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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作者均师出名门，现执教于坐落在杭州的高等院校。“东南形胜，三吴

都会”，杭州自古人文荟萃。徐永明、顾克勇教授已在本栏目发表过文章，蔚然副教授首次发文于此，即为栏

目增色。魏晋时期嵇康的书信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后世文人多有仿作，元末明初戴良、宋濂和晚明汤显

祖的仿作，究竟有何背景和内涵？关于《水浒传》的英雄主义，论坛多老生常谈，但蔚然提出了新论，其新意

到底表现在哪里？晚明杭州书坊峥霄馆主人和作家陆云龙、陆人龙兄弟，又使用了怎样的手段编创、营销小

说？读完这组论文，答案自见。

论戴良、宋濂、汤显祖谢绝之文对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模仿

徐永明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３）

摘要：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书信体名篇，后世多有仿作。元末戴良的《送宋景

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是为宋濂代言的作品。宋濂的《答郡守聘五经师书》是他为拒绝朱元璋征聘而写的

书信。汤显祖的《与司吏部》，远绍嵇康的绝交书，近学宋濂之文，以家庭状况、身体状况、生活条件和气候条

件等理由，申明了他不愿去北方任官的理由，实则是不愿与北京的执政者沟通合作，显示了他守正不阿的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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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的书信体名篇，后世多有仿作。本文拟选取明代

戴良、宋濂和汤显祖三位作家的仿作作一分析，以见

嵇康此文在后世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一下三位明代



作家在仿写时各自不同的背景和心态。

一、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和山涛都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成员，

彼此往来交好。但后来嵇康听到山涛投靠司马氏，

且举荐他接替山涛升迁后的原职时，则不惜反目，遗

书拒绝。在信中，嵇康回顾了他和山涛的交往，说他

曾因山涛过去称赞自己而目为“知言”，但没想到山

涛后来的所作所为使他意识到他和山涛志不同、性

相异，故只是“偶与足下相知耳”［１］１１３。嵇康还引老

子、庄子、柳下惠、东方朔、孔子、尧、舜、许由、接舆等

历史人物，来说明人都是“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并

以“志气所托不可夺也”一句极干脆的话，来表明自

己坚定不移的志向。嵇康信中最为后世称引和模仿

的是下面一段话：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

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

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

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

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

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

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

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

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

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

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

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

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

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

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

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

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

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

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

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

惧哉！［１］１１９

引文中所谓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大

意是说嵇康他赋性疏懒，率性自然，不堪礼法约束，

以他这种性格做官的话，动辄得咎，转喉触讳，于公

于己都不能相安。在陈述了以上的理由后，嵇康希

望山涛不要强人所难，“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

也”，让他能“离事自全，以保余年”。

嵇康曾为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

室的女婿，故对掌权的司马氏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从绝交书的思想内倾向来看，嵇康放任自然，蔑视礼

法，也是他崇尚老、庄无为思想的一种反映。

二、戴良的《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

戴良（１３１７—１３８３），字叔能，号九灵，浙江浦江
人，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戴良与宋濂为同门朋

友，他们都是元“儒林四杰”中黄蟳和柳贯的弟子。

《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是戴良于至正十年

（１３５０年）写的一篇文章。题中的宋景濂，即为宋
濂。宋濂多次参加元朝的科举考试，但都以失败而

告终。然而，宋濂由于老师黄蟳的朋友、时任元朝翰

林院学士危素的举荐，获得了任翰林编修官的机会。

这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官职，很多进士出身的人都

渴望有这样的仕进机会。譬如，杨维桢就曾请宋濂

的老师黄蟳为其谋求史馆之职而不能如愿，以致撰

文攻击黄蟳。但宋濂此时已对元朝失去信心，以

“亲老不敢远违”的理由，坚决辞去了这一征聘。

宋濂辞去翰林编修官征聘的消息很快传播开

来，并在当地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然而，更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宋濂竟作出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的举动，

而且给自己取了元贞子的道士名字，署号仙华生或

仙华道士。于是，讥笑、嘲讽接踵而来，甚至连宋濂

的一些朋友也不理解宋濂的行为。于是，戴良为宋

濂代言，讲述了宋濂为什么要辞去征聘而为黄冠的

五条理由，其中写道：

昔人有以绅笏为柴栅，声名为砳锁者，余岂

为是过激哉！顾将顺性而动，各趋所安耳。余

之所安，乃在于山林而不在于朝市，使其以此而

易彼，有大不可者一，决不能者四。余闻居人伦

必以礼，处官府必以法，然自闲散以来，懒慢成

癖，懒则与礼相违；慢则与法相背，违礼背法，世

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惮

作劳，酬答少顷，必熟睡尽日，神乃可复。而当

官事丛杂，与夫造请迎将之不置，一不能也；啸

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无时，惟意之适，而欲拘

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纵，二不能也；

凝坐移时，病如束湿，一饭之久，必四三起，当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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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满座，俨如木偶，俾不得动摇，三不能也；素不

善作字，举笔就简，重若山岳，而往返书札，动盈

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

能，自度卒难于用世，故舍之而遁。又闻道士遗

言，吐纳修养可使久寿，故即其师而问焉。虽

然，世之贤士大夫闻余之有是行也，必并起而嘲

之。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

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２］

文中所说的“有大不可者一，决不能者四”，显

然是对嵇康“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模仿套

用。两者不仅形式上相似，而且文辞语句、思想内容

都十分相近。宋濂借戴良之文表达的，也是闲散疏

懒，率情适性，独处自修，不愿为礼法官场所囿的老

庄思想。不过，宋濂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儒、释、道

的思想均矛盾地并存着，而且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

还占主导地位。宋濂这里之所以要借戴良之口作如

此回答，并不是要像嵇康一样与礼法社会作彻底的

决裂，做一个纯粹的老庄思想追随者，而是他对元朝

的统治已失去信心，为自己辞去征聘，入仙华山为道

士的行为找一托辞。

三、宋濂的《答郡守聘五经师书》

如果说《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是戴良

为宋濂而作的代言文章，那么，宋濂的《答郡守聘五

经师书》则是他为拒绝朱元璋征聘为郡学五经师而

亲自写的书信。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十二月十九
日，朱元璋亲自率军攻下婺州。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
年）正月二十七日，婺州知府王宗显开郡学。这一

天，王宗显派使者奉礼币和书信，请宋濂出山去担任

金华郡学五经师。宋濂听说后，惊愕万分，不知所

云，于是撰《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予以回绝。

濂也不敏，幼即多病，若艺黍稷，与肇牵车

牛、远服商贾之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

将何执以阅世乎？适家藏古书数千卷，因取翻

阅，习久成性，遂不欲弃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

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间，未尝以知经称之。

岂直家庭哉，至于乡党州闾，亦未尝谓其通经

也。执事者不之察，一旦强儒之，使服深衣大

带，张拱徐趋于讲堂之上，吾恐人无不笑之。而

所笑者，又恐不止于区区也，执事何为欲强

之乎？

……

濂虽不能造文，性乐之甚。当操觚沈思时，

阖扉凝坐，不欲闻步履声，虽犬猫不使之近。即

近，辄拊几大呼，人咸指为狂易，传以为笑。傥

章不能就，击磬绕室中行。或使小苍头简发，如

捕虱状。或摩搔膺腹，使气隆隆然降升乃已。

若一入城市，众人丛居，又无邃房曲阁可下关

牡。未书半行，狙伺猿视，大鸣小噪，败人兴趣。

宁失万金之产乃不怨，苟废此乐，不如无生。执

事何为欲强之乎？

平生朴戆，视人世百为，颠倒变幻，动如神

鬼。或握手视肺肝，乃宿刀剑之惨。或斗争纷

不可解，则暗敦玉帛之好。如此之类，不一而

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晓，况启之以端，欲使

其揣摩测度耶？自料决不能与此辈周旋，苟与

之相周旋，宁免其见卖乎？况兼目有短视疾，虽

月下可读蝇头之字，距寻尺间，白昼则不见人。

不相知者，必以我为简，非挟人以济，如水母之

目虾，必有祸我者。素无所仰于人，不知奚故而

自求苦乃如此。执事何为欲强之乎？

又自婴祸患以来，得怔忡疾，见一夫负戟而

趋，心辄惊怖，若杵击下上，面无色泽，口噤不能

对人。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烦，则肩髀颓堕，

重如压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时，然后渐复其旧，

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

俗以其如冯翊夏阳之山，因号曰小龙门。其间

多闲旷之地，思诛茅架草室三间，以奉老亲，则

志愿毕矣。此足一出，众事皆弃。尝日夜计之，

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

为欲强之乎？［３］

宋濂的这篇拒绝书信，虽然不像戴良的《送宋

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那样，在形式和内容上有

着模仿嵇康书信的明显痕迹，但其受到嵇康《与山

巨源绝交书》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宋濂这封谢绝书

信较长，主要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衰孱等理由

予以辞谢。信中一连用了六个“执事何为欲强之

乎”，可以说是对嵇康之文“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

者二”叙述结构的化用。

宋濂于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入浦江青萝山北
侧的小龙门山著书，次年（１３５７年）正月一日，书成，
是谓《龙门子凝道记》。在这本书中，宋濂强烈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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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并希望自己像远古的英雄大

禹、后稷那样，建立非凡的功勋，而不愿象“小丈夫”

一般逃弃人间，隐逸山林。“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

天下乎？”［４］２１８５书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

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在出仕的

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人家必须像刘

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他宁老死山

中，也不肯出仕。宋濂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而

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

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

者，乃不由礼乎？”［４］２１７９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开

仓济民，礼贤下士，优待文人，故宋濂在王宗显的固

请之下，最后出山担任了郡学五经师。而宋濂的同

门友人戴良则被聘为学正。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年），
宋濂、刘基、叶琛、章溢被朱元璋征至南京任用，而戴

良则于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年）接受元廷淮南江北等
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之职，抵苏州上任。苏州名义

上还属于元廷，实则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所在地，于

是两个朋友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

四、汤显祖的《与司吏部》

汤显祖的《与司吏部》，作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
年），时汤显祖在南京太常博士任，３６岁。在京师担
任吏部文选郎的前临川知县司汝霖来书，奉劝汤显

祖与执政沟通，可升为吏部主事。对于这项职掌官

吏进退的美差，汤显祖力陈五大理由，婉辞谢绝。其

文云：

南都去家，水行风利，可五日所。家大人不

远一来至，月一相闻也。北则违绝常百余日，子

不知父母。一也。仆亡妇二年矣。遗息阿蘧八

龄，阿耆六周耳。推燥分甘，用父代母，至今两

儿尚枕藉怀腕，行则牵人衣带，引凉避风，衣食

加损，视病汗下，非仆不可。在北鞅掌，何能视

儿。二也。仆纵北徙，止可得六品郎。岁食钱

可四万。而所僦门室两进，杂籴疏耩，买水上而

食，一马二隶，费已不下七万钱。人客过饷，十

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岁时伏腊耳。其余经

纪，不能无求。南郎多宫舍，人从酒米家来。三

也。仆素羸，裁过时不得食卧，辄病胣数日。每

自亲择药。常叹曰，神农于人有功，一得其食，

二得其药。徙北则朝请谢谒，常尽辰午，失食。

道地精药，多不至北。取假频数，大吏所恶。且

曹事沓迫，宁当舒枕卧邪？四也。又南北地性，

暑雨寒风，清污既别；飞虫之属，各有所多。南

暑可就阴息，雨适断客为趣耳。吏于北者，虽有

盲风灰人之面，粪人之齿，犹将扶马扬呼而造

也。乃至寒时，冰厚六尺，雪高三丈。明星以

朝，鼓绝而进，折风洞门，噫呜却立。沉阴凌兢，

瘁洒中骨。餐煤食炕，烁经销液。又弱不受秽，

行见通都道头不清，每为眩顿。春深沟发尤甚，

遂有游光赤疫，流行鴜首，不避顽俊。是生青

蝇，常白日万口，横飞集前，意不可忍。旧都清

丽娱人，独夜苦蚊音，妨人眠卧。至于垂玄訞，

燧青烟，未尝不杳然而去也。土风有宜，五也。

凡此五者，初非迂远奇怪，强有推持。凡在通

怀，所宜并了。况夫迩中轴者，不必尽人之才；

游闲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长安道上，大有其

人，无假于仆。此直可为知者道也。夫铨人者，

上体其性，下?其情。恐门下牵于眷故，未果前

诺，故复有所云。［５］１２８９

汤显祖从家庭状况（奉养老人和小孩）、身体状

况（多病体弱）、生活条件（北方开销大）、气候条件

（南方优于北方）等着眼，申明了他不愿去北方任官

的理由。徐朔方先生在评点汤显祖的这封信时说：

“这封信使人想起嵇康的著名《绝交书》。虽然汤显

祖还不像魏晋人那样孤高，信里娓娓而谈，有如亲切

的对话，然而不容误会，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并

不对北方抱有成见，也不是偏爱南京，他所厌恶的是

明朝北京的那一群官僚。司汝霖的来信很可能出于

上级的授意，而汤显祖的拒绝使得执政想拉拢他的

最后一次尝试也失败了。”［６］我们知道，汤显祖曾因

拒绝接受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拉拢而使自己的科考受

挫，考上进士后，又不愿与执掌朝政的大员张四维和

申时行的儿子结交，以致被排挤出北京，到南京做个

小官。而在南京，当北京方面相识的官员示意他与

执政者沟通，他再次予以拒绝，汤显祖孤傲高洁、守

正不阿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汤显祖对于本朝的文人，最推崇宋濂。他曾说：

“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

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５］１４５０其

亦曾对晚辈钱谦益说：“临川汤若士寄语相商曰：

‘本朝勿漫视宋景濂。’”［７］因此，汤显祖是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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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读过宋濂的作品的。其《与司吏部》一信，可以说

是远绍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近嗣宋濂的《答

郡守聘五经师书》。

五、结论

嵇康放任自然，蔑视礼法，他的《与山巨源绝交

书》，从政治立场上说，显示了他不与司马氏合作的

态度，从思想内倾向上看，是他崇尚老、庄清静无为

思想的反映。戴良的《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

序》，是其为宋濂代言的作品，从形式和立意上都明

显受到了嵇康绝交书的影响。宋濂谢绝元朝的征

聘，表明他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故托辞谢绝，诡

为黄冠。宋濂的《答郡守聘五经师书》是他为拒绝

朱元璋征聘而写的书信。元末的动乱，使宋濂忧心

如焚，他希望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一召而往的

做法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坚持要由礼而仕，故在朱元

璋使者的固请之下，他出山担任了金华郡学五经师，

从此走上了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的道路。《答郡守

聘五经师书》也受到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影响，

其中六个“执事何为欲强之乎”，可以说是对嵇康之

文“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叙述结构的化用。

汤显祖的《与司吏部》，远绍嵇康的绝交书，近嗣宋

濂之文，以家庭状况、身体状况、生活条件和气候条

件等为理由，申明了他不愿去北方任官的原因，实则

是拒绝了与北京执政者的沟通和合作，显示了汤显

祖孤傲高洁、守正不阿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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