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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歷史人群研究:臺品，進士

汪毅夫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 提要 】 本文就臺灣進士這一地域歷史人群之成員總數 、 名錄 、 佳話 、

義雄 、 軟事等鉤沈索隱 、 取證考據 ， 並就清代科舉制度和科舉文化有所介

紹和評估 。

本文認為 ， 臺灣進士是一個於令不在 、 於令不再的人群 ， 宜以「地域

歷史人群」視之 ; 臺灣幕友 、 臺灣班兵 、 臺灣塾帥 、 臺灣教諭等亦各是，

「 地域歷史人群」、各是一研究的課題 。

【 關鍵字 】 科舉臺灣進士地域歷史人群研究

空灣進士作為一個於今不再和於令不再的人群 、 作為一個地域歷史人

群 ， 其成員總數有種種說法 。 其中，最為誇張的是「清朝兩百多年間，向

籍進上總共J三百零六名 J 之說 。

在 ，主 倚，最早就此一問題給自答案並列出臺灣進1:名錄的是黃典權教

授 。

1972 年 ， 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典權從「歷科進上題名碑錄 」 、

「 歷科進士組名碑拓片 」 中愉索，得畫灣進士 31 名 。 i古典權教授的這項研

究以〈清進 t題名碑巾之垂灣進上〉為題發表於《台南文化〉第 9 卷第 3

/金月f ( 聯合報) 1992 年 12 月 23 日 ﹒ 企灣學者的某些著作也有比1夸張的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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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972 年 3 月 10 日出版)

黃典權教授的研究給後人留下了研究的便利，也留下研究的空間。在

研究的空間方面，黃典權教授在臺灣進士名錄裡漏列「張維垣 J 誤「葉

題雁 」為「黃題雁 J 叉在文中留存陳夢球的籍貫和施士傑的甲第兩個問

題。

茲從{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錄出臺

灣進士之姓名、科年、甲第、名次、籍貫如下:

陳夢球，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1694) ， 二 甲第 31 名，白正旗;

王克捷，乾隆二十二年T丑科 ( 175 7) ，三甲第 43 名，諸羅縣 :

莊艾進，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 ( 1766 ) ， 三甲第 71 名，鳳山縣;

鄭用錫，道光三年癸未科( 1823 ) ， 三 甲第 109 名，淡水縣;

會維慎，道光六年丙戌科 ( 1826 ) ， 二 甲第 68 名，彰化縣;

黃聽雲'道光九年己丑科 ( 1829 ) ， 二 甲第 72 名，臺灣縣;

郭望安，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1835 ) ， 三 甲 71 第名，嘉義縣;

蔡廷間，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 1845 ) ， 二 甲第 6 1 名，澎湖廳、:

施瓊芳，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 (1845 ) ， 三 甲第 84 名，空灣縣;

楊士芬(芳 ) z ， 同治七年戊辰科( 1868 ) ， 三 甲第 118 名， I噶瑪蘭廳、 ;

張維垣，同治十年辛未( 1871 ) ， 二 甲第 118 名，臺灣縣;

陳望曾，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 1874 ) ， 三 甲第 69 名，臺灣縣;

蔡德芳，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 1874 ) ， 三 甲第 79 名，彰化縣;

施炳修，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 1874 ) ， 三 甲第 200 名，彰化縣;

施士傑，光緒二年丙子恩科 ( 1876 ) ， 三 甲第 2 名，臺灣縣;

黃登瀛'光緒三年丁丑科 ( 1877 ) ， 三 甲第 33 名，嘉義縣;

T壽泉，光緒六年庚辰科 ( 1880 ) ， 三 甲第 48 名，彰化縣;

葉題雁，光緒六年庚辰科 ( 1880 ) ， 三 甲第 60 名，是灣縣;

張觀光，光緒六年庚辰科 ( 1880 ) ， 三 甲第 108 名，盡問縣;

江昶榮，光緒九年癸未科( 1883 ) ， 三 甲第 137 名，直灣縣;

林啟束，光緒卡二年內戌科 ( 1886 ) ， 于: 甲第 101 名，品義縣;

徐德欽，光緒卡二年內戌科 ( 1886 ) ， 三 甲第 2 名，嘉義縣;

z ( 明 J青 進士題名硨錄索引 }分碑錄與索'5 1 兩個部分 ﹒ 在碑錄部分作 「楊士芬 」 ﹒顯像誤植;
在索引部分作 「楊士芳 J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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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壽星，光緒十二年丙戌科 ( 1886) ， 三甲第 64 名，彰化縣;

丘逢甲，光緒十五年己丑科 ( 1889) ， 三甲第 96 名，彰化縣;

許南英，光緒十六年庚寅科 ( 1890 ) ，三甲第 61 名，安平縣;

陳主要元，光，伊十八年至辰科 ( 1892 ) ， 三甲第 50 名，淡水縣;

施之菜 ，光，褚二十牟甲午恩科 (1894) ， 二 甲第 83 名，彰化縣;

李清楠，光緒 一三十h甲午恩科 ( 1894 ) ， 二 甲第 105 名，彰化縣

蕭逢涼，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 ( 1894 ) ， 三 甲第 60 名，鳳山縣;

黃產鴻，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 ( 1898 ) ， 二甲第 85 名，淡水縣;

陳竣芝，光緒二十五年戊戌科( 1898 ) ，三甲第 184 名，新竹縣;

汪春源，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 ( 1903 ) ， 三甲第 120 名，安平縣。

以上臺灣進士凡 32 名 。

關於陳夢球的籍貫，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司[ )明載為「正白旗 J

為什麼將陳夢球列為臺灣進士?

〈臺灣府志> (清康熙三十五年序看補刻本)之〈舉人年表〉於(康

熙) r 三十二年癸茵鄭基生榜」條下記:

(臺灣縣、)陳夢球，習易經，隸籍正 白旗，中北鬧 。

同書之〈進士年表〉於「康熙三十三年」條下記.

(全灣縣、)陳夢球，習易經，隸籍正 白旗 。

{泉州府志) (乾隆版)之〈人物志〉則記 :

E來夢球，號二受，同安人，鼎孫，永箏子，入白旗。康熙癸茵以旗籍

中式 J慎夭舉人 。 甲戌進士，皇祖召問壹灣遺事，嘉其父忠義， l!p 日摧

編修，每對大臣曰:此忠義永箏子也 。

腺{全是灣歷史人物小傅 ) 3 陳永華為鄭成功部將，在台「請建聖廟、

開科單、設學校 J r 予夢煒、夢球 J 陳夢煒的主要事蹟是 r 清人下

澎湖，奉命納款降。清聖而且以永華賢，親召見之，授船廠副將」。看來，

做夢球「隸籍正白旗」、「入白旗」乃從「納款降」而來。陳夢球「以旗

籍中式順天舉人 」 、 「巾北閹 J 以其考地稱順天舉人可，以其住地稱臺

3 全灣圖書館 2001 年 12 月增 lT再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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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舉人亦無不可。當陳夢球叉「以旗籍」中進士 、 點翰林 ， 他是從全國考

試而非地方考試中勝出，自可以其住地稱「臺灣進士」、「臺灣翰林」也。

關於施士潔的甲第，黃典權教授謂:

學者 前 年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之囑，編 輯施 士 潔〈後益呆在合集〉

附 有并言， 介 進士 簡屋 ， 查 其科第 詳情 ， 渴 望 得 比進士題名碑一考之 ，

甚 俄 其書不過 。 用乃囑請施 氏後 人查 錄 士 潔 神主以為 據~責 其 銜 曰 「賜

進士出身 J 則屬二甲，故并言從之 。 前年走訪寓南 ( 按 ， r:!p 台南 )

之荷蘭留學人施博爾先生， 獲 見 「哈 佛 燕 京學社引 得特刊第 19 號」

〈 增 校 清朝進士題名 4年 錄 附引 得} 一書 ，讀 其 「 光 緒 二年丙 子恩 科 」

一 錄 ，士 潔為「 三甲第二名 J 則俞前在 〈後孟呆 在合集 ﹒ 并言〉 中 據

士 潔神 主 所作 之 「 二甲 」該矣。 4

神主(叉稱「神位」、「木主」等)乃死者後人所制，照理也不應有

誤，不說明其所以誤，仍是一個問題。

關於施士潔的甲第，台南施氏後人所曾施士傑神主記為「賜進士出

身 J 福建石獅永宵西本村(施士潔祖籍地)施氏族人所藏〈本江施氏族

譜〉也有相同的記載。我曾到西等村做田野調查，收集有， < 辱江施氏重

修家廟碑〉照片一頓。碑文之未有「賜進士出身欽點內閣中;J員外郎銜奉

直大夫十六世裔孫士潔芸航謹撰」之語(該碑文已收入{後蘇詣合集 〉

但文末之語未-{并收入)。據此推測，施士潔神主及〈本江施氏族譜}關

於施士潔甲第的記載乃從(本江施氏重修家廟碑)而來 。 其碑文有明顯錯

誤 r 士潔芸航」即其一例 。 士潔號芸況，叉號淒勛，碑文中「芸航 」 乃

將「芸況」與「法做」混同起來，叉誤「航 」 字為「航 」 字 。 看來 r 賜

進士出身 J ( 二 甲)也是施氏重修家廟的主事人或石刻匠人於「蜴同進上

出身 J ( 三 甲)脫一 「同」字之誤所致也 。

附帶言之，歷科進士題名碑迄今完好地保存於北京國予監哲址.黃典

權教授當年在台南所見「荷蘭留學人施博爾先生 」 即施舟人 ( K . M 

Sc hipper ) ，現任福州大學特聘教嫂，所見{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

(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特刊第 1 9 號)現藏於施舟人教授及其主 F哀冰凌 t~~ t 

4 黃典權 u青進士越名碑中之憂戶，進士 ) , (台南文化}第 9 卷第 3 期( 1 97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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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的福州大學西觀藏書樓。

科名佳話歷來是學界留意的題目。

茲就聞見所及，研究所得，報告臺灣進士之科名佳話於下 :

(一) 進士父子

臺灣進士中 ， 施瓊芳與施士潔為父子。

這一對父子進士、進士父子，曾先後主持臺灣海東書院 ，對臺灣教育 、

文化的發展有所貢獻。

海東書院創建於康熙五十九年( 1720 ) ，院祉在臺灣府城(今台南市)。

海東書院為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聲名最陸的書院，叉以原中有古榕一棵 '

額曰「榕壇 J 故有「台澎講院」和「榕壇講院」的別稱。

據施士潔(台澎海東書院課選序) (收施士潔{後蘇龜合集) ) ，施

瓊芳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期間，與臺灣「巡道兼督學」徐樹人在院中增設「以

賦詩雜作相與切磋」的「小課 J 0 1886 年，施士潔受聘任海東書院山長後 ，

叉恢復了先由徐樹人、施瓊芳在海東書院增設的「以賦詩雜作相與切磋」

之課，這在汪春源的(窺園留草 ﹒ 汪序〉中是有記載的 r 時台學使灌陽

唐公禮延耐公施先生掌教台澎書院，於制藝試帖外倡為詩古文詞之學」。

施瓊芳、施士潔父子增開賦詩雜作之課的努力，有明顯的成效 ， 如;

海東高院的課藝教本(如〈瀛洲教士錄) )於制藝試帖外，有(保生帝〉 、

( 羅漢翩J ) 、(草地人〉等反映民生 、 民俗和社會問題的作品;施士潔在

海東占院的學生中，丘逢甲「工詩古文詞，而不工制義」 5 ，這同海東書院

「倡為詩古文詞之學」的教育直接相關。

三E灣 〈 聯合報 ) 19 92 年 12 月 2 8 日載有(台南米街父子進士〉一艾 ，

記施瓊芳、施士潔父子的故事，相當有趣。唯文中所記「老進士不喜宗親

滋事，鬥然也不理會事端， ... . ..。宗親怪老進士沒艙量，價稱其為『女進

t .il '轉而找小進士代為撐腰」的情節 ， 未宜率爾據信。「老進士」施瓊

芳逝世之時 r 小進士」施士潔年方十四歲(施士潔(重刻〈北郭圈全集〉

5 洪彙生(:Jf鶴齊遷，但} (全灣:大i!書局， (臺角，文獻史料叢刊}本) ， 頁 2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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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有「潔生也晚 ， '" ... 叉不幸十四歲而孤」之語) ， 尚未成為「小進士」

也 。

施瓊芳一字星階 ， 施士潔的友人 ， 1882 年任臺灣知縣的祁征祥亦字星

階。施士潔在其詩文翁 ， 為避父諱，將「祁星階」缺筆寫作 r iifß 星皆 J

或改用同音 、 同義字寫作 r iifß 辛阪」 、 r iifß星咳」。

( 二 ) 師生同榜

在臺灣進士裡，蔡廷蘭堪稱大器晚成的人物。 1845 年 ， 蔡廷蘭名列道

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二甲第 61 名進士 ， 時年 45 歲。

其賀 ， 蔡廷闌成名頗早。 1831 年，澎湖遭受風災 ， 蔡延蘭以(請急版

歌〉受知於來澎勘振之泉永道周芸辜 : 1835 年，蔡廷蘭參加福建鄉試報罷，

歸途遇風 ， 隨船漂浮至於越南 ， 蔡廷蘭就其遇險經歷作{海南雜著) ，臺

灣當道諸公為之序跋 1834 年至 1845 年，蔡廷蘭先後擔任臺灣引心盡院 、

崇文書院 、 文石占院講席 ， 門下多俊秀。與蔡廷蘭同榜中為 三 甲第 84 名進

士的施玉皇芳就是禁廷關在引心書院的學生。

同蔡廷蘭一樣 ， 施瓊芳在科舉之途上亦頗多挫折。 1838 年 ， 施玉皇芳首

赴會試(道光十八年戊戌科) ，已薦未售 ， 遂留郎都中，閉門苦讀。 此後

叉連應道光二十年庚子科( 1840 ) 、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 1841 ) 、 道

光二十內年甲辰科( 1844 ) 和道光二卡五年乙巳恩科( 1845 )會試。中為

進士時，年屆而立。其時 ， 施瓊芳有 〈 苑柳詩〉之句云 r 不管人間離別

事，生來只識狀元袍 」。

( 三 )臺灣 四翰林

清代翰林(樹林院修撰 、 編修、檢討和庶吉上的合稱) t要是從進士

選拔充任的。清代丘上經過殿試取得出身(即進士資梅)以後，由jjj':1部敏:

名次送由翰林院宇:院學上奏請皇帝再試保不日殿，稱為明芳。考後結fT 殿，h.t

名次欽蜴各職，前列者用為翰林院的吉上(狀元為翰林院修撰) ，其餘分

別為六部主 cjï:、內閣中占和知縣等 。庶占上人翰林院庶常館乍哼年期

滿再經御試 ， 分別用為關林院編修 、 樹林院檢討及六部主事、內閣中止;、

知縣等各職。庶朮上期滿考釋瘦職 ， 稱「散館」。

近人朱汝珍仙錄的 {詞林間 l略) 6是收錄歷科愉林庶f.f 1了之 姓1'1 、 主持 fT 、

6 收{中國選舉史料清代編) (全月r :鼎文書局 1 97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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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年及散館授職等情況的專書。該書計有臺灣翰林四人 :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陳夢球，夢雷弟，字二受、號游龍，福建同安

籍 l'棄官人，教館授編修 。

道光六年丙戌料 曾維禎'字雲松，福建彰化人，散館改知緣 。

光緒二十年甲午恩料 李清琦'字壁生，號石鶴，福建彰化人，散館

改刑部主事 。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 黃彥鴻，字芸澈，號宗爵'福建 淡水人，斂館

技編修，改軍機章京 。

上記「 陳夢球 」條下之「夢雷弟」及「同安籍侯官人」屬於誤記 ， 陳

夢球為「夢煒弟」 、 祖籍「福建同安 J 與侯官籍翰林陳夢雷並無干係。

臺灣翰林除陳夢球 、 曾維禎 、 李清琦 、 黃彥鴻四人之外，還有「欽賜

翰林」如鄭廷揚。

〈淡水廳志) (同治版)卷八(選舉志〉記鄭廷揚為同治四年乙丑「欽

賜翰林」。

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7 清代「欽賜」的學人 、 進士和翰林以其受

賜事可以分為「艾才卓著」 、 「優遇大臣功勳子弟」以及「年老 J (年老

諸生和年老舉人)三類。康熙六十年 ， 舉人王蘭生 、 留保二人以「學問好」

而「欽賜進士，一體殿試 J 殿試後王蘭生取為二 甲第一名 、 留保取為二

甲第 19 名 ， 這是「文才卓著」的一類 ; 嘉慶六年 ， 大學士蔡新的後人蔡行

達得「加恩賞給進士」 、 名列嘉慶六年辛菌恩科( 1801 )三甲第 44 名 ， 屬

於「優遇大臣功勳子弟」的例證 ; 同治四年( 補行同治三年甲子科鄉試)

「順天年老諸生杜天熙等三名 、 江蘇魏乾三等五名 、 江西康過春等九名 、

福建邱必鵬等四名 l ••• ... 俱貸給舉人」及同治七年 ， 年老舉人「狄俊等十

三 名欽賜翰林院檢討銜 J 是「年老」的一黨頁。

作為「欽賜翰林 J 鄭廷揚當屬於「年老」的一類。

( 四 ) 舅錫進士

我藏有同治十年辛未科 ( 1871 )二甲第 118 名進士張維桓(科舉齒錄)

之影印件 。

7 收 { 中國選舉史料清代編 ) ( 全 角， :鼎 文 書局 197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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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科舉齒錄〉記:

母黃氏， {ttJ 封孺人， 1告技武義者F 尉、原任福建長福營參將諱清泰公女，

國學生諱奎光 、 嘉慶己卯科舉人道光己丑科會魁工部郎中會諱釀雲公

胞妹。

據此可知，張維桓系道光己丑科( 1829) 年二甲第 72 名進士黃釀雲之

踴。舅踴進士，亦是臺灣文化史上一段佳話。

(五)壹灣四會魁

清代科舉定制，會試之閱卷官( r 同考試官 J )凡十八人，分為十八

房，各房所薦第一名稱「房首 J 十八房所薦「房首」合稱「十八會魁 J

會魁之首稱為會元。

顧炎武〈日知錄〉謂: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 ) , 

請之十八房。 8

同治四年乙丑科( 1865 )二甲第 40 名進士李鴻達詩有「總裁上座諸天

佛，分校傍羅十八尊」、「諸公閱卷正歡娛，十八人中九有須」、 「會場

閹墨喜新鮮，房首人人刻一篇」、「五千餘卷都登戳，十八房丈統記存 」 9等

句記會試「十八房」之制。

根撮「十八房」之制，十八會魁名列會試前十八名 。

以此衡之，清代畫灣應有四位會魁:

曾維禎，道光六年丙戌科( 1826) ，會試第 11 名;

黃聽雲，道光九年己丑科 (1829) ，會試名次不詳，張維垣 (科舉齒

錄〉中明載黃釀雲為「道光己丑科會魁 」

張觀光，光緒六年庚辰科 (1880) ，會試第 17 名;

許南英，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 (1890) ，會試第 18 名;

另據陳渡芝後人陳材提先生報告，陳氏族人相傅，陳竣芝於光緒二十

年甲午恩科( 1 894) 會試名列第 9 名，因為所填履歷中「五服不明，遣人

8 引自{日如餘，但釋) (湖南長沙:嶽麓，社 1994 年 5 月版) ，頁 58 . (自知量最書長釋}原
文句1l有挾，已改﹒叉 r 考試官二員」後增至四員﹒

9 引自〈中國狀元辭典)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 ，頁 1~1-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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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查明，未及回報，後被列為第 19 名 J 陳竣芝並且因此未參加是科殿

試。 1 898 年，陳竣芝以賈士身份入都補行殿試，名列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

三甲第 184 名進士 。如此說來，陳渡芝亦可稱為半個會魁了 。

1895 年以後，以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 〉肇其端 ，中國近代史進入災

難最為深重的階段。處此多事之秋，臺灣進士仗義而起，留有可歌可泣的

忠義事蹟。

茲報告數端

連橫〈臺灣通史〉記，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廷被迫簽訂 〈馬關條約 ) , 

「臺灣舉人會試在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據〈清光緒朝

中日外交史料〉卷三十九，發起這次上書的臺灣舉人是:安平縣舉人汪春

源、嘉義縣舉人羅秀蔥、淡水縣舉人黃宗鼎(此三人中，汪春源後來成為

進士) ，在京任京職之臺灣進士李清琦、葉題雁亦與焉 。當年 4 月 28 日 (農

曆四月初四日) ， 汪春源等人到都察院上書 ，其艾略謂:

..今者聞朝廷割棄臺地以與矮人，數百萬生重皆北向慟哭，間巷婦

孺莫不欲食矮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以矮

人骨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與矮人俱生，勢必勉強支持，至矢亡援

絕，數百萬生靈盡鋒靡爛而後已。.. . . . .不知棄此數百萬生靈于仇牌之

手，則天下人心必將瓦解，此後誰肯為皇上出力乎? .. . .. . 夫以全台之

地使之戰而陷，全台之民俠之戰而亡，為皇上赤子雖肝腦塗地而無所

悔。今一旦委而棄之，則驅忠義之士以事寇蟬，台民終不免一死，然

而死有隱痛矣! ... . . .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

當時有人記下了「臺灣舉人，垂涕而請命」 l0 。幾天後即 5 月 2 日(農

曆四月初八日) ，汪春源等人叉參加了由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雷」。

在臺灣，丘逢甲、許南英、施士潔、陳登元等臺灣進士直接參與召募、

統領義軍及護衛鄉里、抵抗日軍的鬥爭，許南英並且隨軍轉戰堅持到「全

10 黃謀魚l ~ : ( 台民挺險大局可 l蓋面最懇笈斷絲危為安公~t) ，原件裁中國第一歷史檔索館 ﹒
車車早|自姜般銘﹒ ( 任人宰割的歷史絕不能重演 ) , (金角，研究) ( 1995 年第 3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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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歷史人群研究 : 金灣進士

來成 j享辛未，正言陳伯文議考試士子，言者路運司蝶州縣，先置士籍，

編排係伍，取各人戶貫、三代、年甲，書明所習經書 。 年十五以上實

能文者，許自召其鄉之貢士結狀係送，一樣四本，分送縣、州灣部 。 臨

。昌名時，重行編排係伍，且俾各人親書家狀，以為筆跡之驗 。 由是後

世士子未入場時先投試卷，填寫本身籍貫、年貌、三代，皆親書一通 。

台之地 J r 戰而陷 」 之日 。

1900 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入侵。臺灣進士葉題雁以「戶部郎中」寓

於京城南柳巷晉江會館，親見八國聯軍之暴行 ，憤而作(外悔痛史〉。其
文曰:

「填寫本身籍貫 、 年貌、 三代」是科舉制度規定的重要環節，以其須

由當事人「親書一通 J 故稱「親供」

黃彥鴻 、 陳俊芝 、 汪春源中為進士時 ， 已分別歸籍或寄籍於福建侯官、

福建安溪和福建龍溪 ， 但他們在入場填寫「親供」時，仍然填寫臺灣籍貫

福建淡水 、 福建新竹和福建安平，以明其不忍臺地割葉 ， 不忘臺灣故土之

庚子七月分一日，洋兵吸都域，焚毀劫掠，慘無天日 。 至*五日，各

國會議分段管轄，出示安氏 。御 史某被 洋 兵捉去 ， 勒令掃地;內問某

被洋兵捉去，勒令由彰儀門外拉炮車赴琉璃廠 。 西兵每日巳刻到處捉

人，勒令做苦工，或挑水 ， 或洗衣，或擦炮，或拉車，至申刻釋放 。

鏢車廠王五，以義俠閣，甘軍攻使館 ， 臣月不破 ， 王五請開地道以火

詢意轟閉 。 都城破後，西兵間長口，將王五捉去，閉諸幽室，勒令買賣金三

千，王五怒斥之，竟被槍殺。

I~、。

附帶言之 ， 黃彥鴻為黃宗鼎胞弟 ， 於 1898 年中進士 、 點翰林 ， 是臺灣

淪於日人之手後傲然而起的臺灣進士和臺灣翰林 。 黃彥鴻後來改授的「軍

機章京」是一個重要的職務，俗稱小軍機 。 清代設軍機處 ， 由滿 、 漢大臣

任軍機大臣 ， 軍機章京為軍機大臣的屬官。軍機處的職責為每日面見皇帝 ，

商議處理軍機要務 ， 上傳下達奏章和諭旨，在質際上掌握了內閣大學士的

質權 。 黃彥鴻是在朝中擔任要職的臺灣進士 。 男據林琴南 〈 黃筠山先生 7位

記}所記「越乙菌，始與先生詰桐芸激太史同事吳航謝枚如師」可知 ， 黃

彥鴻(彥鴻字芸澈 ， 黃窈山之第二子)曾渡海遊學於福建長樂名儒謝枚如

門下 ， 是近代文化名人林琴南的同窗。

閏八月十五日，保定藩司延雍'出 郊 迎接洋首，酋耳1 雍冠擲之於地，

拿入係府，鋼幸者耶穌教堂，九月初 八 日驅至 1有城外樸 殺之 。

德國帶兵官駐安徽會館，有人從後面擲石破其窗桶 ， 西兵逞憤，焚毀

興勝寺及東南圍東北園民房，有二人在 沙 土圍見火光陡匙 ， 意欲逃

過，德人疑為擲石之人，進捉而投入火坑中焚斃，

至是主內府御書被洋兵搬出，在街頭售賣:洋兵開鑒儀學將儀杖搬出，

沿街遊戲。德兵在崇文門外演巨炮，法兵在宣武門內 演氣球。 日兵在

午門內演軍樂隊 。 護國寺銅佛為前明內監所監造 ， 日 兵愛其銅質極

佳，錯成三段，運往東洋;西花御用汽車，雕縷精緻 ' 都 人 2育 之花車，

法兵以鐵軌驅入西華門等處 ， 乘坐出入，來去自由;大內重 器均 被日

兵樓去;美兵在天壇設停車場 。 以上各節 ， 當時各國視之，直為纖微

小事耳，有何國際公法之在自 1/

四

葉題雁此文 ， r 遺稿在家 J (葉氏於 1904 年因母喪回祖籍地泉州居住， 190 5 

年病逝 ) ， 上世紀 80 年代未曾得{泉州鯉城文史資料}介紹 。 史料難得， 梁啟超嘗謂 :

色般干數百童生 ， 拔十數人為生員;省眾萬數千生員 ， 拔百數十人為

舉人;天下 致數千舉人 ， 拔百數十人為進士 。 13

彌足珍貴。

臺灣淪於日 人之手後，叉有黃彥鴻 、 陳竣芝、汪春源三人相繼中為進士 。

11 

袁枚 { 隨園隨筆〉記:

~ 

12 引自 〈袁枚 金，長) (江~古 ii- 出版社 1 993 年 9 月 版) ，卷 5 ' 頁 149 • 

13 祭眉立超 各 省舉人土 皇 帝 書) ，收{飲冰室 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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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進士從生員、舉人一路走來，從千百萬人中勝出，在「金榜題名」

的背後當有多少艱辛、亦當有多少軟

茲從赴考路途說起，臺灣懸於海上。臺灣進士在當地取得在學生員資

格(俗稱中秀才)後，首先必須渡海參加福建鄉試(臺灣改設行省前為「福

建臺灣府」。改設行省後稱「褔建臺灣省 J 臺灣「文武鄉閣，援安徽赴

江南匯考之例 J 仍歸於福建鄉闇) 0 14出於航海安全和不誤考期的考量，

臺灣士子於「渡海」一節形成了一套習俗、一種習價。徐宗幹〈斯未信齋

雜錄) 15記:

設 i函食遙祭幸者生之 j票沒者 。 刊石於門云 r 鄉試諸生，小暑節前內渡，

過此勿往。」又立石試院云 r 鄉試文武生，勿輕出海口，文於小暑

前，武於白露後」。又作〈渡海萬全歌〉云 r 三四千石新造船，鹿

口對渡到泉甜 。三月 廿三四日後，四月初七初 八前」

從小暑前離開臺灣，到九月十五日鄉試放榜歸返臺灣，臺灣士子於考

前、考後大都要在福建居留幾個月 。臺灣進士莫不有此番經歷，有的甚至

有幾番此種經歷。如臺灣進士許南英是三赴鄉試始中舉人的，其〈乙茵鄉

試舟至馬江口占〉有句解嘲去 r 賈稱小娃猶認得，笑余三度到榕城。」

取得舉人資格後，從臺灣到京城是更為漫長的路途 。我曾見道成年間

福建泉州舉人陳師海( 1818-1874 ) 的(由泉晉京治途事宜〉。文中記，從

福州至寧波凡 17 站， 由寧波啟程至德州叉有十數日路程，此後可分三路走，

經 17 站、 18 站或 19 站才到達京城。

臺灣進士中有多人幾番往返於此一漫漫長路。例如，陳俊芝於 1882 年

中為舉人後，接連應光緒十二年丙戌科( 1886 ) 、 光緒十五年己丑科( 1889 ) 、

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 1890 ) 、光緒十八年圭辰科( 1892 ) 、光緒二十年

甲午恩科( 1894 ) 歷科會試，前四次均報罷出都，最後一次取為貢士，但

因故未應殿試。 1898 年，陳竣芝再度入京，補行殿試，終於中為進士。叉

如，汪春源於 1888 年中為舉人後，接連應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 1890 ) 

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 18894 )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 1895 )歷科會試 ，

14 請參見拙論從 「 福建企灣府 」 到 「福建企灣省 J ) ，收抽著 {間 全歷史社會與民俗
文化) (廈門﹒鷺江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 • 

15 (臺角，文獻史料叢刊}本(全角， :太過書局 ~r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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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薦而未售。其間 ， 汪春源未應光緒十八年圭辰科( 1892 ) 會試 ，原因是

母親於 1891 年逝世，按宗法禮教制度規定，他應守孝三年(實際上，守孝

期滿二十五個月即頭尾三年就算合乎規定) 0 1898 年，汪春源再度入京，

參加光緒二十年戊戌科會試 ( 1898 ) ，中為貢士 ，但未及應殿試而返 。 1899

年，汪春源入京補行殿試。是年，其好友 、 臺灣進士許南英有《送汪春源

入都補殿試〉、〈題畫梅贈汪杏泉時新登甲榜歸籍〉等詩送往迎來。汪春

源既於 1898 年中為貢士，叉在 1899 年補行殿試，本來可以列名為辛丑恩

科(辛丑正科值清德宗三旬壽辰，原定改為恩科，正科則推遲於圭寅即 1902

年舉行)進士，但因北京貢院於 1900 年被毀，辛丑恩科和圭寅科乃合併為

癸卯科於 1903 年舉行。汪春源終於列名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三甲第 120

名進士。

陳師海 〈由泉晉京治途事宜〉記舉人到京事宜有 r.刻齒錄紋銀二兩 ，

亦可隨時講 J r 刻齒錄」或在正式揭榜前行之，我所藏張維垣之(科舉

齒錄)記有會試名次 r 會試中式第二百四十四名 J 有殿試甲第，卻於

殿試名次暫付闕如，作「殿試二甲第 名 J 陳師海同文叉記﹒「京城街

路多有糞溝，塵埃遮蓋，行路順由街中 J r 祭文昌夫子，每位捐大錢一

百文 J r 拜老師贊見隨力量。門包紋銀九錢，手本三個叉短片一張，後

寫寓所 J r 譎太老師每門包紋銀三錢，贊見系老師代送 J 蟄見「太老

師」和贊見「老師」之禮居然畸輕畸重，有趣!

「京師門前關帝廟簽，夙稱奇驗」 l6 ，赴京應試的舉人常在考試之後、

揭榜之前到「京師門前關帝廟」即「正陽門之關廟(俗稱前門關廟) J 17抽

籤問← 。臺灣舉人亦未免俗 。據臺灣學者黃美娥教授報告 ，她所見臺灣進

士鄭用錫之〈北郭園詩文鈔稿本〉於〈感悟〉詩後有附記(正陽門關聖帝

簽詩 ) ，其文曰:

「 五十功名志已友，那知富貴逼人遷 。史行好事存方寸，壽比同陵位

~J Þ. .. 
月h 口

京師正陽門關聖帝簽詩，靈驗著於天下 。 兮於癸未春闇赴試，過有友

人告余到廟叩求籤詩，以卡功名上進可否。因如命叩請，求得比簽 。

16 轉引自越翼 Ct 曝串書記) ( 中拳書局 1982 年版 ) , ~五，頁 85 • 

1 7 金植(不下帶編) (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頁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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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閣試尚未揭曉，得比簽首句有五十功名之語，不勝悵然自失，以為

此料猶灘上進 。 這揭榜，竟邀獲雋 。 進籍富貴逼人句，附會靈說指為

此料之應，但於「五十 」 句究竟未有著落 。 至未二句，不過帝君勸人

為善套話，可置勿論 。 不意距今三十五年， ... ...始恍然大悟， ... ...蓋

余於穫雋後室主載，赴官京都，至五十歲假班就養，時以養親為急，不

復有仕官志 。 這後過有英夷之憂，因為地方出力，兩次得邀議敘，初

賞花翎，繼戴藍頂，皆在家始念不到之事 。 迄至今日，年屆七旬，又

因運米赴津，得邀議敘二品封典，自顧僅屬虛名，而搶、今思苦，證諸

帝君所求，一一頗相吻合 。 ... ... 則信乎帝君誠不余欺!而益以見人生

自少至老，順逆丰白天定，半由人為 。 其間固有鬼神默牛目，非到其時
不知耳 。 18

臺灣進士有多人曾擔任臺灣各書院山長 ， 於臺灣教育推動頗力。例如 ，

鄭用錫曾主新竹明志書院、蔡廷蘭曾主台南引心書院、施瓊芳曾主台南海

東書院 、 楊士芳曾主宜蘭仰山書院 、 蔡德芳曾主鹿港文開書院、施士傑曾

主彰化白沙書院和台南海東書院、丁躊泉曾主彰化白沙書院 、林啟東曾主

台南崇文書院和嘉義羅山書院 、 徐德欽曾主嘉義玉峰書院 、 丘逢甲曾主台

南崇文書院 ... .. .等 。

當然，科舉考試有其局限性。以科舉取士，絕不可能做到野無遺賢。

灣名儒洪棄生，其文學水準和學術造詣可以不避任何一位畫灣進士，但

終其一生連舉人的資格也未取得。洪棄生對此頗不服氣， 1894 年有(與阿
宗及門) ，略謂:

貝是自去年見闇墨文字，所取半屬眛目 。今年此行，早已聽得失於冥溪，

只當作山水之遊'而考試為尋途之舉 。 故在涵江聞鄉闇報罷，以一笑

置之 。 及到崇武見聞墨，乃較去年猶野狐之甚風氣去。走，賤此

行可言買賣衣裳于斷勞文身之鄉，多見其不自量也 。 此後若不逐臭愛

醜，恐銷磨不知胡底，一嘆 19

在福建海浦縣 ， 有嘉慶十三年( 1808 )臺灣彰化文人林用賓生前題刊

18 引自贊美娥一種新史料的發現 ) ，載{竹塹文獻) ，第四期( 1997 年 10 月 ) • 

…引自洪棄生﹒{寄鶴 ~i是無) ，頁 183-184.

, ,' 11 干
， ι ‘主、 r. ... ，.L148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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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題詩墓碑，碑高 70 釐米、寬 60 釐米 ， 其詩曰 :

貪狼滾滾燕歸巢，于IJ 榜明堂單黛交 。 J噴水長砂原有罐，退天偽筆不須

潮。可憎俗自民祭禹見，妄指天星總混淆。電吉P 於今瑩葬後，方主口甲第

石中包 。 20

署「臺灣彰巴林用賓刊 嘉慶十三年」。林用賓以此方式表達了對

科舉制度的不滿。

五

上文就「地域歷史人群研究:臺灣進士」提供了若干參考的資料和思

考的線索，以待學界同好更為深入的研究。

在我看來 ， 臺灣幕友、臺灣班兵、臺灣塾師 、 臺灣教諭等亦各是一「地

域歷史人群」、亦各是一研究的課題也。

癸末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五 ， 新春試~

( 2003 年 2 月 l 日至 5 日)

20 51 自王文徑編 (津浦歷代碑刻) (津浦縣博物館 1994 年 12 月 f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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