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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塍村“进士”匾

作者：范翔宇 来源：北海日报

大廉山下陂塍村的老祠堂，有彭元辅的题词。老祠堂第二进的门楣上挂着一

块额匾，上面写着“望重廉山”，落款是“道光十七年丁酉科举人彭元辅立”。当

回过头来探看的时候，却见一进屏风门后的一块“进士”匾赫然映入眼帘，这是

一块原版的“进士”匾。

“进士”匾的铭文制式如下：大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衔霍钦命大总裁

经筵讲官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翁大总裁经筵讲官工部尚书兼管顺

天府尹管理户部□□祁大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衔李为 进 士光绪壬辰科

会试中第三百零九名贡士彭统祖立陂塍村“进士”匾的铭文涉及到许多古代的官

名职衔，其中有些是不常见，如“大总裁”等。大总裁实际是总裁，总裁在古时

有多种职 能，元、明、清时，朝廷设立主管修史的官员，称总裁，相当于今天

的总编。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以脱脱为都总裁，其余人为总裁。脱脱是元

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任元朝宰相。明清时期，中央编纂机构的主管官员

也称总裁，如清代掌修国史的国史馆总裁。清代武英殿、国史馆、会典馆、贤政

院等也置总裁及副总裁。后来主持会试官员的也称作总裁，这里指的就是主持会

试的官员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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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讲官，是唐代专为皇帝讲书史的官名。宋代的侍读、侍讲学士及侍读、

侍讲、崇政殿说书皆称经筵官。金代设有益政院说书官，元代设有奎章阁学士院

兼经筵官。明、清二代的经筵讲官由翰林出身大臣兼任，实际成为虚衔。

“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衔霍”中的“霍”，是霍穆欢，咸丰六年（1856 年）

丙辰科二甲八十八名进士。内阁学士为明、清朝官制之一，官品等级为从二品。

这里是指霍穆欢以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的身份来做监考官。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翁”中的“翁”，是翁同龢，咸丰六年

（1856 年）丙辰科一甲第一名进士。“太子少保”是负责教导太子的官员。户部

尚书是掌管全国赋税、户籍、军需、粮饷的大臣，清代为从一品，相等当现在的

民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翁同龢曾先后做过同治、光绪两帝的师傅。翁同龢与

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 24年。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

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管理户部□□祁”中的“祁”，是祁世长

（1825-1892），山 西寿阳人，咸丰十年庚申（1860）二甲 30 名进士，授编修，

数任乡试、会试主考官，督学直隶、安徽、浙江，历官侍讲学士、礼部左侍郎、

吏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工部是掌管营造工

程事项的机关，六部之一，长官为工部尚书。光绪中，先后督、顺天、浙江学政，

两次主持会试。

“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衔李”中的“李”，是李绂藻，清同治十年进士，

光绪皇帝的老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升任礼部左侍郎。

二十七年春带本部官员去西安护从慈禧。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又兼署工部和刑

部左侍郎。

为光绪所赏识，钦命提督，江西学政，授抚标中军参将。



“进士”匾由主持会试的官员题额是常见的，但像陂塍村“进士”匾这样，

由四个主考官联署题额，却不多见，从中可以使人感受到其间的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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