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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第六回  福王受劍仙冷落　韓氏因勞瘵雲亡福王受劍仙冷落　韓氏因勞瘵雲亡

　　調倚《四和香》詞曰：　　叵耐淫王惟好色，預戒還相憶求見，何其堅且力，有甚的便宜得。

　　別抱琶琵違內則，雖是他人逼。大限來時，徒歎息，悔昔日中心惑。

　　卻說韓氏，緩步走到藝圃，先令一個使女，去把守門太監喚一個來。不多時喚到面前，韓氏道：「我要偷看師父如何教導他

們，你且不必通報。」遂閃進牆門，見天井地下排許多板凳，又釘下竹籤，只無礙子卸去裙襖，在那裡教郡主和這些子女縱跳。要

跳過這些板凳，又隨手拔那地上竹籤。韓氏掩在隱門的門縫內張著，他們一個一個跳躍如飛。無礙子見有跳不過如法者，又自己跳

與觀看，口裡又說著：「身子先要起得高，然後容易跳得過。」韓氏站得腳酸，遂令報知。無礙子忙入房中，穿好裙襖，出來接

見。韓氏道：「師父太費心了。」無礙子道：「也無甚費心，要學這些武藝，須自幼學習，方可成功。」韓氏贊道：「師父實在無

事不精，郡主有福，才蒙師父如此教導。待王爺回莊，自然要來面謝。」無礙子問道：「王爺有信回來了麼？」韓氏道：「已早回

汴城，只在這幾天也自來莊了。」又見堂中擺了四張小桌，每桌上俱攤著書，又問道：「他們還要讀書麼？」無礙子道：「這那叫

讀書，不過教他們先識幾個字兒罷了。」韓氏復令瑤華到身旁，問道：「你好生學著，不要討師父打罵。」瑤華答應了，又問：

「你裹了腳了麼？」瑤華道：「用布纏了好幾日了。」那八個子女們，也叫過來看了看，都吩咐了話，遂又令使女傳知那邊說：

「我在這邊與師父談談，晚膳擺過這邊來。」使女們傳出去了。韓氏又問無礙子道：「前日師父叫備一大些東西，教他們一時那裡

學得及？」無礙子道：「凡人幼小時，心靈機巧，何事不可學。我每見人家父母，過於姑息，遂令子弟廢時失學，實實可惜。故我

不留餘地，盡情教導，使他們大來成個偉器，豈不是好。」韓氏道：「師父慈悲，肯用心造就人材，也是功德。」

　　正說著，已擺下膳來，就令瑤華同膳。無礙子催令瑤華，趕著吃了去睡，明日好一早起來用工夫。瑤華吃完了膳，即便辭回，

同白於玉進房歇去了。韓氏且與無礙子對酌，無礙子道：「王爺不日回莊，我先與夫人說知，王爺本性好淫，但見婦女必動邪念，

我不耐與他見面，可先代我達知。但我之培植瑤華，也為他日後保莊起見，不為無益。他若另眼相看，自當始終其事，設有別生希

冀冒犯，休怪前已做有榜樣在那裡了，也要叫他曉得。」韓氏愕然道：「前日不見師父做有什麼榜樣嚇？」無礙子笑道：「夫人自

是不知，但這小子存心已久。」韓氏道：「是那個小子？」無礙子道：「就是副史張超然之子張其德，他先妄想於夫人，以後忽又

移到我身上，我知他雖有此心，還不敢妄作，故爾置之，豈知元宵那晚，他忽發高興，公然撬門越進藝圃來，妄想天鵝肉吃。夫人

那晚醉臥在床，幸兩邊房門緊閉，不然，夫人險作醉魚矣！他見無從下手，忽把蘇遠香房門推開，奈遠香酣臥不覺，竟被下種而

去。我初意，即欲飛劍斬之，因念他是張超然之獨子，姑容他留個後裔。然其罪較重，已將他宮刑了，後來可撥與瑤華，做個貼身

服役之人。」韓氏道：「怎麼不見張超然同蘇遠香稟及？」無礙子道：「此事須待三四個月後，自然發覺。但王爺不日回莊，我故

先為說破，使王爺也知利害。」韓氏雖作點頭，而意中甚為腆。

　　無礙子道：「夫人不必掛心，此處歇宿與寢宮有何分別。蓋為此輩心存邪念，可以不必盡行告訴王爺，致起疑團。」韓氏聽

說，方始反憂為喜。膳畢，即回寢宮，暗暗誠服無礙子之作為，且心上自忖，以後不可大意。又隔了月餘，這日忽報福王離莊不過

十餘里，即刻到了。韓氏自然預先備辦了一切伺候，並著人往藝圃知會，令瑤華率領八個子女，到這邊一同迎接。不多一會，福王

到莊，先在外殿，有令史、副史、管事人等，稟知出門後一切情事，然後轉入寢宮來。韓氏同瑤華在正間滴水下伺候，先有宮嬪、

使女在宮門接入。等到上殿，在椅上坐定，遂各跪拜請安。福王一見瑤華，便對韓氏道：「這妮子長成得恁了。」韓氏稟道：「今

年已是五歲，腳也裹了，現在請個師父教導學習哩。」福王遂抱在身上坐了，問其所學，瑤華一一登答，口齒清朗，心地明白，十

分歡喜。又見有八個一般大的子女，問是那裡來的，韓氏又細細稟知。又問：「師父在那裡請的？」瑤華也就將原委說明。福王意

謂湊巧得緊，令瑤華傳語，令師父明晨來見。韓氏又將無礙子的許多能處誇述一番，又說：「他輕易不肯見人，是一個有道德的女

冠。」正說著，已擺下膳來，韓氏同瑤華陪用了。瑤華先自稟辭，福王令太監們送回，這八個子女也同跟隨而去。新婚不如遠歸，

況這福王平日以女色為第一件要務，一到初更即促就寢，不消說顛鸞倒鳳，整夜不休。次晨起身，已見一群子女擁著瑤華進寢宮

來，請安畢，站在一旁，福王遂問韓氏道：「這師父有多大年紀了，生得如何？」韓氏道：「師父年紀已是五十餘歲，生得也很齊

整，看他面容，只像個二十以外的樣子。」福王道：「既然少艾，何不還俗改妝，也做個貴嬪，不強似出家麼？」韓氏忙搖手道：

「王爺斷不可提他，這師父道行深奧，犯他恐有傷損。」福王道：「他斷不敢傷我。」韓氏道：「他不慕榮利，又有法術，王爺不

能奈他何。」福王道：「他有什麼道行法術？你們說得他這般利害。」韓氏道：「我也不知，倒是他自己說起，元宵那晚，有副史

張超然之子張其德，撬門越進藝圃，趁宮女蘇遠香睡熟，竟敢入房玷污。師父恨其不法，已將他淨身了。一府中若干人，沒有一人

知覺的，可是利害麼？」福王道：「張超然之子，竟如此大膽，即淨了身，待我出去著他報名入宮服役。」

　　又問道：「這師父平日教這些子女學這些什麼？」韓氏道：「據他說來，先學武藝，次即讀書，狠覺有條有理，他說莊子落在

曠野之外，必得些武藝才能保守。舊年秋間，因蝗蟲災荒，嚇得我日夜不安。得這八個子女，不過七八年間，武藝俱各嫻熟了，那

才有恃無恐。還說：往後時世不靖，汴梁庫藏亦可搬運些來此間堆貯，也可放心。」福王道：「庫藏貯在汴梁，自有城池，軍兵護

衛，此間何能積貯？」韓氏道：「王爺還不曉得師父的武藝哩。他若在，雖有三五千人馬來，他可以法制。」福王咋舌道：「有這

樣武藝麼？」韓氏道：「王爺狠可放心。」福王道：「既是這等，我有什麼不放心的，待我遣人往汴梁，搬運些庫藏，收貯在這

裡。」遂對瑤華道：「你去請你師父來寢宮，我有話與他談論，並非是無事動擾他。」瑤華稟道：「師父叫女兒來，代請父親的

安。他性喜清靜，不教人見他。」

　　福王道：「你先去回說，既在我莊，豈有不見面的。師父是方外，不來也罷，我如何不去。且這新造的藝圃，我還未認識，你

然先過去罷。」瑤華聽了，遂入房辭韓氏，和這八個女簇擁而回，便將王爺要過來見的話，與無礙子說了。無礙子遂令各執事婦女

迎接伺候，並代我謝辭。眾婦女答應，各為整備。

　　不一回，那邊宮女來報：王爺過來了。瑤華領同眾婦女接入中堂，叩見了，福王就問：「這邊師父為何不見？」眾婦女道：

「師父叫奴婢們辭謝王爺。」福王道：「他是師父，自然這樣說，你們傳我的話，說務必請出來一見。」白於玉同黃金釧進去，一

回，出來稟道：「師父說他是方外人，不知禮節，王爺既必定要見，休要責備。」福王不在乎禮節，只管請出來。

　　只見門簾開處，無礙子穿著道服出來，向福王稽首，福王也站起身來，回了一禮。無礙子就在東邊上首坐下，福王把無礙子上

下看了一遍，人雖標緻，眉間隱隱似有一股殺氣，不敢涉邪，遂說了些寒暄暄話，又道及些朝中的事，無礙子只不開口，聽了一

會，便起身道：「方外人不知世務，不敢奉陪了。」遂走了進去。福王又去樓上看了一回，也就回宮，只有瑤華同眾婦女送出來。

福王回到上書房，即傳令史、副史們諭話。不消三兩刻，齊集階下。福王喚副史張超然道：「你充當副史，好無法度。」張超然不

知何事冒犯，即時跪下。福王道：「你有老大的兒子，怎麼不嚴加管束，致有撬門入室行奸之事，這還成個體統麼！」超然道：

「副史的兒子，名喚其德，日在身旁使喚，並不敢有犯奸之事。若果有證據，副史即時綁來，請王爺處死，不敢姑息的。」福王

道：「你連個兒子都不能管，那裡還做得副史來。我且問你，你兒子於正月間，可曾因病睡臥幾日麼？」超然道：「有半個月沒有

起床。」福王道：「這麼，你就回去，驗驗你家兒子的下身還有沒有，這就是證據了。」超然即時爬起出去了。

　　福王又喚令史趙成道：「你是個令史官，手下副史都要你約束，怎麼全不留心，致有這樁情事，在你也擔有幾分不是。」趙成

也免冠謝罪，福王道：「以後俱要小心在意，再犯並究。」令史同各副史俱各領命。福王遂叫令史寫一諭單，差人發與汴梁府中長

史知道，教他派撥兵衛將天地兩字號金庫，同露結兩字號銀庫，一併護送來莊收貯，須要迅速，毋許遲緩。令史答應，出去趕辦。



　　這裡張超然已將其子縛送進來，一同跪下請罪。福王道：「你驗明瞭沒有？」超然頓首認罪，請將其德即時處死。福王道：

「念你平日辦事還好，免你兒子一死，可好報名入冊，送入宮內服役，如果小心謹慎，照常看待。倘別有違犯，必不寬宥！」其德

頓首泣謝。福王即令超然起來，辦理報名入冊之事。

　　其德發與看守宮門太監教導，並將蘇遠香發交張超然收領訖。令史們已將諭帖辦齊，請福王簽發，即時遣人齎往。又將在莊出

入租谷、銀錢帳目呈送查閱。福王稽查了一會，方退回寢宮。瑤華待已進寢宮請晚安了，仍留一同晚膳畢，才回藝圃。

　　福王仍要在韓氏處歇宿，韓氏辭以身上不方便，福王只得出往上房住了，傳喚這些宮女入侍取樂。每日間清理莊上一切事情，

卻也忙忙的不得空。間隔了二十餘日，汴梁已將四庫金銀運到，福王又令正副史於寢宮後進改設庫房，西邊作為金庫，東邊作為銀

庫，置備棚欄、櫥櫃齊全，逐一兌取明白，准准又忙上好幾天。

　　福王在莊，不知不覺住了五十餘日，正欲回汴梁府中，忽然汴梁長史報到：萬曆皇帝晏駕，凡親王以下都要進京城服限，立刻

起身。福王進入寢宮，將此事告知韓氏，當將倉庫一切鎖鑰交與查收，一面促令婦女收拾行裝。福王復出上書房，傳令史進來吩

咐，查明如何蓋搭喪棚，及一切儀注開送，以便莊上婦女成服。

　　韓氏忽差侍女請福王進宮，福王轉入，問是何事？韓氏道：「我兩日好，三日歹，身子甚覺支撐不住，想成服後，必須每日舉

哀拜跪，恐勞碌不起，可好叫瑤華代我行禮麼？」福王道：「也使得。倘有不曉得的事，可與師父斟酌。」

　　不一會，車馬報齊，即便啟行而去。這裡令史們又忙個不了，三日後喪事已備辦齊備，每日只是瑤華到這邊來行禮，合莊人都

穿素服，過了四十九日才釋。忽又接到汴梁長史來報：立的新君是泰昌皇帝，在位一月又賓天了。重新又辦起喪棚、喪服來，足足

忙了三個月。

　　又一日，汴梁長史又有報來，說：山東賊匪作亂，新皇帝是王爺的姪子，王爺面奉旨意，充作監軍，出征去了。有王爺的諭

帖，諭知我們在莊內外男婦人等，小心看守莊子。又有一封信與師父的，都傳進來了。韓氏一病仍未起床，遂去請了無礙子來坐

了，將外邊傳來的話告知，又將書子遞與拆閱。無礙子道：「王爺為搬運庫藏在此，托我照管，這不消說是我身上的事。」韓氏

道：「師父住在那邊，這一邊的事，如何照應得過來？不如移到這邊宿罷。」無礙子道：「那在乎此，你們莊上的事，我那一件不

知，無關緊要者，我落得不管，有大事也不肯看冷眼，夫人放心。」韓氏千恩萬謝，無礙子就起身回去了。

　　看官，大凡做小說的，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自從福王出征，韓氏臥病，這邊甚屬清靜，只有瑤華那邊，盡心學業。光陰迅

速，倏忽已過了三四個年頭。瑤華人本聰明，又加無礙子實心教導，連那八個子女，雖不及瑤華，在子女中也算出類拔萃的了。瑤

華自運氣、縱跳、拳棒、弓箭、彈子、標槍、流星，以及鬆刀戈矛鐧劍短兵之類，色色精明。這四個女婢中惟素蘭、梅影與瑤華武

藝相仿，那梨雲本來粗夯，鬱李年紀更小兩歲，所以不及。男童中武藝蕉葉為第一，桃紅則在愚蠢一邊，荷香是個文武全材，因年

紀過小，故也不能趕上，柳枝雖諸般去得，只是不能精熟。就福王出征這一年起，雙日練習武事，單日盡心讀書，夜間講解書義。

這三四個年頭，無一日間斷，你想如何不通。

　　這年瑤華已交十歲，同這四個女婢，個個裹得一雙好腳尖，小如竹葉，走跟如飛，蓋從縱跳上做下的功夫，全無如今這些女娘

的毛病，腳雖小，走不上十步便要人扶。遙華做人，就像無礙子的行徑，高似我的，斷不肯下氣；低似我的，到概不計較。和顏悅

色之時，自然居多，而剛氣猛烈之時，卻也不測，下人們都不敢輕慢一些，他所敬者，只有無礙子一人，餘俱不在心上。其識見甚

高。

　　一日，沈翠眉與潘桂兒，因為收藏的海菜霉變，彼此埋怨，不小心潘桂兒出口便罵，沈翠眉不依，要掌他的嘴，兩人擾嚷不

清。瑤華聽見，喚令兩人前來，問此項海菜應何人管收？沈翠眉道：「原為婢子管收，到那應用之時，才檢出交他們洗淨了，才發

廚房下鍋。年頭上曾經檢出，交與潘桂兒，他將應用的用了，不應用的就藏在他那邊，並不來交還，是我檢點少了一件，才去問

他，他說已交來了，我並未經手。方才在他屋裡檢尋出來，已是霉變了，反說經管之人不曾吹晾，所以壞了，還要罵人。因此與他

講理。」又問潘桂兒，你怎麼說？潘桂兒道：「婢子記得，已經交還他了，隔了幾時，又來問婢子要，這東西忽然走到婢子房內，

尋檢出來。焉知不是東西壞了，他恐怕郡主責罰，假在婢子房中查出，以卸責罰。他為人最刁，所以罵他，他反要來打婢子，所以

吵鬧起來。」瑤華對沈翠眉道：「把你收好的別樣海菜拿出幾件來，把方才在他屋子裡檢出的，也拿來，兩下一比，若是你收藏的

與方才在他房裡檢出來的霉得一樣，是你的不是，若兩樣了，就是他的不是，極容易辨的。」一會兒，翠眉拿到面前，瑤華令白於

玉一包一包的打開，雖有些霉，卻都在浮面，中間盡是好的。把那檢出來的一包打開，通身霉到底，而且連包紙都潮濕了。瑤華向

桂兒道：「你自家去看，你冤屈罵了人，還要吵嚷。」桂兒看了，無言可答。瑤華問道：「你可心服麼？」桂兒只得認了個錯。瑤

華令白於玉把桂兒打了三掌，吩咐道：「再敢倔強，拿來打鞭子。」於是眾人都服其高見，暫且擱起。再說韓氏這邊，從福王去

後，准准的醫治了一年才得起床，而面容消瘦，痰嗽不對，又調養半年，始複本元，精神則大不如前矣。繼而淹纏不清，漸成了癆

瘵，竟不能起床了。瑤華同這八個子女，慇懃奉侍。無礙子又令令史們，各處延清高明醫士診治，如石沉大海，毫無效驗。到第三

年交春，日重一日，無礙子情知不起，悄令瑤華寫信，稟知福王。

　　其時山東賊寇已靖，接到瑤華之信，即復一諭道：「一俟處處指後，即便回莊。」韓氏聽說，也覺快意。不料復旨後，又接到

邊報，為四川重慶府奢崇明作亂，天啟皇帝旨意，令將山東得勝之兵，移師征剿。福王不敢不遵，仍舊監軍，星夜而去，連寫信都

不及，只差個兵部差官，到汴梁知會。就令汴梁長史，再知會莊上。

　　無礙子知道，囑令瑤華瞞著韓氏，不令知此消息。不料未曾囑咐，梨雲盡行告知，韓氏一聞此信，懊恨一聲，竟氣絕了。瑤華

同八個子女哀慟異常。無礙子代其料理喪務，一面飛報福王，交稟明掌理家務。又飭令史請地師擇地建墳。莊上做了七七四十九日

水陸道場，瑤華身服重麻，權代子職。凡地方文武各官來叩弔者，俱都一一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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