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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登科總錄》，首次提供了一份兩宋118榜登科錄。雖然，由於兩宋科舉文獻
在宋金戰火中散佚，已不可能完全復原宋代每一榜登科錄，但經過我們多年的努力，
總共搜集了41040位登科人。可以說已恢復了三分之一的登科錄，重構了宋代四萬
多進士的檔案。這是迄今為止，關於宋代登科人物最大的數據庫。

《中國歷代登科總錄（全5種）》

《中國歷代登科總錄》（以下簡稱《總錄》），根據現存文獻，收錄自隋至清1300年
間科舉考試錄取的登科人，總人數將達 12 萬人左右，總字數將達3270萬字。《總錄》
是迄今為止，國內外規模最大的關於中國古代人物的傳記資料。

一、《隋唐五代登科總錄》收進士等6,000人,。
二、★《宋代登科總錄》已收錄進士近50,000人,
三、《遼西夏金元登科總錄》約收3000人
四、《明代登科總錄》收錄進士24,595人
五、《清代登科總錄》收錄進士26,849人,

【詳細↓↓】



《總錄》體例：凡從現存文獻中能輯錄到的登科人，按朝代、榜次順序，列其姓名，姓名下
撰一小傳。小傳包括登科人字、號，籍貫，登科年，初授官，所歷官及終任官（或最高官），
謚號。小傳之下，附書證。書證，寫明哪一朝作者、書名、卷次及與小傳有關的原著引文。
書證盡量做到二、三條以上。例如：
【金幼孜】 （明）名善，字幼孜，以字行。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人。治《春秋》。建文二年
登進士二甲第四名。初授戶科給事中。仕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建文二年殿試登科錄》（台灣書局影印本）：“第二甲 （共）三十七名 賜進士出
身：金幼孜 貫江西臨江府新淦縣，民籍。縣學生，《春秋》。字幼孜，行三。年三十歲，
五月初十日生。曾祖德明，祖仲卿，父守止，母羅氏。慈侍下。娶劉氏。弟幼學、幼孚、幼
孝。江西鄉試第九名，會試第十三名。”按：殿試，金幼孜列二甲第四名進士。

（明）焦竑《獻征錄》卷一二《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傳》：“太子少保、禮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江西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
《明史》卷一四七《金幼孜傳》：“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
人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檢討。……仁宗即位，……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
元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學士如故。……明年卒。”

《總錄》曾在國內外國際學術會議上作過介紹，受到了海內外同行充分肯定和高度關注。
那它究意是一個什麼樣的項目呢？

首先，如果把整個中國科舉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樓的話,那麼,《中國歷代登科總錄》就是這座
大樓的堅實地基。自科舉制廢除一百多年以來,海內外科舉研究論著,何止成千上萬。然而迄今
為止,卻未能提供一份比較完整的歷代登科名錄及登科人的生平資料。連有多少人登科的“家
底”都未摸清,中國科舉史研究能說是充分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嗎?顯然,《總錄》一旦完成與
出版，必將為科舉史研究，提供最基礎的數據和資料,有了它，自隋唐至明清各朝代登科進士
的總數及其花名冊，進士的生平傳記資料，進士的地理分佈,科舉與地域經濟,科舉與地方文化
教育等等研究,就得以舖開,它將為中國科舉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

其次，《總錄》所做的每朝登科錄,都有書證,每條書證都出自第一手文獻資料, 具有權威性。
《總錄》所引的全部書證資料，是我們從上千種古代文獻中爬梳、整理、考辨出來的,都是第
一手資料；而且要為每個登科人寫一小傳，12萬人要寫12萬個小傳。沒有堅韌不拔、甘坐冷
板凳的毅力,是難以做到的。

再次，為我國古代文、史、哲研究開擴視野，提供較全面的自隋唐以下的中國古代文化精
英的傳記資料，有助於推進文史哲專門史研究的深入。《總錄》收錄十二萬多的進士，每個
進士都是經歷拼搏登上龍門的社會精英。在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扮演
了重要角色。要了解和研究中國政治史、思想史、軍事史、教育史、文學史、社會史，他們
都是繞不過去的人物。《總錄》所提供的進士出身的中國古代社會精英人物的傳記資料，大
部分是新開發出來的資源，便於文、史、哲研究,工作者充分利用，從而推動人文社科各種專
門史的深度發展。

第四，檢索功能。我們經常收到全國各地方志辦的咨詢電話,詢問該地有多少進士?或來查
問某家譜中所列進士,是否可靠?等等諸和如此類的疑難問題。通過檢索《總錄》索引庫，可以
找到相應回答。除此之外，社會各界,如果出於了解或研究之需，要查某個人物是否是進士,比
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明代愛國名臣於謙、原北大校長蔡元培等，是不
是進士出身？同樣，我們只要通過檢查索《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索引庫，立即就顯示出來：

【白居易】字樂天，華州下卦人。貞元十六年（800）登進士甲科，元和元年（806）復登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歷翰林學士，杭州刺史、蘇州刺史，仕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

【蔡元培】字孓民，又字鶴卿。浙江紹興山陰縣人，光緒十九年（1892）中進士第二甲第
三十四名，初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監察院院長等職。（書
證略）
檢索登科人，只是《總錄》索引庫的基本功能。此外，具有多種供各種研究需要的檢索功能。
這對於我國古代人物研究、進士的地理分佈、科舉與區域文化、姓氏文化和方志的編寫都具
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一、《隋唐五代登科總錄》
隋朝，屬科舉制起源期，無固定榜次、科目，到底曾錄取過多少人，難以統計。目前為止，
我們只能搜集到隋朝進士6人、秀才7人、明經5人。
唐代科舉已開始走向定型。據統計，唐代舉行過268榜，共錄取秀才、進士、明經、制舉等
約10200人；五代舉行過47榜，約取進士等1500人。清徐松《登科記考》收錄了進士、明
經、制科等2947人；北大孟二冬先生《登科記考補正》增補了1527人，共計收錄44676人。
本課題《隋唐五代登科錄》在吸收此兩書成果基礎上，又往前推進了一步，約收錄6000餘
人，已佔隋唐五代實際登科人數50％以上。此稿已基本完成書證輸錄,下一步是通稿、撰寫
小傳。

二、《兩宋登科錄》
兩宋共舉行過118榜科舉試，據北大張希清教授統計，兩宋登科人數達到目的79210人，浙
大何忠禮教授統計的數字與之相近。考慮此統計數字是依據不完全記載，諸科、特奏名數
均有闕漏，加上非常規制科、詞科、童子科及武舉等等，實際登科人數當在十萬以上。我
們已完成的《兩宋登科錄》,已收錄近50,000餘人,總字數在700萬字以上, 台灣大學王德毅
教授等學者編撰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所收錄宋人為二萬二千人，是目前為止宋代人
物資料之集大成者，其中所收錄宋代登科人為6000餘人,僅為《兩宋登科錄》所收登科人的
八分之一。可以說，本項目所收錄的兩宋登科人數是目前最多的。

三、《遼西夏金元登科錄》
遼代共舉行過55榜科舉考試，約錄取進士2338人，而據張博爾先生統計，為2211人，我們
已收錄近700人。
西夏，實行科舉80年，由於資料缺乏，具體榜次未詳。
金，關於金代科舉榜次與錄取人數，學界分岐較大，據薛兆瑞、張博泉先生統計，一為
6317人、一為6150人，兩者比較接近。（方國瑜先生認為有一萬餘人），薛兆瑞先生的
《金代科舉》一書已考訂出1317人（還缺5000人），這是迄今為止創獲最多的成果。但他
所考訂的名錄，雖有資料出處，但沒有書證，也沒有小傳，與我們項目體例不一致。金代
登科錄，我們尚在進行中。
元代舉行過16次科舉考試,據元史專家陳高華統計,共錄取約1200人。元代16榜保存完整的
原始俠登科錄僅有《元統元年進士錄》一種其他可資參考的資料有《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
記》,以及在日本發現的《三場文選》所載前八科會試、廷試進士名錄；以及錢大昕《元進
士考》,然皆不完整,且有差錯。元代進士人數雖不多,但考訂難度很大, 台灣蕭啟慶教授對元
代諸榜進士進行了深入的考訂,我們期待著他的成果早日面世。

四、《明代登科錄》
眾所週知，明、清兩代有《明代進士題名碑錄》、《清代進士題名碑錄》等原始資料，以
及近人朱保炯等編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房兆楹等《增校清進士題名碑錄》可作
為研究基礎和參考。但本項目要求每一登科人須寫小傳（有字、號）和書證，這就必須利
用原始《登科錄》與人物總集、碑傳等資料，工作量也非常大。
明代舉行過89榜科舉試，共取進士24595人(見龔延明邱進春《明代進士總數考》,刊《浙
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三期)。
關於明、清兩代《登科錄》我們主要做二件事：
一是對《明清進士題名碑錄》進士補正。如洪武十八年一榜，《明代進士題名碑》缺179名
進士，《明清進士題名錄索引》已補入124名（還需要進一步考訂）尚缺50名，我們已經
補齊，對《碑錄》中等獎差錯需校訂。這一研究成果已反映在我的論文《明洪武十八年進
士發覆》上，該文發表在《浙江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7年
第四期摘錄刊出、人大復印資料2007年《明清史》第七期全文轉載）
二是兩朝《進士題名碑錄》均無登科人字、號及仕歷並均無書證，我們需根據現存的原始
《登科錄》、人物傳記資料及方志等完成此項工作。這方面的資料准備工作，盡可能做得
充分，比如明代原始《登科錄》的收集。



據寧波天一閣駱兆平先生、寧波大學錢茂偉教授統計海內外現存《登科錄》有67種，如
果加上不久前在山東發現的《登科錄》就達68種。新發現的《登科錄》我們已經復印，
其餘67種《登科錄》，除一種《登科錄》尚未看到外，我們都已經有復印本、抄錄本以
及看過，包括剛影印出版的寧波天一閣藏的《明代科舉錄》56種（售價5600元,我們已
購買）。此外，我們利用了俞憲《皇明進士登科考》、張朝瑞《皇明貢舉考》、蕭彥
《掖垣人鑑》、盛子鄴《類姓登科錄》、何出光《蘭台法鑑錄》，天一閣明刊本方志初
編、續編中的大量明代進士人物資料。 《明代登科錄》明代已完成輸錄、歸並、綜合工
作,正進入撰寫小傳階段。總字在700萬字以上。我們有信心把《明代登科錄》撰編成為
有最具權威性、較為完整的《登科錄》。

五、《清代登科錄》
清代舉行過112榜科舉試，其錄取人數眾說紛紜，如范金民先生說26815人、何炳棣先
生說26747人、陳國生先生說26393人、吳建華說26847人等等。我們曾請兩位博士生
李潤強（現為西北大學副教授）、毛驍陽（現為閩江學院教師）專門就清代進士人數進
行考訂，李潤強統計結果為26848人、毛驍陽為26849人，這與吳建華先生26847人非
常接近，均只相差一人，不管這樣，清代進士人數究竟多少，只有大同小異的分岐，二
萬六千的大前提是相同的。
關於清代科舉文獻，原始《登科錄》雖不如明代多，但尚存一些殿試登科錄、小金榜以
及會試錄、同年序齒錄、履歷便覽、進士題名錄。能搞到的，我們已設法盡量復印或抄
錄。此外，我們認為420冊《清代朱卷集成》是一個進士題名的金礦，我們已組織兩屆
博士生專門研究該書，寫出博士月論文,並將其中96冊會試、殿試朱卷中的進士傳記資料
全部錄出並輸入電腦。此外，《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清代碑傳集》、《廣清碑
傳集》、《搢紳錄》、《職官錄》以及《清史稿》、《清史列傳》以及清代人物總集、
筆記、方志等等資料,都充分加以利用。《清代登科錄》輸錄工作,目前正在進行中,尚未
完成。

撰編《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的學術價值, 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下列幾條:

1、為中國科舉史研究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礎。如果把整個中國科舉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樓
的話,那麼,《中國歷代登科總錄》就是這座大樓的堅實地基。自科舉制廢除一百零二年以
來,海內外科舉研究論著,何止成千上萬!然而迄今為止,沒有撰編過一部斷代《登科錄》,研
究中國科舉史一個多世紀了,《中國科舉史》已出版了好多部,科舉研究已形成了“科舉
學”,成了一門顯學。可是,至今卻未能提供一份比較完整的歷代登科名錄及登科人的生平
資料,也就是說,連有多少人登科的“家底”都未摸清,中國科舉史研究能說充分建立在科
學的基礎上嗎?顯然,《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的出版,為科舉史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數據和
資料,有了它.各朝代登科人數的變化,進士的地理分佈,科舉與地域經濟,科舉與地方文化教
育等等研究,就得以舖開,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

2、為中國古代各種專門史（古代文學史、古代史、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等等）提
供了進士出身的中國古代社會精英人物的傳記資料,無論對古文獻整理、古代人物小傳撰
寫和研究,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