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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北五省” 与 “南五省”
地理概念探源

陈 章

内容提要： “北五省” 与 “南五省” 两词在清代史料中偶有记载， 关注者寥寥， 少

有专门研究。 “北五省” 当源自 “北皿”， “南五省” 则来自 “南皿”， 北皿、 南皿所辖

省份分别于康熙年间、 乾隆六年的最终定型， 为 “北五省” “南五省” 两词在官修史料

之出现提供制度依托。 两词因科举而生， 亦因之而废。 随着晚清废科举， 南北分闱不复

存在， “北五省” 与 “南五省” 亦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关键词： 北五省　 南五省　 北皿　 南皿　 历史地理

“北五省” 和 “南五省” 两词在清代史料中皆有零星记载， 关注者寥寥， 研究相

对匮乏。 “南五省” 一词之记载较 “北五省” 更为稀缺， 故学界对此概念似从未留

意， 存在较大误区。 关于该议题， 目前仅见 《清代 “北五省” 地理概念考》① 一文曾

有所考证。 拜读该文， 感佩之余， 亦以为此题或犹有未尽之处， 可更作探索。 若将

“南五省” 与 “北五省” 合并考察， 似可从科举制入手， 从而得出新见解。 今笔者不

揣谫陋， 以明清科举 “南北分闱” 作为切入点， 试对清代 “北五省” 与 “南五省”
地理概念之源流略作稽考， 不当之处， 祈请方家指正。

一　 “南五省” 与 “北五省” 称谓探源： 从 “南北分闱” 入手

与 “北五省” 类似， “南五省” 一词在清代官修史料中偶有记载， 为学界所

忽略， 李大海 《清代 “北五省” 地理概念考》 文中亦全未提及， 似不曾留意。 查

现存官修史料， 将 “南五省” 在清代中后期典籍中的几处记载， 依时间排序罗列

如下：

１６６

① 李大海： 《清代 “北五省” 地理概念考》，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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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私募开垦罪名者， 先行枷号两月， 满日发往南五省， 交驿站充当苦差。①

２. 江南瓜洲河口为南五省漕粮总汇扼要之区， 所关非细。②

３. 臣查瓜洲口坐落扬州府之江都县境， 与镇江府丹徒县之京口南北对峙，
大江中横， 为南五省漕船， 及闽浙、 江苏文报差使必由之路。③

４. 瘸子常明、 德尔沁扎布、 丹珠尔均著发往南五省驿站充当苦差。④

５. 据称三门湾为南田一隅， 南田环象山半面， 地为南五省枢纽。⑤

　 　 那么， “南五省” 的概念起源于何时？ 当可以从科举制演化角度加以探析。
顺治年间承明制开科取士， 对乡试中额之制多有实践。 然清初有多省并未开

科， 赴京考生只集中于数省， 故实行凭文取中之法。 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 丙戌科、 四

年 （１６４７） 丁亥加科会试， 依然未区分南、 北、 中卷。 八年 （１６５１） 始分卷取中，
九年 （１６５２） 划定中额， 并仿明制划定南、 北、 中卷范围： 属南卷者， 浙江、 江

西、 福建、 湖广、 广东五省； 属北卷者，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四省及北直隶

等地。⑥

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 清廷批准监生中额实行南北分卷， “直隶八府， 延庆、 保

安二州， 辽东、 宣府、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四川、 广西编北皿字号。 江南、 浙

江、 江西、 福建、 湖广、 广东编南皿字号”⑦。 后由于出现 “脱科之省” 现象， 康熙

三十年 （１６９１） 辛未科后， 科道官王永祜等条奏 “嗣后应于南、 北、 中卷内， 再分

江南、 浙江为南左， 江西、 湖广、 福建、 广东为南右； 直隶、 山东为北左， 河南、 山

西、 陕西为北右”⑧。 关于此制， 《听雨丛谈》 所载颇详：
是年 （康熙三十年———引者注） 五月， 以直隶、 山东为北左， 河南、 山西、

陕西为北右。 江南、 浙江为南左， 江西、 湖广、 福建、 广东为南右。 四川、 云南

为中左， 广西、 贵州为中右。 从御史江蘩之请也。 今之顺天乡试之分北皿、 南

皿、 中皿， 实本于是。⑨

此规制只推行两科便被废止， 但至少已表明 “北五省” 与 “南五省” 之地理范

围大体成型。 之后政策逐步向 “分省取士” 演进， 至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 癸巳恩

１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 昆冈等奉敕撰： 光绪朝 《大清会典事例》 卷九七八 《理藩院·户丁》 “道光十九年”， 北京， 中

华书局，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８ 页。
《清宣宗实录 （六）》 卷三五九，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壬午，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４８２ 页。
《筹办夷务始末》 卷四一，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清内府抄本， 第 ３２ 页。
《清穆宗实录 （六）》 卷二七八， 同治九年三月甲戌， 第 ８５７ 页。
《清德宗实录 （八）》 卷五五〇，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丙辰， 第 ３０８ 页。
张希清、 毛佩琦、 李世愉主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１４ 页。
［清］ 托津等奉敕纂修： 嘉庆朝 《大清会典事例》 卷二八〇， 清嘉庆年间刻本， 第 ４ 页。
《清圣祖实录 （二）》 卷一五一， 康熙三十年五月辛亥， 第 ６７８ 页。
［清］ 福格撰， 汪北平点校： 《听雨丛谈》 卷九 《乡会试掌故一》，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 第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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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会试遂成定制。① 至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 分省取士之制继续微调， 如 《大清会典事

例》 载：
乾隆元年议准， 顺天乡试将奉天、 直隶、 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编北皿字

号。 江南、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广、 广东编南皿字号。 谨案， 广东一省于乾隆

六年改入中皿。②

此处 “奉天” 指奉天府， 并非晚近之奉天省， 故不属于 “北五省”。 而 “南

皿” 所辖范围， 因 “广东” 至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 被剔除， 故当指 “江南、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广” 五省。 至此， “北皿” “南皿” “中皿” 各定型为五省， 并沿

用至清末废科举。 这或为此后清代官修文献中 “南五省” “北五省” 两词之出现提

供了制度依托。
以上乃清代科举制之演进历程， 李大海于其文中推论 “北五省” 称谓演化之关

键阶段在 “雍正末年到乾隆初年”③。 问题是此现象该如何解释， 文中言之不明， 且

演化之节点李大海似亦无法进一步精确断代。 然而， 若从南北分闱角度观之， 此问题

相当明晰， “北五省” 与 “南五省” 两词在清代官修史料中之出现在时间上与直至乾

隆六年方演化完备之科举 “南北分闱” 相衔接， 其关键节点在于： 乾隆六年， 广东

一省被剔除出 “南皿”， 编入 “中皿”。
然则何以乾隆六年作此调整？ 笔者揣度， 或许此前广东计入 “南皿” 乃承明之

旧， 至乾隆时， 因高宗个性好完美均衡 （如自诩所谓 “十全老人” “十全武功” 等），
多所建制， 将 “北皿” “南皿” “中皿” 各调整为五省或与此相关。 更兼考虑 “南
皿” 与 “中皿” 二者之财计平衡， 遂将农产丰厚兼有市舶之利之广东转至 “中皿”，
以免 “南皿” 独擅长江三角洲并珠江三角洲两大财计实力区。④

问题是 “北皿” “南皿” 最终定型于乾隆六年， 然而查宫中档及军机处档， 雍正

六年 （１７２８） 朱批已有 “北五省” 之说，⑤ 此又该作何解释？ 如前所述， “北五省”
所依托之 “北皿” 自康熙年间便已定型， 而 “南五省” 则直至乾隆六年广东被剔除

出 “南皿” 方才定型。 故雍正年间有 “北五省” 之说似不足怪， 清代史料中的 “南
五省” 一词似皆出现于乾隆六年之后， 与制度演变时间相符。 如 《科场条例》 载：

１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希清、 毛佩琦、 李世愉主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第 ２１７ 页。
［清］ 昆冈等奉敕撰： 光绪朝 《大清会典事例》 卷三四六 《礼部·贡举》， 第 ９ 页。
李大海： 《清代 “北五省” 地理概念考》。
粤海贸易于明清递嬗之际一度中衰， 康熙中乃渐次兴旺， 其后至乾隆朝虽小有起伏而对外贸易之利大

抵仍盛。 参见梁嘉彬 《广东十三行考》， 台北， 文星书店， １９６０ 年， 第 ４７—７９ 页。
尹继善于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奏报： “江省地方， 得雪七八分一寸不等， 米价甚平， 二麦皆播种。”
朱批： “北五省皆得盈尺瑞雪， 此寸余之雪， 恐未济于事。 来春雨泽， 当竭诚敬谨， 黾勉吏治， 以递天

庥可也。”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 １４ 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８６ 页。



清代 “北五省” 与 “南五省” 地理概念探源

（乾隆六年议准———引者注） 大理寺少卿周炎条奏， 查向来因各省试卷到部

日期迟早不一， 所以北五省试卷于十一月或十二月题结， 江南等十一省试卷于正

月开印后题结……应请嗣后于北五省试卷题结之后， 将江南等省道里较近， 试卷

磨勘事竣者， 亦定于十二月内题结。①

此亦可解释为何 “南五省” 与 “北五省” 之称谓往往仅在涉及乾隆年间的科场

条例中方才同时出现， 如 《大清会典事例》 载：
（乾隆三十五年议准———引者注） 将翰林读讲学士以下， 部属评博以上， 钦

取文字入选者， 悉行夹单开列。 分南五省人员为一单， 满洲、 汉军及北五省、 边

省人员为一单。②

该规定出台后便加以实施， 如查 《内阁大库档》， 礼部尚书兼管太常寺鸿胪寺事

务永贵于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 七月二十八日所奏题为 “乾隆三十六年顺天乡试，
将籍隶北五省、 边省人员， 与籍隶南五省人员分列进呈”③。 上述材料显是将 “北五

省” 与 “南五省” 相对应。 而此处 “边省” 一词或亦与科举制相关， 当指 “中皿”
所辖区域， 即云贵等地处边陲， 开科较晚之省份。④ 如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谕：
“前曾降旨， 令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省人回避南皿卷， 北省人回避北皿卷， 边省人回

避中皿卷。”⑤

再如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议准， 对于在围场中偷窃马匹者， 偷一二匹者发遣

湖广、 闽、 浙、 江西、 江南等省， 交驿站充当苦差。 结合前文所引光绪朝 《大清会

典事例》 “先行枷号两月， 满日发往南五省， 交驿站充当苦差” 之句， 则 “南五省”
当指 “湖广、 闽、 浙、 江西、 江南”， 与 “南皿” 所辖完全吻合； 而偷窃三匹以上

者， 发遣云贵、 两广极边烟瘴地区，⑥ 也即发往 “边省” 或 “中皿” 所辖区域。
此外， 官员履历中亦有将籍贯标为 “北五省” 者， 此当与科举出身相关， 如光

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秋 《大清百官录》 载： “序班四缺， 例由北五省文生保送。” 其

１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钦定科场条例》 卷五〇 《磨勘处分上》，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８３０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８９ 页。
［清］ 托津等奉敕纂修： 嘉庆朝 《大清会典事例》 卷二六八， 第 １３ 页。
《“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数据库》 （后文将简称 《内阁大库档》）， 登录号： ０９０９２８ －
００１。 笔者按： 《内阁大库档》 之 “登录号” 相当于 “档案号”， 授权登录后依据 “登录号” 查找对应

的档案。
“中皿” 所辖之 “边省” 虽相对于首都而言地方偏远， 且云贵等处开发亦较晚， 然而自乾隆六年广东改

入 “中皿” 后， 所谓 “边省” 事实上亦含括四川天府之厚并广东盐市之利， 或许这样的科举三区处理

仍是相对较均衡的。
光绪朝 《大清会典事例》 卷三四七， 第 １２ 页。
［清］ 昆冈等撰： 《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 卷九九四 《刑法·盗贼一》， 方国瑜主编， 徐文德、 木芹、
郑志惠纂录校订： 《云南史料丛刊》 第 ８ 册，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３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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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记载之四缺分别来自山东平阴、 顺天大兴、 顺天宝坻，① 确属 “北五省” 范围。 再

如徐赓陛 《不慊斋漫存》 载： “前建安县知县王佩文， 北五省人……南安县知县杨庆

容， 广西人。”② 可见， “北五省” 即便在晚清亦是专有名词当无异议， 故在官员履历

中亦有出现， 成为约定俗成之用法。
事实上， 唯有从科举制角度认识此问题， 方能解释为何明代便有 “南五省” 之

称， 如明人王士性 《广志绎》 载： “武当谓山阜高大， 非玄武不足以当之， 今其巨阪

造天， 危峦逼汉， 良然。 然自天柱而外， 别无奇诡之观， 徒土木之伟丽尔。 当文皇造

五宫时， 用南五省之赋作之， 十四年而成， 此殆不可以万万计者。”③

“文皇造五宫” 指永乐帝大修武当山宫观， 此记载中， 生活于嘉万时代的王士性

将后出的 “南五省” 一词套用于永乐朝， 因明代的 “南五省” 一词当肇始于宣宗时

期。 科考于宣德年间正式实行南北分卷之制： 应天及苏松诸府，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广、 广东归入南卷； 北直隶、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归入北卷； 中卷包括四川、
广西、 云南、 贵州以及南直隶部分地区。④

诚如清代儒者秦蕙田所言： “分路取士之例， 宋金元已有之。 南、 北、 中卷之

分， 则自明代始”⑤， 故 《广志绎》 所涉 “南五省” 当指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广、
广东。 此或诚如李大海所指出的， 南、 北直隶在明代地位较高， 有别于其他布政司，
不习称省，⑥ 故而此处 “南五省” 亦不计入应天苏松诸府。

清代中叶， 随着陕甘、 湖广实现分闱， 各省中额据 《钦定科场条例》 分配如下：
“南皿 （江南、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北、 湖南贡监生———引者注） 取中三十六名，
北皿 （奉天、 直隶、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甘肃贡监生———引者注） 取中三十

六名。”⑦ 聚焦于陕西分省， 李大海认为： “ ‘北五省’ 是雍正末年逐渐被官文书认同

并正式作为统一的地理概念开始使用的， 但陕西分省却早在康熙初年。 对此可以从两

１７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大清百官录 （不分卷）》， 北京， 槐荫山房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第 ４１ 页。
［清］ 徐赓陛： 《不慊斋漫存》 卷六， 清光绪三十一年大通鹾廨刻本， 第 ６ 页。
［明］ 王士性著， 吕景琳点校： 《广志绎》 卷四 《江南诸省》，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 第 ８８ 页。
［明］ 张朝瑞： 《皇明贡举考》 卷一 《南北取士 （教北方附）》，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８２８ 册， 第 １５６ 页。
［清］ 秦蕙田： 《五礼通考》 卷一七五 《嘉礼四八·学礼》， 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１３９ 册， 台北， 台

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 第 ２３５ 页。
李大海： 《清代 “北五省” 地理概念考》。 按， 明初袭元制， 于直隶中书省外， 复于各地方设行中书省，
简称行省。 逮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 中央罢中书省， 政归六部， 直隶之名遂不带中书省， 而地方行政

单位虽其正式名称已于洪武九年改作 “承宣布政使司”， 其俗称则渐由 “行省” 更简称作 “省” 一字，
从而原本指涉禁中之 “省” （如 《篇海类编·身体类·目部》 载： “省， 禁署也。 汉以禁中为省， 言入此

中者皆当察视不可妄也”， 参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 《汉语大字典》 第 ５ 册，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

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６４７ 页）， 其后语意渐次转作专指行政区划， 有如两汉之 “州”。 而终明世南北两直隶犹

未带 “省” 称， 有清入关， 乃并直隶亦作一省， 虽其规制仍有别于其他布政使区 （如顺天府特有府尹

等）。 此则并非明之视两直隶特别而清乃改制， 盖与行政区划自元代起之演变有关。
《钦定科场条例》 卷一九 《乡会试中额·各省乡试定额》，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８３０ 册， 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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