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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人公张原赴松江为姐夫贺寿途中的故事。张原在杭州巧遇准备入京告御状的土司夫人秦良玉，张原
通过与钟太监的交情巧施妙计，化解了秦良玉与太监邱乘云之间的矛盾。在松江，张原姐夫之弟觊觎
张原婢女穆真真美色，妄图霸占，被张原狠狠教训。张原在松江文会中一鸣惊人，结识了很多朋友，
因此有了结社的想法。回到绍兴后，张原参加府试，获得了童生资格。在杭州拜师之时，再次与董祖
常起冲突，矛盾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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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贼道三痴：本名郑晖，江西鹰潭人。痴于写作、读书和围棋，故名“三痴”。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
致力于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古代文化之美。十年来，创作了五代十国题材小说《皇家娱乐指南》、东晋
题材小说《上品寒士》、晚明题材作品《雅骚》等，以其独树一帜细腻笔触及作品中的古典韵味、严
谨风格博得大批读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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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原名《雅骚》，真正有晚明繁华味道。
2、为三痴扼腕叹息
3、500多回的书，才出版了135回⋯⋯出版社节操呢！
4、网络版后面感觉也太监了。可惜。
5、12.23 ⋯⋯⋯
6、结局有点突然啊，还以为有后续呢，男主怎么出谋划策，怎么使皇太极溃败等等......可惜，写到萨
尔浒战役后就是结局了...后续啊....再来个后传吧...
7、好
8、看到他们到南京了。神马都好，只求瘦马王冠速死。她真是太歪缠太烦了！毁故事！根本这个人
物就是累赘多余败笔！看到张原当着张岱的面为了自己的面子抄袭《湖心亭看雪》，果断弃！
9、最后一战一口气读完，真是写的人热血沸腾了！
10、莫名其妙烂尾且种马了
11、这本小说最终还是坑了⋯⋯让人心里特别空/(ㄒoㄒ)/~~
12、姚诉棍那段还是因为前面胃口被吊的太足，看到张原的计谋时还是略感失望。杰克张原继续一路
高升，情感线也明晰起来，但真是不够喜欢商谵然，完全没有立得起来。倒是王端淑这个历史人物颇
让人期待，对穆真真的描写也非常生动，不过景徽这条线看着各种别扭，好一股恋童癖的味道。
13、对晚明的人文社会写得非常有意思，可惜道叔已经没办法再写下去。哎。
14、爽文爽文，出书的这几本还是不错的
15、越来越多的女人围着男主角转，有点不适。整体来说不错。不过作者真的想要让男主角力挽狂澜
吗？他去世了也就不知道结局了，也许这样也好。
16、三痴的《皇家娱乐指南》《雅骚》《上品寒士》以及半部《清客》遗作，堪称穿越四部曲，在起
点读完后，感慨作家英年早逝，也许如网友所说，三痴穿越走了。《见字如面》节目上，张涵予读了
三痴的绝笔信，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个痴迷读书、围棋和写作的骨子里的文人。
17、行文不错，但并不耐回味⋯⋯
18、三部读下来，作者写男主无非就是一路高升、左右逢源。倒是女主配角都很好，我是尤其喜欢景
薇的、婴姿苦做茧希望有好结局。
19、3=v= 原名雅骚←← 作者大人能把格局写成这样着实不易 只是结尾结得有些仓促
20、实体书要加油出呀，我去看起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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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晚明其实是个敏感的词，因为明清易代的事儿就离这个不远。但我并非因为亡国，怀念之类的情
愫而关注这段时期，很简单，最开始因为戏，在古代戏曲史上，晚明的剧坛是一个不容忽视，光芒逼
人的时期，四大声腔，昆曲流行，江南文风鼎盛，才女才子辈出，各色剧本涌现，仿佛那个时代生活
在江南的人，凡是文人，凡是名妓，凡是官绅，似乎大多都和戏曲沾边，会写会演会唱，有家班的更
是要精心培养，以求尽善尽美。当然1644是个界点，明清易代也是个绕不过去的大事件，而我却如同
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张岱一般，只是沉湎于亡国前的纵情声色，繁华似锦，不愿梦醒，这是一种
消极的心理，在某一方面已然绝望，干脆将热情与真心都付与闲情雅致，诗词歌赋上，以求自我麻痹
，自我疗伤。对于史，我所知甚少，所喜爱的，大概是那阵放纵任情乃至奢靡狂狼的性情风气。我知
道要做到那样的不管不顾，愤世嫉俗，逃离现实是需要一个前提的，若社会秩序正常，矛盾缓释，内
外安定，便没有那么多的隐士，隐者，自我放逐之人，披发入山之人。总而言之，这是段不太正常但
又极具个性解放的时期，政治沉疴难返，但在民间，却有各色各样的人和事，宛如浮世绘一般绚烂多
姿，这些促成了我成为一个晚明粉。然后来说说这本书吧，故事完结在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离1644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末世端倪显现，而主人公的杀青镜头是这样这句话：春风骀荡，杏花
如雪。故事的开头张原从山阴启程，走上读书救国的道路，故事的结尾是他回到山阴，与家人团聚。
从1612到1618，只是六年，功名，红颜，家庭，事业，抱负，荣华通通得到，晚明人该有的生活，也
都过了一次，该是不虚此行吧。正好前不久看到有人评价晚明服饰，针对立领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
一大家还是有所共识的，就是明后期气候的变化，大概是进入了冰河时期，天气变得寒冷起来，立领
就成为了女性御寒的遮挡物，第二个就显得有些个人色彩了，说是一种禁欲的标志，用来束缚女性。
作为一个对晚明女性生活稍微知晓的人来说，这个禁欲有点可笑。若要禁止一样东西，前提是这样东
西必定要形成一种趋势，让人觉得需要控制，才去禁止。众所周知，明中后期心学兴起，王阳明，李
贽，乃至一批文人和女性都具有了个性解放的意识，虽无法完全摆脱礼教束缚，但在自我意识上已经
开阔许多，明代服饰文化里出现了服妖一词，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本应该按照等级和身份严格划
分的穿衣规定，忽然被打破了，男性变得花枝招展起来，红妆，鲜衣，并以此为美，之所以成为了现
象，是说服妖并不少，还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逾越等级也开始出现，上层与下层人民互相学习穿衣
，追逐潮流，下层的人去模仿上层人的穿衣制式，富贵精致，而上层人士去追赶民间的新奇样式，风
行时尚，由此便有了余怀写在板桥杂记里的一句话：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
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这个南曲说的是秦淮，青楼女子的穿衣成为四房女子模仿学习的对象，淡雅
简朴，看来当时的名妓的审美确实高一些。略微走题，回到小说本身，感到遗憾的是仍未看到一个鲜
活的存在晚明的独立女性形象，大概作者是男性，总是希望拥得美人归的。王端淑在历史上嫁给了一
个姓丁的，并没有为了张原而终生不嫁。故事停在1618，离我期待的精彩时代还有点距离，秦淮八艳
尚未登上舞台，东林与朝中各方势力的争斗还未如火如荼，那些在朝廷动荡时期做出个人选择而被后
人所评说的人还过着安稳日子。如张岱，祁彪佳，钱谦益。戛然而止。用当下话语说是烂尾，但觉得
作者是对晚明有情之人，再写下去，也许便无力左右大局了吧。
2、此为首次拜谒贼道三痴著作。究其缘由，却带心酸。道长新作《清客》，缓缓铺陈，势必要绘就
另一番锦绣河洛。可惜，天不假年，道长徒生恶疾，于青壮丰硕之年，撰下卷末辞别之言。于此，吾
辈唯能扼腕叹息，哀呼天道凄凄，不遗慈悲留世人。论及道长《雅骚》一书，避不过第一主角张原。
道其名，平凡无华，淹然众生，难觅痕迹。观其字，曰介子。小子冒昧，对此稍有所感，莽撞下作两
段思想。一者，着于“借”。后世人借前世人学子之身，拜读四书，入八股官道。借太监、军官、士
绅、文人、商贾之势，以成“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之至理，拨云弄月，辗转于晚明。此一借
，如得春秋机要，偏教万千儿郎得赏士子粉墨登场，雅韵风骚。二者，着于“芥子”。是为须弥芥子
，不过毫末微物，不落人眼。然这芥子布局严谨，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以蝴蝶展翅之威，掀起晚明
浪潮，着实叫人不能小觑。此二者，一着于皮相，一着于布局，倒也相映成趣，妙不可言。知甚易，
行颇难。张原张介子长袖善舞，除却过耳成诵之能，亦不缺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之持且久。眼有
疾，则西张清客伴读；至不济，则书童侍读。每日皆有时限，如食三餐，如会周公。“问渠那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日积月累，自然小池溢满，腹有韬略。及至执束修拜名师，作八股制艺，行
古文篇章，每日不殆，得授饱学之士评点，一牵一引，自然精进，一日千里。次结才子，会文友，不
禁足，不宅居，不做书中虫蠹，与群英比对，文法互通，观点印证，日行三省，妙悟无穷，雅量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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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万卷书读，凝之笔端；千般法理，聚于你我。如此，知而行，行而思，往复回转，自然长于
假借，会心于伏延千里。呜呼！滴水穿石事不难，三百六十心胆寒。莫言翰林容易做，悬梁刺股几人
沾？萧牧梵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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