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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严蕊:从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说
谢 谦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成都 610064)

摘要: 明代中期之后,程朱理学就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但这主要是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潮, 儒学内部的

学理之争, 对民间文化心理的影响不大。晚明凌濛初根据宋人笔记敷演成文的白话通俗小说 硬勘案大儒争闲

气 , 在普通市民读者心中,才更具颠覆性。但宋人笔记中朱熹与妓女严蕊的故事,是南宋党争的产物,是捕风捉影

的流言,而非信史。在以科举入仕为正途的时代,作为通俗小说家的凌濛初,属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文人, 心中

难免纠结着不平之气, 对官方儒学与主流社会的逆反心理, 使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把流言当事实, 以世

俗趣味来戏说道学家朱熹。这与其说是批判精神, 不如说是恶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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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虽在明代被朝廷定为官学, 但自明代

中期王守仁心学流行以来,就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

不过因朝廷功令所在, 才得以继续维持其官学的正

宗地位。 明史 ∀儒林传序 云: #宗守仁者曰姚江之
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 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

年,其教大行, 其弊滋甚。嘉、隆而后, 笃信程朱, 不

迁异说者, 无复几人矣。∃ [ 1]卷二百八十二 儒林一 但这主要

是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潮, 是儒学内部的学理

之争,不是儒学基本价值的解构与颠覆,对民间文化

心理的影响并不大。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例, 我们从

中虽然可以偶尔读到对假道学的讥讽, 但更多的还

是对儒学基本价值的肯定与褒扬。理学与心学之间

的紧张, #性即理∃还是#心即理∃, #存天理∃还是#致

良知∃,诸如此类的思想交锋学术争论, 不是通俗小

说家感兴趣的话题。唯一例外, 晚明凌濛初写过一

篇解构道学家朱熹的小说,因而格外引人注目,今日

文学史论及凌濛初#二拍∃,都要提及,以突显其对程

朱理学假道学的批判精神。

凌濛初的这篇小说, 乃根据宋人笔记敷演成文,

名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 2]
, 话头

是#世事莫有成心∃: #道学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

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 岂不是个大贤? 只为成

心上边,也曾断错了事。∃但在凌濛初笔下,朱熹不仅

是因有#成心∃而断错事,简直就是个心胸狭隘、心狠

手毒的卑鄙小人。被小说誉为#侠女∃的严蕊,台州

官妓,色艺俱佳, #琴棋书画, 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

通∃,而且#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台州太
守唐仲友, #少年高才, 风流文彩∃,见严蕊#如此十全
可喜,尽有眷顾之意∃。良辰佳节公私应酬之际, 召

其来#侑酒∃,陪酒助兴, #却是与他谑浪狎昵,也算不

得许多清处∃。朱熹时任提举浙东常平仓,听说唐仲

友讥讽他#尚不识字,如何做得监司∃,很愤愤然, 便

借口#台州刑政有枉∃, 要亲往巡视,实际上是找唐的

蹅子。事出突然, 唐迎接不及,朱熹竟恼怒道: #果然
如此轻薄,不把我放在心上。∃当即追取了唐的太守
印信,上本参奏: #唐某不伏讲学, 罔知圣贤道理, 却

诋臣为不识字; 居官不存政体, 亵昵娼流。鞫得奸

情,再行复奏。∃将严蕊收监, 严刑逼供, 追勘其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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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通奸情状。唐不服,也上奏自辨: #朱某不遵法制,

一方再按, 突然而来, 因失迎候, 酷逼娼流, 妄污职

官。力不能使贱妇诬服, 尚辱渎奏,明见欺妄。∃宋孝

宗问宰相王淮: #二人是非, 卿意如何?∃王淮是唐同
乡友人,以#此乃秀才争闲气∃为答,将朱唐两人各自

平调,了结了这桩公案。

小说的浓笔重彩是写妓女严蕊, 一个风尘中弱

女子,受尽严刑拷打, 也只说: #循分供唱, 吟诗侑酒

是有的,曾无一毫他事。∃朱熹将她发往绍兴, 异地监

禁, 继续追勘。狱官出于同情之心, 劝她及早招认。

严蕊却说: #身为贱伎,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

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 但天下事真则是真, 假则是

假, 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 以污士大夫? 今日宁

可置我死地, 要我诬人, 断然不成! ∃严蕊 #声价腾

涌∃, 舆论至比为#古来义侠之伦∃。小说结尾道: #后
人评论这个严蕊, 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并引七言
古风讥讽朱熹: #君侯能讲毋自欺, 乃遣女子诬人为!

虽在缧绁非其罪,尼父之语胡忘之?∃云云。
朱熹为泄一己之私愤,竟依仗权势,对一无辜妓

女大搞刑讯逼供, 以罗织罪名,诬人清白; 而妓女不

畏强权,宁死不屈,义干云天。凌濛初虽然解构的是

朱熹这个人,口头上大讲诚心正意毋自欺,实际上却

反其道而行之, 貌似君子,实则小人,典型的假道学。

但潜台词是:程朱理学是人格分裂的伪学术。可以

想象,在程朱理学还被朝廷尊为孔孟正传圣贤嫡派

的时代,这篇以世俗心理解构道学家朱熹的小说, 在

普通市民读者心中,比士大夫精英的学术解构更具

颠覆性。

关键问题是,凌氏所依据的宋人笔记,也是道听

途说,而非信史。据南宋洪迈 夷坚志 云:

台州官奴严蕊, 尤有才思而通书, 究达古

今。唐与正为守,颇瞩目。朱元晦提举浙东, 按

部发其事, 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伯行杖

轻,复押至会稽, 再论决。蕊堕酷刑, 而系乐籍

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 蕊陈状

乞自便。岳令作词, 应声口占云: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是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

问奴归处! ∃岳即判从良。[ 3] 夷坚支庚 卷十# 严蕊∃

洪迈与朱熹为同时人,是除朱熹之外,最早提及严蕊

的人,所记却很简略。至宋末元初周密 齐东野语 ,

才绘声绘色起来: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

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

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者,有不远千里而登门

者。%%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 欲摭与

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

受箠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

兴,且复就越置狱鞠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

言诱之曰: #汝何不早认, 亦不过杖罪? 况已经

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 #身为
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

真伪, 岂可妄言, 以污士大夫? 虽死, 不可污

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

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 至彻

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 而岳霖商卿为宪,

因贺朔之际, 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

构思,即口占 卜算子 云%%即日判令从良。
继 而 宗 室 近 属, 纳 为 小 妇 以 终 身

焉。[ 4]卷二十# 台妓严蕊∃

凌濛初小说中的严蕊故事, 即取材于此。但 齐东野

语 成书,距朱唐交恶已七八十年。其末云: # 夷坚
志 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也是道听途说来的,传信传疑而已。据朱熹 按知台

州唐仲友第四状 ,大略云:

今据通判申, 于黄岩县郑奭家追到严蕊,据

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出

入无间,上下合干人并无阻节。今年二月二十

六日宴会夜深, 仲友因与严蕊逾滥, 欲行落籍,

遣归婺州永康亲戚家,说与严蕊: #如在彼处不
好,却来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

高宣教撰曲一首, 名 卜算子 ,后一段云: #去又

如何去,住又如何住? 但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

归处! ∃五月十七日,仲友贺转官燕会,用弟子祗

应,仲友复与严蕊逾滥。仲友令严蕊: #逐便且

归黄岩住,下来投奔我。∃ [ 5]卷十九

可见严蕊并非如 齐东野语 所说,侠义风骨,而是在

收监后,就招供了她与唐仲友之间#逾滥∃等事实。

#逾滥∃即过度,违背朝廷法度。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

广为流传播在人口的 卜算子 一词, 如上引朱熹奏

状,也非严蕊所作,而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所撰。

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 上章弹劾的地方官员,不

止唐仲友一人,但弹劾唐仲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台

州官妓严蕊也因此而成为南宋笔记小说中被津津乐

道的人物,盖因故事之后还有故事。据 宋史 朱熹
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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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

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知台州唐仲友
与王淮同里为姻家, 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

经交荐之, 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 讼

仲友者纷然, 按得其实, 章三上, 淮匿不以闻。

熹论愈力, 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进呈, 上令

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

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

行,既奉诏,益上章, 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 夺

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 辞不拜, 遂归, 且乞奉

祠。[ 6]卷四百二十七 道学三 

朱熹前往浙东地区考察灾情, 以实地考察为根

据,与耳闻目睹之所及,连续上章弹劾不恤民情弄虚

作假的地方官吏,如 奏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

状 、奏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状 、奏张大声孙
孜检放旱伤不实状 、奏知宁海县王辟刚不职
状 [ 5]卷十六,卷十七。而非专门去找台州太守唐仲友的

不是。据朱熹自述, 他于淳熙九年秋七月十六日,

#起离绍兴府白塔院, 道间遇见台州流民两辈, 通计

四十七人。扶老携幼,狼狈道途∃,询问其故, 皆云:

#本州旱伤至重,官司催税紧急,不免抛弃乡里,前去

逐食。∃ [ 5]卷十八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状 这引起了朱熹的关注。

经过亲自询访, 不仅证明台州流民所言属实, 而且发

现唐仲友#多有不法不公事件∃, #众口讙哗, 殊骇闻

听∃。朱熹于是亲往台州,果然查出唐仲友贪赃枉法

诸多情节, 包括其与严蕊、沈芳、王静、张婵、朱妙等

官妓#逾滥∃的作风问题。据 朱文公文集 所载弹劾
唐仲友六状,既有人证也有物证,有些证据甚至很琐

细,不可能是想当然的凭空虚构。用他自己的话说:

#其官属所言, 士民所诉, 与臣前后所闻大略不异。

虽其曲折未必尽如所陈, 然万口一词,此其中必有可

信者。∃ [ 5]卷十八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三状 

此时唐仲友已迁江西提刑,本来可以顺利交接

去赴新命, 却被朱熹弹劾。虽有王淮在朝中斡旋回

护, 但在朱熹的坚持下, 终被罢官。王淮是宰相, 与

唐仲友同里姻亲, 如果朱熹纯属挟私报复, 凭空诬

陷,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局。但朝廷却将原已任命

唐的江西提刑一职转授朱熹。这给人造成一种假

象,朱熹弹劾唐仲友,好像是为了取而代之。朱熹拒

绝了这一任命, 朝廷又让他与江东提刑梁总互换, 朱

熹以#臣祖乡徽州婺源县正隶江东∃,理应回避为由
坚辞

[ 5]卷二十二 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一 
。这背后当然是王淮在起

作用。事实上, 朱熹弹劾唐仲友,不仅得罪宰相王淮

一人,而且触动了官场庞大的关系网。朱熹心知肚

明,所以他在辞状中说:

伏念臣所劾赃吏党羽众多, 棋布星罗, 并当

要路。自其事觉以来, 大者宰制斡旋于上, 小者

驰骛经营于下, 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损雷霆之

威者,臣不敢论。若其加害于臣不遗余力, 则远

而至于师友渊源之所自, 亦复无故横肆觝排。

向非陛下圣明, 洞见底蕴, 力赐主张,则不惟不

肖之身久为鱼肉, 而其变乱白黑诖误圣朝, 又有

不可胜言者。然陛下怜臣愈厚, 则此辈之疾臣

愈深。是以为臣今日之计, 惟有乞身就闲, 或可

少纾患害。若更贪恋恩荣, 冒当一道刺举之责,

则其速怨召祸必有甚于前日者。陛下虽欲始终

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 5]卷二十二 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 

朱熹的担忧并非多余, 因为唐仲友虽罢官, 但并

未被追究,而押解绍兴府根勘的关连人犯,也得朝旨

释放[ 5]卷二十二 辞免进职奏状二 。这令朱熹很失望, 因而乞

请奉祠, 去做宫观官这样的闲差。朱熹就这样被王

淮排挤出局。六年之后,即淳熙十四年,杨万里还上

书朝廷,为朱熹鸣不平:

臣窃见浙东监司朱熹以言台州守臣唐仲友

而畀祠禄,至今六年。朝廷藐然不省,亦废然不

用,天下屈之。或曰熹之经学上祖孔孟,下师程

颢程颐,举而用之, 必有可观, 臣未论也。或曰

熹之才气,大用则应变,小用则拨烦, 置之散地,

深可惜也,臣亦未论也。臣独怪熹以监司而劾

郡守,郡守废而不用,监司亦废而不用。以郡守

为是乎,尤当伸监司以养其直也, 不当废监司

也;以监司为是乎,则当废郡守矣。今也熹与仲

友两废而两不用, 臣不知此为赏耶为罚耶? 使

仲友而无罪, 仲友何不请诣廷尉以辨之? 使熹

而举按之不实, 朝廷何不声熹之罪以罚之? 何

直为此愦愦也。
[ 7]卷六十二 旱暵应诏上疏 

朱熹与唐仲友之间,必然有个是非与曲直, 或朱

是而唐非,或唐是而朱非, 为何最后出现# 两废两不

用∃的#愦愦∃之局,而且得到对朱熹印象颇佳的宋孝

宗的认可?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云:

王丞相淮当国,不善晦翁,郑尚书丙始创为

#道学∃之目, 王丞相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

御史,俾上疏言: #近日搢绅所谓道学者,大率假

其名以济其伪, 愿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除

授 听 纳 之 际, 考 察 其 人, 摈 斥 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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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8]甲集卷六 道学兴废 

会先生劾唐守不法,王丞相庇之,章十上,

始罢而去。除先生江西提刑,又易江东。又以

救荒功,例权直徽猷阁。江西乃填台守之阙, 江

东则坟墓在焉。时九年秋也。先生引嫌求免,

未报。吏部尚书郑丙与台守善, 首以道学诋先

生, 监察御史陈贾因论: #近日搢绅有所谓&道
学∋ 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愿考察其人, 摈

斥 勿 用。∃ 盖 附 时 宰 意, 专 指 先 生

也。
[ 8]乙集卷九 晦庵先生非素隐 

也就是说, 王淮等人有意回避朱熹弹劾唐仲友

的是非,而创为#道学∃之名以攻朱熹,将官场是非之

争变为学术之争, 而历来学术之争, 见仁见智, 各有

是非。据叶绍翁 四朝闻见记 云:

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

于理。王与唐为姻, 乃以唐自辨疏与考亭章俱

取旨。未知其孰是, 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

#朱, 程学; 唐, 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

尚方崇厉苏氏, 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

以为解。考亭上书力辨,以谓至以臣得力于师

友之学以中伤。不报。故终王之居相位, 屡召

不拜。
[ 9]乙集# 洛学∃

唐仲友虽非不学无术之辈, 但与所谓#苏学∃也
扯不上渊源,何况朱熹弹劾唐仲友亦非学术之争, 而

是监司纠举地方不法官员,在朱熹职权范围之内, 也

是他的职责所在。事情本来很简单,但王淮#探上之
意∃, 将其引到#程学∃与#苏学∃的学术之争上来, 巧

妙地转化了朱唐问题的性质。这种解释, 局外人很

难辨其真伪。时过境迁, 更容易被后人采信, 如宋末

元初周密 齐东野语 云: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 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

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

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 与唐每

不相下。同父游台, 尝狎籍妓, 嘱唐为脱籍, 许

之,偶郡集,唐与妓云: #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

谢。唐云: #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

自是陈至妓家, 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

卖,亟往见朱。朱问: # 近日小唐云何?∃答曰:

#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
部内有冤狱, 乞再巡按。既至台, 适唐出迎少

稽,朱益以陈言为信, 立索郡印, 付以次官。乃

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

当轴, 既进呈, 上问王, 王奏: #此秀才争闲气

耳。∃遂两平其事。[ 4]卷十七 朱唐交奏本末 

朱弹劾唐,皆因文人相轻, 个人恩怨,不过一场

#秀才争闲气∃的闹剧。凌濛初小说所叙朱唐交恶始

末,即本于此。事实上,南宋学术兴盛,学派林立,旨

趣不同,见解各异, 如朱熹与陆九渊、叶适、陈亮等,

学术皆不同,且时有争论,但并未妨碍他们之间的交

谊。朱熹因唐仲友讥其#尚不识字∃一语, 而且还只

是传闻,竟恼羞成怒,不惜依仗权势诬陷他人,把无

辜的妓女也牵涉进来, 严刑逼供,结果自己反倒落下

话柄,被人耻笑。朱熹没这么愚蠢。

但朱熹却因此被卷进了官场党争的巨大漩涡之

中。王淮等朝廷官僚以朱熹为突破口,以反#道学∃

为口实,而实为排斥异己的官场斗争愈演愈烈, 终于

在宋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执政时,酝酿成所谓的#庆

元党禁∃,以道学为#伪学∃,全面清洗在朝的异己分
子。叶适论学与朱熹不同, 但因曾为朱熹辩护, 居然

也名列#伪学之籍∃而被贬斥。这一切皆溯源于朱熹

弹劾唐仲友事件。据 宋史 ∀王淮传 :
初,朱熹为浙东提举,劾知台州唐仲友, 淮

素善仲友,不喜熹, 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 俾上

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郑

丙为吏部尚书, 相与叶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

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 6 ]卷三百九十六

如果说王淮等人还是以学术之名来转移朱唐交

恶的是非,那么至#庆元党禁∃时,便堕落为赤裸裸的

人身攻击。据叶氏 四朝闻见录 载监察御史胡纮奏

称朱熹: #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 务为武断,

自知盛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

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 以簧鼓后近, 张浮驾诞,私立

品题,收招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

淡,衣褒带博,或会于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

堂,潜形匿影, 如鬼如魅。∃ [ 9]丁集#庆元党∃劾奏朱熹

#不孝于亲∃、#不敬于君∃等六大罪外,竟然攻讦道:

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

偕行,谓其能修身, 可乎? 冢妇不夫而自孕, 诸

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

这样的人身攻击, 太离谱了, 近乎市井无赖的谩骂,

可见南宋#庆元党禁∃中之攻#伪学∃者,罔顾事实,无

中生有,恶意中伤,无所不用其极。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宋人笔记中的严蕊故事

是怎样编排出来的。朱熹是朝廷命官, 而严蕊风尘

弱女子,利用人皆有之的同情弱者的心理,打妓女严

蕊这张牌,杀伤力可能更大。道学家之于妓女,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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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捕风捉影的流言, 自然会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广为

传播。于是朱熹弹劾不法官员的事件, 一变而成争

闲气泄私愤的报复行为, 再变而成妓女严蕊的侠义

传奇。流言虽然可畏,但程朱理学还处于在野状态,

任人评说,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但在程朱理学被官方尊为金科玉律的时代, 流

言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集大

成者,思想博大深邃, 但正如任何学术思想一样, 在

野时勃勃有生机,一旦被朝廷尊为官学,就逐渐异化

为僵死的教条, 越是博大深邃,越能折磨人的神经。

民间普通百姓无所谓, 受折磨的是渴望通过科举博

取功名跻身主流社会的读书人。尤其是科场失意的

读书人,饱受折磨却名落孙山,对程朱理学产生不同

程度的反感,也是人之常情。凌濛初终其身, 廪膳生

员,秀才而已。他对程朱理学的习得,可能跟明朝大

多数普通士人一样, 仅限于朝廷功令所规定的内容,

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被科举体制异化的官方儒

学,也就是程朱理学,批量生产了很多口是心非的假

道学,而这些人往往科场得意,官场风光, 跻身主流

社会。在以科举入仕为正途的时代,作为通俗小说

家的凌濛初,属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文人, 心中难

免纠结着不平之气。如果说他对假道学的厌恶来自

日常人生经验, 那么他对道学家朱熹的解构, 则主要

来自科场失意士人对官方儒学与主流社会的逆反心

理。这种逆反心理,让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把流言当事实,以世俗趣味来戏说朱熹。这与其

说是批判精神, 不如说是恶搞。

按照一般通俗小说家的眼光看, 朱熹可能属于

最没故事的人。他的一生,不是从政为官,就是著书

讲学,既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也没有滑稽诙谐

的趣事, 更没有诗酒风流的艳闻。但凌濛初却从很

常见的宋人笔记中, 发现了这个很能吸引市民读者

眼球的题目: 道学家朱熹与妓女严蕊。凌濛初借题

发挥,把对官方儒学的反感甚至厌恶,都发泄在朱熹

身上。朱熹不仅气量狭小, 而且心理阴暗,如把妓女

严蕊收监后,朱熹道是: #仲友风流, 必然有染;况且

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

奏他罪名了。∃而写到严蕊出狱后, #却是门前车马比
前更甚。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 四方之人重他

义气。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 一发道是堪比古来

义侠之伦%%一班风月场中人, 自然与道学不对,但

是来看严蕊的,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这些都很

投合市民读者的世俗趣味。小说中借陈亮之口批道

学: #而今的世界, 只管讲那道学、说正心诚意的, 多

是一班害了风痹病、不知痛痒之人。君父大仇全然

不理,方且扬眉袖手,高谈性命, 不知性命是什么东

西?∃在宋人笔记中, 陈亮才是个因私泄愤挑拨离间

的小人, 朱唐之间的是非就是他挑起来的。但凌濛

初贬朱的倾向性很明显,在他笔下,唐仲友跟官妓严

蕊的#谑浪狎昵∃, 虽然#算不得许多清处∃,不过是才
子风流;陈亮的拨弄口舌,也不过是因唐仲友坏了他

跟妓女的好事, #一时心中愤气∃, 把事情闹这么大,

原非其本意, 都情有可原。只有朱熹才是最令人厌

恶的角色,他就是假道学的总代表。宋明道学家都

强调做人的道德, 凌濛初讲的恰恰就是朱熹的为人,

而不是他的学术, 在盛产假道学的晚明,这无疑很容

易激起普通市民读者的共鸣。凌濛初深谙通俗小说

之道,追求的是可读性,拍案惊奇,传信传疑,谁会去

追究这个朱熹的真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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