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冤釋結：《于少保萃忠全傳》

的宗教解讀
———兼論中國宗教與文學中的解冤傳統?

劉苑如

提　 　 要

從宗教文學的方法論來説，宗教、文學兩者之間存在三種關係，也即是連

結（ａｎｄ）、在内（ｉｎ）與作爲（ａｓ），本文擬綜合運用三種方式，探討其與中國傳統

宗教的關係，尤其是道教迄今仍保存“解冤釋結”科，這種儀式實踐均各有其宗

教義理的支持，形諸小説文本的叙述結構，實與此一義理結構有微妙的互動。

在此以晚明一部小説作爲例證，即孫高亮《于少保萃忠全傳》，該書以明代名臣

于謙（１３９８—１４５７）作爲主人翁，探討其人生中從結冤、明冤到解冤的曲折過

程。由於這個故事觸及人情義理的深刻議題，出版以後即出現不同的版本，後

被删節精化，在清代仍廣爲流傳。此一現象非僅關乎版本，也意謂著後人認同

其隱含的微意。

冤結的問題意識源流甚早，早在六朝志怪、唐傳奇既已觸及，“冤”報成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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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類中重要的題材，晚明則是以時人時事爲對象，撰寫爲歷史傳記性質的

小説，相較之下究竟有何異趣？在此嘗試從宗教觀點切入，圍繞著冤結這個核

心理念，探討其諸多面向，到底與社會倫理、法治運作和天理運行有何關聯性？

並尋找解冤釋結的可能性，從而證成一種具有宗教感的叙述美學。

本文從“解冤釋結”的觀點考察其叙述結構，發現幾乎三分之二篇幅都在

開展“結冤”情節。這種偏向的形成，必須回歸到義理結構的分析，唯有透過

“結冤”叙述纔能“表明”、“暴露”冤的真相，將雙方壓抑已久的誤會、委屈、傷

害，均一一呈明於天、地、人之間，纔是“釋結”精神的真諦。其次“冤”具有强烈

的衝突性，從六朝志怪、唐人傳奇開始，即以公案、復仇或冥報類型表現個人冤

結，但明清小説的特色就是同時綜合多種題材、類型，並且藉此强化其“社會

性”，就像于謙之冤，不僅是個人際遇問題，更超越了家族榮辱；同時也透過輿

論、小説進入公領域，成爲一種公衆議題。而小説的叙述筆法則是不斷强化于

謙之“功”，特别是與“爲民申冤”的公案結合，又穿插明代衆多忠而見戮的冤獄

故事，以此襯托于謙之“冤”達於極點，而要求明冤、雪冤的社會氛圍，也就超越

了階級、身分，從而構成一種正面的社會公義感與時代感染力，最後則必須透

過功烈成神的宗教崇拜，化冤氣爲正氣，方能滿足集體的心理需求，展現感動

人的文學力量。

關鍵詞：于謙　 傳記小説　 宗教文學　 訴冤　 報冤　 解冤

¯±M¢^.（ｒ． １５７３）$《�546ï��》#，?S��（１３９８—１４５７）

２７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 Ö�)¢^.（ó １５７３ Ù[Ë¯÷）9�《�546ï��》，k?《%±ïG�+ô4G
k�》、《;�6ï-》。#D��äg，s�?ÿ>?¡T$《�546ï�》，ko《<
�546ï�》，S5Ö�)《�546ï��》$?ÿV?¡T。`#V?¡TÅ�]
�，í~¡ce ]=Å。[%，T�é¢½'ªa)V?¡T$（±）¢^.ß，¢sÏ
�ý：《�546ï��》（íó：M1»ðñ，１９９９ Ù），He÷D^《vTí~�-》9
�>?¡T，eR�〔±〕¢^.ÁÎ，〔±〕���ºÕ：《�546ï�》（¹'：¹'
v(»ðñ，１９９０ Ù）。Ë�ç%，�KÙx¡]�ò�，Áäss�x。



:)ªM¤，x£“ï-�>”$�½O�，Ô��«@þQK6ý，sX:6

mÙÖ¹$“ï”———s�á3�0<Ó$KX6ñ，j�)MX¾æ¢�-

ÁX`ñ；?�sX:，̄ ±w?ÿ$KXÃ~#，»ÿËwQM¯%ó0Ä'

#?»��6�$8;�O:。? T�UÀ±w3�4îds;<$¤Å"

�Y，h��W|í~$NÎ6�，=Ïx6`�[�»6<，�UDjYÿ`

9¢�66，G%ã´�d±È8M@`ï-á�$�@6O。T�RÀ“}�

�¡”%sVî0q_�，6¹0}±È8Æ��QA$Q-5`!�，�¦Ã

 �+¿WTÙ，�UÃº�gm$}�QK5`k0。h�m7;ª$Q

-á¡)DsÙ�Ó、�òÓ$ëK，?-4îÊ½`k0-D`¡2XK，s

©$m7ªµ，%|Èk3�à¸|áT$Vªá，eR�£'《-W·;�》

9!B$ªµ-á，ÀA¥mª¥，!BûMmôþFL、�³,Î$.V|

á，SÿB“myî”$M�jA；-、>@îU4Â·K�m(¤Ó}6

，RÃ�“D�Y�1¾”$L1%W，e£/`�[Á�B$�¤，.«Í

Ém7$K¾，ßà*�s��Â$+×±¬，x£»�g�Ó#EX$Vî

j[。

DÃh��Wí~$ât，ÀðT½、Tc"%、QAG�，S5`æ1p

¿W$Ã~，½âóD·T$yÎ，%|¹/<�0T、�T±Y)�%R：Y

:)>?¡$FT�V?¡$ET。`#SV?¡T$Å�]�，Ñ¢^.

３７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

?

?

£'9áât，̄ ±wD １２１ \A¥)“ï”$à�，4!�N´�BÐr，SáC�´
�，I�·D，}áÁ/Sp�IK³，X)c-à�*“ï”A¥$ßªal«，)“ï”
6Åm$ªax£QK。�9á：《±wà�“ï”Ay¢》，《¤�½�》，２０１４ Ùa ２ Æ，
ÿ ４１，ò １６０—１６７。
DÃ±È6¼QM@�KXpïÂ$;y，£D���：《hK·hX———±È6¼QM
Ã�Kª、KX$¢Î》，《#��Óât》，２００６ Ùa ２ Æ，ò １２—３３。-DÃïXñ,$
O:，�ã《�546ï��》、《�'§ï-》M8cí~6�，ÄDÁ5«!�ïXñ)
Öµ$P>，£D�Ý6H：《ÈÜ〈/ï-〉Ø$Ù|、ÖOæïXW}》，《P>ât》，
２０１６ Ùa １７ Æ，ò １—４０ 5《Ðà、EW��Ç：〈Ô4ê〉#$0lMïæMV<A》，
《�%#�½³》，２０１５ Ùa ２４ Æ，ò ８９—１２８。
D�ôF�，*K§、ÝBôþ：《m±Ù�Ó：ôd\'ÍË$'�（９６０—１９６０）》，µÝ
Bôª�：《#�ñ÷�Ó�¸T》（íó：íó%½»ðñ，２０１１ Ù），ò １２２—１４９；�%
à、Ý§O：《“Ù�Ó”Ä�“×gÓ”？———À1p¿Wæ-·=#��Ó$%sg》，
《v�MR½½�》，２００８ Ùa １、２ Æd�，ÿ ６，ò １—２１。



�>ÑÜÙ��I-Ë，�>ÑjGÙp（１５９１）�Ý，̀ ËÈM|'±�TÁ

H1、��，)[9rá5óD?<�ðT。ÀðT½r[9Ä1$ñ÷£

A，.«>?¡mV?¡$�TYd，ó£©�hTí~áK2$Ú`。£'

½¾âtN»，V?¡THÂ$�Y，ªa¯æ��ÕæÃ)OÂÃ~Á%$

Ò\，Ä_ª8MÕ¢、~±^$�8，S5aÔ?ã、>?¡N|��`T、m

n$“��”�Y。h�HÂGç±Èí~!�$ET，£´�·�£¸^�

@þ^$y�，?ìemØh�í~¯±È6¼$�IrË，ó«±M@8c

$Ã�，=Ó)@ïÂµò$Ýr，-��¿We«±VÓ$`m~z=f，

-)`±V$UÉm、fñò�~m~z。Â^$��âtóÆ5%R÷Ö，

hiâtªaÀ��、ÉX、�Pæ1p¿WM�`�d，6�¯�é��Q

Aæ`¿WQÅJ�$�J。?

T�;&ÀVî^$m}�，çèß“�”ôô!�，�Ç`0q¦%58

w�¬，)ãæÔD$TVMïí~âtHÝ±?，?¯X�¢¹Cd�¾ª¡

（ａｎｄ）、̄ Ò（ｉｎ）æ:)（ａｓ）M4�Ã~，�Ð“}��¡”:)�³�q，|�`

４７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

?

?

£'ú�±�k'ÈâtN»，《�546ï��》s"Ã~Â-I�《�546ï�》-
-，HÂ�Y_ª：æÃ)Mï���ªaOÂÃ~Á%$Ò\；J4$NÎæ@¨；,
Ãfy�8、�ãæãC；8MÕ¢�~±^$�8；S5���YMM。ç8%"$@
þ^]^，�¼��T�SV?¡TÅ�]�，ìÁ�@%:b6�$ât。�ú�±：
《û�{|��cK$vw4Ií~y¢》，《±Èí~ât》，２０００ Ùa ２ Æ，ò １９１—
２６；k'È：《�546ï�·[Z》，〔±〕¢^.ÁÎ，〔±〕���ºÕ：《�546ï
�》（¹'：¹'v(»ðñ，１９９０ Ù），ò １—２。
DÃ��$v�ât�!<，̀ ÕÆfÞß@`QA$¡1-=Ó。*4Å$ât ]
9G，®/��QA})s�Î¥，Á¦-)±Èñ÷àX、QMæ1pÊ�QÅJ�p
,ÙÚÁ$EV，e�Âl��ât�O<BE$½Ë。*4Å：《±È8Æ��$QA
G�æ1p¿W》（"í："¾%½v�½äbQ¢�，２０１３ Ù），R@%[©m，ºãz
0Y±$*Î，T�¯%RÁä6Î。
,@�{�Gk$v�í~，《�546ï�》$Rfâ1，s©f�/`�6)“TVí
~”，¼Gþïj/`1k)：“Sÿ�¯TV$Ð�%c:)¼c$hf，)TV$6
K、YX、Z/1¶B�，/TV$8L'¹±¬"。……f{D±m$�¿�Õ^，}á
ÚKßäM$nM��¿×^。”�þïj：《±È6¼8cí~ât》（íó：ýfAò
%½ôQ¢�，２０００ Ù），ò ７—８。L-þD/`})“Ms�¬í~”，GÎÍð：《±w
Ms�¬í~Rf$�Ó-1》，《�îÀ¶》，２００７ Ù ７ =a ２１ Æ，ò ６９。-¢sÏ¯
《±wí~$@þÅ�》（-f：Vº�@»ðñ，１９９６ Ù）s"#，U/4;�Wí~±
?�v�Gk、Ms�¬�õÓmæM，FáSsäªaMï{|6�¾，ò １１。



NÎ¡cæk0¡c。kÀí~���%sªÖ，Gu/%�Ó³0AÛ�í

~�R，̄ Áç8Æ$�½QK#�S¥B？S6a$�m±wGu)%��

W|í~9H�，̀ kGu¡2+õ、WNÕ>³MO<¼cRf。? %s£A

�ó�²ã��sM、sP$8�ÕÖ，yLóH�+îV，-)sä{DÛ

÷^$+W÷Ö，ÔÃº�¡$ñ÷^，eÆ51Pp$ñ÷+k，¼{Dè

F$8w�1J。G%ã´}���·��[�Y，GuÀ-M--m，瑏瑠å

¯Vî$<Aæ�m#Ó}Mô、Oô，H-}A%s�Ó�ç#$�|³0

�¤。

一、 解冤釋結： 從宗教到小説

《�546ï��》s"$ÆÇ9¯，Á¦Ã s\v�MïGuáí~Ó，-

)±w�Wí~äè$ß:6s，S¯�`M`c9Ãº$“�æM”。Âl$#

��½ât，�æMsR$O�æOøx£，s©f¢Àãh�R!cû“Ág”$

�½�g，S¤h（３４０Ｂ． Ｃ—２７８Ｂ． Ｃ）)hf，/`è�YOÕZ§$�½æä瑏瑡。

`�“}��¡”Ô�1P�Óiôs�³0�¬，eæVîj[Å_,Ã，9:

�Ã~PÅ$�Mñ÷，5C�K$M¼ÙISXl��æM$Oø，Guø0

Ó}，eR-)ñ÷#çÃx$ôÖ。½J�R$-�"~，í~Á��*�

Â，�|h÷，-%sªÖ ],�¥B4;$�½NÎ，Q±`#5C�K$

MOk0。:Ý)[9�“}��¡”sC，%<$¯�Vî.úxy6#，�`

５７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

瑏瑠

瑏瑡

H�Î¯《〈�546ï�〉+õ¼cy》s�，RyÂ《�546ï�》#VU+õ¼c
æ±wl;+õí~�$Ã~，å;&}�h�ÖµÙB£A$jk，�《T�½�》，
２０１０ Ù １２ =，ò ８０—８２。
��9h¢：《À-M6m-m6：sä"¾1p¿W$¡c^;y》，《ÆXVîâ
t》，１９９４ Ù¹a ４ Æ，ò １８４—２０９。
�W�RóN»：“《̀ �》̄ �w�½#9S´ÿ�k%$45，sX:×L�1)»Ù�
hQ$�¿�*，9:Ðb‘ÉÖ’，-Á�S?$。�sX:$S%h1，u�³8$r
[Y�，S¤h$‘¿-�Ï，ï-á1，́ ÎM ’$‘M’，A�®<ÑÙ$‘M’，S¤h$
‘�êRÑ½RÞSp’$=>Z{，A�ß®<ÑÙ$Z{。”�rß：《��r[Y�@´
á�¿$KJ�》，��rß：《��;<�》（"í：½�"õ，１９８９Ù），ÿ １，ò ２８４。



�Xw��Åh]}��$î。瑏瑢 %sÓ}�æM$“}�”·K�g，Öøã

`�æ`í$`M�，�¦��sM、s�68，e!T5+îV$ñ÷÷Ö，RÏ

��$�æp，Ã ñ÷+k$$¯æ+。£Âí~�|$�I，SIM³6ø³

ø�`®Öµ，-)¸¾9Ðlg�$:b。LÎ¢�VîÕ�½，�¾fD(¤

Ó}$çsq2，L:¢¯�[¾}�Vî·K，Ë¾U}�ý½QK。

#�ÌÆí~<aÅElâ6:，mã±ÈX¡|í~óÿ!)4;k

c，̀ ¦µ9À、äj9¯，!ÖCª¡（ａｎｄ）、̄ Ò（ｉｎ）æ:)（ａｓ）4�Ã~。

¯《�546ï��》s"#，R£Cª%4�Ã~"|���`M`�，/%

s628M0)、D�-:�$cK，.«��|$í~ÓÂÚ，Á¦OÂ$

Qç�Óø�#v$§¨æ�¬，å/ªM¤^�QÅ�S�*}。CÎ`

s�cK，>��æÂl6�s�，%RÖ�)“6ï��”7j9¯。å"Ö

{��æªc$��，-Vî!-)ª¡�¾6p$T，)£�?gd0$

}�，S5:)ßËà?Ã�69�，×�Vî�½$Sá�Â，9:�ÀV

î$}��Y��s�，̀ EX$P>^，SÃ`�½q2Þ6$^。

ôMñ÷$Vî¿WÔæ�Ó�g,Ð2，H`Vî9ç¯�XVî½

¾a#，!á¡)Ï4ø0M�|c-Û5�²^，瑏瑣-î:)1PVî，Ô

�}ãM，e�a:@m，>îH��ÉËþWG%。,@"~，3��g

Fád0ªk-}6M�îÓ，:@pË$¯$ÕÖ¥¦$-Á¢$¢`，×

６７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瑏瑢

瑏瑣

DÃî$}��¡ât，öÙóDsi-N，G�U£：《〈ô0.〉$}�¡æ%��
0÷$}�,�6 ]ât》，���Vª�：《æÆX�Ó———ÆÛ�Óæ�¼½
þâé÷¢��》（íó：Vî�Ó»ðñ，２０１２ Ù），ò ３９１— ４１８；s!è：《.#$
“}��¡”;<¢«》，《Vî½ât》２０１４ Ùa ４ Æ，ò ４４—４９。->î$}��¡â
tU%fË�¯ú�ât#，G��l：《〈s=5ú〉ú:�ü$6�æjk》，《¹÷¿
Vîât》，２００９ Ùa ３ Æ，ÿ ７，ò １１２—１５２。��，s�Ë�《é�M¼cの-Bと!
�：;が�が�MであることのW�》（Æó：Æó%½アジア�ÓâtXYôQ¢�，
２０１３ Ù），UÀé�M$�`， ]#<@����ª$Áç¢`。��ó+��eò
ｈｔｔｐ：／ ／ ｈｄｌ． ｈａｎｄｌｅ． ｎｅｔ ／ ２２６１ ／ ５７３４３。
nG¯《#�$Vî：3îæî》（"í：³Å»ðñ，１９８９ Ù）s"#，£Â#�Vî
$ ]ât，¡)À;<�q¹，�XVîÇ¤�²^，-#�M,¿£÷，;<�qÛÜ
M�Ó、�²^、ó0^$m7，S°£÷æU÷（�²â）6pÛÜæaÚJ。H.1ã
#��ÓD�<DÕÀTªkÿ!$1Ë，-¯eZá`、»b.i$ÿ!S5ñ÷f
]$cwÚ`��Óÿ!Ú`]{ïw。（ò ３０２—３１１）



1h�“3r�%rp”$r�^�，4ÃpË$;ª-áþ¥¦M�Ó-h

U，¦/1kY-p¾è�ªµ。-%s�»$�Ó�pRæ¢«、>@î

�A，ø0�p6p�æ}�ÕÖ，RÚ«@î"Kd，�`î{D1PV

î^�，̀ ø0�[pË6�$·K ]�dMO÷¼。î.©�Ð《̀ M

.》è�ý.，RFá`�æ`p$i`Åm，�SÀOîSË$©�·K，R

±Ãx±�æM$$¯。ÀM¼�[，uáMM'�、Mm�\，l;&ÀMÀ

�[mpËf´�m}y，ÆÃ�o´åsÕ��，Mpã�Sô0。

DÊ$�，“�¡”sC5`0q，½'�%Wµ，ì�]Ì»£¯�½:

b6#，R¤h9:$《ãX·=¡:》，̀ �：“=¡:6Õ]�，³�¡-Ò

ï。”瑏瑤¤h/ÑÙ$Ág，�«�½d�\±Ò³$ú¡，%�ÎÀoB$Á

+Ák，̀ �§Î¥�¦O¡u.:，/�¤zB9wcT"$O��¡，§

)ÁX}ìª}$u¡，-h¦$�½�§eR-)s�4Æ$�ÓW}。

h��Ó³0¯m�g#*�S<$ÿB，̄ �wáºË�ÍM�2½~，

Æ´/�¡Î´、1<�¡Mñ÷8Oº¡�ÍÉÞ¶，:)s�Î2�$

�¿�T，S5AØÍT¿7$NÙ。瑏瑥 %R《ô0.》Ã³ÍÉp�+0�

öá$h1，¡)sj^l#�6ô，ÍTR÷DÍÞM-。瑏瑦 �G《4�,4

P》9Z：“（ÍÉ>ï、J��、KX1）scD�¡，Á�`ø，Á4é4�

�。”瑏瑧k�：“JÝ�Ä�q¾，�Åü�M6Â……Á54~，qbe。÷ý

53-M-p¾，�6Î3Åü�M6Â。”瑏瑨£��¡6ô£`²DQæÎ

７７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A〕pÖ¯�，nÓ�M�ý：《É��x》（íó：#ô"õ，１９８３ Ù），ÿ ４，《ãX》
aV6《=¡:》，ò １５５。
G《�"·�1��》�：“1�±¡�c，£!v,÷£。L¹ÄR\，ÃÆªÙáÞ¶，
1Å�Ã，Zc¾�^�%X。¹��]SV<��v,、b�，�2，zPS[c，�：
‘q)ü²，·jZ1，áí3p。ÕÞ²ÿ，)Á�Ý-ÄËí�，ËÁIW´，S¼_
�。1<�¡，YuÁ0，ª¹"¾Ú�R{。@/ê�>Á�，�S¯\<Á°[，1�
DÞ¶，)Á.�，�Ê``，S¼6Ä。……’”�〔Æ�〕À×�，〔�〕¥Avx，Q�
aª�：《¹ý�"》，ÿ ７１，《by�c0d�¾�1��》，ò ３０４３。
e§r：《À〈ô0.〉$“#�”;<=MæÑL$Ã~：ÍÉ2ÕæM$P°》，��f
§±ª�：《î�Ó$Åô》（�k：dô%½Vî�Óât#³，２０００ Ù），ò ４９—７５。
�.±�：《ô0.dý》（íó：#ô"õ，１９６０ Ù），《4d,4P》，ò １５０。
ç¹，《}ÅüP》，ò ２２—２３。



Q，Ô(¤¯%�%÷´oÖ ³，e¡)÷�ûßf\ª、MM\ª³M，Ë

"R!�)î$gf~。

}��¡¯�UdíV$ÿ!，ÀVî¿qm}�·Kfv.>、@î

$45�Ó，[¾¯1N³2$·¸¹，��SÄÝÌ}[÷�N$�q，G

4�8Ã�9þ《3�M.》，瑏瑩Ë¾U»£�gf#，《F.�XÑ》-�-Ê

�¹X·K�gfX；̄ ©�#UD@`í¾$�i·K瑐瑠，²£��〔ÝA〕

þÄ¼（４０６—４７７）ì0$《Æÿn5Ì��》�n5.¦$《Æÿn5½�

·》，)lò�îR"，Gí*8Æ《Î¹)a》、�wiû��《îk�》，

S5s�}9ò《aÄ�·É�¸》M。:Ý9�©��)uDLM，̀ 9Q

-$“49>b”©�|ä，f¯�`¯�#$Ý:Â5+，-)s�·K^}

��。}�$¿qÞß©�ÿ!，À�"�r5s©1W，w���Ü¿$

î©�#；�w9mÝ$·K，̀ îï/`��《ü�ò%��》�《ô¹

�9©·》#，瑐瑡¯©�5.�#�-}��¡$·Â，l«Qxnøf，d

¤mn�ÂS}�Â^�[。瑐瑢 %s£Ax±ãs�¹$¥w，R�æ`Mm

pËHÝgf，ÁG¯@`·#RÌ��[，��eRÀÌÆ$¹XýÂ，!

�)©�#$Ó}�¡，X�¹]¥±Ã。

c�¹，A�S[}�¢�s�0q，!3Q-ÆB.µ，v.�A=f

ÆSËã»£]%$�/，»£´ü5@}�-Q-$ÆB^í.，±w×

g、>Ñ《©》9�-¾æLÁ<，�4$《ô¹K~}�@`£.》、《ô¹

８７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Ã�þ，��《%×©》a １４ ¤，Ｎｏ． ５０７，k:《3��.》（"í：¹�h»ðñ，
１９９１ Ù）。Ò\N~>h¯÷8，#9`ì¸h�$W<iÞ.)`�nj÷（3�M）
ô�9¶，>hb`}�%u[÷�N9°，¢Ds³¼�ÄÝ，X´�m}y。
DÃîÌÆ$@`·K，£D�Ú�L：《ÌÆî�k·K$Q-》，《¿�Vîâ
t》，２０１０ Ùa ２０ Æ，ò ２７—６６。
〔�〕`îï�、9Kà6ò：《ü�ò%��》，��《×g©》１２２５ ¥；̀ Ùw5Ò
\�D Ｋ．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9�?a，�D Ｋ．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9�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 （《
©4y》），ò １００５；〔�〕`îï�：《ô¹�9©·》，��《×g©》５０７ ¥，�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 （《©4y》），ò ５７８—５８０。
�、A6¼@`·$Å�、QK，£D�9h¢：《ÔV£�`Rí~ât》（"í："¾
½�"õ，１９８６ Ù），ò １６５—１７０。



~4�^=}�.》O.，q�)ô¹K9~.，�¼�-Ùwó¯A�6

p。瑐瑣 `pÃ)R¯}��¡;<$rË，JdA�S"<r-�$^`、 

�·，̀ #f-»£}��¡$Ò\，mL^`Qm9v.$~vX^，�¦

o-TÙ，Ä_ªM¼、MM6p��ÁÈ$�¡。L-hR}�.t*Gu

{B？ÀA�á±$·KR"l3�-，£S'r}��$Q-，ó¯±w#

Î[Ë。±Ü«*;ñªá�Ä$《¹Èn5i`%-�"》!3ÙØ“}�

�”6�。瑐瑤 s�amÀ±w#ÎSË，uáÈw，ÉX(ã»£Ö�)“}

��”$�c，-±Èí~#e!�8d'l}$�¡OÂ，ù>Ñ@?Ù

�Ý$÷ñ�T《��W》，-<=N54©O©“djç³，v�}Ø”（a ５８

¡a）、“ý¨}�`Öõ”（a ８６ ¡a），瑐瑥hi{BÑL$VîTZ，eæ《�

mê》M`®í~9ÃB¾,Î。瑐瑦 :Ý¯hií~$"|#，}��¡¢�

:)íOÂ，å3Q-{Dª�^$NÎ¡c，HóÂ±}��¡$�qÃ�

$¯�³8$<!�9。Àî}�¿qm·K�m$ÿ!，Ô£|Yí~

Gu"|¡�、±��}�；Ä6，e£Àí~#Ä1»%©qó¯Vî#Z

[ÃB。

９７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Áß�M《ô¹K~}�@`£.》，�《×g©》３７２ ¥；�s《ô¹~4�^=}�
.》１４４９ ¥；̀ Ùw5?aD《©4y》ò ５６１、５６４，Ｊｏｈｎ Ｌａｇｅｒｗｅｙ、Ｈａｎ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Ｓｃｈｍｉｄｔ9yf¡)Q-��w，̄ %US)2Í��，ó¯AÕA�8Æ。k~X^`
$ât，�D¸¥n：《A�8Æîo`�%ât》（_5：_5#�%½�ÓæVîâ
t9ôQ¢�，２０１３ Ù）。
DÃ*;ñ9I$Ùw5ªá�Äc，D�4¿：《"í©±ÒñT〈¹Èn5i`%-
�"〉Üâ》，��rß：《��î¢�》（íó：#ô"õ，２００９ Ù），ò ２４６—２８０；ßö
9h¢îÈU5@`#$ÆBG�，S5Ë"ÉX(ÿ!$G�D¹$�Y，�D`
ª�：《�'Aasò》（"í：¹�h»ðñ，２０１４ Ù），《�¢》，ò １０—１１；《�'A
YR�ò|�~±》，ò ６—１３。
�〔±〕�Ån：《��W》（"í：{4&"D0+Þ，１９８３ Ù），a ５８ ¡，ò ７３５；a ８６
¡，ò １０８４。
±Èí~#，9:�÷Oí~G《�mêC¨》、《£÷Ãl》M，!B��{|©G$M
�、ÂÚ�NBM。`=，G《~ö�》M´Û6Ëþ!DÞÍ%G${Î；̄ 《�546
ï��》#þ£�Ê�}l、2©$Wµ，Ga4¡|u¥�6�Õ，̂ %Ì6c；a?4
¡Êsp¶ïk½QÝq，ïo¾|`�，RDr}$OÂ；ka@?>¡êT){Â9
�，>�ømÕsMM。



í~Ï4x£8w$“�¬¡c”（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瑐瑧"|��s��

Yæ�¤)ªv$《�546ï��》，69S9:Ç�é¢，Á¦1)%"I

-8p]Ì，Iì4$《±�·���》-"[$�<µ¶，瑐瑨ç8e��T5

±È6¼$O<:b，_ª»ð�Ó、ñ÷!c、í~ý½�Vî¿WM。T�

ªaÃxå"N5$�+6�，̀ #«¡�、±�m}�9c-$ªj^÷

Ö，l6�Æ5MOk0$�¡，-�¢�x:^$v�*Î。L¯6�}«

`í~¡c6[，Dæa�¡``�½¦%，ÀÔV§¨、�M�¬#$“�

³”Nc，0}Áç8wp$MÊ9¯，å�Õ“�”"Ã³hi¡�æ}�¼

c？�ÀVî���éçèß“�”9!�$Áç:b，OGæñ÷ó0、�¿

{:�Í0{ÝMÕÖ，å8;Mm6p�+e�}��¡？ßË¡�m�

½"|Y«，�é`#�©$ý½jA，-��:�!`®÷Ö。

二、 從訴冤、報冤到解冤： 古小説
中的三種釋冤觀

　 　 《�546ï��》7¯N|ïX��6�，�¼¹ìÄ1»M¼p<ô

=$�æM，e¯3�9Ù>$ó00<6�，Stös©1W<!Ýc9K

Æm$MOk0。3�ó0FáS�、�)é，9:��MK�Î9M。瑐瑩 R

ÁG%，s©MÀí;m%;、À8îVm+îV，MOe\$PÅz}，̂ ^

０８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瑐瑧

瑐瑨

瑐瑩

D�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ｌｌｉａｍｓ，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２８ １３５；#þT�.ë2、*uþ：《Ê°;ªkæ�½》（�ª：ìd%½»ðñ，
２００８ Ù），ò １３６—１４４。
D�〔È〕Ú{tM�，Q�aª�：《±�》（"í：Í�"õ，１９８０ Ù），ÿ １７０，《��
�》，ò ４５４３—４５５１。×��Wæ《�546ï��》9W$v�c0%:,ç，ªa$r
m¨、+õMOÂ，SFÓ��6�!。�，å"e4$ã��$ã、gCM，��T�a
4Â¢Î。
《¢T》#þ!?mÊ�“M”，HV�FáÑp：“ÁMÍ，Á�M。T½-¹ó。r;¾，
`Í ！”〔�〕u.x，〔A〕vwy：《¢Txy·gÕ;》，��〔È〕x�±1，�Òy
ý：《6�AT?4.xy》（"í：@�9"õ，１９６５ Ù），ò １２９。k¯《¥¦;》HsE
N»：“»üG�%#，Ã1GÅ%;，p9Á®，p �M。¯IÎM，̄ �ÎM。”（ò
１０６）¡)K�øc�³、&MKïDç0³，R£SÝØ÷M。



]ûö6M]!l�M�，ÀíMcw)%M、À���z-�¡，�°O©

´{、%&，uá'�Á。h�OmÌR»£¯#ô�±$ÜÆ，:@MO、

Mc$'�，̄ ø0XK¹ìS�áÓ，�*8wóÿ!»sBIì$1cB

fá`，_ªw0á`、á}á`、BfÚ(、¹Bá`��Ý±¬M。瑑瑠 9:

���S�¿�，-Ë����6Ó，}á\�m4�，l~é¿ã6)。¼�

�)�é�!�，Sá)Üâf、ã$)�-)“L�9¹Z”。瑑瑡 £��g

Þ�á`¯!B6Ü，Ôó2m�¯1Ë$O<45，Gñ÷Mþá`、�¿

9vS5!f;<M，Ã�)Ý��¬ã$+×^$r�<�]。瑑瑢 �`Ð/

ïñEÓ)KXÀa6p$qÀÃ~，¼sjT5Bfc-，:)XT、L�

¾¢´“¹Z”S&ã¡N。|ÐÁ¨:2�O，e^^æ¢�(}ã$5

´———m，¹B�ÍÉm±，S¤Ö�，Q-s�Á�ó-)6$B�XK。

h¦$�¿£�ç¦Ä1�í~Nc，̄ ���UdíV$�Wí~，�

äß�¾¡G《²mW·Æ't�》，u�t�áªâÑ$¼c，̀ 8RÃD'

0JÛ$ã)�+，eÁ´Ó�ô+Mâh�¢�$�M¢´@ÍÑ}，¤�

~ÔÚÅ、u#4Ù%�$MA)ñØ。瑑瑣 S!�$s�Om，U�/Mp

ã$E:=.�¹âÕ>â，¢�¹â${|4!¥¦ª�，G《²mW》@�

MpÎ�ø0$�O，.!B6�Í，H4!¢Eq)@¨#$Ò?，:)�

¶¾R/2³$kZÕ�¡N$~±。G《0P��M》sU，RWµ0P�

ØM[Õ��/Ð5!ÎÌ61，.«M$¡i，�r5!Ù58-æ�#ê

�84，Ë"&}äg，êpuB6�Í，5!à�Î#6³。瑑瑤 L-|�ß{

mô¾Ua《M�·0Pÿ》，̀ Z0Pÿ（8�Ü，s:ôÜ，２０９—２５４）St

１８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D�®|F：《À�÷$�¹»U$¤���5���%=�*$1cBfá`》，《�
��½（�í��%½½³）》，２００９ Ùa ４ Æ，ò １５９—１６８。
��î�：《ã)æ�wÞ�äg》，《ìdAò%½½³（°½ñ÷�½ð）》，２００５ Ùa
４ Æ，ÿ ３２，ò ８９—９２。
D�Ú�>：《ÆV{dæ�wBfá`$Û^》，《#Y½�》，２００６ Ùa ５ Æ（½a １５５
Æ），ò １６２—１６４。
�〔U〕m5�，�0�ýx：《¹ý²mW》（íó：#ô"õ，１９７９ Ù），ÿ １１，《Æ't
�》，ò １３９—１４０。
�G¹x"，ò １６—１７。



ð)ÞÊA（8��，２０８—２５５）9â，VMy;8，=mÿ"mnþ，�á�T

$^1¯s0，LË/O©;b1�~Ò，WkûLÑÐÉ�^`¹，Ò?®

óB��¹�，/ÃÞÊ��*ÎÌ6¨。瑑瑥 hR£ÂB��Í（¹ÍÕ¹

�），®Ã0¤¾2m2�$¨à，4!¥¦pK^d§，GÎËÌ、�MÍ�

µ2，Õ���o<M，å��K¨¿`TM。

/B�OÂû�>âã$[\，ÌÆ|� ]�w，G《èM�·Ti

�`í#》¢?5Tií#¯ÉT“)�ð�G，ûüÄÖ”；瑑瑦《²mW·Û�

À》UWÀ¯�ð>Ë�`íJ“ßò©”、“ÄÖÁ£ø”。瑑瑧 �%f3±nW

µpËßàÄÖ$l«，H½¾N»Ì¯>î��6[，̄ 《ô0.》$Íï<

A#，á5óyûãZ�、~�、���q�Mào，£'äMNy�q6(，Ô

ã1`�p~b6�，e÷ã1`pË�a。瑑瑨 �mÆUSË>î¿WDrZ

5，>µWµ$\%Éã、?ÔíÉãM�q，Dræ�ðÉã¡d；å¯1N

³2¿qT，ÀÔVm�Mí~ÿ!»säè$Éã�>¼c，Á¦»£“+

N”Ds±¬í¾$OÂ，e@qMp���S�*，À¨Ç?¦、j��、

ÕÝcmÿ5)ÝM，ssEÎ`�Â，̀ #þ£�mB�$,ÃOÂ。B

�$Ò\_Þ}�：GPaTÙ、瑑瑩â��ì、瑒瑠â¶Î3M，瑒瑡H^^¢Eq

)EÔfC，96¾�¯Éãßà{|，̀ j)6m“>�”v¶^，S5³2

Á�$£�^。

２８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dVA〕Ý�È�，¡¬�ý：《M�》（íó：#ô"õ，１９９６ Ù），ÿ ６，《0Pÿ》，ò
５２。�〔íi〕¥6'：《�o§》，《0Pÿ》，Þ�¶：《�o§ýx》（Vº：YÍ"ñ，
２００１ Ù），ò ２６—２７ þµ%c。
�Ö�)〔��〕�®：《èM�》，《ví~�²》T，ò １３５；�《¹ý²mW》þµ%c，
�ÿ １６，ò １１７—１１８。
�《¹ý²mW》，ÿ ４，ò ２７—２９。
,Ãâtór<，6a¾GaM8ß，P�ÆMþ：《Æ��p�》（¹'：¹'v(»ð
ñ，２００５ Ù），�aⅢ�Y《o��"》，ò １４４—１４５。
�〔di〕.��，.�Zý�：《>ñWý�》（"í：��°»ðñ，１９９９ Ù），《*û
¤》，ò １６３。
�ç¹"，《Ý"ú》，ò １３７—１３８。�〔A〕9�：《ô0�W》（íó：#ô"õ，１９６１
Ù），ÿ １０８，�《snK�》，《.³》，ò ７３１。《ô0�W》ÿ １３２，《³24?sâ�·Ýr
�》，ò ９４１。
�《ô0�W》，ÿ ３８０，�《ÿ¨-》，《H0》，ò ３０７０。



ÔV8Æî、>îDrìwË，ÊÑQ-sBF���$·K（>�）Ú

(。¯h¦$8w�ç，《�o§》çèÃ)C“�o”9!�$Nc，×�¡d

3�WN×kæ>î1N³2$sï。L£'íds9$âtN»：å"�

²ã��、�¿Õéþ，3æ�Ld 9�“×k”$BE，-��ßMo@Ä

“)M¾Á£)6c”，eR�mq�P�MæM6p$nkæ¿·Ã~¾。瑒瑢

1%å"$¡c^^¯á¶M�pË，�K»£��o�$¨M£A，LË�

¶¾!.«MoûÑ)Ý³W-àp：G´}M¾û���、��#ç*æN

���、瑒瑣MâgAôgl$�Ä6`��/�2#-ÿhàp；瑒瑤n/N³、

yÝâ¶çmS�$Ú��`)�-p。瑒瑥 :ÝD8�oþ÷B��Í，Õ¥

¦s� ]pK$i�âMXK，瑒瑦ìÁä¢�B¤�Mp��ÕÉã±ß$

)Ý。h�¥»!�$äM^³�ÝI，½¾fó.Y¬`D:�KvS@

Ó$ÆÇÙ�，HÀ>�Å�$�`，Ï S,d/《�o§》})ÆÇ\7$

2÷XK。瑒瑧 :ÝG%，À>îR"《����》WFÉ�Â《�o§》，S5Ë

wí~R"《ô0�W》#“�³”ó.-)“³2”R$=R)，£�ó¯#�

í~�g#-)s�Rf，wxß@�Mp�¡óD]�×1$=�。

-nË$�Mí~#U£S=ms�¹¥w，R�¯{D>î�F$>

â�ï#HÝnM$á}，G《ô0�W》�《ôMW》#《fü》s;，füÙ

9r-p-W�，ÑÎ¯>�#)[÷Ù�Êr6�9B，Ä´®âÙ�，

«¶`Ùå�Á£=�6'。¯+Î£�$OmT，®bï¹?»d¤，d?

３８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öÙDÃ《�o§》$âtè<，ÊD9�}，̀ #6a¾)íds9：《¥6'〈�o§〉
をめぐつて———ÔV§¨í~の^�》，《ÆX½》，１９８３ Ùa ６５ ò，ò １５—２８ #þT�
9�þ：《¢¥6'〈�o§〉———ÔV§¨í~$^�》，#�ñ÷�½J�½ât9#
�vwí~ât#³�：《#�vwí~ât》（íó：M1�½»ðñ，２００５ Ù），a １
ò，ò ８３—９２。
Þ�¶：《�o§ýx》，《��》，ò ９。
ç¹，《ôgl》，ò ６４—６６。
ç¹，《S�》，ò ６７—６８。
� Ａｌｂｅｔ Ｅ． Ｄｉｅｎß，*o±þ：《�o§y》，《#ô�ÓWÖ=�》，１９８０ Ùa １０ Æ，ÿ
１３，ò ５７—５８。
�íds9：《¥6'〈�o§〉をめぐつて———ÔV§¨í~の^�》，®¯x １０ 9:
?5ºøks、Oºï�MMó.?»h��Y。



æ`/®z5�ÎpÉã，ÁG1®¡n÷，±`9D)Êrº�ñ，SÀÊ

r=÷。Êr¯��Îð$êmT，K29r!÷，à�eg�/`S�1»，

H�oÃÞ�jP，Ã�9r-)<¯n÷、Æ�>Ë$½�¾，«%�ó»

D:�ÔV¾¿s%$�ñ�。瑒瑨 kGç"�《����》#《�û�》¼c，

U�W�r)`�9B，>Ã["zo，æ��@Z。�ra¤Ã¾æ�ö»，

~±â�¾��D`M，k�¿)�Ýs，d¤1a%sBf，à�ó-�

}。瑒瑩 ��U�¯Mp£Â·K}�，Gî`�《Æ`�·Ú7K》，W�t

ð)J³N，âN�l，a¢F#，hTS)ÎMr¿。Á¶)N�9B，�

ÕÁ�，���Æ;ª，dZ��ð，mM��ýOÕ@，Xã¡+，åSÈÄ}

+。瑓瑠 £À@J¾U�《�MW·nAA》，W]MÚ\��ïDs#，�-¶

�，o~»�，Ë±�ss³)#¤�，ßË]mnAA，�¤òi。nAAN

»，%u�¡3}，L1v`È�，��çj~¹y©`y，³·KHÝm^¤

6¼，�Z�J6Q/%�½6�ì，Xã¸¹%#�"³û÷�N，õ·n

AA[�[÷1N，=u��ÕBÚ\��S�6³，}�q�Ç"$Î°Î

±$ç´。瑓瑡 �%,@��³¼c$SøÄø，}á���Ä$WNÝI，Æ

��s�æ�oá}�º$£´^，jRsX:]á¶¾4Â�¶¾ú:、Ý

sM·K，*��ç�,；�sX:eÓ�Â`$³WÝI，�«ñ0^�

�Õ;<，'�ÕÌ�×X“N�”Ã~，ÆSïWMæM、Mæï，uá�Mæ

Í$�ÉÃ~。

«%£�，À�UdíVá�w$ví~，�¡5`�}ÕÖ，Äà)N

c�R$6aªÖ，n9»6S+õ、WNÕ�>M¼cRf，S%x£®â

þD×k$<A。í¾¥¦B�、³�，Î¢�ªIÕáIK2“}�”$ö

÷，:Ý³W$FéÕDÁç，H`)$f�)ã}ã'�9Ç"$T²æï

¶。-4>÷â$>�，̄ ]�Ú`¹£})Mp��、á`�îÞ$½4，«

４８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ô0�W》，ÿ ３８０，�《ôMW》（±¸T:»《�MW》），《fü》z，ò ３０２８—３０２９。
ç¹，ÿ ４３６，ò ３５５０—３５５１。
ç¹，ÿ ３３，ò ２１４。
ç¹，ÿ ９７，ò ６４８—６４９。



%Á¦£�8w'.T+vJ��æÌ4$�Ó，�sX:�«®â>�$

8�，þ£:)@%âvJ{:$�i、�|，}ás�s�@Ä:B。`#4

«$LM，2åR�íds9îÈ9�$“ñ÷^”，瑓瑢Õ¾£�6)£��Á

çñ÷$“�¬¡c”，HS£%^$;<"%，T5ãÍ、M6p$Ã~，�·

�#�QM�g@à?$¯$~�æ¿W，,¿Í0å�)ñª|ÕÑ;

j§$�^，Ä-�Ñ;�m$|£，ÑB`�、�Mæ³e�MpS@×k

$�m；L-Þß÷IvJ$r%，ÍMÃ~þÞ6o¤，#v8Æ«>、@

î«£ÙIÃ~T9Q-$“}�”�q，u�:@²"²<[÷w��M3

}$£�，hÄ>î1NÑ2$³��eÁ´I�12“�P”-s#ü$¿

q，��\«ãB�$-á，åÿ!»4±�âÊ��}�,$XK，@��

ÿA�SË]Q�K$Vî�·，{DÁ£�}$:B，L-í~÷â9Ä1

$�Mf¢�}ãXK，á%óI-ÜE$ëf。

三、 明冤與報功： 于謙之冤的兩種筆法

公子于冕……與解人行至山海關，是夜夢父于公語曰：“吾前日已被石

亨（？—１４６０）、徐有貞（１４０７—１４７２）誣害而死。吾魄雖喪，而魂不滅。

當日訴於天，蒙上帝憐吾忠義勤勞，著吾爲京都城隍。吾今欲朝皇帝訴

吾之冤，但借汝目光三日，現形朝見皇帝後，還汝目光。”（第三十二傳，

頁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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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順，汝害吾甚酷，吾今已訴知上天。不過七年之間，汝之死日，比吾尤

慘酷也。汝今解禳何益，禍不旋踵矣。（頁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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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爲國去奸，反遭汝等奸邪毒害。吾死之後，旦夕訴於我太祖暨太宗

之靈，伸吾冤抑被害之事，明吾忠義報國之心。先擒汝子，後誅汝身！

（頁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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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石亨等矯上旨，催促成獄。法司無奈，只得承亨、貞風旨，乃以“意

欲”二字，附會上之。亨等遂挾都御吏蕭維貞等構獄詞；其略云：“看于

謙、王文等，意欲迎立外藩，圖危社稷，合依謀反者律。陳循與項文曜等，

知于謙、王文等謀異不舉，依知情故縱者律。”奏上，天順帝覽畢，猶豫久

７８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瑓瑥 �《±�》，ÿ １６２，《Ýq�》，ò ４４０２、４４０６。



之，乃曰：“于謙曾有功於社稷！”衆皆默然，未及對。石亨、有貞忙上前

啟奏曰：“臣等出萬死一生，迎陛下復位。若不置于謙於死地，則今日之

事爲無名。”上聞此言，其意遂決。法司標榜於市；二十二日早，獄中取

出于謙、王文、范廣、王誠等，於西市受刑。（頁 １６２—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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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s�#9W$，?�R|Tccii$/ZgC，̀ �è4GT：

供狀人于謙，年六十一歲，係浙江錢塘縣民籍。於永樂十八年中鄉科，十

九年登進士。二十一年奉命差往廣東平祭瑶僮，犒勞官軍，清查功績，一

軍稱廉明，瑶民懷德綏服。回京遂陳瑶疏，蒙恩復差巡按江西；有枉民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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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一鞫而知，全省皆稱明察。因見寧府强横，劾其不法者二人。又見長

蘆一帶馬夫，快船夾帶私鹽萬萬，某亦不避權貴，各置之於法；至今河道

肅清，民無阻擾，還京復命。宣德元年，扈駕往征漢王，收伏漢庶人，庶人

當殿不服，反出不遜之語；某歷數其罪，詞嚴義正，漢庶人無敢再言。二

年，山西、河南災荒，蒙聖恩親擢巡撫侍郎，敕往二省；某遍歷諸處，問民

疾苦，出示勸諭，良民尚義，捐貸資粟；仍捐己俸糶穀，以賑饑民，以備荒

歲，全活億萬。每至汴城，見黄河水勢洶湧，民遭漂溺；趁民間農暇之時，

令其預爲椿柳，以被卷掃之害；又曠廓乏人家之處，捐俸令人種樹、濬井、

建亭，使行者無枯渴之苦，往來有少憩之處。久慮别省流民，居住無棲，

乃編成伍甲，給與空閑田地，造房屋耕住，俱爲良民。出役數十年間，晝

夜區畫，興利除害；二省人民，建某生祠於白茅橋畔。正統十一年還朝，

因觸怒權臣，降某二級，仍差巡撫二省。十四年，今皇上親率六軍，蒙塵

北地。初十日，京師大震；某望北號哭，急啟太皇太后，乞命郕王監國。

是日，群臣見馬順呵散儀仗，因忠憤激發，共擊死馬順，廷中大亂，無復朝

綱。郕王見駭，欲回宫者數次；某忙奔前掖，留王住定，一一處分，慰肅百

寮，奏滅奸羽，群臣帖然就列。一日之間，區畫百端，飛符整飭，袍袖盡

裂，屐舄盡穿。翌日，蒙太皇太后進爵尚書，某固辭不受。其時民心慌

擾，訛言萬端，奸盜四出，百姓逃移，京都空虚。某乃令人巡視，多方曉

諭，軍民稍安；某集衆啟請太皇太后，社稷爲重，乞立太子，以臨臣民；乞

命郕王，以輔邦家。二十一日，太皇太后命郕王爲帝，保宗社如泰山之

安，使國家成中興之業。整頓未完，敵兵突至，某親督將士，誓以忠義，遂

挫敵於德勝門，遁回。某慮敵必掠通州，以資人馬；某急往通州散糧各

足，繼焚其餘，使彼進無所掠，退無所資，知吾有備，不敢侵據。至十月初

三日，敵因喜寧唆撥，復大舉入寇，九邊震動，萬姓惶惶，有倡南遷之議

者。某慟哭諫阻，力陳京師根本之地，今不守此，則大事去矣。景帝頓

悟，宗社奠安，軍民無遷徙之苦；即日命將出師，整兵拒敵：飭郭登謹守

大同、激楊洪父子盡力報效、勵石亨叔姪奮勇破賤；令孫鏜、萬廣守衛京

畿；督張、衛穎鼎峙互援。諸將奏功。復保孫安、朱謙修飭獨石諸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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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用計使楊俊、高磐密擒喜寧，豫埋銃炮擊敵。敵懼請和，景泰皇帝猶豫

未定。某忙上前陳奏，備述兄弟至親，君臣大義，禮宜答使迎復。景帝頓

悟，遣使臣迎今皇上歸國。兄弟行揖遜之禮，君臣賀再會之儀；置立十二

團營，掌督精兵一百八十餘萬。授計於董興、馬軾等，剿除廣寇黄蕭養；

指畫於陳瑄等，收伏閩寇鄧茂七；蔫陶得成誅，降浙寇葉宗留。又安插永

樂年間降人於東南，潛消彼敵覬覦之心。復保陳豫、王通築城於天壽山，

使軍兵無遷徙之患，商賈得安集之防。七年之内，日則不暇飲食，夜則獨

宿朝房。蒙問，所供是實。（第三十一傳頁 １５９—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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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ìÁ/NC�-%�，̀ #�¢$«j×£æT�$¡)ÙÖ“µ§ïû|g

ê”Ð2，�%¡ø��s�6ïÝæï�，£�“6ï”�6Ã)9¯，Ä�»Ä´

®“¥B��，&$ñµ”6Îè，SoØMV“ãj”T767nPk。

«%e£S±n�"V?¡$¡c，69S�#���s�$�»，À5

ÙÜ»|º|û，SyÝ01ðÆ�;#67)`�ùý�（a １—４ �）。�

$Ë-°5Yb�，û1�Æ，�{t�，̈ ø8L。k1V�.6��[，�

7��ð�、ìd，¹iÞ1，'qôÝðñÞ（a ５—８ �）。`#RÛKã+

õ�m¨í~$OÂ：_ªÜðiÁ�Ìõ、¿'âMõ、̈ Ð@¬ÄÎ�õ、

ÝVVàÞ�ùõ��s�Ìõ（a ６—１２ �）。ªaRËÅ��T)mM=

÷，5Ù�½-¥P¼û¿ô4mù，k-ÆÑá5?�nM，åÃ�ÂÅ£

QM（a ２５、２７ �）。í~s�ma １３—２４ ¡，ã|»íÉz©Ð�0，×g�

bÈû�áº；��R\Ë，��R£ÐÄ�，åÄ@�»Çfdó6÷。¯û

1�õ6Ë，¥¡×g�，ì1-�+ñí。8Ç��6Õ，�»Mª«��M

M，OYláÍs�øp（a ３０—３３ ¡）。Ë"Ís��r���õ$�,，

ÄÿJ�»、5¼êT（a ３３—３６ �）。á�¿�8X�Á��6�，hAh

½，!ò�;，��ËwþlmØ（a ３７—４０ �）。ªaf¯£ÂÁFÓ�

�6“�”，9:�æ“)1��”$+õ¡d，kàá±wï-�>$�ã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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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6“�”，Dj�%Im��“�%�6”；H��}�$ÂÚ，

àtv.]w，ßËã´�×I-。ö%，T"$ßË?¡，çèß��$¬�

N|。}�U�Mm�Dþ、êTMW�ªc±p，u¯��6���$Á

Û¦，ä�¹MV=�Â÷，g�#·6Ë，ã�×�m0Ä，u«�YË^�

7�!“;�ò”；>Ñ?\Ùã/��A¥«“G¾”I)“ïG”，×:Å¡

`“ï”———±wA¥á`#à�Á/¿��Z$+�¿hU，瑓瑨þ£�óm

±wXß^$0<'â。

1%，å"¡QÄ<ÀÐ6É，½ª`s�-D9¢1，̀ °¦6ZDGT¾：

嗚呼！于忠肅公功大冤深，褒崇贈錫，未足盡其烈。而靈爽晤於天地，千

萬世不泯，是真千古一人也。嗚呼偉哉！（頁 ２１０）

¯%±n�»“�%�6”V8，:)��s�$êÁ1¢，L`#“3A

±`Y”$T，SÇ�'a，Ôä¢±wX、1@Kv$@Ü@Ä，e_¢m

¡c$³�-á，瑓瑩R《�546ï��·(》½¡9Z：“wp¢'Ò½Q、

%�，ËíÂ-WìÃ，R��ÄÅ、ÆÇÈÉ、4�eÊ，T+c»，U¥�，º

+�@，U��。L÷6Ë，Â+6H，Ë+6ù，DÁ)=)Ï、ÌÍ�I，<

�`M¾ ！”（ò ２１１）xó8M@®s�#g$Î0çOæÝr，I�Á2é

þ0á，L-%#$“�@”、“=Ï”，å3Þß��£��Z$¡å-ëT×

�，e��.�$“d~�ð”R£W�，Äæ¢.«�s��²8�Be�Z

$��$¯，:)`�Y$à?¡Â。ØZ6，v�MïQA]m��，“�”

æ“Y”$@ ]FY，̀ �m¹92m$�ZÕÆ]^，ç8eQØã`-

m“n:”6q。

１９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瑓瑨
瑓瑩

�9á：《±wà�“ï”Îy¢》，《¤�½�》２０１４ Ùa ４１ ÿa ２ Æ，ò １６０。
D�9h¢：《À-M6m-m6———sä"¾1p¿W$¡c^;y》，《ÆXV
îât》１９９４ Ù¹a ４ Æ，ò １８４—２０９。4�u：《n:$m£：«A�¡cmñ÷¡o，
säÃ��M1p¿W�ÓGò$0¢^Ü�》，《"¾ñ÷½�》２０１２ Ùa ４９ Æ，ò
４１—１０１。



四、 結冤與解冤： 《于少保萃忠
全傳》中的宗教情懷

　 　 《�546ï��》ÔS��6�æ�:)ªv，̀ ªv6#k_A�<

»v，XÁàáO<+õæ8c，G%Ô�©ßM¼p$O©M[、�¡，eû

áãL16p$O<|c：OGiÁ�Ì、Ïâ、ËÑ、àÞ�ù��s�ÌM

M；R6��{{·Tã、瑔瑠e{��、瑔瑡VXp$nM，瑔瑢}áT5±Væ0

â1Pp$'�，瑔瑣R8Ä1±wX¡|í~cÿ!-�$�Rq2，kS

���M�c$v�c�)¬，fÅs\v�Mï$���|。%���

|e`v��W$áK*:，1¯±w#Î$í~ãÛ#，69S´D�»

ø，R¯ÏBÀ±�m}�$�O3u，¼0TÕ÷Ëk.HÂ-�Ý，�S

Ý÷ÁÐ。«%;Ç%s�½£A，̀ PËæL$¯siÇ�8;$h1，R

�h¦$NÎGu±:���，O¾»s�Öø�Wæí~$�|，̀ NÎÔ

Á2ËZMs�¬cK$0á，HeÁªÅ�¬"�|9÷6$¬M¬c；̀

0��R¯ÔaÖD�¾64，k�È+v�Mï�W|$·T��，·�h

�@þO:$áó，u9:¥¦“�¡”6“¡”æ“}”:)s"qî，i%Ä

1±wñ÷$O<ÕÖ，̀ #Ãº]%¾R�KXó0，-`�¡UQóàE

�Ó。�J��4óV?¡$|��*，̀ %íc-Ô<)F：ÔDI|v�

��cK，eÑKO<ÎdE¸¡/$í~Ê�。

#�vw.µæLÊÌRDÊ��[Wµ，H4!�é2L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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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Ga?4�“.;lvÒ·[　 ôËðØmôO”，Ý`%½QQÓ)pÂÜÔ6cÖ·
Bg�，�ØTÓ�ã#?Ù。（ò ６３）
如第三十五傳“童掀開瞽得漏網　 曹欽造反亂京城”，即是曹欽怕受到石亨事影響，每受
劾奏，顧通謀作亂，逯杲、吴瑾拒敵不勝而死。（頁 １８０—１８５）
如第二十四傳“于公薦賢置州縣　 徐珵改諱治張湫”，記于謙奏薦徐珵治張湫河決，内監
有言，故事有不諧，反銜恨於于謙。（頁 １２３—１２４）即使徐有貞與石亨在合謀害死于公後
關係日疏，石亨謗訕有貞，使其落獄，發落謫戍雲南。（事見第三十三傳，頁 １６８—１７３）
如第十四傳“權璫蒙蔽勸親征　 王師敗績於土木”，記馬雲等使到瓦剌買馬，醉允和親，終
失信於邊國，而挑起戰端。（頁 ６７—６８）



@h�Mp�L$'�æOø6�Y«，Ä-aBOVîµ(，ã´]m@�

MR�¡û%、OøÄ1$�é。G《ô0.》�：

天地之間，常悉使非其能，强作其所不及，而難其所不能，時覩於其不能

爲，不能言，不憐而教之，反就責之，使其冤結，多忿爭訟，民愁苦困窮，即

仰而呼皇天：誠冤！誠冤！瑔瑤

其治理人不知，或有大冤結，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盜賊奪人衣服也，

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亦不敢言，皆名爲閉絶

不通，使陰陽天氣不和。瑔瑥

,@�£�÷âFáñ÷É\$é¹、́ J$Fé，《ô0.》S=6S“Í

)�”，ªÚ¥¦s�!Ñ¤、s2ÑL$ñ÷Ý0，1µ-B，1^-¿。瑔瑦

¼¯as§���LN»，ÍÉpTDFé¶�6:，sjFÁ0S)0，�

ÂsäM9´Å¯，ÔÁY³î�，ÄìSPw，U÷s�M£6O。a@§�

�U�Äÿé¢Fvg¿$qN，Ãág¿¾�ÁIZ`�，Õ¾´JÁ5l

��，̀ ¡NR�ÍÉÕS、ßnÁ�，Þ-e/Þ6-"。

¯>îX:，S《s=5ú》)�，̀ |�“M¡”$s�，û1�“s_M

[，qÀûû”，“�ûM£，q«ûö”，¡)¯£�$<!�9#KÆm$M，

^^S4p£，<9Pð，-Ñ,ÆÃ，S°<û£³。SHsEÉÝ/“u¾

M£ÖT”？£'ú�}�：“ac�、"cÖ、®c_、õc�、Ùc��，!)

Ì�69ËÖ。9S，vx4Æ，Á�}y。”��´åW�：“M[[�Ô，

ÐÁ}¡，�Ô#，u8Ø`？”À-î�W�：“!"ì×"eMû³，̀ M

３９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瑔瑤
瑔瑥
瑔瑦

.±�：《ô0.dý》（íó：#ô"õ，１９６０ Ù），ò ２０２。
ç¹，ò １４５。
��8ðF：《¢〈ô0.〉$ó0;<》，《°½æ�Ó》，２００２ Ùa ６ Æ，ÿ ２６，ò ５６２—
５７０。



û<，Ss=³0Mo2。”瑔瑧

¯4îds$ñ÷�ç#，RÃzSÒ《�546ï��》$;<D`

"%，Hå"Ý�Ã�£�`Æ6�M;�，$¯s�6�$Vî�。hØ9

�“Vî�”，jN�·��²$¯$s���³æ¿W³，À-s�@>ï�

Z$m6³¢。1%��RÃ@ªM¤��MÓD�，HåÁ�j/`Å¾

)Iý$6M，eÁs�ØÓ,@$��。:Ý�"VY64;Il¯�*

��$Á�æ�·，mßË$VY6sã|`¬�；HØsä�`"~，e£

~�"$VY64;I，f¯N|��Gu“¡�”。¡m`k0¡c$Y«，

c�R�£Â“¡�”NÎ，S¸¹“�”$�,，/×X4dcK$®÷、÷¤

5ï¶，lss@±�Í、É、M6p，ã�S4£`“�¡”$��。STR{

|ÉÀ4ä:b_�，YR`6�"é¢：

s�Z1：Àí~�^RFá��Ñ*K[Á�，}áNT)�Íñ=

÷，瑔瑨He«��Í9Ç，ä^eÁç�s©M，Á2á�É\^ä，Ñ¡06

9¯，!�2'Ù，¼-á8Ú��，}ÕÑp$�¯�f})É�。瑔瑩 RÃ®

Ä¢�s��-��，*³ENPªáµ-^·$à�，̄ ?YÃJ®$?½

Ö2<³Éñ´Ë，tÑ¬ÁªôÂ：“�+%Ë，Ñr@ôôÂ，~MQî。”

（a@�，ò １０）ç8e�«�»、§1�xë"62�：“A�ëï³Æÿ，@

ôÂM。”（a4�，ò １１）]ÿ!BûÑ;$¡r。9�^�RZ{，��RÛ

ühs�，4DÌ=%º��$:,5`Z{。Gas¡i'M¯vÑ¯�

�Æ?8R)`=,，R�：“%�ø���，M¡´5，®<u�8�,e。”

a@¡ki@ïSN»vÑ,þÁAø，��¢��3"#gu�：“<Ë

)��æL�ß，þ`]e。”（a@�，ò ５）Á¦x±:,æÍ]�¾p$Ò

¯ºË，DEIm��ï®$^�，FÓ�"“ï”$á^，eÜÞã<Ë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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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瑔瑨

瑔瑩

D���l：《〈s=5ú〉ú:�ü$6�æjk》，《¹÷¿Vîât》，２００９ Ùa ３ Æ，
ÿ ７，ò １３６。
�as�Z`¯í��Íñ�ù}�，³`J1Î�-w，Æ`mMZ：“·³)<6
Ì。”（ò １）a@�@ïS`:,~：“%�6�，ÃÝAV�v,6Þ\。”（ò ６）
¯as�#||��58-�，-æ,ßõ¾2÷，õ#ÉP-áP，�ò ２—３。



ÁL$OÂÿ!。aV¡vÑï��#4\ªaMï：��、êT（Ë)â�

�$ªc%X6s）、êt，}�Î¬，)6¤!ä4，RÕ`¼，vÑu�：“ð

'¤!¾，¬4K6]"。”（ò ２２）åS4ã,h。ã#R�§`Ë4M%Ë

$Z{，̀ #'æ��$ãUH：

巍巍體貌若天神，炯炯雙眸耀朗星。聲似洪鐘欺項羽，面如冠玉賽陳平。

擎開赤手安邦國，誓展丹心佐帝廷。他日救時真宰輔，後人誰不羨忠貞。

ãa¡S“ïþ”@8，RÐ2"�$6ïÙW。-ïþ、ïke-)��

<ËÑ�ÆM$Ù�。1%®¯:O��$z，]?>�ÐkøÄOñT6

8，RâWM�：

汝等受國家厚恩，當以死報效。爲人最難得者“忠義”二字，惟國家有

難，方顯忠臣、孝子、烈士之人。今事機急迫，不可有一毫差錯，倘有差

錯，禍患立至。且賊長驅而來，不劫驚，則殺戮。與其遭彼之害，寧可對

敵而亡，總是一死，不如盡忠而死也。生則成功有賞爵，死亦揚名於後

世。（第十六傳，頁 ８４—８５）

OÛ6¼^^Ájµ¹³Ö。-h�pY6ï$³§`�Ìó£�`³#，

£À��ÌÙ¯]nð¸"，�YêÜà$YÜ，RÑL�ÿ-â：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

（第五傳，頁 ２５）

%s³ÖNLGçáTs©，-)®ßË$Z{。

@)1N：T"Ô)sä4;X¡í~|$Nc，RÁùl;$�Z|í

~，1N@£^^¢B�vKÿ!，-�À\Éyõ�!，ÃÃk©Þ�，jj

,è，ßË$¡Nã÷×£»"。¯"#Dsäáa$Ã)CR�“M”æ

５９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¾ÁÄ<»£，ßËãwc)O©ÛÜ+k、0^$³WÝI。y

Y¾-��¬�$4äªa��，.;、êTæ�»（Dþ），Ë�¾hTq)

®$ÓJ，Ù5RákZ)“<Ë²-�76M”，-U%ââ,/，��@�

h�M}áD?@8>6ñ；L¯�K$M¼ÙI#�ÕÃ~Å_，ÁÜT

“M£”��，cMÔ6zSÓ}，ßË!�»$¡N———R�ÄJ)�、l�

-¶。Y«%s¡�æcM$ÂÚ，ýÀ.;"~q�Æ}¡ó，zË.;6

¼，@`ÒL¹þ，6�Á}，*ÁæZT，Nã-:，Ñ%æ.;Á¶；Ëk@

.;köV±�Â$ÏÓBÚ，“³#£Ø”，³WP`Â，�M¡M<6（a?

4�，ò ６４—６５）。%sM¡×Le1�.;ÜvBÚ，s8k@-D9Áö。

L-êTæ�»Ô)ÓÚ，T"U¥¦rHK$NÎ，@£×X1®÷wc-

M¡r-，|Yx¹>�9�“s_M[，qÀûû”、“�ûM£，q«ûö”$

M^�&；̀ TR�>�M$³¢�Ó$ÂÚ，s�ÄêThT@���å�

Î�q6³，¼��：

亨自思：“吾雖有戰功，而安邦定國之功，于公之力爲多。”乃列舉于公屢

次大功，請官其子。景帝即封于公之子———于冕爲府軍前衛千户，公即

上表，辭子之官，復曰：“用人之權，在於君父，石亨烏得而主之。”亨聞此

語，心中甚恨，曰：“吾之好意，反成惡意。”如今又見公之戒飭，愈恨，遂

不遵戒，往往冒功壞法。……石亨見朝廷拿了冒功人等，又查革了楊海

官職，心中忿忿不樂，怨恨于公。（第二十七傳，頁 １４０）

êTD���rg6n，ì3´|Y��S�c)6$P°�，Sp`M，C

�6·，e)��6�dà，Á¦Ljá%，Ä)��9�×。®ÁrÑ8，Ä

ÜTM£6³，å°`l4，�T��，ßËäå»?)qp$ÐÝ，��：

石亨見牌心喜，曰：“于尚書！中吾計也。”誰知石亨見皇儲未定，意欲復

立上皇，貪功報怨，滅深謀險至矣。（第二十九傳，頁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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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T$“c”æ“M”，á%I�:6ã³#s�n±，a��û$、öJk�

Áø。

á��»，:Ý��@`6tÍ�、É0、Ä�、~Õ、ßn、Xþ6"，-?

ÈD�，H¯U26�$$-#，@`ªÚdÇ，��³WJÓ，À%Ö�%U。

（a?>�，ò ８８—８９）Ô��åÁ1%-�íË，Ä�sjÉ½t>Y，ì1

ÂÚ|Dòç，Ä÷MÏ。«%S£Sx±M¼Ã~$cMÂÚ：

徐珵即造于公府中，一來賀節，二來即問起前所浼之事。于公答曰：“日

前小弟面奏薦兄，奈内廷諸人知兄之名，當面阻撓，使吾不敢再奏。”徐

珵默然不悦，即辭回，公固留酌，不肯而出。於是深恨于公。（第二十四

傳，頁 １２４）

有貞在京一年，因國子監缺祭酒，復浼于公保薦，于公即使保奏。過數

日，于公奏事於文華殿。景帝獨宣于公至面前，曰：“徐有貞雖有才華，

然其心術機險，豈堪爲祭酒耶？若用之，豈不壞了後生輩也？”公見諭，

惟叩謝，辭出。左右見景泰召公當面，遥聞有貞祭酒之旨，傳與有貞。有

貞只道于公不薦他，又在上前説他過失，甚恨于公。兩次不如所願，遂爾

成仇不解，冤禍於此基矣。（第二十五傳，頁 １３０）

«%sEEÉ�»`“?LÁ�”、“��6£�+”、“}£�+”，“Rë-N

Á}，�-�%·�”，O�ô=Y±，ÈÉx£»1ûÄ-N$M^æ�，�

-6D1。

4�à+æ³�：�M$s�e!e1�Á´à+æ³�。�g¸D“w

Í Ý，b�à+”$Gò，��ÇÄ6}%，《��》#/“U26�”（a

１４—１８ �）y1)��ä¾. $Ã)c-，̄ %!£ãO$ÈZ、NBÐ1

$4t。®çëóA4à´$ç8，e12ñXa¤¨7-ý，%cÔe1�

.;$´v7�（a １３—１４ �），-í~¯?V�#óÚw.;p�Ä7，k

¯?Ô�Wµ³[æp¾¶8H，0z.;�s6c，+¨ó ，ìk)u�

７９１解冤釋結：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Lá�“Ó#J3ómË　 ��!ÎpîE”s¡，N|^[/à

d���ÓJ×��Z6c？AÁD&��6ï®？c�¹T�sX:�Î

îEE2，“wÍ Ý，b�à+”$E:，�sX:�*��6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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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s）´"

m5�，�0�ýx：《¹ý²mW》。íó：#ô"õ，１９７９ Ù。

Ã�þ：《3�M.》，《¹Ä%×©》。"í：¹�h»ðñ，１９９１ Ù。

.±�：《ô0.dý》。íó：#ô"õ，１９６０ Ù。

.��，.�Zý�：《>ñWý�》。"í：��°»ðñ，１９９９ Ù。

nó�4Ñ�M�Á：《×g©》。"í：¹�h»ðñ，１９８５ Ù。

aM8ß，P�ÆMþ：《Æ��p�》。¹'：¹'v(»ðñ，２００５ Ù。

�Ån：《��W》。"í：{4&"D0+Þ，１９８３ Ù。

9h¢ª�：《�'Aasò》。"í：¹�h»ðñ，２０１４ Ù。

pÖ¯�，nÓ�M�ý：《É��x》。íó：#ô"õ，１９８３ Ù。

nG：《#�$Vî：3îæî》。"í：³Å»ðñ，１９８９ Ù。

þïj：《±È6¼8cí~ât》。íó：ýfAò%½ôQ¢�，２０００ Ù。

¢sÏ：《±wí~$@þÅ�》。-f：Vº�@»ðñ，１９９６ Ù。

¢^.ß、¢sÏ�ý：《�546ï��》。íó：M1»ðñ，１９９９ Ù。

¢^.ÁÎ、���ºÕ：《�546ï�》。¹'：¹'v(»ðñ，１９９０ Ù。

À×�，¥Avx，Q�aª�：《¹ý�"》。"í：Í�"õ，１９８６ Ù。

¸¥n：《A�8Æîo`�%ât》。_5：_5#�%½�ÓæVîât9ôQ¢�，

２０１３ Ù。

*4Å：《±È8Æ��$QAG�æ1p¿W》。"í："¾%½v�½äbQ¢�，

２０１３ Ù。

Ý�È�，¡¬�ý：《M�》。íó：#ô"õ，１９９６ Ù。

Þ�¶：《�o§ýx》。Vº：YÍ"ñ，２００１ Ù。

（@）¢�

Ａｌｂｅｔ Ｅ． Ｄｉｅｎß，*o±þ：《�o§y》，《#ô�ÓWÖ=�》，１９８０ Ùa １０ Æ，ÿ １３，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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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５８。

4¿：《"í©±ÒñT〈¹Èn5i`%-�"〉Üâ》，��rß《��î¢�》（íó：

#ô"õ，２００９ Ù），ò ２４６—２８０。

s!è：《.#$“}��¡”;<¢«》，《Vî½ât》，２０１４ Ùa ４ Æ，ò ４４—４９。

8ðF：《¢〈ô0.〉$ó0;<》，《°½æ�Ó》，２００２ Ùa ６ Æ，ÿ ２６，ò ５６２—５７０。

9á：《±wà�“ï”Ay¢》，《¤�½�》，２０１４ Ùa ２ Æ，ÿ ４１，ò １６０—１６７。

íds9ß，9�þ：《¢¥6'〈�o§〉———ÔV§¨í~$^�》，µ�#�ñ÷�½J

�½ât9#�vwí~ât#³�：《#�vwí~ât》（íó：M1�½»ðñ，２００５

Ù），a １ ò，ò ８３—９２。

9h¢：《À-M6m-m6：sä"¾1p¿W$¡c^;y》，《ÆXVîât》，１９９４

Ùa ４ Æ，ò １８３—２０７＋２０９。

9h¢：《78©6Ë：î1I#ýÂ·K$ �xG》，��9h¢、9eTª�：《²�、

ú:æ�`：#��Ó$ú:"|¢�》（"í：#âJ#��°ât9，２０１３ Ù），ò

７９—１１９。

�U£：《〈ô0.〉$}�¡æ%��0÷$}�,�6 ]ât》，���Vª�：《æ

ÆX�Ó———ÆÛ�Óæ�¼½þâé÷¢��》（íó：Vî�Ó»ðñ，２０１２ Ù），ò

３９１—４１８。

�%à、Ý§O：《“Ù�Ó”Ä�“×gÓ”？———À1p¿Wæ-·=#��Ó$%sg》，

《v�MR½½�》，２００８ Ùa １、２ Æd�，a ６ ÿ，ò １—２１。

¿Kñ：《±È4Ií~�|Úÿ、ÛÛ£Aª÷》，《½þ=�》，２００４ Ù １ =，ò ７４—７９。

ú�±：《û�{|��cK$vw4Ií~y¢》，《±Èí~ât》，２０００ Ùa ２ Æ，ò

１９１—２０６。

H�Î：《〈�546ï�〉+õ¼cy》，《T�½�》，２０１０ Ù １２ =，ò ８０—８２。

X�ß，ÞQuþ：《±È�w$Ä´·K：VîæÞ�ªÿ|$QÅÂÚÜ�》，��rß：

《ÀÉãm`'———�M1pVî$<�:�》（"í：ôÓ»ðñ，２００９ Ù），a\X，ò

２３３—２８６。

Ú�>：《ÆV{dæ�wBfá`$Û^》，《#Y½�》，２００６ Ùa ５ Æ，½a １５５ Æ，ò

１６２—１６４。

ôF�，*K§、ÝBôþ：《m±Ù�Ó：ôd\'ÍË$'�（９６０—１９６０）》，��ÝBôª

�：《#�ñ÷�Ó�¸T》（íó：íó%½»ðñ，２０１１ Ù），ò １２２—１４９。

®|F：《À�÷$�¹»U$¤���5���%=�*$1cBfá`》，《���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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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½½³）》，２００９ Ùa ４ Æ，ò １５９—１６８。

ÎÍð：《±wMs�¬í~Rf$�Ó-1》，《�îÀ¶》，２００７ Ùa ２１ Æ，ò ６８—７２。

�î�：《ã)æ�wÞ�äg》，《ìdAò%½½³（°½ñ÷�½ð）》，２００５ Ùa ４ Æ，ÿ

３２，ò ８９—９２。

��：《hK·hX———±È6¼QMÃ�Kª、KX$¢Î》，《#��Óât》，２００６ Ùa ２

Æ，ò １２—３３。

Ý"-：《¢#�vµí~$`Rf£A》，《ñ�4(》，１９９３ Ùa １ Æ，ò ５２—５６。

Ý6H：《Ðà、EW��Ç：〈Ô4ê〉#$0lMïæMV<A》，《�%#�½³》，２０１５ Ù

a ２４ Æ，ò ８９—１２８。

Ý6H：《ÈÜ〈/ï-〉Ø$Ù|、ÖOæïXW}》，《P>ât》，２０１６ Ùa １７ Æ，ò

１—４０。

e§r：《À〈ô0.〉$“#�”;<=MæÑL$Ã~：ÍÉ2ÕæM$P°》，��f§±

ª�：《î�Ó$Åô》（�k：dô%½Vî�Óât#³，２０００ Ù），ò ４９—７５。

��l：《〈s=5ú〉ú:�ü$6�æjk》，《¹÷¿Vîât》，２００９ Ùa ３ Æ，ÿ ７，

ò １３６。

二、日文

（s）´"

s�Ë�：《é�M¼cの-Bと!�：;が�が�MであることのW�》，Æó：Æó%½ア

ジア�ÓâtXYôQ¢�，２０１３ Ù。

（@）¢�

íds9：《¥6'〈�o§〉をめぐつて———ÔV§¨í~の^�》，《ÆX½》，１９８３ Ùa ６５

ò，ò １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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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ｙａｌ Ｊｕｎｉｏ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Ｙｕ：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Ｕ Ｙｕａｎｊ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ｉｎ ａ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 ｉｎ ／ ａ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ｗｈｅｒ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ａｏ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ｏｆ “ｒ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ｔ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ｌｅ ｗａｙ． Ｉ ｔａｋ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ｖｅｎｇｅ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ｙａｌ Ｊｕｎｉｏ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Ｙｕ ｂｙ Ｓｕｎ

Ｇａｏｌｉａｎｇ，ｗｈｏｓ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Ｙｕ Ｑｉａｎ

（１３９８ １４５７）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ｔｕｒｎｓ ｉ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ｏ ｉ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 ｌｏｔ ｏｆ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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