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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4年匡老和中心主任吴新雷教授要我物色《郑燮评传》的作者，我当即推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
授喻蘅先生。
因为喻氏画兰、画竹、诗词、书法是当代高手，又是郑氏乡人，还写过不少为板桥辩诬的论文，让他
写板桥评传，可谓得其人哉。
中心领导听我介绍，看了我送去的喻氏著作《艺文随笔》（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内有多篇关于板桥
的论文），也欣然首肯。
我就积极联系约请，可是喻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写。
我回复中心，另请作者。
过了几天，吴新雷老师建议我写，说此事是匡老所嘱。
这是给我学习的机会，更是对我的信赖，重任盛情俱难推却，于是写《郑燮评传》的任务就落到了我
的头上。
　　接受写《郑燮评传》以来，真是"夙夜忧叹“，因为我虽素爱这位乡贤，也写过些研究文章，可是
书画素养不及喻老，况且郑氏评传已有几种，再想出新，难于蜀道。
我决定”自以心竞“，边学边干。
这期间多处寻师访友，多得匡老耳提面命，又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卞孝萱先生的帮助，卞先生是
我同乡前辈，是研究板桥专家，当代最完备的资料书《郑板集全集》的编者。
卞老师在与我长谈之后，并惠赠《郑板集全集》，我就拜卞老师为师，确定读板桥作品，学板桥风格
，写板桥评传这个总体构想，分成三步：第一步搜集、熟悉资料；第二步写出专题郑氏研究；第三步
重新构思，按思想家评传要求写出”评传“。
1995年陆续写出并发表了郑板桥的绝和怪、郑板桥的题画诗、郑板桥的儿童教育思想等系列论文，向
广大师友请教，吸收意见，构思评传。
　　郑板桥确实是一位艺术天才，但他一开始并不想当一个艺术家，而是想做官，想"兼济天下”，尽
一切办法，作最大努力做官。
做到官了，又尽心想做个好官，为人民造福。
可是现实--清朝的官场却不让他做好官，还滥加罪名将他赶出了官场。
让他窝了一肚子气，又因为做官没捞钱，罢官后要谋生，只好以“笔租墨税”来养家糊口。
扬州是卖画的好地方，可是高手云集，要能在扬州书画市场占一席之地，就必须书画出众。
这样，生活所逼，书画市场所逼，胸中闷气所逼，三逼就逼使他奋力向书画高峰攀登，逼出了他的艺
术天才的潜力，逼出了他的“绝”艺，于是，他失之官场，收诸艺苑。
　　郑氏的艺术成就又并非仅仅是个人气质与遭遇"逼“成，而是整个时代孕育造就的，是时代的土壤
，时代的风雨培育营造了郑板桥这样一位卓越的艺术改革家，如果没有汉、唐、宋、　　元、明涌现
的大量艺术精晶，和艺术家求新求变的创造楷模，以及经济发达所推动的各种艺术高度发展寻求深入
突破再创新的艺术的规律和要求，郑板桥就很可能仍是在黑夜中摸索。
淮南之桔还会化为淮北之枳；英雄、天才离开了时势是造就不成的。
　　对郑氏狂、怪的理解。
时贤不少论者都认为郑氏狂怪，表现了对传统思想的叛逆。
拙见以为郑氏狂、怪表现了对传统思想（光辉部分）的继承。
因为他的狂、怪所呈现的特点，如艰难求官，如变创书法，如穷而好施，如不媚上官等等，每一点都
可以从传统思想中找到因子，找到范例，只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而已；而郑所厌恶、反对
的则是当时社会上的官僚恶习和虚伪庸俗，这些也是古贤高士所深恶痛绝的。
只是当时社会习非成是，以郑所倡扬者为非，以郑所反对者为是。
其实郑氏所不遗余力鼓吹提倡的都是儒家正统思想，而郑所反对的则是偏离了儒家正统思想者，只是
提倡和反对常以”狂“、”怪“（常人眼中的）出之，所以，郑氏的”狂“、”怪“是继承优秀传统
而不是背叛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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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清初著名的艺术家郑燮的家世，生平和诗、书、画、篆刻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作了详尽的缕述，
并将郑燮放在“思想家”的坐标系上，观照、阐述其“怒不同人”与“难得糊涂”的人生信念，物物
平等、物我平等的自然主义观念，“民吾同胞”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萌芽；循天之道的社会思想，尊
商和艺、商互优的意识，以及不断发现、总结辩证的艺术创作规律和不可重复的独特艺术个性与佳人
难再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见解新颖，论述辩证生动，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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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同书，江苏大丰市人。
1938年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作家、诗人，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毛泽东词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秘书长
、《江海诗词》副主编。

    主要研究明清小说（重点《水浒》、《聊斋》、《红楼梦》），古今中外诗歌；并创作诗歌、散文
、小说等。
曾在国内外各种报刊发表论文、评论、诗歌、散文数百篇。
出版的著作有《施耐庵之迹新解》、《聊斋谈美》、《水浒·白驹·施耐庵》、《菜根谭·客斋随笔
》、《激扬斋诗话》、《梦里依稀慈母泪》等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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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郑板桥在卢雅雨处结识的朋友可分两组，有旧朋，如李茹、周榘、马曰璃、马曰璐、金兆燕等
。
也有新知如戴震、袁枚、吴敬梓等。
这些人都与卢雅雨交谊深厚，李葂与卢更是患难不弃，卢下狱，李不避嫌疑，悉心照料。
卢谪戍塞外，李时寄函诗存问。
这次卢又到扬州，而李则仍是一穷秀才，卢雅雨帮助他刊刻出版了诗集《啸村近体诗选》并为之作序
，称他的诗“新警隽拔，无一字拾人牙慧”。
    而惠栋、戴震这些后来的大思想家，在当时也都是卢衙常客。
这些年青才俊，思想活跃，文思敏捷，毫无疑问或多或少，也给了郑板桥以有益的影响。
    友人中激动的、最迫切要见郑板桥的是金农。
因为金农曾于乾隆十三年在扬州生了一场大病，郑板桥在山东误听传说金农去世了，悲痛异常，披麻
戴孝设灵堂遥祭。
后有人来告知是误传，金农病后仍顽健如初，郑就“破涕改容，千里致书慰问。
”金农为此感念不已，这次得知板桥罢官回乡，特自画一幅像，并题上当年误传情事，题记说“十年
前，卧疾江乡，吾友郑板桥进士宰潍县，闻予捐世，服缌麻，设位而哭。
沈上舍房仲道赴东莱，乃云冬心先生虽撄二竖，至今无恙也。
板桥始破涕改容，千里致书慰问。
予感其生死不渝，赋诗报谢之。
近板桥解组，予复出游，尝相见广陵僧庐。
予仿昔人自为写真寄板桥。
板桥擅墨竹，绝似文湖州，乞画一枝，洗我满面尘土可乎?”(《冬心自写真题记》)由此也就可见他们
相见时怎样百感交集，激动颠狂了。
    这些旧雨新知中，引人注目的是袁枚(1716～1797)。
这位风流才子，比板桥小23岁，官位不高，可是名声不小。
他是杭州人，字子才，号简斋。
少年得志，24岁就中进士，入翰林，做江宁知县，33岁就辞职家居，在南京小仓山筑“随园”，养倡
优，授弟子，结交名士，讲诗论文，悠闲自在。
他的“随园”是民间的文艺沙龙，他可以说是南京的民间卢雅雨。
他的诗学见解，有些与郑板桥主张相近。
扬州、南京近在咫尺，声息相通，又有卢雅雨作中介，所以郑、袁在卢氏席上，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可是有点出人意外的是郑板桥对与袁枚交往只在《郑板桥集》诗钞(郑氏手订)末尾有诗题《赠袁枚》
，诗只两句，“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
”而袁枚《随园诗话》里的记载却多得多，《随园诗话》卷九记载袁与郑相遇于卢席上，郑拉袁的手
称许“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
这话颇有点像曹操对刘备讲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书中并记有袁当时写的诗《投郑板桥明府》
：    郑虔三绝闻名久，相见邗江意倍欢。
遇晚共怜双鬓短，才难不觉九州宽。
虹桥酒影风灯乱，山左官声竹马寒。
底事误传坡老死，费君老泪竟虚弹。
(《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但遗憾的是袁集中却未见郑的答诗、赠诗。
幸运的是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幅郑板桥的墨迹，《奉赠简斋老先生正》，下署“板桥郑夑”，诗正是
郑集中断句的全篇：    如此等等，都是看似糊涂断案，其实是极聪明的办案。
是天理、人情、国法都不违背的“处世守身之道”。
这种断案方式很明显根本不同于“昏官断案，一人三百大板”，也不同于一般清官循吏的执法不阿。
这也是郑的“怒不同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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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亏是福”这一则意义明朗，补充了“难得糊涂”里的“心安”和“福”。
前则讲的“当下心安”，似乎还有点临时、短暂的安，这里就分两层讲，自己让了人“吃亏”之后，
“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
”我吃了亏，人得了益，得益者自然心理平衡，欢乐，对我消除恶意，增加和悦，“人情之平”的外
部环境，就营造成功了。
而自己呢?怨敌减少心安理得，恬然自适。
这样“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
平安是福的观念就让人信奉。
    吃亏是福这个观念，与传统的认识有不同之处。
郑板桥的祸福观基本上源于古代，承袭古代。
《老子》上有“福兮祸所由，祸兮福所伏”。
《孟子》有“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自作孽，不可活。
”《菜根谭》述民谚“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
”“处世退一步为高。
”“待人宽一分是福。
”封建社会习说，将福列为洪福、清福两种。
洪福可以演绎为富贵二字，增加一点的为福贵寿考，儿孙满堂等。
皇帝福气最大，叫洪福齐天，郭子仪笏满床，叫“郭福”。
清福则是在野之人，居处清静安逸，无横逆相加，无琐事纷扰，衣食丰饶，身心健康，亲人和睦等等
，叫小康之福。
郑板桥心目中的福既有富贵，又有清静。
    “福”从哪里来?郑板桥却比古人有更多的答案，更多的设计，古人只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自求多福”。
而郑讲了多种渠道：    一是先人的为善积德。
祖先为国家、为苍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积下了福基，子孙因之受福，享福。
“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
”(傅编：第3页)        二是自己“发奋有为，精勤不倦”，“及身而富贵。
”(傅编：第3页)    三是“得风水力”，葬了好坟地，得到了“富贵福泽”，成了贵人。
(傅编：第8页)    二、三实际也是“自求多福”，发奋有为当然是“自求”，得风水力，找好坟地也是
自己求来的。
    郑板桥的“吃亏是福”倒是前人很少这样说的。
一般只说“让人不折本，吃亏的人长在”，却未提到吃亏是福。
郑的吃亏是福并非低层次的弱者的自我安慰，而是有着深层的求福的思考。
既是作为“难得糊涂”的补充，又表明“吃亏”里得到的意外的收获，因亏得福。
    综上可见郑的“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是同“怒不同人”人生观念一致时，或有里表之分。
但它们的影响远远超过“怒不同人”。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的条幅已传遍全世界，而“怒不同人”只为研究者所注目、熟悉。
这就因为这两条也像“板桥体”一样，不同的人一见就会从不同角度加以接纳。
    这封家书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出发，得出它们应该和人一样平等的认识。
虽然“万物之性人为贵”，但这“为贵”不是高物一等，而是责任重大，更应该“体天地之心以为心
”，以平等心待万物，以爱护心待万物，不论是庞然大物或是幺么小虫(如蜘蛛)，又不论是毒蛇猛兽
或是画眉小雀，都应该一样护爱，即使是“最毒”的对人有极大危害的“蛇炕蜈蚣豺狼虎豹”也不能
“杀之”，而只能“驱之使远，避之使不相害而已。
”(这颇有点类似今日之绿色和平主义和保护野生动物者)这是很为认真、细致的对动物的护爱。
    这封信又补写了一段谈如何养鸟，以补充他对鸟类的护爱：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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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但养之有道耳。
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园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
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颒面漱口啜茗，见其扬晕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
一笼一羽之乐而已。
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
比之盆鱼笼鸟，其钜细仁忍何如也!(卞编：19l页)    这里不仅讲了怎样正确护爱动物，还讲了动物与人
的和谐相处会相互带来快乐和趣味，会深化爱心。
对人的身心和创造力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类似的例子郑集中还有许多，再如写植物与人的平等，它们应该受到人的尊重和护爱的：    余种兰
数十盆，三春告暮，皆有憔悴思归之色。
因移植于太湖石黄石之间，山之阴、石之缝，既已避日，又就燥，对吾堂亦不恶也。
来年忽发箭数十，挺然直上，香味坚厚而远。
又一年更茂。
乃知物亦各有本性。
赠以诗日：兰花本是山中草，还向山中种此花，尘世纷纷植盆盎，不如留与伴烟霞。
又云：山中兰草乱如蓬，叶暖花酣气候浓。
出谷送香非不远，那能送到俗尘中?(《兰》卞编：209页)．  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
霄，有似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
故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
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
，是其品也。
竹其有知，必能谓余为解人；石如有灵，亦当为余首肯。
(《画兰竹石》卞编：379页)    园林之竹取其大，干霄蔽日，与松槐桧植为伍。
至于回廊石槛，粉壁纱窗，则以小者为合宜，青瘦可人，照书扑面，牵人衣袂，如良朋好友也。
(《竹》卞编：508页)        鱼以水为家，无水是无鱼也；鸟以树为家，无树是无鸟也；兰以石为家，无
石是无兰也。
水愈阔，鱼愈巨；林愈茂，鸟愈多；山愈深，兰愈盛。
故兰有百年之根，数尺之箭，有数月之花，有数十里之香。
人之过之者，闻其香而莫知兰之所在，此则山之妙也。
为之诗日：蝶蜂有路依稀到，云雾无门不可通，更是东风难着力，自然香在有无中。
(《兰》卞编：509页)    春风春雨洗妙颜，一辞琼岛到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
(《破盆兰花》傅编：161页)    从上述例子已可充分看到郑氏不仅对他经常作画的对象(如兰竹等)，视
之为有生命(性)者，有美德者，应平等待之，应歌颂之。
就连那些从未人过他的画作，甚至极少见到的动植物，也一视同仁，认为都是天地所生，各有本性，
都应该爱护。
笼中养鸟、池中养鱼、盆中养花皆是拘物之性，都应放归适宜他们生长的环境，并且不断营造适宜他
们生长的环境，让他们按其本性生长，“各适所天”。
这才是体现上帝的爱念。
这里的人物平等，比物物平等前进了一步，是郑的自然主义思想的跃升，成为郑氏“泛爱众”的人道
主义思想和“包容万有”的社会理想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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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一    1994年匡老和中心主任吴新雷教授要我物色《郑燮评传》的作者，我当即推荐复旦大学历史
系教授喻蘅先生。
因为喻氏画兰、画竹、诗词、书法是当代高手，又是郑氏乡人，还写过不少为板桥辩诬的论文，让他
写板桥评传，可谓得其人哉。
中心领导听我介绍，看了我送去的喻氏著作《艺文随笔》(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内有多篇关于板桥的
论文)，也欣然首肯。
我就积极联系约请，可是喻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写。
我回复中心，另请作者。
过了几天，吴新雷老师建议我写，说此事是匡老所嘱。
这是给我学习的机会，更是对我的信赖，重任盛情俱难推却，于是写《郑燮评传》的任务就落到了我
的头上。
    接受写《郑燮评传》以来，真是“夙夜忧叹”，因为我虽素爱这位乡贤，也写过些研究文章，可是
书画素养不及喻老，况且郑氏评传已有几种，再想出新，难于蜀道。
我决定“自以心竞”，边学边干。
这期间多处寻师访友，多得匡老耳提面命，又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卞孝萱先生的帮助，卞先生是
我同乡前辈，是研究板桥专家，当代最完备的资料书《郑板集全集》的编者。
卞老师在与我长谈之后，并惠赠《郑板集全集》，我就拜卞老师为师，确定读板桥作品，学板桥风格
，写板桥评传这个总体构想，分成三步：第一步搜集、熟悉资料；第二步写出专题郑氏研究；第三步
重新构思，按思想家评传要求写出“评传”。
1995年陆续写出并发表了郑板桥的绝和怪、郑板桥的题画诗、郑板桥的儿童教育思想等系列论文，向
广大师友请教，吸收意见，构思评传。
    郑板桥确实是一位艺术天才，但他一开始并不想当一个艺术家，而是想做官，想“兼济天下”，尽
一切办法，作最大努力做官。
做到官了，又尽心想做个好官，为人民造福。
可是现实——清朝的官场却不让他做好官，还滥加罪名将他赶出了官场。
让他窝了一肚子气，又因为做官没捞钱，罢官后要谋生，只好以“笔租墨税”来养家糊口。
扬州是卖画的好地方，可是高手云集，要能在扬州书画市场占一席之地，就必须书画出众。
这样，生活所逼，书画市场所逼，胸中闷气所逼，三逼就逼使他奋力向书画高峰攀登，逼出了他的艺
术天才的潜力，逼出了他的“绝”艺，于是，他失之官场，收诸艺苑。
    郑氏的艺术成就又并非仅仅是个人气质与遭遇“逼”成，而是整个时代孕育造就的，是时代的土壤
，时代的风雨培育营造了郑板桥这样一位卓越的艺术改革家，如果没有汉、唐、宋、元、明涌现的大
量艺术精晶，和艺术家求新求变的创造楷模，以及经济发达所推动的各种艺术高度发展寻求深入突破
再创新的艺术的规律和要求，郑板桥就很可能仍是在黑夜中摸索。
淮南之桔还会化为淮北之枳；英雄、天才离开了时势是造就不成的。
    对郑氏狂、怪的理解。
时贤不少论者都认为郑氏狂怪，表现了对传统思想的叛逆。
拙见以为郑氏狂、怪表现了对传统思想(光辉部分)的继承。
因为他的狂、怪所呈现的特点，如艰难求官，如变创书法，如穷而好施，如不媚上官等等，每一点都
可以从传统思想中找到因子，找到范例，只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而已；而郑所厌恶、反对
的则是当时社会上的官僚恶习和虚伪庸俗，这些也是古贤高士所深恶痛绝的。
只是当时社会习非成是，以郑所倡扬者为非，以郑所反对者为是。
其实郑氏所不遗余力鼓吹提倡的都是儒家正统思想，而郑所反对的则是偏离了儒家正统思想者，只是
提倡和反对常以“狂”、“怪”(常人眼中的)出之，所以，郑氏的“狂”、“怪”是继承优秀传统而
不是背叛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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