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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喜读说部小说，家中有本“抱瓮
老人”编选《今古奇观》，视为床头秘本，读
过不下三五次，其中如《羊角哀舍命全交》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等，更令自己心灵撼动。后来才知道这本奇
书是从“三言”“二拍”中选出来的。“三言”，
即《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作
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
奇》《二刻拍案惊奇》，作者为明代凌濛初。
五本书都是通过对旧本的收录和修改，再
加上作者自创的故事，成为我国古代短篇
小说集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
有重要地位。

冯梦龙，字犹龙。明代长洲（今江苏苏
州）人。他科场失意后，致力于收集、编订、
创作通俗小说。晚明的社会实在太污浊了，
政治实在太黑暗了，举世昏昏，众人梦梦，
为了“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序》），
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古今小说序》），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冯梦
龙完成了不朽的短篇小说集“三言”的编纂
工作。“三言”的目的在于“三世”——— 喻世、
警世、醒世，作者企图以小说去教化他人。

冯梦龙认为，小说的教育意义，要比儒
家经典的《孝经》《论语》更为重大。所以，他

对世道人心，则劝喻之，警诫之，唤醒之，而
且用最明白、通晓、常用的语言使民众易于
接受。冯梦龙自己解释说：“明者，取其可以
道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
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
耳。”（《醒世恒言序》）这说是“三言”名称的
来由。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喻
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
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恫心骇
目”，当非虚誉。

冯梦龙的“三言”，是中国文学史上里
程碑式的著作，它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
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三言”中
所收录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宋元旧篇，一部
分是明代新作，也有小部分是冯梦龙的拟
作。可以说，“三言”中一百二十篇作品是
宋、元、明代民间说话艺人和文人加工整理
的集体成果。它把当时流行的优秀话本基
本上都收进去了，并经冯梦龙本人进行了
整理润饰，使它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文学
色彩。“三言”是话本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
古代短篇小说的宝库。

继“三言”之后，明末社会上又流行通
称为“二拍”的两种拟话本集。编纂者为“即
空观主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考定其
为明末浙江乌程人凌濛初。由于冯梦龙的

“三言”已经把宋元旧种搜罗殆尽，凌濛初

不得不自起炉灶，“惨淡经营，加工组织”
“取古往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
者”，重新加工或改作，其中有一些还是凌
氏的新制。《初刻拍案惊奇》四十卷，《二刻
拍案惊奇》四十卷（实为三十八卷）。总的来
说，“二拍”比起“三言”来，在艺术上略逊一
筹，但“二拍”中不少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也
颇有吸引力。特别是书中不少作品都对“人
欲”充分的肯定，在批判“存天理，去人欲”
方面比“三言”似更为鲜明有力。

“三言”“二拍”的题材广泛，想象丰富，
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读来饶有兴味。
其中有大量描写市井之民生活的作品，作
者热情歌颂白手兴家的商人，给当时社会
树起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尺度。只要有决心、
有能力、努力奋斗，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地
位。如《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
父》中王员外说：“贫富哪个是骨里带来
的？”有关商人发迹的故事，如《初刻拍案惊
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
会》中，写一位以“商贾营生”的孀妇杨氏，
教育侄儿王生，使他“商贾事体，是件伶
俐”，王生长成，杨氏便命他出外经商，说：

“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
营运。待遇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
买卖，也是正经。”王生也欣然说：“这个正
是我们本等。”后来王生行商被劫，杨氏又
劝慰他：“且安心在家两日，再凑些本钱出
去，务要趁出前番的来便是。”王生再次遭
劫，杨氏又说：“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
业。”果然，自此以后，出去营运，遭遭顺利，
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还有令人感奋的

《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的
真实故事。徐氏兄弟分家，大房二房占去全
部家产，而把老仆人阿寄推给三房的寡妇。
阿寄忠于被欺侮的寡妇孤儿，发愤出外经
商，重新建家立业，向世人展示了“富贵本
无根，尽从勤里得”的道理。撇开主仆关系
来说，从阿寄身上也可看到扶弱自强的人
性美。

“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爱情故事，
歌颂那些生死不渝、始终相爱的情人们，或
是谴责那些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子，或是同
情那些痴心苦恋的女郎，如《警世通言》卷
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出
色的一篇。而《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
珍珠衫》，却是一篇动人的“非典型”小说。
蒋兴哥休妻后再复婚，三巧儿先后同三个
男子有关系，最后与原来的丈夫复合。这些
都跟传统道德观念“烈女不嫁二夫”相矛
盾。作者对一位发生婚外情的女子采取同

情和谅解的态度，表明了小市民阶层全新
的道德观念。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伦理道
德的怀疑和冲击。这样“覆水重收”的故事，
直到明朝末年才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
现，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研究者们重
视。

冯梦龙是位热诚的女性讴歌者，在他
的笔下，有不少“出色”的奇女子，“可钦可
爱”“赛过男子”，《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
妹三难新郎》中，开门见山地揭出：“女儿那
见逊公卿”。如苏小妹，使大才子秦少游都

“为其所困”，连她的哥哥苏东坡都说：“吾
妹敏悟，吾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
于我矣”，这里歌颂的是一位文学才女。《喻
世明言》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
赞美的是一位市井奇女。黄善聪女扮男装，
出外谋生，勤苦营运，手中颇有积蓄，遂为
京城中富室。《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赵春儿
重旺曹家庄》谓“有志妇女，胜如男子”。小
说写曹家庄的小官人曹可成，不事生产，终
日在烟花队里胡混。他与妓女春儿相好，把
万贯家财都弄光了。春儿不嫌贫贱，嫁给可
成，忍苦成夫，终于重旺曹家庄。这里歌颂
的是一位坚忍的底层女子。《喻世明言》卷
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写明世宗嘉靖
年间锦衣卫沈炼遭严嵩父子迫害之事，表
彰忠良之士，批判权奸小人。小说真正的主
人公是闻淑女。沈炼之子沈小霞一家人被
押送京城，奸党准备在途中暗害他，闻淑女
随夫上路，智斗解差，终于使沈小霞逃脱了
性命。冯氏在《明史·沈炼传》有关资料基础
上做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一个深
刻动人的故事。冯梦龙并没有把人物强分
等级，无论是官宦小姐或是小家碧玉甚至
风尘女子，他都一视同仁，尊重她们的人
格，热情歌颂她们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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