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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举状元考订、进士人数探讨及盛况背景剖析 

黄明光           李佳芳 

（1.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2.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 

【摘 要】针对唐朝至清朝，浙江地区科举文科状元学术界存在 68、75 人之说，通过讹误考订，认为 66 数量较

为准确。浙江文科状元有人名、进士及榜眼误作状元、省元误作状元、制科考试第一误为状元等四种讹误类型。通

过对浙江科举文科状元，以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台州与湖州等地区科举进士数量的统计，说明了浙

江地区古代人才辈出，科举功名位居全国前列。唐代以后，浙江地区商品经济的兴盛，京杭大运河贯通与造船业的

繁荣；北宋开始，浙江地区教育事业昌盛，雕版印刷业发达，藏书丰富，是科举人才繁荣的经济、交通、教育及图

书资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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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活跃的省份之一，又是吴越与江南文化的发源地。经济、文化位居全国前列。历史悠久，人才辈出。

研究浙商经济的文章恒河沙数，但专题探索浙江古代科举，仅限于一地或者断代的研究。如彭鲜红《以科举进士为例分析宁波

重教兴学的传统》
①
、夏卫东《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

②
。讨论唐朝至清朝浙江地区科举状元考订、进士人数探讨

及盛况背景文章，截止 2016 年 4 月，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所见，仅有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一位学者在《宁波大学学报》上发表的

《论浙江籍状元的时空分布特征》一文
③
。这一现象，与浙江历史悠久的文化与教育传统极不相吻合。因此，加强此课题的研究，

即具有学术价值，又拥有创新意义。本文对浙江文科状元的考订，及对浙江杭州、宁波等地进士人数的探索，是此类文章一大

亮点。 

1 浙江地区科举状元、进士人数探讨 

1.1 浙江地区科举文科状元人数 

古代浙江地区科举状元人数，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一学者认为浙江地区出现文科状元七十五人。

[3]东阳二中退休教师吴立梅在名为“光明人家”的博客“浙江历代状元”中认为，我国有文科状元六百八十二名，浙江地区有

六十八位，占总数的百分之十。
④
 

笔者据各种史料统计，认为浙江地区唐朝至清朝出现了科举文科状元六十六人，限于篇幅，简单列于下：贺知章，证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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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95 年），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施肩吾，元和十年（815 年），杭州府人；程宿，端拱元年（988 年），衢县人；

贾安宅，大观三年（1109 年）乌程（今浙江湖州书）人；沈晦，宣和六年（1124 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张九成，南宋

绍兴二年（1132 年）原籍开封，海宁盐官（一说钱塘人）人；刘章，绍兴十五年（1145 年）龙游（今浙江龙游县）人；王佐，

绍兴十八年（1148 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十朋，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温州乐清（今浙江省乐清市）人；木待问，

隆兴元年（1163 年），浙江永嘉郡（今温州市）人；詹騤，淳熙二年（1175年），会稽人（今绍兴市），一说分水县（今浙江

桐庐县分水镇）；姚颖，淳熙五年（1178 年），鄞县（今宁波市）人：陈亮，绍熙四年（1193 年）永康人；傅行简，嘉泰二

年（1202 年）鄞县人；毛自知，开禧元年（1205年），衢州人；赵建大，嘉定四年（1211 年）永嘉人；袁甫，嘉定七年（1214 

年）鄞县人；刘渭，嘉定十三年（1220 年）金华人：王会龙，宝庆二年（1226 年）台州临海人；周坦，嘉熙二年（1238 年）

浙江永嘉人；徐俨夫，淳祐元年（1241 年）平阳人；留梦炎，淳祐四年（1244 年）衢州人；方逢辰，淳祐十年（1250 年）淳

安人；方山京，景定三年（1262 年）慈溪人，一说余姚人；王龙泽，咸淳十年（1274 年），义乌人；泰不华，至治元年（1321 

年）， 台州人； 张信，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定海人；周旋，正统元年（1436 年）永嘉人；商辂，正统十年（1445 年），

淳安人；谢迁，成化十一年（1475 年）， 余姚人； 王华， 成化十七年（1481年），余姚人；李旻，成化二十年（1484 年），

钱塘人；33 姚涞，嘉靖二年（1523 年），慈溪人；韩应龙，嘉靖十四年（1535 年），余姚人；茅瓒，嘉靖十七年（1538年），

钱塘人；秦鸣雷，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临海人；唐汝楫，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兰溪人：诸大绶，嘉靖三十五（1556 

你）；山阴人；范应期，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乌程人；罗万化，隆庆二年（1568年），会稽上虞人；张元忭，隆庆五年

（1571 年），山阴人；朱国祚，万历十一年（1583 年），嘉兴秀水人；杨守勤，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慈溪人；44 韩

敬，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归安人；钱士升，万历四十四（1616 年），嘉善人；余煌，天启五年（1625 年），会稽人；

史大成，顺治十二年（1655 年），鄞县人；严我斯，康熙三年（1664 年）， 归安人； 蔡启僔， 康熙九年（1670 年）， 德

清人； 蔡升元，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德清人；沈廷文，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秀水人；周澍，雍正八年（1730 年）

钱塘人；金德瑛，乾隆元年（1736 年），仁和人；金甡，乾隆七年（1742 年），仁和人；梁国治，乾隆十三年（1748 年），

会稽人；吴鸿，乾隆十六年（1751 年），仁和人；蔡以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浙江嘉善枫泾（今上海金山）人；汪

如洋，乾隆四十五（1780 年），秀水人；茹棻，乾隆四十九（1784 年）， 会稽人； 史致光， 乾隆五十二（1787 年），会

稽山阴人；王以衔，乾隆六十年（1795年），归安人；姚文田，嘉庆四年（1799 年），归安人；朱昌颐，道光六年（1826 年），

海盐人；钮福保，道光十八年（1838 年）， 乌程人； 章鋆， 咸丰二年（1852年），鄞县人；钟骏声，咸丰十年（1860 年），

仁和（今杭州）人。 

1.2 浙江籍状元讹误校订 

上文已经指出，浙江地区科举文科状元人数存在多种统计结果，原因之一是讹误较多。本文仅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一学者

发表的《论浙江籍状元的时空分布特征》一文为例，对文科状元讹误类型说明如下： 

1.2.1 状元人名讹误 

文章在 83 页论述元代浙江籍状元时称： 由于元朝宫廷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导致浙江省仅出“朱继志”一位状元。此

处“朱”姓误，应为“牛”。此人非浙江省人。史料如下：明代宋濂等撰《元史》卷四十三，顺帝六记载：廷试，取进士六十

二人，赐薛朝晤、牛继志进士及第。牛继志考中第一名后，担任过翰林修撰，承事郎等官职。清朝翁方纲《粤东金石略》第二

卷中有“修撰承务郎牛继志记载”的记载。
⑤
清代李卫等监修《畿辅通志》卷二一五，列传二十三《牛继志传》；以及卷三十四

“选举二”，将牛继志，记载为“河北武强人”。元代至正十四年科举考试第一名。
⑥
 

1.2.2 进士误作状元 

其一，沈亚之。该文 81 页列举湖州状元记：沈亚之为元和十年（815）状元。此处科举功名误。沈亚之，吴兴籍（今浙江

湖州）。考中元和十年（815）进士。此人仅为进士，非状元。史料有：元代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卷四，云：“沈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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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年，侍郎崔群下进士。”
⑦
明朝人董斯张在明代湖州府地方志《吴兴备志》一书第十八卷中记：“沈亚之，元和十年进士。”

⑧
又，明人徐象梅撰《两浙名贤录》：“沈亚之„„大和初登第。”又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考证，沈亚之非状元。穆彰阿等

人修《大清一统志》在二百二十三卷处云：“沈亚之，字下贤，„„太和初登第。”从上述史料分析，沈亚之肯定不是科举状

元。 

其二，邵锐。文章 81 页列举杭州状元记：邵锐为 1506 年状元。此处科举功名与年代错误。 

邵锐，浙江省仁和塘栖籍。明正德三年（1508）进士。史料有：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正德三

年戊辰科（1508）进士人名单，邵锐为二甲进士。状元系吕柟，明人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之七十二《太仆寺卿邵锐传》引

用《明实录》材料载：太仆寺卿邵锐嘉靖十六年六月卒。由正德三年进士任庶吉士。明人谈迁《国榷》卷首之四，甲科：“正

德戊辰科会元仁和邵锐状元高陵吕柟。_____”
⑨
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记：擢黄中仁及邵锐、黄芳为编修。另，

按照明朝惯例，科举状元一般直接授官翰林院修撰，无授庶吉士。《明史》卷七十，选举二云：“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

修撰，二、三甲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
⑩
旁证。 

其三，周启明。文章 81 页列举丽水状元：周启明为丽水公元 1000 年前后状元。此处科举功名误。此人为进士，非科举状

元。例如，《宋史》卷八记载，大中祥符五年正月，真宗赐给处州（今浙江丽水）进士周启明礼物。《宋史》原文未称周启明

“状元”，仅为“进士”。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卷第三十云：赐处州进士周启明粟帛，转运使陈尧佐表其行义

故也。再证。 

1.2.3 省元误作状元 

文章 81 页列举温州状元记： 蔡幼学为乾道八年（1172）状元，误。考《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蔡

幼学传文记：蔡幼学，温州瑞安人。试礼部第一。
○11
案：宋代已有廷试，廷试第一才是科举状元。礼部第一为会元。嘉庆《瑞安

县志·儒林传》蔡幼学传记载：南宋瑞安（今属浙江）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授广德教授。又，乾道八年的科举状元

为福建永福县人黄定。此人考中状元史料见：宋陈骙撰《南宋馆阁录》卷七（《四库全书》本， 册 595，页 455）、福建乾隆

《永福县志》卷八（台北：成为出版社 1967 影印本，310-311.）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壬辰科状元只此一人，非蔡幼学，

旁证。 

1.2.4 制科考试第一误为科举考试状元 

宋代，制科考试与科举考试并行。制科考试的程序比科举考试要繁琐。 

陈舜俞，湖州乌程籍（浙江湖州）人。考中仁宗庆历六年进士；嘉祐四年（1059）又参加举制科考试，获得第一名。宋代

著名历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中记载：宋仁宗于嘉祐四年举行制科考试，取明州观察推官陈舜俞等人。
○12

此史料证明，陈舜俞是以明州观察推官， 即衙门官员身份参加制科考试，非平民参加的科举考试。因此，宋朝制科考试与唐代

创立的科举考试系两种不同的考试体系，将制科考试第一与为科举考试状元等同，误。 

1.2.5 榜眼误为状元 

文章 81 页列举宁波状元记： 莫子纯为庆元二年（1196）状元。此处科举功名与籍贯均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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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绪年间邵友濂，孙德祖等人修《余姚县志》卷二十三，莫子纯传记载：庆元二年（1196）礼部、廷对考试第一，因有

官改第二。
○13
据此，莫子纯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前已经有官职， 依据宋代科举制度规定，皇族与朝廷官员不能取为状元，故由科

举状元改为榜眼。又据宋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莫子纯传云： 庆元二年礼部奏名复为第一，是岁有旨，遵故事

免。
○14
另，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金山县志》第三十六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记许克昌传，此人字上达，秀州华亭（今

上海金山枫泾）人。宋绍兴三十年（1160 年）中进士第一名（状元），因许克昌原已在朝廷任官，改为榜眼，佐证。莫子纯籍

贯误见下文“王华”条史料，不赘述。 

1.3 浙江境内各地进士人数概述 

1.3.1 杭州地区 

从唐代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实施科举制度的一千多年期间，出现了大批科举名人。一些学者统计，杭州地区历代登科

进士 3103 位。这其中，有不少家喻户晓的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例如，宋代科学大师沈括、明代著名军事家于谦、文学家

田汝成、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等。
○15
 

1.3.2 宁波地区 

据雍正《浙江通志》、《宁波府志》等方志记载，唐朝宁波地区有进士 4 名；北宋进士 161 名；南宋定都临安，为宁波地

区进士人数最多时期，有进士 983 位；元代进士仅 9 位，其中以桂彦良为代表；明代进士 977 位；清代进士 298 位。从唐至

清，宁波共有进士 2432 名（荐举、右榜进士和武进士除外）。
○16
 

1.3.3 温州地区 

据历代《温州府志》记载，唐代温州进士仅薛正明、吴珪两位。1998 年版的《温州市志》宋代为温州科举辉煌的时代，共

计 1371 位进士。明代温州共考取文武进士 150 名，清代温州府文武科 60 人，文科 45 人。
○17
 

1.3.4 绍兴地区 

据清雍正《浙江通志》与清乾隆《绍兴府志》记载，绍兴自古以来出进士较多。从唐朝至清朝废科举制度止，绍兴共出文

武进士 2238 人，包括文科进士 1965 位，其中唐 12 人，五代 7 人，宋 618 人，元 24 人，明 560 人，清 744 人；登武进士

科者 273 人，其中五代 2 人，宋 12 人，明 117 人，清 142 人。进士佼佼者中，在登科的进士中，以山阴、会稽为多，自唐至

清共有进士 1444 人，像茹棻、史致光都是会稽的杰出代表。
○18
 

1.3.5 嘉兴地区 

据嘉兴学院学者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一书统计，嘉兴自唐代至清朝，考中进士 2203人（其中有二十六位进

士籍贯未定）。其中唐代进士 24 人，五代进士 2 人，宋代进士 717 人（含武进士 94 人），元代进士 20 人（含武进士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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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士 666 人（其中武进士 27 人），清代进士 774 人（其中武进士 60 人）。
○19
 

1.3.6 台州及湖州地区 

学者丁伋在《台州历代科举概况》一书中，根据民国《台州府志》的记载，从唐朝至清代，台州地区文科进士 907 人。其

中唐朝 2 位、宋朝 587 位、元代 9 人、明代 271 人。其中陈燧，乡试、会试皆第一人，俗称“二元”。又叶恩、赵鼎、陈选

等皆为会元。清代 38 人。
○20
 

湖州唐代至清代进士 1468 人。其中唐朝 35人；宋朝 648 人（其中状元 7 人）；元朝 24 人； 明朝 318 人（包括状元 2 人）；

清：443 人（含状元 7 人）。武进士：62 人，其中明朝 7 人、清朝：55 人。
○21
 

2 形成浙江地区科举盛况的历史背景剖析 

剖析科举盛况的历史背景， 涉及浙江地区经济、交通、教育、藏书等多方面因素。 

2.1 唐代以后，浙江地区经济的兴盛，是科举人才繁荣的经济背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是人才与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浙江地区古代科举人才兴盛与唐朝以后浙江地区的

商品经济逐步发达密切相关。 

古代科举考生的生活费、读书费及赴京城考试的路费等各种费用是一笔巨大开支。除考生家庭资助外，当地经济的繁荣也

发挥了积极作用。浙江地区科举进士、状元人数众多，亦与地区经济繁荣密切相关。限于文章篇幅，以下仅以杭州与宁波为例。 

首先，分析杭州地区经济状况。杭州地区商品经济从唐宋以后就十分发达。以丝绸为例，丝绸是浙江地区特产之一。唐朝

以后，杭州地区的丝织手工艺发展迅速。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一书中记载， 唐代朝廷少府监全国生产的丝绢分为九个等

级。
○22
北宋年间，朝廷在杭州地区设丝织商品收购机关，收购民间丝织商品，满足宫廷贵族需求。南宋定都临安府后，宫廷的织

锦院有工匠一千余人，纺织机三百张。临安府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市场上涌现出许多精美丝织品。民营手工作坊数量同时

得到迅速增加。1138 年，南宋定都临安，经济更加发达，据南宋《清波杂志》等书记录，珠宝行、玉石行、海味行、鲜鱼行等

商业发达，使临安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都会，
○23
甚而足以影响到世界经济。清代到民国年间，杭州金融业影响到全国，胡雪岩所

开钱庄即是典型代表。 

其次，分析宁波地区经济状况。以钱庄业为例，宁波钱庄业在明朝已见开端，宁波府各县票号与钱庄与外地日升昌票号、

宏晋银号、晋恒银号均有金融业务往来。清朝咸丰、道光时期，鄞县地区钱庄业更加繁荣。金融业务范围主要有： 白银的估价、

兑现，黄金、银元与铜钱的互换及保存、运输、汇付等。宁波（治所在鄞县）的三江口有钱肆、钱庄一条街，为各地到宁波贸

易的商人提供金融服务，以获取不同货币之间的差价利润，交易十分红火。随着金融及商品经济范围扩大，鄞县地区不少富商

到省外开办钱庄。如北京著名的钱庄“四大恒”，即恒源、恒和、恒利、恒兴，就有宁波商人投资。
○24
清末民国初期，宁波的钱

庄业日趋发达。据地方志记载，资本在六万块银币以上的钱庄有三十余家，资本规模小的钱庄及交易商店数量巨大，民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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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多过米店”之说。宁波曾经成为浙江省金融交易中心。钱庄大多设在鄞县江厦街，钱币划拨，银钱出纳，兴旺状况，可

以与上海外滩相比。光绪《鄞县志》：鄞县商贾兴盛，滨江一带“皆钱肆矣”。民国年间，鄞县的钱庄，形成宁波街市的风光

一景。 

2.2 京杭大运河贯通与造船业的繁荣， 系浙江地区科举考生赴京城考试交通背景 

京杭大运河开掘，开始于春秋，完工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元代工程贯通了长江、钱塘江等国内主要河流，成为内陆河流

的重要运输要道之一。明代到清前期重新疏浚了山东境内荒废的河段。以后又进行了黄运分离与湖漕分离等运河工程。完工之

后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国内水上交通重要渠道。运河的通航，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杭州至北京沿岸各大城市运输、商品流通的迅速

发展。京杭大运河为杭州及浙江地区生员从水路赶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低价、便捷的交通方式。 

浙江地区造船业早在南北朝时已经十分繁荣。隋唐以后，由于京杭大运河修建，内河水上运输业发展的需求，官府及民营

造船业快速发展起来。 

首先，分析杭州地区造船业，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五十之四记载，北宋哲宗年间，杭州地区一年内可打造大型轮船

六百余艘。南宋时期，杭州港口成为国内四大海港之一。赵氏王朝高度重视海外贸易，推动了杭州地区远洋海轮的建造。据宋

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记载，杭州建造的大型海船长二十丈，可载重上万石；大型海轮可运载五、六百人。

每艘远洋海轮安装了罗盘，增强了航行方向与安全性诶广受中外商人称赞与购买。 

其次，分析宁波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明清朝两朝，宁波民间与地方政府造船及海洋运输业比宋朝有了较大发展。这表

现在以下二方面。第一，封建官府运输管理部门对民间运输业收税数量增多。以河泊所所收税额为例。明朝嘉靖年间，宁波官

府河泊所规定鄞县渔民及海洋运输业人员征收的银票为： 有闰课钞一千二百六十八锭四贯六百六十文；无闰课钞课钞一千一百

七十一锭一贯六百一十文，数量比元朝多了一倍以上。
○25
第二，宁波造船与船队的规模在清朝，比较明朝得到发展迅速。首先，

造船数量。宁波民间资金雄厚的海洋运输商，除拥有自己数量繁多的船只外，还造船出租盈利。如《鄞县通志》记载，建造小

船，耗资“数十金”，鄞镇沿海富家，一家建造几只，或者数十只船只，出租给本地平穷渔民，穷困渔民也乐于接受。其次，

船队规模。清中叶，居住在宁波、上海、天津等港鄞县的吴氏、秦氏等家族海洋运输富商，曾经帮助清朝廷运输官粮。船队以

六十艘船为一队，有时几十队船往来于宁波、厦门、天津、上海等国内主要港口之间，获利甚巨。
○26
 

2.3 北宋开始，浙江地区教育事业发达，是浙江地区古代科举考试繁荣的教育背景 

首先，以杭州为例。北宋熙宁年间，北宋理学家陈襄任杭州知州期间，高度重视地方教育。主张兴办学校是地方官员的第

一要务。南宋，杭州为临安府，设有太学、_____武学、宗学、临安府学等多种官学机构。临安府成为全国教育中心。元朝，建

有杭州路儒学。明清两代，设有杭州府学、县学等官办教育机构。同时，书院也兴盛。例如，万松书院。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

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周木依据宋代报恩寺旧址，修建了“万松书院”。因建在万松岭上，故名。万松书院名气名列“杭城四大书

院”第一。书院四周松树林立，环境幽雅。清康熙十年（1671），浙江巡抚范承谟再次投资修缮，更名“太和书院”。康熙年

间，由于康熙皇帝赐书院匾额，易名为敷文书院。该书院是明清时期杭州影响深远、规模完善的书院之一。另外，崇文书院、

紫阳书院、诂经精舍亦培养了大批学生。 

其次，论台州官学与书院。台州自北宋初期即建州学，所辖五县也建立了县学。南宋后读书求仕蔚然成风，地方官学兴盛。

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嘉定年间，州县学共有学田二千八百余亩、土地一千八百多亩、山林三千五百余亩，办学经费充足。

地方官学发达的同时， 官办与私办的书院也不计其数。例如，临海县的溪山第一、台州上蔡、观澜书院、黄岩县的柔川、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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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屿、南峰、云阳书院，天台县的顾欢读书堂，仙居县的桐林、上蔡书院，宁海县的五峰及赤城等书院。 

2.4 浙江地区雕版印刷业发达，藏书丰富，为科举考生图书资料背景 

北宋、南宋年间，国子监刻印的“监本”，成为全国各地官府印刷范本。此外，南宋朝廷的太医、德寿宫、修内司等衙门，

临安府等官府也有官府刻书的专业部门。南宋临安府的官刻、私刻作坊的雕工、制作版技术位居全国第一。私刻作坊中，以陈

氏刻书铺为代表。陈氏私刻作坊雇佣刻工数十人，规模较大。作坊选纸精细，用墨讲究，雕板经典，产品优秀。杭州雕版印刷

业有严格的质量要求。纸张色白，墨色气香；雕工圆润，字体精美；校勘准确，误字极少。同时，数量、品种繁多，深受国内

外读者与书商喜爱。苏轼在《东坡七集·奏议》卷六《论高丽进奉状》中记载，福建籍商人徐裁临安府做国内外的贩书生意， 曾

经将杭州雕版图书贩卖到周边国家，获利丰厚。 

浙江各地，私家藏书均丰富。杭州地区私人藏书丰富。最早有三国时期的范平。宋代更加昌盛。例如，钱惟演，钱塘人。

为吴越王钱俶第七子。家藏书极富，咸平年间，向朝廷捐献《咸平圣政录》等书，又如，清代钱塘著名藏书家丁丙，藏书八千

种，总数共达三十万卷。光绪十四年（1888）建藏书楼名“嘉惠堂”。藏书楼名称，根据藏书册数分别命名为“小八千卷楼”、

“八千卷楼”等不同名称。也有按照藏书类型不同，取名为“善本书室”、“甘泉书藏”等名称。杭州私人藏书楼、馆对保存

浙江古籍做出了一定成就。许多藏书楼为科举考生提供了优质图书服务。
○27
 

宁波地区藏书楼历史悠久。明朝有文献记载的藏书楼已经三十座。宁波清朝藏书楼著名的有：黄宗羲“续抄堂”、胡德迈

“宝墨斋”、万斯同“寒松斋”、郑氏家族“二老阁”、全祖望“双韭山房”、董沛“六一山房”等。其中卢址所建“抱经楼”

优为出名。卢址字青厓，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人。因连试科举不中，断绝科举功名。后任职中书舍人官职。却热心图书收

藏。仿天一阁建“抱经楼”藏书。
○28
 

温州地区私家藏书楼，以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修建的玉海楼最为著名。初创时，玉海楼有藏书

八、九万卷，此后二十年间又续增五万余卷。湖州私家藏书楼中，以秀才刘承干修建的“嘉业堂藏书楼”为著名代表之一。藏

书楼占地二十亩，费金十二万。鼎盛时期的藏书全部为五十几万卷，号称六十万卷，共十六、七万册。除上述三历史背景之外， 

从地理因素分析，南宋定都临安府（今杭州），方便浙江科举考生参加考试；从人口移民理论分析，南宋迁都，中原许多文化

名人后代定居浙江，以及福建人才移民浙江，也是浙江古代科举事业繁荣的原因。例如，复旦大学学者吴松弟根据民国《重修

浙江通志稿》的史料，认为温州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开发比福建地区晚，许多福建人乘船前往中原，需要路经温州、台州等地，

他认为从五代开始，就有福建人移民浙江温州等地。吴松弟的研究发现宋代移民温州的四十三族人中，有三十五族源于福建省。

○29
 

注释： 

以上科举状元名录， 依据以下图书资料统计而成。（清）徐松. 登科记考[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周腊生. 唐代状元奇谈·唐

代状元谱[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周腊生. 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周腊生.辽

金元状元奇谈·状元谱[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朱保炯， 谢沛霖.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三册本）[M].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6；江庆柏. 清朝进士题名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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