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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 、邪 、淫 、盜 :

從明代公案小說看憎侶的形象

林 璀 瑤
中

一 、前 言

明代公案小說的特 色與史料價值

明代公案小說 中的僧侶犯罪

無愛與無法無天 :「 禿破 」的迷思 ?

五 、結 論

- 、

〦

口

明清以來的文藝創作 ,在取材上向市井生活與民間文化拓展 ,往往有以真為

尚的風格 ,透露真切自然的世間常情與民間生活 ,公案小說也是因應當時普遍人

民的文化消費需求 ,蓬勃發展起來的通俗文學之一 。
l明

代公案小說出版時間 ,主

要集中在萬曆年間 ,這與當時出版事業的興盛及庶民文化 、小說文學的流行有密

切關係 。近年來研究公案小說可反映明代法制文學的特色 ,也顯示當時小說結合

法制意識的創作風格 。
2

i

國立台污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張靈強 ,《 從衝突走向融通一晚明至法中葉審美意識娃變論×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UUU

年 l1月 ),頁 li6。

近來注意到此特點的研究有 :小野四平 ,邵毅平、張兵 譯 ,〈
”三言

”
中的宋代公案小

說〉,《 明清小說研究》,19竻 年 1月 。張國風 ,《 公案小說漫話》(台 北 :遠流出版社 ,

199U年 9月 )。 郭靜薇 ,《 三言獄訟故事研究》(私 立捕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U年 5月 )。 霍建國 ,ㄍ 三言》公案小說的罪與罰》(國 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5年 6月 )。 林保浮 ,〈 中國古代公案小說概述〉,《 中國古典小說女析與研究》

(台 北 :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1993年 8月 )。 侯忠義、工敏 ,〈 論公案小說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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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代法制文學的作品 ,大多集中在 《三言》
一
《二拍》上 ,對於其他公案

體小說更深入的文本分析 ,則相對較為欠缺 。本文主要利用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

說研究中心主編的古典小說叢書 ,由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 ,針對明代公案體小說 :

《律條公案》、《明鏡公案》、《詳情公案》、《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皇明諸司公

案》、《廉明奇判公案》、《百家公案》、《龍圖公案》、《新民公案》、《杜騙新書》等

書進行分析 ,探討明代犯罪者的身分 ,以僧侶作為主要核心 ,從僧侶犯罪個案以

及明代筆記史料對於僧侶的論述 ,來觀察明代僧侶角色的形象 。

文學作品就文本的角度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當作重要史料來使用 ,縱然

不能完全視為真實的報導 ,更不能整體當作歷史來敘述 ,但是 ,可藉由文學作品

理解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思想 ,刻畫出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況 ,及反映當時存在的

價值觀念 。所以 ,不容忽視小說作品具有重現時光的影響力 ,能夠展現一種特殊

的歷史和哲學情境 。
3

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明代公案小說為核心 ,公案小說以記述犯罪案情 、經過 、

判決為主軸的寫作風格 ,人物刻畫也多為犯罪者的面貌 ,尤其 ,僧侶的出現 ,幾

乎是背負罪惡的行兇者 、施害人等負面形象 。但誠如日人莊司格一研究中國公案

小說 ,指出僧侶在公案小說內 「說話 」,可作為了解當時佛教界動向的一種面向 。

4所
以本文也嘗試挖掘明代公案小說故事的原型 ,透過明實錄 、案牘 、筆記史料之

比對 ,了解當時創作者結合史實的狀況 ,以及其透過公案小說的圖書傳播 ,所呈

現出的僧侶樣貌 。

二 、明代公案小說的特色與史料價值

明代中葉以來商業發達 ,刻書事業為因應民眾閱讀偏好 ,以便圖書銷售普及

與源流〉,《 明清小說研究》,199B年 3月 。齊裕焜 ,〈 公案俠義小說簡論〉,《 明清小說

研究》,1991年 1月 。劉可主編 ,《 中國公案小說大系》(哈 爾演 :黑龍江人民大學出

版社 ,1995年 l1月 )。

3 
勒內 .基拉爾(ReneGirard),羅 芃譯 ,《 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兵女》(北 京 :三聯書店 ,1998

年 4月 ),頁 31牛3巧 。
4 

莊司格一 ,《 中國U公案小說》(東 京 :研文出版社 ,1988年 8月 ),頁 銘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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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層 ,小說類書籍是較具有市場潛力的 ,且附有簡單繪圖之插畫 ,讓農 、工 、

商等階層 ,以及婦女都有閱讀的興趣 。明人葉盛 《水東 日記》提到明代小說戲文

的流行 :

今書坊相傳 ,射利之徒為小說雜書 。⋯⋯農工商販 ,抄寫繪重 ,家言而

人有之 ;癡騃女婦 ,尤所酷好 ,好事者因 目為女通鑑 ,有 以也 。
s

當時書籍作為一種商品 ,在出版與產銷過程中 ,刺激了社會效應 ,作家的價

值觀可以影響讀者 ,讀者的閱讀趣味取向也形塑作家的創作 ,明代戲曲小說便透

過閱讀大眾與作者互動的深化 ,萌生新的價值觀與庶民心態 。
‘

現存明代公案小說 ,皆為萬曆時期的版本 ,主要是描述清官偵破疑難案件的

故事 。這類作品起源於宋代的說公案 ,它們都與民間說唱文學有密切聯繫 ,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中冤情難申的黑暗現象 。
7明

代中葉以後 ,經濟日漸繁榮 ,

為面對新的生活方式 ,在思想漸趨活躍 、學術勃興的文化環境下 ,刺激社會對法

制的重視 ,所以有關斷獄審案的公案小說在文學中興起 ,其小說內濃厚的法制內

容 ,即是它的文化價值所在 ,其內容透過清官形象來體現普遍群眾的法制觀念 。
8

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的 《律條公案》、《明鏡公案》、《詳情公案》、《海剛峰先

生居官公案》、《皇明諸司公案》、《廉明奇判公案》、《百家公案》、《龍圖公案》、《新

民公案》、《杜騙新書》等書 ,是了解明代公案小說的參考文獻 。

《律條公案》又名 《新刻海若湯先生彙集古今律條公案》,七卷 ,四十六則 ,

海若湯編纂 ,書林蕭少衢梓行 ,全書分為謀害 、強姦 、姦情 、強盜 、竊盜 、淫僧 、

除精 、除害 、婚姻 、妒殺 、謀產 、混爭 、拐帶 、節孝等類 。《明鏡公案》又名 《新

刻名公彙集神斷明鏡公案》,七卷 ,五十八則 ,有人命 、索騙 、姦情 、盜賊 、雪冤 、

婚姻 、圖賴 、理冤等類 。《詳情公案》,四卷 ,有強盜 、搶劫 、盜竊 、姦拐 、威逼 、

人命 、索騙等類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又名 《海中介公居官公案》,四卷 ,七

§

6

榮盛 ,《 水東 日記》(北京 :中 華書局 ,19SU年 lU月 ),卷 ” ,「 小說戲文」,頁 213挖 14。

邱澎生 〈明代珠川替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 〉,《 九州學刊》,5卷 2期 ,1992年 1U月 ,

頁 153。

侯健主編 ,《 中國小說大辭典》(北 京 :作 家出版社 ,1991年 12月 ),頁 %。

筑洪波 ,〈 公案小說與法制意識〉,《 明清小說研究》,19%年 3月 ,頁 41巧 l。

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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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回 ,明代李春芳編次 。《皇明諸司公案》又名 《全像續廉明公案傳》、《全像類

編皇明諸司公案》,六卷 ,五十九則 ,明余象斗編述 ,明萬曆三台館 ,余文台刊本 ,

全書按內容分類 ,每卷一類 ,計六類 :人命 、姦情 、盜賊 、詐偽 、爭佔 、雪冤 。《廉

明奇判公案》又名 《新刊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分上 、下兩卷 ,一百零五則 ,有人

命 、姦情 、盜賊 、爭占 、騙害 、威逼 、拐帶 、墳山 、婚姻 、債負 、戶役 、鬥毆 、

繼立 、脫罪 、執照 、衿表等類 。《百家公案》,又名 《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

公案全傳》,十卷 ,一百回 ,明代安遇時編集 ,與耕堂朱仁齋刊本 。《龍圖公案》

又名 《新鐫純像善本龍圖公案》,十卷 。《新民公案》又名 《郭青螺六省聽訟錄新

民公案》,四卷 ,四十三則 ,郭青螺即郭子章 ,六省指郭子章任官的六個省份 :福

建 、廣東 、山西 、四川 、浙江和雲南 ,內容分為八類 ,有欺昧 、人命 、謀害 、劫

盜 、賴騙 、申冤 、奸淫 、霸佔 。《杜騙新書》又名 《江湖奇聞杜騙新書》、《江湖歷

覽杜騙新書》,為萬曆張應俞所撰 ,四卷 ,八十八則詐騙故事 ,有脫剝騙 、丟包騙 、

換銀騙 、詐哄騙 、偽交騙 、牙行騙 、引賭騙 、露財騙 、謀財騙 、盜竊騙 、強搶騙 、

在船騙 、詩詞騙 、假銀騙 、衙役騙 、婚娶騙 、姦情騙 、婦人騙 、拐帶騙 、買學騙 、

僧道騙 、煉丹騙 、法術騙 、引嫖騙 。

明代公案小說是以犯罪型態作為分類主題 ,書中審判的清官 ,除《百家公案》、

《龍圖公案》依附南宋的包公作為審理案件的官員之外 ,其他大都是將時間敘述

在明代當代的官員判決 ,其中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新民公案》,更是以明代

模範官僚海瑞以及郭子章作為清官代表 。從公案小說名稱出現新刻 、新刊 、新鐫

等字樣 ,可推測這些小說有再版的經歷 ,可能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市場需求 ,為打

出銷售成績的廣告 ,並提示新刻刊本的新書訊息 ,使用新刻 、新刊 、新鐫等名目 ,

以便吸引舊雨新知的讀者來購閱 。

公案小說內有關僧侶的記述比例加重 ,僧侶涉及的犯罪行為 ,犯姦 、殺人 、

拐帶 、謀叛等項目居多 。案件命名上 ,也出現了淫僧類 、僧道騙等項目 ,皆反映

對僧侶犯罪的重視 ,所以才在篇 目上特別安排 。

對於小說真實性的質疑 ,有人嘗謂 :歷史除了人名 、地名是真的以外 ,其他

什麼都是假的 ;小說除了人名 、地名是假的以外 ,其他什麼都是真的 。這是屬於

較極端的辯護說辭 ,不能真正適用於所有的小說著作 。如 《杜騙新書》書中許多

地名 、市集 、物產 ,與地方志對照 ,確實可考 ,全書紀錄行騙的故事 ,生動反映



奸 、邪 、淫 、益 :苂明代 公 實′｜、說 看僧 1呂的 形 象 -147-

出十六 、七世紀之交 ,中 國民情世態真實而陰暗的一面 ,也突顯婦女貞節觀撼動

的問題 ,以及士人的隱憂 。
’

實際上 ,除了從地名 、市集 、物產 ,與地方志對照 ,來驗證公案小說的真實

吻合度之外 ,從犯罪案例作分析 ,便可知公案小說非完全捏造的文學作品 ,它有

實際的案例作為創作的基礎 ,而不是空穴來風的想像 。

《新民公案》〈淨寺救秀才 〉,述說杭州有一寺 ,每年八月十五 日 ,慣例會有

一位僧人得道登天
’
,乃僧人坐在乾柴之上 ,然後進行火化升天的儀式 ,吸引不少

信徒崇拜 。但寺內有僧侶方真性 、舒真明 、鄭心正 ,三人貪淫慘酷 ,無所不為 ,

見遠方來寺燒香的夫婦 ,常常斃死其夫 、淫宿其婦 。紹興秀才徐俊協同妻詹氏入

寺求子被三僧所害 ,在八月十五 日被灌食迷魂麻藥 ,慘遭削髮剃度為僧 ,三人還

擬將他以僧人火化的方式滅口 。所幸 ,最後有明官郭子章搶救徐俊 ,並判決危害

人命的三僧凌遲 。
m

僧侶以得道火化升天的名目吸引信眾 ,在明代確實存在 ,因為火化升天必須

犧牲在世的肉體生命 ,一般人不會輕言火化犧牲 ,所以有僧人便使用奸計 ,來達

到此目的 。弘治五年 (西元 ∥夗 年 )舉人 ,曾授廣東興寧知縣 ,官至應天通判的

官員祝允明 ,1l便指出當時火化升天的弊案 :

秦 中有僧 ,約 眾期焚身 ,錢鏹坌校 。至時 ,果就火 ,士 民擁仰 。巡按御

史聞之 ,求視 。至則令止炬 ,扣所顧三四 ,不 應 。御 史訝 ,令人生柴棚

察之情 ,但攢眉 墜淚 ,凝手足作 ,不 動不言 。御 史命之下 ,亦不能 ,乃

諸髡縛著薪上 ,加 以緇袍 ,而 麻藥噤其 口耳 。伺其甦 :訊得之 ,乃 知歲

如此 ,先邀厚施 ,比期 ,取一愚髡當之也 ,遂抵於辟 。今有姦僧 ,道偽

作坐亡者 ,往往以鐵梗入死人穀道 ,釘著坐上也 。
η

’ 林屁月 ,〈 從 《杜騙新書》看晚明婦女生活的側面〉,《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期 ,1995

年 8月 ,頁 3-2U。

iU 
《新民公案》(台 北 :天一出版社 ,1985年 5月 ),卷 四 ,〈 淨寺救秀才〉,頁 ㏑a＿22a。

一

i 
《明史》(台 北 :國 防研究院 ,1963年 4月 ),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七十四 ,文 苑二 ,

頁 3219。

花 祝允明 ,《 野記》,●t入鄧士龍輯 ,《 國朝典故》(北京 :北 京大爭出版社 ,1993年 4月 ),

卷 34,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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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時也同樣出現 「學佛者焚身惑眾 ,.1.E人 之不信也 ,而托之火化⋯⋯僧之自焚

者 ,多由徒眾 ,誑人捨施 ,願欲既厭 ,然後誘一愚劣沙彌 ,飲以瘖藥 ,縛其手足 ,

致之上座而焚之耳 。當煙焰漲合之際 ,萬眾喧鬨 ,雖掙扎稱冤 ,不聞也 。」
13的

火

化現象 ,正是如同 《新民公案》〈淨寺救秀才〉,秀才徐俊遭削髮並被灌食迷魂麻

藥 ,擬以火化的相同事例 ,公案小說所描繪的僧侶罪行 ,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如實

出現的 。

另外 ,《 杜騙新書》第二十三類法術騙 〈妖術託夢劫其家〉,述說四位僧侶到

富人羊老家化緣 ,後施術迷惑羊老 ,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及二個兒子 ,便當成是

鬼怪的化身 ,然後取劍欲將其目視為鬼的一妻二子殺掉 ,而利用羊老砍殺妻 、子

的混亂 ,四僧姦宿羊老二媳 ,將她們用繩索綑綁在床 ,並趁機搜刮羊老所有家財 ,

夤夜遁去 。
∥
對此作者有 :「 惡不可為 ,僧不可信」

‘
之告誡 ,因為羊老自願讓四僧

留在家中做法 ,無疑是引狼入室之舉 ,才導致自己誤殺妻 、子的人倫悲劇 。實際

上在孝宗弘治年間 ,山東樂陵縣即出現僧侶使用迷藥 ,導致一民戶家庭成員 ,互

相打殺 ,釀成十一條人命的重大案件 :

山東樂陵縣僧洪海以責藥為業 ,本縣民呂通妻董氏病 ,海藥之 ,愈 。通

留于家 ,因 以其子從海為徒病學醫 。海遂與董及通姪張氏私通 。又用迷

藥屬張誘其夫弟山妻 ,云服之即成佛 ,張信然 ,遂揉置麵 中 ,舉家食之 。

少頃藥發 ,無 男婦少長率昏迷眩亂 ,各持杖相擊 ,死者十一人 。按察司

鞠問海坐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律 ,凌遲處死 。
“

此項牽連人命的刑案 ,罪犯僧侶洪海是使用特殊迷藥 ,讓人服用之後 ,因昏迷眩

亂 ,互相手持木杖相擊致死 ,與 《杜騙新書》〈妖術託夢劫其家〉四僧使用幻術迷

惑人有雷同之處 。山東縣民呂通也是自願留下僧侶洪海 ,結果不但讓洪海有與其

妻及姪女私通的機會 ,最後還賠上了家人的性命 。

明代公案小說故事 ,透過明實錄 、筆記史料之比對 ,可找到公案小說創作的

‘
謝李淛 ,《 五雜俎》(台 北 :偉 文固書出版社 ,1977年 4月 ),卷 8,人部 4,頁 2U4。

∥ 《杜騙新書》(台 北 :天 一出版社 ,19B5年 5月 ),卷 四 ,〈 妖術托夢劫其家〉,頁 39b-們a。

‘ 《杜騙新書》,卷四 ,〈 妖術托夢劫其家〉,頁 4Ua。
“ 《明孝宗母錄》,卷 14U,弘 治十一年八月戊寅條 ,頁 3a。



原型 ,雖然小說所載的事項與實際案件 ,並非全然一致 ,但對於當時僧侶犯罪描

繪的寫實 ,無疑提供一個觀察的面向 。所以 ,小說作為史料的應用 ,仍舊有其功

能 ,因為小說可以反映時代的背景 ,誠如研究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的趙伯陶表示 :

「小說反映時代的底蘊自然是深刻的 ,然而其中的 『巧合』成分又令人感到幻想

的虛妄 ,而這一幻想 ,恰恰是研究明代中後期以後市民心態的鑰匙 。」
1’m透過對

明代公案小說的考察 ,也可作為探索當時對僧侶看法 、形象塑造的途徑 。

三 、明代公案小說中的僧侶犯罪

佛道人物在 《三言》故事中出現頻率相當高 ,揭發不少不守清規 、違背戒律 、

玷污佛門清譽的和尚 ,無論是貪色敗德或劫財害命 ,其所做所為更超出一般人 ,

使人不敢想像 。
18公

案小說與 《三言》描繪的僧侶負面形象相似 ,公案小說內的僧

侶也頻頻以殺人 、姦淫 、拐帶 、邪術 、欺騙 、威逼的形象登場 。

涉及僧侶各巳罪的案件繁多 :《 律條公案》淫僧類有 〈蔡府尹斷和尚奸婦〉、〈晏

代巡夢黃龍盤柱 〉、〈張判府除游僧拐婦〉、〈魯主事斷淫僧拐婦〉四則 。《明鏡公案》

人命類有 〈周按院判僧殺婦〉、〈張主簿判謀孀婦〉,索騙類有 〈崔按院搜僧積財 〉,

姦情類有 〈林侯求觀音祈雨〉等共四則 。《詳情公案》姦拐門有 〈除游僧拐婦〉、〈斷

和尚姦拐〉,威逼門有 〈夢黃龍盤柱 〉,人命門有 〈判僧殺婦〉、〈判謀孀婦〉,索騙

門 〈搜僧積財 〉等共六則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有 〈僧徒姦婦〉、〈擊僧除奸 〉、

〈斷奸僧 〉、〈大士庵僧〉、〈捉圓通伸蘭姬之冤〉、〈判姦僧殺妓開釋詹際舉 〉六則 。

《皇明諸司公案》姦情類有 〈齊大尹判僧犯奸〉、〈韓大巡判白紙狀〉,詐偽類有 〈武

太府判僧藏鹽〉、〈張主簿察石佛語〉等共四則 。《廉明奇判公案》有人命類 〈張縣

尹計嚇凶僧 〉、〈舒椎府判風吹休字〉、〈項理刑辨鳥叫好〉、〈蘇按院詞判奸僧 〉,姦

情類 〈汪縣令燒毀淫寺〉,威逼類 〈雷守道辨僧燒人〉、〈康總兵救出威逼〉、〈邵參

政夢鍾蓋黑龍〉,拐帶類 〈余經歷辦僧藏婦人〉、〈戴典史夢和尚皺眉〉、〈黃通府夢

西瓜開花 〉、〈魯巡按表揚貞孝〉等共十二則 。《百家公案》有 〈伸蘭瓔冤捉和尚〉、

f 
趙伯陶 ,《 市民文化與市民心態》(武漢 :湖 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9月 ),頁 196。

｛ 霍建國 ,《 《三言》公案小說的罪與罰×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年 6月 ),

頁 l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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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僧感攝善王錢〉、〈除惡僧埋索氏冤〉、〈杖奸僧決配遠方〉四則 。《龍圖公案》

有 〈阿彌陀佛講和〉、〈觀音菩薩托夢〉、〈偷鞋 〉、〈烘衣〉、〈賣真靴〉、〈三寶殿 〉、

〈桶上得穴〉、〈和尚皺眉 〉、〈西瓜開花〉、〈三官經 〉等十則 。《新民公案》人命類

有〈強僧殺人偷屍 〉,奸淫類有〈判問妖僧誑俗 〉、〈江頭擒拿盜僧〉、〈淨寺救秀才〉、

〈和尚術奸烈婦〉等共五則 。《杜騙新書》僧道騙有 〈和尚認牝牛為母 〉、〈服孩兒

丹詐辟穀〉,法術騙有 〈法水照形唆謀反〉、〈妖術託夢劫其家〉、〈摩臉賊拐帶幼童〉

等共五則 。

綜觀這十本公案小說內 ,呈現著六十則關於僧侶犯罪的紀錄 ,其中有不少犯

罪手法一致 、案情相同的故事 。此種劇情故事情節的高度相似 ,甚至可說只是更

改人物姓名 ,變換場景地名 ,沾染抄襲之風的作品 。然 「天下小說一大抄」,是小

說史上一種普遍現象 ,小說本身經歷邊抄 、邊改的過程 ,使內容更豐富 ,人物形

象更鮮明 ,情節趨於合理自然 ,組織更加細密 。
妙
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明代公案

小說犯罪情節的高度一致 ,除了是本身文學創作的侷限外 ,可能也透露當時犯罪

行為中較普遍的一種歸納 ,或是故事體裁實際來自相同的判例 ,藉由公案小說來

警示世人 。

分析這些僧侶犯案的類型 ,可以看出僧侶作案 ,多涉及奸計 、邪術 、姦淫 、

盜竊等類 。出現使用奸計謀騙的案例 ,《百家公案》〈申蘭瓔冤捉和尚〉,記載和尚

員成到張德化家設醮詞誦 ,見其妻蘭瓔貌美 ,回寺後密生奸計 ,賄託蘭瓔婢女小

梅偷取蘭瓔閨房睡鞋 ,然後故意將睡鞋丟於寺外 ,讓張德化誤會蘭瓔而休妻 ,和

尚員成之後逃離寺廟 ,隱姓改名並蓄髮三年迎娶蘭瓔 。
m此

種貪求婦人美貌 ,巧設

偷鞋計謀破壞夫婦情誼 ,而後又蓄髮娶妻的故事 ,《 龍圖公案》內的 〈偷鞋 〉、
21《

海

剛峰先生居官公案》〈捉圓通伸蘭姬之冤〉
多
皆是同樣的案例 ,並一致譴責和尚使

用奸計的手段 。

除了因貪圖美色 、謀占人妻外 ,也出現使用奸計騙財的情形 ,如 《杜騙新書》

1’ 張國風 ,《 公案小說漫話》(台 北 :遠流出版社 ,199U年 9月 ),頁 m＿ 24。
m 

《百家公案》(台 北 :天一出版社 ,1985年 5月 ),卷三 ,〈 中南琪死捉和尚〉,頁 la＿2b。
2i 

《龍田公案》(台 北 :天一出版社 ,1985年 5月 ),卷二 ,〈 偷鞋〉,頁 l3a＿ 6a。
” 《海剛峰先生居管公案》(台 北 :天 一 出版社 ,i985年 5月 ),卷二 ,〈 捉 田通伸 兩姬之冤 〉,

頁 2Ua＿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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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認牝牛為母 〉,敘述一竹腳僧路見一頭大而肥的黃牝牛喜舔牧牛者汗鹹之

腳 ,遂生一計 ,將自己全身上下以濃鹽汁塗滿 ,跑到牝牛主人家門口哭泣 ,表示

此牛乃已死母親的轉世 ,為證明說辭乃央求主人讓他與牝牛相認 ,牛主在不知詳

情下 ,看到 「牝牛嗅其鹹味 ,以舌遍舐其頭臉 ,若憐惜狀 ,僧愈加流涕」之景 ,

乃發慈悲之心 ,同意將牝牛交給此僧超渡 。僧得此牛先寄養在山庵 ,等到十月天

涼 ,便叫屠夫來宰牛 ,一半賈得一兩五錢 ,一半則做成乾糧 ,收藏在僧衣內 ,其

後又騙一富翁自稱自己是 「辟榖」之高僧 ,其實是在閉室內偷食先前牝牛製成的

乾糧 ,因此又成功向富翁榨取錢財 。但對於此僧詐騙牝牛為母取財 ,作者張應俞

評日 :「 按此僧脫牛 ,猶其小者 ,轉賣之可也 。名為生前之母而宰食之 ,罪伏于天

矣 !」
困
不是責備此僧的貪財 ,而是大力譴責他的不孝與殺生之舉 。此外 ,當時有

「辟穀」騙人的奸計 ,《 杜騙新書》〈服孩兒丹詐辟穀〉,記有傳名甚廣的僧人自稱

能 「辟榖」,可連著七 、八日不進食 ,偶爾兩 、三日才服用一滾湯而已 ,便吸引著

不少富家子弟以金帛捨僧求福 。遇到任官 「最正大 ,素不信僧道輩」的褚公 ,發

現辟榖之僧服用的滾湯乃加入特殊珠丹 ,且此種丹物 「乃婦人胎內孩兒 ,必須謀

死孕婦剖其嬰孩」,便處決妖僧凌遲 。作者張應俞反對有所謂 「辟榖」高僧之說 ,

認為 :「 今之托辟榖鎖人錢米者 ,真盜賊也 !」
留
一語道破了假借 「辟穀」行騙財

害人之惡行 。

設計騙財之例 ,另有 《皇明諸司公案》〈張主簿察石佛語〉,記述一寺僧侶挖

穴道至石佛像 ,從穴道傳輸人聲 ,謊稱佛像會說佛言 ,騙取信眾 。張主簿審理此

案 ,例舉其罪指出 :

詐設詭謀 ,在後房中暗開穴道 ,藏人入佛腹 ,詐稱佛言 ,哄騙十民錢 帛 ,

不計其數 。將去買好衣 ,罡 美食 ,醉醇醪 ,廢音粱 ,蓄 侍者 ,養婆娘 ,

交游長者 ,請召問情 ,百般淫亂 ,言 不可盡 。
2s

除設計騙財外 ,能言善道的僧侶 ,也能吸引信眾捐納 。《明鏡公案》〈崔按院搜僧

因 《杜臨新書》,卷四 ,〈 和尚認牝牛為母 〉,頁 17a.
2 

《杜騙新書》,卷四 ,〈 服孩兒丹詐辟穀 〉,頁 ηa。

筠 《皇明諸司公案》(台 北 :天一出版社 ,19抬 年 5月 ),卷 四 ,〈 張主簿察石佛語〉,頁 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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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財〉,敘述湖南惡少廖志遠購買度牒 ,弟j度為僧後居住靈秀寺 ,因能言善道 ,吸

引不少善男信女捐獻金帛 ,不到三 、四年時間 ,積財萬計 ,廣置衣服 、器皿 ,甚

至娶妻育子 ,可說是 「外為僧 ,內為俗」,所以行為被揭露後 ,被下令還俗 。
%

公案小說內 ,僧侶呈現愛財的俗世面貌 ,甚至出現了謀財害命的案件 。《海剛

峰先生居官公案》〈大士庵僧 〉,客商趙蓁攜金向一大士庵借宿 ,僧善明得知客商

趙蓁身上帶有重金 ,乃預備殺人謀財 。
”

《百家公案》〈妖僧感攝善王錢〉,貝j出現

使用妖術騙錢殺人的僧侶 。
田
其中僧侶犯罪 ,常有因邪術危害的案件出現 。《杜騙

新書》〈法水照形唆謀反〉,記載有一種照水便顯示人心欲求的妖術 :「 僧術中有以

法咒水 ,密咒某人心欲何事 ,後令人自取照之 ,各隨其心之所欲 ,自 現其行 。」

一妖僧以此術讓富人米春無見到自己 「戴了天冠穿蟒袍」的幻象 ,預謀反叛後失

事斬首 。
”

《新民公案》〈判問妖僧誑俗〉中也是記載一游僧譚法明 ,使用幻術惑

眾 ,預謀叛亂的相同妖術 。除了照水出現幻象的妖術外 ,也有利用狐心托夢的幻

術 ,《杜騙新書》〈法術騙 〉中所載 :

和尚求得狐心 ,燒而乾之 ,蓋似好香 ,以狐心奉祀 ,日 誦諸般懺文經卷

起度⋯⋯欲見某人 ,先夜以錦囊盛狐心置於心中 ,夜必夢婦人領去先見

其人 ,次 日往拜其人 ,已夢中相會 ,後有所求 ,人必以為異 ,而 多從之 ,

此僧家騙化之一術也 。
m

便可知當時公案小說內記述僧侶犯罪 ,多蒙上一種神秘色彩 ,僧侶具有使用

妖法 、邪術的技能 ,更使用這些法術作為犯案工具 。

公案小說內 ,僧侶觸犯色戒 ,姦淫婦女的案件 ,是個案最多的 ,其中有直接

強姦婦女 ,還有拐騙婦女入寺姦淫 、謊稱在寺齋戒可求嗣等多種犯罪型態 。

《龍圖公案》〈阿彌陀佛講和 〉記載德安府孝感縣秀才許獻忠與鄰家屠戶蕭輔

漢女兒淑革彼此愛慕 ,互通款曲 ,為方便私通 ,淑玉每將白布繫於二樓房門外 ,

% 
《明鏡公案》(台 j匕 :天

一
出版社 ,19於 年 5月 ),卷一 ,〈 崔按院搜僧和財〉,頁 2lb-23b。

η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卷二 ,〈 大士店僧〉,頁 仙-5b。

田 《百家公案》,卷四 ,〈 妖僧威揖善工錢〉,頁 19b-22a。
” 《杜鴉新書》,卷四 ,〈 法水照形唆謀反〉,頁 3Sa＿37a。
m 

《杜臨新書》,卷四 ,〈 妖術托夢劫其家〉,頁 39b-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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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暗示許獻忠可入房敘情 。一日有僧人見到淑玉所掛白布 ,原想偷取 ,但無意間

順利進入淑玉閨房 ,見到淑玉頗有姿色 ,欲姦不成乃殺死淑玉 。
.l《

廉明奇判公案》

〈張縣尹計嚇凶僧 〉,也是紀錄僧侶姦淫婦女不成 ,將其殺害的案例 。
田

《海剛峰

先生居官公案》〈判姦僧殺妓開釋詹際舉 〉,貝j敘說禪關寺僧正明看見妓女馬愛玉

嬌美飄逸 ,求姦不成怒而殺之 。故事內海瑞判決時 ,表示 :

審得正明出家 ,五戒首重色慾 ,蓋以僧非俗比 ,而俗不可以鹿於僧也 !“

提示僧侶不可混於俗 ,尤重色戒 。公案小說多描寫僧侶好色犯案之例 ,且和尚求

姦對象除一般婦女 、妓女之外 ,也包含守寡之孀婦 。《龍圖公案》〈三寶殿 〉,記載

有寡婦順娥在守喪期間請和尚一清誦經超渡 ,一清看見順娥守寡貌美 ,有求姦之

意 ,對她表示 :「 娘子無夫 ,小僧無妻 ,成就好事 ,豈不兩美」。
田
被順娥責為 「臭

口僧 」,一清也因求姦不成怒殺順娥 。除因求姦不成酸成命案之外 ,僧侶也擅用威

脅方式 ,挾持婦女入寺供其恣淫 。如 《龍圖公案》〈觀音菩薩托夢 〉中 ,秀才丁 日

中常在安福寺讀書 ,與僧性慧交接往來 ,當僧性慧見到丁 日中妻鄧氏容貌美麗 ,

不勝喜慕 ,趁丁日中不在家時 ,設計僱人假扮轎夫 ,騙鄧氏入寺與夫相會 ,鄧氏

慘遭淫污 ,僧性慧又將其削髮藏在寺中 ,並威脅鄧氏不可逃跑 ,否則將用麻繩 、

剃刀 、毒藥三樣擇一讓她喪命 。
3s

寺院應是清修寡欲的潔淨之處 ,但在公案小說內 ,寺院往往成為僧侶殺人埋

屍的兇殺地點 。《明鏡公案》〈周按院判僧殺婦 〉,述說僧侶姦淫一婦 ,擔心行跡敗

露 ,乃將婦人滅口埋屍於寺內 。
“

《龍圖公案》〈賣真靴 〉敘述一僧將婦女被灌迷

藥姦淫 ,並埋屍在寺內 。
s’

《皇明諸司公案》〈韓大巡判白紙狀 〉甘氏返家探望母

病 ,歸返時遇二僧強姦不成縊死 ,屍體也被藏於寺內後園 。
m《

明鏡公案》〈張主

sⅡ  <龍日公案》,卷一 ,〈 阿9Iq陀 佛許和〉,頁 la＿5b。

田 《廉明奇判公案》(台 北 :天 一出版社 ,19SS年 5月 ),上卷 ,〈 張縣尹計嚇凶僧〉,頁 伯-8b

“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卷四 ,〈 判姦僧殺妓開釋店際舉〉,頁 筠a。

“ 《龍固公案》,卷四 ,〈 三女殿〉,頁 lb。

“ 《龍田公案》,卷一 ,〈 視音菩薩托夢〉,頁 血-9a。

“ 《明鏡公案》,卷一 ,〈 周按院判偕殺好〉,頁 仙-iUa.

s7 
《龍固公案》,卷三 ,〈 女真靴〉,頁 1Ub-13a。

m 
《皇明諸司公案》,卷二 ,〈 韓大巡判白紙狀〉,頁 助-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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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判謀孀婦 〉,述到寶元寺內有一貯灰室 ,被發現有一個身上滿是刀口的婦女屍體

藏在此灰室內 ,原是一孀婦入寺參拜 ,被僧慧明看到她姿容艷治 ,遂起淫心引入

僧房欲行強姦 ,因她抵抗所以將她砍死 。
B’

所以處理此案件的張主簿判決 ,有警惕

詩句示人 :

女子深居簡出門 ,孀婺尤重禁行蹤 ,荐夫不被浮屠誑 ,安得香魂逐穢風 。
m

除了告誡女子要」
、
●僧侶外 ,盡量深居簡出 ,勿入寺廟 ,其實也同樣提醒一般男

子也最好不要入寺廟 ,以免慘遭橫禍 。如 《龍圖公案》〈桶上得穴 〉,述說生員胡

居敬遭覆船之難 ,投宿一寺 ,拜僧率真為義父 ,其他諸僧為師兄弟 ,一 日發現僧

房上有密室藏匿婦女 ,被寺內僧得知後 ,以剃刀 、繩索 、砒霜三種死法威脅 ,讓

生員胡居敬選擇一種方式自盡 ,以避免秘密外洩 。生員胡居敬哀求寺僧放他一條

生路 ,但僧人則表示 ,出家人有僧家密誓 :

只削髮是我單人 ,得知我單事 ;有愛者 ,雖親父 、親兄弟 ,不 是我單 。
班

更顯示僧人為惡的薄情 ,連倫理情份都可置之不理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家人自

身剃髮的身分認同 ,已經跟俗世蓄髮的常人 ,明顯隔閡 。
φ
至於常人因被僧侶說道

打動 ,而自願剃度出家 ,也是非常危險的事 。如 《杜騙新書》〈信僧哄騙幾染禍 〉,

記載無二是一位 「相貌俊雅 ,會講經典 ,善談因果」的名僧 ,所以常有人受其感

化 ,願意削髮出家 ,一徽商丁達自願將財本盡捨入寺 ,拜無二為師 ,削髮為僧 ;

其後也有一位董氏寡婦願意拜師並削髮為尼 。但無二見董寡婦容貌甚美 ,慾心難

制 ,夜潛其房欲加強暴 ,因董氏頑抗將其勒斃 ,引來官兵追查 ,最後寺僧四散逃

命 ,焚寺後捉得無二將他正法 。作者張應俞評日 :

按寺門藏姦 ,僧徒 即賊 ,此是常事 ,亦往之有敗露者 ,人不 目見亦多耳

聞 ,何猶不知戒 ?而婦人入寺 ,男 子 出家 ,真大愚也 !董雖死猶幸節貞 ,

s’  《律條公案》(台 北 :天一出版社 ,19“ 年 5月 ),卷一 ,〈 張主簿判謀孀婦〉,頁 1Ua＿ 16b。

m 
《律條公案》,卷一 ,〈 張主簿判謀孀婦〉,頁 16b。

4n 
《龍田公案》,卷九 ,〈 桶上得穴〉,頁 筠a。

也 莊司格一 ,《 中國U公案小說》(東 京 :研文出版社 ,1988年 8月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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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達雖幸逃生 ,而 財本已喪 ,使當時與無二並獲 ,何分清濁 ,必並死獄

中矣 。故邪說引誘人者 ,無論士農工商 ,皆 當勿信而遠之 ,可也 。
稻

提示一般士農工商人民 ,不可輕信僧言 ,尤其寺廟多藏匿姦賊之徒 ,避而遠之 ,

是最好辦法 ,更不必受惑而出家 ,否則落得人財兩失 ,乃 「真大愚也」。

對於入廟求嗣的信徒 ,也出現有僧侶愚民惑眾的案例 。《律條公案》〈蔡府尹

斷和尚奸婦 〉,故事內記述閩嶺水雲寺和尚乃淫惡之徒 ,讓求嗣婦人沐浴齋戒三

日 ,入一靜室休息 ,但靜室房內柱頭可藏僧人 ,夜間婦人可以感 「赤腳禿頭仙」

親自送子 ,實乃被寺內和尚姦淫 ,因懷胎者漸增 ,吸引信徒求嗣 。蔡府尹懷疑 「赤

腳禿頭仙」之說 ,令妓婦裝扮為良家求嗣婦女一探虛假 ,方知和尚假借仙子下凡 ,

實行姦淫的惡行 ,處以臬首焚寺 ,判決時表示 :

燒香惑眾 ,罪且不宥 ,誘 眾姦 良 ,死奠能處 ,粉骨碎屍 ,方足謝罪 。
“

所以迷惑信徒 ,已罪加一等 ,姦淫求嗣婦女 ,更是罪不可赦 。小說內也提酲夫婦

即使協同入寺 ,也非安全 。如 《律條公案》〈晏代巡夢黃龍盤柱〉監生程文煥偕同

妻子李玉蘭到慶雲寺燒香求子 ,寺內僧多淫慾 、恣肆妄為 ,僧如空見李玉蘭花容

月貌調戲她 ,被性本貞烈的李玉蘭大罵日 :「 禿子無知 ,我何等樣人 ,敢大膽如此 !」

佔
如空便與眾僧合作將程文煥夫婦分開因禁 ,並使用毒藥 、繩索 、刁、刀威脅程文煥

選擇自盡 ,妻李玉蘭為保貞節自縊後 ,被埋於寺內後園樹下 。最後晏代巡察得寺

僧逼姦梟首 ,寺產充為官用 ,判詞提到 :「 惡熾火坑 ,不顧釋迦之法 ,心沉色界 ,

罔循佛氏之規」。
巧
但也不忘提醒嚴禁婦女入寺 :「 文煥此事 ,實足為良民婦女 ,不

守清規 ,潛游寺院者之規鑒」。
η

犯罪僧侶大多貪戀女子美色而犯案 ,但也有出現姦淫男童的淫僧案件 ,《 杜騙

新書》〈摩臉賊拐帶幼童〉,陳述京城盛傳 「摩臉賊」,以手摩觸幼童眼睛之後 ,幼

‘ 《杜騙新書》,卷四 ,〈 信僧哄騙幾染禍〉,頁 筠b。

“ 《律條公案》,卷四 ,〈 蔡府尹斷和尚奸婦〉,頁 1Ub。

4s 
《律條公案》,卷 四 ,〈 晏代巡夢貴龍盤枉〉,頁 1lb。

“ 《律條公案》,卷四 ,〈 晏代巡夢女龍盤杜〉,頁 1仙 。
η 《律條公案》,卷四 ,〈 晏代巡夢黃龍盤杜〉,頁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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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便隨之而行 ,因為一富人獨子遭摩臉賊騙拐 ,大力派人調查 ,查出乃一僧小山

所為 ,救出多位被僧人所騙拐及姦淫的無辜男童之後 ,官方將僧小山重打四十大

板 ,判決 :「 此罪不容於死 ,令鎖出衙門外 ,許失童之家 ,群眾手毆」,僧小山遭

群眾打得身無完盾 ,甚至有人痛恨其淫 ,將其陽具割下塞入口中 ,僧小山即日便

死 ,他原本所居的城外庵寺也被憤怒的群眾燒焚 。作者文末評日 :

按好男風者 ,貪故之行 ;此僧必有春意之方 ,非拐諸幼童無以快其欲 ,

又習得妖法 ,摩其眼睛 ,則 昏花見怪 ,故可誘致童男 ,其 罪浮于天矣 。

和惡貢盈 ,眾戳其身 ,言 之羞口舌 ,書之污簡胺 ,人誰不切齒之 ,世有

負男子之軀者 ,其可裝此僧之惡行哉 !砃

對於妖僧的惡行大加撻伐外 ,更認為好男風者 ,皆可說是步入此僧後塵 。

除使用奸計 、邪術以及姦淫的僧侶外 ,如同強盜殺人犯案的僧侶 ,也在公案

小說案例裡頻繁出現 。《新民公案》〈強僧殺人偷屍〉中敘述一極富僧官柯一空 ,

田產家財多 ,將田地租給佃農 ,索取租榖 ,與佃戶黃質發生口角 ,並將黃質打死

身亡 ,當人命案訴諸公堂時 ,為掩飾罪行 ,乃率一群惡僧 ,扮作強盜 ,黑夜明火

持槍 ,闖入黃家將黃質屍首偷入斗峰寺園內 ,查明真相後 ,故事清官郭子章乃判

日 :「 審得僧官柯一空 ,名一奸宄 ,外空中實 。貪財利而惡同閻王 ,欺佃戶而勢加

馬面 。」將其秋後處決 ,用戒孽僧 。另外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斷奸僧 〉,記

述劉昌舉家遷往南昌 ,中途遇到九名惡僧 ,一家全遭殺害 ,獨剩一女劉貴蘭被削

髮隨僧雲遊四海 。
砂
這種犯罪與 《新民公案》〈江頭擒拿盜僧 〉,記載九位強僧將黎

玉英一家殺害 ,將她削髮為僧 ,隨同雲遊江湖並輪流姦污的案件一樣 ,最後是判

九位僧人臬首示眾 ,以戒人民不可惑於邪佛妖僧 。

綜觀公案小說內的僧侶犯案頻繁 ,詐騙 、殺人 、姦淫等惡行 ,無所不為 ,提

示讀者不可不知僧侶中有 「兇同羅煞 ,狠類夜叉」叩之惡人 ,亦不可不慎 。

φ 《杜瑪新古》,卷四 ,〈 犀臉賊拐帶幼童〉,頁 41b-42a。
妙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卷二 ,〈 所好偕〉,頁 3a＿4a。
m <皇

明諸司公案》,卷二 ,〈 #大巡判白紙狀〉,頁 l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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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髮與無法無天 :「 禿驢」的迷思 ?

對於公案小說筆下描繪僧侶犯罪 ,具有 「奸僧 」、「淫僧 」、「野僧 」等批評 ,

除了因為公案小說本身是以犯罪事項為描繪重點 ,所以公案小說創作者筆下的僧

侶 ,以及讀者可能感受到的訊息 ,大都是僧侶淪為奸 、邪 、淫 、盜罪惡化身的代

名詞 。但事實上 ,從僧侶本身戒律來看 ,僧侶應該遵從的規範 ,在公案小說內反

而成為其罪不可赦的關鍵因素 。因為佛教最基本的戒律有 「五戒 」:不殺生 ‵不偷

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飲酒 ,佛教為適應中國儒家仁 、義 、禮 、智 、信 「五常」

的道德規範 ,將 「五戒」比為 「五常」:殺者為無仁 、飲酒為無禮 、淫者為無義 、

盜者為無智 、妄語者為無信 。
’
而故事裡刻畫的僧侶形象 ,非但會飲酒食肉 ,還會

殺人 、偷竊 、姦淫婦女 ,幾乎可說是無惡不作 ,對於佛教的戒律更是不看在眼裡 。

這是否反映當時明代佛教界實際的面貌 ,應就明代開國以來佛教政策的安排來進

行考察 。

明初對佛道有嚴密的宗教管理制度 ,明太祖規劃的僧道官制 ,有意使宗教可

以發揮翊王度 、振王綱的作用 ,調和政教關係 。
s2透

過設立僧錄司管理佛教僧侶 ,

也利用政府頒布度牒的權力 ,監控僧侶素質 、人數 。
s3明

太祖論及僧道 ,曾警戒僧

道有四項不可為之事 ,作為僧道的四罪規範 :

知本性之不悟 ,久處其中 ,甚有污於俗者 ,不 成其家 ,罪之一也 ;家貧

親老 ,終無人泰而不歸養 ,罪之二也 ;道不成而絕後嗣者 ,罪之三也 ;

身為僧道 ,酒 色是從 ,有 傷二教 ,罪之四也 。
“

任鎰愈 ,《 中國佛教史》(北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BB年 5月 ),第 3卷 ,頁 ““56U。

朱鴻 ,〈 明太祖與僧道一兼論太祖的宗教政策〉,《 國立台海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18

期 ,199U年 6月 ,頁 63-74。

陳連營 ,〈 試論明初洪武年間對佛道兩教的整頓和管理 〉,《 史學月刊》,第 3期 ,1991

年 ,頁 3S-巧 。

明太祖 ,《 御製資世通訓》,卷十 ,「 偕道幸」,收入張鹵校刊 ,《 皇明制古》(台 北 :成 文出

版社 ,1969年 ),頁 147U。



四罪中的第一項 ,便是對於僧道混濁俗世的防範 。洪武十五年五月 ,明太祖下令

將佛寺分為禪 、講 、教三種佛寺 ,其中教寺的教僧 ,可因應世俗之請求進行法事 ,

與明代佛教禮儀的確立和庶民舉辦佛教法會普遍流行有關 ,但為防止僧 、俗混淆 ,

陸續頒布嚴格管理僧侶的管制令 ,禁止俗人進入寺院 ,同時也禁止僧侶和世俗生

活接觸 ,所以才有對教僧實行了和禪僧 、講僧不同的管制 。
‘s

因為明太祖對於僧道的管理 ,素有一套管理規範 ,有鑑於 「釋道二教 ,自漢

唐以來 ,通於民俗 ,難以盡廢 ,惟嚴其禁約 ,毋使滋蔓 。」
s‘

所以也影響到後代

對僧道的管理理念 。永樂十年 (西元 1412年 ),明成祖便諭禮部日 :

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 ,民 間修齋誦經 ,動輒較利厚薄 ,又無誠心 ,甚至

飲酒食肉、遊蕩荒淫 ,略無顧忌 ,又有無知愚民 ,妄稱道人 ,一 暨益惑 ,

男女雜處無別 ,敗壞風化 。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 ,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

居道士 ,俱有效禁 ,即揭榜中明 :達者殺不赦 。
’

即採用嚴刑控制觸犯戒律之僧侶 。另外在正統六年 (西元 ∥41年 ),英宗皇帝也

表示 :

僧道多有壞亂心術 ,不務祖風 ,混 同世俗 ,傷壞風化 ,都察院即邁洪武

舊例 ,出 榜禁約 ,達者菲之 。
田

也是使用法律條文 ,作為約束僧侶破壞世俗的防範 ,此外英宗也下令禁僧道傷敗

風化及私創寺觀 。
’
因為一再對僧侶提出申誡的要求 ,似乎也暗示著當時多有僧侶

不守戒律 ,違背太祖以來的宗教制度設計 。英宗時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彭勗嘗言 :

我太祖皇帝牽位四海 ;中 明五常 ,制為條章律令以示人。慮粹老之或盛 ,

乃歸併寺觀為叢林 ,不許私創庵院 ,私 自剃度 ;慮 人心之或流 ,乃 禁褻

妹田茂雄著,鄭 彭年評 ,《 爾明中國佛教史》,(台 北:谷風出版社,19S9年 7月 》頁31U-31l。

中時行等修 ,《 明會典》(萬 曆朝重修本 ,北 京 :中 華書局 ,1989年 lU月 ),卷一百四 ,

社部六十二 ,〈 僧道〉,頁 %8.
中時行等修 ,(明 會典》,卷一百四 ,杜 部六十二 ,〈 僧道〉,頁 %9。
中時行等修 ,《 明會典》,卷

一百四 ,社部六十二 ,〈 借道〉,頁 %9。
《明英宗i錄》,卷 9S,正統六年反四月己巳條 ,頁 la。

？
畤
？

眹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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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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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神明 ,不許修齋設醮 ,男 女混雜 ,其工人道之心 ,勤且周矣 。夫何近

年以來 ,民無擔石之儲 ,亦 或修齋設瞧 ,富者尤爭事焉 ,以致釋道 日興 ,

民貧愈甚 。夫人之為惡 ,明 有天討 ,幽有鬼責 。今 日皆因齋醮而消災 ,

豈理也哉 ?m

他又進一步就敗壞風俗 、謀騙錢財 、藏匿奸惡 ,批評當時佛教界有三害隱憂 :

今寺宇遍天下 ,以僧人之情言之 ,動 時欲心未動 ,被僧誰誘 ,及年長 ,

欲動歸俗 ,則 安逸難捨 ,住持則欲心難忘 ,不 免通於所親所交之婦 ,其

傷風俗 ,為 人害一也 。為僧者惟以穹殿宇飾佛像為功業 ,故恆設巧計 ,

進諛言以求媚豪官富民之施子 ,極其奢扉 ,心猶未足 ,彼豪官富民亦必

掇奪刻剝 ,而 後有此 ,其 費錢財 ,為 人害二也 。其屋宇深選 ,地勢幽僻 ,

罪惡渠魁多匿於中 ,身雖出家 ,心玄觀聚 ,一 有可乘 ,即 皆蝟起 ,其容

好匿 ,為 人害三也 。
a

因為他的建議 ,刺激英宗進行改革的安排 ,下令禮部 、都察院考察太祖皇帝洪武

間禁例條列入奏舊禁例以聞 ,英宗覽畢之後 ,也不免表示申誡佛道管理的決心 :

釋 、老俱以清靜為教 。近年僧道中多有壞亂心術 ,不務祖風 ,混 同世俗 ,

傷敗風化者 ,爾 都察院即邁洪武舊例 ,再 出榜各處禁約 ,連者 ,依例罪

之不恕 。新創寺觀 ,曾 有賜額者 ,聽其居付 ,今後再不許私 自創建 。
a

從太祖以來 ,經成祖 、英宗等帝的嚴加敕令規範佛道管理 ,皆是有鑒於佛道素質

的低落 ,對於佛道 「混同世俗」,更不可通融 ,為了避免其敗壞風俗 ,所以企圖重

新振作太祖以來對僧道緊密控制的治理方式 。但實際上 ,雖一再重申戒律 ,並不

能保障不再出現僧侶傷風敗俗的行為 。如憲宗成化十二年 (西元 ∥%年 )六月 ,

懲治修武伯沈煜 、泰寧侯陳桓 、封潤伯曹振 、錦衣衛指揮王衍等人之罪 ,便是因

為他們涉及僧侶淫亂 ,破壞禮法的罪行 :

m 
《明英宗女錄》,卷 9S,

a 
《明英宗守錄》,卷 9B,

a 
《明共宗女錄》,卷 9S,

正統六年反四月己巳條 ,頁 lb。

正統六年反四月己己條 ,頁 lb-2日 °

正統六年反四月己巳條 ,頁 加 。



僧官常琇拜故南和伯方英為父 ,煜及泰寧侯陳桓 、封潤伯曹振 、錦衣衛

指揮王衍因皆與交好 。琇至各家飲酒皆設妓樂 ,當在煜座 ,起更衣 ,即

招妓與亂 ,其徒告其奪 占寺產 ,因 發其通英妾并挾妓事 ,詞連煜等 ,并

下錦衣衛鞫安 。都察院議扳各坐罪有差。詔以琇通義父之妾 ,宿奸飲酒 ,

情犯深重 ,免頭罪 ,杖一百發充遼束開原衛軍 。煜容聽通姦 ,并桓 、振 、

衍混雜僧妓宴飲 ,俱有玷名爵 。煜停錄載民中間住 ;桓 、振 、衍各停俸

一年 ,不 許侍衛管其事 ;且以其蔑視社法 ,有傷風化 ,命都察院出榜通

行禁約之 。
“

可知禮教規範引領的道德觀 ,是不容許破壞的 。另外 ,從男女之防的社會價值觀
↘

來看 ,禁止婦女入廟 ,素來是明代政府及士人所認同的規訓 ,但隨著社會風氣的

轉變 ,此價值觀面臨嚴重的衝擊 ,所以在世宗時 ,為加強男女之防的禮教要求 ,

從禁婦女入廟到禁尼寺 ,以便將可能引介色情的嫌疑人物 ,加以禁絕 。
“
明代中葉

以後 ,可明顯看出僧侶素質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這與度牒的濫發有密切關係 。由

於景泰 、成化年間因飢荒危機 ,以販售度牒的方式來等款賑濟 ,使得僧侶素質下

降 ,加上有人為躲避徭役而遁入空門 ,所以有牒僧道增加 ,寺觀也跟著增加 ,這

個情形 ,一直持續到明末 。
‘s

萬曆年間發行的公案小說 《律條公案》、《明鏡公案》、《詳情公案》、《海剛峰

先生居官公案》、《皇明諸司公案》、《廉明奇判公案》、《百家公案》、《龍圖公案》、

《新民公案》、《杜騙新書》等書 ,之所以強調僧侶犯罪的案件 ,因當時僧侶素質

混雜 ,與明太祖在洪武年間的管制理念 ,背道而行 。透過公案小說 ,描繪醜陋惡

行的僧侶 ,除可警戒俗人 、婦女刁v●提防之外 ,跟當時士人關注佛教的發展動向 ,

也有密切相關性 。萬曆年間的進士謝肇淛 ,在其著作 《五雜俎》中對於僧侶有深

刻的批評 :

世 間人可貴而亦可賤 ,可 愛而亦可憎 。上可以陪王公 ,而 下受辱於里胥 。

“ 《明憲宗女錄》,卷 154,成化十二年六月己丑條 ,頁 菗丐b。
“ 邱仲璘 ,〈 論明世宗禁尼寺一社會史角度的視察〉,《 中國政治 、宗教典文化關係手術研討

會論文集》,1994年 6月 ,頁 3U512U。
“ 木錚出版社編 ,《 中國佛教總論》(台 北 :木鐸出版社 ,19B3年 1月 ),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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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校者 ,伎與僧耳 ,道尼不足數也 。故名伎 、高僧 ,皆 能奔走一時 ,

留芳千古 。而其猥劣頑賤 ,嗜利無恥者 ,至為悲田乞兒所不屑 。然伎既

以色失身 ,而 僧亦以髡滅倫 。所謂以小信其大者 ,悉可 災?“

謝肇淛直接將僧侶與妓女相比 ,把僧侶的 「以髡滅倫」視同妓女的 「以色失身」,

更認為僧侶為 「猥劣頑賤 ,嗜利無恥者 」,反對人們對僧侶的盲目崇信 。所以當謝

肇淛的友人曹能使對他說道 :

人雖極善 ,然 一入公門作胥曹 ,無不改而為惡 ;人雖極惡 ,然一入佛寺

作 比丘 ,無 不改而為善 。
σ

謝肇淛乃大笑回答 :

君但 見其形骸耳 。不聞有不要錢提控 ,及殺人放火和 尚耶 ?然此語成有

致 。不獨此也 ,吾 單縱極 高雅 ,一入公門 ,說公事 ,便受帶幾分俗惡 ;

縱極鄙俗 ,一入佛寺 ,看經啜茶 ,便免有幾分幽致 。士大夫不可存此想

地9。
“

謝氏點出士大夫的社會責任 ,認為僧侶徒具形骸 ,事實上僧侶犯罪者亦多 ,不可

因其進入佛門便會從善 ,而削減了對僧侶的戒心 。他進一步指出福建的邵武 、汀

州等地 ,僧道公然蓄髮 、長育妻子 。甚至當時寺僧數百 ,惟一人削髮 ,以便出入

公門 ,其他僧道則雜處四民之中 ,莫能辨也 。
θ

除了謝肇淛在福建所見情形 ,同樣在萬曆年間 ,喜歡遊歷 、足跡遍及全國的

王士性 ,晚年寫 《廣志繹》回顧自己遊歷時所見所聞 ,對於河南地方的僧侶有如

下的敘述 :

中川僧從來不納度牒 ,今 日削髮則為僧 ,明 日長髮則為民 ,任 自為之 。故

白蓮教一興 ,往往千百為群隨入其中 ,官府無所查覈 ,為盜者亦每削愛變

“ 謝午淛 ,《 五雜俎》,

a 
謝午淛 ,《 五雜俎》,

a﹉
謝午淛 ,《 五雜俎》,

θ 謝午淛 ,《 五雜俎》,

卷 8,人部 4,頁 2UU。

卷 8,人部 4,頁 2U5。

卷 8,人部 4,頁 2U5。

卷 8,人部 4,頁 2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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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人入比丘 中 ,事息則回 。無論僧行 ,既不飲酒食肉者 ,百 無一人 。
m

也難怪有 「浮屠大有無籍者竄其中」、
π

「諸民惟緇徒不可盡察 ,大姦賊多橐其中」
花
之語 ,這不是單純的負面評論而已 ,而是當時佛教僧侶的龍蛇雜處 ,讓士人感嘆

不已 。所以公案小說站在大眾文學的立場上 ,把世態人情以及善惡價值觀傳播的

特性 ,具體以法律落實在現世報內 ,”可以剛好配合士人對僧侶的批評 、否定 ,並

利用僧侶犯罪的故事 ,重新強化道德規範的要求 。

公案小說屢次出現 「淫僧 」的面貌 ,也是因為僧侶不能恪遵戒律 ,讓人嫌惡

的原因之一 。當晚明日漸出現 「紮火囤」,俗稱 「仙人跳 」的騙局時 ,π甚至有打

行惡少使用此計 ,針對僧侶來進行報復 :

吳下新有打行 ,大抵 皆俠少 ,就 中有力者更左右之 ,因 相率為奸 ,重報復 ,

懷不平 。向見其悔一寺僧 ,每談絕倒 。僧業醫 ,頗 有貲 ,而 出納甚吝 ,諸

少年惡之 。飾一妓為女子 ,使

一
人為之父 ,若農莊人 ,棹小船載魚肉酒果 ,

俟無人 ,投寺中 ,乞僧為女診脈 ,歷說病源 ,故為痴態 。列酒食飲僧 ,因

與女坐 ,勸之 ,僧喜甚 ,無疑也 。俄白僧 ,有 少藥金在船 中 ,當持來相謝 。

故又久不返 。僧微醺 ,則 已挑女子而和之矣 。比返 ,女江以語其父 。父大

叫哭 :「 吾以出家人無他意 ,女 已許其村人 ,奈何強姦之 ?」 僧師徒再三解

不已 。喧鬧間 ,則 有數貴人從樓船 中攜童僕登寺 。父哭拜前訴 ,貴人為盛

怒 ,縛僧拽登舟 。僧私問是何士夫 ,則 某官某官也 。僧大懼 ,叩頭乞命 ,

同行者為勸解 ,罄其衣缽與女父遮羞 。指授畢 :各駕船去 ,僧 竟不知其被

欺也 。
石

’U 王士性 ,《 廣志繹》(北 京 :中 華書局 ,1981年 12月 ),卷 3,「 江北四省」,頁 羽 。
’i 

劉昌 ,《 懋笥瑣探》,收入鄧士龍輯 ,《 國朝典故》(北 京 :北 京大學出版社 ,1993年 4月 ),

卷 84,頁 1786。

花 祝允明 ,《 野記》,收入鄧士龍輯 ,《 國朝典故》(北 京 :北 京大學出版社 ,1993年 4月 ),

卷 34,頁 5SS。

’s 
原田季清 ,《 話本小說論》(台 北 :祥生出版社印行 ,1995年 3月 ),頁 134-144。

” 林屁月 ,〈 從 《杜騙新書》看晚明婦女生活的側面〉,頁 l1-13。
’s 

榮權 ,《 賢#篇 》(北 京 :中 華書局 ,1987年 8月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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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此僧是被敲詐謀騙的受害人 ,但若不是他 「挑女子而和之」,也不會遭到設計

陷害 ,所以色字頭上一把刀 ,僧人把持不住戒規 ,也是咎由自取 。

另外 ,公案小說出現使用妖術犯罪的故事 ,將邪術與僧侶聯想在一起 ,因為

明代有燃指 、煉頂 、刺血等術傳布的流行 ,不乏僧人參與 。南京城外僻地 ,便曾

發生一起僧侶割取婦人乳頭 ,以便用於煉指法術的案件 :

有婦人探親獨行 ,一 髡遙尾之 ,至迥寂處 ,迫而調之 。始以好語 ,不從 ,

繼以賄賂 ,又不從 ,繼以威脅 ,拔刀撼之 ,婦懼而從焉 。⋯⋯取垂間利刃

割取兩乳頭 ,襄藏而去⋯⋯官知其故 ,亟令追之 ,不遠獲焉 ,乃 以伏法 。

扣其割乳之故 ,乃將為煉指之用。蓋剝乳頭之皮包於紙上 ,復以蔡物粘牢 ,

燒之 ,內 肉了無痛也 。凡燃指 、煉頂 、刺血之類 ,蓋 皆有術 ,而 此事亦可

備訊鞠之一知 。
%

可知僧侶間混雜奸邪之徒 ,甚至流布一些怪力亂神的奇術秘技 ,對於當時人已構

成一種神秘的威脅 ,也難怪公案小說中不乏描繪熟悉邪術妖法的犯罪僧侶 。謝肇

淛也表示僧侶利用此種奇術來謀求特殊利益 ,不禁感嘆 :

至於灼頂燃燈 ,煉指 ,斷臂 ,剔 目 ,接踵相望 。大約偽者十七 ,真者十三 ;

為利者十九 ,為名者十一 。
”

士人對於僧侶煽惑民眾 ,涉及男女混雜的缺失 ,也多有愚昧之批評 ,如范濂 《雲

間據 目抄》談到 :

愚夫愚婦 ,煽 惑奔赴者若狂 ,而 男女混雜 ,恣肆奸淫 ,遂倡為摩臍過氣之

說 ,極其可笑 。有異僧陳賓竹 ,挾採戰術甚奇 ,不假力氣運動 ,而 色頭呼

吸若神 ,能令婦人承之者 ,坦手蔽目。時上海史員康姓者 ,妻妾皆為淫姤 ,

後事覺 ,蔣通判以嚴刑 ,斃之市曹 ,時有削愛復犯法 ,出 家又帶枷之誚 ,

祝允明 ,《 野記》,收入鄧士龍輯 ,《 國朝典故》(北京 :北 京大學出版社 ,1993年 4月 ),

卷 34,頁 588。

謝李淛 ,《 五雜俎》(台 北 :偉 文固苦出版社 ,1977年 4月 ),卷 8,人部 4,頁 2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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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以為談資 。賓竹死 ,聞有竊受其術者 。
”

由僧侶混亂男女之防 ,甚至恣肆奸淫 ,終受法律制裁 ,成為一種閒話家常的 「談

資」之說 ,可推知時人對於僧侶姦淫的批評 ,應非道聽塗說 ,一方面是事有憑據 ,

其次便是深惡痛絕的否定 ,且利用輿論的力量 ,加強對僧侶道德束縛的提防 。馮

夢龍在 《古今譚概》一書內有 〈閨誡部 〉,內載有規誡婦女的故事警示 ,「 劉氏題

詩 」便是一則幽默的趣聞 :

許義方妻劉氏端潔 自許 ,義 方出經年始歸 ,語妻曰 :獨處無聊 ,亦與鄰里

親戚嫗家往還乎 ?劉 曰 :自 君之出足未當履閔 。義方咨嘆不已 ,又問何以

自娛 ,答 曰 :惟時作小詩 ,以適情耳 。義方欣然索詩觀之 ,開卷第一題云 :

月夜招鄰僧開話 。
”

讓讀者會心一笑之餘 ,也暗示婦女與僧侶往來要特別謹慎 ,否則一如劉氏獨處無

聊 ,作詩自娛 ,卻在月夜招鄰僧閒話 ,馬上便讓丈夫許義方戳破她端潔自許的謊

言 。

明代律例針對僧道特殊社群的法律規範 ,主要有 :〈 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 〉、〈禁

止師巫邪術 〉、〈僧道犯姦 〉等律例之限制 。違反 〈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 〉之律 ,

有杖打一百 、要求還俗 、發邊遠充軍 、入官為奴之處罰 。
m〈

禁止師巫邪術 〉規定

凡師巫假降邪神 、書符咒水 、符梵禱聖等 ,為首者可判以絞刑 ,為從者則杖打一

百 ,流放三千里 。
Ⅱ

〈僧道犯姦 〉規定凡僧道觸犯姦罪 ,則加凡人二等 ,所以凡人

涉及合姦 ,杖打八十 ,則僧侶要杖打一百 ;且強姦之罪判以絞刑 ,加重刑責後 ,

可淪於斬刑 。
&以

地方審理僧道犯罪的判語 ,可以從 「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僧

范濂 ,《 雲問據 目抄》,收入 《午記小說大規》,第 ” 編 ,第 5冊 (台 北 :新興古局 ,1998

年 9月 ),卷二 ,頁 9b/2637。

馮夢龍 ,《 古今許概》,收入 《筆記小說大規》,第 ∞ 編 ,第 7冊 (台 北 :新興古局 ,1977

年 9月 ),第 十九 ,〈 閩識部 〉,「 劉氏題詩 」,頁 筍96。

女彰健 ,《 明代律例朵編》(台 北 :中 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出版 ,1999年 3月 ),卷四 ,

戶律一
,戶 役 ,頁 甾 8。

黃彰健 ,《 明代律例朵編》,卷十一
,社律一 ,祭祀 ,頁 589。

女彰健 ,《 明代律例朵編》,卷二十五 ,刑律八 ,犯姦 ,頁 933-943。

∞

畤
ㄚ



-165-

道娶妻」兩項 ,來了解明人對於僧道犯罪的態度 。「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之判語

為 :

庵院建而游民自聚 ,僧道眾而惑世成風 。故歸并叢林者 ,玄萬年之古蹟 。

而私相簪剃者 ,乃叔季之頹風 。今某不給度牒 ,遠服錙黃 ,未請敕而捏營

寺觀 ,正道不行 ,誠為吾儒大害 ,良可慨也 。異端橫恣 ,女長楊基之猖妄 ,

其可悲乎 !故私創庵院 ,允擬充軍 ;若妄相剃度者 ,並宜還俗 。
田

以儒家立場 ,強調僧道破壞正道 。至於 「僧道娶妻」之判語 ,則提到 :

門專寂滅 ,當邁釋氏之條 ;教當虛無 ,宜重道家之令 。養心是務 ,窒欲宜

先 。故夫婦雖人紀之常 ,而僧道無娶婚之理 。累朝盛事 ,三代源流 。今某

寄跡浮屠 ,妄言翠色 ,披緇削髮 ,不 能煉性修心 ;羽服黃冠 ,乃敢貪淫縱

欲 。假冰人為締盟之好 ,任其蝶戀蜂迷 ;托月老為伉儷之緣 ,欲以穿花弄

柳 。駕言佛印 ,曾 朝琴操之風 。藉口純陽 ,亦事牡丹之樂。有玷文明之化 ,

宜清還俗之科 。
“

認為僧道應該謹尊戒條 ,不可介入俗世之娶嫁風俗 ,否則就要還俗為懲 。在公案

小說內 ,並不單純觸犯上述之法 ,因為小說裡僧侶犯法 ,大多是涉及殺人 、姦淫

致死 、強盜傷人等罪 ,因此比同明律刑責 ,也多處以死刑 ,以斬刑或臬首作為懲

處 ,大致是吻合大明律的法律規範 。而處以凌遲等刑 ,似乎有意加重刑責 ,且激

起讀者對僧侶惡行進行法律制裁的共同認知 。

分析公案小說內出現責罵僧侶的詞句 ,以 「禿」字最受矚目 ,無論是 「禿子」、

「禿賊」、「禿驢」等罵語 ,都是文學筆法罵詞的集合 。
“
但實際上 ,「 禿」字並不

單純作為小說內容諷刺的話詞 ,明代地方官審理僧侶案件時 ,也有直接以 「禿驢」

等字句斥責和尚。天啟五年(西元 16巧 年 )進士張肯堂 ,曾任河南濬縣知縣 ,《 營辭》

為其治理濬縣案件之判牘 ,大抵述及案情及斷獄經過 ,並且寓有勸善懲惡之詞 ,

田

BS

《新求四六合律判語》,收入 《明清公胺秘本五種》(北 京 :中 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1月 ),上卷 ,「 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頁 SU。

《新泰四六合律判語》,上卷 ,「 僧道娶妻」,頁 B9-9U。

莊司格一 ,《 中國Φ公案小說》(東 京 :研文出版社 ,1988年 8月 ),頁 393-394。



第九 、十期舍刊

以為世人誡 。當審理到僧侶犯罪之案件時 ,張肯堂 《營辭》會以 「一禿耳 」、
“

「此

禿」
田
直呼僧侶 ,尤其對於方袍圓頂的僧侶 ,群集訟庭 ,簡直就是 「無法可說」。

田

就一地方官處理地方僧侶犯案尚且如此 ,也不難推測當時明人對犯罪僧侶的惡

評 。因為僧侶給人的強烈印象 ,以其剃度無髮為身分標誌 ,加上同時需要遵從佛

門清規與政府律例的雙重規範 ,讓世人對僧侶犯罪 ,更添加了嚴格的道德批判 。

五 、結 論

明清時期小說的流行與普及 ,吸引大眾的閱讀 ,蔚為一時風氣 。公案小說以

犯罪為主軸 ,不難看出它有意就犯罪事項 、案件案情描寫 ,來傳遞法律規範的企

圖 。析論明代公案小說 《律條公案》、《明鏡公案》、《詳情公案》、《海剛峰先生居

官公案》、《皇明諸司公案》、《廉明奇判公案》、《百家公案》、《龍圖公案》、《新民

公案》、《杜騙新書》等書 ,對僧侶犯罪形象的深刻刻畫 ,可說是共同營造一種提

防僧侶為惡的意識 。僧侶會使用奸計騙人 、騙財 、騙色 、妖法惑眾 、拐騙女子入

寺 、姦淫婦女 、強盜殺人 、威逼致人於死地等犯罪 。在當時明代現實社會中 ,應

不是完全陌生的罪行 ,所以透過小說文學的潤飾描繪 ,奸 、邪 、淫 、盜等負面形

象的僧侶躍然紙上 ,讓讀者再次強化對僧侶犯罪的印象 ,並產生警戒之心 ,提防

僧人 ,勿隨便進入寺廟 ,不管這是否為小說作者有意強調的價值觀 ,經過讀者的

閱讀認知後 ,感受到僧侶狡猾 、淫亂 、貪財之醜惡面目 ,似乎連結了公案小說創

作者與閱讀群眾的認同 。

明代經歷儒 、佛 、道三教合流思想的洗禮 ,也有出現得道高僧宣揚佛法的良善

實例 ,但當明代晚期佛教盛行 ,已經達到 「殆遍天下 ,琳宇梵宮 ,盛於黌舍 ;奉

誦咒唄 ,囂於絃歌 ,上至王公貴人 ,下至婦人女子 ,每談禪拜佛 ,無不灑然色喜

者」
秒
的局面 ,對於佛教過度蓬勃發展 ,潛藏著經濟 、社會 、禮教 、倫理 、秩序等

危機 ,是衛道知識份子的顧慮 。

張肯堂 ,《 帶lI¥ 》(台 北 :學 生書局 ,197U年 12月 ),卷十二 ,頁 2la/679。

張肯堂 ,《 營辭》,卷七 ,頁 2加 -23a/412-413。

張肯堂 ,《 營辭》,卷七 ,頁 5b/377。

謝李淛 ,《 五雜俎》,卷 8,人部 4,頁 2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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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 、邪 、法 、盜 :汰明代 公 宋′︳羲 看僧 侶 的形 象 -167-

明人何良俊在 《四友齋叢說》一書中 ,雖認同黃山谷所言 :「 儒者常論佛寺之

費 ,蓋中民萬家之產 ,實生民榖帛之蠹」批評佛教信仰中的花費無益 ,但仍表示

「天下之善人少 ,不善人常多 ,王者之刑罰以治其外 ,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 。則

於世教豈小補哉 ?」 對於儒家對釋道的態度 ,有 「儒者常欲合而軋之 ,是真何理

哉 ?」 一方面保持尊重 ,但另一方面又出現排斥 ,因而感慨良多 。
∞
但若從僧侶在

社會上傷風敗俗 ,威脅禮教 ,破壞男女之防等種種規範 ,便不難了解儒家對釋道

愛恨交織的雙重情緒 。而透過公案小說書寫下的僧侶形象 ,除了可以作為告誠世

人的實例 ,也可成為針砭佛教僧侶違反戒規與世俗律例亂象的道德呼聲 。因此 ,

明代公案小說中刻畫下的僧侶 ,以奸 、邪 、淫 、盜的形象登場 ,意味當時對僧侶

防範的戒心 ,並透過小說的刊行流傳 ,加深世人的共鳴 。

m何
良俊 ,《 四友齊叢說》(北 京 :中 華古局 ,1959年 4月 ),卷 羾 ,「 釋道一」,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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