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大西北“换”一位状元
——谈清代陕西状元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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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大西北包括今天的陕西
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等省区市在内的中国西北
部。整个清朝由于各地教育水平的差
异，所产生的114名状元中大多来自
江南富庶之地。比如江苏出了49位，
仅苏州一地就有26位；浙江出了20
名……而西北地区只出了王杰一个
状元。

来自陕西的王杰，在乾隆辛巳科
廷试中本来位列第三，但乾隆皇帝经
廷试后，非常满意，御笔将他点为“状
元”，因此为大西北地区“换”了一个状
元。那么为什么要给大西北“换”个状
元呢？王杰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要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说起。

清朝的科举考试由童试、乡试、会
试、殿试（廷试）构成。读书人如果走科
举入仕，需要先考童试。通过童试，便
取得乡试的资格，中试者可参加京师
举行的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在乡试
的次年二月举行，会试中试者称贡士，
第一名叫作会元，贡士方能参加殿试。
殿试通过后就成为进士，进士又称
甲科。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科举考试，对
参加科举的学子非常体贴。比如偏远
地区的学子参加乡试、会试可以到当
地官府领取乘驿凭证，在沿途驿站可
以享用食宿和马匹，还另外补发路费。
乾隆时期国力鼎盛，基本上各省份到
京师参加会试的学子，朝廷都会给予
一定的经济照顾。清代驿站的管理是
国家政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情况
下，即使是高级官员不经过批准的话，
也不得使用驿站，但进京赶考的学子

不仅可以由官方驿站接待，甚至还可
以乘坐驿车，调动驿马。再如，乾隆时
期，会试时间本来是在乡试的次年二
月，但二月天气寒冷，于是就把会试推
迟了一个月，三月春暖花开了再考。由
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的时
间，也是从这一年（1761年）开始改为
了4月21日。

乾隆帝深知科举之弊防不胜防，
为确保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很早就对
科举取士做出改革。如殿试策问，一向
多用四六骈体文，华而不实，且这一套
路很容易预先分类拟好，届时略加改
动，忆写下来即是。于是乾隆二年谕令
廷试禁用一切肤泛套语，要求答卷者
不拘一格，切实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
议。这一举措曾较大地影响了应试文

风的改变。
乾隆时期对于阅卷管理也做了严格

限制：所有殿试考卷，定于文华殿集中阅
卷，届时由皇上钦定的读卷官判卷，另派
亲王大臣现场监察；读卷官统一于文华
殿两廊、传心殿之前后房间居住，不得回
家，负责监察的王公大臣与科道、收掌等
一同住宿；将读卷官由14人减为8人，
后又略有增加；将阅卷时间限于两日。

担任殿试的读卷官是很辛苦的，但
却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阅卷大臣基本属
于六七十岁的老臣，为皇上亲笔从阁部
大员中圈定，但乾隆仍觉得不放心，这一
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采取两项
新措施：一是加强命题阶段的保密措施，
将原来的内阁预先出题，改为读卷官单
独提出策问之题，由皇上裁定；二是为确

保阅卷排序的公正无私，防止各存成见，
谕令自本科起，实行复查制度，将所有试
卷另派大臣再核查一遍，发现有品题“相
去悬绝”者，即行请旨追究。

1761年4月21日殿试前一天，皇上
钦点大学士来保，协办大学士鄂弥达、刘
统勋，兵部尚书梁诗正、左侍郎观保，刑
部尚书秦蕙田、左侍郎钱汝诚，都察院左
都御史刘纶，两江总督尹继善为殿试读
卷官，皆称一时之选。后来考虑到不久前
西域大捷，又增加了一个平定新疆的功
臣乌雅·兆惠。

本届的殿试试题不仅涉及经史义理
与注疏之学，更关乎官员考察制度、科举
体制与遴选真才、开源节流，还包括城乡
民间的移风易俗等。策问历来重视时政，
如联系刚刚收复西域新疆，屯田获得丰
收，但也带来谷贱伤农与滋生奢靡之风
等问题，要求新贡士提出对策。

这样的题目是指向明确和切近实用
的，也是那些僻居乡野的儒生往往难以
应对的，却给一个特殊群体带来极大优
势，他们是来自军机处和内阁的中书。以
上届为例，三鼎甲中状元毕沅、榜眼诸桐
屿都出于军机中书，而本次殿试策问的
前三名有两位又是军机中书，赵翼便是
其中之一。阅卷阶段结束，经过反复讨论
斟酌的排名也出来了，在进呈皇上的前
十卷中，排在第一的便是赵翼，王杰则排
在第三。通常说来，皇帝对拟定的殿试卷
顺序圈阅批朱而已，一般不会去改动呈
上的名次；而这次乾隆不同，他将原本排
在第三的王杰与排在第一的赵翼进行了
调整，由此王杰成了状元，而赵翼成为了
探花。

或许，乾隆帝对当时社会上关于“廷

试鼎甲大半出于军机中书”的议论会有
所耳闻，但这并不足以让乾隆做出如上
举措，对一个饱读史典与诗书、君临天下
已然20余年的皇帝而言，每科状元是谁
并不重要，而借此举与国家收复西域、平
定叛乱相挽牵，激励偏远地区读书士子
报效祖国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才是他的
真实意图。

乾隆帝此朱笔一勾不是随意一勾，
我们注意到，他先是召来了读卷官进行
询问商讨，知道清朝自立国以来西部从
未出过状元，方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当
然，陕西农家子弟王杰的答卷也的确非
常优秀，这是前提。乾隆对于此次改动名
次颇为认真，不仅细读了“前三卷”，而且
将呈上的“十卷”都一一读过——《清史
稿》记载，读了差不多两个多时辰。读罢，
他说：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
三，给予一状元亦不为过。但是他仍然不
放心，直到亲自召见——面试后，看到了
王杰端庄凝重的人品，才下决心钦点这
个状元。

就这样，王杰成了乾隆辛巳科的状
元，且是皇上钦点的殿试第一名。乾隆帝
显然对此非常满意，还专门作诗记述此
事，其中有两句是“西人魁榜西平后，可
识天心偃武时”。此时，清廷持续数年的
平叛战争大获全胜，开疆拓土，国力走向
兴盛的巅峰，在乾隆帝看来，正是到了偃
武修文之时。诗中的西平，指整个西域彻
底平定；西人，便是指王杰了，他出生于
陕西。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在朝廷平定西
域变乱之后，来自西部的举子得中了状
元，可知上天也要结束战乱、修明文教
了。诗中满怀喜悦，并不计及西安与西域
相距甚远。

“换”一位状元

古人讲“为官不易”。通常是讲当
一个好官不容易，往往出自三个原因：
一是权势容易使人迷失自我；二是亲
情人情很难摆脱；三是俸禄少而支出
多带来的经济压力。

而王杰做官避免了这三个“不
易”，做到了自觉彻底的“清”。他不收
礼不送礼，也不接受家乡亲友之托；位
低时不走动公卿，在高位不拉帮结伙。
王杰为官40多年，且是高官，但生活
上一直过得紧紧巴巴。这一点，颇值得
研究和思考。

比如，他初到北京时，生活艰难，他
的两个哥哥在韩城，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但王杰一心科考的时候，两个哥哥未帮
上什么忙，等他中了状元，进了京，他二
哥就写信给他，说自己的一个儿子，应该
到王杰那里读书，一起生活……王杰看
了以后很有感触，就给他的哥哥回信，表
示自己初到京城为官，需要用微薄的俸
禄养活一大家人，信中说“诸事艰难”“又
不肯坏品行向人告助”“唯有每日强为欢
笑，为宽慰母亲之心”等。

王杰做的时间最长的官职是礼部
尚书。他主持过四次乡试、四次会试，
可以说门生、故吏遍天下。但即使在这
样的条件下，他的四个儿子竟然连一
个中举的都没有。来自农家的王杰很
清楚科举这条路对于底层学子的意
义，他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挤占科举的
稀有资源。同时，王杰还严打科举舞弊
行为，努力为农家子弟提供上升的通

道。他的这些行为在当时是极其难能
可贵的。

王杰的忠诚、廉洁和杰出才华得
到了乾隆皇帝的充分认可和喜爱。乾
隆皇帝在位长达60多年，身边文星闪
耀，王杰就是其中始终不落的一个。精
于书法的王杰，长期担任为乾隆誊录
诗稿的任务，还是《四库全书》的副
总裁。

乾隆皇帝信任倚重这位忠良才干
之臣。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王杰为
母服丧的三年期间，还被乾隆破格升
为兵部尚书，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可
见乾隆对他的信任和这对君臣之间的
深挚感情。

那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5月，
王杰的母亲故去，他回到故乡韩城为父
母举办合葬，按照礼制规定，需为母亲守
孝三年（实际以27个月期满）。丁忧之员
没有薪俸，而他也没有积蓄，家中人口又
多，只好辗转委托亲戚借钱生活。

次年3月初，乾隆帝南巡至浙江，
一路处理政务，也及时做一些人事调
整。到六部官员时，发现兵部尚书空
缺，就下旨让王杰接任。但此时王杰还
在乡丁忧，很快就有人将消息告诉了
他，皇上的谕旨也随之而来。王杰是在
3月下旬得知此事的，他既兴奋，也有
些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恩典，坦然受
之，无所表示，当然不妥。思来想去，他
决定先派人赶往江南呈递谢恩折，奏
明等母亲下葬后，即驰赴山东，在德州

地方迎驾，当面表达谢忱。
按当时的“礼仪”，迎驾的臣子需要

准备一份“面贡”。但买贡品需要花钱，王
杰又没钱，只能再借，他为此支付了高额
利息。

当王杰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后，他便出
发到德州迎接南巡返回的圣驾。乾隆帝对
王杰远路赶来谢恩的行为颇为欣慰，说了
动情的话：你来很好，我们君臣之间就应
该如同一家人那样，我关心你，你也要关
心我。王杰非常感动，他曾为筹备此次“面
贡”挖空心思，不惜去借贷和求人，而皇上
也似知道他的经济境况，对所贡物件只留
下少许几件，余下的让退掉还债。

这就是清官王杰。清代与王杰同期
为官的还有一个和珅，那是众所周知的
贪官。和珅虽然也是一名精明强干、善于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臣”，但更是一个擅
于攀附、热衷权力、喜欢整人弄事的聚敛
之臣，他受贿数字之巨令人瞠目结舌。其
罪恶活动不仅给清廷财政造成巨大的损
失，也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史书
记载，对于和珅，王杰是从不用正眼看他
的。由于王杰自身为官清廉，找不出什么
毛病和把柄，和珅也没有办法陷害他。乾
隆驾崩后，嘉庆皇帝迅速下旨将和珅革
职下狱，负责审理和珅的正是王杰。

王杰是古代官员中一个典范，是一
个清廉、忠诚、善良、认真做事的典范。其
实，我国历朝历代这种清正的官员很多，
我们应该将这种清正之臣的故事系统地
梳理编写出来，作为对后人的一种典范

——人格的典范、做事的典范、做官的典
范，这是当代历史学家的责任。

王杰的高洁人品还体现在高风亮节
上。78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内阁首辅，但
他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重
要的事了，于是提出告老还乡。嘉庆对他
非常尊敬，再三挽留，才同意他告老还
乡。纪晓岚为他还写了一首诗——“遥知
明月来相照，人似孤云无所依”，并加注

“公归无恒产，仍一贫士也”，非常感人。
王杰为官40余载，告老还乡时所带之物
唯有书籍数十箱，嘉庆帝盛赞其“直道一
身立庙堂，清风两袖返韩城”。原本是他
同届的、被换下的那位“状元人选”赵翼

也对他心服口服，为他赋诗“素风到老如
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

王杰 81岁去世，被追封为太子太
师，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祠联为：“文
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言道
一身，敢斥恶邪。”

这就是清代著名大臣王杰的感人故
事。当我们阅读历史，会发现每个时代都
有杰出人物，都有一批仁人志士。这些人
物的身上闪耀着道德的、智慧的、人格的
光芒，他们清廉忠正的典范故事直到今
天仍感染着我们，影响着我们，这些优秀
品质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的重
要财富。

清廉正直 为国为民

王杰是怎样一个人呢？史书记
载，王杰生于雍正三年 （1725 年）
陕西韩城庙后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祖
祖辈辈都是农民。其祖上从山西逃荒
到了陕西，他父亲这一辈，是迁至这
里的第六代。王杰的父亲王廷诏排行
老三；王杰有两个哥哥，自己是家里
最小。王杰的大伯认为，三弟王廷诏
爱读书，要给他捐一个小官，再让他
把儿子们带出去读书，于是给王廷诏
捐了一个从九品的税课司大使，就是
收税的，在杭州收税。

1729年，王廷诏带着一大家子到
杭州任职：有他自己的三个儿子，大哥
家的三个儿子，二哥家的两个儿子。那
时候，从九品税课司大使的俸禄并不
足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生活极其艰

难。虽然如此，但王廷诏不忘延聘老
师，指导子侄读书。正是在这样的氛围
下，年仅5岁的王杰，养成了爱读书爱
思考的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在书法
上的才能也早早开始显露，8岁时就
能将匾额大字写得像模像样。

乾隆七年 （1742 年），18岁的
王杰返回故乡韩城，通过童子试，成
为韩城县学的一名生员，即秀才。
23岁时，进入省城西安关中书院读
书，遇到了一生的授业恩师——孙景
烈。孙景烈是一个理学家，一生以传
扬儒学为己任。1743年，孙景烈应
邀至关中书院讲席，号称“山长”。
关中书院的创办人冯从吾为晚明大
儒，提倡实学，将关中之学与程朱理
学、阳明心学融会贯通，奠定了关中

书院良好的教学传统。孙景烈到关中书
院讲的也是程朱之学，激励学生讲求实
行，兼授以古文辞。王杰就是在这样的
良好教学传统下经历了多年陶铸，德行
与习性上都留下儒家学者的深深烙印。
如果说，后来王杰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
能够始终屹立不倒，主要是在于他清严
端谨的人品，那么这同他深厚的儒家学
养、道德节操是分不开的。

比如，孙景烈曾告诫王杰等众学子：
“古之学者为己而已，标榜声气则为人
矣。此君子小人儒所由分，而可为乎？”王
杰牢记在心。他留任翰林院之后，绝不走
动公卿，也绝不拉帮结派。就说他昔日的
恩公尹继善，是一个十分欣赏并第一个
推荐他的人，后来还做到了内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但王杰在北京即使是处境最

艰难的时候，也未曾找过他。再说他的另
一个恩公陈宏谋，后升任吏部尚书、东阁
大学士，王杰也照样不走动不攀附，而纵
使这样，尹继善、陈宏谋也并未因此看轻
他。他们都恪守着为官的品格，即对中华
道统的共同职守。

王杰道德精神的风范，受到关学的
影响较深。关学，又作“关中之学”，
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分支，又自成体系和
统绪。三秦思想家一以贯之的家国情
怀，其所倡导的“务实不务名，真修实
践，不尚标榜浮华”的治学路径，其弃
绝攀结勾连，一空依傍的独立人格，在
王杰身上得以集中呈现。

王杰从一个农家子弟到一举登科成
为状元，其命运的改变当然主要在于他
的个人禀赋和读书进取，但也得益于他

所遇到的两位理学名臣——尹继善与陈
宏谋。这二人皆多次在陕西主政，在王
杰困顿贫寒时期给予支援，是其人生和
学术之路的导师。那时各地大员都要特
聘几名幕僚，其中须有一两位精擅书
法，专管文案、拟写和誊录奏折。因为
这些高官皆有向皇帝密折奏事之责，标
准字体是蝇头小楷，字面要工整雅洁，
行文也不容出半点儿差错，非一般秀才
所能承担。擅长书法、为人严谨的王杰
因此被推荐给陕甘总督尹继善，后又被
推荐给陕西巡抚陈宏谋。陈宏谋倡导实
学，说实话，做实事，王杰深受其影
响。如果说孙景烈给他讲解了儒学的道
理，陈宏谋则在官场、生活中处处为他
做出榜样，二位关中前辈先贤的教诲与
传承，使王杰终身受益。

出身农家 儒学风范

■

当我们阅读历史，会发
现每个时代都有杰出人物，
都有仁人志士，这些人闪耀
着道德的、智慧的、人格的
光芒。乾隆时期，国家收复
西域、平定叛乱，为激励西
部地区读书士子的进取心，
出身陕西的王杰被钦点为状
元。他一生忠君爱国，清廉
正直，坚守原则，成为中国
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清史专
家卜键近期在中国版权协会
主办的远集坊讲坛讲述了清
代 著 名 大 臣 王 杰 的 感 人 故
事，本期向读者推荐阅读。

卜 键 ，文 学 博 士 ，研 究
员，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
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原所
长，中国文化报社原总编辑，
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
与旅游研究基地主任、特聘
教授，北京文史馆馆员。已
出版学术著作 20 余种，发表
论 文 与 文 章 300 余 篇 ，主 持

《清史·边政志》，主编《清代
教育档案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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