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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李漁《十二樓》之說教〉 

 

壹、前言 

《十二樓》又名《覺世名言》，為明末清初文學家李漁（1611-1680）於順治

十五年（1658）成書1之擬話本小說名作，內含十二個以「樓」命名之獨立故事2。

書中故事不乏說教言辭3，別具說教意味，對於這一點，學者多無異議4。然而，

關於說教之內容，學者則各有不同之見解，部分認為作者是在宣揚封建倫理道學

5，部分認為作者是要透過自身經歷反映社會現實及其個人理想6。《十二樓》原

文，確有不少引經據典之處，除〈萃雅樓〉、〈十巹樓〉及〈聞過樓〉外，其餘九

篇小說均至少有一語源自經傳，包括儒道兩家，當中又以儒家居多7。《十二樓˙

                                                      
1 見單錦珩〈李漁年譜〉，載〔清〕李漁，《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年），卷

十九，頁 31-33。 

 
2 書中十二個獨立故事順序分別為〈合影樓〉、〈奪錦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

雅樓〉、〈拂雲樓〉、〈十巹樓〉、〈鶴歸樓〉、〈奉先樓〉、〈生我樓〉及〈聞過樓〉（〔清〕李漁，《李

漁全集》，卷九，頁 1-292）以下引用《十二樓》均據此本，逕在正文以括號注明頁數，不另出

注。 

 
3 書中各篇均有說教言辭，作者在部分說教內容上更以「據我看來」（〈奪錦樓〉）（頁 36）、「須

讓我輩大膽言之」（〈奪錦樓〉）（頁 37）及「予謂」（〈聞過樓〉）（頁 271）等詞句來明言其在說

教，又直接於〈拂雲樓〉說明該篇為「乃維持風教之書，並不是宣淫敗化之論也」（頁 151）。 

 
4 如黃麗貞云：「《十二樓》亦名《覺世名言》，因為笠翁自命為覺世稗官……也就是寓勸善懲惡

的深意。」（黃麗貞，《李漁研究》（台北：國家出版社，1995 年），頁 321。）、沈新林云：「李

漁的友人杜濬為《十二樓》所寫的序中說：『今是編以通俗語言鼓吹經傳』……『於勸懲無不助』，

較為準確地概括了《十二樓》的創作目的。」（沈新林，《李漁與無聲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

社，1992年），頁 52。）、肖榮云：「杜濬還在《十二樓˙序》中寫道：『今是編以通俗語言鼓吹

經傳，以人情啼笑接引頑痴，殆老泉所謂「蘇張無其心，而龍比無其術者歟？」』以上這些話，

都是深知並道出了李漁的寫作用心的。」（肖榮，《李漁評傳》（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

頁 48。）及張春樹和駱雪倫云：「在《十二樓》中，李漁不再只是講故事，而是通過對故事中人

物的思想和感情進行深入探索，試圖把他的思想和哲學傳達給作者。」（張春樹、駱雪倫，《明清

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與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頁 189） 

 
5 肖榮指出李漁撰寫小說是「為了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觀點，為了發揮小說勸善懲惡的教化作用」。

（肖榮，〈試論李漁的白話短篇小說〉，《杭州大學學報》第 12卷第 3期（1982年 9月），頁 39。）

肖榮《李漁評傳》（頁 48）及沈新林《李漁與無聲戲》（頁 52）更直接以《十二樓˙序》「今是編

以通俗語言鼓吹經傳，以人情啼笑接引頑痴」（頁 7）兩句印證《十二樓》之說教意味。 

 
6 沈新林《李漁與無聲戲》云：「李漁飽經國家破亡的離亂之苦，常常把冷峻的目光投向現實的

社會人生，在創作過程中，又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和體會，所以，《十二樓》中的不少篇章反

映了明末清初戰爭動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以及權奸禍國殃民、惡霸橫行鄉里、地主貪婪奸詐

的黑暗現實。」（頁 54）肖榮〈試論李漁的白話短篇小說〉云：「李漁的小說還表現了作者的命

運際遇，抒發了作者的生活情趣和社會理想。他的作品不少是以自己的生活遭遇為創作素材的，

這使我們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和經歷。」（頁 36） 

 
7 見附錄一：《十二樓》各篇經傳章句表列。本文經傳章句之出處均依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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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作者杜濬言：「今是編以通俗語言鼓吹經傳，以人情啼笑接引頑痴。」（頁 7）

但筆者注意到《十二樓》所引經傳章句與其原意有別，或與整體故事內容相悖；

欲釐清《十二樓》所說之教，尚須專從文本內容本身從內而外作研究。本文主要：

一、抽出書中各篇說教部分以歸納出李漁《十二樓》之說教範疇及其主次輕重；

二、對比各篇故事中對立之人物及其最終結局，以釐清主要說教範疇之說教內容；

三、藉著主要說教範疇之說教內容以探討李漁之天道觀與倫理觀，析論《十二樓》

之「說教」及其與「情與禮」、「天道與人倫」之關係。 

 

貳、《十二樓》之說教範疇及其主次輕重 

作者在《十二樓》各篇故事中，均安排了不同形式之說教，部分是直接透過

旁白及人物對白說教8，部分則是藉著對立的人物設計及角色遭遇來透露篇章主

題，間接說教9。兩者在各項說教範疇上之百分比分別見於下列兩表。 

 

表一：直接透過旁白及人物對白說教 

說教範疇 
所佔全書旁白及人物對白之說教 

數量 百分比 

禮教 15 ～35% 

人情世故 6 ～14% 

善惡報應 10 ～23% 

生活雅趣 5 ～12% 

選賢與能 1 ～2% 

隨遇而安 2 ～5% 

品評人物的態度 1 ～2% 

事貴難得 2 ～5% 

樂觀積極 1 ～2% 

居安思危 1 ～2% 

安貧樂道 1 ～2% 

從善如流 1 ～2%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及朱謙之《老子校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逕在文中以括號注明頁數，不另出注。 

 
8 見附錄二：《十二樓》各篇直接說教內容表列。 

 
9 見附錄三：《十二樓》各篇人物性格及遭遇比較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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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藉著對立的人物設計及角色遭遇來透露篇章主題間接說教 

說教範疇 
所佔全書十二篇篇章 

數量 百分比 

禮教 5 ～42% 

善惡報應 4 ～33% 

事貴難得 1 ～8% 

隨遇而安 1 ～8% 

從善如流 1 ～8% 

 

綜合上述兩表所得，即知作者在書中說教之範疇均以「禮教」和「善惡報應」

居多。在篇章主題說教方面，「禮教」一項佔全書篇目超過四成，「善惡報應」一

項亦佔了全書篇目超過三成，即十二篇中有超過四分之三圍繞此兩項主題；在直

接透過旁白及人物對白說教方面，一共有十二項說教內容，然而單憑「禮教」及

「善惡報應」兩者相加，所佔百分比便已超過五成。至於其餘的說教範疇，即「選

賢與能」、「隨遇而安」、「品評人物的態度」、「事貴難得」、「居安思危」、「安貧樂

道」及「從善如流」則只出現一至兩次，所佔百分比全不高於一成。由此可見，

《十二樓》之說教主要側重在「禮教」和「善惡報應」兩項。 

 

叁、主要說教範疇之說教內容 

    李漁以「禮教」和「善惡報應」兩項作為《十二樓》之主要說教範疇。以「禮

教」為說教主題之篇目共五篇，分別為〈合影樓〉、〈奪錦樓〉、〈夏宜樓〉、〈拂雲

樓〉及〈奉先樓〉；而以「善惡報應」為說教主題之篇目共四篇，分別為〈三與

樓〉、〈歸正樓〉、〈萃雅樓〉及〈生我樓〉。本部分將透過對比各篇故事中對立之

人物及其最終結局以釐清李漁在「禮教」及「善惡報應」兩項說教範疇上欲帶出

之說教內容。 

 

    先言「禮教」部分。除〈奪錦樓〉一篇，作者在其餘四篇以「禮教」為主要

說教範疇之篇目中均設有禮教代表者與禮教反動者之角色，以作比較，突出其欲

帶出之說教內容，見下表。 

 

表三：人物思想行為及其結局對比（禮教部分）表列 

篇章 思想行為對立之人物 禮教代表者 結局 

合影樓 
管提舉 

 

珍生 

玉娟 
管提舉 

 珍生與玉娟成

親，管提舉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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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男女授

受不親」） 

（私訂終生） 承認親事。 

 珍生「聯登二

榜，入了詞林，

位到侍講之職」

（頁 35）。 

夏宜樓 

詹父 

 

（堅持「家範極

嚴，內外男婦之

間最有分別」

（頁 76）） 

瞿吉人 

詹嫻嫻 

（私訂終生） 
詹父 

 瞿吉人與詹嫻嫻

成親，詹父亦得

承認親事。 

拂雲樓 

韋小姐 

 

（為「端莊不過

的人，非禮之言

無由入耳」（頁

162）） 

能紅 

裴七郎 

（私訂終生，更

欺哄韋小姐下

嫁裴七郎） 韋小姐 

 裴七郎成功娶得

能紅與韋小姐，

兩女更各生一

子，夫妻三人恩

愛異常。 

 裴七郎「聯掇高

魁，由縣令起

家，屢遷至京兆

之職。」（頁 188） 

奉先樓 

舒娘子 

（反對「存孤失

節」） 

舒秀才 

（支持「存孤失

節」） 
舒娘子 

 舒娘子「存孤失

節」，卻無甚惡

果。 

 一家三口團圓。 

 

    從上述列表中可見，各篇之禮教反動者均得到了其所希望之結局，至於支持

禮教之人則多事與願違。在〈合影樓〉和〈夏宜樓〉中，作為禮教支持者之家長

本已家範極嚴，嚴分男女內外，堅持「男女授受不親」，但最後還是讓兒女成功

私訂終生，最終成親。〈拂雲樓〉也為類似之故事，婢女能紅與裴七郎私訂終生

後，又誘騙本來是「端莊不過的人，非禮之言無由入耳」（頁 162）的韋小姐下

嫁裴七郎，夫妻三人最後還恩愛異常，誕下兩子。另外，在〈奉先樓〉中，一向

認為「做婦人的操修全在『貞節』二字」（頁 238）的舒娘子，因不敵丈夫與族

人要求而答應「存孤失節」，但仍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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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萬一果然不幸做了今日之西施，那一出「歸湖」的醜戲也斷然不做！

（頁 239） 

 

不過，最後的結局卻是舒娘子在「存孤失節」後仍能一家三口骨肉團圓，並未真

的「死節」。 

 

    至於沒有明顯禮教代表者之〈奪錦樓〉，其主要角色全都是禮教反動者。錢

氏夫婦不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亂將兩女許予四男，固然不知禮數。雖然

負責審理此案之刑尊於判案的讞詞中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

（頁 44），惟其最終所做的卻與其親筆判詞大相逕庭，以非父母之身份自行替兩

女擇偶，因其認為兩女父母最初所許之四男均「奇形怪狀」（頁 43），讓兩女下

嫁只是糟蹋，沒有幸福，未免不近人情。顯然，刑尊於此篇亦為一禮教反動者，

然其最終卻被描繪成一「為人造命」（頁 49）之賢父母官，「賢名大噪於都中」（頁

49）。 

 

綜觀上述各篇故事內容，全都不離「情」與「禮」的矛盾問題。「情」指「人

情」，包括親情和愛情；「禮」指傳統封建倫理道學中之禮教。見下表。 

 

表四：「情」「禮」之矛盾表列 

篇章 情 禮 

合影樓 
珍生與玉娟互生情愫，遂私訂終

生。 

成親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缺一不可。 

奪錦樓 

錢氏夫婦將兩女許予四名「奇形怪

狀」之男，刑尊認為不近人情，於

心不忍，自行替兩女擇偶。 

成親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缺一不可。 

夏宜樓 
瞿吉人與詹嫻嫻互生情愫，遂私訂

終生。 

成親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缺一不可。 

拂雲樓 

裴七郎喜歡能紅及韋小姐，欲與之

成親；能紅亦喜歡裴七郎，欲與之

成親。能紅與裴七郎遂私訂終生，

又誘騙韋小姐下嫁。 

成親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缺一不可。 

奉先樓 
「存孤失節」 「做婦人的操修全在『貞節』二字」

（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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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述各篇故事中的「情」與「禮」處於矛盾狀態時，作者多傾向於重情而輕禮，

這可見於各篇故事之結局安排——縱使違禮，本乎人情，其亦會讓違禮之人得到

大團圓結局，想要成親就能成親，想要存孤就能存孤。 

 

這「情大於禮」之觀念亦可以篇章中的一些說辭作佐證。在〈奪錦樓〉中，

刑尊痛罵錢氏夫婦： 

 

你看（錢氏兩女）剛才那種哭法，就知道配成之後得所不得所了！……

若把別位官兒，定要拘牽成格，判與所許之人，這兩條性命就要在他筆

底勾銷了！（頁 44）。 

 

即刑尊認為不能「拘牽成格」，困囿於禮，明知兩女與四男不配卻硬要許配。又

在〈夏宜樓〉中，作者直言： 

 

但凡戲耍褻押之事，都要帶些正經，方才可久。盡有戲耍褻狎之中，做

出正經事業來者。就如男子與婦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經，為什麼千古相

傳，做了一件不朽之事？只因在戲耍褻狎裡面，生得兒子出來，綿百世

之宗祧，存兩人之血脈，豈不是戲耍而有益於正，褻狎而無叛於經者乎！

（頁 75） 

 

從上述言論可知，在作者而言，禮（傳宗接代）只為情（男女之事）附屬之事，

生兒育女並非單純地為傳宗接代，而是「戲耍褻狎」的結果。 

 

再言「善惡報應」部分。除〈生我樓〉一篇，作者在其餘三篇以「善惡報應」

為主要說教範疇之篇目中均設有善與惡之代表，以作比較，突出其欲帶出之說教

內容，見下表。 

 

表五：人物思想行為及其結局對比（善惡報應部分）表列 

篇章 思想行為對立之人物 為善者 結局 

三與樓 

虞家父子 

（父親讓人田

產，兒子以德報

怨） 

唐家父子 

（父子兩人合

謀謀奪虞家田

產） 

虞家父子 

 唐家後人身陷囹

圄 

 虞家兒子虞繼武

仕宦為吏，亦因

以德報怨而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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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牌位。 

歸正樓 

貝戎/貝喜 

蘇一娘 

（男為拐子，女

為娼妓） 

歸正 

淨蓮 

（男為道士，女

為尼姑） 

歸正 

淨蓮 

 歸正飛升，淨蓮

坐化。 

萃雅樓 

權汝修 

（ 受 嚴 氏 欺

壓，忍辱負重，

盡 搜 嚴 家 罪

證，為民除害） 

嚴世蕃父子 

（依仗權勢為

非作歹） 權汝修 

 嚴世蕃斬首正

法。 

 權汝修大仇得報 

 

從上述列表中可見，各式人物善惡有報。在〈三與樓〉及〈萃雅樓〉中，正

邪形成強烈對比，結局均是以正勝邪。在〈歸正樓〉中，善惡對比則出自兩個主

角的前後半生，兩人前半生作孽，後半生遷善，男作道士女作尼，終得好報，男

的飛升，女的坐化。 

 

    至於〈生我樓〉，則沒有明顯的正邪角色對比，主角姚繼自始至終都是憐恤

鰥寡孤獨之人，因其一片好心，最終亦能由「只覺得孤苦伶仃」（頁 258）之人

變成上有高堂下有妻兒之人。 

 

    綜觀上述各篇故事內容，不難看出作者欲宣揚「善惡有報」之觀念。此處所

云之「善惡有報」，無分改邪歸正（〈歸正樓〉）與終生為善（〈三與樓〉、〈萃雅樓〉

及〈生我樓〉），只要善念有所發，德行有所施，即包括在內。 

 

這「善惡有報」之觀念亦可以篇章中的一些詩和說辭作佐證。〈三與樓〉、〈萃

雅樓〉和〈生我樓〉篇末均有詩一首以帶出「善惡有報」之觀念，〈三與樓〉云

「割地予人去，連人帶產來。存仁終有益，圖利必生災。」（頁 71）；〈萃雅樓〉

云「奉勸世間人，莫施刻毒心。刻毒後來終有報，八兩機謀換一斤。」（頁 150）；

〈生我樓〉云「相好不如心地好，麻衣術法總難憑。」（頁 269）在〈歸正樓〉

中，作者更於開篇旁白引用《四書》之言「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

（頁 100）來說明「善惡有報」亦適用於改邪歸正之人，其又云「故此惡人回頭，

更為上帝所寵，得福最易。」（頁 100） 

 

    李漁《十二樓》兩項主要說教範疇「禮教」和「善惡報應」之說教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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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情」和「禮」處於矛盾狀態時，其主張「情大於禮」，本乎人情之事縱使違

禮，亦無不可；其又主張「善惡有報」，不僅是一直為善之人能有善報，就連惡

人回頭也能得好報。 

 

肆、《十二樓》之「說教」及其「情與禮」和「天道與人倫」之關係 

    李漁《十二樓》主張「情大於禮」和「善惡有報」，現從中探討其「情與禮」

和「天道與人倫」之關係。 

 

    先探討李漁於《十二樓》裡所呈現之「情與禮」和「天道與人倫」之關係。

在五篇以禮教為主要說教內容及四篇以善惡報應為主要說教內容之篇目當中，不

同人物有不同結局，其主要可以分為「得賞」、「得罰」及「無賞無罰」三項，見

表六及表七。 

 

表六：人物賞罰表列（禮教部分） 

篇章 人物 得賞 無賞無罰 得罰 

合影樓 

珍生、玉娟 

（重情輕禮者） 
  

管提舉 

（重禮輕情者） 
  

奪錦樓 

刑尊 

（重情輕禮者） 
  

錢氏夫婦 

（無禮無情者） 
  

夏宜樓 

瞿吉人、詹嫻嫻 

（重情輕禮者） 
  

詹父 

（重禮輕情者） 
  

拂雲樓 

裴七郎、能紅 

（重情輕禮者） 
  

韋小姐 

（重禮輕情者） 
  

奉先樓 

舒秀才 

（重情輕禮者） 
  

舒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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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禮輕情者） 

     

從上述列表中可見，「重情輕禮者」一般都得賞，如〈合影樓〉的珍生和玉

娟、〈夏宜樓〉的瞿吉人和詹嫻嫻以及〈拂雲樓〉的裴七郎和能紅在無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而私訂終生的情況下均能有情人終成眷屬，並生活愉快，樂也融融；〈奪

錦樓〉的刑尊破格替錢氏兩女另擇佳婿，備受嘉許；〈奉先樓〉的舒秀才勸妻「存

孤失節」，最後一家團聚。〈拂雲樓〉的韋小姐和〈奉先樓〉的舒娘子雖本為「重

禮輕情者」，但最終也順從了「重情輕禮者」之意，前者與裴七郎成親，後者「存

孤失節」，故亦得賞。至於由始至終都是「重禮輕情者」之人，則既不得賞亦無

受罰，如同認為家範需極嚴，男女授受不能親之管提舉（〈合影樓〉）和詹父（〈夏

宜樓〉），雖最後也不得不承認兒女私訂終生之親事，惟本人亦無甚惡果纏身。在

五篇篇目中，〈奪錦樓〉的錢氏夫婦是唯一一對得罰的人物，亦為唯一之「無禮

無情者」，二人先是不顧女兒幸福，為與配偶鬥氣而胡亂擇婿，又在許配兩女時

無視父命和媒言，最終被刑尊在公堂上公開喝罵。由此可見，《十二樓》所展示

之「情大於禮」，並非褒「情」而貶「禮」。作者於書中並無完全否定「禮」，只

是如果出現了「情」、「禮」矛盾之狀態時，「重情」比「重禮」更為理想而已；

其所真正否定的對象，只為「情」、「禮」兼無之人。 

 

表七：人物賞罰表列（善惡報應部分） 

篇章 人物 得賞 無賞無罰 得罰

三與樓 

虞家父子 

（為善者） 
  

唐家父子 

（作惡者） 
  

歸正樓 

歸正 

（遷善者） 
  

貝戎/貝喜 

（作惡者） 
  

淨蓮 

（從良者） 
  

蘇一娘 

（操賤業者） 
  

萃雅樓 
權汝修 

（為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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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世蕃父子 

（作惡者） 
  

生我樓 
姚繼 

（為善者） 
  

 

從上述列表中可見，「為善者」一般都得賞，包括後半生遷善與從良之人，

如〈三與樓〉的虞家父子讓人田產，兒子位極人臣，還得長生牌位，受人供俸；

〈萃雅樓〉的權汝修忍辱負重，收集嚴家罪證，既除公害，亦報私仇；〈生我樓〉

的姚繼行善一生，終得父母妻子骨肉團圓；〈歸正樓〉的貝喜和蘇一娘分別遷善

為道士與從良為尼姑後，便分別坐化飛升。相反，「作惡者」卻大多得罰，如〈三

與樓〉的唐家父子強佔人產，貪得無厭，最終貽禍子孫，身陷囹圄；〈萃雅樓〉

的嚴家父子作惡多端，殘害忠良，終被抄家處死。〈歸正樓〉的貝喜和蘇一娘在

作惡與操賤業時無甚惡果，賞罰皆無，因二者與其他篇章中的惡人有所不同：蘇

一娘為妓，卻原非自願，如其自白云：「……我墮落煙花，原非得已。」（頁 115）

至於貝喜，雖自願作拐，卻良心未泯，仍存回頭之念，云：「等世上的人受我些

拐騙之福。」（頁 112）還有一點比較特別的是，貝喜遷善為歸正後，其仍繼續

作拐騙之事，惟動機卻與遷善前不一，遷善前拐騙是為了個人享樂，遷善後拐騙

則是為了讓人施捨得福，如旁白云： 

 

可見做善事的只要自盡其心，終須得福，不必問他是真是假，果有果無。

（頁 126） 

 

如此一來，《十二樓》所展示之「善惡有報」，並非單純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觀念，除一般的善人得賞，惡人得罰，作者還十分重視人物行事之動機，若情有

可原，行為雖有偏差，亦不致受責。 

 

由是觀之，《十二樓》天道與人倫之關係在乎「人情」與「人心」，即人之自

然情感與行事動機，而非經傳禮教之教條，如在表六及表七得賞之人行事無不本

乎人情或正當動機，見下表。 

 

表八：「得賞」人物與其「人情」或「人心」 

篇章 得賞人物 違禮 
人情 

（本乎自然情感） 

人心 

（本乎正當動機） 

合影樓 珍生   順男女情慾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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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娟 訂終生 

奪錦樓 刑尊 

 順同情之心而不

依常法許配兩女 

 因同情兩女，

故欲助其覓得

佳婿，不誤終

生 

夏宜樓 
瞿吉人 

詹嫻嫻 


 順男女情慾而私

訂終生 

 

拂雲樓 
裴七郎 

能紅 


 順男女情慾而私

訂終生 

 

奉先樓 舒秀才 

 順愛子惜子之情

而要求其妻「存

孤失節」 

 因愛子惜子才

要求其妻「存

孤失節」 

三與樓 虞家 

 虞父順愛妻惜子

之情 

 

 

 

 

 虞子順同情之心 

 虞父因愛妻惜

子，怕唐家於

其死後為謀其

產而害其妻

兒，故預先出

讓田產 

 虞子同情唐

家，不計前

嫌，並無公報

私仇 

萃雅樓 權汝修 

  為剷除奸佞而

忍辱負重 

歸正樓 歸正    為善拐騙 

生我樓 姚繼 

 順同情之心而不

顧綱常隨街買親 

 因同情鰥寡孤

獨者才隨街買

親 

 

    表六及表七展示了《十二樓》何等樣人得賞，何等樣人得罰，何等樣人賞罰

皆無；表八又展示了其天道與人倫之關係，行事本乎自然情感和正當動機之人皆

獲肯定。接下來，就要探討此天道觀是建基於儒、釋、道「三教」之上，還是突

破了「三教」藩籬而直指「人情」與「人心」契合天道，甚或「天道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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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及表五分別展示了於表六及表七中得賞者所得之好報，下表將列出種種

「好報」與「三教」之關係。 

 

表九：「得賞」人物所得之好報與「三教」關係 

篇章 得賞人物 好報 儒 釋 道 
「三教」

不合 

合影樓 
珍生 

有情人終成眷屬    

「聯登二榜，入了詞林，位到

侍講之職」（頁 35） 
   

玉娟 有情人終成眷屬    

奪錦樓 刑尊 

被描繪成一「為人造命」（頁 49）

之賢父母官，「賢名大噪於都

中」（頁 49） 

   

夏宜樓 
瞿吉人 有情人終成眷屬    

詹嫻嫻 有情人終成眷屬    

拂雲樓 

裴七郎 

有情人終成眷屬    

「聯掇高魁，由縣令起家，屢

遷至京兆之職。」（頁 188） 
   

未及一年，即生兩子    

能紅 
有情人終成眷屬    

未及一年，即生一子    

韋小姐 

「夫妻三口，恩愛異常。」（頁

188） 
   

未及一年，即生一子    

奉先樓 
舒秀才 與妻、兒一家團聚    

舒娘子 與夫、兒一家團聚    

三與樓 
虞父 妻兒得保    

虞子 得長生牌位受人供俸    

萃雅樓 權汝修 大仇得報    

歸正樓 
歸正 飛升    

淨蓮 坐化    

生我樓 姚繼 得父母妻兒，一家團聚    

 

    從上述列表中可見，《十二樓》篇章中之得賞者所得之好報並不局限於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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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道「三教」，有三分之一好報與「三教」不合。無可否認，部分人物所得之

好報符合「三教」畛域，如「五倫」、「出仕」及「尚賢」素為儒教所重視，故〈拂

雲樓〉之能傳宗接代、〈三與樓〉之能得保妻兒、〈奉先樓〉及〈生我樓〉之能一

家團聚、〈合影樓〉、〈拂雲樓〉之能仕宦為吏、〈奪錦樓〉之能賢名大噪，均可被

視為得到儒教世界裡之好報；「坐化」即佛教寺院僧尼修行有素而安然命終，故

〈歸正樓〉淨蓮得「坐化」之結局，可被視為得到佛教世界裡之好報；「飛升」

即道教修煉者得道後飛升成仙，為在生之人所立之「長生牌位」亦為一道教儀式，

讓該人能早晚受神明祐護，故〈歸正樓〉歸正得「飛升」之結局，〈三與樓〉虞

繼武得唐家為其立長生牌位，均可被視為得到道教世界裡之好報。然而，書中亦

有部分人物所得之好報與「三教」無關，如在〈合影樓〉、〈夏宜樓〉和〈拂雲樓〉

均有出現之「有情人終成眷屬」和〈萃雅樓〉之「大仇得報」。在「有情人終成

眷屬」方面，儒教雖重視「五倫」，但重視的卻是「夫婦」一倫可如何維繫家庭

和睦和傳宗接代，而非兒女私情；佛、道兩教鼓勵出家，更避談此題。至於〈萃

雅樓〉權汝修之復仇，亦非「三教」認同之事，佛、道兩教講因果報應，人之際

遇報應皆由神明主宰，而非個人；儒教雖不完全反對復仇，卻只限於為父親、兄

弟及朋友等親族而報，非為個人而報10。由此可見，《十二樓》所呈現之天道觀

突破了「三教」藩籬，書中得賞者所得之好報並不為「三教」所囿。 

 

承上，《十二樓》之天道觀（順乎「人情」與「人心」者得賞）突破「三教」

藩籬，「天道」即為賞罰之源頭，而非個別宗教之神明。接著，將探討此天道觀

之「人情」、「人心」是契合「天道」抑或「天道」本來就是「人情」、「人心」。 

 

    書中得賞之人行事均順乎「人情」或「人心」，惟作者並無避而不談這些得

賞人物的缺點，有時更薄責他們，如在〈生我樓〉中，姚繼雖因多次憐恤鰥寡孤

獨者而得一家團聚之賞，但作者同時亦明言： 

 

奉勸世人，雖不可以姚繼為法，個個買人做爺娘，亦不可以姚繼為戒，

置鰥寡孤獨之人於不問也。（頁 266） 

 

明顯地，作者並非完全認同姚繼的行為，其認同姚繼的一顆憐憫之心，卻否定姚

繼逢人買來做爹娘的行為。又〈拂雲樓〉中，作者雖嘉許能紅在與裴七郎成親後

對韋小姐： 

                                                      
10《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

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隣。」（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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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心服意，畏若嚴君，愛同慈母，不敢以半字相欺，做了一世功臣，替

他任怨任勞，不費主母纖毫氣力。（頁 188） 

 

但其亦指出能紅對韋小姐有「欺誑在先」（頁 188）。由此可見，《十二樓》天道

觀之「人情」、「人心」只是契合「天道」，即「天道」的一部分，而非「天道」

本來就是「人情」、「人心」。如果「天道」即「人情」、「人心」，那人物行事只要

本乎自然情感或正當動機便無不可，作者那些譴責得賞人物之言便會顯得無甚意

義。 

 

伍、結語 

    總括而言，李漁《十二樓》之主要說教範疇為「禮教」和「善惡報應」。在

「禮教」方面，其主張「情大於教」，「重情輕禮者」得賞，「重禮輕情者」無賞

無罰，「無禮無情者」得罰；在「善惡報應」方面，其主張「善惡有報」，「為善

者」與「遷善者」得賞，「為惡者」得罰。另外，得賞之人行事皆本乎「人情」

或「人心」，即人之自然情感或正當動機，而其所得之賞亦不為儒、釋、道「三

教」所囿，可見《十二樓》所呈現之天道觀突破「三教」藩籬，「人情」、「人心」

契合「天道」。 

 

（791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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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篇經傳章句表列 

小說篇章 內容 經傳 學派 

《合影樓》 

男女授受不親。（頁 14） 
《孟子˙離婁上》 

（卷 25，頁 241） 
儒家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頁 14） 
《老子˙第三章》 

（頁 17） 
道家 

螟蛉有子，式穀似之。（頁 16） 

《詩經˙小雅˙小

宛》 

（卷 5，頁 870） 

儒家 

《奪錦樓》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頁 39） 
《大戴禮記˙本命》 

（頁 254） 
儒家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頁 44） 
《孟子˙滕文公下》 

（卷 25，頁 195） 
儒家 

《三與樓》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頁 54） 

《詩經˙召南˙鵲

巢》 

（卷 4，頁 75） 

儒家 

《夏宜樓》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頁 97） 
《易經˙繫辭上》 

（卷 1，頁 328） 
儒家 

《歸正樓》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

上帝。（頁 100） 

《孟子˙離婁下》 

（卷 25，頁 272） 
儒家 

《拂雲樓》 

才難，不其然乎！（頁 155） 
《論語˙泰伯》 

（卷 23，頁 119） 
儒家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頁 182） 

《詩經˙小雅˙大

田》 

（卷 5，頁 997） 

儒家 

既來之，則安之。（頁 182） 
《論語˙季氏》 

（卷 23頁 251） 
儒家 

《鶴歸樓》 

素患難行乎患難。（頁 205） 
《禮記˙中庸》 

（卷 15，頁 1672） 
儒家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頁 211） 

《春秋左傳˙桓公十

年》 

（卷 16，頁 220） 

儒家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頁 211） 《論語˙顏淵》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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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3，頁 179）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頁 218） 

《詩經˙唐風˙山有

樞》 

（卷 5，頁 446） 

儒家 

《奉先樓》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頁 236） 
《老子˙第三章》 

（頁 17） 
道家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頁 237） 
《論語˙顏淵》 

（卷 23，頁 179） 
儒家 

《生我樓》 富潤屋，德潤身。（頁 252） 
《禮記˙大學》 

（卷 15，頁 1860）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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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十二樓》各篇直接說教內容表列 

篇

目 

回

數 
說教內容 

說教

背景 

說教

範疇 

合 

影 

樓 

一 

所以懲奸遏欲之事，定要行在未發之先。未發之先又沒有

別樣禁法，只是嚴分內外，重別嫌疑，使男女不相親近而

已。（頁 14） 

旁白 禮教 

儒書云：「男女授受不親。」道書云：「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這兩句話極講得周密。……要曉得古聖先賢也是有

情有欲的人，都曾經歷過來，知道一見了面，一沾了手，

就要把無意之事認作有心，不容你自家作主，要顛倒錯亂

起來。（頁 14） 

旁白 禮教 

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親』這句話頭，單為至親而

設。若還是陌路之人，他何由進我的門，何由入我的室？

既不進門入室，又何須分別嫌疑？單為礙了親情，不便拒

絕，所以有穿房入戶之事，這分別嫌疑的禮數，就由此而

起。別樣的瓜葛，親者自親，疏者自疏，皆有一定之理。

獨是兩姨之子，姑舅之兒，這種親情，最難分別。說他不

是兄妹，又係一人所出，似有共體之情；說他竟是兄妹，

又屬兩姓之人，並無同胞之義。因在似親似疏之間，古人

委決不下，不曾注有定儀，所以涇渭難分，彼此互見，以

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將出來。歷觀野史傳奇，兒女私情大

半出於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沒有真知灼見，竟把他當了兄

妹，穿房入戶，難以提防，所以混亂至此。（頁 17-18） 

管提

舉訓

妻 

禮教 

三 

這也怪不得親翁。從來的家法，只能痼形，不能痼影。這

是兩個影子做出事來，與身體無涉，哪裡防得許多？從今

以後，也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番公案，連影子也要堤（提）

防，決沒有露形之事了。（頁 34） 

路子

由安

撫管

提舉 

禮教 

你兩個的是非曲直，畢竟要歸重一邊。若還府上的家教，

也與貴連襟一般，使令公郎有所畏憚，不敢胡行，這樁詫

事就斷然沒有了。究竟是你害他，非是他累你。不可因令

郎得了便宜，倒說風流的是，道學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顛

倒過來，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壞先輩之典型。（頁 34） 

路子

由向

屠觀

察說

教 

禮教 

奪 一 那些官斷私評，都說他後來改許的不是。據我看來，此等 旁白 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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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樓 

人的過失，倒在第一番輕許，不在第二番改諾，只因不能

慎之於始，所以不得不變之於終。 

 

做父母的，那一個不願兒女榮華，女婿顯貴？他改許之

意，原是為愛女不過，所以如此，並沒甚麼歹心。只因前

面所許者或賤或貧，後面所許者非富即貴，這點勢利心

腸，凡是擇婿之人，個個都有。但要用在未許之先，不可

行在既許之後。未許之先，若能勾（夠）真正勢利，做一

個趨炎附勢的人，遇了貧賤之家，決不肯輕許，寧可遲些

日子，要等個富貴之人，這位女兒就不致輕易失身，倒受

他勢利之福了。當不得他預先盛德，一味要做古人，置貧

賤富貴於不論，及至到既許之後，忽然勢利起來，改弦易

轍，毀裂前盟，這位女兒就不能勾（夠）自安其身，反要

受他盛德之累了。這番議論，無人敢道，須讓我輩膽大者

言之，雖係末世之言，即使聞於古人，亦不以為無功而有

罪也。（頁 36-37） 

世故 

二其女而四其夫，既少分身之法；東家食兮西家宿，亦非

訓俗之方。……然亦不敢枉法以行私，仍效引經而折獄。

六禮同行，三茶共設，四婚何以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二者均不可少。茲審邊氏所許者，雖有媒言，實無父

命，斷之使就，慮開無父之門；小江所許者，雖有父命，

實少媒言，判之使從，是辟無媒之徑。均有妨於古禮，且

無裨於今人。（頁 44-45） 

刑尊

讞詞 
禮教 

三 

與 

樓 

一 

賣樓是樁苦事，正該嗟嘆不已，有甚麼快樂倒反形諸歌

詠？要曉得世間的產業都是此傳舍蘧廬，沒有千年不變的

江山，沒有百年不賣的樓屋。與其到兒孫手裡爛賤的送與

別人，不若自尋售主，還不十分虧折。即使賣不得價，也

還落個慷慨之名，說他明知費重，故意賣輕，與施恩仗義

一般，不是被人欺騙。若使兒孫賤賣，就有許多議論出來，

說他廢祖父之遺業－－不孝，割前人之所愛－－不仁，昧

創業之艱難－－不智。這三個惡名都是創家立業的祖父帶

挈他受的。倒不如片瓦不留、卓錐無地之人，反使後代兒

孫白手創起家來，還得個「不階尺土」的美號。所以為人

祖父者，到了桑榆暮景之時，也要回轉頭來，把後面之人

旁白 
人情

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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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若還規模舉動不像個守成之子，倒不如預先出

脫，省得做敗子封翁，受人譏誚。 

 

從古及今，最著名的達者，只有兩位。一個叫做唐堯，一

個叫做虞舜。他見兒子生得不肖，將來這份大產業少不得

要白送與人，不如送在自家手裡，……若叫兒孫代送，決

尋不出這兩個受主，少不得你爭我奪，搆起干戈。莫說兒

子媳婦沒有住場，連自己兩座墳山，也保不得不來侵擾。

有天下者尚且如此，何況庶人！（頁 52） 

二 

空有熱腸，所見不達。世間的產業，哪有千年不賣的？保

得生前，也保不得身後。你如今替我不憤，損了重資，萬

一贖將過來，住不上三年五載，一旦身亡，並無後嗣，連

這一椽片瓦少不得歸與他人，你就肯仗義輕財，只怕這般

盛舉也行不得兩次。難道如今替人贖了，等到後面又替鬼

贖不成？（頁 60） 

虞素

臣訓

結義

朋友 

人情

世故 

諸公的意思極好，只是單顧眼前，不曾慮到日後。我就他

的意思，原是為著自己，就要恢復，也須等兒子大來，掙

起人家，方才取贖得轉。我是個老年之人，料想等不得兒

子長大。焉知我死之後，兒子不賣與他？與其等兒子棄

產，使他笑罵父親，不如父親賣樓，還使人憐惜兒子。這

還是樁小事。萬一我死得早，兒子又不得大，妻子要爭餓

氣，不肯把產業與人，他見新的圖不到手，舊的又伯回贖，

少不得要生毒計，斬絕我的宗祧，只怕產業贖不來，連兒

子都送了去，這才叫做折本。我如今賤賣與他，只當施捨

一半，放些欠帳與人。到兒孫手裡，他就不還，也有人代

出。古語云『吃虧人常在』，此一定之理也。（頁 62） 

虞素

臣訓

其他

朋友 

人情

世故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這兩句說話，雖在人口頭，卻不曾留心玩味。若還報得遲

的也與報得早的一樣，豈不難為了等待之人？要曉得報應

的遲早，就與放債取利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錢；

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報之心愈急，他偏不與

你銷繳，竟像沒有報應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懶，丟在

肚皮外面，他倒忽然報應起來，猶如多年的冷債，主人都

旁白 
善惡

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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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了，平空白地送上門來，又有非常的利息，豈不比那

現討現得的更加爽快！（頁 63） 

三 

前人為善之報，豐厚至此；唐姓為惡之報，慘酷至此。人

亦何憚而不為善，何樂而為不善哉！（頁 71） 

虞家

舉酒

謝天

說辭 

善惡

報應 

眾人有詩一首，單記此事，要勸富厚之家不可謀人田產。

其詩云： 

割地予人去，連人帶產來。 

存仁終有益，圖利必生災。（頁 71） 

結語 
善惡

報應 

夏 

宜 

樓 

一 

凡作採蓮詩者，都是借花以詠閨情，再沒有一首說著男

子。又是借題以詠美人，並沒有一句說著醜婦。可見荷花

不比別樣，只該是婦人採，不該用男子摘；只該入美人之

手，不該近醜婦之身。（頁 74） 

旁白 
生活

雅趣 

世間可愛的花卉不知幾千百種，獨有荷花一件更比諸卉不

同：不但多色，又且多姿；不但有香，又且有韻；不但娛

神悅目，到後來變作蓮藕，又能解渴充饑。古人說他是「花

之君子」，我又替她別取一號，叫做「花之美人」。這一種

美人，不但在偎紅倚翠、握雨攜雲的時節方才用得他著，

竟是個荊釵裙布之妻，箕帚蘋蘩之婦，既可生男育女，又

能宜室宜家。自少至老，沒有一日空閒、一時懶惰。開花

放蕊的時節，是他當令之秋，那些好處都不消說得。只說

他前乎此者與後乎此者。自從出水之際，就能點綴綠波，

雅稱「荷錢」之號。未經發蕊之先，便可飲嗽清香，無愧

「碧簡」之譽。花瓣一落，早露蓮房。荷葉雖枯，猶能適

用。這些妙處，雖是他的緒餘，卻也可矜可貴。比不得尋

常花卉，不到開放之際，毫不覺其可親，一到花殘絮舞之

後，就把他當了棄物。古人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

想到此處，都有些打算不來。獨有種荷栽藕，是樁極討便

宜之事，所以將他比做美人。（頁 74-75） 

旁白 
生活

雅趣 

但凡戲耍褻押之事，都要帶些正經，方才可久。盡有戲耍

褻狎之中，做出正經事業來者。就如男子與婦人交媾，原

不叫做正經，為什麼千古相傳，做了一件不朽之事？只因

在戲耍褻狎裡面，生得兒子出來，綿百世之宗祧，存兩人

旁白 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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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血脈，豈不是戲耍而有益於正，褻狎而無叛於經者乎！

（頁 75） 

三 

可見做婦人的，不但有人之處露不得身體，就是空房冷室

之中，邃閣幽居之內，那「袒裼裸裎」四個字，也斷然是

用不著的。古語云：「漫藏誨盜，冶容誨淫。」露了標緻

的面容，還可以完名全節；露了雪白的身體，就保不住玉

潔冰清，終久要被人點污也。（頁 97） 

結語 禮教 

歸 

正 

樓 

一 

這首新詩要勸世上的人個個自求上達，不可安於下流。上

達之人，就如登山陟嶺一般，步步求高，時時怕墜，這片

勇往之心自不可少。至於下流之人，當初偶然失足，墮在

罪孽坑中，也要及早回頭，想個自新之計。切不可以流水

為心，高山作戒，說：「我的身子業已做了不肖之人，就

像三峽的流泉，匡廬的瀑布，流出洞來，料想回不轉去，

索性等他流入深淵，卑污到底。」這點念頭作惡之人雖未

必個個都有，只是不想回頭，少不得到這般地步。要曉得

水流不返，還有滄海可歸；人惡不悛，只怕沒有桃源可避。

到了水窮山盡之處，惡又惡不去，善又善不來，才知道綠

水誤人，黃泉招客，悔不曾遇得正人君子，做個中流砥柱，

早早激我回頭也。 

 

《四書》上有兩句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

上帝。」「齋戒沐浴」四個字，就是說的回頭。為什麼惡

人回頭就可以事上帝？我有個絕妙的比方：為善好似天

晴，作惡就如下雨。譬如終日晴明，見了明星朗月，不見

一毫可喜；及至苦雨連朝，落得人心厭倦，忽然見了日色，

就與祥雲瑞靄一般，人人快樂，個個歡欣，何曾怪他出得

稍遲、把太陽推下海去？所以善人為善，倒不覺得稀奇，

因他一向如此，只當是久晴的日色，雖然可喜，也還喜得

平常。惡人為善，分外覺得奇特，因他一向不然，忽地如

此，竟是積陰之後，陡遇太陽，不但可親，又還親得炎熱。

故此惡人回頭，更為上帝所寵，得福最易。就像投誠納款

的盜賊，見面就要授官，比不得無罪之人，要求上進，不

到選舉之年，不能勾（夠）飛黃騰踏（達）也。（頁 99-100） 

旁白 
善惡

報應 

古語云：「一善可以蓋百惡。」這等看來，一惡也可以掩 旁白 善惡



25 
 

百善了。可見「回頭」二字，為善者切不可有，為惡者斷

不可無。善人回頭就是惡，惡人回頭就是善。東西南北，

各是一方，走路的人不必定要自東至西、由南抵北，方才

叫做回頭，只須掉過臉來，就不是從前之路了。這回野史

說一個拐子回頭，後來登了道岸，與世間不肖的人做個樣

子，省得他錯了主意，只說罪深孽重、懺悔不來，索性往

錯處走也。（頁 101） 

報應 

四 

這一尼一道，從此以後就認真修煉起來。不上十年，都成

了氣候。俗語道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但凡走過邪

路的人，歸到正經路上，更比自幼學好的不同，叫做「大

悟之後，永不再迷」，哪裡還肯回頭做那不端不正的事！

（頁 123-124） 

旁白 
善惡

報應 

可見國家用人，不可拘限資格，穿窬草竊之內盡有英雄，

雞鳴狗盜之中不無義士。惡人回頭，不但是惡人之福，也

是朝廷當世之福也。（頁 125） 

旁白 
選賢

與能 

可見做善事的只要自盡其心，終須得福，不必問他是真是

假，果有果無。不但受欺受騙原有裝聾作啞的陰功，就是

被劫被偷也有失財得福的好處。世間沒有溫飽之家，何處

養活饑寒之輩？失盜與施捨總是一般，不過有心無心之別

耳！（頁 126） 

結語 
善惡

報應 

萃 

雅 

樓 

一 

說便這等說，生意之雅俗也要存乎其人。盡有生意最雅，

其人極俗，在書史花香裡面過了一生，不但不得其趣，倒

厭花香之觸鼻、書史之悶人者，豈不為書史花香之累哉！

這樣人的前身，一般也是飛蟲走獸，只因他止變形骸，不

變性格，所以如此。蜜蜂但知採花，不識花中之趣，勞碌

一生，徒為他人辛苦。蠹魚但知蝕書，不得書中之解，老

死其中，止為殘編殉葬。香麝滿身是香，自己聞來不覺，

雖有芬臍馥卵可以媚人，究竟是他累身之具。這樣的人不

是「俗中三雅」，還該叫他做『雅中三俗』。 

 

如今說幾個變得完全、能得此中之趣的，只當替斯文交易

掛個招牌，好等人去下顧。只是一件：另有個美色招牌，

切不可掛；若還一掛就要惹出事來。奉勸世間標緻店官，

全要以謹慎為主。（頁 129-130） 

旁白 
生活

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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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臨死所贈之詩，是一首長短句的古風，大有益於風教。其

詩云： 

汝割我卵，我去汝頭；以上易下，死有餘羞。 

汝戲我豚，我溺汝口；以淨易穢，死多遺臭。 

奉勸世間人，莫施刻毒心； 

刻毒後來終有報，八兩機謀換一斤。（頁 149-150） 

權汝

修罵

仇人

嚴世

藩 

善惡

報應 

拂 

雲 

樓 

一 

這首詩與這回小說，都極道婢子之刁頑，梅香之狡獪；要

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種利害，好去提防覺察她，庶不致內外

交通，閨門受玷。乃維持風教之書，並不是宣淫敗化之論

也。 

 

從古及今，都把「梅香」二字做了丫鬟的通號，習而不察

者都說是個美稱，殊不知這兩個字眼古人原有深意：梅

者，媒也；香者，向也。梅傳春信，香惹遊蜂，春信在內，

遊蜂在外，若不是她向裡向外牽合攏來，如何得在一處？

以此相呼，全要人顧名思義，刻刻防閒；一有不察，就要

做出事來，及至玷污清名，梅香而主臭矣。（頁 151-152） 

旁白 禮教 

二 

『節義』二字原是分拆不開的，有了義夫才有節婦，沒有

男子不義責婦人以守節之禮。……父母相逼，也要他肯

從，同是一樣天倫，難道他的父母就該遵依，我的父母就

該違拗不成？四德三從之禮，原為女子而設，不曾說及男

人。（頁 162-163） 

韋小

姐反

駁俞

阿媽 

禮教 

人生一世，貴賤窮通都有一定之數，不是強得來的，總是

聽天由命，但憑父母主張罷了。（頁 163） 

韋小

姐反

駁俞

阿媽 

隨遇

而安 

六 

能紅之待小姐，雖有欺誑在先，一到成親之後，就輸心服

意，畏若嚴君，愛同慈母，不敢以半字相欺，做了一世功

臣，替她任怨任勞，不費主母纖毫氣力。世固有以操、莽

之才而行伊、周之事者，但觀其晚節何如耳。（頁 188） 

結語 

品評

人物

態度 

十 

巹 

樓 

一 

世上人的好事，件件該遲，卻又人人願蚤（早）。更有「富

貴婚姻」四個字，又比別樣不同，愈加望得急切。照世上

人的心性，竟該在未曾出世之際，先等父母發財；未經讀

書之先，便使朝廷授職；揀世上絕標緻的婦人，極聰明的

旁白 
事貴

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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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都要在未曾出幼之時，取來放在一處，等他慾心一

動，就合攏來，連做親的日子都不消揀得，才合著他的初

心。卻一件也不能勾（夠）如此。陶朱公到棄官泛湖之後，

才發得幾主大財；姜太公到發白齒動之年，方受得一番顯

職。想他兩個少年時節，也不曾丟了錢財不要，棄了官職

不取；總是因他財星不旺，祿運未交，所以得來的銀錢散

而不聚，做出的事業塞而不通，以致淹淹纏纏，直等到該

富該貴之年，就像火起水發的一般，要止也止他不住。梁

鴻是個遲鈍男子，孟光是個偃蹇婦人，這邊說親也不成，

那邊締好也不就。不想這一男一女，都等到許大年紀，方

才說合攏來。遲鈍遇著偃蹇，恰好湊成一對。兩個舉案齊

眉，十分恩愛，做了千古上下第一對和合的夫妻。雖是有

德之人原該如此，卻也因他等得心煩，望得意躁，一旦遂

了心願，所以分外有情。世上反目的夫妻，大半都是蚤（早）

婚易娶，內中沒有幾個是艱難遲鈍而得的。古語云：「若

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事事如此，不獨婚姻一節為然

也。（頁 189-190） 

可憐一個如花似玉的人，又不犯「七出」之條，只因褲襠

裡面少了一件東西，到後來三擯於鄉，五黜於里，做了天

下的棄物。可見世上憐香惜玉之人，大概都是好淫，非好

色也。（頁 195） 

旁白 
人情

世故 

二 

可見天下好事，只宜遲得，不宜早得；只該難得，不該易

得。古時的人，男子三十而始娶，女子二十而始嫁，不是

故意要遲，也只愁他容易到手，把好事看得平常，不能盡

琴瑟之歡、效于飛之樂也。（頁 202） 

結語 
事貴

難得 

鶴 

歸 

樓 

一 

骨肉分離，是人間最慘的事，有何好處，倒以「樂」字加

之？要曉得「別離」二字，雖不是樂，但從別離之下，又

深入一層，想到那別無可別、離不能離的苦處，就覺得天

涯海角，勝似同堂，枕冷衾寒，反為清福。第十八層地獄

之人，羨慕十七層的受用，就像三十二天的活佛，想望著

三十三天，總是一種道理。（頁 204） 

旁白 
樂觀

積極 

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有妻妾之樂、枕席之歡，這

是名教中的樂地，比別樣嗜好不同，斷斷忘情不得。我輩

為綱常所束，未免情性索然，不見一毫生趣，所以開天立

鬱子

昌自

述對

生活

雅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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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聖人，明開這條道路，放在倫理之中，使人散拘化腐。

況且三綱之內，沒有夫妻一綱，安所得君臣父子？五倫之

中，少了夫婦一倫，何處盡孝友忠良？可見婚娶一條是五

倫中極大之事，不但不可不早，亦且不可不好。美妾易得，

美妻難求，畢竟得了美妻，才是名教中最樂之事。若到正

妻不美，不得已而娶妾，也就叫做無聊之思，身在名教之

中，這點念頭也就越於名教之外了。（頁 206） 

婚姻

之看

法 

禮教 

二 

處富貴而不淫，是謂『惜福』；遇顛危而不怨，是謂『安

窮』。究竟『惜福』二字，也為『安窮』而設，總是一片

慮後之心，要預先磨煉身心，好撐持患難的意思。衣服不

可太華，飲食不可太侈，宮室不可太美，處處留些餘地，

以資冥福。也省得受用太過，驕縱了身子，後來受不得饑

寒。這種道理，還容易明白。至於夫妻宴樂之情，衽席綢

繆之誼，也不宜濃豔太過。十分樂事，只好受用七分，還

要留下三分，預為離別之計。這種道理極是精微，從來沒

人知道，為夫婦者不可不知，為亂世之夫婦者更不可不

知。……焉不知為惜福福生，倒閏出幾年的恩愛？（頁

212） 

段玉

初向

妻子

解釋

何謂

「惜

福」

及

「安

窮」

之道 

居安

思危 

/ 

安貧

樂道 

四 
可見人生在世，只該聽天由命，自家的主意竟是用不著

的。（頁 233） 
結語 

隨遇

而安 

奉 

先 

樓 

一 

世間好善的人，不必定要披緇削髮，斷酒除葷，方才叫做

佛門弟子；只要把慈悲一念，刻刻放在心頭，見了善事即

行，不可當場錯過。世間善事，也有做得來的，也有做不

來的；做得來的，就要全做，做不來的，也要半做。半做

者，不是叫在十分之中定要做了五分，就像天平彈過的一

般，方才叫做半做；只要權其輕重，揀那最要緊的做得一

兩分，也就抵過一半了。留那一半以俟將來，或者由漸而

成，充滿了這一片善心，也未見得。作福之事多端，非可

一言而盡，但說一事，以概其餘。（頁 235-236） 

旁白 
善惡

報應 

當初看做《浣紗記》，到那西子亡吳之後，復從范蠡歸湖，

竟要替他羞死！起先為主復仇，以致喪名敗節，觀者不施

責備，為他心有可原。及至國恥既雪，大事已成，只合善

刀而藏，付之一死，為何把遭瑕被玷的身子依舊隨了前

夫？人說她是千古上下第一個絕色佳人，我說她是從古及

舒娘

子對

丈夫

「存

孤失

禮教 



29 
 

今第一個腆顏女子！（頁 239） 節」

之回

應 

生 

我 

樓 

一 

所以論人於喪亂之世，要與尋常的論法不同，略其跡而原

其心，苟有寸長可取，留心世教者，就不忍一概置之。古

語云：「立法不可不嚴，行法不可不恕。」古人既有誅心

之法，今人就該有原心之條。跡似忠良而心同奸佞，既蒙

貶斥於《春秋》；身居異地而心繫所天，宜見褒揚於末世。

誠以古人所重，在此不在彼也。此婦既遭污辱，宜乎背義

忘恩，置既死之人於不問矣；猶能慷慨悲歌，形於筆墨，

亦當在可原可赦之條，不得與尋常失節之婦同日而語也。

（頁 251） 

旁白 禮教 

立後承先，不是一樁小事，全要付得其人。我看眼睛面前

沒有這個有福的孩子，況且平空白地把萬金的產業送他，

也要在平日之間有些情意到我，我心上愛他不過，只當酬

恩報德一般，明日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懊悔。若還不論有

情沒情，可托不可托，見了孩子就想立嗣，在生的時節，

他要得我家產，自然假意奉承，親爺親娘叫不住口；一到

死後，我自我，他自他，哪有什麼關涉？還有繼父未亡，

嗣子已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倒要脅制爺娘，

欺他沒兒沒女，又搖動我不得，要逼他早死一日，早做一

日家主公的，這也是立嗣之家常有的事。（頁 253） 

尹小

樓對

勸其

立嗣

之人

之回

應 

人情

世故 

二 

鰥寡孤獨之輩，乃窮民之無靠者，皇帝也要憐憫他，官府

也要周恤他，我輩後生，只該崇以禮貌，豈有擅加侮嫚之

理？（頁 255-256） 

姚繼

為尹

小樓

解圍 

禮教 

三 

可見做好事的再不折本。奉勸世人，雖不可以姚繼為法，

個個買人做爺娘，亦不可以姚繼為戒，置鰥寡孤獨之人於

不問也。（頁 265-266） 
旁白 

善惡

報應 

/ 

禮教 

聞 

過 

樓 

一 

予謂無論治亂，總是居鄉的好；無論大亂小亂，總是避鄉

的好。只有將定未定之秋，似亂非亂之際，大寇變為小盜，

戎馬多似禾稗，此等世界，村落便難久居；造物不仁，就

要把山中宰相削職為民，發在市井之中去受罪了！ 

旁白 
生活

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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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公不信，未免說我大言不慚，卻不知道是句實話。只是

這一種功名，比不得尋常的富貴，彼時不以為顯，過後方

覺其榮；不像做真官受實祿的人，當場自知顯貴，不待去

官之後才知好運之難逢也。如今到了革職之年，方才曉得

未亂以前也曾做過山中的大老。（頁 271-272） 

三 

這一部小說的樓名，俱從本人起見，獨此一樓不屬顧而屬

殷，議之者以為旁出，殊不知作者原有深心。當今之世，

如顧呆叟之恬澹寡營，與朋友交而能以切磋自效者，雖然

不多，一百個之中或者還有一兩個；至於處富貴而不驕、

聞忠言而善納、始終為友、不以疏遠易其情、貧老變其志

者，百千萬億之中正好尋不出這一位！只因作書之旨不在

主而在客，所以命名之義不屬顧而屬殷，要使觀者味此，

知非言過之難而聞過之難也。（頁 290-291） 

結語 
從善

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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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十二樓》各篇人物性格及遭遇比較表列 

小說篇章 人物及遭遇對比 說教範疇 

合影樓 

屠家 管家 

禮教 

 家長為屠觀察，性好風

流，為一風流才子 

 珍生承父之風流，欲與

玉娟有情人欲廝守終生 

 珍生終與玉娟成結髮夫

妻 

 

 珍生聯登二榜，入了詞

林，位及侍講之職 

 家長為管提舉，古板執

拘，為一道學先生 

 管父多番阻撓珍生與

玉娟相愛 

 管父被人擺布，終不得

不承認珍生與玉娟的

親事 

奪錦樓 

刑尊 錢小江與妻邊氏 

禮教 
 小心明斷錢氏二女之親

事 

 賢名大噪於都中 

 亂許二女予四姓男家 

 

 為刑尊所責 

三與樓 

虞家 

（虞素臣父子） 

唐家 

（唐玉川父子） 

善惡報應 
 虞素臣性好構造園亭 

 虞素臣以賤價忍痛將新

起房產賣與唐玉川父子 

 子為仕宦 

 父子均性好買田置地 

 謀佔虞素臣房產 

 

 子孫身陷囹圄 

夏宜樓 

瞿吉人/詹嫻嫻 詹父 

禮教 

 有情人欲廝守終生 

 

 終成結髮夫妻 

 堅持由父命去主持婚

姻大事，不許女兒自家

作主 

 被女兒及其私訂終生

之男子欺騙，承認兩人

親事 

歸正樓 

貝喜/歸正（出家為道） 蘇一娘/淨蓮（出家為尼） 

善惡報應 
 因父為賊，其亦以騙為

生 

 

 因被丈夫逼迫而以以

賣笑為生 

 從來也不想淪為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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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自覺而遷善 

 

 

 出家為道，修成正果 

子，故一得貝喜之助便

立心削髮為尼 

 出家為尼，修成正果 

萃雅樓 

權汝修 嚴世藩/沙太監 

善惡報應 

 因男色而為嚴世蕃及沙

太監所害，失其人道 

 忍辱負重，私下收集嚴

世藩及沙太監罪證，終

報大仇 

 因欲得權汝修男色而

加害之 

 多行不義，終為權汝修

所揭發，不得好死 

拂雲樓 

裴七郎/韋家婢女能紅 韋家小姐 

禮教 

 於妻子死後，欲以韋家

小姐續絃 

 裴七郎借韋家婢女能紅

之力，欺上瞞下，欲與

韋家小姐成好事，終娶

韋家小姐與能紅這兩位

天姿國色 

 連中高魁，官高至京兆

之職 

 因最初被裴家棄親，而

拒絕接受裴七郎 

 終嫁當初棄婚之裴家

公子裴七郎 

 

 

 

 與能紅各生一子，夫妻

三人，恩愛異常 

十巹樓 

姚子穀（新婚） 姚子穀（九次婚姻失敗後） 

事貴難得 

 對先後的幾位妻子嫌三

嫌四，不是嫌這個是石

女，便是嫌那個是醜

婦，每段婚姻均毫不珍

惜 

 九次婚姻，次次均維持

得十分短暫，不是休妻

便是妻子亡故 

 再遇石女，不僅使石女

人道開竅，其對石女更

是鍾愛有加，兩人如膠

似漆 

 

 與石女長相廝守 

鶴歸樓 

段玉初 郁子昌 

隨遇而安 

 得一日過一日，並不急

於成親 

 娶皇帝候選妃子繞翠 

 被皇帝派去負責納幣事

 期望親事要早要好 

 

 娶皇帝候選妃子圍珠 

 被皇帝派去負責納幣



33 
 

宜時，鬆容應對，毫無

懼色，對妻子也沒有一

絲眷戀 

 因其「無情」，其妻也「無

情」待之，待其歸日，

反見妻好吃好住好，兩

人也原好無缺地重逢 

事宜時，與妻子生離死

別，難過不已 

 

 因其「有情」，其妻也

「有情」待之，自其去

後，終日以淚洗臉，未

待其返，已命歸九泉，

兩人陰陽永隔 

奉先樓 

舒秀才 舒娘子 

禮教 

 勸妻「存孤失節」 

 妻子真的「存孤失節」，

一家三口反於亂後重

逢，一家團聚 

 反對「存孤失節」 

 於亂軍兵臨城下時真

的「存孤失節」 

生我樓 

姚繼（買「父」前） 姚繼（買「父」後） 

善惡報應 

 以局外人憐惜鰥寡孤獨

者的心態來看待「賣身

為父」者 

 無親無故，孤獨一人 

 把買回來的「父」視如

親父般尊敬、孝養 

 

 上有高堂，下有妻兒 

聞過樓 

殷太史（顧呆叟歸隱時） 殷太史（顧呆叟歸隱前及復

出） 

從善如流  失卻顧呆叟這「畏友」，

有過而不能聞，常思顧

呆叟復出 

 視顧呆叟為「畏友」，

常「聞過」於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