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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31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其筹备日期之久，动员人力之广，

远远超过了清末“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

1931 年民国首次“国考”

一份试卷三人打分

国民政府考试院原址 民国时期国考第一名朱雷章

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 � � �开考之际
� �

当时的考试院院址在南京鸡鸣寺附近，是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利用明代武庙故址扩建而成
(

今南京市政府
)

。 整个建筑群都是东方宫殿式，

其大门为钢筋水泥三孔门楼，大门中额是“为国
求贤”四个大字。大门内有“向礼亭”，亭内有碑，

是在河南出土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石雕文物，

有趣的是，考试院门卫不是警察，也不是宪兵，

而是身着古典服装，佩带宝剑的武士，考试院内
花树掩映，亭榭错落，环境十分幽雅，而且到处
题联匾额。 办公大楼题名“宁远楼”，考场题名
“明志楼”，阅卷大楼题名“衡鉴楼”，图书馆题名
“华林馆”，院长官邸则题名“待贤馆”，与“为国
求贤”、待贤而“传”语意双关

(

戴季陶于
1925

年
改名传贤

)

。

高等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 因为
当时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为严重， 除了官僚权
贵及富商子弟有条件自费留学外， 大学生最好
的出路，一般是考公费留学或应高等考试。两者
同样要经过激烈竞争，而前者考试门类不固定，

录取名额又极少， 只有少数注重训练外语和作
为留学预备学校的大学毕业生，才有希望成功；

而走后一条路，即参加高考录取以后，即取得了
做官资格，以后还可以晋升，薪俸收入亦可逐年
增加， 因此高等考试很能满足那些打算在仕途
上奋斗的知识分子的要求。

这次高考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任主考官
兼典

(

主持
)

试委员长，其中委员则由考试院报
请国民政府礼聘， 所聘者多为当时国内名流学
者。

此外，又聘请襄
(

协助
)

试委员十余人
(

邵元
冲任襄试处主任

)

，监试委员十余人，分别成立
襄试和监试委员会， 委员多系各大学教授或政
府部门的高级官员， 襄试委员是协助典试委员
负责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的，监试委员则负
责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及临场工作。

委员们的名单事先绝对保密， 在突然接到
国民政府聘书后， 各委员们才集中到国民政府
举行宣誓就职典礼， 先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派
中央委员一人莅临监誓，再由国民政府主席

(

当
时为蒋介石

)

授与委员梅花章和黄缎绶，以示对
考官的礼遇与尊敬， 然后致训词， 勉以秉公取
才，为国求贤。 接下来便是入闱仪式了。

� � � �严密把守
� �

委员们宣誓礼毕，即由考试院长戴
季陶及高级官员欢送至“宁远楼”

(

有说
“衡鉴楼”

)

入闱（古代宫室两侧的小
门），入闱仪式很严肃，由考试院正中大
门而入，登石级至考试院大礼堂；然后
举行茶会，戴季陶捧茶祝贺；再经“天下
为公”厅，出厅门即为宁远楼。

委员们相率登楼后，戴季陶即亲自
将楼门加锁，并用盖有考试院大印的红
纸封条加封，入闱仪式至此结束。

入闱后即扃闱，委员们饮食起居都
在宁远楼内， 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来往，

包括不同家人通任何音讯， 形同禁锢。

当时由此还闹出一个笑话，襄试委员于
能模入闱后， 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人，

因事前往闱中探望丈夫，不料被门卫阻
止吃了闭门羹，就改由寄信，谁知又被
退回， 于是她便认定丈夫被考试院逮
捕，曾跑到考试院大吵大闹。扃闱期，宁
远楼内除厨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外，还有
请来的中央医院的名医， 也都深闭闱

中，同样不得与外界接触，宁远楼围墙
之外，则有警卫人员日夜巡逻。 这种禁
闭式的生活， 至少等到两个多月以后，

考试完毕，正式发榜之日，才由戴季陶
亲自启封开锁， 将委员们迎接出闱，参
与发榜仪式。

典试委员入闱后， 即分科拟定试
题，每一科目试题，初拟两道，送典试委
员长圈定一题后， 密封送院长启封核
定； 再密封送典试委员长亲自监临缮
印。 印好后即分科弥封，由典试委员长
保藏，至临试时，送考场分发。应考人员
在每天清晨五时左右即进入考场，由监
察委员一人高声点名，另由警卫高举名
牌提灯引鱼贯进入考场。另一监察委员
等候在考场门口， 察看有无夹带物品，

仿佛搜身制度。 考试开始后，每天的试
卷封送宁远楼交典试委员长分给典试
委员评阅，每一试卷要经过三个委员评
阅打分，再将三个委员以拟定的分数加
以平均，即为该卷应得的分数。

� � �竞争激烈
� � � �

考试的科目分为三试，第一试为一般科目，第二试为
专业科目，此两试都是笔试，第三试为口试，第一试不及
格，不得参加第二试，第二试不及格，不得参加第三试，被
淘汰者以第一试为最多，第二试次之，第三试被淘汰者已
是少数，笔试试题的题旨要求，难度都很大，应考的数千
人中，名列优等者极少。

第一试考试的科目有国文，公文，建国方针，建国大
钢，党义，宪法历史，地理，政治学，经济学，题义都很深，

要联系古今中外，既考书卷知识，又考智略才识，每一试
题都可以写成洋洋数万言的著述。 但每一科目试题的
考试时间仅有四小时，应试者若非学识丰富，才思敏捷，

是很难按时交卷的， 成绩一般的大学专科毕业生都不能
完满解答。

口试即主考官与考生面对面就座，主考官亲验笔迹，

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志趣等，每次
15

分钟，目的在测验
考生的口才、态度和担任管理、领导工作的才能与经验。 其
评分主要凭仪表谈吐，一般不变动第二试的录取额。

� � �一举成名
� �

发榜之日终于到来， 院长戴季陶
亲自开封启锁，迎接典试、襄试委员出
闱后，典试委员会发出正榜。 戴季陶、

邵元冲携榜张贴在考试院门首。 张贴
前，二人执榜微微展开，露出榜首名次
姓名、 摄影留纪念。 几千人的竞争角
逐，结果只有

100

名考试合格，第一名
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朱雷章。 金榜
第一名相当于状元， 其姓名由戴季陶
亲笔题写，其余为周帮道、胡庆育、钱
清廉、李铁铮、张翔、师莲舫、仲肇
湘、罗厚安、薛铨曾、杨君励、董辙等

99

人。 事后由考试院行文各省区原籍市
县政府即时发出公告，俾众周知。 可谓
“一举成名天下知”矣。

朱雷章是“交大”全校五名高材生
之首，此人自幼聪明颖悟，才思敏捷，

仅历史方面而言，

13

岁即写出了《辽史
纲目》《金史纲鉴》及《西夏史纪要》。 当
年

10

月， 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技术厅
总工程师，

1933

年， 又由监察院长
于右任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通过，任命他与黄少谷，杨谱笙等
为监察院委员。

发榜当日晚， 考试院正副院长戴
季陶、钮永建在考试院内“华林馆”设
宴宴请全体考试合格人员， 特邀全体
监试、典试、襄试委员作陪。 席间觥筹
交错，颇极一时之盛。 次日，考试院举
行授凭典礼， 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
介石不在南京，由陈布雷代表致祝辞。

然后戴季陶率全体人员谒中山陵，环
绕陵寝一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
100

名合

格者中竟无一女性， 这就使广大女性
应考人及少数女性典试、襄试委员，都
感到非常失望，在放榜之际，女性考生
中，竟有人在阅榜后失声痛哭。 而典试
委员邵元冲夫人张默君也禁不住伏案
流泪。 究其原因，一则当时男女同学制
不久，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较小；二
则女性应考人在竞争的勇气、 临场的
镇定和多门学科的普遍应付也往往较
男性差些。

随着男女同学制的发展和应试制
度的改进，等到

1933

年第二届“高等
考试”时，果然已有女性“攀登龙门”而
一举成名。

她们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陈
自观，另一名则是倪光琼。

（摘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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