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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科举制度沿袭明代传统，自顺治三年乙酉科始，至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有清一代共开科 112 科，衡水地

区共考中 109 名文进士。清代衡水地区 109 名文进士作为一个群体，分属 11 个州县，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地域分布

平均性，其次是中试人数和中额的正相关性，再次是进士出身的家族性，最后是衡水地区进士的仕进特点。这些特点使

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有别于其他地域、省份进士。有清一代，衡水地区涌现出了如魏廷珍、郑端、

贾臻等著名进士，是衡水地区文进士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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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衡水地区进士群体概况 

清代科举制度沿袭前朝，采用乡试、会试、殿试

三级考试制度。读书学子从童生试考起，中者为生

员，具备参加乡试的资格。清代乡试于每年秋季八月

举行，故称秋闱，每三年一科。按规定逢子、午、

卯、酉年为正科，中者称举人。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

师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按规定会试每三年一科，逢

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

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 
清代考中进士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是清代

读书人考试所能获得的最高身份，也是清代为官的基

础。清代“文进士、文举人出身者均谓之科甲出身，

与恩、拔、副、岁、优贡生，恩、优监生、荫生为正

途”
①。清代选官重正途出身者，异途出身者不得以

正印官选用，即所谓“有清一代沿明制，二百余年，

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1]3099。

虽举人与进士同为正途，且亦可为官出仕，及参加大

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中进士人数的增多，举

人出仕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在中央选择官员任职

方面，有非进士不得入选翰林，而非翰林不得入内阁

为大学士的规定，因此清代世人以进士为翘楚，也成

为了直接影响官阶的决定因素。 
衡水市在今天行政区划中为地级市，包括 11 个

县市区，分别为桃城区、枣强县、武邑县、武强县、

饶阳县、安平县、故城县、景县、阜城县、冀州市、

深州市，是一个地域概念。在清代，可以将此地域概

念称为“衡水地区”，分属于直隶河间府和真定府，

大致由冀州、深州、景州三州分领，由深州、冀州、

景州、衡水县、故城县、阜城县、安平县、饶阳县、

枣强县、武强县、武邑县等 11 个州县组成。 
清代自顺治三年丙戌科开科会试为始，至光绪三

十年甲辰科为终，共开科 112 科。清代衡水地区地处

华北平原，身处京畿，较少地域性战乱，如三藩之

乱、太平天国等因素影响，故无停科现象。有清一

代，衡水地区在所参加的 112 科会试中，共有 109 名

文进士，占清代文进士总数的 0.4 %，平均每科中进

士 0.97 名，占平均每科进士总数的 0.4 %[2]55，其中

一甲进士 1 名，占进士总数 0.9 %，二甲进士 18 名，

占进士总数 16.5 %，三甲进士 90 名，占进士总数

82.6 %。笔者将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名录列表如下。 

表 1  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名录 

年份科次 科甲排名 姓名 籍贯 职官 

顺治三年丙戌科 二甲第 5名 刘景云 深州 参政(从二品) 

顺治三年丙戌科 三甲第 40 名 李振春 深州 推官(正七品) 

顺治三年丙戌科 三甲第 152 名 王惟叙 景州 徐沟县知县(正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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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名录 

年份科次 科甲排名 姓名 籍贯 职官 

顺治三年丙戌科 三甲第 258 名 刘三章 景州 江南池太道(正四品) 

顺治六年己丑科 二甲第 53 名 郭金铉 深州安平县 郎中(正五品) 

顺治六年己丑科 三甲第 38 名 龙起潜 冀州枣强县 延安府同知(正五品) 

顺治九年壬辰科 三甲第 280 名 张  偀 深州 知县(正七品)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 三甲第 29 名 王  階 景州 湖州府知府(从四品)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 三甲第 33 名 符应琦 深州饶阳县 主事(正六品)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 三甲第 119 名 张尔翼 冀州武邑县 平阳知县(正七品)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 三甲第 222 名 王兴贤 冀州衡水县 陷州知州(从五品) 

顺治十六年己亥科 三甲第 143 名 郑  端 冀州枣强县 江苏巡抚(正二品) 

顺治十六年己亥科 三甲第 249 名 王凝命 冀州衡水县 会昌县知县(正七品)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 三甲第 51 名 张  衡 景州 陕西榆林巡道(正四品)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 三甲第 56 名 尹  任 冀州枣强县 山东肥城知县(正七品)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 三甲第 183 名 陈之佐 故城县 上海县知县(正七品)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 三甲第 214 名 刘争光 阜城县 不仕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 三甲第 260 名 李履祥 冀州枣强县 普安知县(正七品) 

康熙三年甲辰科 三甲第 46 名 李孔嘉 景州 礼部郎中(正五品) 

康熙三年甲辰科 三甲第 91 名 陈  淳 冀州 户部员外郎(从五品) 

康熙六年丁未科 二甲第 3名 宋师祁 冀州枣强县 临安府知府(从四品) 

康熙九年庚戌科 三甲第 57 名 陈宗彝 冀州 兵部郎中(正五品) 

康熙九年庚戌科 三甲第 95 名 张  恂 景州 泰兴县知县(正七品) 

康熙九年庚戌科 三甲第 217 名 耿德曙 冀州 古田知县(正七品)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 三甲第 3名 袐丕笈 故城县 陕西提学副使(正四品)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 三甲第 19 名 刘  谦 深州武强县 左都御使(从一品)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 三甲第 88 名 刁克崇 故城县 内阁中书(从七品)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 三甲第 115 名 高明峻 深州 荥阳县知县(正七品)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 三甲第 23 名 乔文锦 深州 知县(正七品)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 三甲第 76 名 刘  拯 冀州枣强县 广西道监察御史(从五品)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 三甲第 33 名 韩日煐 深州 内阁中书(从七品)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 三甲第 34 名 杨国桢 冀州 知县(正七品)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 三甲第 113 名 王  恤 冀州枣强县 无考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 三甲第 53 名 杜继美 冀州枣强县 淳安知县(正七品)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 三甲第 54 名 冯文蔚 故城县 知县(正七品)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 三甲第 102 名 郭徽祚 深州武强县 大理寺卿(正三品) 

康熙三十年辛未科 三甲第 45 名 张愈奇 深州 知县(正七品)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第 115 名 任  谦 故城县 闽县知县(正七品)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 三甲第 75 名 董  哲 冀州枣强县 文选司郎中(正五品)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 三甲第 96 名 韩  蕃 深州武强县 贵溪县知县(正七品)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 三甲第 21 名 辛  炜 深州武强县 宜阳知县(正七品)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 三甲第 38 名 张  澂 景州 镇平县知县(正七品)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 三甲第 45 名 蒋书生 故城县 户部主事(正六品)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 三甲第 153 名 杜文焕 阜城县 宣化府教授(正七品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 一甲第 3名 魏廷珍 景州 礼部尚书(从一品)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 二甲第 2名 刘自潔 深州武强县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 三甲第 86 名 周世培 冀州 龙溪知县(正七品)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 三甲第 62 名 曹永琪 景州 无考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 三甲第 110 名 杜  遂 冀州衡水县 顺德府教授(正七品) 

雍正元年癸卯科 三甲第 130 名 武  珩 冀州枣强县 无考 

雍正元年癸卯科 三甲第 138 名 刘  熺 冀州 萍乡知县(正七品) 

雍正二年甲辰科 二甲第 42 名 贾如玺 故城县 主事(正六品) 

雍正二年甲辰科 三甲第 50 名 袐象震 故城县 工部主事(正六品) 

雍正五年丁未科 三甲第 18 名 曹梦龙 景州 四川分巡川北道(正四品) 

雍正八年庚戌科 三甲第 264 名 刘文诰 冀州枣强县 四川松茂道(正四品)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 三甲第 130 名 翟天翱 深州饶阳县 诸暨知县(正七品) 

乾隆元年丙辰科 三甲第 75 名 孙维哲 景州 渭源县知县(正七品) 

乾隆元年丙辰科 三甲第 157 名 孟履中 冀州武邑县 户部主事(正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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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名录 

年份科次 科甲排名 姓名 籍贯 职官 

乾隆元年丙辰科 三甲第 249 名 郭  琮 冀州 陕西朝邑知县(正七品) 

乾隆二年丁巳科 三甲第 26 名 赵丹枢 阜城县 无考 

乾隆七年壬戊科 二甲第 78 名 戈  岱 景州 御史(从五品) 

乾隆七年壬戊科 三甲第 189 名 赵  栘 景州 天津府教授(正七品)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 三甲第 133 名 弓  椿 深州安平县 楚雄县知县(正七品)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第 19 名 翟  翷 深州饶阳县 文登知县(正七品) 

乾隆十七年壬申科 三甲第 146 名 孙  铎 深州饶阳县 进贤知县(正七品)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 三甲第 44 名 袁起颖 冀州枣强县 广东知县(正七品)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 三甲第 121 名 高世纶 冀州衡水县 无考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 二甲第 12 名 莫允宣 景州 云南曲靖府知府(从四品)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 三甲第 54 名 解元爖 景州 汶川知县(正七品)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 三甲第 44 名 贾  掞 故城县 候选布政司经历(正六品) 

乾隆六十年乙卯科 三甲第 31 名 步毓巖 冀州枣强县 河南沁阳知县(正七品) 

嘉庆元年丙辰科 三甲第 54 名 解  城 景州 天津府教授(正七品 

嘉庆七年壬戌科 三甲第 89 名 莫嵩屏 景州 南靖县知县(正七品) 

嘉庆十年乙丑科 三甲第 28 名 石景宗 深州武强县 古田知县(正七品)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 三甲第 47 名 王俊选 冀州 国子监助教(从七品)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 三甲第 101 名 吕玉麟 冀州武邑县 内阁中书(从七品)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 二甲第 54 名 李长峰 深州 工部主事(正六品)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 三甲第 40 名 戈其迈 景州 江西吉安府知府(从四品)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 三甲第 133 名 李根深 景州 保定府教授(正七品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 三甲第 108 名 贺云举 深州武强县 江宁同知(正五品) 

道光三年癸未科 三甲第 118 名 莫若琦 景州 泰安府通判(正六品) 

道光六年丙戌科 三甲第 102 名 赵定曾 深州 知县(正七品) 

道光六年丙戌科 三甲第 118 名 贺锡璋 深州武强县 靖江知县(正七品) 

道光九年己丑科 二甲第 2名 步际桐 冀州枣强县 河南开归陈许道(正四品) 

道光十二年壬辰科 二甲第 57 名 步际逵 冀州枣强县 不仕 

道光十二年壬辰科 二甲第 73 名 贾  臻 故城县 安徽布政使署理巡抚(正二品)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三甲第 151 名 王以潔 冀州衡水县 海丰知县(正七品) 

道光十八年戊戌科 三甲第 85 名 张景沂 景州 怀仁县知县(正七品)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 三甲第 69 名 何玉端 深州饶阳县 介休知县(正七品)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二甲第 84 名 杨书香 冀州武邑县 鸿胪寺卿(正四品) 

同治元年壬戌科 二甲第 41 名 王  铦 冀州枣强县 户部主事(正六品) 

同治七年戊辰科 二甲第 115 名 贺尔昌 深州武强县 同州府知府(从四品) 

同治十年辛未科 三甲第 59 名 李联珠 景州 山东知县(正七品)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第 13 名 孙赋谦 冀州衡水县 御史(从五品) 

光绪二年丙子科 三甲第 134 名 宋德泽 冀州枣强县 四川安县知县(正七品) 

光绪三年丁丑科 三甲第 155 名 李世寅 深州 承德府教授(正七品 

光绪九年癸未科 二甲第 106 名 李荫銮 景州 太仆寺卿(从三品) 

光绪九年癸未科 三甲第 135 名 刘维翰 景州 荣昌知县(正七品)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二甲第 98 名 贺  沅 深州武强县 上杭知县(正七品)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三甲第 149 名 王玉山 冀州 鄢陵知县(正七品)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二甲第 57 名 贺  涛 深州武强县 刑部主事(正六品) 

光绪十六年庚寅科 三甲第 54 名 张志嘉 深州安平县 法部主事(正六品) 

光绪十六年庚寅科 三甲第 64 名 阎志廉 深州安平县 检讨(从七品) 

光绪十六年庚寅科 三甲第 72 名 程芹香 深州 锦州教授(正七品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三甲第 167 名 赵炳麟 深州饶阳县 御史(从五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三甲第 78 名 吴  镗 冀州武邑县 工部侍郎(从二品)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二甲第 87 名 庞毓同 冀州枣强县 河南知县(正七品) 

光绪三十年甲辰科 二甲第 63 名 李景纲 冀州枣强县 吏部主事，延庆州知州(从五品) 

光绪三十年甲辰科 三甲第 100 名 李维弟 深州 河南候补知县(正七品) 

注：此表根据以下文献制成：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 2007 年版；光绪《畿辅通志》、乾隆《衡水县

志》、光绪《阜城县志》、民国《故城县志》、民国《景州志》、民国《枣强县志》、民国《武强县志》等。 
二、衡水进士群体特性 

1.  衡水地区进士群体地域分布呈相对平均性 
清代衡水地区分属直隶省河间府和正定府，至乾

隆年间衡水地区行政区划得以完善，形成两个直隶州

即深州直隶州和冀州直隶州，1 个散州即景州，6 个

州属县，即深州所辖武强县、安平县、饶阳县，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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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辖枣强县、武邑县、衡水县，两个府属县即故城县

和阜城县。需要注意的是故城县在明朝末年尚由景州

所辖，而阜城县在地理方位上更为靠近景州，因此可

以将二县视为景州地区。清代衡水地区所辖 3 个州的

相对位置：深州居北，冀州居南，景州居东，进士分

别在 3 个区域呈现均衡态势。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清代衡水 109 名文进

士，全部分散于衡水地区所有 11 个州县之中，没有

一个州县无进士的现象。各州县情况如下：深州直隶

州 12 名，占进士比例为 11 %，深州所属武强县 11
名，占进士比例为 10.1 %，安平县 4 名，占进士比例

为 3.7 %，饶阳县 6 名，占进士比例为 5.5 %，整个深

州地区占衡水地区进士比例为 30.3 %。冀州直隶州 9
名，占进士比例为 8.3 %，冀州所属枣强县 19 名，占进

士比例为 17.4 %，武邑县 5 名，占进士比例为 4.6 %，

衡水县 6 名，占进士比例为 5.5 %，整个冀州地区占

衡水地区进士比例为 35.7 %。景州 24 名，占进士比

例为 22 %。故城县 10 名，占进士比例为 9.2 %，阜

城县 3 名，占进士比例为 2.8 %，整个景州地区占衡

水地区进士比例为 34 %。 
通过以上数字将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加以统计：以

地区为单位按降序排列，冀州第一，景州第二，深州

第三。以州为单位按降序排列，景州第一，深州第

二，冀州第三。以县为单位按降序排列，枣强县 19
名列第一，阜城县 3 名列最后。 

总体上说，清代衡水地区分布平衡，体现了此地

区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相近。在具体地区上，景州

24 名进士有清一代居衡水地区首位，考察其地理位

置，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其经济及人文环境相对其

他 10 处州县优越，故进士率相对较高，其他地区则

位于直隶省东南部，处于内陆地区，交通环境相似，

经济状况大致相当，因此进士率相对接近。 
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分布与衡水地区学额分配呈正

相关关系。因衡水地区学额均衡分配，使得 3 个州区

域受教育水平大体一致，也促使衡水地区进士分布的

均衡化态势。景州地区总学额 51 名：景州学额 23
名，廪生 30 名，增生 30 名；阜城县学额 10 名，廪

生 20 名，增生 20 名；故城县学额 18 名，廪生 20
名，增生 20 名[3]160。冀州地区总学额 85 名：冀州学

额 26 名，廪生 30 名，增生 30 名；枣强县学额 23
名，廪生 20 名，增生 20 名；武邑县学额 18 名，廪

生 20 名，增生 20 名；衡水县学额 18 名，廪生 20
名，增生 20 名[3]161。深州地区总学额 71 名，深州学

额 20 名，廪生 30 名，增生 30 名；武强县学额 15

名，廪生 20 名，增生 20 名；饶阳县学额 18 名，廪

生 20 名，增生 20 名；安平县学额 18 名，廪生 20
名，增生 20 名[3]162。 

通过以上数字将清代衡水地区学额加以统计：以

地区为单位按降序排列，冀州第一，深州第二，景州

第三。以州为单位按降序排列，冀州第一，景州第

二，深州第三。以县为单位按降序排列，枣强县 23
名列第一，阜城县 10 名列最后。 

通过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分布和学额分布对比，可

以得出二者呈正相关的关系。进士分布最多的冀州地

区同样学额也最多，而深州地区、景州地区次之。进

士分布最多的县为枣强县，最少的为阜城县，与学额

分布最多与最少县一致。稍有不同的是以州单位分布

的进士最多为景州，而学额最多为冀州，究其原因在

于冀州是直隶州，下属数县，学额相对较多，而景州

在乾隆以后为散州，较直隶州为小，因此以州为单位

的进士分布和学额分布稍有差异。 
2.  中进士人数与比率与钦定中额的正相关性 
有清一代共开科 112 科，各科中额不同。清初

科举制度尚在初创与沿袭阶段，对于会试中额没有

规定，“顺治三年、九年俱四百名，分南、北、中

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江宁、

苏、松、常、镇、淮、扬、徽、宁、池、太十一府，

广德一州为南卷，中二百三十三名。山东、山西、河

南、陕西四省，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

德、广平、大名八府，延庆、保安二州，奉天、辽

东、大宁、万全诸处为北卷，中百五十三名。四川、

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安、庐、凤、滁、徐、和等

府、州为中卷，中十四名。十二年，中卷并入南、

北卷。厥后中卷屡分屡并，或更于南、北、中卷分

为左、右。或专取川、广、云、贵四省，各编字

号，分别中一、二、三名。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

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废南、北官、民等字号，

分省取中”[1]3158。 
清代各科进士中，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人数不

变。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各科人数

不定，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历科大率三百

数十名，少或百数十名，而以雍正庚戌四百六名为最

多，乾隆己酉九十六名为最少”[1]3159。进士中额多寡

的变化与清代衡水地区进士中试率也有着正相关的关

系，当二甲、三甲人数相对中额减少，相应考中进士

人数少，中进士率下降。相反，二甲、三甲录取人数

增多，则中进士人数也会增多，中进士率相应上升。 
清朝全国历科二甲、三甲录取进士人数及比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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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地区所中进士人数及科甲数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其中二甲录取进士最多为光绪二年 156 名，最少为乾

隆六十年 18 名。三甲录取进士最多为顺治十二年

319 名，最少为乾隆五十八年 49 名。此录取二、三

甲最多与最少进士人数与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平均每科

录取数值的高峰与低谷相似。以平均数值衡量，清代

顺治朝开科 8 次，二甲平均录取进士 77.25 名，三甲

平均录取进士 290.25 名。康熙朝开科 21 次，二甲平

均录取进士 42.23 名，三甲平均录取进士 138.4 名。

雍正朝开科 5 次，二甲平均录取进士 77.2 名，三甲

平均录取进士 219.4 名。乾隆朝开科 27 次，二甲平

均录取进士 59.2 名，三甲平均录取进士 137.2 名。嘉

庆朝开科 12 次，二甲平均录取进士 91.5 名，三甲平

均录取进士 140.6 名。道光朝开科 15 次，二甲平均

录取进士 99.8 名，三甲平均录取进士 115.3 名。咸丰

朝开科 5 次，二甲平均录取人数 96.2 名，三甲平均

录取人数 110 名。同治朝开科 6 次，二甲平均录取进

士 84.8 名，三甲平均录取进士 156.8 名。光绪朝开科

13 次，二甲平均录取进士 131.8 名，三甲平均录取进

士 179.6 名。将清代各朝全国二甲、三甲平均录取进

士人数配以坐标反映其态势，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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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代各朝二甲、三甲进士平均录取人数 

清代衡水地区顺治朝开科 8 次，中进士 18 名，

每科中进士 2.25 名；康熙朝开科 21 次，中进士 30
名，每科中进士 1.43 名；雍正朝开科 5 次，中进士 7
名，每科中进士 1.4 名；乾隆朝开科 27 次，中进士

15 名，平均每科中进士 0.56 名；嘉庆朝开科 12 次，

中进士 9 名，每科中进士 0.75 名；道光朝开科 15

次，中进士 10 名，每科中进士 0.67 名；咸丰朝开科

5 次，无人考中进士；同治朝开科 6 次，中进士 4
名，每科中进士 0.67 名；光绪朝开科 13 次，中进士

15 名，每科中进士 1.2 名。将清代衡水地区每科中进

士人数配以坐标反映其态势，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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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清代衡水地区各朝进士平均录取人数 

将清代衡水地区进士中试时间分期以顺治、康

熙、雍正朝为多，属于清代早期，以同治、光绪朝次

之，为清代晚期，而乾隆朝至咸丰朝处于最低谷，属

清代中期和中后期。出现这种现象最为重要的原因在

于，清初刚刚入关，及各种大规模战争结束，朝廷处

于急需人才时期，各科录取人数众多，而清代晚期随

着太平天国、捻军及外国势力侵华，人才凋敝，朝廷

为了维持大局，各科录取人数再次增加。故清代早期

和晚期有着相似的人才需求背景，故形成了清代衡水

地区进士中试的两个波峰。相反，乾隆朝至咸丰朝处

于清代相对稳定的中期，进士及各种人才饱和，故各

科录取进士人数下降，因此形成了衡水地区的历朝平

均录取进士特定态势。 
综合分析清代各朝二、三甲进士平均录取人数图

和清代衡水地区各科平均录取进士人数图，两者在曲

线走势上呈相似性，尤其以二甲相似度更高，而各朝

中进士总数与衡水地区各朝中进士总数也呈同样态

势。因此，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清代各朝中进士人数

与比率与衡水地区进士中额成正相关性。 
3.  衡水地区进士群体家族性 
清代衡水地区进士群体家族性特点较为突出。在

衡水地区 109 名进士之中，凭借家族力量中试者不乏

其人，不少形成了父祖、兄弟先后为进士的科举家

族。根据研究，清代直隶省科举家族分布较为均匀，

共形成了 49 个科举家族，其中衡水地区所在的河间府

有 3 个科举家族，正定府和深州各 1 个科举家族[4]。通

过对科举家族和清代衡水地区进士关系的分析与考

录，可以更好地了解科举世家和科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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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丁燦，张瑛编(民国)《故城县志》卷七·人物志。 
② 张宗载，齐文焕编(民国)《枣强县志》·选举表。 
③ 张宗载，齐文焕编(民国)《枣强县志》·人物志。 
④ 张宗载，齐文焕编(民国)《枣强县志》卷五·人物志上·乡贤。 
⑤ 张宗载，齐文焕编(民国)《枣强县志》卷六·人物志下·孝义。 
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二·吏部·除授。 

以故城县贾氏家族为例，科甲世代相传。这一支

科甲肇始人为明末清初的贾润，他为明末诸生，虽无

显要功名，但奠定了贾氏书香传家的基础。贾润讲学

乡里，奉母 40 余年，兴义冢，修学宫，建乡贤祠，

闻于乡中，身后被崇祀乡贤①。贾润之子贾朴，从小

博览群书，继承父训，师从同乡进士秘丕笈，以经历

授职外官，与张伯行、陈鹏年相善，封赠其父为苏淞

粮道②。贾朴的兄弟为贾棠，以贡生入仕，历任知府

等职。贾润的曾孙为贾延泰，于雍正十年乡试中举

人，成为贾氏家族首个清代凭科甲入仕者，授中书舍

人。贾延泰之子贾炎，字午桥，少年通经史，以拔贡

入仕。贾炎之侄贾汝愚，故城举人，候选布经历，官

山西浑源知州，工汉隶，书法东坡。贾汝愚之子贾

臻，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安徽布政使，署理巡抚，

书承父学，精于鉴赏，著有《故城贾氏手泽汇编》。

贾棠之孙为贾如玺，字信章，雍正二年进士，官授主

事，精于书法。其子贾六奇，号竹乡，以副贡官恩施

知县，贾如玺之孙为贾曾鲁，字省汀，太学生，“为

人廉峻，尤笃性天”
③，为其父贾六奇所钟爱。从贾

润始至乾隆年间，200 年故城贾氏文脉不绝，这为家

族在清代涌现出数位进士与举人，提供了先决条件。 
与故城贾氏相似的是武强县贺氏家族，有清一代

出了 5 位进士。贺氏始祖于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

迁至武强，先至段家庄，后移居北代。贺氏家族科甲

兴起较晚，于嘉庆年间贺云举中进士为起始，官至江

宁同知，其子贺式周，道光副贡，选泸州州判。贺式

周之子贺锡璜，同治举人，任故城县训导，孝友敦

谨，有学行。贺锡璜之子贺涛，字松坡，光绪丙戌进

士，官刑部主事。贺涛少承家学，师从桐城吴汝沦，

是为一代文学大家。贺涛之弟贺沅，兄弟二人以“文

字相砥砺，中试同治庚午顺天乡试举人，兄弟同榜。

而涛考取国子监学正，改官大名县教谕；又与沅同榜

举光绪丙戌进士”[5]。 
同为武强科举望族的还有刘谦父子。刘谦字益

侯，号思庵，康熙十四年乡试中举，翌年连捷进士，

官至左都御史，三充殿试读卷官，一任会试总裁官，

获康熙帝御笔“廉平”堂扁。刘谦着意选拔有识之

士，所荐举之人多为后来朝中领袖，如大学士朱轼，

尚书励廷仪，巡抚李馥、朱纲等。刘谦之子刘自潔，

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子两代进士成

为仕林佳话。 

枣强郑端、刘拯和步毓巖均为当地科甲望族。郑

端，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江苏巡抚，不仅勤于公

务，平时亦好学不断，特获康熙帝御书“端清”二

字，荣于乡里。郑端四子均有功名，郑氏一门亦为枣

强科甲名门。刘拯，康熙进士，官广西道监察御史，

其子为刘旭，康熙年间举人，其孙刘文诰，雍正进

士，官至四川松茂道
④。 

步登廷，号松圃，性格刚正不阿，工部制造库郎

中，“居官三十年，囊无长物”④，其子步履孚，廪

生，以孝闻。步氏第一个进士是步履孚之子步毓巖，

乾隆丙午科举人，乾隆六十年进士，先授广平府教

授，其后官至河南沁阳知县，为官有政声。步毓巖有

子 4 人，步际桐和步际逵，先后考中进士。步际桐，

字唐封，道光壬午科举人，道光九年进士，翰林院编

修，补国史馆纂修。一充会试同考官，再充四川副考

官。官至河南开归陈许道，署按察使 [6]。其兄步际

逵，字翊程，号云仪，弱冠失怙，事继祖母与母以孝

闻，与弟步际墀刻苦攻读，相互勉励，于道光辛巳科

中举人，壬辰科中进士。但步际逵绝意仕宦，教书乡

里，其门徒登科者众多⑤。步际逵之长子步嘉莲，字

星舫，道光丁酉拔贡，甲辰副榜⑤，秉承父学。步际

逵之二子步嘉莘，字希衡，为庠生，以孝行闻于乡

里，“人称贤能”⑤。步其端为步嘉莲长子，同治丁

卯科举人⑤，秉承祖父、父家学，以静慎自持，以谦

诚接物，选授奉天复州学正，方志载其“三世学行，

均有关一方风化” ⑤。 
4.  衡水地区进士群体的仕途性 
清代科甲进士初仕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

授编修，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

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一甲

进士具有较高的入仕起点，升转迅速，较二甲、三甲

进士受职为早。二甲、三甲进士选授庶吉士，庶吉士

可谓储才之地，出馆后仕途较非庶吉士要顺遂，而二

甲进士较三甲进士更容易选中庶吉士。根据对庶吉士

的研究，二甲约有 52 %，三甲约有 7 %的进士被选授

庶吉士[2]94。 
清代前期规定二甲进士授予部属官职，而三甲进

士授予州县官。如顺治三年规定“二甲一名至五十

名，授部主事，五十一名至三甲十名授中、行、评、

博；三甲十一名至二十名，授知州，二十一名至五十

名授推官，余授知县”⑥。但随着中试人数增多，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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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壅塞现象逐渐凸显，考录人数逐步降低，至乾嘉以

后，新中进士以知县用成为趋势。 
清代衡水地区 109 名进士，考中一甲者 1 人，二

甲者 18 人，三甲者 90 人。其中顺治十八年三甲进士

刘争光不仕，史载“及成进士，届铨选期以祖母年逾

七旬不忍远离，泣血陈情抚宪代题”①，最终刘争光

对祖母“奉色承颜，朝夕无间，终身不仕”①。道光

十二年壬辰科二甲五十七名进士枣强县步际逵亦以孝

行闻于乡，绝意仕宦，专心教书著述于乡里，所教门

徒多登科甲。此外，有 5 人因史料不存而出仕情况无

考，其余 102 人官至一品者 2 人，二品者 4 人，三品

者 2 人，四品者 12 人，五品者 13 人，六品者 11
人，七品者 58 人。按照一品至三品为上层官僚，四

品至七品为中层官僚，八品至九品为下层官僚为划分

依据，那么清代衡水地区位居上层官僚者达 8 人，中

层官僚达 94 人，无下层官僚。体现了清代衡水地区

进士仕途相对顺遂的状况。 
将 102 名进士按科甲划分，其中一甲 1 人官一

品；二甲 18 人，官二品者 2 人，三品者 1 人，四品

者 5 人，五品者 2 人，六品者 4 人，七品者 3 人；三

甲一品者 1 人，二品者 2 人，三品者 1 人，四品者 7
人，五品者 11 人，六品者 7 人，七品者 55 人。根据

统计，在自身所处科甲层次内，二甲者职官要较三甲

为高，体现了科甲名次对于职官的重要性。 
根据以上数字分析，应该注意到 4 点问题：第

一，上层官僚较少，仅占据总进士群体的 7.8 %，这

与衡水地区进士多以考中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紧密相

关，除少量被选中庶吉士较快升转外，大量三甲进士

被外放州县官。第二，在中层官僚中的大部分进士为

七品官职，即中层下级官僚，共占据总进士群体的

57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衡水地区进士在向上层官

僚升转过程中的难度。第三，在七品官僚中，有相当

一部分为教职官僚，如府教授等。这种情况与清代中

期以后，进士壅塞，无法考取进士后即选州县用有关

系，故多外放教职以作周转。第四，在 102 名可考职

官的进士群体中，京官比例远远小于外放官员，其中最

终仕宦为京官进士者 31 人，占进士群体的 30.4 %，为

外挂者 71 人，占进士群体的 69.6 %。 
三、清代衡水地区著名进士 

1.  魏廷珍 
魏廷珍，直隶景州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三名进

士，授编修。不久入职南书房，受到康熙帝器重，累

迁至内阁学士，康熙六十一年授命管理两淮盐政。雍

正元年，魏廷珍被授予湖南巡抚，出任封疆，雍正帝

对其格外看重，亲自召见，并要求他不避重任，放开

手脚干出一番成效。雍正帝言：“尔向日为人清正和

平，朕所悉知，但欲为避垢离尘，以求自洁而不肯任

劳怨。今膺巡抚重任，非当日清高闲散之职可比，处

事贵刚果严厉，不宜因循退缩。地方利弊之应革应

兴，属员贤否之应举应错，须尽力振作一番，方冀可

收成效[7]。” 
不久，魏廷珍被用以京堂官，授以盛京工部侍郎

之职，雍正三年，再次出任封疆任安徽巡抚，体现了

雍正帝对他操守、品行的信任。魏廷珍上任后，主要

针对亏空钱粮的弊政进行大力整治，要求各府州县按

期弥补亏空，“责令知府、直隶州督率州县细查。如

系官役侵蚀，即著落官役并前失查上司分赔；如实

欠在民，即督催征解”[7]1093，此疏受到雍正帝肯定，

允行。    
但此后，魏廷珍在处理地方民政上也颇有不足，

受到雍正帝多次训斥，雍正帝对于魏廷珍处理地方政

事不力深知其因，但就其为人为官清廉可嘉，一再给

予保护，后调署湖北巡抚，雍正九年授礼部尚书。其

后历任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左都御史、

工部尚书等职，宦海数十年，虽然屡授申斥，但其官

阶品级并未降低。 
乾隆五年以病乞休，这一举动惹怒了乾隆帝，魏

廷珍受到革职处分，但毕竟魏廷珍是一甲进士，乾隆

帝也有敬重之情，于乾隆十三年东巡过景州之时，赐

其“林泉耆硕”匾额，给还原衔，并做御制诗两首。

乾隆十六年，再赐御制诗一首，命赐其子锡麟一品荫

生，并赏加员外郎衔。乾隆帝以魏廷珍年过 90 为本

朝人瑞之兆，赐诗“悬车辞魏阙，回驾返蓬庐。望九

人中瑞，无双林下居。精神益轩若，风度尚彬如。娱

老询何物，三朝有赐书”[7]1097。乾隆二十一年三月

卒，乾隆帝也很痛惜，下谕曰：“忽闻溘逝，深可悯

恻！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上谥号曰“文简”。 
2.  刘谦 
刘谦，字益侯，世人称之碧峯先生。刘谦生而聪

颖、沉静，13 岁为诸生，康熙年间考中连捷进士，

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三司等官，曾 3 次为四川乡试考

官，一次提学官。所选拔者皆一时名士，“两川间文

教士习之以之一振”②。刘谦提学官，被渐次提拔为

御史，在任上刘谦考核度支源流，在刑部则平反了一

批冤狱，此外他认为国家以人才为元气，因此刘谦荐

举了一批有能力和才学之人。因刘谦为官清廉，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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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翟慎行编(道光)《武强县志》卷八·人物志。 
② 张宗载，齐文焕编(民国)《枣强县志》卷五·人物志上·乡贤。 
③ 丁燦，张瑛编(民国)《故城县志》卷七·仕进。 

政绩，数次获得皇帝召对，并特隆御书“廉平堂”

匾额①，其后官至江苏巡抚。致仕归田后，刘谦淡泊

明志，闭户著述，教授生徒，著有《四书朱传纲目》

《周礼论义》《廉平堂文集致艺》等，卒年 84 岁。 
3.  郑端 

郑端，字司直，一字德信。年少聪悟，顺治己亥

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康熙年间生

员外郎，奉命视三楚，清查弊政，使得当地吏治大

振，赢得官声。其后升任户部郎中，出任康熙己酉科

河南乡试主考官，所取者皆一时之选。郑端回京不

久，被选为贵州提学佥事，重振当地文风，任间“明

科条，绝请托”②。此时，刘谦父逝，丁父忧三年，

回京后被荐举为陕西神木道，在任期间赶上吴三桂三藩

之乱，滇黔用兵，郑端“羽书旁午，事无留滞”②。 
陕西神木道任满，刘谦回工部任职，补浙江台州

巡海道佥事署粮道，在任间“念弁丁运解之苦，加意

周恤，一切陋规革除殆尽”②，因政绩突出，被浙江

巡抚举荐为“两浙廉明第一”，升任陕西凉庄道，

“修守备、严边防政事”，休憩学宫，亲自为当地读

书人授课。任满升任湖南按察使，为政间“明慎用

刑，讼狱偃息”②，因政绩卓著升安徽布政使。在任

期间，正赶上康熙帝南巡，期间郑端身率属吏按南巡

所需供给尽量从官府出，事事妥帖而不扰民，受到百

姓爱戴，也获得了康熙帝御书“端清”二字之赐。 
安徽布政使任满升任偏沅巡抚，不久调江苏巡

抚，在两江富庶之地，郑端洁身自好，做到“廉以持

躬，静以镇物”，兴利除害，对待属吏宽严相济，使

他们不敢徇私枉法。郑端还停止两淮盐商的“岁献”

陋规，抑制豪强权贵，从不畏惧妥协。康熙三十一年

卒于官署，钦赐全恤，所著《日知堂文集》《政学

录》，辑录《朱子学》等行于世。 
4.  贾臻 

贾臻，字退崖，号运升，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

修，充任广西乡试主考官，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其

后，官任科道，政声籍籍，以部曹选用。其后任河南

知府不数月间清理积案 500 余件，平反一批冤狱，一

时登封等县“囹圄为空”
③。不久，贾臻调任开封

府，建议筹防豫东以卫京畿，因防守指挥得当，官军

获汜水之捷，特简授浙江宁邵道，赏戴花翎，未抵

任，留任河南升任按察使，以筹防太平天国北伐，其

留心防务，成书《筹防备览》。因其政绩，升任安徽

布政使，帮助巡抚办理全省军务，从中调度，一度署

理巡抚。贾臻简出劲旅，出其不意平濠破垒，保城

80 余日安然无恙，政绩卓越。其后因病回河南就

医，2 年后复任贵州布政使，未能赴任而卒于省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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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Jinshi Group of Hengshui Area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Xue-she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Q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held  112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the third year in the Shunzhi reign to the thirtith year in the Guangxu reign, 109 intelectuals were 
admitted as Jinshi in Hengshui area. The group of these 109 Jinshi, who were distributed in 11 states and countie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in area,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the number of admission and the number of 
persons designated, their family features, and their official career.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de those Jinshi in Hengshui area 
in Qing Dynasty a special group,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areas and provinc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appeared some famous Jinshi in Hengshui area such as Wei-Tingzhen, Zhengduan, Jiazhen etc., and they  were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in the group. 
Key words: Qing Dynasty; Hengshui area; Jinshi; imperi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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