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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3年这本书问世以来，我多次听到朋友说：“文祸史”这个题目出得好。
我总是回答：不是我出的，是鲁迅先生出的。
　　说来话长。
　　我从1957年起，即同语言学、文学打交道，多年之后，知道了史书上有五花八门的文字狱案，文
学史上有很多用性命调换来的诗文，对此常常愤愤不平。
到“文革”期间，我有机会通读《鲁迅全集》，读到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才知鲁迅先生早已期
望有人撰写《文祸史》，他自己也身体力行，1934年就写出《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文，
实对《文祸史》的撰写作了很好的指导。
我的心有所触动，但尚未决定要写。
“文革”后，我重操我的老本行——“小学”（中国传统语言学）。
我在重新阅读历代小学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纯学术的领域里也有因文罹难的案件，而且从避讳
这层面去探索，还可触及文祸的灾区。
我终于明白了，某些皇帝、权相制造文字狱案，分明是在玩弄“流血的文字把戏”（《中国小学史》
第五章第七节）。
我于是下定了决心：那部《文祸史》是应该写了。
其时已是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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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专题史系列”之一。
全书在梳理、研究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按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的轨迹，叙述了周秦、汉唐、
宋明及清代的文祸；其中，既有世人皆知的“文字冤狱”大案，也有鲜为人知的“因文得祸”怪案；
用历史唯物论和传统语言学（“小学”）的学理，揭示了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王权而利用文字迷信、皇
权崇拜所制造的种种“流血的文字把戏”——文化专制主义悲剧和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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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奇光，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
196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考入该系研究生，重点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
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
1993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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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朝第一桩文字狱  二、与清初正闰之争相关的文字狱  三、康熙朝庄氏《明史》案   四、三藩之
乱和朱方旦案  五、诗歌里的文字禁忌   六、戏曲创作上的文祸阴影  七、文网渐宽后的戴名世《南山
集》案  八、雍正朝反诸王朋党的文字狱  九、整权臣与汪景祺、查嗣庭等得祸  十、注经、论史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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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话案再现  六、蔡显案·齐周华案·文字怪案  七、禁书运动与文祸第二高峰  八、王锡侯案激起文字
禁忌的狂浪  九、徐述夔案与“明”“清”文字腥风  十、反学界朋党的尹嘉铨案  十一、文字怪案、诬
告案、疯话案的重演   十二、文祸大潮后的余波不是结语的结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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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邓析（前545一前501），郑国人，名学的创始者。
他创名学（刑名之学），当与郑国政治家子产“铸刑书”一事有关。
鲁昭公六年（前536），子产把刑法条文铸在金属大鼎上，公之于众。
刑法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性命财产，条文的字句成了人们钻研的课题、争议的目标：统治者可用“刑书
”去判案子，老百姓也可拿“刑书”来打官司。
不同的人各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刑法条文，就导出不同的解释，掀起了关于“刑书”的辩论。
这辩论是名学创立的前奏，后来郑国出了一个刑名专家邓析子。
邓析子招收学生传授法律知识，主动帮助民众打官司，以致“郑国大乱，民口欢”（《吕氏春秋·离
谓》）。
这里“乱”了郑国的统治秩序，当权者岂不恨之入骨？
而邓析子简直像律师一样，处处利用“刑书”，作合法的斗争，很难找到把柄。
后来，执政者子然终于从文字上找到一个借口，可向邓析子开刀了。
且看《左传·定公九年》（前501）的记载：　　郑驷（按，字子然）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虽语焉不详，可话里有话。
后经晋杜预、唐孔颖达等的注疏，才揭了真相，杀邓析子的借口是“私造刑书”。
先秦时，依据君主的命令拟定的法律，是国家的法制，而邓析子以个人名义写成《竹刑》一书，岂不
是“私造刑书”吗？
既然《竹刑》是“私造”的，那就付之一炬吧，可是子然却要“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说明
《竹刑》比子产原先颁布的国家法制“铸刑书”更为完善，否则，子产的后继者子然，是决不会用政
敌邓析子的《竹刑》的。
显然，“私造刑书”不是判处死刑的理由，而是一个杀人的借口。
　　齐太史、邓析子同死于“文字之祸”，但他们致死的方式却不相同：对邓析子来说，是先定罪名
而后找文字把柄去杀掉，而齐太史，只是因文字触犯禁忌而被处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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