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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穷极文人情态的讽刺名著——《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少有的几部出类拔萃的巨制
之一，是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的评论，至今看来，仍是最准确、最切中肯綮的：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1701-1754)是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号“文木老人”。
他生当“康乾盛世”，又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望族，从小就博览群书，喜欢《诗经》、《史记》、
《汉书》、《文选》，诗文辞赋更是援笔立就，做得又快又好。
二十三岁时，父亲吴霖起因正直丢官，抑郁而死，青年吴敬梓只能独当门户。
父亲之死，使得他窥见了官场斗争的残酷，而族人近亲侵夺他的祖产，则使他看到了宗法家庭的黑暗
，伦理道德的沦丧，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由此，吴敬梓萌生出叛逆之心，索性不事产业，挥金如土，饮酒纵乐，任达放诞。
几年后，家财散尽。
三十三岁时，吴敬梓毅然举家离开故乡，移居南京。
尽管家庭极其贫寒，但吴敬梓却乐于结交四方才学之士，而对于那些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时文士”，
则嫉之如仇。
生活的艰辛，命途的坎坷，使他养成一种内深沉而外狂放的性格。
三十五岁时，吴敬梓毅然放弃了功名，不参加一切科考，与功名富贵彻底决裂。
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创作《儒林外史》，经过十多年不寻常的辛苦创作，到他四十八岁时，这部“
穷极文人情态”的小说已经基本成书。
晚年，吴敬梓寄居扬州，仍在不断修改小说。
五十四岁时，他因病而逝。
《儒林外史》长达五十六回，却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串
联而成的。
但吴敬梓在创作此书时，却有一个完整的创作思路，即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贬
抑批判士人中的假儒士和假名土，褒扬推崇真儒士和真名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周进、范进、马二先生这类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陋儒、假儒、迂儒形象，满怀热
情地描绘了庄尚志、迟衡山、虞博士这样洁身自爱、崇尚礼乐、襟怀冲淡的真儒贤人。
同时，他还写了一大批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却自命风雅、装腔作势的所谓名士，如娄家公子、杨执中
、权勿用之流。
与之相对比，吴敬梓着力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的典型，他尊重个
性，轻财好义，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
而真正体现吴敬梓理想的，则是小说第一回中塑造的“隐括全文”的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远离功
名，天性孝悌，才华横溢，这是一个兼俱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理想人物，得到了吴敬梓最热烈
的赞美。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又极具个性的讽刺艺术。
它彻底摆脱了以往小说中善恶报应的世俗迷信和迂阔陈腐的道德说教，而是完全坚持自己的生活观点
，利用切身的经历和体验来看待世界，评判士林，把严肃的写实和诙谐的讽刺结合起来。
塑造人物时，吴敬梓能秉持公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进行讽刺，不虚美，不隐恶，对不同的人物
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
在讽刺的手法上，吴敬梓往往借喜剧性的情节，揭示悲剧性的内涵，令人笑中带泪，具有振聋发聩的
艺术效果。
在描写的过程中，小说词义婉曲，叙述含蓄冷静，常常是用白描的笔触，“不尚夸张，一味写实”，
让生活的真实来显现讽刺的力量。
鲁迅先生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来概括其艺术风格，的确十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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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我们出版了李汉秋校点、杜维沫注释的两卷本《儒林外史》。
它是以清嘉庆卧闲草堂本为底本进行校注的。
此次出版“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我们征得李汉秋先生的同意，把他精心校点的《儒林外史
》原文收入文库之中，相信读者们能够通过这些文字，体会到吴敬梓那“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批
判精神和“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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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又极具个性的讽刺艺术。
它彻底摆脱了以往小说中善恶报应的世俗迷信和迂阔陈腐的道德说教，而是完全坚持自己的生活观点
，利用切身的经历和体验来看待世界，评判士林，把严肃的写实和诙谐的讽刺结合起来。
塑造人物时，吴敬梓能秉持公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进行讽刺，不虚美，不隐恶，对不同的人物
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
　　本书是一部以讽刺见长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深厚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和腐朽黑暗、士
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贪污官吏的卑劣丑恶刻画入木三分，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末世的精神道德和文化教
育的严重危机。
书中成功地塑造了周进、马二先生、杜少卿、范进、匡超人等众多的艺术形象，成为讽刺小说的典范
。
本次整理，配以近百幅插图、以期与文字互动。
同时双色套印，营造出一种典雅的风格，为读者提供既可供阅读亦适宜收藏的最佳的版本。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林外史>>

作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
粒民印”），清代小说家，汉族，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享年五十四岁（一生54年，在全椒23年，在赣
榆10年，在南京21年）。
幼即颖异，善记诵。
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
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
级地方考试，因病未赴廷试)。
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
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
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
后卒于客中。
敬梓生平最恶举业，费20年心血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
均非原本）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
又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
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
又称“秦淮寓客”。
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
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
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
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
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该书中《范进中举》一文还被选入8（初二）年级上册的语文书。
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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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第五回　王秀
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
守备冒姓打船家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
府荐贤士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腹溯　侠客虚设人头会第十三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
财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
孝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第十八
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第二十四回　牛浦
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第二十六回　向观
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
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
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
弓旌天子招贤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
名贤主祭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
逢仇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
桥卖文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
报信息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弦高假命犒秦军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第四
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第四
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第五十三回　国
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
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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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长谈。
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
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
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嵌□磊落的人。
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居住；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黹，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
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
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啊！
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
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针黹生活赚来的钱，
如何供得你读书？
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
。
”王冕道：“娘说的是。
我在学堂里坐著，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
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
”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给王冕。
指著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柳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
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
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
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与你买点心吃。
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
”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
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
”王冕应诺，母亲含著两眼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著母亲歇宿。
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回家，递与母亲。
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
本旧书。
逐日把牛栓了，坐在柳荫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
王冕看书，心下也著实明白了。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
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著。
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
那黑云边上，镶著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
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
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
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图画中’其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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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
”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
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著一瓶酒，食盒上挂著一条毡条，
来到柳树下。
将毡条铺了，食盒打开。
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带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
纸扇，缓步而来。
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
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
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
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
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
前月初十搬家，大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著吃酒到二三更天。
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
”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
”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乾鹿肉来赠予
，这一盘就是了。
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危老先生。
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
”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
”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著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
，方才上轿回去。
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
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
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著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
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
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
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
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著来买。
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
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朋友，终日闭户读书。
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时节
，乘一辆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著鞭子，口里唱著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
到处玩耍。
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
常和他亲热地邀在草堂里坐著说话儿。
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头带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
秦老迎接，叙礼坐下。
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
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
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并要王冕相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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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
”秦老道：“便是了。
亲家，你怎得知道？
”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
因前日本县吩咐要书二十四副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
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迳来寻亲家。
今日有缘，遇著王相公，是必费心画一画。
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
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
”秦老在旁，再三怂恿。
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
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副花卉题了诗在上面。
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
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
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
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
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
？
”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
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
”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然不知，可为惭愧！
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
？
”时知县道：“这个何难！
门生回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
”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
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上覆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
”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
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
照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
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
叫我如何去回覆老爷？
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
”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
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
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
”翟买办道：“你这说的都是甚么话！
票子传著，倒要去；帖子请著，倒不去！
这下是不识怡举了！
”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
自古道：‘灭门的知县。
’你和他拗些什么？
”王冕道：“秦老爷，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
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
我是不愿去的。
”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我拿甚么话去回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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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
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亲家又难回话。
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
一两日间好了就到。
”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
”彼此争论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向母亲要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
做差事，方才应诺去了，回覆知县。
知县心里想道：“这小斯那里害什么病！
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著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
。
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
拜他。
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见我。
我就顺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
”又想道：“堂堂一个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
”又想到：“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
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
”当下定了主意次早，传齐轿夫，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
翟买办扶著轿子，一直下乡来。
乡里人听见锣声，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
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著。
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
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著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
从清早里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
”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
”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
”说毕，关著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
坐一坐，小的再去传。
”扶著轿子，过王冕屋后来。
屋后横七竖八条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
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
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
知县正走著，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
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
”小二道：“王大叔么？
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那里吃酒去了。
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
”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
知县变著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
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恐怕危老师说他
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治他也不迟。
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
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怠慢他？
”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
时知县倚著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结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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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
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
──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
”母亲道：“我儿！
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
躲避些时不妨。
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
”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
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人是识得你的？
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机遇来也不可知，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部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
持便了。
”王冕拜谢了秦老。
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
吃了半夜酒回去。
次日五更，王冕天明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也到。
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手。
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
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
秦老手拿灯笼，站著看著他走，走得望不著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迳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
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
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奄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
过往的人。
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
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斯，动不动大呼小叫
，闹的王冕不得安稳。
王冕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著讥刺。
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
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著锅的，也有箩担内挑著孩子
的，一个个面黄饥瘦，衣裳褴褛。
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
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钱的。
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淹了。
田庐房舍，尽行漂没。
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
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
我还在这里做甚么！
”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栓束行李，仍旧回家。
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
时知县也升任去了。
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
看见母亲健康如常，心中欢喜。
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
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柿饼，拿过去谢了秦老。
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
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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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
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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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劝你出去作官。
作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
我看见那些作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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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著我的坟墓，不要出去作官。
我死了，口眼也闭！
”王冕哭著应诺。
他母亲奄奄一息，归天去了。
王冕擗踊哀号，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
又亏秦老一力帮衬，制备衣衾棺椁。
王冕负土成坟，三年苫块，不必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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