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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古代学子
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期限。夏商时
期的学校制度无史料可考，西周“官
学”——国学的学制，朱熹在《大学章
句序》中有记载，当时的学生八岁进
入“小学”学习“六艺”，十五岁入“大
学”，培育道德素养、学习“修齐治平”
之道。至于学子们何时毕业，《近思
录》中说：“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
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
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这些学子们
需经过长达二十五年的学习生涯，直
到四十岁才能踏入仕途，而相当一部
分没有入仕的学子，即使学习的时间
足够，也不能算是“毕业”。

西汉武帝时，在都城设立“太学”
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立“五经博
士”为教官，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太
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由太
常进行选拔，《汉书·儒林传》记载：

“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
补博士弟子。”二是各郡县地方高级
官员推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
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
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
如弟子”。这些学子经荐举进入太学
后，每年参加固定的考试，成绩优异
者即可取得做官的资格，“能通一艺
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
郎中，太常籍奏”，从而顺利“毕业”。
结合西周官学与汉代太学不难看出，
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在政府官学学习
的学子们不论年龄长幼，亦不论学习
时间长短，从学校毕业的唯一标准就
是入仕为官。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兴起，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唐代有六大官学，皆隶属于国子监，
对所招收的学生有年龄规定：“凡生，
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针对学习
不同儒家经典的学子，官学也规定了
不同的修习年限，如果学生没有在规
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将被除名。对于
在官学或地方私学就读的广大学子
来说，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必由之
路。此时，他们毕业的标准由“入仕”
转为“及第”，而每一届科举考试也就
成为这些学子们的“毕业考试”。

宋承唐制，在唐代科举的基础上
增设殿试一级，学子们只有通过殿试
才算真正“毕业”。明清时期，基本延
续了这个标准，而又有其时代特点。
此时，考中进士仍是学子“毕业”的正
途，但因国子监监生的地位提高，学
子们即使没有考中进士，只要进入国
子监继续读书并通过考核，也能够取
得做官的资格。清代还开设博学鸿
词、孝廉方正等制科，作为选拔“非常
之才”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但不变
的是，学子们的毕业标准仍是入朝为
官。

古代学子如何庆祝毕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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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6-7月，都是学生们毕业的日子，代表着
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昭示着下一个阶段的开
启。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
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
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
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

在古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及其重要
性日益突出，科举中式、入朝为官，成为学子
们的毕业标准。对于古代学子而言，十年寒
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这才算真正“毕业”，
是登科学子人生之大事，从学子到学校、官府
都视之为举足轻重的大事而欢庆。那么古代
学子的毕业礼都包含着哪些庆祝活动呢？自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设以来，至明清时期，乡
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逐步成型，中国
古代学子们的毕业礼也就围绕着这些重要节
点展开。

序曲

自隋唐到明清，按照科举体制，中国古代
学子们通过解试（即乡试）成为举人，并于次
年赴京参加省试（明清时称为会试）。在解试
放榜后，地方官员便会为这些举子们举行盛
大的“鹿鸣宴”，庆贺他们通过解试，同时也预
祝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省试中“高中”。

“鹿鸣宴”是脱胎于周代“乡饮酒礼”的一
种宴会形式，这类宴会多演奏《诗经·鹿鸣》以
助兴，“鹿鸣宴”之名由此而来。

正礼

古代进士的“正礼”，近似于今天的毕业
典礼，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唐代，在会试放榜后，新科进士要结队拜
谢会试主考官以感谢其拔擢之恩。五代人王
定保编纂的《唐摭言》记载了初始的唐代学子
们谢恩的情形，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拜谢流程：
首先，由新科状元带领及第的进士们前往礼
部列队而立，报上姓名，等待谢恩。接着，状
元在主事的引导下与主司（即主考官）互相行
礼并致谢词，随后学子们依次向主司行拜谢
礼。三日后，再行一次拜谢礼，这次主司可以
和进士们交谈，并一一指出他对进士们的引
荐之处，进士们则对其提携表达感谢之情。

宋代起，殿试正式成为科举建制。学子
们在会试之后还要经过殿试才能正式成为进
士。为了防止结党营私，宋代明令禁止新科
进士向主考官和宰相谢恩，所有进士及第者
均为“天子门生”，此前流行的“谢恩”“过堂”
等礼仪也都变为由新科状元率领及第进士上
谢恩表，朝谢皇帝。

盛宴

在正式、严肃、烦琐的正礼之外，新登科
的学子们还会参加同年进士之间名目繁多的
各种“毕业”宴集。

一是曲江宴。它是一种泛称，唐代有相
当多的宴会均在曲江岸边举办，各地均有曲
江亭，进士们就在亭中举行宴会，其中又以

“闻喜宴”和“关宴”最为出名。闻喜宴，是学
子们在听闻及第的喜讯后，所举办的庆贺宴
会。唐代，闻喜宴主要是及第进士们的私下
聚餐，属于民间性质的宴会。但到了五代时
期，朝廷开始出资举办闻喜宴。宋代延续了
朝廷出资办闻喜宴并予新科进士钱财赏赐的
做法。“关宴”则是新科进士在参加最后的“关

试”后举办的宴会，也是同年登科的学子之间
的告别宴会，蕴含各奔前程的离别之意，故亦
称“离宴”，这与现代的毕业宴会有相同之处。

二是琼林宴。宋代出现的“琼林宴”，是
专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的宴会，从“闻喜宴”演
变而来。与唐代“闻喜宴”不同的是，“琼林
宴”的规格更高，是皇帝亲自参与的“国宴”，
因赐宴在著名的“琼林苑”而得名。在“琼林
宴”上，新科进士们会将各自的籍贯、三代等
情况记录下来，形成类似今日简历一样的档
案进行保存。明清时期，多将“琼林宴”称之
为“恩荣宴”，其仪式内容基本不变，“琼林宴”
的形式得以传承下来。

三是鹰扬宴与会武宴。武举乡试发榜
后，会举办与“鹿鸣宴”对应的“鹰扬宴”；武举
殿试发榜后，则会为新科武进士举办“会武
宴”。“鹰扬宴”的得名，出自《诗经·大雅》“维
师尚父，时维鹰扬”，称颂姜太公在牧野战场
上威武善战，如雄鹰展翅，“鹰扬宴”以此为
名，来勉励新科武举人们。清代还设立“重宴
鹰扬”制度，规定武举人中举满六十年，再逢
武举乡试，准与新科武举人一同赴鹰扬宴。
朝廷赏给花红表里，赐以武衔，以表彰武将们
常年戍守边疆的功绩。“会武宴”是专为武进
士所设，一般在武举殿试发榜后举行。《吾学
录》中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有事各
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既入席，和声
署升歌兔罝之章，余仪与荣恩燕同。”“会武
宴”上，武进士们一齐咏唱《周南·兔罝》这首
格调雄壮而奔放的诗篇，抒发报国之情。“会
武宴”的规模、气派远超“鹰扬宴”，其宏大场
面可与“琼林宴”媲美。

畅游

除去宴会，新科进士们结伴游览京城名
胜也是毕业礼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代，进
士放榜多在春季，因此及第的进士们多选择
在长安附近踏青。他们通过当时专门办理这
类事务的民间组织——“进士团”安排出游活
动，最常见的去处就是长安周边的曲江，游览
之余还可在曲江之滨举行宴会。唐代的进士
还偏爱游览长安郊外的慈恩寺大雁塔，进行

“雁塔题名”。在雁塔之下，同年的新科进士
们推举擅长题字者进行题名，如果题名者日
后成为朝中高官，就需要用朱笔将其重写一
遍，以示尊荣。

此外，唐代的进士们在曲江宴后，又会
“移饮于杏园，行探花之举。”所谓探花，就是
在同科进士中选择年纪较轻者作为“两街探
花使”，骑马采摘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大园林的
名花。

宋代一度延续了“探花”活动，但神宗熙
宁年间还是以“以厚风俗”的理由废止了宴席

“探花”的传统。

古代毕业礼重拜谒师长，体现了中国尊
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延续到今日的
毕业典礼上，仍保留了毕业生向教师“献花”、
举办“谢师宴”等诸多“谢师”的传统，学子们
对师长表示衷心的感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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