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刚搬来成贤街，
真的看不出这条街道和

南京许多街道有什么不
同。”年轻的华先生问记
者，“是因为这条街上的
东南大学吗？”
“成贤街因明朝国子

监在此而得名。过去人们认
为进国子监读书后，就可成

为所谓‘贤人’，获得做官
的资格。现在的东南大学主
校区曾是明朝国子监所在
地。”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
系教授马永立说，当时的高
等教育教学质量与现代相
比丝毫不逊色。课程不仅科

学，还很实用，除了四书五
经外，还有数学、外语、书
法、礼仪等，用积分制的考
核办法，监生由初级升入中
级、高级。当时还招外国留
学生，留学生主要来自朝
鲜、日本、暹罗等。

“当时监生还很重视
实践，如果通过实习考
核，就可以通过吏部分配
工作，不合格，就需回到
国子监继续学习。”马永
立对国子监的教育方法
赞不绝口。“大家可能想

不到吧，国子监有近一万
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加
起来仅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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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考试的场
所叫“贡院”。明代江苏、

安徽两省的举子都齐聚
南京参加乡试，争相夺
魁，国子监里面有一部分
学生也去考状元。

江南贡院院长周道祥
告诉记者，江南贡院是当
时最大的考试场所，曾经

风光一时，它的面积是朝
天宫的10倍，房间是故宫
的3倍，号舍20644间，
比第二大贡院———顺天贡
院（&J）多出1万多间。

进入江南贡院里面，
一道 30厘米高的 “龙
门”横在路中间。当年每
当龙门开放，江南百姓纷
纷赶来跳龙门，不仅希望
金榜题名，也希望财源广
进、得生贵子等。一名姓李
的大三女生一会儿跳过

来，一会儿跳过去，“多跳
几次，希望找个好工作！”
李同学一边跳，一边还念
叨。现在的江南贡院还保
留了一部分号舍，一间间
狭小的号舍里面安放着姿
态各异的“考生”，有的侧
卧，有的站立，有的静坐，

或沉思、或提笔疾书……
让人仿若回到那个万千学

子争取一朝登科的年代。

“十年寒窗苦读，一
朝金榜题名。”秦大士故

居是当时城南唯一的明
“大夫第”，这在城南几
处九十九间半中，“无有
可相比者”。如今，在得到
文物主管部门重点修筑
保护后，恢复了其往日风
貌。昨日下午，记者来到

武定桥东侧的长乐路，站
在铜钉红门前，记者忘却
了城市的喧嚣，眼前高低
起伏的马头墙让人感受
到古韵悠悠的明清气息。

大门高挂着“秦状元
府”匾额，因为还没有对

外开放，铜扣被链条铁锁
牢牢缠绕住，透过门缝，
一排朱红色的落花木门
窗跃入眼帘，大厅的门槛
很高。近70岁的胡爷爷
已陪伴秦大士故居近 30
载了。他说，他可能是少

数没有离开的老“秦淮人
家”了。“因拆迁，原本住
在故居里的秦氏后人都
搬走了，还记得当时大伙
做邻居时互相串门，坐在
院内的一口古井旁打牌，
那种感觉现在只能在记

忆里慢慢回忆了。”在胡
爷爷印象中，当时秦大士
故居一直延伸到武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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