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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nin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bout 600 people got access to becoming a Jinshi during 
the rule of Toghon Temur. The paper is based on Kangxi Jiangnan Tongzhi and Guangxu Rewriting 
Anhui Tongzhi, and corrects some errors to study the Jinshi more in Anhu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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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顺帝至正年间九次科举，共录取进士六百人。论文在康熙《江南通志》和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收录

内容的基础上，对其中疑误的内容进行增补，进一步考证了元代安徽地区及第进士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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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元朝自延祐年间推行科举，共开科十六次，共录取进士 1139 人。其中顺帝即位之前开科七次，录取

进士 539 人。顺帝在位三十六年(1333~1368)，其即位之初，权臣伯颜秉政，停科两次。至正元年(1341
年)，宰相脱脱推行“更化”，恢复科举，到元朝灭亡前夕，共开科九次，录取进士 600 人，其中进士姓

名可考者不及三分之一，且有不少争议。康熙《江南通志》记载，至正年间皖籍进士有胡善、朱克正、

冯彦诚、陈雷颐、李黼、吕诚、贺普兴、李亨、吴相尧等九人[1]。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则列出胡善、

黄绍林、黄仲实、陈雷颐、朱克正、吕诚、方茂、吴相尧、钱用壬、吕俨、陈有彰、吴裕、黄礼、贺普、

刘祥、徐良佑、周枢密、貊高、吴知恺等十九人[2]。本文试对至正各科中皖籍进士(含徽州婺源)分析，

考订其仕宦业绩及其成就。 

2. 至正疑误“皖籍”进士辨析 

元代科举资料保存下来不多，现存登科记仅有《元统元年进士录》和《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

元统元年实为至顺四年(1333 年)。是年三月会试，六月顺帝即位，改为元统元年。乡试及第者称“乡贡

进士”，次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合格后再经殿试，殿试不再黜落，重新拟定排名，合格者始称“进士”。

《元史·选举志》中载“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3]，故进士常称作“两榜进士”。

其中，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为从六品；第二名到第二甲，为正七品；第三甲以下，为正八品，两榜皆是

如此。由乡试参加会试，名次靠后者，通常授予诸路学教授、书院山长以及州县学正、学录、教谕等官

职。家乘墓志以及碑刻记录文人职官之生平、轶事，是载进士之“志”一个重要文献来源，而因其中并

未细分“乡贡进士”与“进士”，故而导致一些进士身份混淆。清代学者钱大昕也称“元之设科始于延

祐二年，而《志》乃有至元丙子乡试、大德戊戌进士、大德乡试诸人，是并《元史》全未寓目矣”[4]。
足以见得，墓志、碑刻中的表意不明使得职官选举志和传记中的进士身份真假难辨。尤其是明代，关于

元进士的记载多有讹误，且以文相传，一直未易，如今已经很难考辨清了。 
《江南通志》和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所列至正进士名单中，既有进士登第年代错讹，亦有乡贡进

士等列入进士。另外，元代进士授官皆在正八品以上，授官低于正八品及未入流之学官、无居官任职记

载的进士，其进士身份值得怀疑。其中李黼为泰定状元，其他如贺普兴、李亨、黄绍林、黄仲实、方茂、

吕俨、陈有彰、吴裕、黄礼、贺普、徐良佐、周枢密、貊高等存在可疑之处。 
1) 李黼为泰定四年状元，《江南通志》误载。 
李黼，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元史》卷一百九十四有传。最初为国子生，泰定四年(1327 年)左

榜状元，授翰林编修。官至江州路(今江西九江)总管。至正十二年(1352 年)三月，南方红巾攻破江州，

李黼战败被杀。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亦作泰定四年进士。《江南通志》列入至正进士，显然属于误

载。 
2) 贺普兴与贺普似为一人，其登科年份不符。 
贺普兴，《江南通志》作至正年间进士，宿松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作“贺普”，称“宿松人，

临淄尹”，至正年间进士，然“阙年”[5]民国《宿松县志》卷二十二《选举表一》记载，“元至正壬辰

科，贺普兴，任山东临淄令”。其自注称：邬正阶《宿松县志》云“考《顺帝本纪》，廷试者甲午、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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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科，壬辰疑误”。顺帝壬辰年为至正十二年(1352 年)，该年非会试、殿试年份，既未开科取士，其记

载值得怀疑。 
3) 李亨登科年份不详，亦无居官记载。 
李亨，《江南通志》称其为至正进士，萧县人。然其具体科第年份无考，仕宦亦无相关记载。萧启

庆《元代进士辑考》[6]、沈仁国《元代进士集考》亦未收录[7]。 
4) 黄绍林，各书记载矛盾。 
黄绍林，“婺源人，连江尹”，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为“至正五年”进士。又《新安名族志》

中有“至正丙戌进士，为连江令，倡讨红巾贼有功，封福建道元帅”。丙戌乃至正六年，与光绪《重修

安徽通志》所说的至正五年相悖，疑是误题进士。 
5) 黄仲实，各书记载不同。 
黄仲实，黄绍林之弟，“婺源人，高州知州”，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为“至正五年”进士。光

绪《高州府志》亦提到“存疑一人黄仲实(婺源志选举仲实，至正五年进士，任高州知府，案元制称路，

高州无知府，只有高州路同知)”，此为一；二是《新安名族志》中称其“洪武初以国难署县事，有减税

便民之政，民咸德之”，并未明确提到进士身份。《婺源县志》、《徽州府志》未录有其人。其进士身

份有待补证。 
6) 方茂，无居官任职记载。 
方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作辛卯文允中榜，又云“方茂，贵池人，道光县志作辛巳”。光绪《贵

池县志》卷十八《选举志》作文允中榜。辛卯文允中榜，即至正十一年(1351 年)左榜，然无居官及相关

记载，疑误。《贵池县志·人物传》亦无记载。 
7) 吕俨，无实绩记载。 
吕俨，《安徽通志》作至正年间进士，具体年份无考，“旌德人，翰林学士”。嘉庆《旌德县志》

卷七《选举》作旌德岩首人，至正年间进士，“翰林院学士”。其事迹县志无记载，疑为乡贡进士。 
8) 陈有彰，府县方志无记载。 
陈有彰，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云，“陈有彰，祁门人，安庆同知”。然同治、光绪《祁门县志》

及《徽州府志》并无记载，疑误。 
9) 吴裕，各书记载相异。 
吴裕，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作“当涂人，平江知州。县志作丙戌”。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缺进

士具体年份，元代亦没有平江州。康熙《当涂县志》称至正丙戌，即至正六年(1346 年)，本年并无会试、

殿试。疑误。 
10) 黄礼，民国《芜湖县志》考证其误。 
黄礼，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称，“芜湖人，见《县志》增”。《县志》是指嘉庆《芜湖县志》，

但无官职记载。民国《芜湖县志》卷四十五《选举志·进士》中，元朝仅列宦友闻一人，称“延祐乙卯

科，康熙志失载，嘉庆志据府志补入”，未列黄礼。而在该卷《选举志·举人》中，列出宦友闻、黄礼

二人，称黄礼“至正间”举人，“前《志》进士，误”[8]。 
11) 徐良佐，志书记载不同。 
徐良佐，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桐城人，陕西左布政”。康熙《桐城县志》亦载“至正进士”，

但无官职记载。 
12) 周枢密，元末将领，非科举进士。 
周枢密，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作“潜山人”，至正年间进士。据《江南通志》卷 161《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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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周枢密，潜山人，逸其名。至正间武进士，红巾贼寇境，聚乡勇屯马园寨，保障生灵十余万。先后

十五年，屡破天完兵，以功授枢密同知”。周枢密非科举考试中的文进士。 
13) 貊高，非科举常科进士。 
貊高，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作“貊高，太和人”。然该书卷 151《选举知·制举》称之为荐辟，

并非会试、廷试之进士。据《元史·顺帝纪》，貊高早年追随察罕帖木儿起兵，常纵兵掠杀平民。察罕

帖木儿死后，又依从其子扩廓帖木儿，至正二十七(1367 年)受诏讨伐扩廓帖木儿，次年七月，为扩廓帖

木儿擒杀。此处疑误。 
14) 陈雷颐与冯彦诚，记载不详，存疑。 
陈雷颐，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作“贵池人，漕运副使”。光绪《贵池县志》卷十八《选举志·科

目上》亦云，“陈雷颐，登王宗哲榜，官漕运副使”。此外，无相关记载。冯彦诚，《江南通志》、光

绪《重修安徽通志》均作青阳人，无居官任职记载，故存疑。 

3. 至正皖籍进士考证 

在康熙《江南通志》和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中，其进士身份可确定的有至正二年刘详、虞执中、

吴之恺，至正五年胡善，至正八年进士王德辉、昂吉，至正十一年朱克正、吕诚、程国儒，至正十四年

钱用壬和吴相尧等人。 
1) 刘祥，至正二年进士。 
刘祥，字孝先，安庆路桐城县人。至顺元年进士刘让之弟。《江南通志》作“刘详”，称元统元年

(1333 年)进士。然《元统元年进士录》并没有刘详或刘让。康熙《桐城县志》卷三《选举志》成“刘详”，

作“至正进士”。据明代《寰宇通志》卷十八《安庆府·科甲》，刘祥，桐城人，至正二年陈祖仁榜进

士[9]。累官至江西道肃政廉访司知事。 
2) 虞执中，至正二年进士。 
虞执中，字伯权，安庆路望江人，县学生。至正元年河南乡试第一，次年以《易经》登进士第。《皇

元大科三场文选》收录虞执中壬午会试(至正二年)会试的程文[10]。《江南通志》列入元统元年进士，万

历《望江县志》列入至正癸未(至正三年)进士，皆误。至正元年，望江县建成儒学明伦堂。次年，欧阳玄

撰写《重建明伦堂记》，文称：“邑未有进士，堂成之秋，虞执中以孝弟举于乡，擢河南乡贡首选，遂

登高科”[11]。康熙《望江县志》作“至正壬午科”进士，即至正二年进士。登第后，授将仕郎、中兴路

录事，居官清正，受到山南湖北道廉访司褒奖，改迁晋宁路榆社县尹。任满南归，卒于途中。撰有《天

禄阁赋》，收录在《青云梯》卷下[12]。 
3) 吴之恺，至正二年进士。 
吴之恺，庐州路庐江县人，字元举。康熙《庐江县志》卷十《选举志》称，“至正间进士”。光绪

《重修安徽通志》亦以为至正进士。工诗文，尤以律诗专长。据康熙《寿张县志》记载，明初吴之恺担

任山东梁山、寿张、阳谷等县知县，撰有《帝子遗碑》等诗。其《石井甘泉》云：“沆瀣低随地脉浮，

石旁汲绠未曾收。蔗浆最鲜相如渴，不羡仙人掌上流。”以诗言志，世人传颂[13]。至正三年(1343 年)，
庐江县文庙重建竣工，教谕王岱、达鲁花赤兀颜常“乃以进士吴之恺状请”，罗永登遂撰《儒学重建文

庙记》[14]。据此，吴之恺当为至正二年陈祖仁榜进士。 
4) 胡善，至正五年进士。 
胡善，字子纯，徽州婺源人。至正五年张士坚榜进士，“《诗》将仕郎，福州路古田县丞”[15]。明

《诏令奏议·节义考》中记录元代忠臣者有“胡善，至正间为松江府学训导，苗贼陷松江，欲毁孔庙，

善骂贼，遂被害”。与方志记载不知可为同一人，故依萧启庆《元进士辑考》，其进士身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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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德辉，至正八年进士。 
王德辉，宁国路宣城县人，其母亲为妾，由其嫡母薛氏抚育成人。“既大，择师款业，至正戊子登

第”[16]。至正戊子即至正八年(1348 年)。是年三月，廷试举人，以王宗哲等七十八人进士及第、进士出

身、同进士出身有差。 
6) 昂吉儿，至正八年进士。 
昂吉儿，字启文，唐兀氏，居宁国路太平县(今安徽当涂)。至正八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改绍兴路录

事司达鲁花赤。见于元代文学家顾瑛《草雅堂集》。《江南通志》作至正年间进士，“吴县人”，不确。

《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志》亦载，至正八年戊子王宗哲榜进士，“昂吉，太平人，翰林院编

修”。然唐兀属色目人，当为右榜进士。 
7) 朱克正，至正十一年进士。 
朱克正，字平仲，初名晏[17]，徽州休宁县人，曾师事同乡定宇先生陈栎。至正十年(1350 年)，考中

江浙行省乡试，次年三月朱克正以《尚书》登文允中榜进士第，授将仕郎、婺源州判官。元末社会动荡，

朱克正任满后不再求仕，受聘十字路万户府镇抚金震祖，教其子弟[18]。 
8) 吕诚，至正十一年进士。 
吕诚，字诚孚，徽州婺源人。其生平多载于弘治《徽州府志》，原籍歙县，后跟随父兄举家迁至婺

源；至正十年参加江浙乡试，主考官“批其《角端赋》甲场屋”；至正十一年文允中榜进士，授将仕郎、

绍兴路诸暨州判官；至正十三年贼寇犯婺源，跟随元帅铁古迭儿收复婺源；其后又在江浙行省任乡试帘

内掌卷官，迁征仕郎，先后任兴化路兴化县尹、延平路推官等职[19]。除官运一途通达外，吕诚在诗文上

的创作颇丰，有《菊田》、《题<秋浦归舟图>二首》、《次韵答偶武梦》等诗传世。 
9) 程国儒，至正十一年进士。 
程国儒，字邦民，徽州歙县人，寓居于鄱阳。文采斐然，通晓《易经》、著作《雪厓集》已佚失。

据《新安文献志》为“至正十一年进士，授余姚州判官，摄绍兴录事”[20]。在元末动乱中从明，因招抚

有功，升行省管勾，后任浙东枢密院都事；朱元璋攻占徽州后赴应天府任内省都事一职；后因连坐自尽

而亡。盛名不再。 
10) 吴相尧，至正十四年进士。 
吴相尧，字舜卿，徽州休宁人。康熙《休宁县志》卷五《选举·进士》称，“至正十四年牛继志榜”。

《新安名族志》后卷《吴》记载，“至正十四年进士，官河南儒学提举”。《江南通志》亦载其为元朝

进士，惟称其登第“年份无考者”。 
11) 钱用壬，至正十四年进士。 
钱用壬，字成夫，宣州广德人。《明史》称，“元南榜进士第一，授翰林编修”[21]。父任乡司，以

丈量田亩为生，“能存心于正直，无私曲”[22]。钱用壬登至正十四年牛继志榜进士，授翰林编修，迁南

台掾、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奉命出使张士诚，张士诚奏授以淮南行省参政，守淮安。曾为贡师泰《玩

斋集》作序。后投降朱元璋大军，授按察司副使，迁中书参议、御史台经历，参修律令、仪礼。洪武元

年，授礼部尚书，十二月致仕，居留湖州。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九《礼部尚书表》称：“钱用

壬，直隶广徳人，故元进士。洪武元年任，本年致仕”。 
12) 俞元膺，至正二十三年进士。 
至正中后期，元朝战乱四起，南北各地义军叛乱，江淮地区成为各兵交战对垒的险地，因此也阻碍

了南北地区之间的同行，安徽地区内的乡试都受到了极大地阻碍，难以正常举行。也因此，至正后期的

四次科举——至正十七年丁酉科、二十年庚子科、二十三癸卯科、二十六年丙午科，都没有关于皖籍进

士的确切记载。其中有所存疑的是《新安名族志》中所载的婺源进士俞元膺，“至正癸巳进士，授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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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万姓统谱》中也有对其的记载“俞元膺，字符应，婺源人，治《春秋》。至正间髙第，授翰

林学士。”然，至正癸巳为至正十三年，并不在至正年间所载的九次科举之列，应该为乡试之年，并无

会试、殿试。弘治《徽州府志》也称其为“至正十三年乡试俞元膺”；卷八《人物志》中记“俞元膺，

字元应，婺源城南人，治《春秋》，至正癸巳科第四名，授翰林学正。”也对应了《万姓同谱》中“高

第”的说法，可见，俞元膺并不只是乡贡进士，萧启庆推测“癸巳”当为“癸卯”之误[23]，俞元膺应是

至正二十三年进士，但仍无确切史料证明，还需进一步考证。 

4. 结论 

元朝是一个短暂且动荡的时代，在至正乱世中，更是经济凋敝、文化不兴，元末起义动荡的江淮地

区尤甚。据本篇不完备的考证，这一时期安徽地区的进士不到三十人，其中十五人可能存有疑误，剩余

十三名进士中榜时间、个人生平仍有待详细考证，进士中有影响力者也是屈指可数，朱克正、吕诚等进

士记录较为丰富，其余多人仍史料不详，还需进一步考证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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