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贵州，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科举家族，它就是清代平
远州（今毕节织金县）的谌氏家族。从清乾隆至光绪的100多年
间，贵州平远州谌氏共涌现出了诸生（俗称秀才）125人、举人17
人、贡生44人、进士2人，其中翰林1人。据相关记载，早在乾隆
三年（1738年），从平远州谌氏第一位有官方功名记载的岁贡谌
友庆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谌氏最后一位举人谌祖恩
（又名谌湛溪），将近170年间，谌氏整整7代人均有族人考取大
小功名，无一断层。无论是人才的宽度还是厚度，谌氏在平远州

无出其右，甚至在当时的贵州
也是罕见的。

平远州谌氏家族的“高考”故事

开先河者：谌友庆1

在幅员辽阔、底气尚存的清
朝，在富甲天下、学富五车的江
南学子闪耀的光芒下，在贵州这
个“不起眼”的贫穷省份，平远
谌氏却以其“惹眼”的科考成就
闻名一时。甚至可以说，平远谌
氏对贵州明清两代“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传奇故事的造就贡献
良多。遍览相关文献、故事、传
说可发现，平远谌氏之所以能在
竞争激烈的科考中脱颖而出，其
秘诀可总结为“一敢二富三慧”。

“一敢”指的是敢于冒险、敢
于挑战的精神。在科举考试中，
考生需要面对极大的压力和挑
战。大家都知道，范进50中举后
因过于激动竟犯了“癔病”，可想
而知乡试是多么重要和艰难。每
个考生都明白，没有乡试中举，
后面的取进士、选翰林、入阁拜
官都无从谈起。抛开乡试本身的
激烈竞争不谈，光是去往省城的
路途都要花费考生们一至数天的
时间，悬崖峭壁、深山密林、虫
蛇野兽都是赶考途中常见的挑
战。乡试已如此艰难，会试更是
难上加难。姑且不论会试本身的
难度，光是去往京城的路途和花
费就让大部分新科举人放弃了再
进一步的想法，心甘情愿做起了
教谕、学正等基层小官。就拿贵
州来说，遥距京城数千里，翻山
越岭、渡江过河，整整数月时间
才能抵达京城。但谌氏子弟并没
有被科举考试的艰难和赴考途中
的险阻所吓倒，这种勇敢的精神
使得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屡创佳绩。

“二富”指的是学识的富足和
家境的富裕。在科举考试中，学
识的深浅直接关系到考生的成
绩。平远谌氏子弟们自幼便受到
良好的教育，他们博览群书，精
通经史子集，学识渊博。同时，
他们的家境也相对富裕，这为他
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
件。家境的富裕使得他们可以专
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中去，不必为
生计而分心。学识的富足和家境

的富裕相互促进，使得平远谌氏
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占尽优势。

“三慧”指的是智慧的运用、
慧心的洞察和慧根的深厚。在科
举考试中，智慧的运用是至关重
要的。平远谌氏家族的子弟们善
于运用智慧，他们能够根据题目
的要求，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
提出独特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同
时，他们还具备慧心的洞察力，
能够准确地把握考试的脉搏和趋
势，为自己的备考提供正确的方
向。此外，他们的慧根也相当深
厚，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阅历使得
谌氏子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
够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被外界所
干扰。“三慧”使他们在科举考试
中脱颖而出。

平远谌氏家族的“高考”秘
诀，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智
慧，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
示。“一敢”“二富”“三慧”是一
个全面而深刻的教育理念。它要
求学子们敢于挑战自我、追求物
质和精神的双重富有、具备智慧
和慧心。这种教育理念不仅适用
于高考备考阶段，还适用于人生
的各个阶段。它让平远谌氏子弟
在求学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从容和成功。

随着时代的车轮轰隆向前，
科举被废止，近现代化教育与考
试的曙光同样照拂了每一位平远
谌氏学子。他们中陆续走出了著
名地质学家谌湛溪，中国共产党
的好朋友、革命志士谌志笃，国
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英语教授谌
志远，平民将军谌宏昌少将，贵
州省著名画家谌宏微，中国知名
内科专家谌贻璞教授等优秀人
才。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要么通
过民国的“高考”，要么通过新中
国的高考登上了各自领域的顶
峰。有理由相信，平远谌氏在有
清一代科考中的“枝繁”，仍将持
续在现代中国高考中“叶茂”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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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位平远州谌氏的第一
个“高考生”，历史的记载只有冷
冰冰的一行文字：“谌友庆 岁
贡 乾隆三年。”在千余年的科举
史上，类似谌友庆这样的岁贡不
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虽然如此，
但我们千万不可低估了这位开谌
氏“高考”先河者的开创性作用
和意义。以他为源头，谌氏一族
仿佛开挂了一般，从此科甲挺
秀、人才辈出，在平远州乃至贵
州科举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记。

从古至今，除了少数天才，
读书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件苦
差事。对以“一举成名天下知”
为终生目标的科考学子而言更是
如此。古人参加科举考试，要背
诵多少书呢？据有心者考证，考
生们要熟读背诵《论语》《孟子》

《诗经》《礼记》《左传》共40多
万字。此外，考生们还要阅读相
当于以上典籍几倍数量的注释，
还有其他非读不可的相关书籍
等。如此一来，想要在古代“高
考”中有所作为，几百万乃至上
千万字的阅读量是必不可少的。
完全可以推断，谌友庆这位平远
州谌氏第一位“高考生”必定也
是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的。

作为平远州谌氏的第一个
“高考生”，谌友庆的开创性作
用与深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他用自己的才华与努力为家族
赢得了荣誉与尊重，更为后来
的谌氏子孙们树立了榜样。在
他的影响下，谌氏一族逐渐形
成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良
好家风，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
的优秀人才。

谌克慎，贵为平远州谌氏第
一位举人，意义不可谓不大。据
其后人讲述，这位享受过“重赴
鹿鸣”荣光的举人在贵州省外如
浙江、四川、西藏等地宦游40余
年。按当时的官场惯例，其人应
是累积了不少财富。2023 年 4
月，织金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将源
自谌克慎的民间故事“谌百万与
谌家银洞传说”纳入县级非遗名
录；同年12月，贵州省毕节市人
民政府将“谌家银洞的传说”纳
入市级非遗名录。这就是明证。

今天的织金普翁桥下游，河
谷幽深，水流湍急，不远处一峰
突起，绝壁千仞。壁前一桥横
跨，这就是往昔织金通往省城贵
阳古驿道的桥梁之一，名蔡氏
桥。在离桥20米左右的岩壁上，
有一块“平修古道”的楷书摩

崖，书法遒劲飘逸，撰书者就是
谌氏首位举人谌克慎。

关于谌忠宣的记载也仅有
“谌忠宣 嘉庆庚午科举人”一行
字而已。但身为举人，他凭借自
己的才华与努力，荣登内阁中书之
职，成为平远州谌氏第一位在清朝
首善之地北京任职的族人。在谌忠
宣之前，谌氏族人大多生活在贵州
的崇山峻岭之间，那里山高水远，
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然而，谌忠宣
却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和智慧，走出
了这片土地，跨越千山万水，进入
了紫禁城。

从谌克慎出省做官，到谌忠
宣远赴北京任职，这一切不仅是
他们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平远
州谌氏历史性的突破。他们的成
功，激励着后来的谌氏族人，纷
纷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谌显模双亲很早就离他而
去，身为孤儿的他不仅没有自暴
自弃，反而在清贫的家境、冗繁
劳累的家务和农活中坚持读书，
终于在40多岁的时候中举，从此
踏上仕途，也算是大器晚成。由
于品行端正，学识渊博，谌显模
不仅被任职地百姓树碑歌颂，还
在返乡后被推举为官修志乘的主
编。

据《“敢捋虎须”的地质博
士谌湛溪》一文记载，谌湛溪，
名祖恩，谌显模长子，光绪年间
生于平远州城。谌湛溪是我国早
期接受近代地质学教育的学者之
一，是贵州省接受过系统性近代
地质学教育的第一人，对近代地
质学在中国的传播贡献显著。谌
湛溪1899年入京师大学堂，1904

年考取庚款留学生，留学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矿冶专业。谌湛溪获
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河北
唐山煤矿总工程师，国立东南大
学、厦门大学教授，贵州省建设
厅厅长，贵州大学、昆明工学院
教授等职。

谌湛溪性格耿直，对蒋介石
素无好感。1935年蒋介石到贵州
视察时，谌湛溪与蒋发生口头冲
突，他反驳了蒋关于贵州公路建
设糟糕的批评，并指出国民政府
的问题。这导致蒋不悦，事后免
去其建设厅厅长职务。当时某家

“大胆”的报纸披露了谌湛溪被免
职的前前后后，人们得知是因为
顶撞老蒋的结果，纷纷称赞谌湛
溪敢于面犯“龙颜”，是“敢捋虎
须”的勇士，一时传为美谈。

谌厚光，字蕴山，号葆初，
贵州平远州人。道光六年 （1826
年）中丙戌科进士，入翰林院庶
吉士，继授检讨，后出任山西大
同知府。致仕回乡后主修《平远
州志》并作序。其弟谌厚庆，字
云章，道光庚子科举人，曾任山
西大同府山阴县知县。兄弟二人
一为进士，一为举人，也算是荣
耀一时。

明清时期，贵州文教蓬勃发
展，涌现出被誉为“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的高级知识分子群
体。其中，位于黔西北的平远州
孕育了12位大清进士，其中4位
更是荣登翰林之列。4位翰林分
别是晚清名臣丁宝桢、清初著名
诗人潘淳、广西南宁府知府何珣
以及平远州谌氏第一位进士谌厚
光。翰林一般经过进士选拔产
生，尽管入翰林院者官品不高，
但被视为仕途清贵之选，是进士
中的佼佼者及幸运儿。由此可
见，在贵州“七百进士”中，谌
厚光能够脱颖而出，跻身翰林之
列，其能力与素养均属上乘。

据织金谌氏后裔所述，谌增
模，号益舟，系晚清名臣丁宝桢
妻舅谌厚镕三子、五四运动倡导
者之一谌志笃的祖父。光绪二年
（1876 年） 中举人，光绪六年

（1880年）取进士。后任过知县、
乡试同考官等职。

谌增模的故乡——今天的织
金化起镇，与晚清名臣丁宝桢的
故里——牛场镇仅相距 14公里。
谌、丁两家皆是当地赫赫有名的
世家，彼此间的联姻更是绵延三
代（丁宝桢的太夫人、夫人及其
儿媳均出身于谌家）。当时的化起
镇有个“桂香书院”，其建立可追
溯到咸丰初年，由当地开明人士
倡导并兴建，后在咸同之乱中被
严重破坏。

在清末贵州空前的浩劫——
咸同之乱中，不仅类似于桂香书
院等文教场所遭受厄运，贵为朝
廷重臣的丁宝桢祖坟也遭损毁。
听闻消息的丁宝桢匆忙向朝廷告
假返乡整修祖坟。在修葺祖坟之
余，丁宝桢了解到了桂香书院的
办学历史。在与地方乡绅交流
时，丁宝桢认为按朝廷律例，只
有州府以上才有资格设立书院，
州府以下只能开办义学或私塾。
因此，众人恳请其为桂香书院更
名。一番思量后，丁宝桢将“桂
香书院”更名为“兴贤义塾”，并
亲自为义塾题写匾额。谌增模随
即就为“兴贤义塾”撰写了序
言，也算是为这位身居高位的姑
父的善政锦上添花。

更上一层楼者：谌克慎谌忠宣2

集大成者：谌厚光谌增模3

发扬光大者：谌显模谌湛溪4

谌氏的“高考”秘诀：
“一敢”“二富”“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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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克慎题书的“平修古道”。

珍藏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的谌厚光殿试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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