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mination Paper of a Bygone Era 
Lai Huanwen Tai Shi Yi Mo 
 
In this set of palace examination paper prepared by Lai 
Jixi on 24 May 1903, Lai discussed his views and opinions 
on a number of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e civil service and 
trade. After the examination Lai was admitted to the 
Hanlin Academy, the Grand Secretariat, where he served 
as imperial secretary. He moved to Hong Kong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清代殿試策對真蹟 :《賴煥文太史遺墨》 [索書號: 特 085.7 57 v.5 ] 
                  

                 《賴煥文太史遺墨》是《賴際熙文稿書跡五種》中

最寶貴的文件之一，也是館藏科舉考試歷史資料中彌足珍貴

的文物。 
 

民國以前，所有讀書人均視晉身殿試為人生最大的目

標，殿試之策對更是進士中式的貢生作最後衝刺, 角逐狀元之

位。為了讓個人的才智、學養、見識、性情、風度等最佳的

一面呈現在皇帝眼前，殿試策文便多是作者文情書藝的峰極

佳作。本策的作者賴際熙 (1865-1937) 於清光緒二十九年 

[1903] 五月二十四日參加癸卯正恩合科會試於保和殿，時考

生共315人。那時作者三十八歲，他在卷中書寫出個人在設官

分職、明刑弼教、生財之道、通商富強四項時務的認識和建

議，如裁冗員，中西法律之不持平，利用平民財物，訂立商

權商約，均是中肯之詞，結果名列一甲第七十六。 
 

                 賴氏曾受聘於港大中文系多年，亦為香港學海書樓

之創辦人，對保存國粹，不遺餘力。 
  

版式 : 摺叠裝，高43.2公分，原長 108.75公分，摺成11.7公

分。每[半頁] 

六行，行廿四字，每字約1.3 x 1.1 公分，。底面均

以厚0.5公分的木板作夾套。紙質為多層白宣紙，劃

以紅行。全文一千六百六十一字 ( 清代策文不限字

數，惟最短千字 )，以工麗的楷書行文，字近顏體。 
 

格式 : (參簡圖所示)依對策形式書寫，全文無標點。 

一. 卷面 : 書應試者名稱。 

二. 第一開前半頁寫考生履歷和三代名字(曾祖, 祖父        

      及父親)。 

三. 策文起結: 起用 「臣對臣聞」，收用「臣末學新    

       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臣字需旁寫。 

四. 策文正體劃分三段，前十數行稱策冒，中屬第一 

       至第四個問策，末為策尾。 
 

 

張慕貞撰；尹耀全編；林柔雲圖 

Page 9 Focus . Library 

讀 

  卷 

官 

標 

識 

 

對 

策 

 

 

 

彌 

封 

 

 

 

    履 

歷 

 

 

 

  卷 

  面 

 

 

[手稿 ]         

[賴太史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