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 

Volume 42 Number 5 Article 18 

October 2022 

A Probe into the Social Ecology of Scholars’ Making a Living in A Probe into the Social Ecology of Scholars’ Making a Living i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Yongbin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Yongbin. 2022. "A Probe into the Social Ecology of Scholars’ Making a Living i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2, (5): pp.204-21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5/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5/1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2%2Fiss5%2F18&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5/18?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2%2Fiss5%2F18&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徐永斌

提!要"$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描写到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处馆(佣书(书画(经商几个领域' $聊斋志异%对文士治
生的摹写&反映了清代文士治生的社会现实+元代许衡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思想及其后受其影响的明清文人的
治生理念&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下层文士艰难的生活状态' 蒲父和松龄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使他对
文士治生这种社会现象有所关注&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下层文士治生生态有所反映' 蒲松龄的治生实践为$聊斋志异%
注入了新内涵'
关键词" 蒲松龄+$聊斋志异%+治生思想+文士治生生态+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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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聊斋志异*中描写文士治生生态的篇章虽
没有)儒林外史*那样集中!但前者所涉及文士治
生的描写!如描写处馆授徒和文人经商的情形!却
非常细腻和深刻/而其他如佣书自给$绘画治生等
多是依附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构建的

需要!有的甚至附以神异色彩!并没有以之为小说
描写的重点!在小说中仅起到铺垫作用# 在文言
小说中!像)聊斋志异*这样描写文士治生的实不
多见# 我们不能忽视)聊斋志异*中的文士治生
描写!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下层文士的
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蒲父和松龄父子自身的治生
生涯和感悟也为创作)聊斋志异*注入了活力#

明清时期!文士治生的现象非常普遍!学界前
贤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笔
者亦有近 "# 篇已发表的论述文士治生的核心期
刊论文和学术专著)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中
华书局!"#8< 年&# 关于蒲松龄做塾师$游幕生涯
和)聊斋志异*中的文士经商现象的研究!学界同
仁多有关注!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的撰写具有一
定的启迪#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聊斋志异*)蒲松
龄全集*等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在蒲松龄的文
集$小说等中!描写文士治生虽然主要集中于处
馆$游幕这两种途径!但也涉及其他治生途径!而
且蒲松龄对文士治生及其影响颇有感悟/如果再
与现存文献资料相印证!不难发现蒲松龄创作的
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文士治生!与明清文士治生
的现实很吻合/蒲松龄的治生观念与前代先哲的
治生思想一脉相承# 研究)聊斋志异*文士治生
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深化研究蒲松龄# 本文拟
结合蒲松龄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聊斋志异*中文
士治生生态进行探析!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
评指正#

一! %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描摹

)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
在处馆$经商两个方面!其次也对文士佣书$书画
治生进行了描写!这四种途径也是明清文士从事
治生所常采用的手段!)聊斋志异*对前两种文士
治生途径不吝笔墨!对后两种文士治生途径进行
简要描写!从而使)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生态予
以展现#

!一" 处馆和授徒% 中国古代教育!注重家中

男丁的启蒙教育!而且特别尊师重教# 蒙馆之风!
虽在唐代已行!但以宋代最盛# 刘禹生)世载堂
杂忆*不仅对此曾有记载!而且对主人和蒙师之
间的称谓$蒙师种类$教学内容和方式作了说明#
对于有志于科举者!教师对弟子'以八股试帖为
正课!其余诗赋文辞为杂作(%刘禹生 ".3&# 除
了蒙馆之外!又有宾师之说%徐珂 3$;#&# 宾师
不同于蒙师!宾师之职责!比较广泛# 延订宾师之
书!曰关书!亦曰关聘!上载所任之事及酬报之数!
好似今日之契约书# 送关书时!必附以聘金# 宾
师的范围较蒙师为广!既有蒙师一类!也有幕宾一
类!从事游幕的文士!官员也称之为西席!有时也
称其'席宾(!称谓在不同时代也有所不同#

)聊斋志异*对文士处馆和授徒的情形也多
有描写!涉及的篇幅也比较多# 如第一卷)宅妖*
言王俊生处馆"'长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 康熙
十七年%89:; 年&!王生俊升设帐其家#( %)聊斋
志异%图文本&* <&第四卷)念秧*言清苑人许生
在官员府中设帐授徒"'我清苑人!许姓# 临淄令
高檠是我中表# 家兄设帐于官署!我往探省!少获
馈贻# 0112先是!临淄宰与王有旧!王曾入其
幕!识其门客!果有许姓!遂不复疑#( %"88&第十
卷)又*虽以神鬼为背景!但也提及文士以处馆授
徒治生的情况"'金生!字王孙!苏州人# 设帐于
淮!馆缙绅园中#( %$=:&第三卷)庚娘*言河南名
门之后的金大用在被扬州王十八设计陷害而未

死!后流亡至淮扬一带!被当地富室尹翁聘为塾
师"'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 将晓!
至淮上!为小舟所救# 舟盖富民尹翁专设以拯溺
者# 金既苏!诣翁申谢# 翁优厚之!留教其子# 金
以不知亲耗!将往探访!故不决#(%8=3.8==&

第九卷)爱奴*虽以虚幻之鬼魅为描写对象!
但蒲松龄用大量笔墨详细描写了文士以塾师治生

的情形!包括东家延请塾师的程序$束脩厚薄及应
聘者的素质!如文中所描写的河间徐生以授徒为
生!注重诚信!面对第二位东家的利诱!不愿违约
而就!只愿在空档之时!在不违背信约的情形下!
答应第二位东家的聘请%)聊斋志异%图文本&*
=$<&# 徐生对所教学生要求严格!即使面对东家
的歉意!甚至宁愿辞馆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教学标
准和原则"

然公子不善读"诃责之"则夫人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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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颊! 初犹遣婢传言%渐亲出"隔户与先
生语"往往零涕! 顾每晚必问公子日课!
徐颇不耐"作色曰3/既从儿懒"又责儿
工"此等师我不惯作, 请辞!0夫人遣婢
谢过"徐乃止! 自入馆以来"每欲一出登
眺"辄锢闭之! 一日"醉中怏闷"呼婢问
故! 婢言3 /无他"恐废学耳! 如必欲
出"但请以夜!0徐怒曰3/受人数金"便
当淹禁死耶, 教我夜窜何之乎- 久以素
食为耻"贽固犹在囊耳!0遂出金置几
上"治装欲行! 夫人出"脉脉不语"惟掩
袂哽咽"使婢返金"启钥送之! 徐觉门户
偪侧%走数步"目光射入"则身自陷冢中
出"四望荒凉"一古墓也! 大骇! 然心感
其义"乃卖所赐金"封堆植树而去!
#=$<$

同篇又描写了章丘朱生的处馆情形!他和徐
生一样!对弟子严格要求!面对主家的求情!严词
苛责!甚至痛骂主家之溺子"'章丘朱生!索刚鲠!
设帐于某贡士家# 每谴弟子!内辄遣婢为乞免!不
听# 一日!亲诣窗外!与朱关说# 朱怒!执界方!大
骂而出# 妇惧而奔/朱迫之!自后横市臀股!锵然
作皮肉声# 一何可笑8( %)聊斋志异%图文本&*
=$<&同篇又生动描写了受聘者与东家之间的微
妙关系!一方面!东家为了让受聘者尽职尽责!锱
铢必较/另一方面!受聘者设计应对!令东家苦不
堪言"

长山某"每延师"必以一年束金"合
终岁之虚盈"计每日得如干数%又以师离
斋+归斋之日"详记为籍%岁终"则公同按
日而乘除之! 马生馆其家"初见操珠盘
来"得故甚骇%既而暗生一术"反嗔为喜"
听其复算不少校! 翁大悦"坚订来岁之
约! 马辞以故! 遂荐一生乖谬者自代!
及就馆"动辄诟骂"翁无奈"悉含忍之!
岁杪"携珠盘至! 生勃然忿极"姑听其
算! 翁又以途中日尽归于两"生不受"拨
珠归东! 两争不决"操戈相向"两人破头
烂额而赴公庭焉! #(聊斋志异 #图文
本$) =$<.=9#$

与之可作印证的是第九卷)云萝公主*# 此
篇除了描写受聘者与东家之间的微妙关系外!还
描述了受聘者夫妻对待束脩厚薄之不同态度"

又耿进士崧生"亦章丘人! 夫人每
以绩火佐读%绩者不辍"读者不敢息也!
或朋旧相诣"辄窃听之3论文则瀹茗作
黍%若恣谐谑"则恶声逐客矣! 每试得平
等"不敢入室门%超等"始笑逆之! 设帐
得金"悉内献"丝毫不敢隐匿! 故东主馈
遗"恒面较锱铢! 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
销算良难也! 后为妇翁延教内弟! 是年
游泮"翁谢仪十金! 耿受榼返金! 夫人
知之曰3/彼虽周亲"然舌耕谓何也-0追
之返而受之! 耿不敢争"而心终歉焉"思
暗偿之! 于是每岁馆金"皆短其数以报
夫人! 积二年余"得如干数! #(聊斋志
异#图文本$) =<"$

)云萝公主*中描写了章丘孝廉李善迁不愿
走科举仕进之路!以教授音乐为生!最后也成为孝
廉%)聊斋志异%图文本&* =<".=<3&#

!二" 佣书治生% 古代文人称受雇为人抄书
而获得报酬的人为'佣书(!不同时代的称谓有所
不同!如魏晋南北朝时称之为'经生(!唐时称之
为'钞书人(# 历代不乏文人佣书之事!文献中对
此多有记载!如)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了班超携
其母到洛阳后!因家贫为人佣书自给"'家贫!常
为官佣书以供养# 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
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3-左右皆笑之#( %范
晔 8$:8&)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会稽山
阴人阚泽早年因生计为人佣书自给之事"'家世
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
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后成一代饱学之士$东
吴显宦#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扬州人仲简
'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奇之(%欧阳
修 ":&# 明清时期!文人佣书自给的现象更加普
遍!大多是贫寒书生出于生计所迫而为之# 今仅
以与蒲松龄同时代的文人以佣书自给为例!如浙
江秀水人钱文端'幼贫甚!隆冬早起读书!灶无宿
薪!汲井水盥手!肤为之坼# 未弱冠!依人京师!佣
书糊口!冬无裘!入市以三百钱买皮袖!自缀于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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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钞纂益力# 0112如是者两年!学大进!遂以文
字邀异遇# 0112士之匿影蓬毕!憔悴谋生者!
观于公!无自戚戚也( %葛虚存 "#<&# 乾隆时人
王源!'年四十余!以家贫父老!始游京师!佣笔
墨(%周家楣!缪荃孙等 =:=<&# 金家坞人金廷
蕙!在未仕之前!因家贫先以佣书度日!后以授徒
自给"'家素贫!弱冠游京师!佣书度日# 久之!见
知怡邸!延之授读#(%彭延庆等 9#<&

文人以佣书治生的现象在)聊斋志异*中也
多有涉及# 如第一卷)娇娜*篇描写孔氏后人孔
雪笠应做官之友人所招!前往相聚!却因友人不幸
去世而落拓!只好以为寺庙抄书治生"'孔生雪
笠!圣裔也# 为人蕴藉!工诗# 有执友令天台!寄
函招之# 生往!令适卒# 落拓不得归!寓菩陀寺!
佣为寺僧抄录#( %)聊斋志异 %图文本&* "#.
"8&第七卷)胡四娘*篇描写陕西剑南人以佣书治
生之事"'程孝思!剑南人# 少惠能文# 父母俱早
丧!家赤贫!无衣食业!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
%39:.39;&第十二卷)房文淑*篇描写了开封人
邓成德先因游学而佣书"'开封邓成德!游学至
兖!寓败寺中!佣为造齿籍者缮写#( %9$$.9$9&
后在逃妇的劝说下!处馆授徒#

!三" 以书画治生% 书画治生也是一些文人
经常采用的手段# 明清时期文人以书画治生的情
形很普遍!特别是明中期以来!文人墨客渐渐将书
画商品化!将书画艺术推向市场!出现了许多职业
和兼职书画家# 文士以书画治生而获利者代不乏
人!尤为突出的如明代吴派书画家沈周$文征明$
唐寅和仇英!清中期扬州八怪等!借书画治生!因
其在书画界的盛名!其书画作品为世所重!时人争
相购求/晚清'海派(书画家!如赵之谦$虚谷$任
熊$任薰$任颐$吴昌硕等名家的书画作品非常畅
销!对上海书画市场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清中期始!有的书画家甚至明码标价!以金
银为标的!郑板桥首开先河# 郑板桥曾为此制定
了书画价格和出售规矩!即)板桥润格*# 郑板桥
之后!吴平斋$周存伯则加以效法!明定书画价格"

书画润笔"皆准板桥所定"即以此帖
为仿单"不复增减! &**'余谓东坡字
在当日只换羊肉而已"吾辈率尔落笔"便
欲白银"亦大罪过! 然年来以笔墨为人
役"亦甚苦之! 读板桥此帖"辄为诵古诗

曰3/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0退楼诸
公闻知"当干笑也! #俞樾 "<$

引文中的'退楼(!即吴平斋/'范湖居士(!即
周存伯#

宋人作画!尚未直接要求求购者需付具体数
额的酬金!主要根据求购者的意愿!或物品!或酬
金!或物品兼酬金/而清人为人作画!则于宋人大
不同!如清末书法家侯云松!擅书画!求者接踵!他
也仿效郑板桥!不讲情面!一意以书画价格为衡量
是否作书的标准# 他曾作)金缕曲*二阕贴于门
上以达此意"

对客频挥手"愿诸君收回绢素"那容
分剖! 书画词章三绝技"此语最难消受"
况八十龙钟衰朽- 终日涂鸦涂不了"惯
直从辰巳交申酉"问所得"几曾有- 尤多
亲友之亲友"贴签条某翁某老"不知谁
某! 积压纵横放散失"寻觅几番搔首!
愧爽约又将谁咎- 要不食言原有术"或
先将润笔从丰厚! 问破钞"可能否-

润笔由来久"古之人一丝一缣"不嫌
情厚! 翰墨生涯论价值"不出板桥窠臼"
于廉惠何伤之有- 风雅钱仍风雅用"向
荒园老屋添花柳! 五簋约"燕良友! 漫
嗤自享千金帚"算老来只余拙笔"尚夸人
口! 便类碔砆同瓦砾"索报却须琼玖!
书数目榜之门右"博得道涂闻者笑"谓是
翁罔顾言之丑! 掩两耳"掉头走, #马
宗霍 8#=$

文人以书画治生的情形!)聊斋志异*中也有
所涉及!只是着墨不多而已# 如第二卷)侠女*篇
描写南京人顾生以书画自给"'顾生!金陵人# 博
于才艺!而家綦贫!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
人书画!受贽以自给!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虚#(
%)聊斋志异%图文本&* :<&

!四" 经商% 文人经商自古有之!范蠡在辅佐
越王勾践复国后!隐退经商!成为富商的事迹众所
周知# 降及明清!特别是自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
日益发达!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涉足商业界!文
人经商较之前代更加普遍# 清代初中期最有成就
的当属徽商!号称'无徽不成镇(!涉及的领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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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广泛!如盐业$木业$茶业$典业$放贷业等!从商
的方式主要有佐人经商和独立经商两大类!这其
中都不乏文人身影# 到了晚清!随着西方列强在
军事上$经济上的入侵!上海成为文士寻觅治生之
乐土!许多文士投身于实业!更有商战救国之论!
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民族实业家# 笔者曾有专文予
以论述!恕不赘述#

文人经商的情形!)聊斋志异*中也多有描
写!如第九卷)刘夫人*篇比较细致地摹写了彰德
人廉生弃儒经商的情形# 小说先是描写廉生虽家
贫!却痴迷于读书!起初虽经一妇人劝说!仍不愿
弃儒就商/后在妇人的极力劝说和帮助下!廉生才
决定下海经商# 廉生虽不懂经商之道!但在妇人
及其手下人的鼎力辅佐下!获利甚多!成为一代盐
商# 即使如此!廉生仍不忘读书本业!最终放弃经
商获利之道"'然生嗜读!操筹不忘书卷!所与游
皆文士/所获既盈!隐思止足!渐谢任于伍#(%)聊
斋志异%图文本** =<;&

第二卷)纫针*篇描写了王心斋因家道中落
而贷款经商却失利之事!女儿差一点被债权人所
谋夺的情形"

乃知其夫王心斋"亦宦商也! 家中
落"无衣食业"浼中保贷宫室黄氏金"作
贾! 中途遭寇"丧资"幸不死! 至家"黄
素偿"计子母不下三十金"实无可准抵!
黄窥其女纫针美"将谋作妾! 使中保质
告之3如肯可"折债外"仍以廿金压券!
#(聊斋志异#图文本)) 9=3$

)聊斋志异*其他篇章也在不同程度上描写
了文人经商的情形!如)罗刹海市*描写了马骥出
身于商贾之家!其父因年老'罢贾而归(!马骥在
其父的劝说下!继承父业!弃儒就商/)雷曹*描写
了乐云鹤科试屡败后!面临生计问题而不得不弃
儒经商!经商半年就略有小成/)房文淑*描写了
邓成德因开馆授徒难以维持生计所需!无颜回家!
遂弃塾师之业而出外经商!历经四年而获利归家#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聊斋志异*
中的一些篇章已触及文人因各种原因而治生这一

社会现象# )聊斋志异*中描写了文人治生的一
些途径!如处馆授徒$佣书$出售书画$经商等!其
中对文人处馆授徒$经商这两种治生途径的描写

着墨较多!这恐怕与蒲松龄父子从事治生的方式
不无关系!蒲松龄试图将他的这种情感注入)聊
斋志异*之中!实现他的'意图力(与'叙事个性
化(的有机结合#

二! %聊斋志异'反映的文士治生生态

)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一些文士治生的情形!
虽有的篇幅较短!但一些篇章却描写得很生动!主
要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士生态#

!一" 反映了古代文士治生的真实状况% 文
士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子
贡$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又
如战国四君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
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广收门客!许
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文士慕名投奔其门下!成为他
们的食客或贵宾!当时的许多文士游食于江湖/三
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与他
的弟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另外三国时期的许
多名士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
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 其后历朝历代都不
乏治生之文士/不过宋代之前的文士治生状况!文
献记载较少!这可能与宋代之前对文士治生重要
性的认识不足有关系# 延至宋代!文士治生开始
逐渐增多起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宋代的许
多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名人或踏入仕途的文士从
事这类活动多不是生活贫苦所致!其治生手段主
要是通过为人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且具
有一定的商业化和文化性特点/下层文士常常是
因生计所需不得不从事治生活动!甚至从事一些
为时人所不齿的行业/去职或遭罢官的文士!也加
入了治生行列# 对此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

元代!虽历时不到百年!但亦不乏文士治生
者# 元朝建立后!一些文士鉴于统治者对中土文
人采取的打压和歧视政策而不得不隐于民间!参
与词曲创作!元杂剧因之而兴起!至于文士参与戏
曲创作和舞台艺术而取酬的现实!虽缺乏文献记
载!但研究者多认为这种现象会有所存在# 元代
末年!刘基弃官隐居家乡!以授徒为业# 而尤为重
要的是!不仅元代文人亲身实践!而且在治生理论
上也独树一帜!元代理学家许衡提出'学者治生
最为先务(的治生理论!深深影响了明清文人的
治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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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降及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日益完备!众多文人
孜孜以求于科试中第而穷首皓经# 虽然科举中式
名额较之前代不断增加!但相对于不断增长的文
士数量!中式比例却日益下降# 生计问题摆在了
众多未仕士子面前!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寻求适合自己的谋生之道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明清时期!文人治生的现象较之前代更为普遍!涉
及的治生领域日益集中!记载文士治生的文献资
料较之前代更加繁多!这显示出明清文士治生的
普遍性#

!二" 明清文人治生理念为文人治生提供了
理论基础% '治生(一词!语出司马迁)史记+货
殖列传*"'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后为历代多采
用!言即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
手段谋生# 古代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在)论语
注疏*中!)解经卷第七+述而第七*曾云"'言人
能奉礼!自行束脩以上!则皆教诲之( %<9&!孔子
认为授徒治生是很正当的行为/)解经卷第七+
述而第七*又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
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认为治生求
富是很正当的需求!即使从事一些低贱的行业也
无所谓/如果做不到治生求富!也可从事个人的兴
趣爱好# )解经卷第四+里仁第四*又言'富与
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
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
去仁!恶乎成名3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
是!颠沛必于是(%$"&!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类正常
的欲望!需要以正当途径获得!贫贱是人类所不希
望的!但如果不用正当手段摆脱它!就难以消除这
种不利状态# 有道德的人!需要时刻注意仁德!即
使在困境之中也不能忘记#

迨及南宋!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永嘉永
康事功学派兴起!他们主张'农商并重(和'功利
并举(!与朱熹等人所代表的传统理学观念发生
了激烈碰撞和冲突!被朱熹等理学家视为'功利
之学(而大加鞭伐!也进而引起众多文人对义$利
何者为重的思考!即义利之辩# 及至元代!理学家
许衡明确提出了'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观
点!他认为治生应是学者首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治生是治学的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治生这个问
题!才不至于妨碍治学和自身的品行修为"'为学
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
所妨#(%许红霞 $:9&这种观念奠定了文人的治

生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明清学者!不少明清文人对
许衡的这种治生思想进行继承和延伸!形成了很
有学理性的明清文人治生思想# 尤为值得注意的
是!明清易代之际的思想家陈确)学者以治生为
本论*一文!是继承和发展许衡治生思想的集大
成者%陈确 8$;.8$<&# 其后无论王守仁的'四
民异业而同道($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
理($唐寅的'书画治生论(以及清代学者陆以湉$
全祖望$戴名世$张履祥等人的各种治生理念!都
是在)论语*中的治生理念和许衡的'学者以治生
为急(治生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治生之风气弥
漫于社会各个阶层# 明代)增广贤文*亦言'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视之有度!用之有节( %冯国超
;3&!对文士治生进行理论上的规范#

与蒲松龄差不多同时代的文人也对许衡的这

种治生思想多有继承和拓展!如理学家张履祥!除
了自己勤于治生!如处馆授徒$从事和研究农事
外!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生观!即'治生以
稼穑为先("'许鲁斋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
谓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治生者#( %张
履祥 <<=&清代理学名家戴名世提出种树作为文
人治生的论断# 他认为尽管种树属于勤苦的劳
作!而且历时十年左右才能获利!不过它却是最适
合文人治生的途径# 戴名世认为!种树可在读书
之余操作!用时不多!不仅不会因之荒废学业!而
且比起处馆授徒所得微薄束脩!更能因之得获厚
利/戴名世又提出种树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土质$
区位选择最适宜的种植品种# %戴名世 ;3.;=&

一些文人士大夫虽仍坚持正统的儒家理念!
但也对文士治生给予理解!如沈德符认为"'士大
夫黩货无厌者!固云龌龊下流!然为子孙计!或是
一理#(%沈德符 "8#&正如上文所引)聊斋志异*
第九卷)刘夫人*中妇人劝廪生治生所言"'读书
之计!先于谋生# 公子聪明!何之不可3(蒲松龄
在小说中借妇人之言!道出了他的治生理念!在
)贺宋静轩入泮序*中又言"

古人云3/读书之计"先在谋生!0岂
非以富者贵之资耶- 至于士也者"执饥
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以为业"既不得分
其身以事生产%不惟不得"亦不能! 甚且
八口啼号"往往掬破砚而食之"日日芸人
田"而家多废垅"其膝下痴儿"有肯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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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身"忍冻抱馁"而矻矻于斯者无之
矣! 故今日士之子"求其能躬亲耒耜之
外"犹记姓名不讹"亦已过望"敢云肯我
堂构乎- #(聊斋文集)卷 "%(蒲松龄全
集)第 " 册 ;$$

蒲松龄)卷堂文*中有云"'学以致圣为先!不
可无谋食之计#( %杨海儒!)蒲松龄遗文* 93&这
也从侧面体现出蒲松龄的治生观念与元代许衡

'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治生观念一脉相承#
蒲松龄虽数十年从事处馆授徒和出外游幕!

但他很重视农桑!如他在 )家政外编*的序言
中云"

窃以四民之生"胥资南亩%八口之
计"重赖西成! 今日而无宵旰之劳"则明
日遂无寝食之适! 人生斯世"虽欲无劳"
不可得矣! 然或贵介之子孙"不分菽麦%
秀才之庄稼"贻笑耕夫! 日用之事"习而
不察者"宁少乎哉, 他如朝饔夕爨"云剪
夏畦之蔬%乘屋牵萝"实落秋园之树3为
橐驼之弟子"乃神农之功臣也! 下此则
释耒耜而问花竹"亦田舍之高风%去淫赌
而耽林泉"犹陶朱之令嗣3又乌知蓝蔚之
生风月"非所以慰藉劳人乎- 集为外政"
公之同人! #(杂著)%(蒲松龄全集)第
3 册 8:3$

蒲松龄又在康熙四十四年%8:#$ 年&正月为
)农桑经*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 昔韩
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
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 余读而善之!
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
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今之论蚕者"集为一
书"附诸其后! 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
子孙云尔! #(杂著)%(蒲松龄全集)第
3 册 "=:$ "=:$

从蒲松龄对农桑重视的言语中!我们仿佛看
到了张履祥'治生以稼穑为先(治生理念的影子#
从时代来看!张履祥是明末至清中期人!稍早于蒲

松龄# 作为清初中期著名理学家$农学家的张履
祥!十分重视农桑!晚年时!他一边出外处馆!一边
身体力行!带领家仆从事农事活动# 张履祥还根
据自己历年的农业实践!对沈氏)农书*进行了增
删和修订!著成他的农学著作)补农书*!为后世
所重# 从这个方面来看!张履祥不仅有长期的农
作实践!并善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实践
性很强的农学理论#

三! 蒲松龄的治生实践为%聊斋志异'
注入了新内涵

!!蒲松龄的一生!与治生密切关联# 蒲松龄出
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其父早年虽立志科举!但因屡
败科场!只好弃儒经商"'初!松龄父处士公敏吾!
少慧!肯研读!文效陶$邓/而操童子业!苦不售#
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二十余年!称素封#(%)聊
斋文集*卷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3#8&后厌倦
商事!'不理生产(!将精力放于读书教子和施济
建寺!家产随之败落# 至蒲松龄时!蒲家已是处于
贫窭之境# 因家道中落!无力延师!蒲松龄早年所
学都是在其父教育下完成的# 尽管如此!蒲松龄
早年在科场上奋发有为!县$府$道试连拔头筹!然
其后连挫科场!难有建树!七十余岁时才成岁贡
生!直至被其妻苦心劝阻才作罢# 迫于生计!不得
不治生"'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
无暇治举子业#(%)附录*/)蒲松龄全集*第 3 册
=&蒲松龄主要采用游幕和授徒两种治生手段"应
原同乡$后出任宝应县的知县孙蕙所请!在其幕中
做幕宾数年/其次!蒲松龄又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
家处馆!授徒四十余年!直至年届七十岁才撤帐归
家# 蒲松龄及其子孙为了生计!各自出外处馆!平
时难得一见!如其子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
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中言"'此三十年内!不孝
辈以次析炊!岁各谋一馆!以自糊其口!父子祖孙
分散各方!惟过节归来!始为团圆之日#( %)附
录*/)蒲松龄全集*第 3 册 =&蒲松龄与所处馆主
家的交情很好!而且也是深怀感激之情的!毕竟像
蒲松龄这种落第文人!想长期受雇于一家也不是
一件容易之事# 尽管如此!蒲松龄在 )聊斋志
异+田七郎*中!一方面掺入了恩报主题!另一方
面也隐约揭示了这种恩报主题背后隐藏的不平等

性!显示出蒲松龄的这种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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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一生落拓不第!笔耕不辍!治生数十
年!对下层文士的窘态深有体验和感触!如在)蒲
松龄全集*的一些篇章中!他对自身落拓科场和
治生窘况深感无奈和苦闷!如他在)聊斋词集*
0附录2)念奴娇*中感慨一生落拓不堪$贫病交加
的凄惨遭遇!令人读后忍不住潸然泪下"

韶华易逝去"叹凫沉鸥汛"年年落
魄! 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来先觉!
梦鸟惊笼"吟虫吊砌"多是眠难着! 梧桐
知否- 一宵冷透帘箔! &**'

前身何似- 想半生贫贱"不偿业果!
春去秋来常是病"辜负柳丝花朵! 未听
新莺"早惊客雁"瘦影愁千里! 煎心自
急"便同鹦鹉骂锁! &**'

我狂生耳"自摸索今世"已拼寒窘!
老大只求癯骨健"犹似苍苍未允! 烂漫
花朝"团圞月夕"俱向床头尽! 揽衾长
叹"韶光空掷虚牝, 堪怜多病沈郎"频移
带孔"未觉腰围! 憔悴那禁秋气烈, 但
怨露娇风忍! 禾稼不询"妻孥总置"真似
无肠蚓! 伶仃病鹤"抟秋漫羡鹰隼!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8<."#$

蒲松龄在作于康熙二十年%89;8 年&的)答汪
令公见招*诗中言道"'年年落魄抱烟霞!回首平
时意转差# 倘有一人能相骨!何妨四海更无家3
儒冠未达狂生刺!呵叱恐遭醉尉加# 踪迹迂疏应
勿怪!生平曾不到公衙#( %)聊斋诗集*卷 "/)蒲
松龄全集*第 " 册 8"8&作于康熙二十七年%89;;
年&的)偶感*诗中云"'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
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3 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
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聊斋诗集*卷 "/)蒲
松龄全集*第 " 册 8$8&

蒲松龄为生计游幕四方!虽被幕主所礼敬!但
他对于游幕之苦颇多感慨!如他在)又小启代孙
蕙%据手稿&*中言"

卑职刍牧微司"冲疲苦吏"送迎缓
急"贱卑不啻马牛"浩荡河渠"溢涸总属
罪罹! 名为钱谷职掌"每半夜而接使臣
者二三"任他几案尘生"恒十日而在河干

者八九%兼之连岁水荒"抚绥整顿"心血
几枯"万苦千辛"无可控诉! #(聊斋文
集)卷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8$9$

他又在)上藩司徐代孙蕙%据手稿&*中云"
'卑职职同牛马!苦若檗冰#( %)聊斋文集*卷 =/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8$;&离乡游幕!备尝艰辛!
不仅事务繁冗!而且官场之事又时常风云变幻!如
履薄冰!如蒲松龄)附小启代孙蕙%据手稿&*言"

卑职牛马冲疲"苦难名状"三年以
来"心碎血枯"直落得一副佣保骨"伶仃
仅在"不意又以浮名而贾实祸"复蒙诸上
台委署秦邮"东撑西欹"捉襟肘见"如处
颓屋"面面皆风%明知保障之为难"只觉
茧丝之不忍! #(聊斋文集)卷 =%(蒲松
龄全集)第 " 册 8;:.8;;$

蒲松龄游幕三年!游幕所得脩金微薄!除了日
常用度!几无剩余!如蒲松龄)十二日答平原张讳
德伯代孙蕙%据手稿&*言"'但弟遭逢不偶!牛马
冲疲!宦业三年!囊空如洗!所不乏者!日暮江云!
只恨不堪持赠耳#(%)聊斋文集*卷 =/)蒲松龄全
集*第 " 册 8<;&这种贫窘之态!仅能维持日常生
计!要想过上体面生活基本上是一种奢望!更谈不
上像明代文人那样追求闲情逸致和奢侈性食品消

费了#
蒲松龄一生废于科举!为生计奔波!穷愁不

堪!他屡在所作中抒发自己的愁苦之情!如他在作
于康熙十一年%89:" 年&的诗作)拨闷*中言"'白
云绿树隔红尘!湖海飘零寄此身# 花落一溪人卧
病!家无四壁妇愁贫# 生涯聊复读书老!事业无劳
看镜频# 何日得钱十万贯!烟波深处买芳邻#(
%)聊斋诗集*卷 8/)蒲松龄全集*第 " 册 $9&他
为治生计拙并因治生而荒废举业而愁苦!如在作
于康熙十一年%89:" 年&的)咏怀*诗中言道"'谋
生计拙探鸠巢!半夜寒窗忆故交# 岁月已随人事
故!诗书总为世缘抛#( %)聊斋诗集*卷 8/)蒲松
龄全集*第 " 册 9#&蒲松龄又在作于康熙十一年
%89:" 年&的诗作)九日同王如水登高!时定甫欲
北上*中言"'穷途落魄叹遭逢!把酒登临问化工#
三载浮名怜主弃!十年孤调与君同# )离骚*欲读
羞名士!山水之间见醉翁# 夜夜丰城高剑气!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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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辨雌雄#( %)聊斋诗集*卷 8/)蒲松龄全集*
第 " 册 ;9&

蒲松龄为屡败科场!难博一第而备感苦闷!羞
对妻子!如他在作于康熙四十七年%8:#; 年&的诗
作)语内*中云"'少时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
飧# 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聊斋
诗集*卷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389&他在作于
康熙五十一年%8:8" 年&的诗作)蒙宾朋赐贺*中
言道"'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 腐儒
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聊斋诗集*卷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3$"&

蒲松龄虽一生为科试和治生劳碌!但不仅在
后期科试中屡遭败绩!而且治生数十年所得微薄!
穷愁不堪!在其所作中屡抒愁闷之情# 如他在作
于康熙九年%89:# 年&的诗作)寄家*中言"'年来
憔悴在风尘!貂敝谁怜季子贫3 瑟瑟晚风吹落木!
萧萧衰柳怨行人# 秋残病骨先知冷!梦里归魂不
记身# 雁足帛书何所寄3 布帆无恙旅愁新#(
%)聊斋诗集*卷 8/)蒲松龄全集*第 " 册 9&在作
于康熙三十年%89<8 年&时的诗作)五月十二日!
抱病归斋*中感慨落魄凄凉"'抱病归斋意暗伤!
■呻短榻倍凄凉# 家贫况值珠为粟!儿懒何堪妇
卧床8 梦里红尘随客远!镜中白发与愁长# 终宵
辗转闻残漏!月下空庭雪满廊#( %)聊斋诗集*卷
3/)蒲松龄全集*第 " 册 8:".8:3&在作于康熙
三十六年%89<: 年&的诗作)东归*中言"'偃蹇风
尘四十秋!长途款段不能休# 制芰荷裳怜宋玉!疑
蝴蝶队有庄周# 家门暂到浑如客!瓮米将空始欲
愁# 尤恐黄花笑人老!醉中不敢插盈头#(%)聊斋
诗集*卷 3/)蒲松龄全集*第 " 册 "#:&在作于康
熙四十一年%8:#" 年&的诗作)二月二十三日!讯
内人病%据手稿&*中云"'四十六年中!涉历遍愁
境# 食指日已繁!家贫赖节省# 游人不顾家!汲深
劳短绠# 翁妪老相依!晨夕念饥冷#( %)聊斋诗
集*卷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38&在其词作
)贺新凉 喜宣四兄扶病能至!挑灯伏枕!吟成四
阕!用秋水轩唱和韵*中对自己一生落拓不堪!穷
愁窘况多行悲慨之语"'0112蚕将老未能成茧#
贫病空催明镜影!恨三生福业根茎浅# 魂断矣!如
何展3 黔娄命薄难通显# 顾床头黄金垂尽!错囊
常扁# 短短疏篱围小舍!吠个伶仃瘦犬# 无四壁!
盗忧幸免# 烟冷晨炊巧妇怨!夏服成便换春衣典#
阶没草!无人剪# 首调自谓也# 自记# 0112搔

首自怜贫病客!不及云中鸡犬# 0112笑年年客
窗灯火!角巾照扁# 归到门庭浑似客!惊吠狺狺家
犬# 口腹累!贤豪不免# 户外催租能败意!向卿卿
频乞金钗典# 双黛蹙!弯如剪#(%)聊斋词集*0附
录2/)蒲松龄全集*第 " 册 "=&

尤其遇到自然灾害时!虽有治生所得束脩!但
仍入不敷出!蒲松龄一家面临饥寒之窘境!如在他
作于康熙四十一年%8:#" 年&的诗作)霪雨之后!
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据手稿&*中言"'方今
秋成谷腾贵!市上斗米如斗珠# 吾家妇子三十口!
丰岁不免饼晷虞# 况有累弟老无力!四壁圮尽半
垅无# 家书览愁不寐!但闻蛩声唧唧泣向隅#(
%)聊斋诗集*卷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蒲
松龄在作于康熙四十七年%8:#; 年&的诗作)敛
毕*中亦言"'倚杖衡门下!瑟瑟秋声寒# 年荒新
谷贵!宁免冻馁干3 田舍对妻孥!脉脉蹙愁颜# 邻
父有好怀!携酒相与欢# 座中无杂言!各道秋成
悭# 亩田无斗粟!今岁一酿艰# 倾觞宜尽醉!后此
宴会难8(%)聊斋诗集*卷 =/)蒲松龄全集*第 "
册 38=&

在蒲松龄之前!针对文人落魄和穷愁之境!有
的文人曾作)贫士吟*类的长篇诗作或词作!如明
人唐寅曾作)贫士吟*以自嘲!并作)风雨浃旬!厨
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
孙思和*诗诉说贫士之苦/)金瓶梅词话*作者借
用)别头巾文*痛诉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悲惨境地
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痛苦# 无独有偶!蒲松龄也
作了)学究自嘲*曲子!揭示了'只少一张雇工纸(
的教书先生的'为师之苦(和'为师之贱( %)附
录*/)蒲松龄全集*第 3 册 $3.$:&# 有诗一首"

暑往寒来冬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东家嫌懒惰"工多子弟结冤仇!
有时遂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轻舟!
#$3$

另外!蒲松龄所作的)教书词* )辞馆歌* )先
生论*)塾师四苦*)训蒙诀*)卷堂文*等文!道尽
了塾师之劳苦!抒发了他因科举不第而不得不为
了生计治生的无奈和抑郁$愤懑之情# 如)教书
词*中言"'可叹吾儒太薄命!室常如悬磐# 无计
去聊生!谋馆教书苟延性命#( %杨海儒!)聊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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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8&&)辞馆歌*中言及塾师之苦"来去须依主
家之意!教导子弟须看主家之脸色/塾师须使所教
子弟出成绩!否则又会受到主家的白眼和责备!可
以说塾师在主家面前尊严丧尽"

连年流落在江湖"江湖生意多萧索!
一生去住由主人"三飡迟早由奴仆!
&**'俨如有罪人"坐在无罪狱! 利觅
蝇头且莫言"弟子愚顽难教育! 教育规
矩严"护短不容加鞭扑! 教育无功程"又
责先生才不足! 此情此情诉向谁- 长叹
一声自藏蓄! #杨海儒" (聊斋遗文)
;"$

)先生论*道出了塾师背井离乡出外处馆授
徒的诸多苦楚!如塾师为生计不得已别离妻子!离
家出外授徒!但常常处于所得脩金微薄!难以维持
生计的窘境"

舌耕之苦楚"只可自知! 身将离而
仍合"心欲改而悔迟! 饥来青灯不谌
#堪$煮"寒时黄卷难为衣! 不得已"还
借教书为活计! 依然假馆作生涯"束脩
数金奉身去! 柬帖十二送愁来"于是背
井离乡"舍我田园而不顾! 咬文嚼字"求
人衣食欲何之- 恋蜗角之微名"直#置$
妻孥于行路%谋蝇头之小利"难侍父母于
庭帷! #杨海儒"(聊斋遗文) ;3$$

)先生论*又对主家不尊师重教!以艰苦的饮
食和住宿条件对待塾师的情况予以无情控诉"
'白日里厌餐疏水饥如饱!到晚来怕睡孤衾冷如
冰# 0112等闲霜落少年头!半饥半饱怀愁客!
无枷无销%锁&自在囚#(塾师对于教学之宽严程
度难以自己决定!对待所授子弟宽松了!主家不满
意/若对子弟严格了!又容易引起所授子弟之不
满"'课少东君言懒惰!功多弟子结冤愁%仇&# 宽
严都是难为处!谁与先生一解忧#( %杨海儒!)聊
斋遗文* ;=&&塾师只能仰主家之鼻息!不敢对于
处馆待遇和脩金有所索求"

今而后揣东君之意"爱的是学生朴
野"莫粗暴也%训诲淳淳 #谆$"弗惮劳

也%杯瓶痛绝"戒醇醪也%菜羹疏食"忌嘉
#佳$肴也%终身监守"坐囚牢也%束脩薄
取"价不高也%家常便饭"终岁熬也%搬送
车马"一笔消也%担簦负笈"往来跑也%下
气柔声"休发黪也%虽极无理"犯不校也!
#杨海儒"(聊斋遗文) ;=$$

)塾师四苦*又道出塾师四大苦处"一是教书
辛苦!束脩不定期支付"'清晨便教书!口舌都干
苦# 方才教写字!又要教读古# 0112开学不回
家!清明到端午# 临期候书金!看看日将午# 若还
不至诚!留待后人补#(二是教书环境低劣"'塾堂
两三间!东穿又西破# 上漏并下湿!常在泥中坐#
炎天气郁蒸!难学羲皇卧# 一朝朔风悲!林端发恐
怒# 窗破不能遮!飕然入门户# 一吹寒彻骨!再吹
指欲堕# 爆日无阳鸟!拨炉又绝火#( %杨海儒!
)蒲松龄遗文* 9# 98&三是教书待遇低下"'两
捆乱稻柴!一条粗衾布# 虽有青麻帐!又被鼠穿
破# 夏间灯烬时! 便受蚊虫蠹# 倏 忽 秋 冬
&0至2!霜雪纷纷堕# 枕席凉如冰!四体难捱过#
才闻鸡喔声!不寐而常寤#(四是主家给塾师的饮
食比较粗劣"'粥饭只寻常!酒肴亦粗卤# 鱼肉不
周全!时常吃豆腐# 非淡即是咸!有酱又没醋# 烹
调搃0总2不精!如何下得肚# 勉强吃些饭!腹中
常常饿# 渴来自煎茶!主翁若不睹#(%)蒲松龄遗
文* 98 9"&

)卷堂文*中又道出塾师之苦"离乡背井!抛
妻舍子/束脩微薄!难以维持生计/主家要求塾师
尽心教授!却对束脩付出锱铢必较!甚至拖延支
付# 塾师之业!如同'无枷无锁(之囚徒"

一金虽薄"俯首于浊富之门%百里莫
辞"委身于不亲之地! 视生徒犹骨肉"遂
弃子与抛妻%以馆舍为福地"遽离乡而背
井! 坐时动经累月"不道归迟%去时未经
半旬"却嫌久滞! 无枷无锁"实为自在之
囚%不哑不聋"化作痴呆之汉! &**'
总觅得一两五钱"怎添补千窟百孔"徒使
斯文扫地%岂知富贵在天"几番欲发奋辞
归"当不得婉言留住! &**'算功课论
长说短"欲诉无门%讨束脩指东说西"要
归不得! 农工商贾莫非人"奚必教书为
业%城市乡村皆有利"何须处馆营生!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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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奋翼"定飞过愁山%及早回头"好脱离
苦海! #杨海儒"(蒲松龄遗文) 93$

与蒲松龄差不多同时代的文人对于处馆授徒

的窘况颇有感慨!如清代浙江山阴人金埴!曾作诗
诉说处馆之艰难"'谋馆多艰觅食竦!旅禾谁与借
书娱3 此乡自断闻君后!羹店牙行总绝无#( %金
埴 <<&汪辉祖)佐治药言+范家*亦言及处馆授
徒的束脩微薄"'寒食课徒者!数月之脩!少止数
金!多亦不过十数金# 家之人目击其艰!是以节啬
相佐#(%汪辉祖 =&郑板桥对此也深有感受"'教
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
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
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郑燮 8<;&

蒲松龄又作)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历
下吟*以自嘲# 在蒲松龄死后!其子等所作)祭父
文*对蒲松龄的治生状况作了总结"

若夫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
凡所交游"皆知我父之至诚不欺"胸无城
府%而东西师生三十年生死不二"至托诸
梦魂者"则又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 呜
呼, 我父奔波劳瘁"七十岁始不趁食于
四方" 虽 有 儿 辈 四 人" 将 焉 用 耶,
&**'我叔荡析离居"日以薄产修仪"
不能兼赡其多口为恨! #(附录)%(蒲松
龄全集)第 3 册 ;$

由上论析来看!自蒲松龄父辈虽经商却因后
期不理生产而致家道中落后!蒲松龄面临着严重
的生计问题!他不得不一边备考!一边治生!为家
计奔波四方!劳碌一生!不仅在科场上屡遭败绩!
而且在治生所得上也是捉襟见肘# 科试无成和生
计所迫如同两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
上!令他愁苦异常# 蒲松龄这种窘态使他难以做
到像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中期以来的所谓'山人(
那样能脱离世俗!率性而为!不以功名为念# 这种
贫窘之态令他对人生感悟甚深!故而蒲松龄在他
的诗文词曲中!经常抒发自己穷愁苦闷的情怀#
数十年的离家外出治生生涯!也使蒲松龄对文士
治生的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聊斋志异*中
所描写的文士治生情形显得细致而深刻!主要集

中在处馆授徒和文士经商两大类!这也正是蒲松
龄与其父$其子长期从事治生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这无疑给)聊斋志异*描写文士治生注入了素材
和活力#

结!论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不少笔墨描写了
文士治生# 他所描摹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于处馆
授徒$经商两个方面!另外也对佣书自给$文士书
画治生予以描写# 这一方面真实反映了明清时期
的文士治生生态!明清文人治生现象较前代尤为
普遍!有些文人为治生薪酬不再遮遮掩掩!甚至锱
铢必较!明码标价!这在江南一带尤为突出# 元代
许衡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思想深深影
响了后世学者!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多是继承和
发展许衡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
论基础!正统文人开始理解和尊重文士治生!社会
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另一方面揭示了下层文
士面临的艰难处境!下层文人多因家贫不得不为
生计而治生!面临的窘况令人心酸# 一些文人开
始以诗文词诉说这种艰辛!如明代唐寅$)金瓶梅
词话*作者!清代张履祥$郑板桥$蒲松龄等!或作
'贫士吟(类自嘲!或作反映科举制度下下层文人
窘况的篇章!这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蒲松龄一生困顿科场!为生计辛苦治生数十
年的经历和对此的深切感悟!为)聊斋志异*文士
治生的摹写注入了活力# )聊斋志异*所描写的
文士治生情形!有的着墨不多!有的进行细致摩
画!反映了小说作者的取舍有别"对于自己很有感
悟的治生情形!如处馆授徒和文人经商进行细致
描写!这恐怕与蒲松龄及其父$子的治生经历不无
关系# 蒲松龄父亲经商多年!蒲松龄处馆授徒数
十年!这些长时间的治生经历自然在他心中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影子# 蒲松龄父亲经商多年!虽有
所得!但后因不理生产而致家境败落# 在其父死
后!蒲松龄一方面致力于科试!屡试不售/另一方
面不得不挑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出外游幕和
处馆!所得束脩微薄!一遇天灾!一家面临窘境!这
对蒲松龄的冲击很大!故而在他的诗文词曲中多
有抒发愁闷$凄苦之辞!读后令人叹惋#

研究)聊斋志异*中的文士治生和蒲松龄的
治生情形!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聊斋志异*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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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表现出的文人生活史!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蒲
松龄的心路历程#

注释#@#)*&$

! 关于吴门画派$扬州八怪书画治生的论述!笔者曾有专
文予以论析!请参见拙文)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文人与
书画治生*!)苏州大学学报*3%"##<&"<: 8#8/)明清时
期扬州与文人治生*!)安徽史学*9%"#88&"$" 9#/)晚清
时期上海与文士治生*!)学海*9%"#88&"89= 89;/)唐伯
虎治生探微*!)安徽史学*9%"#8=&"3: ="#
" 参见拙文)明清时期徽州文士的治生与经商*!)安徽
大学学报*$%"#83&"8"8 8":/)晚清时期上海与文士治
生*!)学海*9%"#88&"89= 89;#
# 关于意图力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个性化关系的论述!
请参见公维军$阳玉平")意图力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个
性化关系研究...以明清小说文本为例*!)明清小说研
究*=%"#8<&"8=8 8$$#
$ 关于文人治生情况的论述!请参见拙文)宋代文人的治
生与商化*!)社会科学辑刊*"%"##$&"8## 8#$#
% 关于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以及受许衡治生思想的影响
的论述!请参见拙文)明清时期文人的治生观念*!)中国
文化研究*=%"#88&"8"3 8"<#
& 关于)聊斋志异+田七郎*恩报主题的具体论述!请参
见陈瑜")'士为知已者死(的观念嬗变...从)聊斋志
异*经典文本微观分析出发*!)明清小说研究*8%"#8<&"
"3" "=9#
' 关于明代奢侈性食品消费的论述!请参见刘晓艺")明
代奢侈性食品消费的阶层下移趋向...兼考4醒世姻缘
传5中的罕异方物名吃*! )明清小说研究* " %"#8<&"
833 8=<#
( "# 世纪 ;# 年代学界发现的蒲松龄)教书词*)辞馆歌*
)先生论*)讨青蝇文*)塾师四苦*)训蒙诀*)卷堂文*等
文等道尽塾师之苦# 参见杨海儒")聊斋遗文4教书词5
4辞馆歌54先生论54讨青蝇文5*$杨海儒辑录标点)蒲松
龄遗文4塾师四苦54训蒙诀5 4卷堂文5*# 以下引自)教
书词*)辞馆歌*)先生论*)塾师四苦*)卷堂文*的文字均
据此而来!不再注明出处#
) 关于中国古代山人文化的论述!请参见冯保善")山人
文化视野中的4儒林外史5*!)明清小说研究*=%"#8<&"
= "=#

引用作品#"#$%&'()*+$

陈确")陈确集*%上&# 北京"中华书局!8<:< 年#
aHI*+\sC*W*%))#&-'%+ %0*"#+ b/#WT*(̂(+1̀ bI%+1IC.

T%%Y H%65.+O\8<:<Wc
陈寿")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阚泽传*!)三国志*第

五册卷 $3# 北京"中华书局!8<$< 年# 8"=<#

aHI*+\GI%CW!"#J%%9%0M/GJ'%8.(C"2%0<(+ \#K
1#&%.>,%0-"#!".##<'+8>%5,Kk%-W$WT%%Y $3W
T*(̂(+1̀ bI%+1IC.T%%Y H%65.+O\8<$<W8"=<Wc

戴名世")种杉说序*!)戴名世集*卷 3W北京"中华书局!
8<;9 年# ;3.;=#

aQ.(\J(+1'I(W]i+ E,%D(+1H*2.,'W_*%))#&-'%+,%0A('
F'+8,"'Kk%-W3WT*(̂(+1̀ bI%+1IC.T%%Y H%65.+O\
8<;9W;3 ;=Wc

范晔")班梁列传*第 3:!)后汉书*第六册卷 =:!李贤注#

北京"中华书局!8<9$ 年#
a/.+\d*WJ'%8.(C"2%0J(+> (+> H'(+8KP%)KklKJ%%9%0

H(-#.3(+KP%)KiKJ%%9mlW?2W@(e(.+WT*(̂(+1̀
bI%+1IC.T%%Y H%65.+O\8<9$Wc

冯国超译注")增广贤文*# 北京"商务印书馆!"#8$ 年#
a/*+1\EC%4I.%\*2W;C"%.',5,0.%5-"#;+&'#+-KT*(̂(+1̀

XI*H%66*,4(.-7,*''\"#8$Wc
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8<<3 年#
aE*\eC4C+W;+#&>%-#,%0-"#b'+8 75'+#+-,Wd.+10I%C`

[(.+1'C d.+10I%C R+4(*+) T%%Y' 7C&-('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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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埴")不下带编+巾箱说*# 北京"中华书局!8<;" 年#
a[(+\bI(W7(,')2$##+ (,RC-%-"#J#)-WT*(̂(+1̀ bI%+1IC.

T%%Y H%65.+O\8<;"Wc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陶慕宁校注# 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 年#

a@.+-(+1e(.%M(.%GI*+1W!"#?)/5'+ -"#[%)>#+ P(,#W?2W
X.%\JC+(+1WT*(̂(+1̀ 7*%5-*o'@()*,.)C,*7C&-('I(+1
B%C'*\"###Wc

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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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WT*(̂(+1̀ 7*Y(+1>+(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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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生")世载堂杂忆*# 北京"中华书局!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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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1IC.T%%Y H%65.+O\8<9#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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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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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归田录*!)笔记小说大观*%四&# 扬州"江苏广

陵古籍刻印社!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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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延庆等")民国萧山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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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蒲松龄全集*# 上海"学林出版社!8<<; 年#
a7C\ G%+1-(+1W !"#*%5C)#-#M%.9,%0?/ $%+8)'+8W

GI.+1I.(̀eC*-(+ 7C&-('I(+1B%C'*\8<<;Wc
...")聊斋志异 %图文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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