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科举考试发榜之后，有两项

仪式让新科进士倍感荣耀，这就是曲江

流饮和雁塔题名。据《新唐书·选举志》

记载：“举人既及第……又有曲江会、

题名席。”

曲江位于西安市东南，为我国久负

盛名的皇家园林，兴起于秦汉，繁盛于

隋唐，尤其是在唐朝，引终南山之水，扩

充水面千亩，建有芙蓉园、杏园、紫云

楼、汉武泉、青龙寺、大慈恩寺和大雁塔

等诸多景观，楼台亭阁绵延不绝，是唐

朝京城长安最为风雅之所。曲江宴本

是朝廷为安慰落第举子所设，而到了唐

中宗时，改为赐新科进士曲江游宴。进

士们尽情游乐，开怀畅饮，赋诗抒怀。

他们将酒杯放在盘子上，让其在曲流之

上随水漂转，转至谁跟前，谁就执杯一

饮而尽，遂成一时盛事，故此名曰“曲江

流饮”。

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在

进士科放榜后的“曲江宴”上，来自山东

的进士刘沧，因屡举进士不第，曾漫游

齐鲁、吴越、荆楚、巴蜀等地，遍访高人

名士，丰富自己的学问才识，及第时已

是白发苍苍，因此兴奋异常，也很惹人

注目。在如此风光的曲江宴上，刘沧感

慨万千，一时文思泉涌，写下了科举史

上有名的诗篇《及第后宴曲江》：“及第

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

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

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州。归时不省花

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描述了进士及

第后在曲江宴游庆典活动的盛况，以及

有幸参加无比激动兴奋的心情。

在曲江流饮中有一款樱桃宴颇负

盛名。唐朝科举一般在春天发榜，此时

正是樱桃上市的时节，民间有用樱桃

“荐新”的习

俗 。 樱 桃

宴 不 仅 与

时令相符，而且樱

桃被称为“初春第一果”，

号称“百果第一枝”，其

吉 兆 正 对 应 了 金 榜 题

名、独占鳌头之寓意。

据五代学者王定保所

著《唐摭言》记载，

唐僖宗时，曾任

宰相的刘邺

被 遣 出

京任淮南节度使。乾符四年（公元 877

年），其次子刘覃考中进士，刘邺安排

管家给刘覃一锭银子（50 两），供他与

同榜进士凑钱聚饮之用。而刘覃仗着

自家财大气粗，要独自承办樱桃宴，派

人预购了数十石樱桃。此时樱桃刚刚

成熟，即使是达官贵人也还没有吃到，

而刘覃的宴席上却堆积如山，同时又

辅以糖和乳酪，每人都享用到一杯，连

随从人员都沾光吃到了樱桃。

在举办樱桃宴时，有一道主食必不

可少，那就是“红绫饼餤”。“红绫饼餤”

是一种珍贵的饼饵，以红绫裹之，为皇

家御膳食品，在高规格的宴会上，皇帝

才将此饼赏赐大臣。据宋人叶梦得《避

暑录话》记载，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

900年），朝廷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只

有裴格等 28 名优秀学子脱颖而出，唐

昭宗认为得到了贤能之士，于是在曲江

设宴，并专门让宫廷御厨制作了28张红

绫饼餤，赏赐给28名新科进士，而卢延

让就名列其中。他对能获红绫饼餤之

赏赐念念不忘，晚年到前蜀做学士，蜀

人很轻视他，他作诗怼曰：“莫欺零落残

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元代诗人马祖

常曾作诗描述进士吃红绫饼餤的情景：

“红绫饼餤出宫闱，赐宴恩荣玉殿西。

白发词臣曾射策，榜名欣见武都泥。”

李肇《国史补》云：“既捷，列书其姓

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这就是著名

的“雁塔题名”，又称“慈恩题名”，是唐

朝新科进士的又一荣誉仪式。大雁塔

位于西安市南郊的大慈恩寺内，又名

“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

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

安的经卷佛像而主持修建了大雁塔。

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张莒进

士及第，他参加完曲江流饮后，与好友

乘兴登上了大雁塔，极目远眺，长安美

景尽收眼底，踌躇满志的他难掩兴奋之

情，挥毫在塔壁上题写了“新科进士张

莒”六个大字。张莒此举竟引起轰动效

应，新科进士纷纷效仿，自发地来到大

雁塔题名，成为唐时风尚。也有说起源

于唐神龙年间。后来大慈恩寺的僧人

们为了保护大雁塔，就在塔下修建了一

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廊”，专门用于

新科进士题名赋诗，也因此留下了无数

的题名佳话。新科进士参加完曲江宴

会后，蜂拥而至慈恩寺题名阁，他们先

各自在一张方格纸上书写自己的姓名、

籍贯，并推举其中书法出众者，作文一

篇以记此盛事。然后交与专职石匠，刻

在大雁塔的石砖上。这些人中日后若有

做到卿相者，还要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

据《太平广记》记载，柳宗元和刘禹锡同

一年考中进士，题名于慈恩塔上，是由

谈元茂执笔书写的。当时都不打算把

自己的名字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而写在

押缝的板子上，游人一般也看不见，或

者用不了多久板子也便损坏。当时

柳宗元草拟名单，他暗暗斟酌，以姓氏

家族的名望为排列顺序。

在雁塔题名者中，最有名的要数

白居易了。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

800年），28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这一

年只录取了17名进士，白居易是最年轻

的一位。他与同榜进士曲江饮宴后，游

览大雁塔，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

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的诗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表现了他

当时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心情。

据《新唐书》记载，曾任宰相

的李德裕是以门荫入仕，所以

对进士很是厌恶，他上奏

唐武宗：“国家设科取士，

而附党背公，自为门

生。自今一见有司而

止，其期集、参谒、

曲江题名皆罢。”

于是将大雁塔以前题名的进士字迹全部

刮去。直到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

雁塔题名又恢复如故。由于每科进士

都要到雁塔题名，而慈恩寺的墙壁毕竟

空间有限，不久，白墙便成“花墙”。唐

末诗人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

题名，因成四韵》诗云：“雁塔搀空映九

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

迹，满壁堪为宰辅图。鸾凤岂巢荆棘

树，虬龙多蛰帝王都。谁知远客思归

梦，夜夜无船自过湖。”

北宋神宗年间，一场大火毁掉了这

些珍贵的题壁，大雁塔也失去了往日的

风采。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咸宁县对大雁塔进行重大修缮，在维持

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外表完

整地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这便是如

今看到的大雁塔。明清时期，长安虽已

不是国都，但当地的文人学士追慕唐代

雁塔题名的韵事，在每次乡试结束后，

考中的举人都要相携登塔，题诗留名。

至今，雁塔题名碑尚有200余通。

0303责编/郭军 组版/王静 校对/段影柔

各界导报网站：www.gjnews.cn E-mail:gejiedb2002＠126.com

2023.8.7 星期一
岁 月

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白水江的红军印记

□ 郑学富

□ 郭松林

曲江流饮与雁塔题名

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

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

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

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

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

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

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

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

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

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

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

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

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

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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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jiedb2008@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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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秦 史话

文 史 小百科

白水江镇，地处略阳县北、嘉陵江

上游，与甘肃省徽县和成县接壤，是一

座千年历史古镇，也是重要的水运码头

和甘陕边物资集散地。至今，在嘉陵江

畔，还保留有船工和客商集资兴建的两

进两层院落的江神庙，周遭回廊环绕，

雕刻精细，恢宏大气，是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这座江神庙也是83年前，红二方

面军发起“成徽两康战役”期间，红六师

师部所在地，如今已按原貌修复为红军

纪念馆并对外开放。

1936年9月1日，由贺龙、任弼时率

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到

达哈达铺。为了歼灭陕甘苏区的来犯

之敌，为党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落脚陕

甘苏区清扫门户，中革军委命令红二方

面军“东出甘南和陕西南部，占领成县、

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从

右路拖住胡宗南尾巴，配合一、四方面

军进行静（宁）会（宁）战役”。

按照这一战略部署，9月8日，红二

方面军总部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

令》：“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

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康

县、凤县、略阳之敌而袭取之。”并组织

“成徽两康战役”，分三路向上述地区进

军，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

略阳之敌，并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根据

地。红二军团六师为右路纵队，向康

县、略阳方面挺进；红二方面军总部和

所属二军团四师及红三十二军为中路

纵队，向成县方面挺进；红六军团军直

及所属各师，为左路纵队，向两当、徽县

方面挺进。

9 月 12 日，红二军团六师在师长

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的率领下，指挥

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从西固宕昌镇

（今宕昌县）出发，一路风餐露宿、跋山

涉水，沿礼县之白河、桥头、肖良、三峪、

西河、大桥一线，进击康县，19日顺利攻

克县城。定由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

十七团留驻康县，发动群众扩红建政。

9月20日，红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

廖汉生等率师部及十六、十八团，乘胜

向陕南东进。经略阳的窑坪、木瓜园、

秦家坝，向略阳县城进发。白水江镇驻

守着胡宗南新编十一师一一八团团部

及一个营，见红军逼近慌忙撤退，一路

经陆路轻装进入略阳县城；一路由警卫

连护送的满载军用物资的三艘木船，顺

嘉陵江而下欲进略阳县城。红军闻讯

后，令十八团立即派出骑兵小分队提前

埋伏在距县城15公里的街口村竹林里，

乘敌人停靠休息吃饭时，先夺得两船，

又在增援部队配合下，再夺得第三船。

三艘船装载的枪支弹药、军服棉被、药

品等辎重全部被红军缴获，还毙伤敌军

数十人，取得街口大捷。

红六师摧城拔寨，即将攻打略阳县

城时，接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驰援

成县战斗”的电令，遂迅速掉头逆嘉陵

江而上，向靠近成县的白水江镇推进。

9月22日晚，由于国民党守军提前撤走，

保安队也逃之夭夭。红六师顺利进入

白水江镇。此时，成县已被攻克，红六

师奉命就地休整。为了不扰民，红六师

师部选择在离镇子一里路远的江神庙

驻扎，十六团、十八团安排在附近宿

营。24日，红六师在江神庙前召开群众

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宣布红军的纪律和

贺龙总指挥的“约法三章”，公审了罪大

恶极的劣绅，同时宣布成立白水江苏维

埃政府，选举马联其为主席，张德福、

任成昌为委员。在红六师的支持下，

苏维埃政府组建各级政权和游击队，动员

40多名贫苦青年加入红军，还没收地主

豪绅的粮食、布匹等物资，分给广大群众。

休整期间，由于敌情突变，红二方

面军接到中革军委要求“撤离陇南，渡

渭水北上”的电令，红六师遂奉命向成

县的红二方面军总部靠拢，离开了白水

江镇。

红六师在白水江镇虽然时间很短，但

秋毫无犯和纪律严明，给当地群众留下了

深深的记忆，至今还流传着一些脍炙人口

的红军故事。为了弘扬革命传统，再现红

六师在白水江的历史，略阳县党史办和白

水江镇党委按照原貌，在江神庙旧址对红

六师师部进行了历史复原，通过图片、实

物和文字，介绍了红六师在略阳境内的战

斗经历，并增添了陇南工委领导下的白水

江党组织活动内容。

这座红军遗址的修复开放，是白水

江镇党委发展以“红色文化、古镇风貌

和青山绿水”为一体的“红古绿”愿景规

划的第一步，江神庙红军遗址也成为略

阳县的“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和“党员干

部党性教育基地”。

高考已经结束，莘莘学子就要手捧高考录

取通知书，奔向各大院校继续深造了。这是人

生的大事，学子们的心情自然是无比喜悦。那

沉甸甸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可是学子们用心血

换来的。古代科举考试也如同今天的高考，当

古人金榜题名时，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到底是什

么样的呢？这其中可大有学问。

古代科举制始于隋，发展于唐，完善于宋，

兴盛于明，至清渐渐走向衰落。光绪二十七

年，武科考试正式废止，历经1300余年。历代

科举考试中，官府会向中榜者下达“录取通知

书”，并由专门“报榜人”送达，且有专门仪式。

唐朝开始出现泥金帖子，它是我国最早出

现的录取通知书。发展至唐中后期，用来登科

报喜的“通知书”变成了“金花帖子”。直到宋

朝，这种金花帖子一直沿用，其制作方法更为

复杂。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帖子是最正式的科

举录取通知书。金花帖子要采用素绫为轴，再

在素绫上贴上金花。考生的名字以及名次，都

要用洒金粉的“黄花笺”书写。金花帖子的大

小尺寸皆有具体规定，须“阔三寸，长四寸许”，

由此可以看出这份古代录取通知书的不同寻

常。古代人家，会将这种帖子视为特别荣誉。

当金花帖子送到考生家中时，平民小户人家会

好好珍藏起来，大户人家则要送到本族祠堂以供族人拜访，

以显示这份莫大的荣耀。

唐代的录取通知书，时称“榜帖”，由金屑涂饰在笺简上

精制而成。这种最早出现的榜帖就是泥金帖子，泥金帖子以

家书形式寄出，非官方渠道递送，不少人认为非正式录取通

知书。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泥金帖子》中提到这种泥

金帖子。其曰：“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

报登科之喜。”宋代诗人杨万里《送族弟子西赴省》又说：“淡

墨榜头先快睹，泥金帖子不须封。”诗中说到淡墨榜，是指古

代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用淡墨书榜，故称“淡墨榜”。

唐中后期至宋代，“金花帖子”继续沿用，到了南宋基本

绝迹。南宋洪迈《容斋续笔·科举恩数》：“唐进士登科，有金

花帖子，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相传已久，而世不多见。”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又载：“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

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

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时称金花帖子。”此文献对

“金花帖子”记载较为详尽。

明清时期科举录取通知书，从上至下统称“捷报”“报

帖”，民间称“喜报”。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诸生中乡荐，与

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儒林

外史》中的范进，收到的就是官方差人送来的捷报。到了清

代，出现刻板印制的科举通知书。

唐宋时期的“金花帖子”，除报学子考取的功名外，还特

别记载主考官。除了他们的头衔，还有他们的详细资料，如

生于哪年哪月哪日，还有他们的祖父名字、父亲名字等。主

考官都要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明清时捷报已有专用印

版，录取通知书比较简单，印好后填上被录取学子姓名、名次

等即可，但像三甲一类还是要书写上的。古代录取通知书写

好后，要加盖“录取专用章”，谓之“过朱”。

在古代，送达录取通知书仪式较为隆重。各级官府安排

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报喜人一般不少于三人，

骑上高头大马，高举彩旗、旌幌，带上唢呐，一路吹吹打打，鸣

炮奏乐，热闹非凡。中秀才、举人或进士及第希望较大的人

家，会在煎熬中苦苦等待喜报的到来。他们望眼欲穿，会有专

人在门口等候。一旦报喜人来了，即向主人禀报。报喜可是

个好差事，衙门公差争破头想干这差事，碰到中榜的大户人家

能赏些喜钱，稍微穷点的人家也能安排上一桌，赏些酒喝。

最后细说一下古代科举，它是一种由低到高分级分类的

功名考试，从早期二级到后期三级、四级，可概括为地方与中

央两级。州试、乡试、童生试皆为地方考试，当然也要发放录

取通知书。一般在张榜公布后，第一时间通知考生个人。通

俗地说，金花帖子属于“国家级”，类似于今天国家重点高校

通知书，“省市级”地方考试有别样录取通知书。宋朝时，地

方考试录取通知书称“金花榜子”，此为解试录取通知书。解

试又称“州试”，是在州府进行的。只有通过了“州试”，考生

才有资格参加更高级别的考试，直至殿试。那么，何为“金花

榜子”？其实就是仿“金花帖子”制作的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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