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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古人的“毕业季”

“毕业旅行”在唐代出现

为了纪念曾经的美好，今天的
毕业生们绞尽脑汁、玩尽花样，为
自己的校园时光做最后的祭奠，那
么古人是否也有这些丰富多彩的
毕业活动？ 他们又怎样庆祝自己
的“毕业季”呢？

序曲

解试之后各地大办“乡饮酒礼”

“毕业季”的前奏开始于举人通过州府举
行的解试后，由州府长吏为其举办的“乡饮酒
礼”。乡饮酒礼来自周代乡学的宴饮礼节，本为
显示尊老、养老，与科举无涉。但汉代实行察举
制度后，地方州郡在举送人才时也会举行乡饮
酒礼，以表示对人才的礼宾，这一举动将乡饮
酒礼的含义由“敬老”拓展到了“尊贤”。隋唐时
期， 科举制成为中央选官的重要途径之一，普
通读书人经解试、省试两级考试后，获得授官
资格。 在这两级考试之间，各地官员会为通过
解试、即将赴京参加省试的学子举行盛大的乡
饮酒礼，一来庆贺他们通过第一级考试，二来
也祝愿他们在接下来的第二级考试中有优异
表现，为家乡争光。

各地举子到达京城后，紧接着便开始他们
“毕业季”的第二个重要活动———朝见皇帝、谒
先师。 这个活动的兴起比乡饮酒礼晚一些，在
刚开始实行科举的隋和唐初，省试之前都没有
这一仪式。唐玄宗开元五年（

717

年），始有《令
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 规定诸州乡贡
明经、进士及中央官学取得省试资格的举人在
朝见皇帝后，要集体前往国子监，行谒先师之
礼，由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并邀请官员和
来京朝贺的使臣前往观礼，设丰盛的宴席招待
所有参与人员，规模十分盛大。 后来随着唐朝
国势衰微， 除谒先师等基本内容被保留下来
外，其余程序均遭省减。而那些被保留的部分，

也一直沿袭到后代，成为古代举人参加第二级
“毕业考”之前的一大礼仪。

旅行

贵胄公卿趁机选婿
“毕业狂欢”不仅有吃，还有

玩，近年流行起来的“毕业旅行”，

其实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且
当时还存在专门筹办相关业务的
民间组织，称为“进士团”。 他们多
由长安游民自发组织而成，设有团
司，为新进士们安排“毕业”之后的
种种活动，收取一定费用，这些费
用多由新进士们分摊。 “毕业旅行”

常在春天举行， 目的地以曲江为
多。

普通百姓往往让儿子以进士为
榜样，刻苦求学，以期将来加入那游
玩的队伍；贵胄公卿则仔细观察、留
意这些科场新贵， 为待字闺中的千
金物色东床。有时，皇帝也会亲临新
科进士的“毕业旅行”，甚至为心爱
的公主挑选驸马。 不少新科进士就

在此时被相中，甫一“毕业”再中头
彩，引得同年艳羡不已。

如是的“毕业大
Party

”，有时会
持续数日甚至月余，此后，“毕业生”

们将接受铨试， 准备谱写他们仕途
的灿烂篇章。 幸运者及名门之后或
可一路翰飞戾天、青云直上，然而对
更多家境贫寒、 出身低微的新进士
而言，初入官场的他们，也会像如今
的职场新人一般， 感受到书本与现
实的种种差距， 个中不适与苦楚才
是他们“毕业季”过后所要面临的第
一个严峻考验。

（据新华网）

狂欢

你可曾赴过琼林宴
进行完这么多严肃繁复的礼

仪活动，“毕业生”们终于可以尽情
地“毕业狂欢”了，时谓“期集”。 首
先少不了的是“毕业聚餐”，即黄梅
戏《女驸马》唱词中提到的“琼林
宴”。 它是皇帝专为款待新科进士
而举行的宴会，因北宋时赐宴地点
位于皇家花园琼林苑中而得名，在

不同时代又有“闻喜宴”“恩荣宴”

等别称。

除为文进士设立的“琼林宴”

外，还有为武进士举办的“会武宴”，

均群英荟萃、金鼓喧阗、排场浩大。

这两场宴会最初是新科进士凑份子
来筹办的，但朝廷也会有所表示，如
赐宫廷美食、赐酒、赐钱等，五代以

后则逐渐由朝廷埋单， 官方色彩日
益加强。

此外， 进士们也会筹办自己的
宴会，尤以唐代的“曲江宴”为胜。曲
江宴因设于长安城东南的曲江一带
而得名，往往是古人“毕业季”的最
后一项活动， 因此更贴近于现代的
毕业宴，吃完这顿，同年们就自赴前
程、各奔东西了，故而又称“离会”。

在这样的场合， 新科进士也不免伤
感起来， 晚唐诗人杜荀鹤就曾在曲
江宴后无限感慨：“日午离筵到夕
阳，明朝秦地与吴乡。 ”

重头戏

拜主考拜宰相再拜皇帝
乡饮酒礼和谒先师固然隆重，但

仅是第一级考试之后的活动，充其量
只能算古人“毕业季”的序曲，真正的
重头戏要到考试结束、放榜传胪后方
才慢慢登场。 这些新科及第的“毕业
生”们，要参加谢恩、过堂、期集等一
系列活动。 其“毕业季”的繁忙，比之
现在，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是拜谢主考官的“谢恩”。

唐代省试放榜之后， 凡榜上有名的
进士，要一同前往主考官的府邸，感
谢座主拔擢之恩。谢恩时，各位及第
进士按名次排好队，状元出列致辞，

接着进士们一一拜见主考官， 作自
我介绍，并致感谢之意。有时新科进
士要一连几天去谢恩， 直到皇帝正
式批准、确认他们的考试结果。

随后， 主考官便要带领新科进

士到中书省都堂去拜见宰相， 是为
“过堂”。过堂前，新进士们得先到大
明宫光范门内集合， 备好丰盛的酒
席，等候宰相上堂。 宰相到达之后，

相关官员会过来收取进士的名纸，

紧接着主考官带领进士们进入中书
省，在都堂依次站立。主考官向宰相
行礼毕，仍由状元代表致辞，其余进
士依次自我介绍并致谢， 和谢恩时
一样。之后，再由主考官带领他们行
礼、退下。

清代的进士在拜谢皇帝之外，还
要专门赴国子监和孔庙拜谒孔子，并
在那里举办他们的“毕业典礼”。

�

《吴友如画宝·古今谈丛图》中的《鹿鸣盛宴图》（描绘湖北
巡抚于九月十三日举行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乡试鹿鸣宴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