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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善书编纂中的史学化倾向

) 以彭希谏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为例
朱新屋 (厦门大学历史系)

善书 (或称劝善书) , 可以简单理解为劝善戒恶

的书籍 , 是中国文化的独有构造 "据已有研究可知 ,

善书最早出现于宋代 (北宋末年) , 盛行于明清时期

(尤其是明末清初) , 成为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

文类 "在明清 /善书运动 0 的历史背景中 , 善 书成

为士人精英知识生活的重要内容川 "士人精英通过

引经 !笺注 ! 婿义和附证等方式 , 对善 书进行 文本

的阅读和改造 "这种行为成为某一家族或某一区域

的集中表象 , 是考察明清士人文化 的重要渠道川 "

本文以苏州彭氏家族成员彭希谏 (17 61 一17 93 ) 5二

十二史感应录 6 为例 , 分析明清善书编纂 中的史学

化倾向 , 并试图从 阅读史的角度 , 讨论在这种趋向

的背后 , 士大夫 自身 自足世界的呈现及其社会文化

史意义 "

一 苏州彭氏家族与善书编纂

江南地区是明清中国文化 的核心地带 , 就本文

的考察主题来说 , 也是明清 /善书运动 0 的核心区

域 "在这过程 中, 许多世家大族积极推动善 书的编

纂 !流传与阅读 , 据仲瑞五堂主人 (生卒年不详)

所编 5几希录 6 所载 , 其著名者有 /吴 (县) 之彭

氏 !潘氏 , 以及昆 山之徐 ! 常熟之蒋 ! 常州之 赵 !

钱塘之许 0 等家族[s]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 当属苏

州彭氏家族 , 彭氏家族也因此被称为 /吴 中积善之

家 ., [4]"

苏州彭氏家族原籍江西清江县 , 明代洪武初年

从军至江南 "先落籍吴县 , 清代后改属长洲县 (今

皆属苏州) " 明代中叶以后 , 苏州彭氏家族 以儒学

传家 , 至第五世和第七世先后科举及第为进士后 ,

/一门鼎贵 , 为三吴望族 0川 "对这个历史过程 , 彭

氏家族第十三世彭绍升 (174 0一17% ) 曾有过简要

叙述 , /我彭氏自江西来 , 衍族于苏州 , 积十余世

矣 "门阀之兴 自微而 著 ,, 0 "实际上 , 苏州彭 氏

家族 自人清以后 , 举业更为发达 , 家族更为兴旺 ,

据统计 , 前后有 19 名进士 (含两位状元 !两位会

元和一位探花) , 31 名举人 , 7 名副 榜 , 附贡生 多

达 130 余名困 "可见其宗族之兴旺发达 "

以常理而论 , 彭氏家族在明清时期 的富贵绵延

自有自身发展的逻辑 , 但是当时以及后来的善书论

著中 , 不免将其家族的成功归结于善 书阅读 和善举

创造 "如前引 5几希录 6 即云 /古来世家大族富贵

绵延者 , 无一不是由于祖先之阴德 0[v] "从后设的观

点来看 , 这固然流于荒谬 , 但这种说法的来源 , 除

了苏州彭氏家族 的慈善事业之外 , 另一重要的原因

就是善书编纂 与阅读 的家学传统 "彭蕴 章 (1792 一

1862) 在为其父亲彭希谏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的跋

文中即提到彭氏家族的这种传统 , /余家自先五世祖

侍讲公以来 , 世守 5文昌阴鹭文 6, 以为束身寡过之

资 0川 "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其他家族中 , 如江苏如

皋冒氏家族 , 其第十世冒襄即在文集中写到 , /襄三

世奉持 5太上感应篇笺注 6 行世四十余年 , 当疾病口

生患难祸害时 , 受用此篇不尽川, 2"而明清时期除了

5三字经 6 ! 5百家姓 6 和 5千字文 6 (简称 /三 !百 !

千,.) 作为孩童启蒙读物以外 1./], 另一重要的启蒙读

物就是善书 , 这在明清士人的家训文类 中有明确记

载1川"如前所引彭蕴章跋文可知 , 苏州彭氏家族 自第

五世开始就与善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兹先将彭氏家

族所编纂或所阅读的善书列成简表如下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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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苏州彭氏家族历代成员善书编纂简表1-,]

世世 系系 家族成员员 善书名称称

第第五世世 彭南窗窗 阅读: 5文昌帝君阴鹭文6""

第第十世世 彭定求求 阅读: 5感应篇)); 5文昌帝君阴鹭文6 ; 5功过格6; 5汇纂功过格66
创创创创作: 5元宰必读书6 ; 5保富确言6 ; 5文昌玉局心忏6; 5质神录66
序序序序言: 5感应篇疏衍序6; 5感应篇汇传序6 ; 5感应篇图说序 6; 5重刻文昌化书序 6;;;

5555同善编序 6; 5文昌孝经序 6""

十十二世世 彭启丰丰 序言: 5立命功过格序6; 5远色编序6; 5关圣帝帝全书序6; 5感应篇汇编序6 ; 5阴阴鹭鹭鹭鹭文新编序6; 5感应篇汇编序6 ; 5文帝全书序6 ; 5敬信录序6 ; 5阴鹭文果报报

图图图图证序 6""

十十三世世 彭绍升升 创作: 5活阎罗断案 1重订 >6; 5关圣帝君全书 1删订增修 86 ;;;
序序序序言: 5二十二史感应录序6; 5感应篇汇注序)); 5质神录序6; 5阴鹭文集注序6""

十十四世世 彭希谏谏 创作 : 5二十二史感应录6""

十十五世世 彭蕴章章 创作 : 5育婴三善说 6; 5劝止溺女说 6""序序序序言 : 5二十二史感应录跋6 ; 5重刻文昌阴鹭文序6; 5惜字果报录6 ; 5文昌内函函

序序序序6 ; 5三善录序 6; 5广惜字录序6""

从上表所列善书可知 , 苏州彭氏家族不仅累世

阅读善书 , 崇奉 5感应篇 6 ! 5阴鹭文 6 ! 5觉世经 6

(以上书合称 /三圣经 0) 及功过格 , 而且许多家庭

成员都参与善书编纂 , 留下了善书著作 "以上表所

列苏州彭氏家族所处之时代 (第五世至第十五世 ,

约 161 3一1862) 及地域 (江南 ) 而言 , 其时其地正

是酒井忠夫所谓 /善书运动 0 的高峰时期和集 中区

域 , 其时其地所流行的善书 , 除最大量的 5感应篇 6

( /善书之首 0) 和 5功过格 6 (袁黄 7嘉兴人 ,

154 6一16 18 2的推动) 外 , 就是 /三圣经 0 中的另

外两种 ( 5阴鹭文 6 ! 5觉世经 6) "可知苏州彭氏家

族编纂和阅读善书的史实 , 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空

间语境有很大关系 , 也可以看成是明清 /善书运动 0

中的典型代表 "正是在这种时代 !地域和家族背景

下 , 彭希谏撰写了 5二十二史感应录)); 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 , 对 5二十二史感应录)) 的讨论有不可替

代的意义 "

二 彭希谏与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的编纂

前段介绍了彭希谏编纂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的

时代 !地域和家族背景 , 为了更好地分析理解这一

重要的善书著作 , 有必要先行交代彭希谏的生平经

历和 5二十二史感应录6 的编纂体例及其所反映的

思想背景 "需要说明的是 , 善书本就具有天然的

/民间性 0, 所 以有许多善书被冠之 以 / 民间善书 0

的名义 "但是 由于传统中国识字人群的有限 , 编纂

和改造善书的权力均集 中于士人精英 手中, 因此实

际上很难勾勒出善书的民间特性 , 本文的分析亦仅

限于对士人文化的讨论 "

据今日存世善书的体例而言 , 士人编纂或改造

的善书 , 大致有章句 (笺注 !婿义 !直讲等) !引经

和附证三类 "有些善书只是章句体例 , 如俞秘

(182 1一19 07 ) 5太上感应篇飨义)); 有些善书兼有章

句和引经 , 如惠栋 (1697一17 58 ) 5感应篇引经笺

注)); 有些善书则兼具章句 ! 引经和附证 三类 , 如

刘沉 (17 67 一1855) 5感应篇注释 6; 有些善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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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忆月民与 地 方 史 月片究

只是附证体例 , 如彭希谏 (二 十二史感应 录 6 "故

而就体例而言 , (二十二史感应录 6 相对单一 , 而

其 目的性则甚强 , 即为 (太上感应篇 6 作附证 "大

致上说 , 引经 与附证 实际上代表 了两种不 同的指

向: 引经指向儒家经典 , 侧重于说理 , 其结果是善

书的经典化; 附证指向史书人事 , 侧重于叙事 , 其

结果是善书的史学化 10]"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之所

以采用后一体例 , 实与彭希谏的生平经历及思想背

景有密切关系 "

由于彭希谏正史 ( 5清史稿 6) 无传 , 同治 5苏

州府志 6 也只是附录于兄彭希洛 (1758一18 06 ) 之

后 , 所述极为简略 , 因此要了解彭希谏的生平经历 ,

所能依据的材料只有收人胡挺 (1822 一18 61 ) 仿彭

希谏所编 5净土圣贤录 6 体例所编的 5净土圣贤录

续编 6 中的传记资料 1.4]"其所载虽仍显简陋 , 但已

足以窥探彭希谏生平的主要面貌:

1彭希谏] 年二十六举于 乡, 少喜蔬食 , 成

童后即长斋 , 五年 已而得咯血疾 , 始 开肉禁 ,

然因病发心 , 遂信 向佛乘 , 持六斋 , 诵 5华严

经 6 , 日课西方佛名, 求生净土 , 虽舟 车南北 ,

未尝废忘 " 尝作 回向诗十首 " ,,二林居士 以

云栖 5往生集辜) 词太略, 欲重加采葺 , 续以

近今故李 , 甫创其凡 , 希谏欣然任之, 与妻顾

氏葺灯钞写 , 成书九卷 , 名曰 5净土圣贤录 6,

刻行于世 "又尝手书 5法华经 6 一周 , 累年始

竣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 日, 病疟且痢 , 自房

中出 , 就母寝 , 绝口不及家事 , 日唯劝母念佛

日: /他 日西方好相见也 "0 先劲前三 日, 请澄

谷和 尚至床前 , 设几案 , 受三归五戒 , 忏悔发

愿 , 益加 恳至 , 自言一二 日间 , 净念现前宝池

莲华 , 宛然可掇 也 "十三 日, 早命家人张接 引

佛像移榻向西 , 仍请澄谷和尚至 , 曰: /烦师助

我念佛 "0 至晚 口喃喃诵佛名 , 右胁而逝 "

如果熟悉明清善书所载善人故事 , 那么可以很

明显地看到本段的记载实际上是典型的善人传记 "

这段简短的传记透漏出彭希谏不仅是典型的士人精

英 (举人) , 而且信奉佛教 (净土宗 ) "除此 以外 ,

受到伯父彭绍升 的影响至为显著 "彭绍升为苏州彭

氏家族发展史上的转折人物 , 已为学者指出 102"这

种转折 , 表现在善书编纂和阅读方面 , 就是带人了

大量宗教 (尤其是净土宗) 的因素 "这种趋向 , 对

彭希谏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其所为著作除 (二十二

史感应录 6 外 , 尚有 5净土圣 贤录 6 (九卷) 和

5兰台遗稿 6 (三卷) 两种 "

从版本源流来说 ,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最早刊行

于乾隆四十六年 (1781 ) , 这一版本 目前 已很难见

到; 至道光二十九年 (1849 ) , 盐商/行商潘士成

(生卒年不 详) 辑 人海 山仙 馆丛 书 , 后 来 王云 五

(188 8一19 79 ) 主编丛书集成初编 , 即据这一版本排

印 "本文所参考 , 即为丛书集成初编本 "另外 , 据

说还有彭祖贤 (1819 一1885 ) 5长洲彭氏家集 6 本及

屠悼 (1781一1828 ) 5潜园集录 6 所收本[.6]"全书

除前后有彭绍升序言 !彭蕴章跋文外 , 另外有自序 !

绪论和正文 (上下卷) 组成 " /二十二史 0 指的是从

5史记 6 至 5明史 6 的纪传体正史 , 清代时期 , 以

/二十二史 0 命名的著名史学著作尚有赵翼 (17 27 一

1814) (廿二史札记 6 和钱大听 (1728一1804 ) 5二

十二史考异 6 等 "当然 , 彭希谏的 5二十二史感应

录 6 与这两者体例完全不同 , 两者一为考证 , 一为

辑录 "而 /辑录 0 故事的这种善书文本 , 最早在宋

代即已开始出现 , 就是李昌龄 (937 一100 8) 的 5乐

善录6 "至明清时期 , 笔记小说大为盛行 , 出现了许

多记叙鬼怪灵异等故事的著作 , 如 5厚德录 6 ! 5见

闻纪训 6 等书 , 故而后来有学者将 5二十二史感应

录6 归为 /文言小说 0 类 1.7], 可见彭希谏受到当时

时代之影响 "不过 , 彭希谏此书与 5乐善录 6 ! 5厚

德录 6 等仍然不同 , 其最重要的一点 , 当是剔除了

鬼怪灵异故事 , 书中记录故事非正史不录 "为 了更

好地分析这一文本 , 现就正文上下两卷所引故事列

简表如下 (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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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二十二史感应录) 的所引正史故事结构简表

史史书书 数量量 故事人物举例例 备注注

55史记66 llll 商鞍 ! 白起 ! 吕后 ! 李广广 附注 1处 , 引自 5夷坚志66

55汉书66 666 霍光 ! 丙吉 ! 严延年年 附注2 处 , 首引自 5家世旧闻66

55后汉书66 2222 阴识 ! 王允 !董卓 ! 许升妻妻 附注 1 处 , 引自 (酉阳杂蛆66

55三国志 66 llll 管宁 !程普 !孙峻峻峻

55宋书 66 333 谢纯纯纯

55齐书 66 333 萧湛 ! 卢度度度

55梁书66 l444 阮孝绪 ! 庚洗洗 附注 1处处

55陈书 66 444 吴明彻 !王固固固

55南史66 3333 萧惠明 ! 梁酞 ! 傅脾脾 附注 3 处处

55魏书66 2222 崔浩 ! 夏侯夫 ! 卢景裕裕 附注 2 处处

55北齐书66 777 张华 ! 卢斐斐 附注 1处 , 引自 5还魂记66

55北史66 888 高昂 ! 王显显显

55隋书66 l444 杨素 ! 樊子盖 ! 梁彦光光 附注 2 处处

55唐书66 2333 王拱 ! 颜真卿 ! 王蟠 ! 高骄 ! 温造造 附注 5 处处

55旧唐书66 666 王远知 !郭霸 ! 万国俊俊 附注 3 处处

55五代史66 777 范延光 ! 王麟 ! 王审知知 附注 1处处

55宋史66 5000 赵普 ! 刘沉 ! 赵扑 !颜师鲁 ! 章悼悼 附注 4 处处

55辽史66 555 王鼎 !萧文文文

55金史66 555 崔立 ! 王震 !李庆嗣嗣 附注 1处处

55元史66 2333 刘秉直 ! 王伯颜 ! 胡光远远 附注 1处处

55明史66 3999 朱恩口 ! 刘基 ! 王瑜 ! 商格 ! 孙隧隧 附注 3 处处

由表二可见 , 彭希谏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全书

收入正史中的人物故事 316 则 1-吕2"各书所收之故事

数量 , 大致与该书篇幅相匹配 "正如作者在 5凡例 6

中所说 , /史书所载善者祥 , 恶者殃 , 其事不胜录

也 0, 因此其选取标准是 /天人感应之神异显著者 ,

凡降祥降殃 , 确知为某善某恶之报 010]"不过 , 从作

者自序中可知 , 本书选取正史中所载人物故事 , 其

所要纠正的实际上是当时善书编纂的两种情况而言:

一是对纯说理类善书加 以附证 , 所谓 / 晓之 以理 ,

不如证之以事 0; 二是对附证类善书加以纠正 , 剔除

/稗官说部 , 里巷传闻 01加2"另外 , 其目的则是 /止

恶而进善 0, 希望 /有功 于世 教 0, 因此 , 彭希谏

((二十二史感应录 6 无论从编纂体例 (纪传) ! 编纂

理念 (严谨) 还是编纂 目的 (资鉴) 上 , 都呈现出

史学化的倾向 "

如前所述 , 彭希沫 5二十二史感应录6 与此前

的 5乐善录 6! 5厚德录 6 不同 , 实际上与当时的思

想背景有关 "从善书编纂的角度来说 , 最大的变化

是 /感应观 0 的变化 "学者已经强调 , 感应观是一

切善书得以出现并发挥效应的基础 701, 而中国历史

上的感应观念在很早时期就已经形成圈 "但是很少

学者注意到明清时期的感应观念与早期的感应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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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在 5因果解读 6 中 , 尉

迟治平和席嘉反复提到这种变化 了的感应观 , 但 只

是指出从 /天人感应 0 (史学) 到 /果业报应 0 (宗

教) 123] "然而应当看到 , 无论是早期的感应观念还是

明清时期的感应观念 , 其所要处理的都是天人之间

的关系 , 因此 /天人感应 0 即使渗人了宗教的果报

因素 , 就大的范围来说 , 仍不脱离天人关系的范畴 "

这里想要强调的对彭希谏编纂 (二十二史感应录 6

有主导性影 响的思 想背景 , 是 /天人感应观 0 从

/先验 0 到 /经验 0 的转变 "简言之 , 所谓先验的感

应观 , 指的是以祥瑞或灾异予以警示 (警示对象通

常是帝王) , 从而引起替示对象做出行为调整的感应

机制 ; 经验的感应观则相反 , 指的是对劝诫对象的

行为以奖惩 , 从而造成劝诫对象 自身的得失 "两种

感应观的转折约 以两宋为限 , 发生转变的原因约与

宋明理学的大背景有关 , 兹不另赘 =川 "具体到善书

的编纂方 面来 说 , 尽管魏晋六朝 时期 即开 始出现

/博物体小说 0 或志怪小说 , 但真正开始诉诸人情故

事或历史故事用以劝惩却是从宋代开始 "除前述

5乐善录 6 以外 , 在今存 5藏外道书 6 的 5太上感

应篇 6 (原取 自明初 5正统道藏 6) , 全书开篇即含

有6 则 /记述灵验 0 的故事图 "这种诉诸故事或历

史的做法 , 无疑是 经验论 的认识方 式 "而彭希谏

5二十二史感应录) /至本纪所载皆不录入 0, 甚或可

称之为 /经验主义 0"在 /凡例 0 的第二条和第四条

说明中 ,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经验主义的趋

向 "第二条载 /事有暗相关照 , 而其故不甚明著者 ,

如李斯奢韩非下狱 , 非欲 自陈不得; 后李斯为赵高

所谐 , 亦欲 自陈不得 "此类甚多 , 若 欲繁引弹 书 ,

转属有心牵合 , 且挂漏反多 , 概不载人 0, 这是抛弃

了感应观中的神秘主义; 第四条载 /所载祸福感应 ,

只录其与本事相关者 , 其众神名寿子孙不尽载 "或

所作善恶 之报 , 必合终 身名寿子孙 而后见者则仍

书 0, 这是抛弃了感应观中的 /承负说 0 (道教) 或

/三世说 0 (佛教)国 "因此彭希谏虽然本身受到宗

教的影响很大 , 但就本书的编纂来说 , 反而宗教色

彩较淡 "正是在这种经验 的感应观基础上 , 彭希沫

重新定义 了祸福 , 并重点解释了 /善无善报 , 恶无

恶报 0 的现象 "由于善书的编纂实际上是在阅读的

基础上的 /再生产 0 过程 , 对于这一部分 内容 , 将

在下一段中进行讨论 "

三 5二十二史感应录) 的阅读史分析

编纂善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行为本身 , 即让

善书发挥束身 (修身) 和教化 (世教) 的作用 "特

别是在彭希谏的身上 , /希谏幼承家学 , 颇知向往;

稍长 , 阅历世故 , 益有契于感应之理 0训 , 又彭蕴章

在跋文中所谓 /泊先大人少孤力学 , 刻意潜修 , 兼

奉 5感应篇 6 一书 0侧 , 可见将彭希谏编纂 5二十

二史感应录 6 的过程视为阅读的行为不仅是合理的 ,

而且是必要 的 "这就需要我们从阅读史的角度对之

进行分析 "

阅读史 (histo汀of re ad ing) 是在原有的出版史 !

印刷史和书籍史基础上发展起来 , 其所关注或与后

三者不同的焦点 , 在于将阅读视为一种行为 , 通过

讨论 /作者一读物一读者 0 三者的关系 , 检视文本

意义或价值的传递过程 1洲 "从这个维度来看 , 阅读

史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有助于从深层次挖掘作者与文

本的潜 在意识及其对读者 的可能影响 "就彭希谏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的体例来说 , 由于最初的刊本无

法看到 , 5丛书集成初编 6 所收亦为排印本 , 因此无

法从文本的装帧制作 ! 排版设计等外 围方面展开阅

读史的分析; 最能体现全 书编纂与阅读之关 系的 ,

是作者的自序 !凡例和绪论部分 "正是在这三个部

分中, 彭希谏重新定义了福祸 , 重点解释了 /善无

善报 , 恶无恶报 0 的现象 "

彭绍升在为彭希谏 (二十二史感应录 6 所写序

言中已经论及 , /然感应之故 , 有可知有不可知 "善

者祥 , 恶者殃 , 此其可知者也; 善者不必祥 , 恶者

不必殃 , 此其不可知者也 0侧 , 因此善书编纂 (尤

其是附证类善书) 中 , 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 向读

者解释 /善无善报 , 恶无恶报 0 的 /偶 发性现象 0

或天人感应 /失灵 0 的现象 "彭绍升亦为深谙善书

感应之理者 , 他在 /序言 0 中的解释较为简单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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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善者不必祥 , 必其善有未至也 , 不然 , 彼其祥有

不可见者矣; 恶者不必殃 , 必其殃有未熟也 , 不然 ,

彼其殃有不可见者也 0 "这种论述仍然停留于说理层

面 , 认为要么是所行善举或所为恶行程度不够 , 要

么是所遭受的善报或恶报难 以窥见 , 实际上仍很难

令人信服 "对于这一问题 , 彭希谏在 /绪论 0 中提

出 /宿命论 0 的解释 , 并通过重新定义祸福概念提

出了自己的解释:

或谓伊古忠臣孝子 , 多身际赛屯 , 流离患

难 , 不必尽有风雷之感 , 呵护之灵 "而身犯不

匙者 , 或竟坐享福泽终其身 "何也? 日: 天之

福也 有五; 寿 ! 富 ! 康 宁 ! 考终命 , 此 四者,

其事不过一身之乐 , 而其时不越百年之间"若

天所以福圣贤 , 而不与庸众共之者 , 则悠好德

而已"夫纯 臣孝子, 处辛苦难堪之境 , 而甘之

如怡者 , 岂有他哉 , 彼将 以成仁而取义也 "仁

义者 , 天地之心 "而人之所以为人也 , 彼体天

地之心 , 以求尽人之所 以为人 , 浩然之气 , 塞

于两间 , 流万古而不息 "[3l 2

在这里 , 彭希谏拈出 /仁义 0 概念 , 作为善报

的终极标的 "因此在作者看来 , 所谓的福祸 , 必须

从长远的 !终极的 , 因此也是更高层次的角度去定

义 "如果某人犯下恶行而未遭受恶报 , 反而享受着

/寿 !富 !康宁 !考终命 0 的福报 , 那么他们也只是

/一行尸体而 已 0"所谓五福 , 其最重要 的乃在于

/成仁取义 0"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 彭希谏固然受

到彭绍升的影响非常显著 , 本书也是某种程度上的

三教圆融之作 , 但其本位似乎仍应属于儒家或士人

精英意识 "从本书编纂的预设读者中更能看出这点 ,

作者在 /凡例 0 中即明确表示 , /是书原为士大夫修

身之助 0, 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 /至本纪所载皆不录

入,.; 同时剔除 /世俗神灭之说 0 /幽明感应之事 0,

而专取正史中相关史事 , 乃因 /史书体例不志怪

神 01a2] "综上所言 , 不难看出 , 彭希辣 5二十二史

感应录)) 的预设读者即是士大夫 , 而本书的编纂创

作因此可以看成是明清士人 自足世界的呈现 "

如果我们将彭希谏或彭氏家族放到宋代 以来 ,

特别是在善书层面表现的多重和多层维度中进行考

察 , 就不难理解本书是士人精英 自足话语圈的表现 "

/唐宋变革 0 以降 , 儒家士人精英始终面临着三重力

量的拉扯: 在精神世界中, 是儒释道三教的相争相

斗 ! 互渗互补; 在生活世界中 , 是雅俗 ! 士商等的

对立纠缠; 在经济世界中, 是举业 出仕与商业行商

的两难选择 133] "最早 出现 的善书 ) 5太 上感应

篇 6 本来是 /道教佐世书 0[34] , 且 /明白易晓 , 初

不待注而明 0I01, 士大夫毫无疑问不在其预设读者范

围之内 "但是善书在宋以降 , 尤其是明清中国社会

中引起了士大夫的普遍兴趣 "到了彭希沫的时代 ,

无论是对善书的章句体注释 (如 ((感应篇直讲 6) ,

还是对善书的引经体注释 (如惠栋 5感应篇引经笺

注 6) , 都已经汗牛充栋 , 流布全国1川 "至于引证体

善书 , /多采取稗官说部 , 里巷传闻 , 以为之证 , 使

童口妇竖见其书 !聆其说 , 莫不形惕心惴 , 其为功

于世教非浅 , 而当世士君子反有 以文不雅驯 , 菲薄

不屑视者 , 始以其事为不足信 , 继且以其理为不足

信 , 岂太上煌煌垂训 , 可以劝愚众而不足以规学者

哉!0 与此同时, /载之空言 , 不如见诸行事 0 的儒

家论说使得这种类型的善书不可或缺 "这样一来 ,

士人精英 当时面临着两种困境: 一是士风 日下 , 成

为正直士人精英不得不批判的命题 , 如比彭希谏稍

早的汉学大师惠栋即在 5九耀斋笔记 6 中写到 , /今

士大夫不如商贾 , 商贾逐什一之利 , 犹 以信行于铸

类 , 士大夫趋势利而忘大义 , 无可信之人矣 0101; 二

是 /见诸行事 0 的善书对士人精英毫无效应 , 因为

在他们看来 , 那是异端邪说 , 如与彭希谏几乎同时

代的王崇简 (1602一1678) 即认为 / 汇((感应篇 6 2

自宋迄今流传已久 , 或 以因果报应之事 附缀其 间,

虽取其易于惊俗动众 , 而奇微异应人或视为不常有

之事 , 反以为未必尽然者矣 , 何若即其言以著其理 ,

贤者愚者皆晓然明白而无所惑 01.-2"实际上 , 惠栋所

言应为事实且尚属简略 , 而王崇简并非反对善书中

附录灵验故事以附证善书感应之理 ; 其言外之意 ,

正如彭希谏所说 , 是反对这种故事的来源渠道应是

正史而非稗官杂说 "士风太差 , 所 以有 /规学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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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 ; /二十二史 , 无一事而非感应之证也 0, 所

以有 (用附证类善书) /规学者 0 的可能 "

在明清士人精英对善书的争论 中 , 类似 /劝愚

众 0 /规学者 0 的说法甚多 , 所谓 /身教上等人 , 言

教中等人 , 法教下等人 0 /上等之人不教而善 , 下等

之人教而不善 0洲 "这是在士人科举考试正途逐渐受

阻 , 而商人等社会阶层借助经济资本逐渐颠覆原有

社会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普遍说辞 "当士风 日

下 , 需要通过善书 /规学者 0 的时候 , 士人精英 的

读史书与读善书就结合在 了一起 "但是 , 正史 (纪

传体) 中的人物故事数不胜数 , 两者是以什么方式

结合在一起 的? 在说理与附证之间两者如何均衡?

作者采用了哪些故事又舍弃了哪些故事? 这种取舍

表明了作者怎样 的思想取向? 不妨来看看本书收入

的历史故事以及附录在故事之后的少量评论 "

如上文表二所示 , 全书收人 316 则故事 "但以

二十二史的列传而论 , 此处收人 尚属极小之数 目,

因此其篇幅与原传差异甚大 , 从数十字到数百字不

等 , 如最短的为 5三国志 6 /程普传 0, 共计 25 字;

最长的为 5明史 6 /邱绪传 0, 共计 453 字 "从原书

的长篇列传 中 , 截取出如此简短的故事梗概来进行

劝善 , 必然如论者所说 /掐头去尾 , 将前 因后果 !

事情的发展过程尽行删除 , 仅将相距甚远 的事排 比

在一起 0, 这样做 的结果 , 是 /给读者造成别无解

释 !惟有幽明果报的错觉 0[侧 "这不难理解 , 所有善

书编纂者的目的 , 只是要让人们信仰背后 的天人感

应观念 "故而其选取历史故事和精简的结果 , 不免

总是趋于偏颇 "以 5后汉书 6 /吴许升妻传 0 为例 ,

原传全文如下 :

吴许升妻者 , 吕氏之女也 , 字荣 "升少为

博徒 , 不理操行 , 荣尝躬勤家业 , 以奉养其姑 "

数劝升修 学 , 每有不善 , 辄流涕进规 "荣父积

忿疾升 , 乃呼荣欲改嫁之 "荣叹 日: /命之所

遭 , 义无离贰! 0 终不肯归" 升感激 自厉 , 乃寻

师远学 , 遂以成名 "寻被本州辟命 , 行至寿春 ,

道为盗所害 "刺史尹耀捕盗得之 "荣迎丧于路 ,

闻而诣州 , 请甘心仇人 "耀听之 "荣乃手断其

头 , 以祭升灵 "后郡遭寇贼 , 贼欲犯之 , 荣逾

垣走 , 贼拔刀追之 "贼日: /从我则生 , 不从我

则死 0 "荣日: /义不以身受辱寇虏也!0 遂杀

之 "是 日疾风暴雨 , 雷电晦冥 , 贼 惶惧 叩头谢

罪 , 乃殡葬之 "[4,1

而收人到彭希谏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之后 , 则

精简为 /昊许升妻荣 , 遭寇 , 贼欲犯之 , 曰: -从我

则生 , 不从我则死 . "荣 曰: -义不 以身受辱寇虏

也! . 遂杀之 "是 日疾风暴雨 , 雷电晦冥 , 贼惶惧叩

头谢罪 , 乃殡葬之 ,,[ 州 "以善书阅读的角度来看 , 原

传实际上很难说是善报故事 (死后得葬) 还是恶报

故事 (杀贼祭夫) , 更像是 /善无善报 0 的现象 "而

经过作者的改编精简之后 , 其主旨似乎是要将此写

成一个善报故事 "然而许升妻本具忠贞节义 , 其下

场却是惨遭贼人杀害 , 实际上已经是一种 /善无恶

报 0 的事例 , 彭希谏却硬是将它改编成善报故事 ,

可见彭希谏所说 的善报 , 是一种 门槛较低 的善报 ,

因此也是一种消极的果报观念 "这在其绪论 中对祸

福的重新定义中也体现无遗 "而从中不难看出 , 从

内容的选择到主题的变换 , 无不体现了为劝善而劝

善的目的 "

从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说 , 这种单一的果报故事

类善书 (且这类故事全部来 自正史) 无论如何都显

得单调 "这很能够理解 , 单调的劝说方式毕竟不如

多元的劝说方式来得有效 , 因此明清时期的善书论

著以综合性方式为主进行编纂并不奇怪[列 "彭希谏

或有所察觉 , 因此在所谓全部取 自正史的 5二十二

史感应录 6 中, 并没有完全剔除 /稗官说部 , 里巷

传闻 0"表二已明确显示在正史列传之外 , 作者尚引

用了 5夷坚志 6 ! 5家世旧闻6 ! 5酉阳杂姐 6 ! 5还魂

记 6 等书 "而除此之外 , 全书列传之后的附加评论 ,

多达 30 处之多 (如表二所示) "这些附加评论 , 是

作者彭希谏的个人观点甚或亲身体验 , 就读者而言 ,

实际上与正史列传之后的 /赞语 0 (议论 ) 相类似 ,

作用也大致相同 "

中国古代的正史 (彭希谏时代的二十二史) , 最

早的 5史记 6 即诞生于天人感应说最烈的时代 (虽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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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天人感应与后来不同 , 但其发生的机制特征

都属于阴鹭/神秘的范畴); 而正史在宋元以后 , 其

/鉴于往事 , 有资于治道 0 的纂修主题越发得以凸

显 "因此历代正史论著 , 包含了大量的天人感应故

事 "从善书阅读者 的角度来 说 , 正如彭希谏所 言

/二十二史 , 无一事而非感应之证也 0网 "这也是明

清士人精英读史书与读善书能够得以结合的机缘所

在 "接之而至的是 , 由读史书和读善书的结合 , 到

将一切史书当成是善书阅读 , 其间的这种善恶感应

观念的扩张 , 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独有现象 , 对这个

过程的讨论有待另文撰述 "

四 结语

彭希辣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出现以后 , 后世出

现了不少类似体例的善书文本 , 专从正史中截取相

关感应故事 , 用 以劝善惩恶 "其 中最著名 的例子 ,

当属李承煦 (生卒年不详) 5太上感应篇征史随录6

(18 75 ) 一书 "其编纂的目的 , 也是针对士大夫 (及

其与善书的现实关系) 而言; 其编纂的方式 , 也是

/非二十四史所载不录 0 "而从相关论述来看 , 所谓

/尽废天下之演义小说 , 必有弥盗有刑之效 ., ,网 可

知作为这种独特文类出现的善书 , 是在与演义小说 !

笔记小说 !志怪小说等世俗化文本的对抗中建立起

来的 "其所预设 的读者是士大夫 , 其编纂的 目的是

要 /规学者 0, 其最终的结果是在善书的阅读和编纂

中 , 形成了士大夫自身自足的话语世界 "

从对彭希谏 5二十二史感应录 6 的分析中可知 ,

明清时期 /以事说理 0 的善书编纂 , 已经形成 了史

学化的趋向 "这种趋 向的形成与宋明以来的商业化

和世俗化发展有关 , 既是士人精英面临外部 /竟争

话语 0 的结果 , 也是内部 自省的必然产物 "这种读

史书与读善书相结合的方式 , 只是明清 /善书运动 0

中 , 善书阅读和编纂的其中一种方式 , 对于这个多

元 !多层的复杂历史过程的揭示 , 则有待于更进一

步的研究 "

注释 :

11 8 =日2酒井忠夫著 , 刘岳兵 ! 何英莺译: 5中国善书研究 (增补版)6 (上卷)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第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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