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炎武山东入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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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一  年 初名绛 字忠清
,

明亡后易名炎武
,

字宁人
,

江苏昆山人
。

顾炎武是明末著名大思想家
、

学者
,

有人论为学术上
“

继往开来的人物
” 。

清代
,

曾因
“

文

字狱
”

在山东入狱关押达七个月之久
。

他在山东长时间入狱
,

但在《清史稿
·

列传》中对此却 只字未提 清人翁玉涛在《听竹山

房诗话》中仅说
“

亭林游济南
,

为一达官置之狱
。 ”

清人昊止捐 的《顾亭林先生年谱 》中也仅

说
“

⋯⋯适以苏州黄培诗狱牵连
,

先生闻之
,

即星驰赴鞠
。 ”

不仅简略
,

且记叙错误
。

他 自己

也仅说
“

⋯⋯黄培诗狱株连二
、

三十人
,

又以昊郡陈济生《忠节录 》二 轶首官
,

指为余所辑
,

书中有名者三百余人
。 ”

因事涉清代统治
,

清代对此或不叙
,

或简叙
。

民国以来
,

介绍顾炎武的论文
、

著作很多
,

但对这次入狱
,

尚无正确论述
。

现就有关文献

作一考略
。

黄培文字狱

顾炎武自称
“

黄培诗狱
” ,

各种文献中亦称
“

即墨文字狱
” , “

黄培文字狱
” , “

黄培诗词悖逆

案
”

等
。

黄培
,

莱州即墨人
,

清吴止捐
、

现代张舜徽称为
“

苏州人
”

显然是错误的
。

他的祖父是黄嘉

善
,

明代万历间因戍边有功
,

官至兵部 尚书
,

赠太子太保衔
。

即墨城内有
“

四世一品坊
” ,

因黄

昭
、

黄正
、

黄作圣
,

黄嘉善四世均为一品尚书
,

黄嘉善有 个儿子
,

宗宪袭锦衣卫金事
,

早亡
,

宗缓为刑部郎中
,

宗库为进士
,

宗臣为举人
,

宗载为锦衣卫千户
。

黄培 为宗宪之子
,

字孟坚
,

号封岳
,

明末袭锦衣卫金事
,

历官都指挥使
、

黄培世受皇恩
,

在明亡以后
,

不再出仕
,

回归即墨故里
,

住室 自题
“

丈石斋
” ,

由唠山运来

坚石一块
,

自称
“

此坚此贞
,

期无负此石耳
。 ”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元年
,

黄培作诗二百八十余

首
,

删定为《含章馆诗集》
,

从凤阳找到刻工高达卿等五人至即墨梓刻印行
,

同时还刻印有《汾

阳王传》
、

《金刚经》
、

《好我十二君 》等
。

康熙四年
,

黄培前妻胞弟蓝润的从弟蓝溥控告黄培刻 印矿含章馆诗集 》内容是怀明反清
。

黄培的儿女
“

亲家
”

江谦为其疏通
,

设法私结
。

莱阳人姜元衡 在《国朝省献类征 》中误为姜元
“

衔
” ,

他祖父是黄嘉善的家奴
,

赐名黄宽
,

配以婶女秋菊
,

生二子四女
,

长子黄黝
、

姜元衡即黄黝之子
。

顺治六年中进士
,

请复原姓姜
,

名元衡
,

初授翰林院侍讲
,

后迁顺天府主考
,

因受贿受处罚
,

又丁优回家
。

周至元在《清初即墨

黄培文字狱资料》中认为 黄培家人认为姜元衡为家奴之子
,

对 其投靠清人得为高官十分卑

视
,

姜元衡以黄培刻《含章馆诗集 》敲诈黄培未果
。

于是收揽了邑人杨万晓于康熙五年六月二

十 日
,

向山东督抚控告黄培
,

控告 内容有
,

刊刻逆书《含章馆诗集》
,

黄培怀 明反清等等十大

罪状
。



这一案件株连达二百一 于 七人
、

先后经 数年
,

最后经康熙亲 自批复
,

判决黄培执行绞刑
,

康熙八年匹月初一
,

黄培服刑
。

这是清初一大文字狱
。

顾炎武遭株连

姜元衡告发黄培是康熙五年六月
,

这一年顾炎武五十四岁
, “

春 由大桑家庄过充州
, · , ·

⋯

游太原时
,

秀水朱彝尊客晋藩署
,

过访先生于东郊
,

因与订交
。

康熙六年
,

南归至山阳主王起

田家⋯ ⋯ 东还主德州
。 ”

张穆 《顾亭林先生年谱 这时黄培等人 已入狱一年多了
,

并未触及

顾炎武
。

到康熙七年二 月十五 日
,

顾炎武在京师慈仁寺寓中
,

忽闻山东有案株连
,

才出都门于三

月二 日抵济南受牵
。

顾炎武怎样会被株连入即墨文字狱呢

谢国祯认为 顾炎武跟他大桑家庄田的原业主谢长吉中间
,

发生 了一些嫌隙 恰巧当时

即墨人姜元衡在济南告发在其祖父卖身为奴时所投靠的主家黄坦
、

黄培
、

黄贞麟家里有私刻和

私印的
‘

逆书
’ ,

于是谢长吉便和姜元衡勾结
,

叫他藉 口书 中有顾炎武参订的字样
,

把顾炎武

也控告在案里了
。 ”

亭林先生学谱 吴止捐也认为
, “

是狱为谢长吉主唆
。

长吉即乙 已岁抗货

不偿
,

而以大桑家庄房产作抵者
。 ”

顾亭林先生年谱》
。

张穆认为
,

黄培文字狱
“

奉 旨发督抚

亲审
,

事历三载
,

初无工涉
,

忽于 今正 月三十日抚院审时察称有《忠节录》
,

即《启祯集》一书
,

陈济生所作
,

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者
。 ”

顾亭林先生年谱》
。

据黄培 一案的《会审讯问记录》抄本 载
,

姜元衡告黄培的十大罪状中
,

有一条是说黄培

的叔叔黄宗昌
,

违杭清朝的
“

剃发令
” ,

拒不剃去头发
,

以示 思明抗清
。

问
“

⋯ ⋯举《忠节录 矛上有黄宗昌
‘

握发以终
’

之证作据
,

这《忠节录 》是何人所著
”

姜元衡答
“

这代忠 节录 》是昆山顾炎武所辑
,

⋯ ⋯是炎武辑成
,

由陈济生捎去南方刻 的
,

内有
‘

黄呆昌握发以终
’

⋯ ⋯
。 ”

问黄坦
“

顾炎武 曾到你家住着
,

搜集史实作《忠节录》吗
”

黄坦答
“

不认识顾炎武是谁
。

至于搜集史实作《忠节录》
,

更不知情
。 ”

这样
,

才决定传讯顾炎武
,

是由姜元衡将顾炎武卷入这次文字狱
。

康熙七年三 月
,

山东抚

院传
“

⋯ ⋯着即速提顾炎武对质
。 ”

康熙于三月二十六 日谕示
“

依议
、

钦此
。 ”

山东抚院接到 旨令以后
,

将人员案卷提齐
,

顾炎武亦从京提至济南狱中
,

十一月十五 日

正式审问顾炎武
。

对顾炎武的审讯

现存的《会审讯问记录》记载了对顾炎武的审讯
。

现从中摘录部分网吝
。

问顾炎武
“

姜元衡控你到即墨黄坦家住着搜罗史实作《忠节录 》 捎去南边刻印
,

有此事

么 可据实说来
”

顾炎武答
“

贡生是江南人
,

因在 山东作买卖
,

将本钱寄在章丘谢家
,

后来谢家把本钱亏

损
,

给了生员一处庄 田
,

贡生从来不认识姜家
、

黄家是谁
。

因去年五月间
,

与谢家在济兴讼
,

才认识姜元衡
,

他就牵带贡生
。 ”



顾炎武要求看一下《忠节录》
,

他看过之后说
“

这书 内有宁 人二字
,

姜元衡即指为是贡

生
,

宁人之下边还有兹恭二字
,

这姜元衡的弟弟就名是铱恭
,

那么兹恭也就是他弟了 贡生

从来未到过即墨
,

据姜元衡说贡生在即墨采辑事实 既去做这一番事
,

到那里必拜见县官
、

乡

宦
,

贡生拜的是哪县官 是某乡宦 叫他指出来
,

如贡生拜乡宦
,

姜元衡也是 乡宦之一
,

就没

拜他么 叫他实说
”

姜元衡没 见到过顾炎武
,

只说
“

顾炎武到即墨是住在黄坦家 中
,

他曾与杨万晓同过席
。

⋯⋯黄培同一老 秀才杜廷蛟到我家说 要搜集事实
,

叫姓顾的人捎去南边刻印
。 ”

于是
,

进一步分头审讯
。

问黄坦
“

姜元衡说顾宁人曾来你家采辑事实⋯⋯
。 ”

黄坦供
“

顾宁人从未到过我家
,

亦不认的他为谁
。 ”

杜廷蛟 已八十四岁不能到省
,

由其子杜俨到庭
。

问杜俨
“

姜元衡告你父与黄培曾到他家为顾炎武搜集事实
,

有此事吗
”

杜俨供
“

生员父子都不识顾炎武为谁
,

也不知他几时到的即墨
。 ”

他遂即呈上其父杜廷

蛟带的笔写 口供
“

生员现年八十四岁
,

姜元衡
,

黄培俱系廷蛟亲友 告状与廷蛟 丝毫 无涉
,

姜元衡称本人与黄培搜集事实
,

委无此事
,

生员并不知顾炎武是谁
,

若有此事
,

全家俱遭横

死
。 ”

问杨万晓
“

你与顾宁人在黄坦家同过席吗
”

杨万 晓供
“

孙耀峰向我说 有一江南才子要来
,

后来也未见来
,

只听说他名叫顾宁人
,

不曾亲见他面
。 ”

再次提问姜元衡
,

姜元衡对顾炎武的活动均是听说
,

分不是亲见
。

经过几次审讯
,

顾炎武在济南狱中被关押七个月之久
。

山东提刑按察使司在奏文 中称
,

“

⋯⋯顾 炎武一案
,

据讯顾炎武坚称未曾到过即墨
,

更无有托黄培
、

杜 廷蛟 搜集事实作《忠节

录 》一事
,

黄坦亦声称与顾炎武不识
,

则顾炎武情属无罪
,

合行开释
。 ”

康熙批渝刑部着转 旨山

东
,

按申报处理
。

这样
,

顾炎武被释放
。

事实考

顾 炎武在明亡之后
,

奔走于抗清的活动是事实
,

清设
“

博学鸿儒科
” ,

顾 炎武 坚辞不赴
,

说
“

刀刃俱在
,

勿速我死
。 ”

他与黄氏族中黄培
、

黄坦声息相通
,

共具反清 民族意识
,

并且事实上顾炎武到过即墨
,

并

与黄民家族交往
。

清人吴止捐在《顾亭林先生年谱》中写道
“

弘光十四年
,

丁酉
,

四十五岁
,

过 即墨游峙山
,

为黄钥生作蜡 山图志序
。 ”

近人赵俪生写道
“

他先到达济南
,

在那里少作勾

留
,

便动身到半岛上的莱州府去
。

⋯⋯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

顺便游历了唠山
,

并跟即墨黄氏发

生过一些联系
。 ”

见《顾亭林传

唠 山
,

亦称不其 山
,

在即墨境内
,

顾炎武诗中有几首是写唠 山的
,

包括《安平君祠 》
、

《不

其山》
、

《唠 山歌 》
、

《张饶州允抡山中弹琴》等
。

说明他到过即墨是无疑的
。

同时
,

由于结识了黄氏
,

为黄宗昌父子写的《唠山志》写了序
,

其中有
“

故御史黄君居此 山之下
,

作《唠 山志 》
,

其长君朗生 按 即黄坦 修而成之
,

属余为序
。

黄君在先朝 抗疏言事
,

有古人节
,

概其言盖非夸者
,

余独考唠山之故
,

而推其立名之 旨
,

稗



后之人有以鉴焉
。 ”

这篇
“

序
”

是顾炎武与黄氏友谊的永久存证
。

结语

顾炎武株连 入文字狱
,

关押七个月 几经审讯
,

赵俪生分析
“

在大地主眼里 已成为异 己而

可怕的分子
,

这就使大地主叶方恒
,

姜元衡等不能不用其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想加害于他
。 ”

《顾炎武传略力主要的还是谢长吉
,

谢长吉为了田产才唆使姜元衡把顾炎武牵连 入黄培文字

狱
。

姜元衡本身对顾炎武没有利害关系
,

没有坚持及搜罗事实
。

顾炎武的一些亲友也经多方

奔走
。

如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是大学士 给 山东布政使写信
“

母舅顾炎武
,

赋性怪僻
,

不合时

宜⋯ ⋯显属仇人诬陷所致
。 ”

他的朋友朱竹咤正在山东巡抚刘芳踢幕下
,

自亦相助于他
。

顾炎武
,

作为一代大思想家
、

学者
,

遭株连被捕
、

入狱
、

审讯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为镇

压汉人以 加强统治的主导思想
。

从顾炎武被无罪释放
,

也可以看 出朝野具有 民族气节的正义

之士很多
,

黄培以一 己之死而独揽各项事实
,

坚持供称不认识顾炎武
,

这解脱了顾炎武
。

黄培文字狱过后
,

无论上层士子及群众百姓都同情黄培而恶姜元衡
。

甚至表现在官方修

的志书上
。

同治 即墨县志 》上仍介绍有黄培
、

黄坦
,

并未因
“

悖逆
”

而不录
。

如
“

黄培
,

字孟

坚
,

嘉善孙
,

荫锦衣卫指挥金事 在朝以刚方闻
。

后以诗稿祸起
,

死砖市
。

黄坦
,

字朗生⋯⋯以家事去任⋯ ⋯
。 ”

这里对黄培并没认为是十恶不敖的
“

反逆
” ,

只说
“

以诗稿祸起
” ,

而黄坦又说
“

以家事去

任
” 。

可见黄培及顾炎武的正义事业
,

在清官方亦未敢歪曲诬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