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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印度與中國兩國社會都存在著包括高考等各種的考試制度，以考試的方式來決定

學歷及社會地位的高低，似乎是兩國的共同現象，因此考試在印度人的生活中也是一

件重要事務。近年報載，印度的考場發現諸多作弊的方式，竟然荒謬到甚至連家長都

出動，就為了在現場給參加高中升級會考的考生傳遞試卷答案，只見大人有如蜘蛛人

般，由試場外牆爬到幾層高的窗戶邊，往裡面丟小抄給應考的自家小孩，而監考老師

與在場的警察也因收了賄賂，對眼前的景象視若無睹，三方共襄盛舉、合作無間。此

項演出震驚中外媒體，在人類的考試歷史上，真可謂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一項世界性

奇觀。 

其實考試對華人來講，其重要性也不遑多讓，似乎從小就如影隨形，幾乎都已經

成了生活中的一部份，因此考場內若傳出什麼違規的情況，大家也經常有所耳聞。以

中國古代實行的科舉制度來觀察，科舉的作用不僅在選取各方面的人才，同時這也是

傳統社會最重要的階級流動管道，廣大的平民百姓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不管是提

升自我的階層或想一步登天，幾幾乎都是靠科舉考試來完成。因此此項關係重大的考

試制度，其壓力在古代絕不會比現在來得小，甚至於更具有決定性及重要性。因為只

要考得上科舉、有了功名，馬上社會地位水漲船高，擠身於地方仕紳之列，比如說秀

才遇見地方官就可不用下跪；考上舉人的人連地方仕紳都會趕來聯繫感情、把臂言交

、餽贈各種物品，瞬間即成為地方上的意見領袖。這些情況從清代文學家吳敬梓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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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諷刺性巨著、長篇章回小說──《儒林外史》中的一篇叫《范進中舉》的情節即可

十分清楚地一目了然。由此可知科舉對當時候的社會階級流動，有很深遠的影響，一

旦中了舉人或進士，就有如鯉魚躍龍門，一下子即飛黃騰達、眾人仰望。但也因為科

舉的錄取名額少，要能考上非常不容易，因此在考場中還是有一些考生想用抄捷徑，

走違規的路線來達到目的。賄賂考官、盜買試題、夾帶小抄或槍手代考……等等情況

，都曾在歷來的科考過程中出現過。其中令人最瞠目結舌的是，居然有人還把四書五

經的內容，共二十多萬字，以極細微的小字將它書寫在考生貼身所穿的內衣上，以夾

帶進考場使用。這一些作弊工具有時候甚至於還會在各個博物館的展場中看見，古人

為了在試場中能金榜題名、不名落孫山，可說是煞費苦心，連這種即便現代人都覺得

匪夷所思的細節，都已經顧慮得如此周詳，想來人對於名與利兩者之強大希冀，古今

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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