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雨花香》，原题《新刻扬州近事雨花香》，凡四十种。关于

《雨花香》的刊本，研究者说法不一。或认为该本为雍正四年（１７

２６）刊本。其根据就是袁载锡于雍正四年丙午所撰写的序言中有

“兹观《雨花香》一编，并不谈往昔旧典，是将扬州近事，取其切实

而明验者汇集四十种”之语；或认为该书刊刻于雍正十年（１７３

２）之前。其理由是该本第一种《今觉楼》后附《惺斋十乐》，作者

自云“年七十余岁”，即以石成金生年为顺治十六年（１６６０）来

计算，七十岁已是雍正六年（１７２８），“若《惺斋十乐》并非重

印时增入，则此书刊行至早在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不可能刊行于

雍正四年”。又据此书二十七种《乩仙偈》所附的《往生奇逝传》，

作于雍正十年（１７３２），且发现此篇的前一页与后一页，页码有

所变动，“很显然，《往生奇逝传》是在此书已经刻完之后再插进去

的，因此改动了页码”。由此可知，“刻本刊刻时间至迟当在雍正十

年（１７３２）之前”。此书具体刊刻时间有争议，但根据诸家之

说，可以断定，刊刻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之后，雍正十年以前，

当时无疑的。 

关于此书的内容，是取扬州近事而成，意在开导常俗。著者在其

卷首自叙中亦云：“将吾扬近时之实事，漫以通俗俚言纪录，若干悉

眼前报应，须知警醒明通要法，即传寰宇。”全书共四十种，每种由

一个故事或若干故事组成，其中有揭露贪官污吏的，有表彰济世救贫

的，有鞭挞乱施淫威的，有描写忠孝仁义的，等等。作者又能根据某

些事实，总结出一些警世格言，甚是令人深思，给人以启迪。 



 

 

《雨花香》自叙 

昔云光禅师于江宁城南，据江阜最高处设台，讲经说法，每日听

者日常千余人。如欲涉世者，听讲而善愈进于善，虽有不善，亦悔改

而从善；或有志出世者，闻此法心明性朗，其功胜于恒沙宝施。缘此

而感召上天雨花异香远袭，后名其地为雨花台。游人登其巅，则江彩

与林峦交相映带，大是奇观。自梁历今昭然耳目，垂诸不朽，予欣羡

久矣。乃将吾扬近时之实事，漫以通俗俚言纪录，若干悉眼前报应，

须知警醒明通要法，即传寰宇。凡暗昧人听之而可光明，奸贪刻毒人

听之而顿改仁慈敦厚，若有忧愁苦恼之人，听讲而即得大快乐，或遇

毁仙夸佛之辈，自闻谈说亦变虔信皈依。若夫出世之高哲任习净土，

任专参悟，可照其功而证果位。是为善有如此善报，为恶有如此恶

报，皆现在榜式，前车可鉴。种种事说，虽不敢上比云师之教济雨

花，然而醒人之迷误，复人之天良，与云师之讲义微同，因妄以雨花

香名兹集。 

雍正四年二月花朝 

石成金天基 撰写 



 

 

序 

夫人之立言，惟贵乎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若不切于纲常伦理修

齐治平之学者，虽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亦泊如也。余自乙巳秋，秉

铎江都，月进诸生而课之，又凛遵新令，更以策论经史，相 切庠序

多士，固已  向道矣。至于市井乡野，略读书与不读书之人，余不

能一一萃而教之也。今有天基石子，为人长厚，每喜立言晓示愚蒙，

撰刻甚夥。兹观雨花香一编，并不谈往昔旧典，是将扬州近事，取其

切实而明验者汇集四十种，意在开导常俗，所以不为雅驯之语，而为

浅俚之言。令读之者，无论贤愚，一闻即解。明见眼前之报应，如影

随形，乃知祸福自召之义，一予一取，如赠答焉。神为之悚惧，心为

之憬悟，志行顿然自新。若以此书遍布户晓，人各守分循良，普沾圣

天子太平安乐之福，亦有补于名教不小，又何可计其言之雅驯浅俚也

耶!因乐为之序，时在雍正岁次丙午仲春望日。 

文林郎内阁中书，改授扬州府江都县儒学教谕，兼训导事年家

眷，弟袁载锡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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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  今觉楼 

世人要享快乐，只须在心念上领略，则随时随地俱享快乐，切莫

在境界谋求，不独奢妄难遂，反多愁苦无休。试看陈画师，不过眼前

小就，便日日享许多自在快乐之福。谁个不能，那个不会，读者须当

悟此。 

予尝诌二句曰：“福要人会享，会享就多福。”要知人若不会享

福，虽有极好境界，即居胜蓬瀛，贵极元宰，怎奈他心中忧此虑彼，

愁烦不了。视陈画师之小局实受，反不如也。人能安分享乐，病也少

些，老也老得缓些，福也受得多些，寿也长些，陈画师即现在榜样

也。 

崇祯年间，扬州西门外有个高人，姓陈，名正，字益庵，生得丰

姿潇洒，气宇轩昂，飘飘然有出尘之表。家甚淡薄，只一妻一子一

仆，幸西山里有几亩旱田，出的粗稻，仅仅供食。这人读书不多，因

看破人世虚幻，每日只图享乐，但他的乐处与世人富贵荣华、酒色财

气的乐处不同。他日常说：“文人有四件雅事，最好的是琴棋书画。

要知弹琴，虽极清韵，必须正襟危坐，心存宫商，指按挑剔，稍不留

意，即失调矣。我是个放荡闲散的人，那里奈得！所以并不习学。又

如着棋，高下对敌，筹运思维，最损精神。字若写得好，亲友的屏

轴、斗方、扇条，应酬不了，且白求的多。我俱不为。四件之内，只

有尾上的绘画一件，任随我的兴趣，某处要山就画山，某处要水就画

水，某处要楼台树木，就画楼台树木。凡一切风云、人物、花鸟、器

用，俱听我笔下成造。我所以专心学画，若画完一幅，自对玩赏，心

旷神怡，赠与知音，彼亦快乐。”每喜唐白虎四句口号云：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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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画幅青山卖，不用人间作业钱。 

陈画师因有了这个主意，除卖画之外，一应诗文自量自己，才疏

学浅，总不撰作，落得心无星碍，只是专享闲乐之福，就在西门外高

岗上，起盖了三间朝南小屋，安住家口。苑阔约四五丈，栽草花数

种，如月季、野菊之类，并无牡丹、芍药之贵重的。周围土墙柴门。

苑之东南上，起了一间小楼，楼下只可容三四人，一几四椅，中悬条

画，几上除笔砚之外，堆列着旧书十余部，用的都是砂壶瓦盏。楼上

起得更加细小，只可容二三人，设有棕榻小桌，四面推窗明朗。楼之

南面，遥望镇江长山一带云树烟景。楼之北面，正对着虹桥法海、花

柳林堤。楼东一望，各花园亭阁，高下参差。惟楼西都是荒坟荒冢。

陈师坐此楼，自知往日之尘劳尽去，顿生觉悟，因题“今觉楼”三字

匾，悬于下层，又诌一对联粘柱，时刻自醒兼以醒人。联云：觉性凡

夫登佛位，乐心斗室胜仙都。 

此联重在“乐觉”二字，所谓趣不在境也。楼之上层，曾有客登

此楼西望，尽是高低坟墓，每云不乐。师因晓之曰：“昔康对山构一

园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见无非丘陇。客讯之曰：‘日对此景，令

人何以为乐？’对山曰：‘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我深敬

服其所以起楼在荒冢旁，原是仿此。今每日目睹此累累者，皆是催我

急急行乐，不容少缓也。因又诌一联，粘上层柱云：引我开怀山远

近，催人行乐冢高低。 

陈师自立规矩，每日上半日画些山水，卖得笔赀，以为沽酒杂

用。凡有求画之人，都在上半日相会。一到午后，便停笔不画，一应

亲友，令小童俱答外出。却在楼上，任意颠狂笑傲。夏则北迎保障湖

内，莲叶接天，荷花数里，或科头裸体，高卧榻上，或乘风透凉，斜

倚栏边，世之炎暑，总不知也。冬则西岗一带，若遇有雪，宛如银妆

玉琢，否则闭窗垂幕，炉烧  ，满室烘烘，世之寒冷总不知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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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和暖，桃红柳绿，梧翠菊黄，更自快心。每日清晨向东遥望，瞳瞳

朝气，生发欣然。每日午后，虹桥之画船箫鼓，恒舞酣歌，四时不

绝。陈师曾遇异人，传授定慧功夫，静坐楼上。任意熟习，少有倦

怠，或缓步以舒身体，或远眺以畅神思，或玩月之光华，或赏花之娇

媚，或随意吟几首自在诗文，或信口唱几支无腔词曲，或对酒当歌，

或谈禅说偈，种种闲乐，受用甚多。但陈师的性情，落落寡交，朋友

最少，只有两人与师契厚，一个是种菜园的姓李，只因此人邻近不

远，极重义气，所以时常来往。一个是方外僧人，诨名懒和尚，一切

世事，俱不知晓，只喜默坐念佛，偶然说出一句话来，到有许多性

理，所以时常来往。这两个人酒量甚小，会饮每人不过四五杯，就各

酣然。陈师每常相会，也不奉揖，也不套话，也不谦上下，只一拱

手，随便就坐。且这卖菜李老，并不衣帽，惟粗粗短衣草鞋，卖完了

菜就到陈师楼上闲玩。若遇饮酒，就饮几杯，桌上放的不过午饭留下

的便肴一二碟。这懒和尚不吃荤腥，只不戒酒，若是来时，不过腐干

盐豆佐酒。隔几日卖菜的李老，也煎碗豆腐□□□和尚，到他家草屋

里饮乐。因陈师的小楼在荒郊野外，忽一夜有六个强盗，点明火把，

各执器械，打开陈师门，吓得陈师连叫大王，怜念贫穷，并无财物。

众盗周围照看，并无铜锡物件，即好衣也无。正在搜劫，忽闻门外有

多人呐喊捕捉，众盗慌张，既无财可劫，又听众声喊叫，一哄而散。

原来是卖菜李老，在竹篱内探知盗至师室，因叫起众邻救援。陈师知

道，感激不已。自后过了两个多月，又见一军官骑着马，带了三个家

人捧着杯缎聘礼，口称北京来的某王爷闻师画法精妙，特来请师往京

面会。礼拜之后，力辞不脱，陈师亦有允意，忽见懒和尚到来，同见

礼后，向来人说：“既承好意远来，屈先暂回，待僧人力劝陈师同

去。”来人闻言，遂将礼物留下送别。这懒和尚拉陈师密说：“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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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高人，名利久忘，只图闲乐，何苦远到京都，甘受尘劳！可将妻

子仆人，暂移乡村，只留我僧人将礼物璧回，推陈师得病，已另搬西

山服药。” 

陈师依计，次日来人见画师藏躲，因无罪过，遂而辞去。续后闻

得聘到京都之人，俱遭罪辱，方信懒僧高见。陈师迟了几日，知京人

已散，复又至小楼，仍旧安享闲乐，每常自撰四句俚咏云： 

岗上高楼整日闲，白云飞去见青山。 

达人专领惺惺趣，不放晴明空往还。 

又常述大义禅师传授密诀八句，普示人众云： 

莫只忘形与死心，此个难医病最深。 

直须提起吹毛利，要剖西来第一义。 

瞠起眼睛剔起眉，反复看渠渠是谁。 

若人静坐不施功，何年及第悟心空。 

陈师后来老而康健，寿至九十六岁，无病而终。予曾亲见此老，

强壮不衰，乃当代之高人，诚可敬可法也。陈师所生一子，承继父

业，家传的画法，甚是精妙。其契友李菜、佣懒和尚，寿高俱至九十

以外。总因与陈师熏陶染习而致也。惺?斋?十?乐 

乐于知福 

人能知福，即享许多大福，当常自想念。今幸生中国太平之世，

兵戈不扰，又幸布衣蔬食，饱暖无灾，此福岂可轻看！反而思之，彼

罹灾难困苦饥寒病痛者，何等凄楚，知通此理，即时时快乐矣。 

乐于静恬 

不必高堂大厦，虽茅檐斗室，若能凝神静坐，即是极大快乐。试

看名强利锁，惊风骇浪，不知历无限苦楚。我今安然静怡性情，此乐

不小。惟有喜动不喜静之人，虽有好居室，好闲时，才一坐下，即想

事务奔忙，乃是生来辛苦之人，未知静恬滋味，又何必强与之言耶！ 

乐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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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经书，举业文章，皆修齐治平之学。人不可不留心精研，以

为报。国安民之资，但予自恨才疏学浅，年老七十余岁，且多病多

忘，如何仍究心于此!尚欲何为乎?目今惟将快乐诗歌文词，如邵子、

乐天、太白、放翁诸书，每日熟读吟咏，开畅心怀而已。 

又将旧日读记之得意书文，从新诵理，恍与圣贤重相晤对，复领

嘉训，乐何如耶！ 

乐于饮酒 

予性喜饮酒，耐酒量甚小，每至四五杯，则熙熙，满体皆春，乐

莫大焉。凡酒不可夜饮，亦不可过醉，不但昏沉不知其乐，且有伤脏

腑也。 

乐于赏花 

观一切种植之花，须观其各有生生活泼之机，袅袅娇媚之态，不

必限定牡丹、芍药之珍贵者。随便各种草本、木本之花，或有香、或

有色、或有态度皆为妙品。但有遇即赏，切勿辜此秀色清芳也。 

乐于玩月 

凡有月时，将心中一切事务，尽行抛开，或持杯相对，或静坐清

玩，或独自浩歌，或邀客同吟。此时心骨俱清，恍如濯魄水壶，置身

广寒宫矣。此乐何极！想世人多值酣梦，听月自来自去，深可惜哉！ 

乐于观画 

画以山水为最，可集名画几幅，不必繁多，只要入神妙品，但须

赏鉴之人，细观画内有可居可游之地，心领神怡，将予幻身恍入画

中，享乐无尽，不独沧海凄然，移我性情也！ 

乐于扫地 

斋中扫地，不可委之僮仆，必须亲为。当摸箕执帚之时，即思此

地非他，乃我之方寸地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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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尘埃非他，乃我之沉昏俗垢也。一举手之劳，尘去垢除，顿还

我本来清净面目矣。迨扫完静坐，自觉心地与斋地，俱皆清爽，何乐

如之！ 

乐于狂歌 

凡乐心词曲诗歌，熟读胸次，每当诵读之余，或饮至半酣之时，

即信口狂歌，高低任意，不拘调，不按谱，惟觉我心胸开朗，乐自天

来，真不知身在尘凡也。 

乐于高卧 

睡有三害：曰思，曰饱，曰风。盖睡而思虑，损神百倍。饭后即

睡，停食病生。睡则腠理不密，风寒易入，大则中厥，小亦感冒。除

此三害，日日时时，俱可享羲皇之乐，不拘昼夜，静卧榻上，任我转

侧伸舒，但觉身心快乐，不减渊明之得意也。 



7 

 

第二种  铁菱角 

积财富翁，只知昼夜盘算， 铢必较，家虽陈柴烂米，有人来求

救济，即如剐肉。有人来募化做好事，若修桥补路之类，即如抽筋。

且又自己甘受苦恼，不肯受用，都留为不肖子孙嫖赌浪费，甚至为有

力势豪撄取肥橐，全不醒悟。观汪于门之事，极可警心。 

家贫妄想受用，固是痴愚。若有财富翁，不肯受用，所谓好时

光、好山水、好花鸟诗酒，都付虚度，岂非枉过一生！更为痴愚，诚

可惜可怜。 

曾有一后生姓汪，号于门，才十五岁，于万历年问，自徽州携祖

遗的本银百余两，来扬投亲，为盐行伙计。这人颇有心机，性极鄙

啬，真个是一钱不使、二钱不用，数米而食、秤柴而炊。未过十多

年，另自赚有盐船三只，往来江西湖广贩卖。又过十多年，挣有粮食

豆船五只，往来苏杭贩卖。这汪人，每夜只睡个三更，便想盘算，自

己客座屏上粘一贴，大书云：一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应亲友，凡

来借贷，俱分厘不应，免赐开口。 

予有寿日喜庆诸事，一应亲友，只可空手来贺，莫送礼物，或有

不谅者，即坚送百回我决定不收。至于亲友，家有寿日喜庆诸事，我

亦空手往贺，亦不送礼，庶可彼此省事。一凡冬时年节，俱不必踵

贺，以免往返琐琐。 

一凡请酒最费赀财，我既不设席款人，我亦不到人家叨扰，则两

家不致徒费。一寒家衣帽布素，日用器物，自用尚且不符，凡诸亲友

有来假借者，一概莫说。 

愚人汪于门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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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人生性吝啬，但有亲族朋友来求济助的，分厘不与，有来募做

好事积德的，分厘不出。自己每常说：“人有冷时，我去热人，我有

冷时，无人热我。”他自己置买许多市房，租与各人开店铺，收租

银。他恐怕人挂欠他的房租，预先要人的押房银若干。租银十日一

兑，不许过期，如拖欠就于押银内扣除，都立经帐，放在肚兜。每日

早起，直忙到黑晚还提个灯笼各处讨租。有人劝他寻个主管相帮，他

答道：“若请了主管，便要束 ，每年最少也得十多两银子，又每日

三餐供给。他是外人，不好怠慢，吃了几日腐菜，少不得觅些荤腥与

他解馋。遇个不会吃酒的还好，若是会吃酒的，过了十日五日，熬不

过又未免讨杯酒来救渴，极少也得半斤四两酒奉承他。有这许多费

用，所以不敢用人。宁可自己受些劳苦，况且银钱都由自手，我才放

心。”他娶的妻子也是一般儿俭啬，分厘不用。一日时值寒冬，忽然

天降大雪，早晨起来，看地下积有一尺多深，兀自飞扬不止，直落得

门关户闭，路绝人稀。汪人向妻道：“今日这般大雪，房租等银是他

们的造化，且宽迟这一日，我竟不去取讨，只算坐在家中吃本了，但

天气这等寒冷，我和你也要一杯酒冲冲寒，莫失了财主的规矩。”妻

道：“你方才愁的吃本，如今又要吃起酒来，岂不破坏了家私。”汪

人道：“我原不动己财沽酒，我切切记得八月十五中秋，这一日间壁

张大伯，请我赏月，我怕答席，因回他有誓在前不到人家叨扰，断不

肯去。后来，他送了我一壶酒，再三要我收，勉强不过，我没奈何只

得收了。我吩咐你到在瓦壶里，紧紧封好，前日冬至祭祖，用了一小

半，还剩有一大半，教你依旧藏好，今日该取出来受用受用。”妻笑

道：“不是你说，我竟忘了。”即时去取出这半壶酒来。 

问丈夫道：“须得些炭火暖一暖方好饮。”汪人道：“酒性是热

的，吃下肚子里自然会暖起来，何必又费甚么炭火。”妻只得斟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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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酒送上，汪人也觉得寒冷，难于入口，尖着嘴慢慢的呷了一口，在

口中焐温些吞下，将半杯转敬浑家。妻接下呷半口，嫌冷不吃了。汪

人道：“享福不可太过，留些酒再饮罢。”他自裁的一顶毡帽，戴了

十多年，破烂不堪，亦不买换。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非会客要紧

事，亦不肯穿，每日只穿破布短袄，但是渐次家里人口众多，每日吃

的粥饭都是粗糙红米，兼下麦 。至于菜肴只拣最贱的菜蔬，价值五

六厘十斤的老韭菜、老苋菜、老青菜之类下饭，或鱼或肉，一月尚不

得一次，如此度日。还恨父母生这肚子会饥渴，要茶饭吃，生这身子

会寒冷，要棉衣穿。他自己却同众人一样粗饭粗菜共食，怕人议论他

吃偏食。就是吃饭时，他心中或想某处的盐船着某某人去坐押，或想

某处的豆船叫某某人去同行，某处的银子怎的还不到，某处的货物因

何还不来，某盐场我自己要盘查，某行铺我自己要看发，千愁万虑，

一刻不得安宁。其时西门外有个陈画师，闻知汪人苦楚得可怜，因画

一幅画提醒他。画的一只客船装些货袋，舱口坐了两个人，堤岸上纤

夫牵船而行，画上题四句云： 

船中人被利名牵，岸上人牵名利船。 

江水滔滔流不尽，问君辛苦到何年。 

将画送至汪人家内，过了三日，汪人封了一仪用拜匣盛了，着价

同原画送还，说：“家爷多拜上陈爷，赐的画虽甚好，奈不得工夫领

略，是以奉还。”价者依言送至陈楼。陈师开匣，看见一旧纸封袋，

外写“微敬”二字，内觉厚重，因而拆开一看，原来是三层厚草纸包

着的，内写“一星八折”。及看银子是八色潮银七分六厘。陈师仍旧

封好，对来价说：“你主人既不收画，竟存下来，待我另赠他人。这

送的厚礼太多了，我也用不起，亦不敢领，烦尊手带回，亦不另写回

帖了。”价者听完即便持回。陈师自叹说：“我如此提醒，奈他痴迷

不知，真为可怜。”这汪人因白送了八分银子就恼了半日，只待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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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知道原银不收，方才喜欢。他的鄙吝辛苦的事极多，说也说不

尽。 

内中单说他心血苦积的银子竟有百万两，他却分为财、源、万、

倍四字号四库，堆财到有这许多银子，时刻防间。他叫铁匠打造铁菱

角。每个约重斤余，下三角，上一角，甚是尖利，如同刀、枪，俱用

大篾箩盛着，自进大门天井到银库左右，每晚定更之。后即自己一箩

一箩捧扛到各路库旁，尽撒满地，或人不知，误踹着跌，鲜血淋漓，

几丧性命。到五更之后，自己又用扫帚将铁菱角仍堆箩内，复又自捧

堆空屋。虽大寒、大热、大风雨，俱不间隔。其所以不托子侄家人

者，恐有歹人通同为奸。这汪人如此辛苦，邻人都知道，就将“铁菱

角”三字起了他的诨名。一则因实有此事，收撤苦楚。二则言铁菱角

世人不能咬动他些微。这汪人年纪四十余岁，因心血费尽，发竟白

了，齿竟落了，形衰身老，如同七八十岁一般。到了崇祯末年，大清

兵破了扬州城，奉御王令旨，久知汪铁菱家财甚富，先着大将军到他

家搬运银子来，助济军饷。大将军领兵尚未到汪门，远远看见一人破

衣破帽，跪于道旁，两手捧着黄册，顶在头上，口称：“顺民汪于

门，迎接大将军献饷。”将军大喜，即接册细看，百万余两，分为

财、源、万、倍四字号四库，因吩咐手下军官，即将令箭一枝，插于

汪铁菱门首，又着百余兵把守保护，如有兵民擅动汪家一草一木者，

即时斩首示众。汪人叩首感激，引路到库。着骡马将银装驮，自辰至

午，络绎不绝。汪人看见搬空，心中痛苦，将脚连跳几跳，说：“我

三十余年的心血积聚，不曾丝毫受用，谁知尽军晌之用！”长嚎数

声，身子一倒，满口痰拥，不省人事，即时气绝。将军闻知，着收敛

毕。其子孙家人见主人去世，将盐窝引目以及各粮食船只房屋家伙，

尽行出卖，以供奢华浪费。不曾一年，竟至衣不充身，食不充口，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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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诸亲族朋友救济，分厘不与，都回说：“人有冷时，我去热人，我

有冷时，无人热我。”子孙闻知，抱愧空回。只想会奢华的人怎肯甘

贫守淡！未久俱抑郁而死。此等痴愚不可不述，以醒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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