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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显 祖 贬 摘 涂 闻 与 他 的

贵生书院说 》

王小岩

【提 要 】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思想极其复杂 作者以他杭疏被贬为徐闻县典史这一事件为中心,

探讨他的道学体认及其 “贵生说 ” 的提出, 以及他提出的与 “̀贵生说 ” 有关的 “瘴病活人 ” 思想, 在他的

剧作 《邯郸记 》 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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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是晚明著名文学家 , 他的 ' 四̀梦 ” 《紫钗

记》、 《牡丹亭 》、 《南柯记 》、 《邯郸记 》 在当时引起了

广泛的影响 , 特别 《牡丹亭 》 所倡之 “情 ” 成为晚明

情教 ” 思想的滥筋 他的诗文 、 制艺 , 在当时就已享

有盛誉 , 这些作品为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留下了宝贵的资

料。汤显祖并不被后人视为著名道学人物 , ①但他也涉

人此中 , 也有道学体认的经历 。大凡要探讨汤显祖思

想 , 都不能忽视他在徐闻所作的 《贵生书院说 》、 《明

复说 》两篇重要的文献 , 而探源其思想 , 自然要追溯

到他的师友罗汝芳 、 邹元标 、 李赞等人对他的影响 。

这样的研究思路固然不错 , 但是 , 一个人在接受既有

思想的同时 , 往往能够结合其自身的经验内化 、 深化

这些思想 , 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 , 而其 自身的经

验又往往与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密切相关联 。作为思想

史的研究 , 既要研究作为 “结果 ” 的思想 , 也应研究

作为 “过程 ” 的思想 , 尤其探索个体思想形成过程中

经历的重要事件 , 有助于我们更深人地理解他的思想 。

这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的应有之义 。研究汤

显祖的思想 , 除了探索他的师承 、 交游 、 阅读兴趣外

将他个人经历中的重要事件纳入到思想研究范围 , 对

深人地理解他的思想是极其有益的 。综合汤显祖的一

生来看 , 早期科举屡次下第 , 在南京任闲职时的抗疏

遭滴 , 以及遂昌知县任上考满弃官归家 , 是他个人经

历的大事件 , 尤其以南京抗疏一节最 为重要 。本文即

以该事件为中心 、 探讨汤显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道学

体认与证道经历 , 以及对李卓吾思想的接受与融会贯

通 , 最终形成的独特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他戏曲创作

中的反映 。

一 、 抗疏贬滴

汤显祖的朋友邹迪光所作 《汤义仍先生传 》, 记叙

了汤显祖抗疏遭贬的经历 。汤显祖不愿结纳权势显赫的

张居正 、 申时行等前后执政之事 , 以致一再落第 中进

士后 又仅被委以南京闲职 , “部虽无所事事 而公奉

职毖慎 , 不以闲局故稍自啧陀 ” , 传中又记汤显祖 “谓

两政府 按 指前后主政 的张居正 、 申时行 , 进私人

而塞言者路 , 抗疏论之 , 滴粤之徐闻尉 ”。②这也是后

世论者经常说到的汤显祖的重要政治经历事例 。这里

或许最需要说明的是 当时汤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司

宋代理学又称性命义理之学 , 元明时期又常称之为道学 ,

元人编纂的 《宋史 》 中于 '̀儒林 ” 、 '̀文苑 ” 以外另立 “道

学传 ” 并以程濒 、程颐和朱熹等人传后 “道学 ” 之说更

趋流行 。

邹迪光 《调象庵稿 》卷 , 《四库全 书存 目丛书 》 集部

第 册 , 齐鲁书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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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 , 也即 “闲官 ” , 并非言官 , 而汤显祖的上书论辅

政 , 也不只是他个人奋言之事 , 乃是应万历皇帝的征

诏而作 。

旧时人们重视 “天人感应 ”。明万历十九年 公元

年 三月 , 万历皇帝因 “星变 ” 而诏开言路 , 闰

三月二十五 日, 汤显祖见到邸报 “圣谕 ”, 四月 , 上

《论辅臣科臣疏 》, 批评执政 谓万历皇帝经营天下二

十年 , “前十年之政 , 张居正刚而有欲 , 以群私人嚣然

坏之 后十年之政 , 申 时行柔而有欲 , 又以群私人

靡然坏之 ” , ①却不料这个 “应诏 ” 之举却成了获罪之

由 , 触怒了万历皇帝 。 《明实录 》 记载了万历皇帝的

处理意见 , 是年五月丁卯 , 万历皇帝安抚内阁时称

“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 , 不遂己志 , 敢假借国事攻击

元辅 , 本当重究 , 姑从轻处了 。” 五月庚辰 , “降南京

礼部主事汤显祖为徐闻县典史 ”。②从万历皇帝的处理

意见看 , 所谓 ' 不̀遂 己志 ” 云云 , 是将汤显祖深思熟

虑的上书看作一时意气行为 所谓 “假借国事攻击元

辅 ” 云云 , 乃是维护也是袒护执政者的立场 , 根本没

有重视汤显祖的进言。汤显祖的一番 “应诏 ” 苦心

结果却是被贬滴雷州徐闻县作一名典史 。汤显祖经历

过嘉靖 、 隆庆 、 万历三朝 当是熟睹种种 `政事 ”, 所

以他被滴这一事件或许也曾早已料到 。那么 , 贬滴诏

令下达之前 汤显祖的情绪是怎样的 得知贬滴消息

后 , 汤显祖的反应是怎样的 他的朋友又是怎样看待

这一结果的 凡此种种 , 也都与他的思想变化息息相

关 , 值得探究 。

汤显祖上书一事 , 引起师友们的很大回响 , 估计往

来书信问候应该不少 。现存汤集中有一篇 《答张起潜先

生 》, 汤显祖称

对汤显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 毕竟贬滴对个人来说非同

寻常 , 尤其是应诏上书进谏 , 却被视 “忠 ” 为 “恶 ” ,

其心情从 《滴尉过钱塘 , 得姜守冲宴方太守诗 , 凄然成

韵 》一诗题目就能看得出来 。④当然 , 最能表达贬滴带

来的情绪变化的是 《伯父秋园晚宴有述四十韵 》, 全诗

很长 , 其中 “滴迁方渺渺 , 抗疏失区区 。大火奔长路 ,

中寒卧薄躯 。病呼天比语 , 滞泣海南图 。数过怜犹子 ,

深慈为友于 。良医店略起 , 君子疟何惧 。拟作三生度 ,

惊看万死苏 ” 等句 ,⑤写诗人因抗疏遭贬滴 , 路经临川

家中暂居 , 又患疟疾 , 所谓宦途之失意与身体之遭难两

相作用 , 文辞悲凄 , 他的伯父汤尚贤数来过问 , 故诗歌

主旨突出以骨肉亲情慰藉贬滴情绪 同时也将他内心的

感慨失意全都描勒出来了。汤显祖遭贬滴之际 , 亲情对

他的安慰作用非常大 , 这是他的证道体验 、 “贵生说 ”

提出的契机之一 。

二 、 道学 的体认 与证验

顾弟子意气 , 时尚有之 , 不似往时辄发 。 睹时

事 , 上疏一通 , 或 日上震怒甚 , 今待罪三月不下 。

弟子不精不神 , 盖可知矣 。③

按 , 张振之 , 字起潜 , 太仓人 , 是汤显祖的老师 , 因此

汤显祖 自称 “弟子 ”。 “待罪三月 ” 云云 , 应是从他上书

到回信给振之时的大体时间。汤显祖说自己 “不精不

神 ”, 表明了他的精神状态 , 实际情绪低落。可见 , 汤

显祖纵然见历许多官场事件 , 多少能预知后果 , 但对将

降临的后果仍有 “不可知 ” 之感 。有关明代皇帝对言臣

的残酷施刑 , 比如杖刑 、 戍边等 , 古今论者已经有很多

论述了 , 其中不乏受不过杖刑而毙死的例子, 我们从这

个视角来理解汤显祖当时的 “不精不神 ” 状态 , 或可获

知他的内心世界之一斑 。

汤显祖贬滴徐闻 , 于万历皇帝而言是 “轻处 ” 但

上书获罪 , 在汤显祖是重创 , 但他的朋友们均对此

持乐观态度 。邹元标在 《汤义滴尉朝阳序 》 就提到了

“凡与义交游者 , 或欣或戚 ” 两种反应 , 其中, “欣者 ”

认为汤显祖的上书 “未始不当圣心 ”, 从而看到了汤显

祖的政治前途 , “戚者 ” 则把汤显祖的遭贬比作韩愈的

'潮州之行 ” , 从将获得的政治声誉肯定汤显祖的遭贬 。⑥

这两种态度 , 都非常看好汤显祖遭贬滴这一结果。与汤

显祖交往很深的帅机所作 《喜汤义祠部奏弹权贵滴尉雷

阳 》 两首七言律诗 , ⑦诗题用 嘻̀ ” 字表明他也是从正

面肯定了汤显祖遭贬滴这一结果 。

有趣的是 , 邹元标认为不论欣者抑或戚者 , 都非

知汤显祖之深者 。在邹元标看来 , 无论是希望 “圣主 ”

的召回 , 还是如韩愈一样 , 都属追求浮名 , 而汤显祖

的上书显然已 '̀此身皆其度外 ”, 非计较浮名者可比。

他称赞汤显祖能 “志性命之学 ” , 而贬滴则是 “坚志熟

仁之一机 ”。邹元标对汤显祖这一期望不仅很值得玩

味 , 而且将贬滴的经历作为体验性命之学的一次大好

时机 , 这个观点应予充分重视 ,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王

阳明龙场证道一事 , 这是明人赋予贬滴经验的新意义 。

《汤显祖诗文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明实录 》 上册 , 转引 自 《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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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的贬滴不必论 , 就唐宋两代而言 , 韩愈 、 苏

轼等人物 , 虽都有贬滴经历 , 但是他们的思想都没有

因贬滴出现一个前后截然分别 、 因贬滴体验学问及达

到思想超越的现象 , 这类现象大概是明代儒家学人经

历贬滴的一种独特经验 。此外 , 明人对道学的体认和

验证过程 , 可能受禅悟影响, 带有神秘色彩 , 特别重

视对内心观照的类似宗教式的体验 , 今人陈来先生

《宋明儒学与神秘主义 》 一文中对此有精到的分析 。①

其实 , 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 , 端居静坐 , 思考圣人

处此何为 , 忽一夜大悟格物致知 , 即所谓 “龙场悟

道 ” , 陈来先生就指出, “在形式上是一种神秘体验的

获得 ”。②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悟道经验 , 在诸儒研究

性命之学时都或有所经历 。据记载 , 汤显祖老师罗汝

芳的证悟得自梦境 。罗汝芳曾在大病中梦见泰山丈人 ,

泰山丈人指出罗汝芳的道学体认不能 “随物感通 ” ,

“操持强力太甚 , 一念耿光 , 遂成结习 ”, 因此大病 ,

罗汝芳受此指示 , “惊起叩首 , 流汗如雨 , 从此执念渐

消, 血脉循轨 ”。③罗汝芳在梦中受泰山丈人指点而悟

道 , 惊醒后 “汗流如雨 ”, 这种神秘的证道体验很受人

注意。看来邹元标正是从这一明代较为特殊的因贬滴

证道来勉励汤显祖 , 也正与当时的王学思潮发展密切

相关。汤显祖既师从罗汝芳 , 又遇此贬滴遭遇 , 他会

不会也有证道体验呢 需要指出的, 汤显祖虽然师从

罗汝芳 , 但他自己并没有被列入 《明儒学案 》, 即黄宗

羲没有把他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之一 , 综合汤显祖一

生的错综复杂的思想 , 黄宗羲这样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便如此 , 我们却不能因此否认汤显祖力学证道的事

实 , 这不仅因为他有一个很纯正的师承 , 也因为这是

明代学术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发现汤显祖前往

徐闻前在临川家中写了两首很特别的小诗 , 或可有助

于我们讨论他的证道体验 。

从南京回到临川小住时, 汤显祖患了疟疾 , 患病之

间, 形成一梦, 他写了两首诗记录此事 , 这对于研究汤

显祖看待自己遭遇贬滴或有重要的价值 。诗的题目比较

长, 交代了作诗的前后情境 , 《辛卯夏滴尉雷阳, 归自

南都 , 店虐甚 。梦如破屋中月光细碎黯淡 , 觉自身长仅

尺, 摸索门户 , 急不可得 。忽家尊一唤 , 霍然汗醒二

首 》

户 , 急不可得 ” , 或可解作欲放弃仕途而不能够 , 或有

客死炎海之忧惧 。明人贬滴而终身未归者 , 在汤显祖

之前较为著名的是杨慎 , 因有违嘉靖皇帝政见, 贬到

云南 嘉靖皇帝在位时久 , 所以终杨慎一生 , 没有被

召回。汤显祖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从诗文上看 ,

作此解亦无不可 。但我们要回到邹元标勉励汤显祖

“志性命之学 ” 这一方面 , 可知这诗暗示了他已经悟证

道学 。何以知道汤显祖这两首诗是说他证悟了呢 这

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 其一 , 是他的经验与前人经验

是否有相似之处 其二 诗义与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关

系 。就第一点来看 , 汤显祖这个梦的特点与罗汝芳梦

泰山丈人的经验颇为相似 , 只是罗汝芳梦里的泰山丈

人乃神道之属 , 在汤显祖的梦里变成了更为实在 、 亲

切的父亲形象 罗汝芳以道学自任却不知 自己已迷

失 , 这在汤显祖这里则成了一种暗喻式的摸索不到门

户 至于泰山丈人对罗汝芳的指示与父亲对汤显祖的

“一唤 ”, 最后两人都 “汗醒 ”, 就神秘体验来说 , 有

着相同的叙事结构 。但二者之间的区别是 , 罗汝芳的

证道过程被明白地叙述出来了 , 而汤显祖这次经历是

否能算作证道体验 , 他本人没有说明 , 后人又未视他

为道地的理学家 自然就缺少这一桩公案 。其实 , 因

为汤显祖擅长词章 , 所以他没有直说悟道经验 , 而是

用这两首绝句来作记录 , 看它的诗义就可推断 。第一

首绝句末句 “得见三三二二时 ” , 虽是在写月光碎影

印地 , 实际上就是在比喻印道在心 , 三三二二 , 明觉

已透 , 只是汤显祖没有说破 。若我们反复玩味这两首

绝句 , 从诗题到内容 , 汤显祖反复写了他摸索门户不

得 , 而经父亲召唤 , 遂以见道 , 这暗示了汤显祖究性

命之学的独特体验是与亲情伦理密切相关的 , 而这显

然渊源于罗汝芳的重孝弟慈的理论 , 并且 , 这次证道

体验直接促成 了他到徐闻后所写 《贵生书院说 》

一文 。

三 、 “瘴病 活人 ”

从师承来论 , 汤显祖早年师从罗汝芳学习 , 罗汝

芳是今人所说 “泰州学派 ” 的重要人物 , 因此汤显祖

的学问思想的来源当与泰州学派最为密切 。但汤显祖

的思想非常复杂 , 不仅他阅读范围包罗众家 , 而且他

①①③③

病枕魂销月影微 , 抛残家舍欲何之

呼亡子 , 得见三三二二时 。

梦中沉似月黄昏 , 颇屋踉跄苦索门。

与留住 , 不须炎海更招魂 。④

恰逢慈父

幸好家公

此诗写出了赴岭南之前汤显祖的焦虑心态 , “摸索门

陈来 《宋明儒学论 》,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陈来 《宋明理学 》 第二版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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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岩 汤显祖贬滴徐闻与他的 《贵生书院说 》

交游的师长 、 朋友 , 思想派别也不甚相同 。如依据黄

宗羲 《明儒学案》 的划分 , 邹元标与罗汝芳虽同属王

阳明学之后 , 但差别不小 , 邹元标属于江右学派 此

派在当时影响也很大 。此外 , 汤显祖的思想还出人释

道 并且 , 他也深受李赞思想的影响 。李赞虽早期受

泰州学派影响 , 最终 '逃禅 ” 从整体上说 或已不能

称为儒家。汤显祖前往徐闻之前 , 又专门请人给他寄

李赞的著作 ①可见他在困厄之际对李赞思想的寻求之

一斑 因此 , 不应忽略汤显祖被贬滴徐闻时对李赞思想

的内化 。

汤显祖去徐闻前写给帅机的信 《寄帅惟审膳部 》,

很值得重视 , 其中说到他对贬滴的理解

人生有限之年 , 岂给无穷书籍 。但用深心取适

于妙 。弟去岭海 如在金陵 。清虚可以杀人 , 瘴病

可以活人。此中杀活之机 , 于界局何与邪 ②

信中的 “瘴病可以活人 ”, 不能简单解释成瘴病可以存

养人, 而是瘴病之地可激发个体存在的价值 , 也就是

儒家强调的生生不息之意 。但是 , 如果我们从设 喻的

角度看待这段话 , 不难发现它与李赞的以海设喻非常

接近 。

李蛰 《与焦弱侯 》 云 “今夫海 未尝清洁也 未

尝甘旨也 。然非万解之舟不可人 , 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

履于海 。盖能活人 , 亦能杀人 , 能富人 , 亦能贫人 。其

不可恃之以为安 , 倚之以为常也 明矣 。然而绳鹏化

焉 , 蛟龙藏焉 , 万 宝之都 而吞舟 之鱼 所乐而 游遨

也 。”③ 李赞以杀人 、 活人喻海 , 在汤显祖这里化作喻瘴

病 、 喻南京的官宦生涯 “杀活之机 ” 都揭示了一体而

具正反两用 , 而汤显祖强调 “̀本见而草木节解 ” 云云

也透露出 “生 ” 作为本质的存在的意义所在 。知生 , 任

何地方都能活人 不知生 , 任何地方都能杀人 。这里的

“生 ” 既有伦理的意涵 , 也扩充了存在的体验。汤显祖

所受李赞的影响 , “瘴病活人 ” 与他的证道体验也是密

切相关的 。

昌人 , 万历十七年三甲进士及第 , 他接受汤显祖的提

议 , 两人共同捐傣修建了贵生书院。汤显祖请他的好友

刘应秋作 《徐闻县贵生书院记 》, 记他在此建书院 、 讲

学之事 可谓盛况之至。①可以说 , 汤显祖的徐闻之行 ,

始以恐惧病痛 、 渐得证道安处 、 进而盛游岭南 、 终之讲

学立说 , 而他所提出的 '̀贵生说 ” 是与他之前的证道体

验前后呼应的 。

所谓 “贵生说 ”, 出自 《贵生书院说 》 一文 汤显

祖以 天̀地 之性 人为贵 ” 作为论述基础 , 引述 《尚

书 》、 《周易 》 和孔 、 孟的话 , 提出 “故大人之学 起

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 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 。

然则天地之性大矣 , 吾何敢以物限之 天地之生久矣 ,

吾安忍以身坏之 。” 并从反面论证 `故仁孝之心尽死 ,

虽有其生 正与亡等 。况于其位 , 有何宝乎 ”③就汤

显祖的行文论述来看 如论者早已指出的 难免割裂

破碎之弊 , 但他的 '̀贵生 ” 思想还是很清楚的。就渊

源来讲 ' 贵̀生说 ” 是基于儒家的 “生生 ” 而起意的 。

, 生生 ” 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 , 正如汤显祖所引孔子的

名言 “天地之大德日生 ”, 今人熊十力先生说 “夫生

生之谓仁 , 生生者备万理 众善自此出 , 故是善之

长口”⑥指出了 ·̀生生 ” 思想与体认本体紧密相关 生

生而能本体流行不息 , 刚健归仁 , 这是 “生生 ” 的哲

学论述。儒学并不是空谈的学问 , 它强调学问与健行

的密切关 系 所以 '̀生生 ” 在这个层次土又成为伦理

思想 、 日常行为的重要依据 , 汤显祖在这里谈到的

“生生 ” 思想 , 将它引回到百姓 日用之中 知生也就是

知所本 , 知生己者 , 从而强调孝梯慈的意义。汤显祖

的这一论述与罗汝芳的思想密切相关 。上述陈来先生

《宋明理学 》 指出 ` 孝̀梯慈 ' 是罗汝芳晚年讲学的宗

旨 , 他认为 《周易 》 的 生̀生 ' 原理是孝梯的宇宙论

根据 , 亲亲之情是天地生生之道的体现 , 孔子讲亲亲 ,

孟子讲孝梯 都是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生生不已的现象

出发 , 这也是 《大学 》、 《中庸 》 的基本精神 。”⑦我们

看汤显祖论述的出发点 并没有跳出师说 所谓 '̀仁

②③①①
四 、 贵 生说

沿着上文的逻辑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进人被论者重

视的汤显祖的 “贵生说 ” 了 。虽然汤显祖面对贬滴结果

的情绪低落 , 但他的徐闻之行却也算一次畅快的旅行。

汤显祖于是年秋天前往徐闻 路上游历了很多地方 到

徐闻时已近年末 。次年 公元 年 春 汤显祖获

知升转遂昌县令后就离开了徐闻。汤显祖在徐闻时日虽

短 却颇受知县熊敏和当地生员的尊敬 。熊敏是江西新

参见汤显祖 《寄石楚阳苏州 》 《汤显祖诗文集乡 第 以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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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蛰 《焚书 》, 中华 书局 。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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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之人 , 事天如亲 , 事亲如天 ” 既是罗汝芳主张的孝

梯思想 , 也包含着罗汝芳所主张的 “当下即是 ” 的思

想 , 即在事亲的百姓 日用中见性 明道 。所谓 “知生则

知自贵 ” , 在本文的前后语境里 即是儒家的 “身体发

肤受于父母 ” 的思想 , 但汤显祖把这一 “观生 ” 之意

推及天下 , 体现出了 “仁者 , 爱人 ” 的思想 。至于他

解释 《尚书 》 称 “̀言自己心行本香 ” , 也是本自孟子的

性善之说 。总之 , 通过 “观生 ”, 而知 “吾生与天下之

生可贵 ” , 可看作汤显祖由己推知万物生生不息的道

理 。①通过这 一论述 , 我们发现 , 汤显祖虽 然思 想复

杂 , 但是根底仍然是师承罗汝芳的 其次 , 他的证道

与罗汝芳的孝梯慈宗旨密切相关 , 这也是他在诗中经

乃翁一唤而汗醒的关键 , 也是汤显祖遂昌任满就弃官

奉亲的重要思想依据 。

五 、 《邯郸记 》 中的 “瘴病

活人 ” 书写

当然 , “贵生说 ” 不仅与汤显祖的师承密切相关 ,

还与李蛰的影响有关 , 所以他强调孝梯慈时 , 正与生

之用密切关联 , “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 ” 云云 体现出

他的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 , 从这一方面看 , 蕴藏在

“贵生说 ” 未被揭示出来的 “瘴病活人 ” 的思想性更为

丰富 , 这可以结合他的剧作来谈 。其实 , “瘴疡活人 ”

的思想 , 曾以文学形象出现在他的剧作 《邯郸记 》 《备

苦 》 出中。此出写卢生遭滴海南 , 一路备尝艰辛 , 经

历瘴病之气 、 老虎 、 强盗等诸多险境 , 如其见瘴病

之状

撼 。然而瘴病尚易躲过 , 随后 , 老虎吃掉了随行的童

仆, 卢生也为强盗劫掳 , 最终由 “黑鬼 ” 救出。这出戏

里所展现的 “黑鬼 ”、 “乌糟 ”、 “碉房 ” 等海南民俗 , 与

汤显祖在此处所写的诗能够相互印证。如果我们注意到

唐人传奇沈既济 《枕中记 》虽写卢生两窜荒蛮 , 但并没

有展开具体的描写 , 那么 , 与 《枕中记 》 题材有传承关

系的 《邯郸记 》 中的这出 《备苦 》 可谓汤显祖的独创 ,

纯是根据他亲身所历 、 所闻写就的。在这出戏里 , 卢生

经诸险而未死 , 正表现了汤显祖申明 “瘴病活人 ” 的深

刻内涵 , 这表明了 《邯郸梦 》 的创作与汤显祖的贬滴经

历 、 他在此期思想变化有着前后呼应的关系 , 而这也可

能是汤显祖选取卢生故事来创作传奇的重要原因之一 。

同时 , 这一出 《备苦 》也成了他的 瘴̀病活人 ” 思想的

形象表达 。

总之 , 贬滴徐闻是汤显祖体道的一个重要的契

机 ,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从一个雅好词章的才

子彻底变成一个谈性说良知的理学家 , 但贬滴前后的

担忧 、 焦虑以及朋友的期待 , 使他能够在短期内发生

很大的思想变化 他不仅在情绪最为低落时候达成了

证道体验 , 并且提出了 “瘴病活人 ”、 “贵生说 ” 等与

生命意识息息相关的思想议题 , 而这在后来的剧作中

亦有深刻的反应 , 这些可视为他在内圣之学方面的独

特创获 , 是汤显祖宝贵的思想财富 。

本文作者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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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脑领上黑碌碌的一大古子来了。 〔生〕 禁

声 那是瘴气头 , 号为瘴母 。 〔叹介〕 黑碌碌瘴影

天笼罩 。②

① 有关论述 可参见程芸 《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擅变 》 中华

书局 年版 , 第 页 。

③ 《汤显祖戏曲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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