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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汝亨的宗教经验与八股文观念
!

王
!

炜

摘
!

要!万历年间"宗教经验与八股文文风以非常微妙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鼓荡"形成

了复杂的关联关系#黄汝亨是万历年间重要的八股文选家"在准备举业$教授门生时"他

屡屡谈及举业之文与佛经道藏的关系#通过梳理黄汝亨的宗教经验$知识结构以及八股

文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万历年间"士子将佛典道藏的义理$词汇等融入官方的考试文体之

中"突破了八股文的文体边界#但是"这种文体越界的最终结果却是强化"而非摧毁了官

方的考试规范#

关键词!黄汝亨%宗教经验%八股文%明代科举

黄汝亨*

!OO%J!$#$

+"字贞父"万历二十六年*

!O"%

+进士#中进士之前"他专意于研

习举业$教授生徒#之后"他历任江西进贤县令$南京工部主事"后转江西学政"迁江西布

政司参议#他在江西任职期间"&衡文一以先民为法"临川陈际泰$东乡艾南英皆其首录

士'

!

#黄汝亨也是万历年间重要的八股文选家"他先后编订了(灵鹫山素业)$(坛石山素

业)等
#&

余部八股文选本"用以指导门生写作#在明末八股文文风转移变迁的过程中"黄

汝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黄汝亨也有着丰富的宗教经验!他与苇航上人等僧侣往来

密切"多次参与寺庙的捐赠$修建活动#这些宗教体验改变了他的文化感知以及知识结

构#在准备举业$教授门生$编订选本时"黄汝亨屡屡谈及举业之文与佛经道藏的关系%在

写作中"黄汝亨还将佛典道藏的义理$词汇融入官方的考试文体之中"突破了八股文的文

体边界#

宗教经验与八股文观念原本分属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前者属于终极信仰的范畴"

与彼岸的皈依相关%八股文是官方的考试文体"是国家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世

的功业相关#通过分析黄汝亨等人的八股文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宗

教经验与八股文文风以微妙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鼓荡"形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

一$研习举业时的宗教体验

万历年间"整个社会的风气是"&禅风蜪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

"

#

在这种时代风会中"黄汝亨等士子的知识结构"乃至举业之路$仕宦生涯与佛教的寺院$僧

徒$义理等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寺院成为士子进入

国家权力结构的出发点之一#

黄汝亨自年轻时就积极参与举业"&诵六籍"为高材生'

#

#他研读四书五经$准备科

!

"

#

刘坤一等!(江西通志)"光绪七年*

!%%!

+刻本#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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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鹤洲黄先生传)"载(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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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考试之时"不是在书院或者私塾里"也不是在家中"而是寄居于寺庙#万历年间的寺院具有今人难以

想象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僧人非常乐意结交那些研习儒家经典的士子"并接纳他们在寺庙中长期居住#

万历四年*

!O($

+"黄汝亨
!"

岁"他住在杭州的云居圣水寺#黄汝亨自言"&年十九"与刘抑之读书圣水

寺'

!

#云居圣水寺&创自李唐"绵亘千年'"&虽在都会之冲"实为烟霞之窟"且筠寮松舍"靡不雅洁'

"

#

黄汝亨居住在此"潜心研读四书五经"为参与举业做准备#万历十五年*

!O%(

+"黄汝亨从圣水寺迁至杭

州西山的灵鹫禅院#万历十九年*

!O"!

+"黄汝亨中举#他仍住在灵鹫禅院"一边准备会试"一边教授生

徒"&偕二三子幽栖西山'

#

#万历二十六年*

!O"%

+"黄汝亨中进士#直到这时"他才离开灵鹫禅院#

黄汝亨居住在寺庙中研习举业"这并非特例"而是万历年间的普遍情形#这一时期"寺院不再是纯

粹的宗教机构"不再仅仅是僧众的修行之地$民众的膜拜之所"同时也为黄汝亨等读书应举的士子长期

提供食宿#如"吴之鲸屡试不第"&不幸伏幽忧之中"栖息圣水'

$

#他与黄汝亨在此相识并交好#黄汝

亨在圣水寺还结识了许多像吴之鲸这样的同道#他说!

仲初与钟中丞文陆读书云居禅寺之西舍"不佞与刘仪部抑之居东舍"时时论文"以尊酒过

从#!!所交游多四方名士"友人如许令慈$许然明$吴伯霖$翁子先$郑元夫$江澹如"尤号莫

逆#

%

黄汝亨中进士之后"他于万历二十七年*

!O""

+重游西山#经过西山隆恩寺时"他还遇到了同一年中举的

&刘完白读书于此'

(

#据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邹元标$艾友芝$孙应鳌等人也都曾在山寺中读书)

#

万历年间"寺庙转型成为具有多重功能的社会机构"为年轻的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提供了安定$清净的居

所"成为士子展开社会交往$观察了解世风的重要出发点#

当黄汝亨等士子居住在寺庙中研读儒家典籍$应对科举考试时"他们能切身地感受到俗众崇信佛教

的盛况#黄汝亨在灵鹫山读书时"&见夫十方万众"填山谷"蹈湖海"而礼拜称念观世音者无算'

*

#他自

己也常常聆听僧人开讲佛法"并与僧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黄汝亨在山寺中准备科举考试时"他的日常

生活状态是"&取邹鲁性命之书"仰而与足父群贤晤国朝以来奏疏经济之章%俯而与今之贤士大夫晤"而

间及禅玄之眇论$汉晋之清言'

+

%与&域外之士高谈名理"靡靡玉屑#或祗园禅伯持(金刚)$(楞严)$(圆

觉)秘密之旨偏袒问讯'

,-.

#万历四年*

!O($

+"黄汝亨在圣水寺时"&偶与苇航法师会"宣说(楞严)"雅好

之'

,-/

#到了万历七年*

!O("

+"黄汝亨与苇航法师已经非常熟稔"&旦晚相过从"--于佛理稍有开示"皆

师力也#嗣是"相往还以为常'

,-0

#与黄汝亨交好的僧人还有询法师#黄汝亨说"&询禅师有华严径"去

余家不远"亦少良晤#曾一面之语溪经席"则心识之'

,-1

"后&乃旦夕与师周旋'

,-4

#此外"他与莲池$雪浪

禅师$佛石上人$居祖上人$明昱$溯音$介溪$耶溪法师等都有密切的往来#在与僧众的交往中"黄汝亨

还阅读了大量的佛学著作"其中包括明昱的(成唯识论俗诠)$觉海慧上人的(观世音普门品备解)等#慧

安重刻(华严会玄记)"他还写有(华严悬谈会玄记序)#

黄汝亨在读书课业$教授生徒时"他常常请僧人为门生讲经说法#苇航法师&止栖水横里之普宁

寺'"黄汝亨与他&相去衣带"因为诸学人乞师过此"讲(首楞严)了义'

,-5

#出于对佛法的热情"黄汝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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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汝亨!(寿询法师五?序)"载(寓林集)"天启四年*

!$#'

+吴敬$吴芝刻本#

释明伦!(圣水云居寺志)卷首"清武林掌故重编本#

黄汝亨!(沈观颐先生六十寿序)#

黄汝亨!(吴伯霖稿序)#

黄汝亨!(亡友张仲初夫妇行状)#

黄汝亨!(游西山纪)#

参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读书僧寺之风习第九)#

黄汝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备解序)#

黄汝亨!(答茅荐卿)#

黄汝亨!(沈观颐先生六十寿序)#

黄汝亨!(寿询法师五?序)#

黄汝亨!(苇航法师塔铭)#

黄汝亨!(寿询法师五?序)#

黄汝亨!(寿询法师五?序)#

黄汝亨!(题苇航禅师构净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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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邀请忘年之交沈
$

一起聆听苇航法师开坛讲经#他写信给沈
$

说"&不肖近共一二善信"邀苇航师宣

说(楞严)#其间智灯疑纲"种种相参#--明公有意辱临之乎/ 不肖请与群僧袒右肩迎之'

!

#在指导

门生研习举业时"黄汝亨也会毫无隔阂地借用佛教典籍中的词汇$义理解读儒家经典#黄汝亨在给门生

讲授(论语)时"曾借用佛典中的词语#他说!

(论语)如空中月"实实照地而空不可捉%又如摩尼珠"色色现前"而色亦不可捉#汝亨常于

山中与诸生演说#

"

&空中月'一词多见于佛教类的著作中#五代时"释延寿在(宗镜录)中说"佛法&如空中月"世间靡不见#

非月往其处"诸佛法如是'

#

#唐代释道世在(引证部)中也说"&善男子如空中月"从初一至十五日"渐渐

增长#善知识者亦复如是'

$

#明末高僧憨山在诗中写道"&心若空中月"形如镜里像#此是吾师四十

年"随顺众生真榜样'

%

#&摩尼珠'译自梵语#唐代"道绰说"&释有三番#一譬如净摩尼珠"置之浊水"

以珠威力"水即澄清#--二如净摩尼珠"以玄黄帛裹投之于水"水玄黄"一如物色'

(

#澄观也说"&佛

身如摩尼珠"无心现色'

)

#黄汝亨在给门生讲解(论语)时"自如地融会转化佛教的词汇"指出(论语)这

部书包蕴的思想$义理至深至广的特点#

对于黄汝亨等万历年间的士子来说"朝堂与寺庙并不构成强烈的对抗关系"四书五经与佛教典籍也

不处于互相对立的两极#士子在取得功名之前"朝堂是他们精神追求的目标"寺庙是现实生活中的居

所%儒家经典是他们日常研读的课业"佛典道藏则在他们阅读儒家典籍时"提供了全新的观照视角#朝

堂与寺庙$儒学与佛教和谐地叠加$融会在士子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生活状态渐渐催生出新的主体立

场$文化需求#这种文化立场推动黄汝亨等士子在参与科举考试时"无意识间将佛典道藏中的要素融入

到八股文之中#

二$八股文写作中的儒释会通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人会通儒释两家的义理$与僧侣参谈佛理"这是生活中的常态#宋代"有人谈

到&儒佛见处'&无二理'

*

#到了明代"文人也不缺乏与宗教相关的经验#如"明初宋濂笃信佛教"自号

无相居士%之后"自&阳明起"诸大儒无不醉心佛乘'

+

#从知识构成的维度上看"黄汝亨等万历年间的文

人在思维范型上与前代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当我们进而引入日常生活以及写作实践的维度后"

可以看到"士子在准备科举考试时"借用佛教$道教的词汇$义理阐释儒家的经典"特别是在八股文的写

作$编选中融入佛典道藏的要素"这是万历年间独有的现象#

黄汝亨等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佛教$佛寺$佛法$佛理的接触"渐渐改变了他们的认知结构以及思维方

式#这种改变也反映在八股文写作$时文选本的编订之中#明王朝建立之初"官方从取材$立意上对第

一场经义"即俗称的八股文进行了限定#经义&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命题试

士'

,-.

#按照官方的要求"经义的写作应以四书五经为本"注重对这些书籍的内在义理进行阐发#但是"

到了万历年间"黄汝亨等士子开始融会佛教的词汇以及要义等对八股文进行改造#佛教$佛法$佛理生

成了全新的$特殊的意义"成为八股文求新求变的重要推助力#黄汝亨曾谈到这种现象说!&隆$万以来"

厉气而取精先秦也#至于今"横意之所出"自二氏$百家以及稗官里谚之眇论"皆可肆而猎之#'

,-/隆庆$

万历之际"士子在写作八股文时"不断调整自己的路向"他们由以经部为依归"转入效法先秦诸子的雄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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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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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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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黄汝亨!(与沈中丞观颐)#

黄汝亨!(论语商序)#

释延寿!(宗镜录)卷
#(

"高丽藏本#

释道世!(引证部)"载(法苑珠林)卷
$'

"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万历刊本#

释德清!(云栖大师赞)"载(憨山老人梦游集)卷
#&

"顺治十七年*

!$$&

+毛褒等刻本#

道绰!(安乐集)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
!"#O

年"第
O$

页#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会本)卷
!%

"光绪九年*

!%%)

+常熟刻经处刊本#

朱熹!(答李伯谏)"载(朱子全书)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

年"第
$#'

页#

?益!(阅阳明全集毕"偶书二则)"载(灵峰宗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O

年"第
!%"

页#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

年"第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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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汝亨!(范光父程文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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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到了万历前期"士子在写作中进而将&二氏'"即佛典道藏的要素融入八股文之中#

万历六年*

!O(%

+"黄汝亨师事茅坤#万历八年*

!O%&

+"黄汝亨与茅坤的儿子茅国缙选定日常写作的

八股文"成(秋水编)#茅坤为(秋水编)作序"称赞这些年轻士子的八股文说"&兹编于秋水之为神处"大

较所得已什之九%而于杜甫所称玉为骨处"倘稍再注心焉"可与日月俱远矣'

!

#同时"茅坤基于自己的

经验"指出黄汝亨文章中融入佛典道藏的问题#黄汝亨得茅坤指授后"他回信说!

居尝思吾伯向所疾呼不肖而语之曰!尔向年之文"其为庄蒙乎/ 今之文"其为语录乎/ 不

肖以为庄之本旨既与吾儒相轧"必不当参而附之孔孟之调#而语录者"其精为茧丝"其词为葛

滕"径其词"得其精"亦举子业之法门真谛也#

"

黄汝亨谈到"自己的八股文一度仿效庄周之风"庄子逍遥无待的处世态度与儒家的入世态度是相悖的#

他改变了自己的创作路向"由仿效庄蒙进而转习语录体#所谓&语录'"即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导师的言

行"或者是佛门的传教记录#这种文体不重文采"将日常生活中的感悟以及口语纳入文中#黄汝亨认

为"从语录体入手改造八股文"是&举子业之法门真谛'%在写作八股文时"可以借助佛教的话语系统"阐

释$论证儒家思想体系的合理性#

科举考试中的五经义主要考察士子对(诗)$(书)$(礼)$(易)$(春秋)的理解#士子在参加考试时"

可以从五经中任选一经#黄汝亨主要研习(易经)一科#他批评来知德的(日录)研(易)不能兼通儒释道

三家#他说!

先生指宋儒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与静坐默认"及象山之主静$新建之致良知"以为渺于禅

宗"而窃窃然辨之#余不敢谓然也#即如佛$老之教与吾儒轨物黑白相反"而其微而至者可以

相证"不可以言传#先生以形为俗流"气为仙佛"神为吾儒"又诋诃佛氏"比之夷狄禽兽"此杜祁

公未读(楞严)时语也#

#

黄汝亨认为"儒$佛两家的外在形态存在巨大的差异"具有对立的一面%但同时"儒$释的价值形态$观念

信仰又可以纳入共同的统系之中"相互参证"以确证彼此的合理性"形成新的意义秩序#他说"&天下之

动"两相遇而两不相下"未有不争者也#儒释之论亦犹是#夫合则为泥"而当其合时"世眼未见分半'

$

#

黄汝亨认为"人的思想$认知达到一定的水平和境界之后"儒$释两家的思想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支持

的"就如同泥土混在一起"再也无法清楚地区分开来#在准备举业$研读儒家的经典之时"佛道两家的义

理与儒家的思想在根本上也存在着精深$微妙的联系"&微而至者可以相证'

%

#在研习(易经)或者写作

五经义时"也要将儒$释$道融会于一体#

万历年间"黄汝亨等八股文选家在参与举业$编订选本$教育门生时"坚持儒$释$道三家会通"他们

越出经部的界限"在八股文中融入子部佛典道藏中的知识要素"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罗姓士子是黄汝

亨的门生"他将佛典道藏的内容融入到八股文之中#黄汝亨谈到这个门生说!

余廿余年来及门之士"独玄父周旋久#!!玄父制义具在"正者可以翼六经"微者可以苴

二氏#

(

黄汝亨说"从整体上看"罗氏的八股文羽翼六经"阐发了个人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但是"从细节上看"

这些时文也包蕴着佛教$道教的义理#主持乡会试的官员也多次谈到八股文文体越界的问题#沈一贯

在(会试录序)中说"&士子旁逸于诸子百家"至詄佛$老以为奇'

)

#冯琦也说"士子&取六籍遗言"而强傅

以竺乾$柱下之说'

*

#&竺乾'即天竺国"也用以指称佛教$佛法$佛理#&柱下'一词指代老子及其(道德

经)"或者是道教#沈一贯$冯琦等作为修撰会试录的官员"他们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着眼"对八股文的文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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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进行总结"指明了佛典道藏中的义理$词汇融入八股文的情况#

黄汝亨等万历年间的士子在准备举业$写作八股文时"儒家经典是他们知识结构中核心的$根本的

构成#但是"儒家思想具有较高的宽容度"允许佛教经义在平行的轨道上与之共生$并存#在与寺庙$僧

众$佛法接触的过程中"宗教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素"被组织进入这些士子的社会公共关系网络之内"佛教

的教义也渐渐地融会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之中#黄汝亨等人在特定的生活状态下"完成了宗教经验与知

识结构的对接#对黄汝亨等万历年间的士子来说"佛教的义理成为有效的认知框架"与儒家思想的意义

系统整合于一体#这些宗教经验$观念作为鲜活的要素"帮助他们突破官方划定的基本界限"从内容$文

风等各个层面上完成了对八股文的改造#

三$从越界到回归

来自日常生活的宗教体验对士子的知识结构产生了影响"推动了万历年间八股文文风的调整"这是

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日常的生活经验对知识结构的改造"并不是无限度的$非理性的#士子在写作

过程中"并非完全遵从宗教的或者日常生活的逻辑#事实上"他们更多地遵循着知识要素自身的逻辑展

开写作#官方的规范$个人稳定的价值体系$个体的文章观念"促使参与举业的士子在越界之后"自觉$

主动地回归到既定的界限之内#

万历年间"黄汝亨等士子写作八股文越出经部之外"参会史部$子部$集部的各类要素"并将佛典道

藏融入其中#这与官方的规范形成了断裂#针对着士子写作八股文由经部入史部"再入子部的风气"官

方提出了&正文体'的要求"并逐步明确了八股文的基本风格应该是&其词博雅中伦"其旨廓闳深远'

!

#

万历十六年*

!O%%

+"&礼部疏正文体"颁行程墨为式'%万历十七年*

!O%"

+会试"考官见&取首者内有梵

语'"&毅然黜之'

"

#黄汝亨的文风与官方的规范相左"这使他在科举考试中屡试屡败#黄汝亨于万历

元年*

!O()

+

!$

岁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直到
#"

岁时"他&四试于乡"并摈去'

#

#经过屡次落第之后"

黄汝亨逐渐认识到"八股文首先是官方的考试文体"这种文体自形成之时起"它的品格$立意$主旨就已

经基本定型#他在写作八股文时"由追新求异渐渐转而&

%

先民之程'

$

"不再&毁绳削墨'

%

#大约在万

历十五年*

!O%(

+"黄汝亨写信给茅坤"对自己早年&露才吊诡'的习气进行反省(

#他说!

深悔曩者刻意之误"而务思折衷于道#!!父兄之所以教子弟者"与先生之所以教门人"

当以醇静心体为第一义"即次明白经术"即次博秦汉间之粹而近道"得与夫苏之流畅$程朱之真

实而就其才之所近"以自求其至#

)

万历十八年*

!O"&

+"黄汝亨刊刻了自己的八股文集"并题名为(寓庸集)"目的是激励自己将&摹画庄周'

以及语录体的习气&刊落殆尽矣#故自题之曰寓庸#庸"常也%寓者"客游之而非我有也'

*

#也许不是

偶然的巧合"黄汝亨的八股文文风经过这次调整"他于万历十九年*

!O"!

+中举#万历年间"士子在写作

八股文时"象黄汝亨这样"由有意地越界到回归官方的规范之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丘兆麟是黄汝亨

的好友"丘氏的八股文&如古之舞剑弄丸者流"搏象而擘远空"斯亦妙文章之用而致其动者已'

+

#丘氏

在参加乡试时"&览者阅初场"几以纵横太甚落之'

,-.

#汤显祖写信给丘兆麟"提醒他&正文体自是正

论'

,-/

"在八股文写作中应有所收敛#后来丘兆麟于万历三十八年*

!$!&

+中进士#

黄汝亨等人在写作八股文时"由越界转而回归到规范之内"并非完全是官方强制作用的结果%这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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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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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吴国伦!(会试录后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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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与个体的价值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对黄汝亨等万历年间的士子来说"自

小受到儒家思想的训练并不会阻绝他们对宗教的热情"同样地"对宗教的尊崇也不会削弱儒家思想在他

们心中的权威性#黄汝亨年轻时虽然生活在寺庙中"但是"他&于史二十一家靡所不读'

!

"黄汝亨掌握

的儒家典籍$史部书籍要远远多于子部的佛典道藏"他的终极理想也是完成&素王'之业#他不仅将自己

编订的八股文选本题之为&素业'"而且在诗中写道"&宴坐时看高士传"清言还拟素王风'

"

$&少年矜说

剑"中岁好论文#素业看玄鬓"黄山卧白云'

#

#所谓素王$素业"据王充(论衡)"&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

(春秋)'#在黄汝亨看来"文人士子应该象孔子那样"没有&王'的名份"却能成就&王'的功业#从儒家

&素业'$&素王'的理想出发"黄汝亨在写作实践中"不否认八股文文风的调整和变化#但是"他同时也坚

持文风与世道人心具有对应关系!

欲制科得士"莫如正心术#士正心术"则自少年之习为文字始#!!成$弘间作者"非但文

章典刑"而治世之气象亦隐隐隆隆可想见也#

$

黄汝亨认为"文体的界限$法度同时意味着世道人心的底限#八股文的写作可以适当地越界"但是"这种

超越一旦过度"就可能引发世道人心的变动#一些士子将佛典道藏的内容融入八股文之中"他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完成对八股文的改造和创新"而只是妄图以奇诡博人眼目"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一第#这样的文

风&多文少质"奇诡横厉"常变庞杂'

%

"反映出士子的浮躁心态#黄汝亨还看到"许多士子对于&史学如

(资治通鉴纲目)--之类"以为浩瀚不切"而廿一史$八大家$(文章正宗)等集"束之高阁#高才生舍本

逐末"厌常攻异#或于释部道流"玄玄空空之书"深窃其旨"浅咀其英"崇尚虚无"持斋佞佛"转相则效"以

此为学"则为邪渺"幸而遭时"必多怪僻'

(

#舍弃儒学$崇佞佛理"这与儒释会通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

士风$世风日下的表现#黄汝亨谈到"这样的文风日生弊陋"以致&厌生玩"玩生逸"逸生淫#于是浮华相

标"虚气相夸"渝忠信"裂绳墨"生心害政"流于无穷'

)

#他编订选本的目的"不仅仅是帮助士子在科举

考试中夺得一第"同时"也要校正部分士子以佛道法理为&第一义'的不良风习#

黄汝亨文风的转变"也基于他对于八股文$对于辞章的本质"以及对于&师心'这一命题的认识的深

化#万历时期"&有勇气越轨是胆力不凡的证明"摆脱谨慎和约束是创造新奇的有效方式'

*

#文人&独

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造力不仅表现在诗$古文$词的领域"同时"也呈现在八股文写作领域#黄汝亨年

轻时"&气高故睥睨流辈"而厌法度之说'

+

"在参与举业时"他有意突破官方的规范"追求&师心自僻'

,-.

#

这与时代风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随着写作经验的不断累积"黄汝亨对于法度$对于&师心'有了全新的

认知"他在八股文写作中也由越界自觉地转向回归#

黄汝亨谈到"任何一种文体"包括八股文"都自有特定的体式$规范#士子应该对既有的定式$体例

给予基本的尊重#他说!

文者"心之精微也#人心之灵"千百亿变"出奇无穷"而古今取材者"壹
"

于法#夫法非繇

天降地出也"标旨于古初"证智于神明"犹匠氏之有规矩准绳"而声律家之有钟吕"要归于不可

易#士得之"赴于主司者之仪的"命之曰中式#主司耆拔士之隽者以为式"以贡于天子"命之曰

程#式之与程"皆法也#是制义之三尺"聪明奇诡者不得逞#

,-/

官方制定的$关于八股文的法度并不是要限制$束缚士子"而是划定边界"给士子的写作提供一个特定的

空间#士子在写作八股文时"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将文章的法式$法度与格套混为一谈#法式是某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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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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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鲸!(古奏议序)"载黄汝亨!(古奏议)"万历二十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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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成为它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而格套则指的是固定不变的模式$套路#士子在写作中要破除的是格

套"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文体的本质!

文之难言久矣"法度之论非所以绳末世#至法亡"而趋利捷$效颦学步"以套为法令"览者

欲呕#

!

&以套为法'的表现是多样的#士子亦步亦趋地谨守着官方的规定"这是一种格套#如果不加鉴别地在

八股文中融入佛典道藏"这同样也是一种格套#基于对法度与格套的辨析"黄汝亨提出"要尊重八股文

作为官方考试文体自身应有的规范和品格#士子写作时文"要注意的是!&师心'与&师法'并不对立#黄

汝亨说!

夫文之有准"犹奕之有谱"匠之有绳"而射之有鹄也#不按则不名为工"不游则不名为化#

夫有神化而废准者矣"未有废准而神化者也#

"

八股文写作一定要遵循基本的法度和规范"&废准'只是达到&神化'的表征之一"而不是实现&神化'的必

经途径#&师心'是建立在&师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破法'为目的#黄汝亨对&师心'$&师法'的认识

主要源于茅坤的指授#茅坤早年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写作八股文也经历了由&师心'到&裁于法'的转变#

黄汝亨在(茅鹿门先生传)中谈到"嘉靖十年*

!O)!

+"茅坤参加乡试"未能中举#茅坤向父亲&惶恐伏谢

曰!儿师心"未师人#误也#乃去苕較"负笈涉钱塘"师事来公汝贤#憬然寤曰!是矣"是矣#文务检押其

气而裁于法'

#

#茅坤后来谈到八股文写作中师法$练心的问题说"&举子业一节"浅视之似属儒者末技"

苟于中极其深而研其几"古人所谓非六经之旨"不以存于心而措于辞"非吾所蕴之为心而吐之为辞"粹然

得圣人之至者"则不能如百川之流行"浩荡而注之海#予故曰!圣学以洗心为功"而举子业亦当以练心为

案'

$

#在茅坤&练心'的基础上"黄汝亨提出"优秀的八股文&缘题起意"驾乎题之上而不为题缚%缘意命

格"超乎格之表而不为格囿#翔寥廓而标英灵"岂绳趋尺步之流所能望源而至哉'

%

#为此"他力图恢复

八股文与儒家经典的对应关系"重塑官方规范的合理性"促使士子写作回归到既定的法度之内#

从写作实践来看"宗教经验了影响黄汝亨对八股文的认知"他并不拒绝对八股文进行调整与改造"

不反对将诸子百家$佛典道藏等内容融入八股文之中#但是"个人的考试经验$价值观念等对黄汝亨的

八股文写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从文体观念来看"黄汝亨认同$支持官方制定的关于八股文的基本规范#

在教育门生时"他甚至试图根据官方的要求"力图推动八股文写作回归到官方既定的规范$界域之内#

总体来看"在科举制度的框架下"面对着佛典道藏融入八股文这种现象"黄汝亨的态度是复杂的$多元化

的#黄汝亨观念的复杂性并不说明他的思想是矛盾的$杂乱的#这只是表明"对儒家价值体系的坚守与

对宗教的崇奉$突破文体界限与尊重文体规范等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同步的"是共生$并存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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