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劝善运动视阈下的通俗小说
＃

陈 才 训

内容提要 由 明代 官 方 、 民 间和 以王 阳 明 及其 后 学泰 州 学 派为 代表 的 思想界共 同 促成 了 声 势

浩大 的 社会劝善运动 ， 许 多 通俗小说家通过 自 己 的 小说创 作投身 其 中 ， 因 此他 们 在 小说 中 对

诸如圣谕宣 讲之类劝 善活 动做 出 如 实反 映 。 为 配合劝 善运动 ， 这些 小说家或直接从善 书 中 取

材 ， 或 通过形形色 色 的 因果报应 故事来演绎善 书 中 的 某 些 重要观念 ， 其劝惩 指 向 与 善 书 保持

高度一致 ，
主要集 中 于与 修身 、 齐家 息 息相 关 的 日 用伦 常 ； 而 强 烈 的 劝 化 意识 也使小说家在

艺术 旨趣上追效劝 善运动 ， 这 一切 都 导致 明 代许 多 通俗小 说尤 其是话本 小说呈 现 出 显著 的善

书 化倾 向 ， 从而影 响 了 其 艺术水平 。

关键词 劝善运动 通俗小说 善书化

鲁迅认为
“

俗文之兴 ， 当 由二端 ，

一为娱心
，

一

为劝善 ，
而尤以劝善为大宗

”

①
， 以此衡量明代通

俗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 ，
可谓至言 。 然而人们在论及 明代通俗小说的劝善色彩时 ， 往往笼统地归因于

程朱理学的影响 ， 对于
“

善
”

的具体内涵及其成因则缺乏明确认识 。 其实 ， 明代通俗小说之所以
“

以

劝善为大宗
”

， 是 因为小说家积极投身于当时声势浩大的社会劝善运动
，
已成为官方密集劝善网络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 因此 ，
他们才会在小说中对官方劝善运 动予以 如实反映 ， 其小说题材也往往依傍善

书②且以百姓 日用伦常为劝善指向 ， 同 时这些小说在艺术 旨趣上也与劝善运动颇为一致 。 显然 ，
作为

明代政治文化生态组成部分的劝善运动 ， 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及传播产生了显著影响 。

明朝建国之初 ， 朱元璋就认识到
“

劝善惩恶 ， 移风易俗 ， 实有国之务
”

③
。 为此 ， 终明之世官方采

取多种
“

教民
”

之法 。 其一是将太祖
“

圣谕六言
”

颁布天下并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圣谕宣讲制度 。 洪武

三十年 （
１ ３９７

） 明廷下令 ：

“

每乡里各置木铎一 ， 内选年老或瞽者 ， 每月 六次持铎徇于道路 ，
曰孝顺

父母
， 尊敬长上 ，

和睦乡 里 ， 教训子孙 ， 各安生理
，
毋作非为 ，④ 此

“

圣谕六言
”

意在以儒家伦常劝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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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研究
”

（ 项 目编号 １ １ ＣＺＷ０４２ ） 阶段性成

果 ， 获黑龙江省 髙校青年学术骨千支持计划资助 （项 目编号 １２５ ３ Ｇ０４５ ） 。

① 鲁迅 《 中国小说史略》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７ １ 页 。

② 万晴川 《明清小说与善书 》 （ 《 中 国典籍与 文化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期 ） 、 杨宗红 《论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劝善性及

其文化背景——以其与善书关系为考察中心》 （ 《安徽大 学学报》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２ 期 ）

，
论述的仅是明清小说与善书之关系 ，

并非从劝善运动这
一

政治文化生态人手来综合考察明代通俗小说 ，
更未 明确其劝善指 向及针对性 ，

没有说明劝善运动

对小说艺术旨趣的影响 。

③ 《钞本明实录 》 卷六三
“

洪武 四年闰三月
”

，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册
， 第 ３ ２４ 页 。

④ 《钞本明实录 》 卷二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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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庶 民 ， 故又被称为
“

教民六条
”

。 三十一年 （
１ ３９ ８

） ， 太祖又发布 《教民榜文》
，
重申圣谕宣讲制度 ，

此后圣谕宣讲便成为有明
一

代定制 。 其二是颁布御制劝善书 ， 如永乐 间朝廷便令各级官员及学校组织

讲读永乐帝 《为善阴 骘》 及孝仁皇后 《劝善书》 等 。 其三是兴办社学以教化民间子弟 ， 如万历间有的

社学便将
“

皇祖
‘

教 民六言
’

， 各演为诗歌 ， 注释其义
”

①
，
以便记诵 。 其四是在全国推行乡 约制度 以

化导庶众 ， 如万历间方扬在其 《乡 约示 》 中云 ：

“

照得乡 约之设原以 劝善惩恶助守为理 ，

… … 每月 初

二
、 十六查集乡民讲明圣谕 ，

杂 以 《 为善阴鸾 》 《为恶 阴报》 等言 ，
令其通晓 ， 仍 申 以孝弟之义 ， 儆

以律例之条 ， 利害并陈 ， 祸福具列 ， 即乡鄙小民 目不知书 、
口 不道 旧 ， 亦将闻 言醒心 ， 赤面汗背 ，

善

者固能 自信 ， 恶者变必 自新 。

”

② 有的地方官还亲 自 主持乡 约劝善活动 ， 如万历间 阳信知县张志芳
“

躬

临约所亲 自讲解 ，
加意劝诫并刻 《圣谕图解 》 及 《感应篇 》 、 《为善阴骘 录》 等书颁布民间

”

？
。 由 明

代官方组织的劝善运动在 民间得到积极响应 。

一

是很多民 间组织致力于劝善 ，
如高攀龙在无锡成立 同

善会
“

专一劝人为善
”

， 认为如果
“

人人肯依着髙皇帝
‘

六言
’

，
孝顺父母 ，

尊敬长上 ， 和睦乡 里 ， 教

训子孙 ， 各安生理 ， 毋作非为 ， 如此便成了极好的风俗 ， 家家良善 ，
人人良善

”

④
。 二是作为社会基层

细胞的家庭宗族也笃于劝善 ，
如高攀龙 《家训 》 便告诫子孙

“

守太祖高皇帝
‘

圣谕六言
“

在乡里

中做个善人
”

（ 《 高子遗书 》 卷一 〇 ， 第 ６４７ 页 ） ；
弘治间 ， 金沙许氏

“

族长 向南坐 ， 举国朝 《教民榜

文 》 ， 训族人
”

⑤
。 三是广布 民间的 《

了凡四训 》 等善书 ，
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劝善作用。

须特别指出 ，
致力于儒学平民化且对明代通俗小说影响甚巨 的王 阳 明及其后学泰州学派？ ， 是 明

代劝善运动 的积极参与者 ， 由此也可证明 明代劝善运动 的持久与深入 。 王阳 明 《南赣乡 约》 最早将
“

圣谕六言
”

融人其中 ：

“

故今特为乡 约 ，
以协和尔 民 ，

自今凡尔 同约之民 ， 皆宜孝尔父母 ， 敬尔兄

长 ， 教训尔子孙 ，
和顺尔乡 里 ，

死丧相助 ， 患难相恤 。 善相劝勉 ， 恶相告诫 。 息讼罢争 ， 讲信修睦 。

各为 良善之民 ， 共成仁厚之俗 。

”

？ 阳 明乡约之法还得到朝廷认可 ，
以致

“

嘉靖间 ， 部檄天下 ， 举行乡

约 ， 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
”

⑧
。 泰州学派对乡约及

“

圣谕六言
”

也极为重视 ，
王 艮云 ：

“

我太祖高皇

帝 《教 民榜文》 ，
以孝梯为先

，
诚万世之至训也 。

”

⑨ 他以 《孝弟箴 》 等通俗歌谣劝化百姓 。 罗汝芳也

是如此 ，

“

子 （ 罗汝芳 ） 之第三孙怀智 问道 ， 子 曰 ？

．

‘

圣谕六言尽之 问工夫 ，
曰

：

‘

圣谕六言行

之 。

’

请益 ，
曰

：

‘

圣谕六言达之天下 。

’ ”

⑩ 泰州学派许多成员还周流天下 ，
通过 民间会讲来启发

“

愚

夫愚妇
”

， 如颜钧主持萃和会 ，

“

会中启发讲修 ， 无非祖训六条
”

， 其 《箴言六章 》 专 以通俗歌谣
“

阐

发圣谕六条
”

？
。 阳 明心学的盛行标志着儒学的转向 ，

故焦循称
“

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 ，
阳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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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
”

①
，
而这正是 阳 明与泰州学派力倡儒学平 民化并积极参与劝善运动的根本原 因 ；

他们建立
“

慈孝忠厚之族
”“

仁善和义之乡
”

② 的理想 ，
与官方劝善 目 的完全

一

致 ， 故罗汝芳认为
“

良知者 ， 莫非爱亲敬长也
”

③
。 值得注意的是 ，

一些善书作者本身 即属阳 明后学 ， 如 《 了 凡四训 》 作

者袁黄曾受教于泰州学派王畿 ， 故其弟子杨士范谓其
“

从事于龙溪诸先生之门 ， 犹悟夫 良知之 旨
”

④
。

应该说 ， 阳明及泰州学派之所以重视为民众所喜爱的通俗小说 ， 就是将其作为推行儒学平 民化 即劝善

导愚的有效工具 ， 难怪有论者认为劝善色彩浓郁的 《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 出于袁黄之手

说到底 ， 明代劝善运动的根本 目的是将儒家伦常普及于民间 ， 然而
“

六经皆劝善之书也 ， 其词文 ，

其旨远 ， 非好学深思之士 ， 鲜能默识而心知其意
”

？
。 换言之 ， 儒家经典虽为

“

劝善之书
”

， 但其奥 旨

深义却非庶民所能理解 。 于是深受 民众喜爱且能寓教于乐的通俗小说便成为明代劝善运动 的有效载体 ，

有论者指出 ，
《春秋》 《诗经 》 虽

“

归于惩恶而劝善
”

，
但

“

其旨隐 ， 其词微
”

， 因此其要 旨
“

不楊白

于天下 ， 才士悯焉忧之 ， 而小说出 ， 盖小说者 ， 所以济 《 诗》 与 《春秋 》 之穷者也
”

⑦
。 也就是说 ，

通俗小说与劝善运动
一

样承担着儒学平民化的任务 。 因此 ，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 》 卷
一七

“

正俗
”

云 ：

“

古有儒释道三教 ， 自 明 以来 ， 又多
一

教 曰小说 。 小说演义之书 ， 未尝 自 以 为教也 ，
而士大夫 、

农 、
工 、 商 、 贾 ，

无不 习 闻之 ，
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 ， 亦闻而 如见之 ， 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

也 。

”

⑧ 这表明 明代通俗小说家已通过 自 己 的小说创作投身于当时的劝善运动 。

其中 ， 最直观的表现是小说家对当时的劝善运动予 以如实反映 。 例如 ， 邓志谟 《铁树记》 第八回

写许旌阳辞官东归 ， 他临别告诫百姓 ：

“

尔等子孙各务生业 ，
圣谕有 曰

：

‘

孝敬父母 ， 尊敬长上 ， 和睦

乡 里 ， 教训子孙 ， 各安生理 ， 毋作非为 ， 此数句言语各要遵守 。

’

百姓皆 曰 ：

‘

谨奉善教 。

’ ” ？ 这里所

谓
“

圣谕
”

或
“

善教
”

即指
“

圣谕六言
”

。 对圣谕宣讲描写最为充分的莫过于 《石点头》 第六卷 《乞

丐妇重配鸾俦》 ， 它详写
“

胥老人
”

即木铎老人宣讲
“

圣谕六言
”

并据此化解乡里纠纷的情景 ：

却值老人正在村 中 ，
沿 门 摇铎说道 ：

“

孝顺 父母 ， 尊敬长 上 。

”
… …

只 见前边一伙人 ， 鸦 飞鹊

乱 的 看相打 。 走近仔细 一看 ，
却是周 六 卖芦 席 与 人 ， 有做豆 腐 后 生 ， 说 了 淡 话 ， 几 乎不 成 。 为 此

两相 口 角 ， 遂至拳手 相 交 。 旁边
一

个老儿解劝 ， 就是后 生 之 父 。 胥老人从 中 挨身 强劝 ， 把竹 片横

一横 ， 对那 老者说 ：

“

你平昔不 曾教导令 郎 ， 所 以 令郎 无端 尚 气 ， 这是你老人家不 是 。

”

又对那后

生说 ：

“

周 六就住在 射 阳 湖边 ， 与 这北神 堰原 是 乡 党
一样 ，

又不是他州 外府来历 不 明 之人
， 可 以 吃

得亏 的 。 况且他是 卖席 子 ， 你是做豆 腐 ， 各人做 自 家 生理 ， 何苦掉嘴 弄舌 ，
以 至 相 争 ， 便是 非 为

勾 当 ， 不可 不可 ！

”

后 生 与 周 六 听罢 ，
两 家撒手 。 胥老人就摇起铎来高 声念道 ：

“

和 睦 乡 里 ， 教训

子孙 ， 各安 生理 ， 毋作 非 为 。

”

而且 ， 该卷还写到
“

叫化 丫头
”

长寿姐以通俗歌谣逐一说唱
“

圣谕六言
”

的场面 ：

内 中
一人说道 ：

“

叫 化 丫 头 ， 唱 一个 六言 歌上 第一 句 与 我 听 。

”

长 寿姐 随 口 唱 道 ：

“

我 的 爹 ，

我 的 娘 ， 爹娘养我要风光 。 命里 无缘 弗 带 得 ， 苦 恼 子 ， 沿街求讨好凄凉 。 主歷 ，
没 思量 ，

又有 一人说 ：

“

再 唱个左直 第二 句 。

”

又 随 口 唱道 ：

“

我个公 ， 我个 婆 ， 做别 人新妇 无 奈何 。

① 焦循 《 良知论》 ， 《雕菰集》 卷八 ，
《续修四库全书 》 ， 第 １４８９ 册

， 第 １８７ 页 。

② 王襞 《告合族宗祖文》
，

《新镌东崖王先生遗集》 卷上
，

《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 》
，
第 １４６ 册 ， 第 ６７０ 页 。

③ 罗汝芳 《
一

贯编 ？ 四书总论》 ， 《 罗汝芳集》 （ 下 ）
，
第 ３Ｔ７ 页 。

④ 杨士范 《训儿俗说序 》
， 《 袁了凡文集》 （

一

）
，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４ 页 。

⑤ 参见黄强 《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 为袁黄所作考》 ， 《 明清小说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

⑥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 １ 年版 ， 第 １４５ 页 。

⑦ 天僇生 《 中 国历代小说史论》 ， 《 月月 小说 》 第十
一

号 （ １９０７ 年 ） 。

⑧ 陈文和主编 《嘉定钱大昕全集》 （ 玖 ） ，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 第 ２７２ 页 。

⑨ 邓志谟 《铁树记》 ， 《古本小说集成》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１ ９９ １ 年版 ， 第 １ 辑 ， 第 ８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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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子小船 身 一 旺 ，
立勿 定 ， 落汤鸡 子浴风波 。 魏 ，

也无 多 。

”

又 问 ：

“

丫 头 ， 和 睦 乡 里 怎 么 唱 ？

”

又 随 口 换 出腔来道 ：

“

我劝人家左右 听 ，
东邻 西舍莫争论 。

贼发火起亏渠救 ，
加添水火 弗救人 。

”

又有人问 说 ：

“

丫 头 ， 你 叫 化 的 可 晓得 怎 么 样教？

”

又随 口 换 出
一调 道 ：

“

生下 儿来又有

孙 ， 呀 ， 热 闹 门庭… …贵贱 贤 愚 无定准 。
… … 门 与 庭 ， 庭 与 门

， 教成人 。

”

有 的 问说 ：

“

各安 生理 怎 的 唱 ？

”
… … 却 又随 口 换 出 腔来 唱道 ：

“

大小 个 生 涯没 虽 弗子 不 同
，

只 弗 要 朝朝 困 到 日 头红 。 有个没 弗来顾你个无个苦 ，
啊呀 ， 各人 自 己 巴个镬底 热烘烘 。

”

又有人 问道 ：

“

毋作非 为 怎 么 唱 ？

”

长 寿姐道 ：

“
… …我 且说一只 西江 月 词 ， 与 你众客官 听 着 ：

本分须教本分 ， 为 非切 莫为 非 。 倘 然 一着有 差池 ， 祸患从此做起 。 大 则钳锤到 颈 ，
小则 竹木敲皮 。

爹生娘养要 思之 ，
从此 回 嗔作喜 。

”

众人喝彩道 ：

“

好个聪 明 叫 化 丫 头 ，
六言歌化作许 多 套数 ， 胥老人是精迟货 了 。

只有属意于劝善的小说家才会对以上两个圣谕宣讲场景予 以不厌其烦的展示 。 其他小说家在叙事中也

屡屡以
“

圣谕六言
”

为参照 ，
其创作主 旨明显受到官方劝善政策影响 ， 如 《醉醒石》 第九回 的

“

这正

是太祖高皇帝
４

六论
’

中所禁
‘

毋作非为
’ ”

， 第十二回的
“

这就是 明朝太祖髙皇帝所云
‘

各安生理 ，

毋作非为
’ ”

； 《 型世言》 第十 回开篇的
“

我太祖高皇帝 ， 首重风教
”

， 第 四 回林氏教诲妙珍时所谓
“

道某人仔么孝顺父母 ， 某人仔么敬重公姑 ， 某人仔么和睦妯娌 ， 某人仔么夫妇相得
”

， 这些无非是指
“

圣谕六言
”

之类官方劝善政策 。

另外 ， 明代实行小说戏 曲禁毁政策 ， 这实 际上仍是劝善运动在小说创作及传播领域的反映 。 据

《大明律讲解 》 卷二六 《刑律杂犯》 ，
明代官方对小说戏曲有着诸多限制 ， 但唯独不禁褒扬

“

义夫节妇

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
”

②
，
而这恰是明代劝善运动的核心所在 ， 这说明官方的小说戏曲禁毁政策是其劝

善运动的重要一翼 。

为更好地实施劝善 ， 明代一些小说家还处处依傍善书 ，
乃至直接从善书中取材 。 例如 ，

袁黄 《 了

凡四训 》 是明代著名善书 ， 其中第三部分
“

积善之方
”

中有这样
一

则故事 ：

嘉善支立 之父 ， 为 刑房 吏 ，
有 囚 无 辜 陷 重辟 ， 意 哀之 ， 欲求其 生 。 囚语其 妻 曰 ：

“

支公 嘉 意 ，

愧无 以报 ， 明 日 延之下 乡 ， 汝 以身 事之 ， 彼或肯 用 意 ， 则 我可 生也 。

”

其妻 泣 而 听命 。 及至
， 妻 自

出 劝 酒 ， 具告 以 夫意 。 支 不 听 ，
卒 为尽 力 平反之 。 囚 出狱 ， 夫妻登 门 叩 谢 曰

：

“

公如 此厚德 ，
晚世

所稀 ， 今无 子 ， 吾有 弱女 ， 送为 箕帚妾 ， 此 则 礼之可通者 。

”

支 为备礼 而 纳 之 ，
生立

，
弱冠 中 魁 ，

官 至翰林孔 目 ，
立 生高 ， 高 生禄 ，

皆贡 为 学博 。 禄生大纶 ， 登第 。
③

这则故事在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 卷五 中被演绎得极为细致 ， 作者称
“

如今就说
一

个有报应的故事 ，

这故事却也不近不远 ， 出在本朝袁 了翁所著的 《立命篇》 上
”

， 并作诗云 ：

“

假令寻稗史 ，
犹说事荒

芜 。 惟有袁老子 ， 身为当代模 。
……镂心复琢髓 ，

了凡号匪诬 。 所以有所传 ， 朝野交相趋 。 我今演斯

纪 ， 庶曰报应 图 。

”

可见
， 作者对袁黄及其善书熟谙在心并赞赏有加 ， 他所谓

“

我今演斯纪 ， 庶 曰报

应图
”

， 即 已表明借善书故事以劝善的创作动机 。 最后作者称该小说是为读者树立
“
一

个好善的榜

样
”

， 并以
“

积德阴功深似海
”一

诗深化主题 。 两相对比 ， 卷五只不过把 《 了凡四训 》 中支立父故事

① 天然痴叟 《石点头》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 ８５ 年版 ， 第 １４７

—

１５ ２ 页 。

②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 ９８ １ 年版 ，

第 １ ２ 页 。

③ 袁黄 《 了凡四训 》 ， 袁啸波 《 民间劝善书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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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劝善运动视阈下 的通俗小说

详加敷衍并加以通俗化而已 ， 甚至连措词用语也多所承袭 。 《西湖二集 》 第
一八卷 《文毅决胜擒满 四 》

也改编 自 《了凡四训 》 中 的支立父故事 。 它写身为严州提控的商辂之父
“

在衙门数年
，

一味广积阴

德 ， 力行善事
”

， 救出被仇家诬陷的狱囚吉二 ，

一

日 商提控路过吉二门首 ， 无以为报的吉二将其拉人家

中 ， 令妻孙氏整治酒肴 ， 并
“

陪宿
一

宵
”

， 商提控坚拒不受 ， 上帝因其
“

累积阴功
”

而赐予
“

贵子
”

，

于是其妻怀孕 ，
生下商辂 。 另外 ， 《二刻拍案惊奇 》 卷十五写典吏顾名芳因拯救遭仇人诬陷的江溶而

得善报之事 ，
其情节也明显仿 自 《 了凡四训 》 中支立父故事 。 其实 ， 这几篇小说中 的刑房吏 、 提控 、

典吏 ， 乃是善书中常见的劝化对象 ， 专 门的
“

官箴书
”

自 不待言 ， 其他善书如 《不费钱功德例 》 之
“

官长不费钱善事
”

就有
“

珍恤狱囚
”

、

“

情有可原 ，
虽成案必矜恤

”

两条 ，
而袁黄 《 当 官功过格 》 、

吕坤 《刑戒 》 、 颜茂猷 《迪吉录》 之
“

官鉴
”

、 《文 昌帝君功过格》 之
“

居官第七
”

等善书条款则专为

劝化身居公门者而作 。

明代通俗小说家对功过格的尊奉也与其小说取材于善书有关 。 功过格是指用分值来量化人之善恶 、

使行善戒恶得到具体指导的
一

类善书 。 功过格
一

般为劝化庶民而设 ， 故 《汇纂功过格 》 卷末 《功过格

绪言》 云 ：

“

伦常 日用所当然者 ， 何敢记功 ？ 然此固为中下人设法 ，
不记功 ，

无 由鼓舞奋兴 。

”

① 像株

宏 《 自知录 》 、 袁黄 《功过格》 《文 昌帝君功过格 》 等皆为明代流行功过格 。 其中袁黄功过格影响尤

大 ， 故张履祥称
“

袁黄 《功过格 》 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
”

②
。 功过格常用于 乡约活动 ， 据明代 《道州

乡约集》

“

约规
”

， 每举行乡约时 ，

“

兴善簿戒恶簿于案上
”

，

“

本乡人有某善可彰 ， 俗有某利可兴 ， 则

书于兴善簿 ； 本乡 人有 恶可瘅 ， 俗有某害可除 ， 则书 于戒恶簿 。 二簿俟积久 ， 类送官司
”

，
以达到

“

彰善瘅恶
”

③ 目 的 。 明代
一些善书大力提倡 士人

“

教人信知功过格 ， 劝化人令行功过格
”

④
， 因此 ，

那些置身于时代劝善风潮的通俗小说家也借助功过格来劝善戒恶 。 如 《型世言 》 第二十八回叙及袁黄

受云谷禅师指点而奉行功过格 ， 以致
“

连举二子 ，
发 甲 ， 官至主政

”

及
“

袁 了凡先生宝坻减粮
一

事
”

，

这显然是取材于袁黄 《 了凡四训》 。 按照袁黄功过格思维 ， 这篇小说写张秀才夫妇
“

在家斋戒七 日 ，

写一疏头 ，
上边道德力行善事多少 ， 求

一

聪明智慧 、 寿命延长之子
”

， 这
“

疏头
”

就是说明 向人募捐

行善缘 由 的短文 。 接着张秀才夫妇为求子而
“

遂立了
一

个行善簿 ，
上边逐 日写去 ， 今 日 饶某人租几斗 ，

今 日让某人利几钱 ， 修某处桥助银几钱 ， 砲某处路助银几钱 ，
塑佛造经 ， 助修寺 、 助造塔 、 放鱼虾 、

赎龟鳖 。 不上半年 ， 用去百金 。

一千善立完
， 腹 中 已 发芽 了 …… 不期立愿将半年 ， 已是生下一个儿

子
”

， 这
“

行善簿
”

即指功过格 。 这篇小说还借人物之 口指 出
“

休咎功名 只在 自 身
”

，

“

这善行 ， 贫者

行心 ， 富者行事 ， 都可行得
”

， 并特意申明
“

这也是贵乡袁了凡老先生 己事
”

。 确实 ， 这种行善思想 与

袁黄所强调的
“

造命者天 ，
立命者我 ； 力行善事 ， 广积阴德 ， 何福不可求

”

⑤ 观念
一

脉相承 。 再如 ，

《西湖二集》 卷四写李先生教赵雄所看
“

日 记故事
”

其实指 的就是善书 中配合功过格而编写的因果故

事 ， 因为功过格就是将
“

所行之事 ， 逐 日 登记
”

⑥
； 卷三〇 写马 自 然 向人宣讲

“

功德
”

时引善书称
“

人欲地仙 ，
当立三百善 ， 欲天仙 ， 当立千二百善

”

， 这仍是劝人奉行功过格 。 他如 《七十二朝人物演

义》 卷六劝人
“

积功累德
”

， 谓
“

那幽冥中也有大帐簿
”

； 《石点头》 卷七所谓
“

头顶上这个大算盘
”

；

《醉醒石 》 第
一

回所谓
“

数级已成四十九 ， 稽功应准百千余
”

， 等等 ， 亦皆以功过格劝善 。

直接取材于御制劝善书 《为善阴骘 》 的明代通俗小说也不在少数 。 如 《西湖二集 》 卷二 四 《认回

禄东岳帝种须》 源 自 《为善阴骘》 中 的
“

必大免吏
”

， 作者 自称这是
“
一

回阴德格天故事
”

， 开篇便

① 《 汇纂功过格》
，
同治六年 （ １ ８６７ ） 重镌本 。

② 张履祥 《杨园先生全集》 卷五 ，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 ０ 页 。

③ 转 自 ［ 日 ］ 酒井忠夫 《 中国善书研究 》 ，
江苏人民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４９２ 页 。

④ 云栖株宏 《 自 知录 》
， 《莲池大师全集 》 ，

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 １ ９８ ３ 年影印本
，
第 ２ 册

， 第 ２２４６ 页 。

⑤ 《 了凡四训 》 ， 《 民间劝善书 》 ， 第 ２８ 页 。

⑥
《 了凡四训 》 ， 《 民间劝善书 》 ， 第 １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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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明劝善意图 ：

“

德可通天地 ， 诚能格鬼神 。 但知行好事 ， 何必 问终身 。 从来只有阴 骘之报 ，

一毫不

差 。

”

小说结尾所谓
“

裴度香山能积德 ， 益公认罪代穷民 。 为人须要心田好 ， 留取他年宰相身
”

，
又把

周必大善举与屡见于善书的裴度还带故事相提并论 。 再如 《警世通言 》 卷四 〇源 自 《为善阴骘》 中
“

许逊升真
”

，
《醒世恒言》 卷

一七源 自 《 为善阴骘 》 中
“

孝基还财
”

，
《初刻拍案惊奇 》 卷二 〇源 自

《 为善阴骘 》 中
“

弘敬延寿
”

。 有时小说家还将 《 为善阴骘 》 中的
一些故事作为人话 ， 或以此为议论话

头 ， 如 《初刻拍案惊奇 》 卷二
一人话取 自 《 为善阴 骘 》 中

“

林积还珠
”

， 写林善甫拾百颗大珠奉还失

者
， 最终一举及第并登显宦 ，

作者赞其
“

暗施阴德天神助 ，

一举登科耀姓名
”

；
还特意申 明

“

此本话

文 ， 叫做 《积善阴骘 》

”

；
又议论称

“

冥冥之中 ， 阴功极重 ， 所以裴令公相该饿死 ，
只 因还 了玉带 ，

后

来出将入相 ； 窦谏议命主绝嗣 ， 只为还了遗金 ， 后来五子登科
”

， 这里提到的裴度还带 、 窦谏议还金之

事乃指 《为善 阴骘 》 中
“

裴度仁恤
”

与
“

禹钧行善
”

。 他如 《 为善阴 骘 》 中
“

杨宝救雀
”

分别见于

《醒世恒言 》 卷六与卷一八入话 ，

“

裴度仁恤
”

见于 《喻世明言》 卷二与卷九 、 《醒世恒言》 卷
一八及

《西湖二集 》 卷二四人话 ，

“

禹钧行善
”

见于 《醒世恒言 》 卷
一八人话 ，

“

宋郊渡蚁
”

见 于 《警世通

言》 卷
一五人话 。 顺便提及 ， 《效颦集 》 作者赵弼也有意通过小说创作来宣扬 《为善阴骘 》 的劝善思

想 ，
他在 《 张绣衣阴德传》 中 自称 ：

“

南平赵生乐道人之善 ， 闻公阴德之厚如此 ， 敬疏其行实 以俟太

史氏采录 ， 续于 《为善阴 骘 》 。

”

① 这分明是公开宣称 自 己的小说乃配合 《为善阴骘 》 而作 。

另
一方面 ， 有的善书则从明代通俗小说中直接取材 。 如清代善书 《绘图宣讲集要 》 之 《卖身葬

父》 就改编 自 《初刻拍案惊奇》 卷二〇所写兰孙卖身葬父故事 ； 名为宣讲小说而实为善书 的 《保命金

丹 》 有三则故事改编 自 《警世通言》 ， 其中 《破毡笠 》 据 《宋小官团 圆破毡笠 》 改编而来 ， 《刻财绝

后 》 《还金得子 》 分别据 《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 人话及正话改写 ， 这恰从另

一个角度显示 出 明代某些

通俗小说的善书化倾向 。

除直接取材于善书外 ，

一些小说家还通过编织形形色色的 因果报应故事来演绎善书 中的某些重要

观念 ， 从而使其劝惩指向与善书保持高度
一

致 。 不妨择其要者论之 。

（

＿

） 针对文人士子的劝善故事

一

是宣扬
“

科第全凭阴德
”

。 科第之于文人士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一些善书便利用这
一

点将其

与阴骘关联 ， 如袁黄在 《 了凡四训 》 之
“

立命之学
”

中指 出 ， 只有
“

力行善事 ， 多积阴德
”

， 才有望
“

登科第
”

，
而且他现身说法以 自 己的科举经历表明 阴骘与科第之间的关系 ， 称 自 己

“

求中进士愿 ， 许

行善事
一万条 ，

丙戌登第 ， 授宝坻知县
”

②
。 袁黄 《祈嗣真诠 》 中的

“

积善第二
”

即名
“

科第全凭阴

德
”

，
而善书 《迪吉录 》 作者颜茂猷就被称为

“

阴骘进士
”

③
。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唐孙华在为善书 《丹

桂籍 》 作序时称
“

文 昌帝君 ， 实主科名之籍
，
每岁大 比 ，

考核士人所为之善恶而升降黜陟之
”

④
，
这确

实代表了时人的普遍看法 。 明代一般通俗小说家多为落第文人 ， 他们对善书所宣扬的科第观笃信不疑 ，

于是便以具体故事来演绎这种观念 。 如 《清夜钟 》 第十三回 《 阴德获 占巍科 ， 险肠顿失高第 》 通过一

正
一反两个故事证明 阴骘对科第的决定作用 ： 周孝廉因替李判官掩埋尸骸这一善举而在梦中得其魂灵

指点 ， 科举夺魁 ；
而

“

天资高
，
笔性好

”

的王孝廉却因为人
“

狂荡
”“

险刻
”

而失去高魁 。 小说中两

① 赵弼 《效颦集》 ，
古典文学 出版社 １ ９５７ 年版

， 第 ２ ２ 页 。

② 《 了凡四训 》 ， 《 民间劝善书 》 ，
第 １４ 页 。

③ 《文 昌帝君阴骘文像注》 卷四 ，
李天赐 《

三益集》 ， 国家图书馆藏道光刊本 。

④ 唐孙华 《丹桂籍序》 ，
颜正注释 《丹桂籍》 ，

台北广文书局 １ ９７９ 年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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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劝善运动视阈下的通俗小说

个主要人物皆有姓无名 ， 这表明作者无意于人物塑造而
一心劝善 ，

故小说特意
“

卒章显志
”

云
：

昔袁 了 凡先 生道 ：

“

科第全凭 阴 骘 。
一个读 书 人

，
不 靠着作文讲 书

，
通今博 古 ，

朝 吟夕 呻 ，
以

博科第 ， 却 靠着放生 恤死 、 救寡怜孤 ， 作舍财 功德 。 这也就是拿 了 几 千两 ， 去 买大 座 师 或 小 主考 ，

以财致身 一般 。 况靠 此可 执券 而取 ，
零星 用 钱 ，

更 比 钻营便宜 些 。 却 也 没 个 只 靠 阴 骘 ， 腹 中 没 一

个 字 ，
纸上 没 一句文 章 ， 可 中得 来 的 ！

”

只 因最 不 信 阴果 的 是 文人 ， 所 以 说此 。 我就把 以 阴 险 而

失
，
以仁厚而得 ， 便是一个样子 。

①

显然 ， 这篇小说乃是对袁黄
“

科第全凭阴德
”

观念的形象演绎 。 再如 ， 《西湖二集 》 卷十五 《 昌 司怜

才慢注禄籍 》 写罗隐
“

昧了心 田
，
却被紫府真人拿去 ，

换了一身穷贱之骨 ，
亏得后来改行从善

”

，
于

是文昌帝君
“

慢慢注其禄籍
”

，
使其中 了进士 ； 《型世言》 第十一回写

“

行善
”

的陆仲含
“

因有阴德
”

而
“

殿在二 甲
”

， 等等 ， 亦皆敷衍阴骘与科第之间的 因果关系 。

二是宣扬敬惜字纸 。 善书常常借主宰科名的文昌帝君之名来劝勉文人士子敬惜字纸 ， 如 《文 昌帝

君劝敬惜字文 》 宣扬
“

敬惜字纸之果报
”

②
， 《文昌帝君 阴骘文》 有

“

勿弃字纸
”
一

条 ， 《文昌帝君惜

字功过律》 列有
“

惜字功律
”

二十四条 、

“

亵字过律
”

二十九条 ； 其他像 《不费钱功德例》 包括
“

敬

惜字纸
”

，
《 自 知录》 也劝人

“

拾路遗字纸火化
”

。 其中
，
宋人王曾之父敬惜字纸 ， 孔圣人命曾参投胎

为其子王曾 ， 并使王曾状元及第的故事被许多善书收录 ，
而明代一些通俗小说也常以此劝诫文人士子 。

如 《
二刻拍案惊奇 》 卷一开篇便不厌其烦地劝人敬惜字纸 ， 接着又详述王曾之父敬惜字纸之事 ， 并 由

此引 出小说创作主 旨 ：

“

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 ，
偶然记起

一件事来 。
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

一

张故纸 ， 合

成一大段佛门 中 因缘 ，
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 。

”

可 以说
“

敬惜字纸
”

是这篇小说衍生情节的关键 ， 其

中姚老者即因
“

爱惜字纸
”

而
“

阴功更大 ， 罪业尽消
”

。 再如 《西湖二集 》 卷四写
“

愚鲁
”

的赵雄因

受王曾之事启发而
“

敬重字纸 ， 阴功浩大
”

， 由此受到上帝佑护 ，
竟中进士 ， 并

“

稳稳坐 了十二年太

平宰相
”

。

（
二

）
针对富人的劝善故事

劝导富人乐善好施 ， 向来是善书的重要内容 ， 明代通俗小说家对此也是大力弘扬 。

一是劝勉富人出资殓葬无主尸骸 。 《 富贵家费钱功德例 》 提倡富人
“

施贫人及无主尸骸棺木
” “

倩

人拾遗骸 ，
禀官瘗埋

” “

不能殡葬者助之
” “

葬无主柩
”

（ 《 民 间 劝善 书 》 ， 第 １６９ 页 ） ； 《 自 知录 》 中
“

施不能检尸与棺木
”

、 《文昌帝君阴骘文 》 中
“

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
”

，
也是劝导富人施棺助葬 。 而这

些善举也是明代通俗小说经常表现的内容 ， 如 《二刻拍案惊奇 》 卷二〇演绎 《费钱行功格》 中
“

助贫

人丧葬
”
一条 ， 写刘元普因安葬李逊与裴习二人的

“

朽骨枯骸
”

而获
“

阴德
”

之报 ， 年虽七十却
“

双

生贵子
”

， 寿至百岁 ， 作者在小说结尾 申明该故事意在
“

奉劝世人为善
”

； 卷三 〇则 以
“

遗骸掩处阴功

重
”

为情节建构依据 ， 写韩庆云瘗埋曝露于荒野的玉英遗骸而获得美满姻缘 。 再如 《石点头 》 卷七写

仰邻瞻因埋葬伊尔耕之女尸骸这
一

“

阴功
”

而得 中进士 ， 小说开篇罗列 的种种善举就包括
“

遇穷人死

不能殓者 ， 舍棺木
；
或见荒郊野水 ，

死骸暴露 ， 收捞埋葬
”

， 而这些内容也多见诸善书 。

二是劝勉富人代纳钱粮 、 免除逋欠 。 《富贵家费钱功德例 》 包括
“

代纳极贫人钱粮
”“

捐免贫人债

负
”

， 《 自 知录 》 所列善行有
“

代人完纳债负
” “

饶免债务
”

。 这些善举也是小说家用 以生发故事 、 塑

造人物的凭借 ，
如 《石点头》 第

一卷写郭乔因替米天禄
“

完纳钱粮
”

而
“

积阴鸷
”

，
由此他得以与失

散多年的儿子相聚并 同时考中进士 ， 作者借此勉励读者称
“

施恩只道济他人 ， 报应谁知到 自 身
”

。 再

如 《初刻拍案惊奇 》 卷三八写年近花甲而无嗣的刘从善
“

广施阴德
”

， 将
“

远年近岁 欠他钱钞的文书
”

用
“
一

把火烧 了
”

， 由此
“

积些阴德
”

的他果然老年得子 。

① 薇 园主人 《清夜钟》 ， 《古本小说集成》 ， 第 ４ 辑 ， 第 ３３３ 页 。

② 王见川 、 林万传 《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
，

台湾新文丰出 版公司 １ ９９ ９ 年版 ， 第 １ １ 册
， 第 ２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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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劝勉富人施药赈灾 。 《富贵家费钱功德例 》 包括
“

刻施良方济人
”

；
《文 昌帝君阴骘文 》 提倡

富家
“

舍药材 以拯疾苦
” “

岁饥赈济邻朋
”

。 对此 ， 《铁树记 》 第 四回
“

许琰许肃布阴德
”

予以充分演

绎 ， 它先写许琰
“

感饥荒之岁
”

而
“

罄其家赀 ，
置丸药数百斛

”

使
“

饥饿之人 ， 俱得不死
”

， 缘此
“

阴功
”

，
许琰老来得子 ； 又写许肃于大灾之年

“

将 自 己仓中谷粟
一

概周 给各乡
”

， 于是作者借小说人

物劝善云 ：

太 白金星 见许 氏 世代积善 ， 唤鉴察神谓 曰 ：

“

汝在人 间 鉴察善 恶 ，
凡人有善 ， 不可 不 赏 ； 凡人

有 恶
，
不可 不 罚 。 今南 昌许 肃 父 子 ，

父 以 济饥丹药数 百 斛救人甚 多 ，
子 以 仓粟 赈贫 、 拾金还客 ，

何不表奏天廷 ？

”

鉴察神从金星之 言 ，
商议具表 ，

上奏玉 帝 。 回 至 三天 门 下 奏 曰
：

“

臣 闻 作善者天

降之 百祥 ， 作 不 善者天 降之百殃 。 是 以 积善之家 ，
必 有余庆 ， 积 不 善之 家 ， 必 有余殃 。 今 南 昌许

肃 父许琰普施 药丹 ， 救济饥荒 ，
活命几 百万人 。 肃有 父风 ， 布施贫 民 衣食 ， 拾 金不取 ， 种种 可 羡 。

今 肃 尚 无子 ， 伏乞差下 天仙 ， 降临 尘世 ，
以 为 许肃后 嗣 ， 补报 阴 德 ，

以 劝 行善 。

”

（ 《铁树记 》 ， 第

３６
＿

３７页 ）

其中不少文字屡屡见诸 《太上感应篇 》 等善书 ， 且其劝化 口 吻也一如善书 。 作者邓志谟在 《铁树记

弓 丨 》 中 自称他是有感于许氏家族的
“

累世阴德
”

， 才按照
“

阴功有报
”

（ 《铁树记 》 ， 第 １

一

２ 页 ） 的逻

辑构思 了这篇小说 ，
而小说主人公许逊即撰有善书 《警富歌 》 ， 难怪这篇小说善书色彩如此浓郁 。

（
三

） 针对各色人等的劝善故事

与善书一样 ， 明代通俗小说劝化的对象主要还是社会大众 ，
其劝善指向也多具普遍性 。 其中 ，

比

较突出者有 以下几方面 ：

一是劝人孝亲 。 百善孝为先
， 明太祖

“

圣谕六言
”

第一条就是
“

孝顺父母
”

，
《 自知 录》

“

忠孝

类
”

第一则为
“

事父母致敬尽养
”

， 而 《孝顺事实 》 《劝孝篇 》 《文昌帝君劝孝文 》 《文 昌帝君劝孝歌》

等善书则专为劝孝而作 。 劝孝故事也是明代通俗小说中常见题材 ， 《铁树记》 便以弘扬
“

孝道
”

为宗

旨 ， 它写孝悌王从天上将
“

孝道
”

传于兰期 ，
兰期再将其传于谌母 ， 继而传于许逊 、 吴猛 。 上述人等

皆 以孝闻名 ： 兰期
“

精修孝行 ， 以善化人
”

而
“

名录天府
”

成为孝道明王
；
而传承

“

孝道之宗
”

成为

孝仙王的许逊也以
“

孝养二亲
”

闻名 ， 吴猛亦
“

性至孝
”

。 作者通过孝悌王之 口 阐发
“

孝道
”

， 认为
“

孝乃人之百行原
”

，

“

夫孝至于天 ， 日 月为之明 。 孝至于地 ，
万物为之生 。 孝至于民 ，

王道为之成
”

，

称
“

上 自天子 ， 下至庶人 ， 孝道所至 ， 异类皆应 ， 孝之义大矣哉 ！


”

出 于小说主人公许逊之手的善书

《许旌阳先生警世格言》 就有
“

父母不孝 ， 奉神无益
”

的劝孝格言 。 其他像陆人龙意在
“

树型今世
” ①

的 《
型世言 》 ， 其第三回

“

孝子生还老母
”

、 第四 回
“

孝心格天
”

、 第九回
“

感梦兆孝子逢亲
”

， 都是

为世人树立孝子
“

典型
”

；
至于 以

“

孝心感格神天 助 ， 好与人间做样看
”

为 主 旨 的 《石点头 》 卷三

《 王本立天涯寻父》 及 《西湖二集》 卷六
“

姚伯子至孝受显荣
”

， 仅从标题即可获知其劝孝宗 旨 。

二是劝人戒淫 。 万恶淫为首 ， 劝人勿贪恋淫色是善书的重要内容 ，
如 《文昌帝君阴骘文》 告诫人

们
“

勿淫人之妻女
”

， 曹鼐 《防淫篇》 《文昌帝君戒淫文》 则为戒淫专书 。 明代通俗小说中戒淫之作甚

多 ， 如 《喻世明言 》 卷
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开篇即 以
“

休逞少年狂荡 ， 莫贪花酒便宜
”

告诫少年

子弟不要为色而
“

亏了行止
”

， 接下来写陈商因勾引 蒋兴哥妻子三巧儿而最终受报以至惨死异 乡 、 妻

子平氏归于蒋兴哥的离奇故事 。 通篇看来 ， 作者完全以
“

我不淫人妇 ，
人不淫我妻

”

为原则来建构情

节 。 戒淫也是 《型世言》 劝化的重点 ，
如第二十六 回

“

吴郎妄议院中花
”

写吴伦因贪恋女色而终至被

骗钱财且
“

身受凌辱
”

， 作者在小说开篇便径称是
“

与好色人做个模样
”

， 在小说结尾再次强调该故事

是
“

好窥瞷 良家妇女的明鉴
”

； 第二十七 回
“

贪花郎累及慈亲
”

写陈镳 因贪色而落人骗局 以至连累家

人
， 这仍是作者为好色人做

“
一

个榜样
”

。 其他像 《初刻拍案惊奇》 卷三二声称
“

奉劝世上的人 ， 切

① 陆人龙 《型世言》 ， 中华书局 １ ９９３ 年版
， 第 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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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轻举妄动 ，
淫乱人家妇女

”

， 告诫人们色欲
“

关着阴德极重 ， 那不肯淫人妻女 、 保全人家节操的

人 ， 阴受厚报 ： 有发了高魁的 ， 有享了大禄的 ， 有生 了贵子的 ， 往往见于史传 ， 自 不消说 。 至于贪淫

纵欲 ， 使心用腹污秽人家女眷 ， 没有一个不减算夺禄 ， 或是妻女见报 ， 阴 中再不饶过的
”

。 《二刻拍案

惊奇 》 卷
一

四也是
“

奉劝人家少年子弟们 ，
血气未定贪淫好色 ，

不守本分不知利害的 ，
宜以此为鉴

”

；

卷三四仍为
“

多蓄妇女之鉴
”

。

三是强调
“

面相不如心相
”

。 善书勉励人们真心向善 ， 如 《太上感应篇》 宣扬
“

不欺暗室
”

；
袁黄

《了凡四训》 倡言
“

善事阴功 ， 皆 由心造
”

，

“

善心真切 ， 即
一

行可 当万善
”

①
， 此皆劝人为善至诚 。 这

一观念也成为小说家演绎的重点 ， 如 《喻世明 言》 卷九 《裴晋公义还原配 》 开篇便称
“

面相不如心

相 ， 假如上等贵相之人 ，
也有做下亏心事 ， 损 了阴德 ， 反不得好结果 ； 又有犯着恶相的 ， 却因 心地端

正 ， 肯积阴功 ， 反祸 为福
”

， 并以 裴度还带之事说明他 因 阴功而改变
“

向 日 饿莩之相
”

， 富贵两全 。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 更是反复申述
“

心相
”

之重要 ， 其卷五云 ：

“

从古至今 ， 若是无子的人
，
便要邀

福于佛 ， 或拜忏 ， 或礼经 ， 或修桥 ， 或砌路 ，
或装金 ， 或造塔 ， 或放生 ， 如此等事 ， 甚有施予极乐 。

究竟灭子绝孙是何缘故 ？ 只因外面要务名 ， 十分摆布得光光鲜鲜 。 及至最要紧的是心 。

”

卷三七中相士

谓孙叔敖
“

寿不过三甲 ，
禄不过

一

邑
”

， 某 日
“

心慈性善
”

的孙叔敖在路上听到
“

两头蛇
”

在叫 ，
当

时世俗认为若人遇到
“

两头蛇
”

就会夭亡 ， 可为防止别人见到它 ， 孙叔敖将其打死并深埋于地下 ， 事

后他因担忧 自 己去世后父母无人奉养而忧心忡忡 ， 然其母却云 ：

“

你有杀蛇埋蛇的 阴德及人 ，
必增 阳

寿 。

”

后来孙叔敖果然因
“

杀蛇埋蛇那
一

番功德
”

而未绝
“

血食
”

， 终获
“

阴骘之券
”

。 再如 ， 《初刻

拍案惊奇》 卷二
一

《袁 尚宝相术动名卿 ，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 写小厮兴儿因相士谓其
“

妨主
”

而被王

部郎逐 出家门 ， 后来他因厕 中拾金还人而
“

满面阴德纹起
”

，

“

骨相 已变
”

， 位至游击将军 。 作者在小

说结尾强调兴儿
“

只 因一点善念 ，
脱胎换骨 ， 享此爵禄 。 所以奉劝世人 ， 只宜行好事 ，

天并不曾 亏了

人
”

， 这仍是在大力宣扬命定观的同时强调人们可以通过善德阴功来改移命运 。

四是提倡完人婚姻 。 睦夫妇 、 和家庭是善书的劝化重点 ， 像 《不费钱功德例 》 中
“

士人不费钱善

事
”

包括
“

不作离婚分别纸
“

官长不费钱善事
”

包括
“

不离断婚姻
”

；
《文昌帝君阴骘文 》 告诫人

们
“

勿破人婚姻
”

； 《 富贵家费钱功德例》 劝富人
“

代完人婚娶
”

。 对此 ， 明代通俗小说也多所宣扬 ，

如 《初刻拍案惊奇》 卷二〇写萧王宾因替人写
一纸休书 ，

“

拆散了一家夫妇 ，
上天鉴知 ， 减其爵禄

”

，

而本该中状元的他因破人婚姻而仅以秀才终身 。 就此作者议论道 ：

“

试看那拆人夫妇的 ， 受祸不浅 ， 便

晓得那完人夫妇的 ， 获福非轻 。

”

还有 因完人夫妇而得善报者 ，
如 《喻世明 言》 卷

一

《蒋兴哥重会珍

珠衫 》 中吴杰将三巧儿连 同陪嫁的十六个箱笼送归蒋兴哥 ， 使其夫妻重新团圆 ， 作者认为此乃吴杰
“

厚德
”

， 特意交代
“

此人向来艰子 ， 后行取到吏部 ， 在北京纳宠 ， 连生三子 ， 科第不绝 ，
人都说阴德

之报
”

。

当然 ， 明代通俗小说所蕴含的善书因子绝不止于以上数端 ， 像阴骘关乎子嗣 、 谦虚 自守 、 迁善改

过 、 拾金不昧 、 息讼等善书观念 ，
也曾被小说家反复演绎 。 需要 明确的是 ， 明代通俗小说劝善的指向

相当集中 ， 主要聚焦于与百姓 日用伦常息息相关的修身 、 齐家这两个方面 ， 而很少涉及治国 、 平天下 。

这与明代劝善运动的基本内容完全吻合
，
也与 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所提倡的

“

百姓 日 用 即道
”

② 的儒

学平民化思潮十分合拍 。

四

明代一些通俗小说不仅在内容题材上紧密配合劝善运动 ，
而且它们在艺术 旨趣上也与 当时的劝善

① 《了凡四训》
， 《 民间劝善书 》 ， 第 １４

一

２８ 页 。

② 黄宗羲 《明儒学案 》 卷三二 ，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

， 第 ７ １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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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相 当
一致 ， 这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品质 。

首先 ， 这些劝善小说皆 以果报观念建构情节 。 对此 ， 多数论者
一

般皆归 因于宗教因素 ， 从理论渊

源上讲这固然不错 ， 而实际上这是小说家投身于劝善运动的直接结果 。 明代劝善运动充分利用 了 民 间

盛行的因果报应观念 ， 如洪武三十一年 （
１ ３９８

） ， 朱元璋颁布 《教民榜文 》 第二十八条云 ：

“

鬼神之

道 ， 阴 阳表里 ， 人虽无见冥冥之中 ， 鬼神监察 ， 作善作恶 ， 皆有报应 。

……使福善祸淫 ，
民知戒惧 ，

不敢为恶 。 如此则善 良 日 增 ， 顽恶 日消 ， 岂不有补于世道 ？

”

① 所有善书也皆 以果报观念来导愚化俗或

编织故事 ， 故善书又称
“

因果书
”

， 如 《不费钱功德例 》 提倡士人
“

见愚人说因果书 ， 劝止人不孝不

睦诸事 ， 引 导愚人 ， 敬宗睦族
”

；
《富贵家费钱功德例 》 包括

“

刊刻忠孝 因果 、 经典善书 ， 劝化人为

善
”

，

“

刻施善书化导人
”

； 《文 昌帝君功过格 》 将
“

说果报劝人
”

（ 《 民间 劝善 书 》 ， 第 ２ １ ７ 页 ） 列为
一

功 。 上文通过对明代劝善小说题材渊源的考察 ，
可以肯定它们几乎都是依傍善书来

“

演说果报
”

②
，
而

小说家本人对此也多有说明 。 以
“

唤醒迷人
”

自居的 《石点头 》 作者天然痴叟在第五卷结尾称
“

果报

在于后世 ， 花报即在 目 前 ， 奉劝世人早早行善
”

， 其实 《石点头 》 全书都是
“

推因及果 ， 劝人作

善
”

③
。 冯梦龙在 《喻世明言》 卷二六 中宣称

“

积善逢善 ， 积恶逢恶 。 仔细思量 ， 天地不错
”

； 凌濛初

在 《
二刻拍案惊奇》 卷

一二中 自称小说家
“

最有益的 ， 论些世情 ， 说些 因果 ， 等听了 的触着心里 ， 把

平 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
”

；
薇园 主人在 《清夜钟 》 第十三 回主张

“

在小人不可不说报 ，
以动他为善之

念
”

， 这些小说家强调 的都是因果之于劝善的意义 。 由此看来 ，
以明代劝善小说为

“

因果书
”

也无不

可 。 勿庸讳言 ， 劝善心切 的通俗小说家以沦为陈套的简单化的 因果逻辑来建构情节 ，
必然会导致小说

情节的雷同与平庸 ， 其实明代通俗小说对善书观念的依傍与图解 ， 即 已表明这一弊端的客观存在 。

其次 ， 明代劝善运动与通俗小说都 以
“

愚夫愚妇
”

为劝化对象 ， 适俗成为它们共同的追求 。 为便

于
“

教民
”

， 明代圣谕宣讲以通俗为尚 ， 如万历十五年 （
１５ ８７ ） 朝廷 曾下令各地乡约在宣讲

“

圣谕六

言
”

时 ， 须
“

著图说 ，
编俚语

，
俾闾 巷士 民易遵循

”

④
； 崇祯时 ， 流传于浙江四明 、 安徽宣州等地的

《圣谕演训 》 其
“

编 中所述 ， 又皆家常茶饭 ， 闾巷俚言 ，
无论贤愚 ， 悉皆 了晓

”

⑤
。 明朝御制善书也多

采取俚俗形式 ， 明太祖曾云 ：

“

其民间商工农贾子弟 ， 亦多不知读书 ， 宜以其所当务者直辞解说 ， 作务

农技艺商贾书 ， 使之通知大义 ，
可 以化民成俗 。

”

⑥ 这里所谓
“

直辞解说
”

即指 以俚俗浅近之语化俗

导愚 。 同样 ， 那些以劝善为宗 的小说家也多以适俗为首务 。 如冯梦龙认识到
“

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

彦 ， 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
”

， 对于那些
“

村夫稚子 、 里妇俗儿
”

⑦
， 最好以

“

谐于里耳
”

的通俗小

说为其
“

鼓吹经传
”

。 衍庆堂刊 《喻世明言 》

“

识语
”

则指 出该小说之得名是因其
“

明言显易 ，
可 以

开 口人心 ， 相劝于善
”

（ 《 中 国历 代小说序跋集 》 ， 第 ７７ ５ 页 ） 。 《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 也是
“

言既取

于迩俗
”

， 杂 以
“

诙谐俚语
”

⑧
。 客观上讲 ， 小说家采取的文本通俗化策略 ， 确有助 于小说的传播与

接受 Ｄ

最后 ， 由 明代某些通俗小说的命名及小说家以稗为
“

铎
”

的创作心态也不难揆测其小说与劝善运

动之间的关联 。 从命名上看 ，
许多小说家将 自 己的作品 比拟为善书 ， 如小说有 《喻世明言 》 《警世通

言 》 《醒世恒言》 《型世言 》 《 型世奇观》 《醒世第二奇书 》 （ 即 《 石 点 头 》 ） 《警世阴 阳梦 》 《清夜钟 》

① 张 卤 《皇 明制 书 》 卷九 ， 《续修四库全书 》 ， 第 ７８ ８ 册 ， 第 ３５８ 页 。

② 江东老蟫 《醉醒石跋》 ， 丁锡根 《 中 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
人民文学出 版社 １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７９９ 页 。

③ 冯梦龙 《石点头叙》 ， 天然痴叟 《石点头》 ， 第 ３２ ９ 页 。

④ 郭子章 《圣谕乡 约录序 》 ， 《蜀草 》 卷二 ， 《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 》 ， 第 １５４ 册
， 第 ６Ｍ 页 。

⑤ 柳应龙 《 乡约总意 》
，

《新刊社塾启蒙礼教类吟》 卷六 ， 第 ４３５ 页 。

⑥ 《钞本明实录 》 卷二
一“

丙午十
一月 壬辰

”

， 第 １ 册
， 第 ８９ 页 。

⑦ 冯梦龙 《警世通言 ？ 叙》 ， 《古本小说集成》 ， 第 ４ 辑
，
第 ３ 页 。

⑧ 磊道人 《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叙》
，

李致忠点校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 ，
书 目文献出版社 １ ９８ ８ 年版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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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醒石》 等 ， 善书则有 《警世四阙 》 《觉世宝训 》 《觉世真经》 《醒世恒言》 （董其昌作 ） 《醒世录》

《教民恒言 》 等 。

“

木铎
”

乃 中 国政教传统的象征 ， 如 《 尚书 ？ 胤征 》 云 ：

“

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

”

孔

传 ：

“

木铎 ， 金铃木舌 ， 所以振文教 。

”

而洪武三十年官方要求宣讲圣谕时
“

每乡 里各置木铎一 ， 内选

年老或瞽者 ， 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
”

， 由此
“

木铎
”

成为明代乡 约圣谕宣讲的标志性道具 。 而明代
一些通俗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多以劝善化俗为指归 ， 所以无论是小说家本人还是书坊主往往以

“

铎
”

来喻指其劝化功能 。 如薇园主人 《清夜钟 自 序 》 谓其小说
“

将 以明忠孝之铎 ， 唤省奸 回
；
振贤哲之

铃 ， 惊回顽薄
”

（ 《清夜钟 》
，
第 ６ 页 ） ； 衍庆堂刊 《醒世恒言 》 识语

”

称小说
“

总取木铎醒世之意
”

（ 《 中 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 ， 第 ７８０ 页 ） ；
兼善堂刊 《警世通言 》

“

识语
”

亦谓
“

非警世劝俗之语 ，
不敢

滥人 ， 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
”

（ 《 警世通 言 》 封面
“

识语
”

） 。 很明显 ， 这些通俗小说被赋予与圣谕宣

讲同样的导愚化俗功能 。

总体看来 ， 明代劝善运动对通俗小说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 在全面禁毁小说的时代背景下 ， 许

多明代通俗小说家主动以 自 己的小说创作来配合官方劝善运动 ， 这既有利于小说地位的提高 ，
又推动

了小说文本的通俗化 ， 促进了其传播与接受 。 然而 ， 强烈的劝善意识也造成明代通俗小说内容题材相

对集中单
一

； 同时 ， 小说家在艺术旨趣上也追效劝善运动 ， 这些都导致许多通俗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

呈现出显著的善书化倾向 。 它们不仅多 以单调的果报观念为情节建构的依据 ，
而且小说人物也因成为

图解某种善书理念的工具而致使其性格 内涵贫乏单一 ， 带有明 显的概念化痕迹 ； 其中类似于善书语言

的议论告诫成分更是连篇累牍 ， 这一切都大大淡化了小说的审美特质 ， 催生了大批平庸之作 。 换言之 ，

明代 以劝善为宗 的通俗小说的盛行 ， 是以牺牲其艺术性为代价的 ， 这不能不影响到 明代通俗小说尤其

是话本小说的整体艺术水平 。 而以劝善运动为考察视角 ， 却有助于我们深人认识明代政治文化生态对

通俗小说创作及传播的影响 。

附记
： 匿 名评审专 家对本文提 出 了 十分 中肯的意见 ， 特致谢忱 ！

［ 作者简介 ］ 陈 才 训 ， 黑 龙江 大 学文 学 院教授 。 发表过论文 《论读者对 晚清 民 初翻译 小说 文本形

态 的影 响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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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石 雷 ）

？１ ４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