现了
“
乡校间

士人以举子业为事
,

或为古文词
,

众辄非笑之
”

的奇怪现象@
。

但其时进士
、

举贡
、

吏员不分

高低
,

三途并用
。

永乐宣德以后
,

渐循资格
,

弘治
、

正德以后
,

更只讲出身
,

举贡虽与进士
·

并称正途
, “

而轩轻低昂
,

不含霄壤
’ ,

馨
。

人们更以录取进士为荣
, “

士益向风
,

争取磨灌
,

攘

袂以起
’ ,

匀
。

故明末钱谦益感慨道
: “

今天下独重进士科
,

以进士起家者
,

譬如洛阳之花
,

一出

于畦滕则已享朱门幌帘之奉
,

其由它途者
,

则不能也
。 ’ ,

②
。

进士则由于风光体面
,

授秩崇高
,

升迁快速
,

宗亲沾光
,

因而互相标榜
,

互相夸耀
,

苏人尤甚
。

弘治年间
,

长洲陈玉汝
、

常熟

李世贤
、

吴江吴禹畴
、

吴县王济之和吴宽五人
,

因是同时
、

同朝
、

同乡
、

同志
、

同道
,

就结

了个
“

五同会
” , “

公暇则辄具酒撰为会
,

坐以齿定
,

谈以音谐
,

以正道相责望
,

以疑义相辨

析
。

兴之所至
,

即形于咏歌
;
事之所感

,

每发于议论
’ ,

L
。

得意神态
,

形诸颜色
,

溢于言表
。

明清朝廷的这种取士标准和方法
,

甲榜进士具有的辉煌前程和傲视群彦的社会地位
,

时

刻激励着有着好学传统
、

甘心苦读的一代又一代江南知识分子
。

科考机制使得绪绅阶层倏起倏落
,

时刻变动
,

士宦之家要保持家业不坠
,

仕途不绝
,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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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长久
,

读书登第是最 为有效最 为可靠的途径
。

万历时王士性说
, “

缪绅家非奕叶科第
,

富贵

难于长守
’ ,

霉
。

明后期江南人也清醒地认识到
, “

不读书登第
,

不足以保妻
、

子
’ ,

⑦
。

正是在这

种动机驱使下
,

世代士宦之家仍然如履薄冰
,

聘请名师
,

课督子弟
,

研习时文
。

甚至不惜经

商营利
,

使子弟无后顾之忧
,

捐置族田
,

资助族人攻举
。

如长洲编修吴一鹏之父
,

就曾刻意
“
不使其子治生业

’ ,

毋
。

常熟瞿元初之祖不但买 田筑室
,

培养孙子
,

还源源不断地接济与其孙商

讨学问者
。

一代古文大家归有光的祖母
、

母亲为了使归家重振
,

督促有光功课的情景极为动

人
。

明中期昆山李氏
,

值家中落
,

至脱替饵为子延师
, “

夜必簿灯手绩以课业
” ,

直到子
、

孙

考中进士L
。

长洲彭 氏进士代不乏人
,

致人将其归因于设文昌神祈求
,

由彭绍升之话可知
,

实

际皆因该族督课严厉非同一般
。

昆山徐氏三兄弟都膺鼎甲
,

其母督学之严是出了名的
。

后来

官至刑部尚书的徐乾学
,

有慨于世人以土田货财或金玉珍玩或园池台榭传世而子孙不能守
,

乃

筑传是楼
,

皮藏数万卷
,

拟传诸子
,

并殷殷解释其动机即为了让子孙懂得读书科举入仕于保

富贵的重要
。

徐氏此举
,

正是江南官宦人家希望读书攻举以保长久富贵的典型
。

江南进士大

多数产生于世家大族
,

既与这些家族资财丰厚有关
,

也与这些家族高中得起落第不起的心态

有关
,

诚然也与他们世代相承拼搏科场积累了丰富经验有关
。

对于寒门小户来说
,

科考也是摆脱贫困或扩大资财
、

跻身上层行列的唯一途径
,

于是母

督子
、

妻励夫
,

发奋读书者在在有之
。

如顾一清者
,

家甚贫
,

其母
“
乃脱替饵资给之

,

而躬

督之学
’ ,

L
。

而钱文通者
,

为诸生时
, “
游乡学

,

勤苦特甚
,

夫人昼夜纺织以资给之
,

得专意于

学问
。

遂取高科入翰林
,

以文名于世
’ ,

@
。

如广东按察司副使周济叔之父
,

当其子未显时
,

亲

自督促
,

令子
“

从旁诵读
,

夜分乃寝
,

率以为常
’ ,

@
。

清代无锡地区
,

进士之多甚于明代
,

这

类勤学劝学督学的例子
,

随处可见
。

庶民子弟或许因为攻读机会更为不易
,

家人的期望更加

殷切
,

寒窗苦读的劲头也就更加充足
。

诚如时人所言
, “

贡
、

监
、

生元等
,

奋志芸窗
,

希心持

籍
,

或贫而辍馆
,

远道盈千
;
或老而观场

,

背城战一
。

少年英俊
,

父兄之智责难严
;
壮岁飞

腾
,

妻李之属望尤切
’

唯
。

明清江南文运弘开
,

进士辈出
,

正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视读书应考为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

所造成的
。

江南进士冠绝海内
,

与江南环境之美
、

条件之优也不无关系
。

江南北襟江
,

东傍海
,

中贯运河
,

享有明清时期东西南北往来最为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之

利
。

境内更是水系成网
,

港湾遍布
,

舟揖往来自如
,

文人学士结社兴会
,

切磋交流
,

信息传

递迅捷
,

往返便利
,

百货纷陈
,

文化生活丰富
。

江南山岱秀丽
,

泉水清冽
,

湖光山色
,

处处

画景
,

谚称
“

上有天堂
.

下有苏杭
” 。

袁宏道是这样描写苏州的
: “

山川之秀丽
,

人物之色泽
,

歌喉之宛转
.

海错之珍异
, 一

百巧之川凑
,

高士之云集
,

虽京都亦难之
。 ’ ,

匆在这舒适的人间天堂

里
,

文人学士优游 自在
,

或寄情山水
,

或潜心学问
. “

或辨理洁义以资其学
,

或赓歌酬诗以通

其志
,

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
,

或陈 几筵以合宴乐之好
’ ,

困
。

进士崛起其间
,

乃属事理之常
。

明

清时人探讨江南文才辈出时
,

动辄以灵秀所钟系之
。

如明人归有光说
, “

论者以为山穷水汇
,

灵秀之所钟
,

故人材之出
,

常 甲天下
’ ,

民
。

又说昆山
“

山区水聚
,

天地之精气
,

蜿蜒回薄而会

于此
,

故士之登朝者
.

跻阮仕者
,

常倍于他州
’ ,

励
。

如清人宋荤说
, “

其地襟江汇湖
,

其山川秀

丽
,

融结盘礴之气
,

往往泄之为文
,

故求文章于吴
,

譬求珠于沧溟
,

求玉于元圃也
”
@

。

由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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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
,

可概其余
。

其说似过于简单
。

人文盛衰非由环境决定
,

但环境优美吸引了四方人士汇

聚江南
,

百物纷 陈为士子切磋交流提供了各种便利
,

钟灵毓秀启发了江南学人的聪明才智
,

从

学名流又使江南士子见识日增累积
,

环境促成了江南士人之伙
。

江南号称文献渊蔽
。

明胡应麟说
: “

吴会
、

金陵
,

擅名文献
,

刻本至多
,

巨峡类书
,

咸会

萃焉
。

自本方所梓外
,

他省至者绝寡
” ,

而且
“

书多精整
,

率其地梓
’ ,

@
。

江南册籍充栋
,

都是

当地刻
、

当地人藏的
。

江南藏书家之多
,

藏书之富
,

绝对全国第一
。

宋堑元刻
,

鲍抄毛校
,

翻

检有途
,

书肆林立
,

购买方便
。

江南是读书人的天堂
。

明清时期
,

江南市场上最为畅销的
,

似

乎不是艳词淫曲
、

志怪小说
,

而是应考举子必备的科举时文
,

兔园册子
。

江南选家之多
,

选

择之精
,

坊间翻刻之快
,

流布之广
,

成为时文大本营
。

顾炎武感慨地说
: “
至一科旁稿之刻

,

有数百部
,

皆出于苏杭
。

而中原北方之贾人
,

市买以去
。 ” L东林人士江阴李应升

,

赋闲在家
,

也随时关注苏州时文行情
。

清流操此勾当
,

他人可以想见
。

这既反映了江南读书人的价值取

向
,

也为科考之士带来了福音
。

江南士子近水楼台
,

自易在科考时捷足先登
。

江南教育发达
,

簧宫宏伟
,

书院林立
,

学校为科考储备人才
,

书院为士子制造舆论
,

都

是科举成功的有效途径
。

王铸豪气十足地说
: “

吾苏学宫
,

制度宏壮
,

为天下第一
。

人才辈出
,

岁夺魁首… … 自范文正公建学
,

将五百年
,

其气愈盛
,

岂文正相地之术得其妙软 ! ’
,

@ 同时人也

将苏州宏壮的学校与辈出的人才有机联系起来
,

王鳌说
,

苏学独名天下
,

故
“

自宋以来科第

往往取先天下
,

名臣硕辅亦多发迹于斯
’ ,

@ ;
徐有贞则说

, “

吾苏也
,

郡甲天下之郡
,

学甲天下

之学
,

人才甲天下之人才
,

伟哉
’ ,

L
。

学校是培养科举人才的
,

学校盛自然进士多
。

书院 自嘉

靖至万历三朝
,

就新建 34 所
,

为明初 1 30 年来的 3 倍⑧
。

江宁的钟 山书院
,

无锡的东林书院
,

江阴的南普书院
,

苏州的紫阳书院
,

杭州的敷文书院
、

沽经精舍等
,

最为名重一时
。

这些书

院的山长
,

多是博学贯通
、

称雄当时的大师
,

又多是科考的行家里手
。

他们在传道授学的同

时
,

在担任络绅巨室的塾师之际
,

也将他们投身科场的经验教训
、

酸甜苦辣传给了江南士子
,

所谓
“

盖非得于师友之渊源
,

即得于家庭之传习
’ ,L

。

江南士子知识既博
,

方法又多
,

宜乎科

考屡操胜券
。

江南进士既多
,

仕宦既显
,

且多据清华选人之列
,

江南人又多垂意于桑梓
,

奖掖拔摧乡

邦后进
,

不遗余力
,

江南进士也就如滚雪球般
,

日益膨大
。

松江何 良俊说
: “

苏州士风
,

大率

前辈喜汲引后进
,

而后辈亦 皆推重先达
,

有一善则褒崇赞述
,

无不备至
,

故其文献足征
。 ’ ,

够何

氏之说确实揭示 了苏州人的特点
。

文坛领袖归有光对此直认不讳
,

说
: “

古之君子
,

与天下之

贤材
,

以事其君
,

未有不爱其同类
。

至其同乡之人
,

尤情不能 已者
。

故为之先者
,

望其后之

兴
;
为之后者

,

愿其先之达
。 ’ ,

@ 归氏还振振有词地说
: “

夫士以其身为国
,

而使之忘其私
,

非

人情也
。

先王之制未尝然也
。

既富方敦
,

必也有好于其家
;
用其人之力

,

而忍绝其私耶?
’ ,

L清

初苏州人也说
: “

吴郡人文 自有制科以来
.

名公巨儒先后腌起
,

皆崇尚正学
,

言坊行表
,

为后

世倡率
。

士子读书谈道
,

喜为标榜重誉
,

而矜名节
,

时察先正之遗规焉
。 ’ ,L清代常州人则称

,

“

武进
、

阳湖
,

师儒各有门径
,

学者讲求诵 习
,

致其专精
,

殆无不表爆而显达
。 ’ ,

卿可 见整个江

南人 皆如此
。

松江状元唐文献
、

张以诚
,

著名画家董其 昌
、

大学士徐光启
、

黄体仁
,

都
“
以

名宿不利场屋
” ,

经同乡先达或父母官的提携资助才高中甲榜 @
。

又如松江范长白
,

曾以时艺

就教于秀水沈德符之父
,

乡试 又出沈之门
,

称为
“

通家小友
” ,

又 与乌程董份尚书为好友
,

虽

跋陀公车十年间
,

终于甲榜娜
。

那种
“

他 日必贵
”

、
“

必成名器
”
之誉

,

既是江南先贤对后进的

推许
,

也是激励造声势之法
。

江南进士正是在相互砒砺中不断向上攀登的
。

江南多三鼎 甲
,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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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宦
,

又多出任乡会试考官 扮
,

考官之于考生
,

不是同年同乡
,

亲戚姻旧
,

便是相好知 己
,

或

是友人之友人
,

同乡之同榜
,

盘根错节
,

多少沾点关系
。

录取前
,

造点声势
,

打打招呼
,

透

点意思
,

予以照顾
,

事或常有
。

明代顺天乡试
,

大抵取南士 为解元
, “
盖以宵监多才

,

北人不

敌
,

间取一二北士
.

,

多不惬众论
’ ,
匆

。 “

不惬众论
”

四字
,

足见江南人舆论势力的强大
。

雍正元

年
,

常熟人陈祖范中乡试
,

试文传颂遍海内
,

且已中次年会试
。

同县蒋廷锡为大学士
,

对他

说
: “

子有盛名
,

登 甲榜
,

而某又在朝
,

今岁大魁
,

非子而谁 ? ”

陈恐人以为他依附权门而高

中
,

连夜办装南 归
,

而不与殿试L
。

事虽未成
,

相反的例子恐不少
。

今日拔摇后生
,

既可博时

誉
,

又可为 日后进退奥援计
。

江南籍官员遍布要津
,

单论人事关系
,

江南士子在应考前就占

了优势
,

更逞论明显的关节
、

贿买等作弊
。

个别家族因为
“

门生故吏遍天下
” ,

其子弟也就源

源高中进士
。

所以湖州人李乐说
: “

世风浅薄
,

西吴为甚
,

凡父兄登科第者
,

其子弟大都凭藉

起家
。 ’ ,

函怪不得清人陈夔龙认为这是江南进士独多的又一原因
: “

冠盖京师
,

凡登撰席而跻九

列者
,

半属江南人士
。

父兄之衣钵
,

乡里之标榜
,

事甫半而功必倍
,

实未至而名先归
。

半生

温饱
,

尽是王曾
;
年少屐裙

,

转羞梁颧
。 ” @ 毫无疑义

,

江南进士独多
,

也在于江南士子有着他

地士子所不具备的这种种乡邦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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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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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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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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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孺人寿序 》 ; 卷一 二 炙同馆诸先生再寿立斋王先生序 》 ; 卷一四 《朱母孙太孺人寿序》
。

函匆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 卷二 十七 《昊江异人 》 条 ; 卷一六 《徽元取乡人 》
。

L@ @ 钱谦 益 《牧斋初学集 》 卷五一 《冯公墓志 》 ; 卷五三 《曹府君墓志铭 》 ; 卷五六 《天河公生扩志 》
。

L顾宪成 《径 皋藏稿 》 卷三
一 《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 》

。

L参看 么徐光启集 》 卷一 二 《先祖事略 》 等
。

@ 张瀚 《松窗梦语 》 卷 四 《商贾纪 》
。

L张海鹏
、

王廷元 《徽商研究 》
,

安徽 人民出版社 19 9 5 年版
,

第 94 页
。

②刘广京 《近世制度与商 人 》 序
,

余英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

联经出版社 1 9 8 8 年 版
。

L沈尧 《落 帆楼文集 》 卷 二四 《费席 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
。

L 之吴郡图经续记 》 卷 上 《 风俗 》 引
。

岔嘉庆 《 松江府志 》 卷五 《风俗 》 引
。

妙L 《古今图书集成 》 卷 六五 二 《江南总部
·

三 吴风俗 》 ; 《杭州府风俗考 》
。

匆 正德 (松江府 志 》 卷四 《 风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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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敏康熙 《松江府 志 》 周建鼎跋
;卷五 四 《遗事下 》

。

忿 万历 《杭 州府 志 》 卷一 九 《风俗 》
。

留娜 万历 《钱塘县志 》 陈禹漠序
;《纪事 》

。

髯莫 旦 《苏 州赋 》
,

弘治 炙昊江志 》 附录
。

分弘治 《太仓州志 》 卷三 《风俗 》
。

孚嘉靖 《昆山县志 》 卷一 《风俗 》
。

L 《昆新两县续补合志 》 卷一 《风俗 》
。

函崇祯 《常熟县志 》 卷三 《风俗 》
.

砂康熙 《常熟县志 》 卷一 《风俗 》
。

@ 康熙 《常州府志 》 卷九 《风俗 》
。

L康熙 《武进县志 》 卷一三 《风俗 》
.

⑧崔溥 《漂海录 》 第 19 4 页
。

L@ 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 》 卷二
。

L 《雍正朱批谕旨》 第 47 册
,

山西学政刘于义雍正二年五月九日折
。

L 《二刻拍案惊奇 》 卷三七
。

够L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 卷五 《史一 》 .
卷一六 《史十二 》

。

L光绪 《杭州府志》 风俗一引成化志
.

砂贝琼 《贝清江集 》 卷一九 《送国子学正赵伯庸赴永宁尹序》

⑦黄秉石 《海忠介公传 》 , 《海瑞集 》 下编 《传记 》
。

L顾清 《东江家藏集 》 卷 四二 《周母太恭人李氏基志铭 》
。

母诸联 《明斋小说 》 卷七 《录遗告示 》
.

@ 《袁宏道集 》 ,

转引自 《苏州诗词 》 第 9 7 页
。

L高启 《高太史尧藻集》 卷二 《送唐处敬序 》
.

L汪碗 《尧峰文钞 》 宋苹序
。

O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钞 》 卷四
。

L顾炎武 《日知录 》 卷一六 《十八房 》 .

⑧王铸 《寓圃杂记 》 卷五 《苏学之盛 》 .

L徐有贞 《苏郡儒学兴修记 》
。

L参见王友三主编 《昊文化史丛
·

吴地书院》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⑥乾隆 《吴江县志 》 卷三八 《风俗一 》
。

抽康熙 《苏州府志 》 卷二一 《风俗 》
。

匆光绪 《武进阳湖县 志 》 卷一九 《选举 》
。

母钞本 《万历野 获编
·

乙未诸才士 》
。

回如乾隆四十三年会试
,

总裁为金坛于敏中
,

四个同考官中有两个是江南人
,

即嘉定秦大成和元和陈初哲
.

三人

都是状元出身
。

易李元度 《国朝先正 事略 》 卷三三 《陈亦韩先生 》
。

L 《见闻杂录 》 卷一 O
,

五条
.

(责任编辑 吕小 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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