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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古之冶游书从唐代产生以来，至清时更是蔚为壮观，然其间唯有明末清初余怀的

《板桥杂记》能够超拔诸作之上，别有境界，不落俗艳。此乃得力于其实录的史学价值、内含的“遗民

情怀”、记录对象的品位、不着色欲的真情、虚实相间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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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冶游之书，从唐代孙启之《北里志》开始，

继之有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至元初有夏庭芝的

《青楼集》，皆不为所重，至清初余怀《板桥杂记》，冶

游之书甫现光芒。自此，有清一代冶游之书盛行，而

且 很 多 直 接 标 榜 是 学《板 桥 杂 记 》的 ，但 皆 得 其 皮

相，而不能得其神髓。其纪旧物而蕴遗民之哀、写艳

冶不落媚俗之气的内在境界终难再有，若以此誉为

“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唱”!，虽不中不远矣，然此境界

乃作者于特殊时世所生之特殊情怀，其写人着力处

和虚实相间的笔法也与后世诸家大不相同，仔细寻

究，大有可味之处。

《板桥杂记》（以下简称 《杂记》），作者余怀

（%’%’—%’.’），字澹心，一 字 无 怀 ，号 曼 翁 ，又 号 曼

持老人。福建莆田县黄石水南人，后侨居南京。明末

曾参与复社活动及反对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明

亡之后，不仕清廷，飘泊往来于南京、扬州及苏州一

带，赋诗为文，自称大明遗民。晚年退隐吴门，漫游

支硎、灵岩之间，选伎征曲，聊寄幽情。《杂记》大致

作于作者逝前三年，全书分“雅游”、“丽品”、“轶事”

三部。“雅游”概述江左名都风流胜景，“丽品”写秦

淮名妓万千风情，“轶事”展风月场所豪纵奇事。全

书以中卷“丽品”为重，但三部又互为补充，将秦淮

河畔、欢场内外的奇人异事、人文风情作了有声有

色的展示。陈田辑《明诗纪事》引《兰陔诗话》：“澹心

《板桥杂记》，述曲中事甚悉，自比《梦华录》。其诗清

而能绮，丽而不靡。”这番话挪入《杂记》，也大可成

立。追叙繁华，营造声色，不能不“丽”；亡国之哀，体

贴之情，“雅”在其中。《杂记》超出他书的重要一点

不在其“丽”而在其“雅”，一部冶游之书要得“雅”的

境界肯定非常困难，他书之所以难以做到概与这一

题材的性质有关，所以对《杂记》“雅”之境界一点尤

须特别关注。

古之体类划分，自隋逐渐沿革成经、史、子、集的

四部之分，史居第二，古人尤重。清初顾炎武以明人

学问空疏，侈谈性情，想以史识来补，有史学意义者

自有一定品位。《杂记》值明清易代之际，将一部烟花

之作放入时代氛围，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书的历史感。

写美色，也不是仅限于美色，常在其中穿插大量的男

性世界，写烟花地而与江南抗清事相杂，包括虎丘聚

会之事，也在其中有所反应，虽然不是严格的史学之

书，但有一定的史学征引价值。冶游无史，作者大多

为好奇猎艳而作，少有为史而载，然《杂记》却有相当

的史学价值，孜孜不倦的对已经逝去的物事的追逐，

有其“实录”一面。“《板桥杂记》记南都北里旧院逸

事，哀感顽艳，足知南都一时风俗⋯⋯明季南都社会

情况，缕述无遗”"，明清交替，元军大举南下，江南冲

击犹大，“有清以满州贵州统治中原，杀戮之惨，馨竹

难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历史上存留最惨

痛之事迹，大江南北，遭此荼毒之后，生产发展曾一

度为之停滞。”#。余怀在《杂记》序中称：

犹幸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长板桥边，

一吟一咏，顾盼自雄⋯⋯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

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荒草。红牙碧串，妙

舞轻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

而见也；名花瑶草，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

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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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回忆旧事，虽为艳冶之地，然实受明清交替的巨大影

响，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因素都无法逃脱，大时代生

大沧凉，反映虽小，足以喻大。且《杂记》的史学品位

不只在此，其写南京“旧院”、“南曲”最初本为贡院相

对而设，江南会试，文人举子考完，大致到此处来放

松一下久来的紧张。对“旧院”、“南曲”物事孜孜不倦

地描摹却是一幅当时江南青楼文化的活画图，此民

俗价值也是不可替代的。

“实录”是一境界，但并不能保证它不沦入俗艳。

《杂记》之“雅”还有一内在深处的重要支撑，即“作者

那种悲凉的遗民情怀和沧桑感”!。《杂记》一开篇，余

怀便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述其幽怀，“或问余曰：‘《板

桥杂记》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

“有为”显然别有深意。主客问答乃汉赋通用格局，然

在一抑一扬之间以述私己情怀则是东方朔《答客难》

的调子，其包藏不平则可默然心会了。余怀并以《杂

记》乃“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因“郁志未

申”，故杂“盛衰感慨”，而且特别辨明“非徒狭邪之是

述、艳冶之是传也”，则《杂记》可视作寄托之书、忧患

之书与隐语之书了。寄托、隐语的方式极多，而以情

寄于风尘、思托于艳冶的方式出之，显然和文人日常

的生活阅历有关，以身所经历、耳熟能详之事为喻，

这并不奇怪。其次则还有些不得已的原因。中国文

人向喜婉言述说，已成传统，非由余怀而始；至明清

之世尤有其万不得已，余英时于此点指辨极切，“以

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盖易代之际极多

可歌可泣之事，胜国遗民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直

道其事⋯⋯于是隐语之系统出焉”"，同时代的吴伟

业、钱谦益诸人诗文皆隐晦难明，概与权力对言论的

压制有关。吴伟业尝言，“自念平生操觚，不至于角氏

滞，今每申一纸，怛焉心碎，若将为时世之所指摘，往

往辍翰无为”#，这种惶惑与畏惧并非一人一时之感，

而是易代之际江南士子的普遍感触。吴氏还有一言，

“古来诗人自负其才，往往纵情于倡乐，放意于山水，

淋漓潦倒，汗漫而不收，此其中必有大不得已，愤懑

勃郁，决焉自放，以至于此”$，吴之言古，实指当下。

!""#年，康熙元年，兴庄延髄私修《明史》狱，次年结

案，杀$%余人，株连近#%%人，自此，清之文字狱接连

不断。《杂记》作于余怀逝前三年，那应该在!"&’年上

下，也在这一波峰之中。后世苛责古人容易，身当其

中，很难不生危惧之感，但是若郁积于中，又不得不

发，恐怕也就只能以隐语传心曲了。如写媚娘一节：

十三才有余，白皙，发覆额，眉目如画。余心爱

之。媚亦知余爱，娇啼宛转，作掌中舞。十娘曰：“吾

当为汝媒。”岁壬午，入棘闱。媚日以金钱投琼，卜余

中否。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

年不相闻矣。鼎革后，泰州刺史陈澹仙寓丛桂园，拥

一姬，曰姓李。余披帏见之，媚也。各黯然掩袂。问

十娘，曰：“从良矣。”问其居，曰：“在秦淮水阁。”问

其家，：“已废为菜圃。”问：“老梅与梧、竹无恙乎？”

曰：“已摧为薪矣。”问：“阿母尚存乎？”曰：“死矣。”

只此一节便明显可见，作者之意不尽在气色留

连，而是别有怀抱。地老天荒，故人旧物尚在心中，然

一切都已无复当初。有文化眷恋，却没有可联系可见

证的事物接续，物换星移，却无可挽救，这就是明清

之际文人难以抹去的深痛。非在易代，何来此哀。

其次，《板桥》所记对象，大都有非常品质、品位

或非常之举，相对保证了其一定的境界。写旧院南曲

的华丽精致，反比现实来得更高。写妓女声色，并不

完全以声色取人，有的甚至就没写花容月貌，而从人

品入手，有的甚至赋予她们超卓的品质，跟国亡家恨

联在一起，潜在的在此言彼的蕴含表明这并非简单

的吟风弄月。《杂记》中主要人物和亮色在妓女身上，

余怀煞费苦心地在她们身上经营一些崇高的气节。

李金堂在《〈板桥杂记〉前言》中说余怀“热烈颂扬了

她们中一些人通晓民族大义，有崇高的气节与献身

精神”%，如写葛嫩为孙克咸纳之闲房：

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

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

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

大笑曰：“孙今日登仙矣！”亦被杀。

惨烈中见其神采飞扬，自可看出褒赞有加。至于

写王月被张献忠所擒，“留营中，宠压一寨。偶以事忤

献忠，断其头，蒸置于盘，以享群贼”，作者评价是“等

死也，月不及嫩矣”，以节义人品定夺人之高低，在这

一点上，《杂记》与唐孙启之《北里志》、崔令钦之《教

坊记》、元夏庭芝之《青楼集》都大不相同。

记旧事，无限深情；吟风月，体贴入微。“有真性

情故谓之有真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余怀并不

讳言其出入风月场所之事，比有些扭扭捏捏，摆一副

假道学的姿态来记猥亵之事的作品来得更真诚。但

这并不能完全保证其境界，总不能说一门心思狎妓

的都有境界吧。风流与下流还有区别，有风流未必是

韵事。风流而成韵事，则不能一味只想风流。余怀的

真情所系还有内在的微妙之处值得剖析。写女性，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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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凸显的是神韵，‘性’多少被虚化了”!。虽为红尘

女性，但余怀写来无下流之感，因为余怀常常不去凸

显肉欲的成分，而是从精神气韵上着手，写其才艺、

性情、风韵等。如写尹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

绰似大家。性格温和，谈词爽雅，无抹脂鄣袖之气”；

写李十娘“生而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

笑⋯⋯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

士”，常“谢宾客”，“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

倦”。不尽在声色，这是《杂记》一长；另有一长，《杂

记》外诸作，大多为人物画小像，很少作全景展示，及

其一生经历的，《杂记》往往不惜笔力，笔触落于欢场

之外，略示花落谁家、遭遇如何。如写李大娘早年称

“侠妓”，风光无限，徐娘之下，则遭遇颇坷，余怀遇

之，题扇以赠，曰“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

哭后，水云秋景初。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洒尽

满襟泪，短歌聊一书”，“大娘捧扇而泣，或据床以哦，

哀动邻壁”。尹春、李十娘、媚姐、葛嫩、董小宛等人亦

皆如此，大致都是悲歌。虽为欢场女性，并不与己必

然相关，然作者的关爱之情濡染其间，低徊无限，感

人至深，这都是美色之外的事情。心性所在不是色

欲，而是虚化为一种精神的寄托。不是描摹对象奠定

高下，而是价值取向决定境界。可惜这是后世冶游之

书没学到的。

甲马以为，其他冶游书常常以第三者的眼光来

写，而余怀从来都是在场的态度，这话有一半对。甲

马以为余怀经常现身出来和妓女应答，但这并不表

明余怀就都是在场的方式。和其他冶游书不同，余怀

不是很客观的方式，但也不是很主观的方式。明清时

出现了一些以自传行文的作品，如冒襄的《影梅庵忆

语》，述其与董小宛情事，身所经历，悲怀动人，但《杂

记》也不与之相同。虽然余怀在书中表明他是以身所

经历的方式来写，但笔触常常越出己所不见之处，写

一些传闻之事，并非都是在场的，是小品文的行文方

式，笔法乃在虚实之间。旧事为实，以今视之；经历为

实，从外观之；繁华如昨，以梦写之，故文中交织着一

种如梦如幻之感。

在《杂记》中，作者常常通过昔是今非的方式来

传达当下的伤痛之情。

长板桥在院墙外数十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

回光、鹫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亘其前，秦淮朱雀

桁绕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俗。每当夜深人定，

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徙

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

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

“长板桥”是桥名，书名即由此而来。如此诗情画

意未必是实，多半有作者主观意图的添加，因对当下

的抵触，故意夸写昔日的美好，本来就不象真的。一

转入现在，则一派失落懊丧之情。有一段专写“秦淮

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

十里珠帘”，大力铺写之后，则是“皆实录也。嗟乎，可

复见乎”，失落之叹如此强烈。余怀的非今之叹做得

很是技巧，常常抚昔之语多，而非今之语少，重点在

前，后面浅浅一笔“可复见乎”便已衬出今之所无，一

今一昔，恰好相互消解，犹见得前后反差，写尽繁华

凋零之感。

易代之际的文人不满于今，又别无所归，大都会

想出一套梦游的方式来躲避现下的困境。在这一点

上，余怀有同道。张岱《西湖梦寻序》言“余之梦西湖

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余梦中所有

者，反为西湖所无”，把梦作为一种实有的存在来进

行捍卫。余怀谓“十年旧梦，依约扬州”，没张岱那么

决绝，但骨子里是一样的。把一种精神寄托和价值肯

定的方向搁置在并不真实的梦境中来进行展示，交

织着强烈的时空异化感，与现实相疏离。但梦在多大

程度上可作为精神的依据和解脱，让人怀疑。梦与现

实，一虚一实，既相抵，也相生。所抵在繁华已逝，所

生在“黍离”之悲。在此并非要简单否定他们的做法，

而是想透过这种不可为据反引为据的方式来体会其

内在困境。人在回忆之中，生命不是以完整的面目呈

现，而是被切割分置而又集于一身，身合而神驰，由

内滋生的异地异时之感使当下的生命状态变得飘摇

模糊，它不是引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确信，而是引向

茫然的放逐。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论述

到王夫之时言：“由于士的政治实践，士于易代之际

的姿态反思士的选择，确认士的处境与命运”。然而

与王夫之有所不同，余怀不是积极地反思的姿态，而

是在消极的放逐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之地，士的选择

的自主性、个人性，在一种并不明确的形式中游动，

这不是解决，而是悬置，所以它不足以确立士的价值

和士的独立，反而更多了一层流放的怆然。所以，以

梦存之，不仅是一种笔法，更是一种心态。

“文如其人”，香艳之事作来未必就是媚俗之气。

但它跟时代氛围、作者心志有很大关联，作者有高

气，文章自然有高格。虽然有清一代香艳之书甚多，

直接模仿《杂记》的也多，然其“满纸香艳事，一把辛

酸泪”的内在境界终于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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