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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城
口
廳
志
卷
之
十
五

選
舉
志

古
者
師
錫
闢
門
之
典
肇
自
唐
虞
三
代
以
及
秦
漢
則

以
德
行
道
藝
鄉
舉
而
里
選
焉
隋
唐
以
來
始
制
科
目

專
以
文
藝
説
者
謂
辭
章
之
學
或
多
浮
華
而
鮮
實
行

然
而
名
臣
碩
輔
嘉
謨
逺
猷
彪
炳
汗
簡
者
類
皆
出
於

其
途
故
制
科
之
設
歴
代
行
之
我

朝
崇
文
右
儒
首
重
科
目
又
别
爲
徵
辟
選
貢
以
廣
旁
求
固

野
處
不
匿
其
秀
矣
城
口
仕
宦
幾
希
科
名
寥
落
蓋
以

改
設
未
乆
學
校
初
興
原
不
可
以
概
論
方
今

教
化
涵
濡
沐
浴
歌
詠
將
見
英
才
繼
起
科
甲
聯
登
又
安
知

不
蒸
蒸
日
上
也
哉
志
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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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選
舉

晋

宋

以

來

川

郡

嵗

舉

秀

才

孝

亷

至

隋

煬

帝

時

始

建

進

士

科

唐

取

士

之

科

多

因

隋

舊

其

目

有

秀

才

有

明

經

有

進

士

有

俊

士

有

明

法

有

明

字

有

明

子

自

詔

曰

制

舉

則

以

待

非

常

之

士

焉

唐

初

秀

才

科

第

最

髙

真

觀

中

有

舉

而

不

第

者

坐

其

州

長

由

是

廢

絶

明

經

有

甲

乙

丙

丁

四

科

進

士

則

甲

乙

二

科

其

餘

科

目

雖

曰

多

瑞

而

行

之

最

久

者

唯

進

士

明

經

兩

途

而

已

然

其

時

重

進

士

而

賤

明

經

能

文

之

士

率

皆

由

進

士

起

家

宋

制

禮

部

貢

舉

設

進

士

九

經

五

經

開

元

禮

三

史

三

禮

三

傳

學

究

明

經

明

決

等

科

皆

秋

取

解

冬

集

禮

部

春

攷

試

合

格

及

第

考

列

名

放

榜

於

尚

書

省

凡

進

士

試

詩

賦

雜

文

各

一

首

策

五

道

帖

論

語

十

帖

春

秋

或

禮

記

墨

義

十

條

餘

科

帖

書

帖

對

墨

義

各

有

定

數

神

宗

熙

寧

二

年

王

安

石

議

更

貞

舉

法

罷

詩

賦

明

經

諸

科

以

經

義

論

策

試

進

士

凡

進

士

各

占

治

詩

書

易

周

禮

禮

記

一

經

兼

以

論

語

孟

子

每

試

四

塲

其

初

大

經

次

兼

經

大

義

凡

十

道

次

論

語

一

首

次

策

三

道

禮

部

試

增

二

道

試

義

湏

通

經

有

文

采

乃

爲

中

格

不

但

如

明

經

墨

義

粗

觧

章

句

既

罷

明

經

諸

科

又

立

新

科

明

法

以

待

諸

科

之

不

能

改

試

進

士

者

試

以

律

令

刑

統

大

義

其

殿

試

之

法

昉

於

唐

武

后

天

授

元

年

後

亦

未

嘗

再

行

宋

開

寳

六

年

以

季

眆

知

貢

舉

所

取

士

不

實

遂

於

講

武

殿

命

題

重

試

御

試

自

此

始

試

題

一

賦

一

詩

一

論

至

熙

寧

三

年

親

試

舉

人

初

用

策

限

以

千

字

元

皇

慶

三

年

始

定

八

月

天

下

郡

縣

興

其

賢

者

能

者

充

賦

有

司

次

年

二

月

會

試

京

師

中

選

者

復

親

策

之

每

三

嵗

一

次

開

試

蒙

古

色

目

人

弟

一

塲

經

問

五

条

大

學

論

語

孟

子

中

庸

内

設

問

用

朱

氏

章

句

集

註

弟

二

塲

策

一

道

以

時

務

出

題

限

五

百

字

以

上

漢

人

南

人

弟

一

塲

明

經

經

疑

二

問

大

學

論

語

孟

子

中

庸

内

出

題

並

用

朱

氏

章

句

集

註

復

以

己

意

結

之

限

三

百

字

以

上

經

義

一

道

各

治

乙

經

詩

以

朱

氏

爲

主

尚

書

以

蔡

氏

爲

主

周

易

以

程

氏

朱

氏

為

主

以

上

三

經

兼

用

古

註

疏

限

五

百

字

以

上

不

拘

格

律

弟

三

塲

古

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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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秋

或

禮

記

墨

義

十

條

餘

科

帖

書

帖

對

墨

義

各

有

定

數

神

宗

熙

寧

二

年

王

安

石

議

更

貢

舉

法

罷

詩

賦

明

經

諸

科

以

經

義

論

策

試

進

士

凡

進

士

各

□

治

詩

書

易

周

禮

禮

記

一

經

兼

以

論

語

孟

子

每

試

四

場

其

初

大

經

次

兼

經

大

義

凡

十

道

次

論

語

一

首

次

策

三

道

禮

部

試

增

二

道

試

義

須

通

經

有

文

采

乃

爲

中

格

不

但

如

明

經

墨

義

粗

解

章

句

既

罷

明

經

諸

科

又

立

新

科

明

法

以

待

諸

科

之

不

能

改

試

進

士

者

試

以

律

令

刑

統

大

義

其

殿

試

之

法

昉

於

唐

武

后

天

授

元

年

後

亦

未

嘗

再

行

宋

開

寶

六

年

以

李

昉

知

貢

舉

所

取

士

不

實

遂

於

講

武

殿

命

題

重

試

御

試

自

此

始

試

題

一

賦

一

詩

一

論

至

熙

寧

三

年

親

試

舉

人

初

用

策

限

以

千

字

元

皇

度

三

年

始

定

八

月

天

下

郡

縣

興

其

賢

者

能

者

充

賦

有

司

次

年

二

月

會

試

京

師

中

選

者

復

親

策

之

每

三

歲

一

次

開

試

蒙

古

色

目

人

第

□

場

經

問

五

條

大

學

論

語

孟

子

中

庸

内

設

問

用

朱

氏

章

句

集

註

第

二

場

策

一

道

以

時

務

出

題

限

五

百

字

以

上

漢

人

南

人

第

一

場

明

經

經

疑

二

問

大

學

論

語

孟

子

中

庸

内

出

題

竝

用

朱

氏

章

句

集

註

復

以

己

意

結

之

限

三

百

字

以

上

經

義

一

道

各

治

乙

經

詩

以

朱

氏

爲

主

尚

書

以

蒸

氏

爲

主

周

易

以

程

氏

朱

氏

爲

主

以

上

三

經

兼

用

古

註

疏

限

五

百

字

以

上

不

拘

格

律

第

二

場

古

賊

詔

誥

章

表

内

科

一

道

古

賦

詔

誥

用

古

體

章

表

四

六

參

用

古

體

第

三

場

策

一

道

經

史

時

務

内

出

題

不

矜

浮

藻

惟

務

直

述

限

一

千

字

以

上

或

蒙

古

色

目

人

願

試

漢

人

南

人

科

目

中

選

者

加

一

等

注

授

蒙

古

色

目

人

作

一

榜

漢

人

南

人

作

一

榜

第

一

名

賜

進

士

及

第

從

六

品

第

二

名

以

下

及

第

二

甲

皆

正

七

品

三

甲

以

下

皆

正

八

正

明

鄉

會

試

之

制

沿

元

舊

而

稍

變

其

試

文

專

取

四

子

書

及

易

書

詩

春

□

禮

記

命

題

畧

倣

宋

元

經

義

然

代

古

人

語

氣

爲

之

體

用

排

偶

謂

之

八

股

通

謂

之

制

義

葢

太

祖

與

劉

基

所

定

三

年

大

比

以

諸

生

試

之

直

省

曰

鄉

試

中

式

者

爲

舉

人

次

年

以

舉

人

試

之

京

師

曰

會

試

中

式

者

天

子

親

策

於

廷

曰

廷

式

亦

曰

殿

式

分

一

二

三

甲

以

爲

名

第

之

次

一

甲

止

三

人

賜

進

士

及

第

二

甲

若

干

人

賜

進

士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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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詔

誥

章

表

内

科

一

道

古

賦

詔

誥

用

古

體

章

表

四

十

參

用

古

體

第

三

場

策

一

道

經

史

時

務

内

出

題

不

務

浮

藻

惟

務

直

述

限

一

千

字

以

上

或

蒙

古

色

日

人

願

試

漢

人

南

人

利

目

中

選

者

加

一

等

注

授

蒙

古

色

目

人

作

一

榜

漢

人

南

人

作

一

榜

第

一

名

賜

進

士

及

第

從

六

品

第

二

名

以

下

及

第

二

甲

皆

正

七

品

三

甲

以

下

皆

正

八

品

明

鄉

會

試

之

制

沿

元

舊

而

稍

變

其

試

文

專

取

四

子

書

及

易

書

詩

春

秋

禮

記

命

題

畧

倣

宋

元

經

義

然

代

古

人

語

氣

爲

之

體

用

排

偶

謂

之

八

股

通

謂

之

制

義

葢

太

祖

與

劉

基

所

定

三

年

大

比

以

諸

生

試

之

直

省

目

鄉

試

中

式

者

爲

舉

人

次

年

以

舉

人

試

之

京

師

曰

會

試

中

試

者

天

子

親

策

於

廷

曰

廷

試

亦

曰

殿

試

分

一

二

三

甲

以

爲

名

第

之

次

一

甲

止

三

人

賜

進

士

及

第

二

甲

若

干

人

賜

進

士

出

身

三

甲

若

干

人

賜

同

進

士

出

身

子

午

夘

酉

年

爲

鄉

試

辰

戍

丑

未

年

爲

會

試

鄉

試

以

八

月

會

試

以

二

月

皆

初

九

日

爲

第

一

場

又

三

日

爲

第

二

場

又

三

日

爲

第

三

場

初

場

試

四

書

義

三

道

經

義

四

道

二

場

試

論

一

道

判

五

道

詔

誥

表

内

科

各

一

道

三

場

試

經

史

時

務

□

五

道

廷

試

則

以

三

月

朔

我

朝

加

意

人

材

振

興

文

教

首

以

科

試

之

典

爲

重

每

逢

大

慶

典

特

開

恩

科

取

士

乾

隆

乙

丑

以

二

月

會

試

氣

候

尚

寒

改

期

三

月

後

又

□

頭

場

四

書

義

三

道

五

言

八

韻

律

詩

一

首

二

場

經

義

五

道

三

場

經

史

時

務

策

五

道

殿

試

之

後

又

復

朝

考

拔

取

績

學

之

士

入

翰

林

院

其

餘

用

主

事

中

書

國

子

監

學

正

學

錄

知

縣

等

官

有

差

　

　

我

朝

之

於

士

類

恩

施

優

渥

無

以

復

加

矣

恩
賜
武
舉

朱
一
元

九

保

平

垻

人

由

武

生

領

鄉

勇

從

征

教

匪

擢

八

品

軍

功

嘉

慶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三

目

拏

獲

賊

首

芶

朝

富

係

賊

首

芶

文

潤

之

次

子

僞

先

鋒

趙

虎

周

𠃔

讓

陳

大

本

等

經

贊

叅

大

臣

德

楞

泰

題

欽

賜

武

舉



 

城

口

廳

志

卷
十
五
　

選

舉

　
　
　
九
十
五

恩
貢

袁
大
生

道

光

十

六

年

□

選

直

隸

州

州

判

因

監

修

城

工

紀

錄

一

次

歲
貢

袁
天
榮

清

溪

訓

導

　
　
楊
正
修

袁
玉
琴

道

光

十

一

年

註

選

訓

導

彭
祖
善

李
爲
方

道

光

十

九

年

註

選

訓

導

先

因

監

修

城

工

議

叙

八

品

張
文
醇

附
貢

張
懋
春

職
員

聶
愈
宦

文

生

以

軍

功

議

叙

除

江

南

寧

國

縣

岳

山

廵

檢

唐
學
珊

考

取

從

九

　
　
陳
守
身

考

取

從

九

註

選

張
世
昌

考

取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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