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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清一代文人以幕友为谋生手段是平常的社会现象!在幕友中出现了大量小说家"则是清代比较突出
的文学现象!从阅读视野来看"清代除了官僚以外"一般落第的贫寒书生是没有条件得以博览群书的"而幕友的身
份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优良的阅读条件!幕友不仅能阅读官方#幕主的藏书"还可以阅读'邸报(!从社会视野来看"

清代埋头举业和考据的文人"与社会现实较为疏离"他们或不关心"或没有机会观察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然幕
友在处理刑名#钱谷#征比等事务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社会信息"其社会视野比埋头书斋的文人要开阔得多!清
代小说家的游幕生活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清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与作家广泛的游幕生活不
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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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发展有小说文体自身的原因#也有文体
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原因#各种因素终究要汇聚在作
为创作主体的&作者'身上#而&作者'在社会生活中
的地位和角色对于作者人生观*文学观的形成是十
分重要的#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一
个方面$我们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发现清代小说家
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有过幕友经历#如蒲松龄*夏敬
渠*吕熊*沈起凤*丁秉仁*曾衍东*宋永岳*沈复*乐
钧*吴炽昌*许奉恩*魏秀仁*宣鼎*陈朗*李春荣*慵
讷居士*陈森等$这个清代才出现的比较特殊的小
说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幕友是某一个官吏雇佣的私人帮手$清沿明制
以八股取士#这迫使读书士子们专注于时文制艺#不
熟律例*经济*水利*农业等方面的具体事务#缺乏对
这些具体事务的管理能力#一旦金榜题名#出仕为
官#特别是出仕地方官职#就要担负地方的行政责
任$因此#地方官吏上至总督下至县令#不得不延请
各方面的专家来辅佐他们$延请者即为&幕主'#应

聘者即为&幕友'$&幕友'#又有幕宾*幕客*幕僚*馆
宾*西宾*宾师*师爷等不同的称呼$清代的士人能
蟾宫折桂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士人若无家业恒产#则
要另谋生计$幕友则是清代士人可以选择的谋生手
段之一#其从事幕职的人数也形成了不亚于正式官
员队伍的庞大群体$虽然大部分文人被生活所迫而
选择作幕友#可幕友辅佐官吏#实际上构成为封建官
僚机器的一部分$他们通过种种官方的媒体获得大
量社会信息#而且在衙署中处理的事务多#接触的人
员广#由此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官场百态#直接
目睹官吏的堕落以及由此造成的百姓生活的痛苦等
真实情况$人生视野的开阔#社会生活阅历的丰富#

无疑为有志于小说的幕友极大地拓展了创作视野$

清代是个崇尚博学的时代#清代文人不再热衷
于空谈#而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博实的经典考证
上#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兵学及天文*历算*

舆地*水利等很多方面$学术上的严密考证#当然是
以博览群书为前提的$可是除了官僚以外#一般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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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的贫寒书生是没有条件得以博览群书的#而幕友
的身份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优良的阅读条件$

其一#幕友能阅读官方的藏书$清代官府的藏
书主要包括内府藏书和北四阁*南三阁藏书!

$内
府及北四阁藏书#非一般文人所能利用,南三阁藏
书#虽然允许士子借读#到阁钞阅"

#但须事先呈明#

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但是#对于朝廷大员及地方官#

特别是地方大员来说#可以随意使用南三阁的藏书$

他们幕下的幕友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一般文人难以
接触到的图书资料$地方官学藏书的种类是多种多
样的#除了&御制'*&钦定'的各类书籍外#还包括大
量官制典则*政书*类书#此外还有一些&时文'等实
用性很强的图书#

$幕友还可以借奉公事赴书局*

书院$

#看到一般文人不能看到的书籍$这些官府
藏书与一般书院的藏书不一样#它们收藏图书的目
的不在于供人借读#而在于收藏$可是#这些书籍却
对幕友&开放'$我们从一些有幕友经历的作者所写
的短篇小说中往往看到他们征引的官方书籍$吴炽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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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芗厈#浙江盐官人!今浙江海
宁"#小说作品有.客窗闲话/十六卷$他在.续客窗
闲话/卷八.疑难杂案/中写了公案故事五则#其中前
三则因.大清律例/中没有适当的案例#让审判的人
颇难断度$前一件是强奸谋杀案,母强与子奸后#毙
其丈夫#后母子随流民出关#在沈阳营杂货肆#竟称
夫妇#生二子+后来被胞兄发现报官#审判的人把案
子完结为母子四人入狱#绝其食#毙之#焚尸于野#投
骨于河#并把家业断给那位胞兄$后两件是自缢案,

一件是一个
*#

岁的孩子在室中没有东西做辅助物
的情况下自缢了+一件是民妇

H

人在没人入室的情
况下同死的案件$审判的人把案件结为赵杨氏因病
难过#自缢身死#其母杨王氏痛女#银姑痛母#张王氏
亦痛其姨母死于非命#一时同缢$对这两桩案件#作
者篇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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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若使上谳母子"佥拟凌迟"罪所应得!

其二子杀之乎. 放之乎. 穷于拟议矣/ 予曰)

应请比照叛逆案"两犯该凌迟者"其子孙解交内
务府阉割"发塞外"给官兵为奴"既不戕无知之
命"又不留悖逆之裔"老法家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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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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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意前%两&案皆崇也!刑律无遇崇之条"

不能声说!然*兵部则例+内"有兵丁遇崇自尽"

照病故例一体赏恤之语!则刑律虽无他例"不
可援以为证耶/ 如他例不准"用以断刑名"何以

妇女羞忿自尽"准用礼例请旌耶!均为大清定
例"司谳何甘心扭捏"而不敢比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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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是刑名幕友一定要熟读的#可是这
种书只藏于官府#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清朝的政策
不允许出售和传播法律书籍$乾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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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奏准有关法律的书籍不准向普通百姓印售#此
前所印之法律书籍概行销毁&

(

#

)

HGD

$因而#非官宦
之家均不许藏有.大清律例/$这就意味着#一般文
人没有机会看到.大清律例/#连官员也是在出仕之
后才有机会阅览的$吴炽昌是老练的刑名幕友'

#

他不仅熟悉.大清律例/及与刑名有关的知识#还能
灵活地应用法律知识$还有文言小说.小豆棚/卷三
.鳖僧/篇末作者曾衍东提到了.洗冤录/中与鳖有关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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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的.洗冤录/是官定的法医书#刑部
按此书印制颁发&尸格'+卷八.犹宫诗/篇末作者提
起过大清&律'等#从以上幕友所写的一些小说篇目
中均能看到他们可以借阅官藏书籍的痕迹$他们阅
读的官方书籍#除了法律书籍以外#还有史书*方志
等$如许奉恩的文言小说.里乘/卷四.厨媪/中曾提
到.宪书/#卷五.甓社湖蚌珠/中曾提到.统志/中的
内容+吴炽昌.续客窗闲话/卷八.百岁老人/中#作者
在考证中国历史上百岁以上老人的过程中#大量提
及官方书籍#如.路史/*.南史/*.梁书/*.洞微志/*

.宋书/*.明史/等+宣鼎.夜雨秋灯录/卷三.一声雷/

取材于.天长县志/等$

其二#幕友可以阅读幕主的藏书$幕主是官僚#

清代大官僚#如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谢启昆*曾
澳*曾国藩*张之洞等#都有自己的藏书#只不过藏书
数量多寡不同而已$幕友入幕#一般都能够自由地
利用幕主的藏书$如孙星衍自述道,&!予"逾二崤而
西#著述于关中节署#毕督部藏书甲海内#资给予#使
得竟其学$'

(

H

)赵翼应尚书汪由敦之聘#作书札及应
制诗文#汪极爱赵之才#插架书万卷#供其翻阅#赵翼
&因是见闻日扩#益得肆力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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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幕主鼓
励自己的幕友读书$如毕沅为了勉励幕友读书#为
他们购买书籍$据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毕秋帆
待程鱼门'记载,&毕秋帆尚书待士优异#程鱼门舍人
晋芳亦尝入幕#勖以宜多读书#程谓行箧无书#毕立
呼阍人至#谕曰,2程老爷若买书#当为给值$3程自是
得博观群籍$'

清代贫寒人士入幕后#除了经*史*子*集*诗*

词*歌*赋*曲等文人应读的书籍以外#还通过对.大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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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例/*.洗冤录/*.宪书/*.大清一统志/*.明史/*

.方志/等书的阅读#吸收大量的专门知识$陈天锡

.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一文中叙
述#自己学幕抚署时#经常要看清代法律*公案事件
的记录#以及政治方面的书籍等(

?

)

$汪辉祖在.佐治
药言/&读书'条*.学治臆说/&暇宜读史'条中强调幕
友读书的重要性,

!!

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
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

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00 读有用
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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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

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
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凿舟求剑"自可触
类引申!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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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友阅读专业书籍是他的工作所需#阅读经*史
以及文学方面书籍则对他们的工作大有裨益$沈起
凤的小说作品.谐铎/卷十一.片言保赤/中写了袁枚
任上元县令时#民间有人娶妇#进门五个月即诞一
子#夫家指其妇先孕后嫁#诉讼妇翁$此时#袁枚断
案说在史册中有五月而产的记载#实际上这是他自
己杜撰出来的以保全其妇和赤子的说法$沈起凤在
其篇末评论说,&此印板律例#非读书人不能解也$

然舍身以保赤子#类非守经者所能$公殆现不坏身#

运广长舌#向讼庭为众生说法耶7 黄盖以武人而治
石城#况钟以小吏而治吴郡$后如冯坚*王兴宗辈#

或以典史#或以直厅#故王晋溪谓吏治之善#不必出
于甲科$然遇此等公案#岂是无学人杜撰得来1 盖
不熟晋库之论#失油络者必受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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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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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续客窗闲话/卷八.疑难杂案/中有一则案
件#讲一位

?E

岁老妇用财物诱惑一个
#)

余岁的雇
工#遂勾搭成奸#后被子妇知道#二人勒毙以灭口#却
以妇自缢报官#司谳者致其奸夫奸妇皆瘐毙$有人
说#&男子八八而阳道衰#女子七七而天癸绝#皆无好
色之心#医经可证'#要向上司反驳$作者吴炽昌以
.诗经/的典故驳他的意见$他说,&否否7 姑无论世
有八十余岁之老翁得子#七十余岁之妇嫁夫$请征
诸古诗#称文王则百斯男#凯风之母七子$试思既有
百男#则七八十岁尚应生子#有子七人#且能咏歌规
劝#谅皆成立$则母年可知#尤不能安于其室$若以
常理论#是.诗经/亦不足信也#何必读书$'

(

*

)卷八吴

炽昌以.诗经/反驳#这使别人心服口服$幕友广泛
阅读书籍#遇到棘手的案例时#可以触类引申#可以
引经据典#说服原告或讼师#圆满解决案件$而有些
疑难案件的始末#则成为小说的题材$

其三#幕友可以阅读&邸报'$现代人通过阅读
报纸*看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或浏览网站就能知道全
国最近的消息$可是中国古代新闻不自由#交通不
发达#因而老百姓了解天下诸事非常困难$他们获
取信息的渠道多靠&口耳相传'#并且常知其然却不
知其所以然$对一般文人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别处
的朋友寄来的书信可以得知当地最近发生的事件#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他们知道的新闻更有限#往往只
限于当地$而官僚阶层就不同了#他们属于统治阶
层#可以通过&邸报'了解天下的事情$

&邸报'#是一种朝廷广泛发行的公报$&邸报'

与&京报'*&塘报'是否一回事#抑或另有&京报'*&塘
报'#学术界向有争议4

$可是不管如何#这些报纸
都是针对朝廷文武官员发的#主要刊登的是政治方
面的内容#如诏谕*章奏以及官员的擢黜#从中央到
地方#各级官员的动态等等$如.红楼梦/第三回贾
雨村听说都中奏准起复旧员#就&忙寻邸报看真确
了'$.绿野仙踪/第九十二回林润&阅邸抄#见应龙
参世蕃本章#已奉旨将世蕃等拿送法司审讯$应龙
又升了通政司正卿'$有时报上会刊登中举人的名
单(

#有时会反映地方发生的民变和边防的警讯#如
.歧路灯/第十回谭孝移跟潜斋道,&年来阅邸钞#向
来海疆不靖$近日倭寇骚动得狠#沿海一带州县#如
嘉兴*海盐*桐乡#俱被屠毒$'

清代幕友虽不属于统治阶层#可毕竟是官府衙
门里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常阅邸报$而且幕友阅读
&邸报'#与自己的工作有直接关系$汪辉祖对欲学
幕的长子汪继坊说,

!!

文义明析"学之不难!先须心术端正"操守
慎!读律例以植其本"阅京报以达其宜

!!!!!!!

"习批词
以治下"办谳断以申上!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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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幕友来说#读&邸报'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业
务学习之一$.警世阴阳梦/第二回中的李贞在何
内相府上做馆宾时#&日逐阅历邸报#因此熟谙内外
缙绅仕途宦绩'#从而对官场了如指掌#连魏忠贤都
聘他为参谋$幕友通过&邸报'不断获取新鲜的案
例#还明察官场内部的消息#所以幕友把&邸报'视为
了解时事政治的最重要的渠道$可&邸报'所载的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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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除了政治方面以外#军事*经济*教育*司法等多有
涉及#甚至社会上一些怪诞之事也有反映$因此#有
的幕友往往从&邸报'中抽出故事性比较强的东西#

而收入自己的小说中5

$

清代埋头举业和考据的文人#与社会现实较为
疏离#他们或不关心#或者没有机会观察社会上发生
的种种事情#诸如官场内幕以及百姓的痛苦生活等
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然幕友在处理刑名*钱谷*征
比*书记等等事务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社会信息#

其社会视野比那些埋头书斋的文人要开阔得多$

其一#幕友游历名山大川#结交名士豪俊$游幕
生涯#谋衣食于千里之外$幕友随幕主的工作调动
不断地&周游'四方#这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好
处#能够游历名山大川就是其中一个$沈复!

*"?!G

*@#D

"#字三白#号梅逸#长州人!今江苏苏州"$他
*E

岁入幕#游幕经历约达
H)

年$沈复在作幕期间
走了很多地方#据其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可以知
道他游过奉贤*扬州*吴江*海宁*徽州绩溪*江北一
带和青浦县*潼关*山东*北京*如皋等地$那么#至
于沈复每在赴任的旅途中#或在任地具体做了什么#

我们从
*@)D

年至
*@)?

年间他入友人石韫玉之幕的
记载中可以窥测一二,

!!

是年九月"余从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庆府
之任!溯长江而上"舟抵皖城

!!!!

!皖山之麓"有元
季忠臣余公之墓!墓侧有堂三楹"名曰'大观
亭(!00 南城外又有王氏园!其地长于东
西"短于南北"盖北紧背城"南则临湖故也!

00 武昌
!!

黄鹤楼在黄鹄矶山"后拖黄鹄山"俗
呼为蛇山!楼有三层"画栋飞檐"倚城屹峙"面
临汉江"与汉阳晴川阁相对!余与琢堂冒雪登
焉!仰视长空"琼花风舞"遥指银山玉树"恍如
身在瑶台!00 黄州赤壁在府城汉川门外"屹
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焉!*水经+谓
之赤鼻山!东坡游此作二赋"指为吴魏交兵处"

则非也!壁下已成陆地!上有二赋亭!是年仲
冬抵荆州

!!!

!琢堂得升潼关观察之信"留余住荆
州!余以未得见蜀中山水为怅!00 由樊城

!!!登陆
!!

"直赴潼关
!!!!

!由山南阌县西出函谷关"有
'紫气东来(四字"即老子乘青牛所过之地!

00 %潼关
!!

&道署
!!

紧靠北城"后有园圃"横长约
三亩!00 十月初"琢堂自山东专人来接眷
属"遂出潼关

!!!!

"由河南入鲁
!!!!!

!00 至丁卯秋"琢

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
!!!!

!

1

**

2

DEG?#

沈复在游幕的过程中#每到一城市必游览名胜#

如抵武昌#则登黄鹤楼+过赤壁#到荆州#则上曲江
楼$他每到一任地#幕中无事时#就与同僚们出游郊
外#用以印证平时所读书中的记载$

不仅如此#幕友还有机会目睹或参加地方上举
办的活动$如沈复在徽州绩溪克明府时#曾亲眼目
睹过每

*#

年举办一次的花果会,

!!

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
一举"每举各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

欣然欲往00 至其地"有庙"不知供何神!庙
前旷处高搭戏台"画梁方柱极其巍焕"近视则纸
扎彩画"抹以油漆者!锣声忽至"四人抬对烛大
如断柱"八人抬一猪大若牯牛"盖公养十二年始
宰以献神!策廷%幕友同事&笑曰)'猪固寿长"

神亦齿利$我若为神"乌能享此!(余曰)'亦足见
其愚诚也!(入庙"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并不
剪枝拗节"尽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皆黄山松!

既而开场演剧"人如潮涌而至"余与策廷遂避
去!

游幕生活#背井离乡#别妻离子#与道士无异$

然从沈复的记载可知#它亦有其特别的乐趣$不只
是沈复#凡游幕者#大体会有如此感觉$而这种游历
经验的积累#使幕友成为知识广博的半个旅行家$

幕府生活#才子文士#邂逅雅集#各逞才智#最是
多姿多彩(

*#

)

#H!

$幕友是读书人#当然能诗词唱和#

他们通过幕府内外召开的各种宴会和聚会活动#来
结识同事*官僚*地方名士等#以此与他们增加联络#

增进感情$如许奉恩在.里乘/卷六.吴和甫侍郎轶
事/篇末说,

!!

江阴何廉昉观察拭"侨居维扬"筑壶园"座
客常满!余尝于壶园座上得识诸公子"公次子
礼园郎中宝清"博览群书"尤肆力于诗古文词$

三子农上茂才宝让"何之婿也"皆能世公之
学!

1

*!

2卷六"

*"*

许奉恩从他们处得到小说题材#并请礼园吴宝
清看许氏的.里乘/后#留下识语)*,

$蒲松龄也在作
幕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刘孔集#后来蒲松龄在
诗文中曾一再提到#多次忆及在孙蕙幕中时的交往
情谊$正如王洪谋所说,&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
宝#因得与成进士康保*王会状式丹兄弟*陈太常冰
壑游$登北固#涉大江#游广陵#泛邵伯而归$所作

*"

!!

金敬娥
!

清代游幕与小说家的创作视野



有.南游诗/一卷#大抵在行旅登眺#与夫寄远送别#

往复酬答之间#而欢愉惨悴之志意#犹未形诸篇章
也$'

(

*H

)

!!"?这都是游幕生活给幕友带来的乐趣$

幕友游历名山大川#结识名士豪俊#增长了见识
阅历#更能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陈森#字少
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毗陵人!江苏常州人"#

小说作品有.品花宝鉴/六十回$他在自序中说,&明
年有粤西太守聘余为书记#偕之粤#历游数郡间#山
水奇绝#觉生平所习之学皆稍进$'陈朗!康乾年
间"#字苍明#号晓山*镜湖逸叟#籍贯不详$小说作
品有.雪月梅传/五十回$其自序云,&昔太史公游历
名山大川#而胸次眼界豁开异境#.史记/一篇#疏荡
洒落#足以凌夷百代#乃知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

予也自惭孤陋#见闻不广#及长#北历燕*齐#南涉闽*

粤#游览所经#悉入编记#觉与未出井闬时#少有差
别$'幕友的视野随着他们的游幕经历慢慢地扩大$

其二#幕友要&入乡问俗'$中国地大物博#人口
众多#各地风俗习惯相差很大#语言也各不相同$官
员到职任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民情隔阂#要辅佐
幕主的幕友也是两眼一抹黑#因而幕友要想能够胜
任辅佐幕主的工作#首要任务就是要了解与任地有
关的风俗习惯及当地舆论$汪辉祖在.佐治药言/

&须体俗情'条说,&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
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则上
下相协#官声得著#幕望自隆$'

(

"

)

*D曾衍东在.小豆
棚/卷三.沈肯堂构堂录/中把幕友比喻为医生,&医
可以庸死人#幕则以劣杀人$'庸医不知道怎样切脉#

不懂得在处方中加药或减药#只是一味地抄袭前人
的现成药方#那么人参*蓍草也会致人于死地$同样
的道理#劣幕不懂各地风俗的差异#只是死背律例而
施用#这和用砒霜杀人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幕友观
察每职任地的风俗和百姓生活习惯是职业所需要
的#他们一上任#就开始调查与职任地有关的资料#

然后把它一一记录下来$对于这一过程#汪辉祖在
.学治说赘/&客言簿'条有详细的描写,

!!

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况民之疾苦"岂能
划一!好问察迩"是为政第一要务!书役之言"

各为其私"不可轻信!阍人之说"往往为书役左
袒!绅士虽未必尽贤"毕竟自顾脸面"故见客不
可不勤!余初到官"见客即问其里居风土!再
见则问其里中有无匪类#盗贼#讼师!如有其
人"并其年貌住处"皆详问之"而告以迟迟发觉"

不使闻风归怨!故绅士无不尽言者!客去"一
一手记于簿"或问其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泽"与
某里连界"亦手为详记"扃之箧中"置之内室!

00 不半年而讼师#盗贼#他徒#匪类匿迹!上
官问境内利弊及界址"皆能详对!劳心者不过
半年而逸以数岁"皆此簿之力也!但勤于见客"

则周知外事!

1

@

2

#

蒲松龄#康熙九年!

*?")

"应扬州府宝应县知县
孙蕙之聘#协办文件#充当幕友#次年春#又随孙蕙至
高邮州署$蒲松龄作幕生涯只有一年#可是这次江
南之行却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足
不出户的书生变成了千里游子$蒲松龄在这期间走
了不少地方#领略了南方的风俗人情#开阔了眼界#

丰富了文思#而这对他创作以南人生活为背景的作
品#如.五通/*.青蛙神/*.白秋练/*.晚霞/*.王桂
蓭/等#显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整个.聊斋志异/

的写作也大有裨益$又如慵讷居士)*-

#生平不详$

他的小说作品有.咫闻录/十二卷$他曾经游幕贵
州*广西*广东等地#因而.咫闻录/多记有关黔*两广
等地风俗*人物*异事等)*.

$再如宋永岳!约
*"D@

G

1"#字静斋#号青城子#室号松月山房$他的小说
作品有.亦复如是!志异续编"/四卷$他曾游江苏无
锡#嘉庆二年!

*"E"

"#作幕于四川大足县署$小说卷
三.徐景东/记&徐公景东#山东人#任四川大足县令
时为余言'

(

*D

)

"@

#这与民国铅印.大足县志/卷四.职
官表-知县/&嘉庆元年#徐景东#山东举人'的记载
相符合(

*?

)

*@!G*@"

$又小说卷一.吴军犯/,&此嘉庆二
年六月事#余在大足县亲见之$'由此可知#宋永岳在
此地作幕是无疑的$.亦复如是/中作者称亲见四川
情事者有多篇)*/

$他据自己游幕的经验#概括了各
省因地气的差异而常出现不同病情的现象,&各省地
一#其人之受病亦间有异$如广东多麻风#是盖地气
炎热#潮湿往来#加以烟瘴不正之气不时中人#故生
是疾66如湖南多近盱眼#江西多秃子#四川娥眉县
多矮人#其人长不满五尺#皆理之不可测
者$'

(

*D

)

*)?G*)"幕友游历多地#历览数省#可广见闻#

增识力$凡有游幕经历的作者#诸如许奉恩*吴炽
昌*许仲元*宣鼎等等#他们记游幕地区的奇风异俗#

比比皆是$

其三#幕友参与地方行政#可以近距离观察社会
现实$清代幕友在游幕生涯中#经历了像水灾*地
震*蝗灾等种种天灾#以及在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变#如乾隆东巡*乾隆间清水教王伦在临清起义事*

乾隆晚年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
义*苗民叛乱*道光中的禁烟运动和乡勇在崇明抗击
英国军舰等历史事件$

曾衍东!约
*"D)

%

*@*?

"#字七如#山东嘉祥人$

他是个&作为秀才忙举业+为穷汉*为幕*为客#忙衣
食'的人(

!

)自序#

!

$他的小说作品有文言短篇小说.小
豆棚/十六卷$曾衍东自幼随父亲宦游闽峤粤海之
间

#)

余年#其后大概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回家
居十年$这十年中他的具体行踪无法遍知#可据小
说中的一些自述为线索推知#他曾游幕山东$.小豆
棚/卷十六.小黄梁/说,&此条#在任城和希斋巡漕行
馆作记室时稿$'任城#即任城县#明清时属济宁府$

卷一.赵孝子传/中说,&曾生寓曹南$邻其地#戚其
事不传$'曹南#即山东曹县#今之荷泽县#明清属于
济宁府$这两条都说明#曾衍东曾在任城*曹南作
&记室'$卷十六.卖菜李老/又说,&尝以笔墨遨游齐
鲁间'#&为当道诸公内记室'

(

*"

)

$.小豆棚/卷十六
.柳孝廉/恰恰反映了作者游幕时所见民生的凋敝*

社会动荡的状况,

!!

忆自%乾隆&五十#五十一两年"东省各府旱
荒"苗枯棉槁"杼轴为空"民皆束手待毙!国家
蠲免之令#赈济之事#备御之策"靡不周详"较之
前古"实所未有!而野中饿莩为狗鸢食者"仍相
望不绝!呜呼"救荒无善策"诚哉是言也/ 又复
鬻妻卖女"比比皆是"官府知之而不禁!盖鬻之
则妻女去"而父母与其夫获生"否则终为沟壑鬼
耳!是时草根枝蔓"每斤十钱!市中有货食者"

辄抢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数十为群"沿
村夺食"夜则放火!故日晡即锢户"通宵不得安
静!

1

!

2卷十六"

#"H

故事的主人公青州诸生柳鸿图#就是在这样情
况下忍痛鬻妻得八缗钱而活下来的$柳的妻子被卖
之前对他说,&我生时幼少#父母爱我#呼我2一捻
金3#孰知竟成今日之谶$柳郎#柳郎#有此则生#无
此则亡$'两年的旱荒竟然把&一捻金'落到人贩子手
中#而且被卖的不只是她一个#人贩子的小车中&已
载男女数人'$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作者在山东游幕
中目睹的许多悲惨的场面中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宣
鼎!

*@!#G*@@)

"曾游幕上冻兖州*济宁等地#时间比
曾衍东为后#大约在同治年间#其小说.夜雨秋灯续
录/卷一.五升/记叙了荒年中李八斗率众抢掠屯积

粮食的大户的故事#作者对李八斗持否定态度#但是
对这场风波却作了真实的反映,

!!

会岁祲"几人相食"生扬言于众曰)'李八斗
在"公等尚忧殍耶.(问何术"曰)'富家仓箱悭以
售"奇货自居"彼谷即我谷耳!(乃响应"执器械"

告贷于饶裕之家"虽求实挟!咸畏其横"不敢睚
眦之!有寡婶戚氏"饶于资"积谷甚丰"生贷之
未允!生笑曰)'阿姥饱欲死"吾辈饥欲死"若有
小侮犯"能勿悔耶.(明日率匪众持火具"猬集其
庐"瓜分其蓄"囷乃空焉!

李八斗的这种劫富济贫的行为#规模小#还未形
成浩荡的声势#又缺乏组织力#很快就被镇压下来
了#但毕竟是一次受饥饿农民发起的暴动$

另外#幕友游幕各地#观察到在清代社会呈现出
来的各种问题#&鸦片'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种植鸦
片始于唐朝#当时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已大面积种
植罂粟$从各地地方志中可以得知#至清初#贵州*

福建也已种植罂粟$

*@!?

年#许乃济指出#中国罂
粟种植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东部以及云
南)*0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人
口中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鸦片已成为威胁中国社
会秩序的严重的问题$据理雅格!

+/589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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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
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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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E

世纪末#中国吸
食鸦片的人口的比例为

*)J

#则
*@E)

年中国吸食
鸦片的人数大约在

*D))

万)*1

$

许仲元)*2

!

*"DDG*@#"

以后"#字小欧#松江人$

他由幕友而致官#一生都在宦海沉浮$他游幕期间#

亲见云南*浙江东部吸食鸦片#成为普遍的现象#他
在永嘉时合计环中土地#此时种罂粟的人已达到
#)J

$根据他的记述可知#清代的鸦片烟毒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无论年龄大小*身份高低的人都吸食
鸦片#连高级官僚陈云龙*史贻直*韩菼等都爱吸食$

许仲元在文言小说.三异笔谈/卷二.鸦片/中说,

!!

天下物之恶"莫恶于鸦片"鸩毒不啻也!且
色恶臭恶"味之恶可想!而嗜者甘以身殉"人之
愚莫愚于吸鸦片!00 予在滇时"郑六施七"

均以此废且死00 滇中此时吸者尤多"几于
比户有铺矣!尝见一丰润折扇"画一躯枯瘠无
人状"共一少妓"翘足并卧炕上"挑灯对吸!两
瘦鬼伺其旁"闻香嗅气"以手招烟"作垂涎状!

蛇鼠亦僵卧若蛰"闻烟蠢蠢作欲动态!龙眠妙
手"一片救世婆心也!然欲绝之"亦非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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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游幕与小说家的创作视野



将罂粟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来种植#种植一亩鸦
片所获得的利润至少是种植谷类等经济作物的&利
倍'$可是种植罂粟三年后#田地成废土#非数年不
复$许仲元严厉地批判&蠢国病农'#以及&士*农*

工*商#均以此旷其日力'的社会现象$他所踏入的
是真实的社会实际#他所观察的就是清代社会被鸦
片腐蚀的真实图景$

此外#幕友在游幕各地时#亲身经历了社会变
乱$如许仲元曾在滇南元江施刺史寓中#襄理笔墨#

他对苗民比较了解#苗民&谓官无大小文武#皆曰2皇
帝3$谓隶则曰2官3$书吏幕宾曰2军师3$致尊乃
曰2京师老皇帝3$然畏官畏军师#皇帝不怕#老皇帝
更不畏也$'

(

*@

)卷二#

#HE而许仲元在卷二.苗匪教匪启
衅/中详细地描述苗民叛乱#以及朝廷征苗的过程$

许奉恩也在游幕中遇到&粤寇!太平天国"'之变#他
在.里乘/十卷.石达开/中说,&予虎口馀生#备尝艰
苦#间关万里#徼幸生还$66 回忆十余年来目击
流离琐尾情形#时复伤心酸鼻'

(

*!

)卷十#

#!

$他还记叙
杨秀清*石达开等起义的过程#他当然反对太平天国
起义#但他又客观地指出官吏腐败无能也是起义发
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

粤寇之变"虽曰天运使然"而人事究亦难逃
其责也!00 当其金田倡乱"都人士惧其被
累"亦曾密白邑令"邑令曾密白郡守"郡守曾密
白司道巡抚"皆一一瞪目相视"默无一语"大都
意存讳盗"粉饰偷安!

1

*!

2卷十"

!#!

许奉恩认为这些官僚的无能*腐败使纤细的变
乱演成浩劫$许仲元也从苗民叛乱的原因中提到
&昏吏之昏'*&墨吏之黑'的问题$即使起了暴动#这
些官员们也粉饰安宁不报告朝廷$这些都是清朝晚
期社会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真实写照$

对于官场的腐败问题#幕友了解自然比从未踏
入仕途的士人更为直接$蒲松龄#康熙九年!

*?")

"

随孙蕙至高邮州署$当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民不
聊生$历时一年#蒲松龄协助幕主调查处理驿站管
理*赈济灾民*筹集河工物料等具体事务#在这个过
程中他窥见了官吏&恶如虎狼'的凶残面目和阿腴奉
承*贪赃受贿的丑陋脸谱#以及老百姓因水灾&转沟
壑而散四方'的悲惨处境$这一经历为蒲松龄在.聊
斋志异/中生动*真实地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打下
了厚实的生活基础$康熙十年!

*?"*

"秋#蒲松龄毅
然摆脱游幕生活#回到了家乡$蒲松龄在诗中透露

了作幕生活中的感触#以及思索的问题#如.廷尉门/

诗,&夕阳斜#鼓乱挝+廷尉门#报晚衙$清若何1 无
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庭下#鬼含沙$堂上怒#

血如麻$谁理直1 相公家$'

(

*E

)

?"H此诗在.聊斋偶存
草/中排在南游初归的诗作内#当是南游时在衙署中
对生活的观察$.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借阴司的
暗昧#剖析了一切由金钱主宰的官僚机构的丑恶本
质$上至冥王#下至郡司*城隍以及衙门隶役#相互
勾结#酷虐百姓+.续黄梁/*.成仙/*.梅女/*.潍水
狐/*.王大/*.伍秋月/*.梦狼/等等作品都从不同侧
面*以不同的手法揭示了贪官污吏的可憎的面目等$

蒲松龄在游幕期间体会到的种种感触#到了.聊斋志
异/的篇章中#便以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再现出来$

如沈复#乾隆五十二年!

*"@"

"

#D

岁时#应徽州绩溪
克明府之聘#开始独立幕友生活$他在.浮生六记/

卷四中对官场生活是这样叙述的#&余!沈复"自绩溪
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

(

**

)卷四#

H"

+曾衍
东.小豆棚/卷十六.卖菜老李/篇末自识,&乡荐后#

心羡仕途#遂尔一行作吏薄鞅堂#仆仆尘埃$回忆曩
昔襟期#不啻霄壤#正与李菜佣同一失足#良可恨
叹7'曾衍东觉得进入官场#便不再清贫#可是又身不
由己地卷入官场的恶浊$作为幕友的作家的这种错
综复杂的情感#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来$

其四#幕友从审理案件了解社会#并从中体会到
人生的情欲$丁秉仁!约

*"HDG

1"#字香城#江苏苏
州人$他是幕游多年#阅历相当丰富的刑名幕友#在
自序中说道,&余幕游而历览者将及四十季#天下所
不至者#不过六七省$所止之处#常阅录囚秋谳#为
女色事#十居其七#财则十居其二#至酒*气二事#仅
及一分#可见色之一字#犯者尤众$'丁秉仁广泛见到
许多案情#维持积累刑名经验#从此体会到人生&总
不离酒*色*财*气四字耳'#其中犯&色'者最多$他
写了.瑶华传/十一卷四十二回#这本书叙明末福王
常洵之女瑶华前世是一雄狐#欲采一百名童女之元
红成仙#被剑仙无碍子斩杀#投生到福王家为女儿
身$瑶华得无碍子传授功夫#奉旨入川平定叛乱#立
功授封#后嫁给周君佐#但她一心修道#终于离家跟
从无碍子而去#在峨嵋山绝淫根#涤淫气#修成剑仙$

他之作.瑶华传/#宗旨正在&惩淫诫色'$吴炽昌也
是游幕

!)

余年的老练刑名#他在.客窗闲话续集/卷
二.粤东狱/叙因色奸杀的案件#而在此篇末借芗厈
的口说道#&人之阴谋诡计#惟图色为

H"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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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G*"D幕友通过许多案件的起端*过程*结
局的分析#不仅解剖案件的内幕#还有可能进一步体
认到人们的情欲*无耻*贪婪*愚昧*狠毒*苦痛等人

性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案件#对有志
于小说创作的幕友来说#可以说是了解真实社会*透
视人生的重要窗口$

注释!

!

乾隆中叶.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先抄了四部#一部藏在北京文渊阁#一部藏在圆明园文源阁#一部藏在热河行宫文津阁#还
有一部藏在奉天行宫文溯阁#这就是著名的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乾隆帝为嘉奖助修.四库全书/的江南藏书家#下令把
.四库全书/续缮三份#一藏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一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一藏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是为江浙三阁#又称南三
阁$

"

乾隆四十七年!

*"@#

"七月初八日#乾隆发出谕旨称,&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皆
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
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

*EE"

年版#第
*D@E

页$

#

地方官府藏书主要来源于朝廷的颁赐$包括.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此外还有.卧
碑文/*.圣谕广训/*.大清律/等书$对于地方官府的藏书内容#详于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下卷#宁波出版社
#))*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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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的书局*书院都有一定的藏书$如.谐铎/卷十二.卜将军庙灵签/中作者沈起凤说,&予在婺源时#奉文赴江宁书局$'.亦
复如是/卷八.静海书院/中作者青城子说,&尝因公至其地!指静海书院"#遂停宿焉$'

%

他有游幕经历$据.客窗闲话-长白山人序/说,&及乙亥来都#已越二纪#犹是一领青衫#而从事于莲花幕里#因贫改途#深为
惋惜$'由此可知#他因生活所迫#而选入幕的$

&

乾隆三十年奏准,&凡坊肆所刻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邢台秦镜及一切构讼之书应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如有仍行撰
造刻印#该管官不行查出者#照禁止淫词小说例#每次罚俸六月$'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

'

据.客窗闲话/同怀弟靖符卍生的!序",&吾兄作客三十年#奉身橐笔向北燕#遂谢制举专读律#相与决事无间然#66'

4

据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明清塘报研究一文,&清代#塘报*邸报*京报三者一体#关系几不可分$'!详见于朱传
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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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HHE

页$"可刘勇强提出不同的意见,&塘报则与邸报不
同$邸报是由上而下的政府公报#而塘报则是由下而上的军事汇报$塘报一般由地方军政要员编写#通过提塘向上呈报$'

详见于刘勇强.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文学卷#北京大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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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路灯/七回谭孝移收到邸钞#其中&夹着一张.河南乡试题名录/'#由此得知知交密友的中举消息$

5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李司鉴/抄录于邸报#其内容是劝善除恶的教化目的比较强$又如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姚一如
强戆/记述姚一如被福贝子的轿夫撤其官职的故事$本文中作者提到&曹黄门纠刘秃子'之句#其篇末他写道#&刘秃子事#已
久见邸抄#不著录'$可见刘秃子事已载于邸报#而且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在衙署内很流行$目前#虽然没法知道其事件的具
体内容#可据&一轿夫足倾成都守#何况巍巍少府乎1 领首郡者真不值一钱矣7'一句推知#刘秃子事与姚一如事在内容上差
不多#所以作者不再著录$由此可见#邸报中的一些故事有可能被幕友抄录#可借鉴于小说题材$

)*,

礼园吴宝清的识语#见于.里乘/卷六.产蛇/篇后#齐鲁书社
*E@@

年版$

)*-

.咫闻录/作者未留下姓名#而自署&慵讷居士'$对于作者#目前说法不一$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咫闻录/的作者是温汝
适!

*"DDG*@#*

"#字不容#一字水南#号筼坡#一号景莱*慵讷居士$顺德!今属广东"人$乾隆四十九年!

*"@H

"进士#选庶吉
士#授编修#官至兵部右侍郎$据陆林的考证#此书的作者为朱钧!.文学遗产/

#))*

年第
*

期"$目前#慵讷居士的生平不
详#但根据.咫闻录/的.自序/和书中的一些内容看#他是浙江人#曾游幕各地#侨居广东羊城$他自称是&落魄之狂夫'#而把
瓦盆当做了&穷途之知己'$可见#慵讷居士是一个&落魄'的读书人$

)*.

卷一.徐巫/*卷四.吕大生/*卷六.土地放火/等记录了滇黔尚鬼的风俗+卷三.木匠魔咒/记关于黔木匠行内的魔咒+卷七.石
马精/*.占桂知榜/写黔省水西城内的异物+卷十.二老爷/记韶州!粤"之南华寺中&若要南华游#须带高粱酒'歌之来源+卷九
.普依祠/记粤东女子的&金兰会'的有关风俗+卷七.下蛊/记广西人下蛊作祟的风俗+卷十.北虎青卫/记雷州!广东"土人事
北虎*青卫二神的风俗等$这些异风异事多是作者亲眼看见的#或听同事讲说的$卷四.吕大生/记黔的四方井#篇末有&予
奉差过此#亭舆而望'的记录$卷七.下蛊/记广西近南安之区#当地人下蛊的故事#篇中有&予于太平府'之句$卷十.两头
人/记有一少年胸腹前粘生一孩头的事情#这事&余在粤东#与友散步闲游'时目击的$卷十.北虎青卫/记雷州风俗#篇头有
&余居雷幕经年'$卷八.麻风女/篇中有&予在广西时#闻苏广文说'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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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卷三.火井/*.井油/#分别记天然气和石油之事$另外他还到过峨眉!卷四.各省地气不同/"*通江!卷三.人变虎/"*成都
!同卷.武侯祠联/"*名山!卷六.火浣布/"等地#当是漫游兼作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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