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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
当时算不算高呢？

明朝乱收费除了教育领
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据
《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朱祁
钰的父亲朱瞻基（明宣宗）当
皇帝期间，可以花钱赎罪，行
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
石米；流放的犯人，需 40 石
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
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
的成本还要高，以“米百石”
的低标准来算，也要高出40
石米。

进一步分析，明朝时米1
石等于 120明斤，100石就等
于 12000 明斤。明斤比现代
斤要重，大约11.18，这样一换
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现代的
14160斤。

假设以现在普通大米每
斤零售价约2.50元的行情来
算，明朝 100石米能卖35400
元；即便以最高赞助费800石
米来算，也有28.32万元。

表面上看，明朝“花钱上
大学”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
长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当
时正常年景下单季稻 1亩地
产量仅在2石左右，不到300
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0.8
斤米。

依明洪武二十年（公元
1387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
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
大员，年俸禄是576—732石
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
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
不够；如果是 100石米，便轻
松了，可买5—7个招生指标。

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
七品官，年俸禄是84—90石
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
明朝“县委书记”想花钱让
子女成为国子监这所全国
重点学府的大学生，要花去
10 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
即便是 100 石，也要用掉近
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是
普通人家子女，面对“米百
石”的赞助费，想都别想，能
念个私塾认几个字，已是烧
高香了。

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
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
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
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

“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
书面语言称为“捐学”。

（南国）

二品官员一年俸禄不够一个“入学指标”

在明朝
买“大学入学指标”

要多少钱？
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

标，在古代便生意兴隆。因为敛财快，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
种手段。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
造的，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
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
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
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
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
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
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
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
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
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
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
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
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
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
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

生改善伙食，故
称为“廪膳”。

国 子 监 是
朝廷的中央宫
学，用现代人的
话说，它是中国
古代的国家级
重点大学，学生
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
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
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
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
个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

“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
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
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
想往上爬。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
不想读？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
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
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
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
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
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
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
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
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
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
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
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
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
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
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
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
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 1365 年），时全
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
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

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
年（公元 1370 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
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
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
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
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
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
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
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
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
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
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
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筹
钱，便开始“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
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
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
费”，就发“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
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
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马匹等。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
现 在 景 泰 元 年（公 元 1450
年），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
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
钰。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
的次子，继位前封为郕王。
这皇位本来与他一点关系也
没有，因为大哥朱祁镇御驾
亲征侵犯北方边境的蒙古瓦
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馅饼
砸到朱祁钰的头上，当上了

“代理皇帝”。但当时边境战
事远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
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筹钱

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从
哪儿筹钱？臣僚给朱祁钰开
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
者入监读书”。就是给国家
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
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包括重
新坐上龙椅的朱祁镇在内，
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
干过，国库一没钱，就会这
样干。明成化二年（公 元
1466 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
荒，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北
京，要卖“南大”的招生指标
创收。

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
十五年（公元 1642 年），朝廷
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
将国子监入学资格商品化建
议的，是时拥进士“学位”、相
当于今副处级干部的中书舍
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
皇帝、后上吊殉国的朱由检
本人的赞许。崇祯十七年

（公元 1644 年，明朝亡国当
年），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
了“南大”的校长（南京国子
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
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
例。

朱祁钰首开“纳粟纳马”入监读书先河

与现在“私倒”，或者说
“暗倒”招生指标不同，由于
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
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
价”。那么，当时买个大学上
上，要花多少钱？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
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
入学资格，景泰年间（公元
1449-1457 年）最高的要800
石米，低者 300 石米。成化
年间（公元 1464-1487 年），
则稳定在100石米。

上面这价格是有“学籍”
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

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
业生什么的，可以享受“优惠
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公
元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
指标需缴纳20匹马。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
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怎
么定下的？原来这是“买
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
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
学（类似于今县重点中学或
地方专科学校）读书的学生，
提出愿意缴纳 800 石米，求
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
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

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
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
出或愿出 800 石赞助费的，
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
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
源。

明景泰年间进国子监需“米八百石”

古代大学毕业生“包当官”

明代的国立重点大学“南大”“北大”

北京国子监

古代中国大学生必读书目

国子监

京师“大学堂”匾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