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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元代王冕（!"#$!!%&'），浙江
诸暨人，著名画家、诗人，字元章，号
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
屋主等。王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
传奇人物，清代杰出的现实主义长
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是以王冕
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描写封
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
和精神面貌。清乾隆年间《儒林外
史》广为流传，王冕也因此名扬天
下，成为儒林楷模。
王冕故里在诸暨市枫桥镇九里

山桥亭村。相传枫溪江旧时水上航
运繁忙，两岸枫树遍野，秋天古桥边
因枫叶红遍而得名。这里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从古
镇走出了三位中华历史文化名人，
他们是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人称
“枫桥三贤”。我曾先后四次去枫桥
镇实地考察。桥西有“八亩塘”，旧为
一片荷池。相传，王冕儿时就在此地
“牧牛、临摩荷花”。王冕的隐居处九
里山“白云庵梅花屋”遗址尚存。
我有幸为王冕之乡谊。少时常

返诸暨省亲，我断断续续听了长辈
讲述放牛娃王冕苦学的故事，对这
位乡先贤充满了敬意。但我真正了
解并认识王冕，则是在读了《儒林外
史》以及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
文臣之首”宋濂的《宋学士文集·王
冕传》 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出身贫寒的王冕的形象总是萦
绕脑海，白天放牛的王冕，晚上到
佛寺长明灯下读书的王冕，王冕成
了我年轻时苦读笔耕的坐标。

王冕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
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
成书于 !$&(年前后，作者吴敬梓那
时 &(岁。写这部小说，吴敬梓花了
"(年左右的时间，借一些追求功
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他极力揭
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对
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及他们人格
的堕落。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认真阅
读过《儒林外史》，甚至还专程去吴
敬梓的故乡———安徽省全椒县考察
过，对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印象深刻，
尤其是从这部小说中比较完整地了
解了乡贤王冕的事迹。虽说小说描
绘难免与事实有出入，但吴敬梓笔
下的王冕事迹与史书的记载基本吻
合。正是这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让
诸暨的王冕与《儒林外史》结下不解
之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
《儒林外史》有比较中肯的评价：“迨
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
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
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
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我们都知道一部小说最难写的

是开头，小说的开头往往都暗藏玄
机，《儒林外史》亦是如此。全书故事
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
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
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
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
的社会风气。王冕是《儒林外史》中
登场的第一人。王冕之所以被置于
全书之首，站在队列最先，作者是有
用心的，他想以高洁的王冕作为一
面清镜，映衬出众多其后出场者低
劣的人品和污浊的心灵。
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元末

诸暨县一个乡村少年王冕，因家境
贫寒，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
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
过了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因
生计而替邻家秦老放牛，但他勤奋
好学，用每日攒下的点心钱买书看。
由于王冕聪明勤勉，又博览群书，还
画得一手好荷花，不到二十岁，便成
了县内的名人。王冕依旧吟诗作画，
奉养母亲。一日，母亲生病卧床，王
冕百方延医调治仍不见效。母亲嘱
咐王冕道：“我眼见不济事了。但这

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
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了。做官
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那些
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
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
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
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
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
哭着应诺。王冕不愿意求取功名利
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
元璋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他也不接
受。王冕怕再有人聘他做官，逃往
会稽山中，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这样淡泊名利的读书人，在作者生
活的那个年代真是少之又少，因此
作者对王冕大加赞赏。小说假托明
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
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讽刺鞭
笞在科举制度下乌烟瘴气的文坛和
只为求名利而读书之人的丑陋。
胡适在读到人们说“楔子”一

回时说，小说借王冕的口气，批评
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将来
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
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因此科举
之祸害就是全书的宗旨。

王冕的非凡志向
中国士大夫文人遵循的是《论

语》中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
则隐。”无论是儒家所主张的“隐居
以求其志，行逸以达其道”，还是道
家所追求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都离不开“无道则隐”的共性。
在众人的眼里，王冕是一个与

世无争、甘于清贫的书生。其实不
然，他的性格远不是《儒林外史》里
描写的那样平淡。早年的王冕，不像
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而是
位胸怀大志，一度热衷于功名的人。
王冕的远祖曾是官宦人家，他的十
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
节度使。传到王冕的父亲时家道中

落，成了一个贫困的农民。
王冕的父母只有王冕一个孩

子，自然视如掌上明珠。王冕早慧，
周岁就会说话，三岁就和人对答如
流，令家族里的人又惊讶又高兴，视
小王冕为神童，衰落的王家对王冕
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作为农民之子，
王冕比别人更期望登科出仕，改变
命运。王冕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
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
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
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王冕始终执著
地追求他的社会理想：“愿秉忠义
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
洗嚣虚。”)《自感》*
元蒙贵族统治集团歧视汉族知

识分子的残酷现实，粉碎了王冕的
这一幻想。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王
冕的平静是表面的，他的心里燃烧
着怒火。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
中。回来后满怀郁闷愤怒，把所有的
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
元人徐显在《稗史集传》中写道：王
冕“仪观甚伟”，“通春秋诸传”，“尝
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钱
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王参军传》
中也有同语“一试进士举，不第”。
王冕数次千里壮游，周游祖国

各地，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目
睹民间疾苦，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
的林和靖墓。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
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
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而墓中仅得
到一条白玉簪。王冕对此事深有感
触，他写道“生前不系黄金带，身
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王冕
在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
北游归来后他又公开宣传天下将
乱，朝廷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
是容不得他存在的。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

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
‘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
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
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
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
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王冕一生最敬仰的人是楚国的
屈原，这也看出他的不凡志向。屈原
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王冕
在《楚辞图》上看到屈原的装束，便精
心摹仿起来，用魏晋人士宽衣大袖的
装束，表明自己一心追随理想中的人
物，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意向。
村民见王冕平日里戴着一顶极

高的帽子，穿着一件宽松的楚式衣
服，执着鞭子，赶着牛车，挂着长剑，
唱着山歌，从村中走过，议论纷纷。
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那个画没骨荷
花的王冕，他总是这样想起一出是
一出，读书读出毛病来了。读书不就
是为了做官嘛+可他天天读书，又不
去科考，有人请他去做官，他都不
去，活活一个傻瓜+”
王冕听了这些闲话，眉头也不

皱一下，继续唱着山歌，我行我素，
在乡村的集市上和湖边游荡。他以
屈原卓尔不群的形象为偶像，这也
是王冕叛逆性格与独立精神的自画
像，是他内心壮怀激烈情怀的反映。
诚如王冕在 《凤凰台》 诗中所言
“我老无所为，怀古心悠悠。”

王冕的荷画梅诗
王冕的人生轨迹，演绎着一种人

生传奇。在常人眼里放牛娃和学识渊
博的通儒，种地的农民和艺术大师相
距甚远；而锄头与诗歌，粪土与梅花，
更无法相提并论。可偏偏出了一个王
冕，把这一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绽

放成人间最灿烂的花朵，让后人心向
往之。王冕写的咏梅诗，画的墨梅和
荷花，更是名噪一时，千古流传。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王

冕的墨梅和题诗作品，在那里，我
伫立许久，在海外与乡先贤墨梅画
作谋面，让我惊叹不已，心灵受到
极大的震撼。王冕的作品构图缜
密、笔力遒劲、线条流畅，独特的
风格令人过目不忘，实在是当之无
愧的元代大家啊！
王冕作诗作画始于何时？众说

纷纭。徐显在《稗史集传·王冕》中
说，王冕作诗画是中年以后的事情，
那时王冕正在游历吴地，靠显达人
家的礼待过生活。因为“礼待不如
意”，才“东游吴”，“善写梅花竹石，
士大夫皆争走馆下，缣素山积，君援
笔立挥，千花万蕊，成于俄顷。每画
竟则自题其上，皆假图以见志云”。
流传故事云：有一天，王冕在家乡的
湖边放牛，忽然下起一阵雨，雨停
后，湖里的荷花和荷叶被雨水冲洗
得非常干净。王冕看了受到感染，想
把它画下来，于是他用身上不多的
零用钱，买了纸和笔来开始作画。起
初画得不太好，王冕并不气馁，最终
越画越像，神形毕肖，跟真的一样。
王冕便把荷花画拿去卖，许多人争
着买，他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转，不用
再替人放牛了，他将卖得的钱拿回
家孝敬母亲。随着他的声名远播，终
于成为一个知名的大画家。
在乱世之中，王冕隐居到了山

清水秀的九里山水南村。这个村庄
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王冕十分喜
欢，他写诗道：“青山隐隐带江流，江
上轩窗民面幽。”在这里，他潜心创
作。中国文人画注重抒发个人情感，
追求笔墨情味，崇尚水墨写意，技法
精益求精。王冕梅画是文人画的典

范。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王参
军传》也讲到王冕“工于画梅”。梅花
以浩然正气、傲雪凌霜、独步早春的
精神，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之魂。王
冕画的梅花枝干挺拔劲直，没有人
工造作枝干盘曲的媚俗。这自然跟
王冕自己的身世、经历分不开。

据传墨梅始于北宋华光法师。
他看到月光把梅花映照在窗纸上，
从梅影中得到启示，创造出用浓淡
相间的水墨晕染方法画梅花。画墨
梅的难度较大，用墨分五色的特点
来写意构图，这让很多画家望而却
步。王冕继承了传统画梅的方法，又
有所创造，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的盛
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
气盎然。在圈花方法上，王冕改为一
笔两顿挫，画出的梅花如铁线圈成，
虽然不着颜色，却能生动地表现出
千朵万蕊含笑盈枝的姿态。

王冕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

梅。画上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
色，只流清气满乾坤。”诗画相配，
传颂一时，堪称一绝，表露出画家
淡泊名利，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的高尚情操。

王冕的诗篇多同情人民苦难、
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描写
田园隐逸生活之作，这与他的生活
经历有关。“滦水城头无苜蓿，马驴
尽食江南粟。八月九月朔风高，更有
饥鹰啄人肉。”“玉帛谷粟取不穷，诛
求那信人民苦”)《盘车图》,。他无情
地揭露元朝统治者的暴政，如《喜雨
歌赠姚炼师》云：“南山北山云不生，
白田如纸无人耕。吾生正坐沟壑叹，
况有狼虎白日行。”王冕在《伤亭户》
一诗中，记载了他从东关到曹娥旅
途夜宿中闻见的社会真实的悲惨故
事：原来是一户盐民的大小儿子都
凄惨而亡，盐官还是逼着交税，家中
颗粒全无，北风呼啸，饥寒交迫，在
遭到官吏的鞭笞后悲伤哭泣！王冕
第二天看到的是老人上吊自杀的惨
景，“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
王冕博学多才，除了诗画，在书

法、篆刻艺术上他也多有创获。据说
印学界普遍认为：王冕创用花乳石
刻印，是第一个文人篆刻家。王冕的
印章，惟有钤于其画作上的几枚，并
无实物流传，无法确知其材质。王冕
学贯古今，自成一家，把文人画提到
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

王冕的深远影响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

姆曾说，伟大的作家总是那些“简直
就是压倒传统并包罗它的人们”。王
冕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画家。他是
继东晋陶渊明之后又一位文坛隐
士。东晋陶渊明因宋代文豪苏东坡
的推崇备至，而成为文坛追捧的大
家；元代王冕因清朝文人吴敬梓的
顶礼膜拜，也成为文坛的巨匠。吴敬
梓造就了王冕的文化高度，王冕也
成就了《儒林外史》的文化深度，两
者可谓相得益彰矣。
翻开中国历史，那些名臣贤相

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
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
不让人心怀敬仰。在中国文人不得
意的时候，特别当仕途受挫时，陶
渊明、王冕给了他们精神上的慰
藉，即不为五斗米折腰，过自由自
在的田园生活。可以说陶渊明、王
冕是中国士大夫的典范，他们为后
代的士大夫筑起一个精神上的
“巢”，一道精神上的“屏障”，为
他们求得内心世界的安宁。

虽说王冕白天参加体力劳动，
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着
“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但王冕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成就，对
家乡诸暨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直接
影响，他的人文理想，人格高度，时
时如阳光照耀、雨露滋润后代子孙，
成为后世学习效法的楷模，并逐步
演绎成勤俭、坦诚、耿直、刚毅的诸
暨人品质特征，形成了诸暨“耕读
传家”的文化背景。“耕读传家”，既
学做人，又学谋生。诸暨人特别看重
读书，认为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
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这里所说
的“读”，当然是读圣贤书，为的不是
做官，是学点“礼义廉耻”的做人道
理，做人第一，道德至上。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一个人必须

拥有明确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
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一旦缺失，就会成为“痛苦的人”，这
是远甚于物质匮乏的折磨的。

儒林楷模诗画大家王冕 钱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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