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杀子报》二十回，又名《清廉访案》、《通州奇案》，内封又

题“清代实事风流奇案”字样。只署“灵岩樵子校勘”，作者真实姓

名失考。今存清光绪丁酉年（１８９７年）敬文堂刊本。书首目录分

为四卷，每卷五回。而正文分为六卷：卷一、卷二各四回；卷三至卷

六，各三回。这种目录与正文分卷不一致，明清小说习见。书叙，通

州（南通）如皋寡妇王徐氏与淫僧纳云通奸，被其亲生的九岁儿子官

保发现，赶走淫僧，禁其再来。王徐氏乃残忍杀子，并碎尸灭迹。官

保蒙师察知案情，上告鸣冤被累。后廉官荆公访明，处决淫妇、奸夫。

蒙师代生鸣冤，子贵孙荣，福寿双全。本书属公案小说，旨在惩淫，

而在细节上则显道德、人性的泯灭，有恐怖气氛。因当时甚有影响，

故被列为清末著名奇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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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钱正林金陵乡试 

        入尼庵正色不乱 

话说淮内如皋县村落地方，有钱正林者。乃饱学秀士，为人温和

达礼，行止端方。所交友者，皆乐于读书，讲究文字之类。太仓胡国

初，泗水柳青溪，甘泉楮光伯，此数友皆是鸿门之客，知学之士。是

岁明年乡试赴金陵，道过甘泉，造楮君门第。楮君揖坐之下，彼此叙

谈阔别之情。遂挽手同游甘露寺，又游虞姬祠，见壁上碑，有项羽慷

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钱正林看罢，慨然长叹。谓楮君曰：

“此歌尚在，何其人英雄盖世在于何处？”楮君抚掌大笑。钱曰：

“自古英雄不胜，屈指皆被妇人所遣。而虞姬乃贤姬也，无如项羽过

愚于钟情。曾记虞姬尚有和歌，兄能记否？”钱因楮言：自古英雄皆

被妇人所遣，心忆古人，是以迟答。而楮君随口读曰：“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钱听其歌，顿足槌胸大声

曰：“可见被妇人之陷也。” 

遂二人携手同观诸佛像，恭拜三清。复游后殿，由钟鼓楼侧小巷

中走去，粉墙萧壁。再行数武，有修竹数竿。古柏两株，宛若蟠龙播

凤。乃指谓曰：“此两株非数百年不可耳。闻钟鼓之音，鼻有檀降之

味。则见一小小门墙，十分清幽雅致。即信〔步〕而入，则见一小沙

弥笑面而迎。合掌道：“阿弥陀佛，二位相公请里面坐。”钱楮二人

即随沙弥入于客堂。即献茶罢，有老僧前来。合掌道：“二位相公贵

姓？从何处来？幸此小刹，真正是佛绿万里。”钱君道：“在下姓钱

名正林，如皋县人。为金陵乡试路过相访，得拜识佛像。”老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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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楮君道：“在下就是本城东条巷中，姓楮名光伯就

是。”老僧听说，连连稽首道：“原来是楮太史家的大少爷，有罪，

有罪！未得远迎，祈勿见责。”忙唤小沙弥再献茶，此番之茶不是清

茶。谅必茶食果品等类，奉供极其清雅异常。俟其茶罢，老僧引导各

处游玩一番。 

楮君对钱正林说：“兄可在此盘垣几天，俟弟舍下尚有小事，须

缓三四天与兄一同到瓜州过江，到金陵也好同寓。待场事毕后，又可

一同回扬州，岂不美哉。”钱正林一听此话，正中心怀。随问老僧道：

“宝刹中未识可能暂寓几天否？”老僧本不允，因有楮太史大少爷同

来，谅均贵人无妨。随口应道：“小刹中，觉是促，有对河白云庵中，

更为清静。况且后有一座读书楼，望去不远即是玄都观。四面楼阁如

同画轴之景，十分相宜。况彼庵中乃老僧之徒掌管，待老僧奉陪二位

相公去看看。若然钱相公合意，则盘垣数天。凭你盘垣二年两载皆

可。”三人谈到得意之处，俱哈哈大笑。即一同渡河走进山门。钱楮

二人一见，不胜兴逸勃勃。翠柏苍松，茂林修竹之间，殿阁楼台，四

方围绕。时值中秋八月，鸟语花香，木扑鼻。自进山门，约有三里许，

俱是大竹。当中一条甬道，地砌鱼鳞文。只听得鸟语钟声，毫无凡俗

人语。只见竹上节节，均有名人才子题诗刻竹。读罢一首又一首，看

罢一篇又一篇。足足走了两个时辰，才进天王殿、大雄宝殿。钱楮二

人只顾参佛，老僧随进内室，通知徒弟法云和尚，出来迎接。老僧说

起二位相公要借寓书楼。法云道：“好极，好极。难得贵人到此，实

乃三生之幸。”即忙合掌，引道到书楼看看。岂知这贤人不比寻常，

十分雅静。上书一联云：“两后静观山意思，风雨闲看月精神。”乃

乾隆皇上御笔亲题。原来此处皇上幸驾三次，故而更加工辑，幽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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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正林道：“甚好，甚好。”钱楮二人游玩已毕，即辞别老僧并法

云和尚，回归门第。 

是夜正林仍住舟中，因天晚不及。至明晨即唤脚夫等人，将行李

走至白云庵中书楼暂住。有时读书题吟，有时闲步自由。走到沿河一

带，俱是庵观寺院，忠孝节义坊祠。沿河一望，无数楼台，即信步走

进一庵。自进山门至大殿，再至两庑及后殿，绝无人声。但四面一看，

到也清雅。为何僧人全无，心甚疑。忽再走进一个所在，但见朱漆双

扉掩闭，窗前悬挂翠竹丝帘。侧耳听之，似有女朗声嬉谑之语。钱君

听之更加心疑，似此佛地洞天，何得有女人藏匿在此？在窗外细听半

晌，情思可能入否？若能入看看他们如何？即推开双扉，见一个幼女

尼。内有一年近四旬者，忙忙立起。开口便叫：“相公请坐，贵姓贵

府何处？何风得能吹到此地？”钱君一听此语，但此等女尼出口便是

风雅，谅必无甚好意思。随即思退悔而出。不想外面又来一个戴发女

尼十分清雅。身穿一件淡蓝道衣，头挽云髻，貌似桃花，声若箫管道：

“相公不妨里面去坐坐。”钱君回头一看如此模样，觉是尴尬。只得

走进，四面一观：东壁图书画，西苑翰墨林。一切起居非常清爽，但

其处心甚所爱。然见其人而心甚疑，故不敢就坐。但立观四壁而已。

只见那二小尼俱掩口嬉笑，即忙献茶。再三请钱君坐下，请问姓名。

正林含糊而答。自思：我等读书人巴图上进，况彼等女尼，又在洞天

佛地之下，岂可心生异欲之念。此心一念，而举动正色。数女尼已知

此人乃不可动，而亦即转正色。俱念阿弥陀佛而已。钱君少坐片时，

即辞回楼。自己情思：如此所在，究竟是何等地方？ 

少晌，厨人送夜膳至。钱君将此事告知厨人，细问情节。厨人道：

“此处乃单身男子到不得的，这女尼庵中不知坏了几多好男子。幸亏

相公正色不乱，否则有性命之患耳。”钱君一听此语，心甚骇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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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凡见女色俱便不受。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钱正林有

此一节正色不乱之事，所以后来亦有好事相报。王家家产与他后受，

王金定与他为媳。长子钱云卿甲午科举人，次子钱霞卿庚辰进士。此

等后来果报，皆在这一点正色不乱好报也。话说南通州南门外有天齐

庙，巷内一人姓王名世成。他父亲在日，买卖经营以六陈粮食，交易

信义，通商四方，近悦远来，似觉生意兴隆。所以日用有余，积蓄数

百金事业。世成仍续父业，比父在日之生意更加热闹。无如结交友谊，

相支耗大，未见其多，不过仍是数百金而已。一日出门收账，到芜湖

地方。路经东坝，而东坝地方，亦有几家往来，必须结算结算。故而

总要耽搁几天，方得事清。那一天几家账目算清，约共得二百余金。

自忖道：这些财帛俱是利息得来，想为人在世，也要稍得淘情作乐，

则不枉我半生辛苦。所想到淘情之处、作乐之场。看看天色，又好丽

日晴和。信步而行，访红问翠，独惟一人，似乎乏趣。最妙遇着一个

知己朋友，可以谈谈说说。有啕有伴，即如寻花问柳，然一人总是无

对手。正在情思之际，对面来了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文文雅意，走将

近来。一看，却是认得的。就是东街上的施兰卿先生。难得到此，不

约而同，二人一见喜出望外。正是他乡遇故知。世成道：“请了，请

了。施先生到此何干耶？巧相遇。”施兰卿道：“不瞒王世兄说，因

其我年近四旬，膝下无子。虽有万金家财，要他何用。故此心中闷闷，

思出外闲游闲游。或者有个巧遇，娶他一个侍妾回家。倘能生下一男

半女，则我施家这点家财则有后人接下了。”王世成道：“这句说来，

觉是真情。”因自思：我亦年三十，尚未娶妻。然亦终非了局。心中

想口内说道：“施先生我与你搬到一个寓中，同时讲讲谈谈有何不

可。”施兰卿道：“这个是极好极好。”遂二人移住一处，朝朝夕夕

同来同去。或者同上酒馆畅饮，或者共叙茶坊。世成想道：“这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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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乃通州城里的财主，即使他用脱点钱财也不妨事。最好与他说成一

个妾，要标标致致的，要动他心中时常欢喜。但是总要这个妾，要与

我有认识的，则我可以时常到他家内走走。则可以想点他的钱财到

手。”心中转着这个要谋他的钱财的念头，所以不论大小事情，总是

加十分的奉承。同他到一个院子里，去玩耍走走，要想寻一个乖乖巧

巧、能言善辩的妓女，哄骗他的钱财。若能钱财先到妓女之手，我则

再用点巧计阴谋，将这妓女娶他为妻，则不是这个财端端的到我手中

来了。因此想着这个计较，每日劝他东家去，明日拉他西家去，寻花

问柳。总无得意的妓女。 

因是那东坝地方，虽是一个水码头，客商云集的地方。究属小地

方，无甚绝好妓女，又无甚大院子。只有那半私半官的人家称为四不

像。又谓之叫不相干的人家，玩了几天，总不如意。世成想来想去，

不如同他到芜湖。想那芜湖的码头，非比东坝。然芜湖是几省通衢的

要道，各路客商往来，要胜于东坝百倍。一则我自己有事要到芜湖，

与那两家行中算账，乃是顺便。二则他到那个地方，自然有那大大院

子。内中定有那得意的妓女。算计已定，即对施兰卿道：“此地真正

是个乡下地方，无甚玩耍。我想要到芜湖去玩几天，未知尊意若何？”

施兰卿道：“如此绝妙。”因二人正在情投意合之时，言语莫逆之际。

王世成一门明好百凑奉承，所以施兰卿被他拍晕了头，样样依从。施

兰卿道：“既是世成兄美意，如此陪伴我玩耍，我与你今日，再到那

小院内顽顽，明日动身往芜湖可否？”世成道：“我同你就去，或到

他家去吃晚饭。着他家办个几样得意点儿的菜蔬，买他几斤好酒。我

与你畅饮一番如何？”兰卿道：“这个使得。” 

二人随即换了一身华丽衣裳，兰卿带了几百两银子。二人挽手同

行，进了童子巷，就到那柳二娘家来。柳二娘一见，原来是昨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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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公、王大爷。即忙笑脸相迎，做眉做眼。忙忙引导接进他。口中

连忙叫道：“大姑娘、二姑娘快点出来接客，有两位相公来了来了。”

又连忙叫：“大叔叔快去冲茶。”那柳二娘连忙碌乱，十分周到。那

大姑娘出来拍手哈哈大笑，尖尖玉手，一把拉住施兰卿道：“到房里

去坐。”那二姑娘一手将手帕儿掩住了嘴，一手拉住王世成道：“我

正要寻你说情理，快点同你房里去说。”柳二娘看见他一人拖一个，

都到房里去了，好不快活。想：“今日生意成功了。真正这个吴先生

测字真灵。今日早起，在门前望望，刚刚吴先生走过。我说笑话来话

来，测一个字。”吴先生道：要测字，自己拿一个。我就拿了一个卷，

把他放开来，一看是个也字。他就写到木板上，也上头加了一个人字，

旁边加一个方字，却是一个施字。他说：原身一个字，到要加两个字。

总有两个客人一同来。叫我再拿一个卷来，放开来一看，是个十字。

他说二人同来总要加两笔，所以上头加一笔，下头加一笔，就是一个

王字。如此说来，两个客人一个姓施、一个姓王，今王一定要来的。

倘若不来我的测字不灵。倘若是那两人来，我要测字钱一百文。待我

明日来拿钱，看我测字灵与不灵。似此说来，这个吴先生测字真正灵

的。明日早起他来还要叫测个字哩。”柳二娘闲话少叙。再讲施王二

人进了香房。如何作乐，且听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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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王世成出外经营 

        走东坝妓院行乐 

话说那施王二人，落于柳二娘娼妓人家一宿。次日清晨梳洗已毕，

回到寓处。整顿行李，买舟起程，要往芜湖。岂知世上多少希奇事，

尽在书楼万卷中。那王世成走到江边雇船，却有一等船户，名叫邵伯

划子，其船中舱宽阔。船梢上总有家小，还有一位专做这样买卖贩买

妓女。一两个年轻貌美，即如布草衣服，亦穿得十分清趣。或认作自

己亲生的女儿，或认作干娘。如此称呼，以遮饰闲人眼目。或者客人

上了他的船，他就千般百计，要弄得这客人心热喝喝，少不得上了他

的牢笼计，钱财就肯使用。往往有这等少年子弟，初次出门作客。遇

着这等船户，到了他船上，他就将船开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或者

大河湾头，或者大江边上小港中，就停歇起来。今日不开船，明日不

解缆。如其客人问他，何不开船？他总推说风水不好，不能开船。他

就一天一天好耽搁下去，就使这客人在他船上，被他女人迷晕，将银

钱用尽。如遇出门办事，或收账回来，弄得囊橐尽空。回不得家乡，

见不得父母，或者无颜，在半途轻生，往往不少。此等船户害人，实

属可恶。连官府大宪总无法治也。即如杭州钱塘江边，此等船户亦然

不少。不知害了多少富家子弟、年轻客商。如命不当绝，不过俗语云，

求乞回家。如命寿当绝者，连性命难保。 

如今王世成雇船刚刚雇着一只邵伯划子。有一个老年的船家，一

见有人雇船，将他身上一看，十分穿得体面。船家一想，有一个好生

意来了。连忙上前笑脸相迎，说道：“客人可是要雇船，要到那里去

的？”王世成道：“正是，我要到芜湖去的。只有两个客人的，有衣

箱行李，并无货物。可要多少银子？”船家道：“请你客人且到我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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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坐坐，要讲价钱总是好说的。”一手搀着王世成的手，一手拿了一

根槁子，一头搭在岸上，一头捏在手里叫道：“客人走好，走好。”

王世成即便一步一步走到船头上。老船家即便叫道：“客人来了，快

点出来。”那舱内一听，连忙答应来哉，来哉。走出来一个三四十岁

的一个妇人，身上虽则布草衣服，倒也十分清雅。那尖尖玉手，把王

世成衣袖一把捏住。叫道：“客人走好，走好。到中舱请坐。” 

王世成到舱坐下，四面一看，这般如此清丽，五色玻璃窗四围，

冰梅嵌当中。弥陀榻俱用大理石，还有象牙镶两边。单靠茶椅，舱底

俱地毯铺。鼻孔中，好似一阵兰麝清香气味。即时奉上茶来，碗盖一

开，一阵清香。果然是武彝毛尖，清趣非常。忽然后舱，走出一个年

轻貌美的女子。窈窈窕窕走他门前走过，要到那前舱而去。 

王世成一看真正泥做金刚被雨淋，那时浑身酥了。忙向船家说：

“要多少船钱？”主家说道：“客人不必说价，只要伏侍得周到点，

客人多赏点就是了。”王世成一见如此模样，心中热喝喝，要想那个

女子，也不管他贵贱，只要他肯装我们到芜湖去。或者闻这女子，又

有点孽缘之分，也未可知。心中只这样想，嘴中就随口说道：“与你

十两银子好不好？”船家道：“你客人吩咐，敢不如命。”王世成少

坐片刻，随即同船家，到寓内搬了行李衣箱等物。邀同施兰卿，一同

下船。船家随时开船。 

其时日已将午，将船开到张家湾停泊。那张家湾地方，沿江俱是

芦苇，足有二三里路开阔。芦苇之中，有一条小港，其地名就叫做张

家湾。岸上有数十家人家，都是捕鱼为业。一带绿杨，虽则村荒之处，

到也有点山清水秀，气象清致。要讲停泊船只，倒也十分安稳。所以

船家将船停好，就拿了一只筐篮，提了两酒瓶、油罐等类，上岸去买

点菜蔬。那中年艄婆他就到大舱里来，客人长，相公短的奉承。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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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多少闲话，说了半晌道：“二位相公，在舟中寂寞，不如拿一副

骨牌来与相公们消消寂寞，岂不美哉！”王世成正在要想他的年轻这

个女子，正在无门可入。听见艄婆说声打牌，想这意思来了。便接口

说道：“妙极，妙极。你去拿来，但是你我三人怎样打法？总要四人

方可成和。”艄婆说：“这个自然，我叫一个来陪你是了。”嘴里说，

身体转进后舱。一手拿了牌，一手拉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女子出来。

嘴里说道：“乖孩子，你来陪陪相公们打两副牌。” 

那女子将一手拿了手帕儿掩住了嘴，一手攀住门口。就便嬉嬉一

笑，随将金莲一跨，跨将过来。那王世成与施兰卿本是有心好色之徒。

一见这等光景，又看见金莲跨起，真正端正不过，三寸还不到点。鲜

红缎满墙绣花的弓鞋。朝上一看，却不是才走过的。又是一个比前走

过的那个女子生的又加风雅，眉如新月，眼似秋波，两颊犹如海棠。

姣姣滴滴走到面前，未曾开口，先行靡靡一笑。缓启朱唇问道：“相

公尊姓？”王世成连忙答道：“我姓王，他姓施。我才看见你们船上

还有一个比你长一点儿的，他是你的何人？”那女子道：“他是我家

姊姊，你要问他作什么？”王世成道：“你去叫他出来。”那女子忙

随口道：“姊姊叫你出来。”王世成道：“你叫什么芳名？他叫什么

名字？”那小女子道：“我小名叫素兰，他叫素娥。” 

当时素兰扯在王世成身上，素娥就立在施兰卿身边。兰卿一看，

毛骨皆酥。兰麝扑鼻，一时身不自主。欲火难禁，遂不顾情由，将手

插入素娥胸前一摸，尖尖之乳，胜如一个小小馒头。皮肤细腻，犹如

手摸丝绵，软而且暖。素娥乘势亦即滚在兰卿怀中，却被兰卿周身摸

到。素娥随将这一种的恩爱模样，做将出来。那边还有一个，姣姣滴

滴个素兰，亦将身坐在王世成膝上，将头滚紧在世成怀中，凭他千般

摸捏细软姣艳，万般姣滴惹动人心。那艄婆只当不见，只当不闻。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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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对儿怎样的肉麻景况，候其半晌之后，艄婆将骨牌倒在桌上，

四人坐下打牌。玩耍一会，艄婆叫拿点心进来。十分精致，十分可口。

施王二人就此在舟中作乐。少晌晚膳谅必是山珍海味，夜宿自必成双，

不必多赘。 

那船家再做这样买卖，停泊张家湾一连数日不说起开船。施王二

人乐已忘忧，王世成亦不思到芜湖收账，施兰卿亦不思远涉他乡。朝

朝作乐，夜夜成双，一住半月。船家一算，虽说过船金十两，但是天

天酒饭钱，还有二女子宿箱之资，算来不少。所以明日开船，直往芜

湖。到了码头，施王二人还在舟中耽搁两天方始上岸。二人对船家说：

“我们上岸吃茶，略干些些小事。你等船只，不要开往别处，我们夜

来，还要回到船中来住。候明日与你算账，付你银子如何？”船家道：

“相公请放心上去，我们的船只在此伺候便了。” 

所以施王二人，全不想他这船上有拐骗之弊，行李衣箱一样不取，

只以空身二人，拂衣洒袖，谈谈讲讲上岸去了。拣中一个大大的茶坊，

两人正中大台上，泡两碗茶来。少停思要买点心吃，想着要拿银钱使

用。岂知施王二人，身上俱是分文不带。施兰卿到此地步，即时面孔

转色、四肢发抖道：“似此如何是好？”对王世成道：“你在茶坊少

坐，待我到船中拿些银钱来，以便使用使用。”急急忙忙走到码头，

一看其船影踪全无，不知去向。东寻西望，再也寻不着。此时施兰卿

更加发急，手脚慌忙。连忙急奔奔走回茶坊。向王世成道：“不好了，

不好了。那船寻不着了。不知去向，影踪全无。这还了得，如何是

好！”王世成一听此语，亦□□急，似此光景如何是好？左思右想，

只得将身上马褂脱下，押了茶钱。二人一齐到江边，去寻那船。但不

知寻着寻不着，且听下卷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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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  雇花船淫乱害友 

        芜湖县沿江寻船 

话说施兰卿与王世成二人，身无半文。要寻着这船，则可以取些

银钱使用。况且施兰卿行李箱笼之中，非比王世成。伊乃素称殷实，

家有万金。而且读书人与生意人两样行为，出门出路，一者难得，二

者这样少不得，那样也是要紧。所以箱笼什物比众多两件。其箱笼中

少有银洋财物约值一二千金。如今弄得腰无半文，岂不更加着急。王

世成因其芜湖地方，尚有几家往来账目要去清理。倘得逐即算出，而

亦可得一二百金，不过现在一时之难。自思还是我行李内无甚要紧。

自东坝使用以来，约来不过剩得一百两光景，若然寻不着这船也就罢

了。但是我要想阴谋施兰卿的钱财，而今弄得这个模样，好像大家没

趣。如何想得动他的钱财到我手中来。心中思来想去，再作一个计较

才好。施兰卿气的钝口无言，只是向王世成道：“此事如何是好？倘

以寻不着这船，腰无半文，岂不要流落他乡，这便怎处？”二人正在

江边上走来走去，搔头摸耳，无计可施。 

忽然对面走来一个救星，年纪约有五十多岁。面上带一副墨晶眼

镜，身穿二蓝大衫，元色马褂，厚底镶鞋。手中提一只鸟笼，正在江

边上闲走闲走。忽见施王二人仓迫之状。此人乃与王世成一向生意往

来主顾，也是六陈粮食行招牌就叫李德丰。在芜湖地面，也算得一家

大米行。一见了王世成道：“啊，王兄请了。你几时得到敝处来，为

何这等急迫之相。还有这位先生是你何人？”王世成一见李德丰店主

来了，真正从天里落下一个救星来了。连忙愁容改笑脸答道：“李老

兄、李老兄。久违，久违一向康健。宝号生意好？”李店主答道：

“好、好、好。我问你，为何事二人急急慌张？”王世成道：“不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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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们在东坝雇了一只船，要到贵处来与几家往来行家结结账目。

岂知这船不是好人，我们在船上多日，身子似乎困倦之极，想先上岸

吃一碗茶、洗一个澡。少停再到船上搬取行李。岂知我二人大家粗心，

上岸之时，并没身带分文。后到得茶坊，因要用着银钱，岂知大家没

带。即时回到船中取钱，那晓得这船是个江湖上的拐子。等到我们到

江边来寻船，这船早已去了。寻来寻去，影踪全无。况且这位施先生，

他要来贩买货物。所带银洋有一二千金，都在这船上，一文都没拿起

来，真正害人不浅。急煞我二人了。”说罢，号啕大哭。施兰卿更加

悲咽不止。 

李店主劝慰道：“不妨，不妨。不要急坏了，出门人推攀不起。

同我来，先到我小行中去歇息歇息，再作道理。”一头走，一头说：

“本当出门雇船，总要到船行家去。写定船票，到何处多少船金，写

定他就不敢做出这些歹事来。你自己去叫船，即如寸步当心不离，他

也要生出许多出了来算计人的。目下的时光，幸亏当今皇帝明君，常

到江南地方私访。所以各处官府，办事认真。以致盗贼灭迹，然而盗

贼不敢做，如今又新出这等软骗之局，胜于盗贼。故而出门人，总要

格外当心。不可贪玩耍，恐误大事。” 

三人谈谈说说，到了李德丰行内坐下。李店主一则念其与他父亲

交易多年，现在与世成交易年数亦复不少。二则念他年纪轻轻的，初

次出门做客，所以要上歹人的当。是以心中哀怜他们，格外厚道点待

他。即留他二人住下，再三劝慰。王世成此刻心思已定，不过要与几

家结算账目，现在账簿俱失去了，如何向别人算？只得央请李店主，

一同到这几家，说其来意如此。所以几家行中照账算与他，总共算来，

到又有二百多金。可怜这施兰卿心常闷倦不乐。所要用些钱文，必须

向王世成身边取点用用。但只见其人本是良心不善，素来刻薄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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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将施兰卿有了，则使用之时，挥金如土。如今要他的钱财使用，

他就拿出那个老实手段出来。施兰卿见此光景，度日如年。巴不得身

生两翅，一天就飞到自己家乡。又恨只恨腰无半文，天天要催王世成

回家。不过总是明他几句钝头。那王世成心中一想：我要带他一同回

家去，路上要许多盘缠，吃用他分文没有。要我一人独出，总不能容

他过去。 

一日，对施兰卿道：“我同你相好在前，如今大家弄得为难。虽

在行家算出来的账，有这些银子。我要回家做本钱，要过日子，不能

用完回去。你如今腰无半文钱，大小总妻妾二人会钞。即如回家路，

路程遥远，费盘缠如何我与你。总然而你总要生过法儿来，大家商量

商量才好。”施兰卿一想：事到其间，不得不然。即对王世成道：

“你今同我一路回家，所以使用一切均要你出。我这里写一张纸笔与

你，到写了个如数奉还，断不敢失言。你意下如何？”王世成道：

“这点也好。但不知你肯写多少银子还我？”兰卿道：“我写五十两

还你，可能过去？”世成不允，一定要他一百两足平银子。要写借契，

方可同他一路回家。如其短少不肯等说：目下则你是你，我是我。各

自分开，我不管你。兰卿一想，只得忍气吞声。倘有半句倔强他就不

管我。我那时如何回家去？以此想来，只得向世成道：“当遵台命。”

立即买了一个花古柬，亲笔写了一张借据。捧过来交与世成收好。世

间上的事情，莫说瞒天昧己少人知，岂知举头三尺有神明。当时即有

过往神明知道，看他一场一节，做出这段瞒天昧己之事。拨转云头上

奏天庭，凡世有这等事情，一本直奏上苍。听说如此如此，拍案大怒。

随即着左右将善恶簿子来，一一记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

报，皆为时辰未到。王世成因此造下这段恶孽，故而后来有这一段恶

报。仍是为淫乱绝嗣，家产送与别人。看官，莫道这书为淫乱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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