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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富贵源头》 的因果报应及社会意义
陈 业 东

中国的笔记小说发源甚早
,

魏晋以降
,

发展不

辍
,

而作风亦数变
。

就其 内容而论
,

大略可分为

谈神鬼怪异的志怪小说和记录现实人物琐闻轶事

的志人小说两类
。

关砖志人小说
,

鲁迅在 《中国

小说史略》 中说
: “ … … 民之所 尚

,

因有撰集
,

或者掇识旧闻
,

或者记述近事
,

虽不过丛残小语
,

而均为人间言动
。 ”

清人笔记小说数量颇多
,

流

传亦广
。

《阅微草堂笔记 》
、

《香祖笔记》
、

《春

在堂随笔 》
、

《啸亭杂录 》 等都是上乘作品
。

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在撰写大量政论散文和

优国新诗的同时
,

也写过不少笔记小说
。

先有同

治九年庚午 ( 18 7 0年 ) 印行的 《陶齐志果》
,

后有

光绪四年戊寅 ( 18 78 年 ) 出版的 《富贵源头》
。

太平天国战争后
,

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

十

九世纪七十年代
,

自然灾害频仍
,

对经济的打击

更是雪上加霜
。

18 76 年至 18 79 年间
,

南北各省分别

遭受严重的水灾和旱灾
,

死亡至少一千万人以 卜
,

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郑观应在 《救时揭要》

的 《论救水灾 》 篇中
,

对当时水灾的祸害有清楚

的记载
: “

鸣呼
,

兵戈未息
,

水患频兴
。

或两广
-

常被水灾
,

或长江时催水患
,

黄河水决
,

清水潭

崩
,

哀鸿遍野
,

惨不可言
。

去年
,

直隶春夏之间

阴雨连绵
,

数月不止
,

河水盛涨
,

崩堤决 口
,

地

之被水者数郡
。

吴桥
、

宁津
、

南皮与天津境内之

房屋
,

为水冲倒者不可胜计
,

百姓之露宿龄野者

不 卜八
、

九万人
。

若总直隶一省计之
,

则损坏之

田芦等物
,

所值奚止千百万 ? 而民生之颠沛流离

无所栖 止者
,

又奚止百万人哉 ? 亦云惨矣 ! “

灾

情是如此严 重
,

民生是如此悲惨
,

天下之急公好

义者连年发起贩济活动
,

《富贵源头 》 便应运而

生
。

关放这本书编撰的缘起
,

郑观应在 《自序》 中

说
: “

古今四大部洲
,

世家巨族 富贵绵延
,

无不

由祖先之阴德
,

以致代有伟人
。

而阴德之最大
、

报应之最速者
,

莫如荒年施贩
,

一举可活千万人
。

上契天心
,

下全民命
。

古云
: `

活千 人者后必

昌
’ ,

询不诬 也
。

考诸 记载
,

有因活饥民而及身

富贵者
; 有因活饥民而者 ; 有因活饥民而子孙科

甲
、

累代瞥缨者
,

自古及今
,

不可胜数
。

盖德愈

积
,

福愈大
,

不求果报
,

不求人知
。

天之报施
,

愈觉其丝毫不爽
。

爱选缘救荒福报数 十则
,

皆确

有可据
,

请沈小园中翰监定
,

名 日 《富贵源头 》

仰资观感
。

当此 血
、

豫
、

秦
、

晋数百年来未有之

奇灾
, I

E祸福消 长之秋
,

国家发努截酒
,

士庶捐

资助贩
,

皆趁此机缘耳
。 ”

《富贵源头 》 出版后
,

迅即脍炙人 口
、

影响甚

巨
。

自光绪四年戌寅 ( 18 7 8年 ) 至民国二年 ( 19 13

年 )
`

十
一

余年间
,

每逢贩务
,

即有善心人重刊是

书分送
,

以为推动
。

各版作序者亦对此书推崇备

至
,

有称读后
“
果足激发善心

,

为劝贩之左券
”

者
:

有赞
“
此书之有功羚贩务

,

实非浅鲜
”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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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谓
“
贩款之集

,

皆是书之刻有以致之
”

者
。

《富贵源头 》 亦因此成为研究郑观应慈善思想的

重要材料之一
。

《富贵源头》 内辑由汉代至清代救荒福报故事

凡九十九则
。

按主角身份分
,

计官吏四十则
、

绅

富二十四则
、

士庶二十七则
、

妇女六则
、

方外二

则
。

郑观应说这些故事
“
皆确有可据

” ,

但考虑

到其时代跨度较大
,

所据书籍必繁
,

要对这近百

则故事溯源求证
,

一时难以做到
。

故以下仅就 《富

贵源头》 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及社会意义进行简单

的讨论
。

笔记的性质是随笔杂记
,

格式本来就没有严格

的限制
。

《富贵源头》 所记乃时间轶事
,

近乎四

库全书的杂事类
。

内中故事人物
、

情节
、

环境各

要素俱备
,

将之归为笔记小说是没有问题的
。

它

和郑观应的另一笔记小说 《陶齐志果 》 一样
,

具

有观点明确
、

语言通俗易懂
、

简练明快的特色
。

而最大的共通点
,

在放两书内容皆以因果报应唤

醒世人
,

达到的惩恶劝善的目的
。

只不过 《陶齐

志果 》 涉及的范围较广
,

而 《宝贵源头 》 则集中

在
“

施贩获报
”
罢了

。

小说题作 《富贵源头》
,

清楚地揭示了作者的

观点
:

为善是富贵的源头
,

欲想富贵
,

必先行善
,

行善是因
,

富贵是果
。

因此
,

因果报应的观念贯

穿全书
,

而行善一得善报也成为全书一个定型的

钗①事模式
。

归结书中不同时代
、

不同阶层人士

行善的方式
,

约有如下几类
:

或官式矫制冒罪发

贩
、

或出已棒救灾
、

或弩业罄家活饥民
、

或收养

弃婴
、

或焚债券等等
。

而善报的结果则包括
:

登
_

L寿
、

中科举
、

升官
、

得子
、

瑜疾
、

免祸
、

子孙

富贵等等
。

,’j 于善一得善报
”
钗事模式在书中反复出现

,

强调因果报应的说教也难免削弱作品的可读性
,

但作者还是通过一些文学手段去表达题 旨
。

有些

篇章不只以记事为 目的
,

而能通过记事以描写人

的情绪感受
,

因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 有些

篇章用比较对照的手法
,

显示人物品格的高下优

劣 ; 有些篇章则加上评论或引用诗句以深化主题
。

例如 《散贩改相》
:

太原布商刘全顺
,

求袁柳庄相面
。

袁一见惊

曰
: “

兄大限只在一月内
,

可飞速回家办后事
。 ”

柳庄
,

神相也
,

言无不中
。

因自归寓
,

惘然不乐
。

表侄周鳌问故始知
,

因劝云
: “

今大荒歉
,

人相

食
,

何不捐资买米麦散诸贫人 ? 积大阴德
,

或者

可回造化 ! ”
刘即依言

,

星夜发银办米散贩
。

过

一月余无恙
,

复往见
。

柳庄又大惊曰
: “

尔作何

大 阴德 ? 满面阴鹭纹
,

非但延寿
,

且可得二贵

子
。 ”

刘后年八十五
,

生二子
,

皆登甲榜
,

子孙

科第不绝
。

篇中描写刘全顺的
“
惘然不乐

”

与神相袁柳庄

前后两次
“

大惊
”

都很准备传神
。

《富贵源头》 亦间以 《阻贩恶报》
、

《闭贩被

栽 》 之类的故事
,

与众多救荒福报的事例作对照
,

突出行善有福的主题
。

甚至在同一篇故事内
,

作

者也有意安排正反面 ( 善与恶 ) 人物出现在同 一

场合
,

以
“
一流芳一遗臭

”
的结局作鲜明的对照

,

给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

如 《善恶巧值》
:

青浦东郊徐径镇赵省齐
,

遇乾隆甲戊岁荒
,

尽

出家资以救饥户
,

妻彭氏尽变妆夯办米施粥
。

时

粥厂中司贩阂某
,

侵蚀钱米以肥家
。

后乾隆乙卯
,

省齐之孙讳文桂
,

号香林
,

名登乡榜
,

回里拜渴

县尊
。

适逢阂姓之孙因事堂断收监
,

恰羚大堂皆

下相遇
。

一则乘舆飞进
,

一则带枷拖出
,

两相值

并两相讶云
。

善报恶报
,

两两相形
,

天殆故使之

巧相植
,

以醒世与
。

《富贵源头 》 还有部分篇章模仿聊齐笔法
,

在

篇未加上评论
,

加强劝善惩恶的效果
。

如 《闭贩

被找 》 末云
: “

此虽盗贼之行
,

终归袅碟
,

然亦

足为不务恤贩之戒矣
。 ”

《阻贩恶报 》 写了宋代

林机阻贩
,

结果 自己病卒
,

三子继亡
,

其后遂绝
。

作者评曰
: “

鸣呼
,

万姓生灵
,

林以一言杀之
,

立遭天遣
,

可不畏哉 ! ”
《同胞三鼎甲 》 写昆山

徐族请贩灾
,

活数百万人
,

其三孙先后举状元
、

探花
、

篇末评曰
: ”

同胞三鼎甲
,

为熙朝之瑞事
,

为从古所罕闻
。

由此以观
,

则知种福之道
,

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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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砖贩饥
,

即莫有捷放贩饿者也
。 “

《杨呆》 篇

后之评语最 长
,

谓
: “

可见为商为贾之人
,

若能

留心积善
,

随地可种大福
。

盖钱财是命中一定之

物
,

分中有财
,

能舍以积德
,

上天必千倍万倍加

利还之
。

分中无财
,

即使用尽心机
,

成家立业
,

而天地降罚
,

飞灾横祸
,

不难夺之而去
。

或为不

孝子败去
,

留不美之名与人作笑柄
。

所谓小人枉

自为小人
,

深可惜也
。 ”

《许允 》 篇末则借文蒂

乱谕诗强调劝善惩恶的题旨
: “

救人性命功尤大
,

岁歉宜存济众心
。

许氏贩饥甘竭产
,

罗家闭耀不

容情
。

积财能散天加禄
,

为富不仁天降浸
。 一死

一

荣分祸福
,

苍苍造化意何深
” 。

这些评论和诗歌
,

与所述故事配合无缝
、

相得

益彰
,

既有助点明和深化题 旨
,

又为这本强调因

果报应说教的通俗读物增加了可读性
。

谈过了 《富贵源头》 中因果报应的种种表现之

后
,

接下来讨 论
:

如何看待
,

《富贵源头 》 中的

因果报应思想 ? 这种作品的出现有何社会意义 ?

我们认为
,

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并非洪水猛

兽
,

《富贵源头》 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
。

郑观应

辑撰是书
,

从动机看
,

目的在羚劝贩
,

而非宣扬

因果报应观念
,

因此谈因果未必就是导人迷信 ;

从效果看
,

《富贵源头 》 在三十余年间被一再重

印
,

在历次贩灾中产生积极影响
,

证明它为弘扬

民族优 良传统
、

维护社会与民生的安定起过 良好

的作用
。

因果报应意识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积淀己久
, 卜

卜

占典籍中就记载著一些鬼魂复仇的故事
。

魏晋时

佛教传播
,

其因果轮回之说与鬼魂报应意识相融

合
,

为当时及后世志怪小说的创作提供 了丰富的

素材
。

随著人类对 自然界认识的增加
,

在小说发

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因果报应
,

己渐渐脱离 了单

纯的鬼魂报应和因果报应观念
,

强调一切都是命

中注定
,

以消除百姓的抗争思想 ; 普通百姓相信

因果 j民应
,

则是希望通过
“
善有善报

”

来满足惩

恶劝善的愿望
。

据此
,

我们确是不宜把文学作品

中的因果报应一概斥之为宣扬封建迷信的
。

对 《富贵源头》 表现出来的善恶观
,

同样不应

与宗教的善恶观混为一谈
。

虽然两者在善恶报应

这点土存在相通之处
,

但 《富贵源头》 更多的是

强调伦理方面的
“
善

” 。

内里有一篇题为 《经忏

不如施舍》 的
,

说嘉庆年间
,

李文璧广延僧道
,

修醛拜忏超渡亡父
。

其父冯孙女语文璧云
: “

尔

固孝我
,

但当此荒年
,

有些钱财
,

何不施济饥寒
,

较为有益
。

延酒肉僧道礼拜经忏
,

非但龄我无补
,

更加你我罪衍
。

若肯施济贫穷
,

功德比经忏胜百

倍也
。 ”

文璧即从命施贩
。

不久
,

其父又凭孙女

语文璧云
: “

尔之孝思己动幽冥
,

冥府 已加增福

寿
,

我今 已往生宝贵人家去矣
。 ”

故事 中虽有佛

教轮回往生情节
,

但作者显然更强调要施济贫穷
。

他并非刻意引 导读者听从上天的安排
,

向佛作真

诚的忏悔
,

反而指出
“
施济贫穷

,

功德 比经忏胜

百倍
” 。

可见 《富贵源头 》 所弘扬的
“
善

” ,

其

真义是
:

恶念不生
、

众善奉行
。

虽然它采用了
“
行

善一得善报
”

的叙事模式
,

但其思想意义实质上

已超越了佛家的果报观念
。

故而可以认定
,

《富

贵源头》 不是 一本宣扬迷信的
“
报应之书

” ,

而

是一本唤醒世人的
“
劝善之书

” 。

设若 《富贵源头 》 仅是一本
“

劝善之书
” ,

那

它还不具多大的价值
。

然而
,

它的出现却含有较

深刻的社会意义
,

值得我们细心探讨
。

如所周知
,

文学作品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使

命
。

《富贵源 失》 是郑观应为劝贩而编撰的
,

它

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

在以农业主体的

社会里
,

每遇旱涝之灾
,

广大自姓皆受打击
,

往

往哀鸿遍野
、

十室九空
。

除由朝廷发贩外
,

民间

自发的拯患救灾活动
,

亦蔚成风气
,

成为传统
。

《富贵源头》 所辑救荒福报事倒
,

涵盖 白汉至清

各朝
,

绵延千余年
,

对不 1司朝代的社会世情都有

涉猎
。

它以近 百则的事例向读者表明
,

官坤士庶

妇人虽则所处时代不 同
、

地位各异
,

但救灾恤邻

之心则一
。

故此书除了是一本
“
劝善之书

”

外
,

还是一本反映社会现实的
“
世情之书

” ,

更是一

曲炎黄 f 孙优 良民族性的颂歌
。

《富贵源头》 的故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

它

可以满足人们追求长生富贵的愿望
。

古人对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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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宇宙深怀敬畏
,

常常感伤人生短暂渺小
。

《自

诗十九首 》 中
“
人生忽如寄

,

寿无金石固
”
之类

的泳叹
,

就是这种生命优患意识的表现
。

千百年

来
,

从君主到百姓都企图摆脱生死这一 自然规律

的制约
。

或入山修炼
,

或食石服药
,

或沉迷宗教
,

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长命永寿
。

渴望长生富贵本质

上己成为一种群体意识
,

一种蕴涵丰富的民族文

化心理
。

《富贵源头 》 正好为追求长寿富贵的人

指明了一条通向彼岸的捷径
:

只要贩芫行善
,

则

长寿
,

富贵
、

得嗣
、

免祸
、

愈疾等等福报就在眼

前 ! 每个故事似乎都在告诉读者
,

那霞彩斑烂
、

百花吐艳
、

紫气氨氯的美境就在身边
,

行善者伸

手可触
,

举步即及 ! 想想
,

这该有多大的诱惑啊 !

坦率点说
,

《富贵源头 》 只是因果报应思想简单

的图解
,

作为笔记小说
,

郑观应也不曾在艺术技

巧方面下大功夫
,

甚可读性有限
。

出版后所以广

受欢迎
,

在历次贩灾活动中发军巨大的影响力
,

归根究底
,

就是赞它能满足人们追求长生富贵的

愿望
。

郑观应是虔诚的道教徒
,

一生学道不辍
。

翁同

苏为他的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作序时说
: “

特

神仙家支派有二
:

有持厌世主义而仅为自了汉者
,

有持救世主义而 自度度人者
。

如前之说
,

其人虽

仙
,

无裨赞世
,

是方技家而非宗教家也
; 如后之

说
,

大都由任侠而入砖神仙者
。

从不即仙
,

而抱

此高尚纯洁之理想
,

或见之砖行事
,

或著之羚寓

言
,

其足 以感发当世之心思
,

而变化其气质者不

少矣
。 ”

郑观应就是一个
“
持救世主义而 自度度

人者
” ,

他曾表示
“
欲求点铁成金术

,

普救灾黎

四海清
”

( 《敬步吕祖师呈钟离祖师原韵》 )
,

希望通过道术而度人济世
。

鲁迅 曾说过
,

中国的

根抵在道教
。

事实 上
,

道教思想几乎渗透到中国

古代文化的每一角
。

编撰 《富贵源头 》 劝贩无疑

是郑观应度人济世的一个大动作
,

其根源之一就

是宣扬羽化飞升
、

长生不老的道家思想
。

《富贵源头》 所记故事
,

主角属龄社会不同阶

层
:

官吏
、

绅富
、

士庶
、

妇女乃至方外人士
。

涵

盖面如此之广
,

作者明显在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

信息
:

善事人人可为
,

决无富贵贫贱之分
。

沈高

龄所写的 《跋》 对此作了解释
: “

明知好善者不

过行其不忍之仁心
,

而未尝冀富贵之报
。

而天之

所以富贵之者
,

亦即视其不忍之仁心
,

而如量以

予之也
。

譬水之有源头也
,

其源不竭
,

其量自宏
。

则既富贵者正宜于此时栽培善果
,

而富贵自可世

守而勿衰
。

未富贵者亦当于此时耕种富田
,

而富

贵亦可不度而 自至也
。 ”

书后所附一篇 《劝贩文》

也围绕这一 点作了清晰的绅申
,

文曰
: “

有财有

势者积德易
,

易而不为
,

是 自暴也
;

易而乐为
,

是锦上添花也
。

贫贱积德难
,

难而不为
,

是 自弃

也 ; 难而肯为
,

则一善可当百善矣
。

如必待有余

而后济人
,

此其人终不能不为善矣
,

必愈多而愈

贪矣
。 ” 《富贵源头》 传递的

“

人人皆可行善
、

人人 皆可获报
”

的信息
,

无疑大大地扩展了它的

读者层面
,

其社会效应也就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

除 《劝贩文》 外
,

书末尚附有 《劝孝文 》 和

《救灾文》 各一篇
。

在源远流长的我国文化史 士:
,

此类劝世文章不知凡几
。

虽然它们也曾对人们的

行为方式
、

思想道德和心理质素产生过影响
,

但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

通俗小说的读者群更广
,

实际产生的影响要 比传统的经史诗文大得多
。

究

其原因
,

就在放通俗小说 以情节和形象去感动读

者
,

一如修髯子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 所说
,

读

通俗小说可
“
入耳而通其事

,

因事而悟其义
,

因

义而与乎感
,

不待研精覃思
,

知正统必当扶
,

窃

位必当诛
,

忠孝节义必当师
,

奸贪诀妄必 当去
。

是是非非
,

了然放心 目之下
,

裨益风教
,

广 日
.

大

焉
” 。

郑观应仅把 《劝账文》
、

《劝孝文》 和 《救

灾文 》 附加 《富贵源头 》 的篇末
,

看来
,

他是非

常了解小说的影响力胜龄经吏诗文的道理的
。

总括来说
,

《富贵源头 》 的艺术成就虽小算

高
,

但它蕴含的社会意义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

书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容或带有一些消极因素
,

但

就作品整体思想倾 向来说
,

决不是腐朽落后的
。

在 《富贵源头》 面世后一百二十多年的今天
,

人

们在贩灾劝募时
,

不是依然应许善长仁翁会
“

种

善因
、

得善果
” 、 “

福有枚归
”

吗 ? 试 问
,

有谁

会在慷慨解囊
、

踊跃捐输的同时
,

质疑劝捐者的

许诺能否兑现
,

或者指责劝捐者是在宣扬封建迷

信思想呢 ? ( 《富贵源头 》 一书 由澳门历史文物

关注协会提供
,

谨此致谢 !

(本文作者单位是澳门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