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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两册《三言二拍》（上下）选本，也可以说是《话本选》或《宋元明白话短篇小说选》。
　　关于中国小说的历史演变，鲁迅先生作过开创性的研究，他的许多论断，历久弥新，仍显示真知
灼见。
他说：“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
”人在休息时消遣闲暇，“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那不是有意的创作，而是所谓委巷之谈，但已是小说的滥觞。
最早的小说离不开神话，有的是寓言，比如《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也可看做小说；虽然极短
，却有人有情节叙述，具备了小说的最基本要素。
神话和寓言同是小说的源头。
经过六朝志怪和志人笔记式小说，到唐代文人写作文言的传奇，摆脱史传“实录”的限制，运用想象
和虚构，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小说，一时蔚为奇葩。
再经过晚唐五代俗讲变文有说有唱或有说无唱的故事敷演，到两宋终于起了“革命性的变化”（鲁迅
语），市井间活跃着“说话”伎艺，产生了“话本”，即白话小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
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也。
”这种俚语，语言学家称之为宋元市语，是那时的百姓口头语。
它是由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白话，也是我们今天的白话口头语的前身。
白话和文言的区分，借用一位前辈语言学家的话说，“听得懂的是白话，听不懂的是文言”。
　　宋代的“说话”就是说故事，是一种职业性的专门伎艺，相当于近世的说书。
“话”，就是故事；“话本”，即故事本子。
《三国演义》开头“话说天下大事”云云，“话说”便是“故事说”。
“有话则长，无话即短”，是说有故事的地方展开说，无故事处一语带过。
而所谓“笑话”，就是逗笑的故事。
“说话”一词，隋唐时已为人习用。
但所指是古已有之的“彼此谈论故事”，还是如同宋代“说话”那样的专门伎艺，两者不应混同，尚
须仔细鉴别。
唐代民间是否有“说话”这门伎艺，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而唐代寺庙中的“俗讲”，倒是接近宋代“说话”。
僧人为了弘扬佛教，争取信众，也为了“邀布施”，在寺庙中宣讲佛经时，采取讲唱故事的方式以“
悦俗”，称作“俗讲”。
“俗讲”有别于“僧讲”，它以世俗男女为对象，从讲佛教故事，发展到讲世俗故事。
中晚唐时期，俗讲很是红火。
僧人文溆，被称为俗讲法师第一，最受世俗听众欢迎（见日本遣唐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但也有人指责他“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
礼崇奉，呼为‘和尚’。
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唐人赵磷《因话录》卷四）。
看来，文溆确乎是说唱故事的高手。
不过他终究是一位法师，不是专业的艺人。
他讲唱故事的场所主要在寺庙，但寺庙不是专供演出的。
俗讲的故事本子叫做变文，传世的变文大都为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
变文的题材内容除佛经故事外，更多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还有的歌颂收复河西失地的当代英雄。
文体上大都韵散相间，表演时挂上画卷，不但有说有唱，还照图宣讲。
宋人话本小说常有的“看官”如何如何的提示语，用“看官”不用“听官”，似乎就是这种照图宣讲
的遗留痕迹。
变文使用的语言，是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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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先生指出，“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掺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
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刘坚编著白话文献选读序》）。
敦煌俗文学作品，包括僧人白话诗、民间曲子词和变文。
换句话说，到了晚唐五代，已经出现了用早期白话写作记录的俗文学作品。
可以说，唐代的俗讲变文，不仅在表演形式、文体形式上，为宋代“说话”及话本体制打下基础，而
且在白话写作记录方面开了先河。
至于俗讲对宋代“说话”中的“说经”一家，更有直接的影响。
　　职业性的专门伎艺“说话”以及白话小说产生于宋代，不是偶然的。
关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两件事给人印象深刻。
一是纸币的出现。
北宋在四川发行的“交子”，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纸币。
南宋又有“会子”，始用于两浙，随即通行于东南地区。
交子、会子，起初都由商人发行，后归官营。
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表明宋代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是城市的繁荣。
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几个，宋代增加到四十多个。
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度，居民区（坊）、商业区（市），界限分明；还实行宵禁。
宋代城市布局则打破坊市制，取消宵禁，市场、娱乐场所日夜开放。
城市的繁荣景象，在宋代文人画家的笔下更有生动的记述和形象的描写。
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柳永的一首《望海潮》，分别展现了北宋时期汴京、杭州的繁盛景象
。
南宋时作为临都的杭州，当时人“直把杭州作汴州”，其繁盛又胜过北宋当时。
北宋末，汴京户数达26万。
杭州，柳词说“参差十万人家”，南宋时有人说“近百万人家”。
生活在汴京、杭州这种大城市的众多人口，除了帝后皇室、王公贵族、各级官员外，大量的商人、伙
计，手工业主、工匠，还有读书的学生、应试的举子、驻防的军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
形形色色的城市居民，既有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有文化娱乐生活的追求。
为适应这种需要和追求，城市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铺作坊、茶楼酒肆、花街柳巷，也出现了叫做“
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游乐场所。
大都市往往有一二十处瓦子，就是在小城镇也不鲜见。
瓦子内分设若干座勾栏看棚，表演戏曲、说唱等各种伎艺。
大的看棚，“可容数千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而且，“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
如是”（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
在瓦舍勾栏里，说话伎艺占有重要的一席。
在深厚的群众土壤里，在良好而又竞争激烈的演出环境中，说话伎艺得到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在题材
内容和表演方式上各有特点的门类家数。
据南宋人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等书记述，说话分有小说、讲史、说经等四家
，“各有门庭”。
其中，小说、讲史最受欢迎。
小说一家，“说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赶棒、发迹变泰之事”，题材广泛，贴近现实，贴近生活
，真所谓“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
小说的特点还在于，“说一事而立知结局”，表演时有说有唱，用银字笙伴奏，更能吸引听众。
讲史一家，专说历代征战兴亡的故事，三分真实、七分虚构。
三国、五代的人物故事，最属热门。
讲史节目，都是长篇，表演时只说不唱。
它既可丰富市民的历史知识，又能激发听众的爱憎感情。
苏轼曾转述友人的话说，涂巷小儿听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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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志林》）。
由于听众的欢迎。
在瓦舍勾栏里出现了专说小说、讲史节目的艺人。
据记载，南宋杭州规模最大的北瓦，有座小张四郎勾栏，是以小说家小张四郎长期在那里作场演出而
得名，另有两座勾栏专说史书。
　　宋代“说话”的听众是市民，“说话人”同样大都来自社会下层，有出身小商贩的，有落魄的读
书人，也有些在宫廷当过差，还有的是女性。
姓名见于记载、活跃于瓦舍勾栏的“说话人”，北宋汴京有14人，南宋临安有百余人。
更多不知姓名的“说话人”，则在茶坊酒楼、广场街头，以至郊野乡村，进行流动演出。
“说话人”要有一定的书本知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熟练的表演技巧。
他们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切磋技艺，在南宋临安的叫雄辩社。
　　宋代的“说话”伎艺，有以此谋生、人数众多的艺人群体，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有各具特色的家
数门类，还有丰富的节目。
宋末元初人载录“说话”节目有107种之多，基本上当属宋代说话人的创作。
在元代，作为民间伎艺的“说话”继续流行，虽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能唤起民族意识和含有反暴政
内容的“讲史”更为突出），总体来说，大致同于宋代。
　　宋元时代的“说话”，首先是说给人听的，通过面对面的表演与交流，满足听众的精神需求。
一些精彩的节目，让人“听”了还想“看”，便有了阅读的要求。
一些商人、士子、官员，即使平时无暇或不愿涉足瓦舍勾栏，在舟车行旅中也乐于翻看“闲书”。
在广泛的阅读需求的推动下，说话人的故事本子变成了刊刻行世的话本。
说话人的故事本子，或是演出前写的提纲，或是表演的择要记录，起备忘或师徒传授之用。
书商搜集这些本子，或请人或自己整理加工，予以刊刻，成为可供翻阅的读物。
参与整理的有“书会先生”，也称“书会才人”。
书会，是宋元时主要编写剧本、唱本的文人团体，也从事话本的编写整理。
说话分家数，各家话本也有不同的名称。
小说家话本，一般就叫话本或话本小说（这里的“话本”用做文体名称）；讲史家话本，元代习称“
平话”。
小说家话本当时单篇刊行，不易保存，二三十年前在西安发现的元刊小说《红白蜘蛛记》残页，可谓
绝无仅有。
讲史家话本篇幅较长，流传至今的有元刊“全相平话”五种等。
　　话本的体制与“说话”的构成形式一致。
从现存宋元小说话本来看，一般由如下几个部分构成。
篇首通常以一首诗（或词）或一诗一词为开头，概括全篇大意，点明主题；或者渲染气氛，烘托某种
情绪。
诗词大抵用做念白而非唱词。
在“正话”开讲之前，先有“入话”、“头回”。
人话是对篇首诗词的解释，头回是一个与正话相类或相反的小故事。
其作用是稳住在场的听众，等候晚到者。
明人刊印时，有的话本篇首只标“人话”二字，把人话原文删除了。
接下来进入“正话”，即主要故事。
正话文字，韵散相间。
散体文是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用来讲述故事；它的特点是说话人以第三人称叙事，引领听众把握故
事的脉络、层次，随情节起伏调整情绪。
韵文包括诗词、骈文、偶句等，用来描写环境场面、人物的容貌服饰，等等。
表演时或念诵，或歌唱。
正话说完，一般用七言四句的诗结尾，也有先作评论或交代题目再引诗作结，还有的交代故事来源或
改编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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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话本，最后有宣布散场的两句话：话本说彻，权作散场。
以上对宋元小说话本体制的介绍，只是粗略言之，供阅读时比照参考。
　　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宋元小说话本，都是经过明代人传抄、重刻得以保存下来的。
明正统进士叶盛，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所撰《水东日记》内“小说戏文”一则说：“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骏女妇，尤所酷好
。
”“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
”由此可知，早在明前期，“小说杂书”即广为传布。
叶盛所谓“书坊相传”、民间抄写的“小说杂书”，其中自应有宋元时曾经刊刻的小说话本。
正因为如此，宋元时期的小说话本，到明代中后期仍存有相当数量，并受到热心俗文学的藏书家、书
商的重视，得以再度刊刻行世。
流传至今的有两种，虽有残缺，仍弥足珍贵。
一是嘉靖年间洪椴编刊的《六十家小说》。
洪搬字子美，堂号清平山堂，藏书甚富，校刊“既精且多”。
《六十家小说》分为六集，每集十篇。
这是已知最早的话本小说集刊本。
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中国学者马廉先后发现该书原刊作品共二十七篇，辑刊书名题为《清平山堂
话本》。
其中大部分为宋元作品，也有明人之作。
另阿英发现的两篇，残缺太甚，未被辑入。
二是万历年间问世的《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熊龙峰是位书商，堂名忠正堂。
这四种都是单行，版式相同。
其中，宋人作品和明人作品各半。
当时熊氏所刊，应不止四种。
此外，民国初年，著名学者缪荃孙在上海发现一个旧钞本，存四册，第三册钤有“钱遵王图书”印。
卷首有“京本通俗小说第×卷”字样，存十卷九篇。
缪氏将其中第十卷《碾玉观音》至第十六卷《冯玉梅团圆》共七篇印出，即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书
名，跋云：“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
”“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
”缪氏所见旧钞本，今不知下落。
从其刻本来看，俗字连篇，或保存了“通体皆减笔小写”的原貌。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研究者对其产生年代乃至真伪颇有争议。
这里做几点说明。
第一，孙楷第先生早已指出，《冯玉梅团圆》开头的《南乡子》词是元末明初人瞿佑所作；近获友人
马振方相告，据他查考，《碾玉观音》“人话”中那首托名宋人王岩叟的诗，实为明成化问人之作。
因此，缪氏所见旧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决非“影元人写本”。
20世纪30年代，李家瑞先生即从俗字演变上证明，《京本通俗小说》实为明人抄写，最早不过宣德
（1426—1435）年间。
缪氏跋称，所见抄本有钱曾藏书印。
钱曾字遵王，钱谦益族孙，生于明崇祯二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
他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向以重视收藏宋元刻本及旧钞本著称。
由此看来，有钱遵王藏书印的这个旧钞本，应当是他在顺、康间收藏的一种明钞本。
第二，研究者包括指其为伪书者认为，《京本通俗小说》残存的九篇作品（包括未经刊出的“破碎太
甚”的《定州三怪》一回和“过于秽亵”的《金主亮荒淫》两卷），多属宋元话本。
其中如《碾玉观音》本是宋人小说，“入话”部分那些诗词不过是明代说书人或整理者随意拼凑而成
，以致掺杂有明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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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九篇作品，分别见于“三言”中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由此，便产生了《京本通俗小说》与“三言”孰先孰后的问题。
进而，更引出了《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方方面面，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澄清。
　　嘉靖、万历以来，汇辑刊刻话本小说的宋元旧作和明人新篇，形成一时风气。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和凌潆初相继编印了“三言”和“二拍”，留下了一份颇丰富而又珍贵
的文学遗产。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
吴县人。
崇祯中期，由贡生任丹徒训导，后选任福建寿宁知县。
万历年问，他已经是吴下知名文士，对当时离经叛道的“异端”人物李贽甚为仰慕，“酷嗜李氏之学
，奉为蓍蔡”（许自昌《樗斋漫录》）。
很受李贽、袁宏道鼓吹“童心”、“性灵”的影响，他致力于俗文学的研究，收集整理民歌，编辑印
行《挂枝儿》和《山歌》。
冯梦龙最大的贡献是编选了“三言”，即《喻世明言》（初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
世恒言》，为话本小说提供了一个集大成的选本，总共一百二十篇。
他能见到的宋元话本较多，“三言”中约有一半是根据旧本加工、改编的；这类作品“结构的笨拙、
语气的质朴，都还显得出宋元旧作的风味和影响”（马廉语）。
其余是明代人的拟话本；此类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描写细腻，形象鲜明，语言流畅，艺术成就
在宋元旧作之上。
冯梦龙也是创作家，“三言”中《老门生三世报恩》确知是他的作品；他增补过罗贯中的长篇章回小
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曾更定传奇剧本十种，自撰的有《万事足》和《双雄记》两种。
所以，冯梦龙在文学史上有相当的地位。
凌漾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
乌程（今浙江湖州）人。
以副贡任上海县丞，官至徐州通判。
凌氏一生著述不辍，涉及经史诗文的许多门类，有《鸡讲斋诗文》、《南音三籁》等多种；创作的戏
曲有《虬髯翁》、《北红拂》、《乔合衫襟记》、《颠倒姻缘传》等。
而最负盛名的是“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话本小说集的编撰。
总共八十篇，实际只有七十八篇；“二刻”中卷二十三与“初刻”卷二十三是同一篇文章，“二刻”
的卷四十是一篇杂剧。
据凌氏说，比较完整的宋元旧本，冯梦龙已“搜括殆尽”，他所能利用的不多，大体是他依据“古今
来杂碎事”，“演而畅之”新创作的拟话本；少数确有宋元旧本的叙事风格语言特征的，也是经过他
发挥改写过的。
总体看，“二拍”的思想与艺术成就或许略逊于“三言”，也只是第一第二之分，二者相去不远，同
样宝贵。
近年在韩国发现明版四十回本《型世言》，在“三言”之后，与“二拍”相交错出现；主要写明代事
的拟话本，明亡而湮没无闻。
　　明末抱瓮老人编选《今古奇观》，收“三言”、“二拍”文四十篇，而无《型世言》中文章。
改朝换代之际，“三言”、“二拍”已不流行；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时也没有看到完整的明版“
三言”。
《今古奇观》则广为流行，“三言”、“二拍”中的许多名篇赖此书流传。
后起的清代“三言”、“二拍”选本，大体依傍《今古奇观》，略有增减或改头换面，价值都不及《
今古奇观》。
　　我们现在提供给青年读者的“三言”、“二拍”选本，总共二十五篇，分量不大，是二书中的优
秀篇章，很值得看。
鲁迅说，“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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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说，娱乐群众，又寓教于乐。
话本作者知道：“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故事要通俗易懂，讲述要关乎世道人心，从理智和感情上去打动听众明代中期以来，阳明心学的兴
起，不仅冲击与挑战程朱理学教条的统治，而且凸显出儒学平民化、通俗化的色彩。
清人焦循指出：“紫阳（朱熹）之学所以教天下君子，阳明（王守仁）之学所以教天下小人。
”（《良知论》）朱熹之学的宣教对象是“四民”之首的士，指示其修身途径为读书明理、“格物致
知”。
阳明之学面向农工商等社会大众，以“化俗”为己任，专主“致良知”，着力于“开导人心”，强调
“简易直接”。
王阳明曾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
，方可与人讲学。
”（《传习录》）王门弟子王艮，出身贫寒，发挥“百姓日用之学”，开创泰州学派，推进了儒学的
平民化、通俗化。
李贽是泰州学派三传弟子，他直面社会现实，反对假道学，也反对假文学，推崇《西厢记》、《水浒
传》为“天下至文”，还评点《水浒传》，冠以“忠义”之名。
司以说，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主张及其平民化、通俗化的努力，给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带来了新的
生机。
冯梦龙编辑“三言”，就有着“以俗化俗”用心。
“三言”各本的书名，即表明其宗旨：“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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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言”、“二拍”描述了广阔的世间万象，生活百图，种种人和事，悲
欢离合。
这正是小说的长处，所谓穷神极象，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状态。
“三言”、“二拍”成书在晚明，从阳明心学到泰州学派到李贽，形成一股比较开明的思潮，尊性命
，重个性，肯定人的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的正常需要。
这股思潮渗透在“三言”、“二拍”的一些作品里，虽然跳不出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范围，确实比较
通达宽容，读者浏览各篇，可以体味。
再说，如今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更新了，但不见得都能与古A的截然相反；比如“子有余财，而父贫
为盗”，古人视为不孝有罪，我们大概也不能说是好事，必要的互相关怀与照顾总是需要的吧。
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是很低的目标，世世代代努力才行呢。
读旧书有鉴古知今的认识作用，定会有精神的营养可以吸收。
　　这种古典短篇小说，结构上与长篇章回小说并无不同，都是有开头结尾，人物情节来龙去脉交代
清楚，故事完整。
作者信守一条成规，“无巧不成话”，常常造成峰回路转，起伏跌宕的艺术效果。
表现手法也多样，现实的白描与浪漫的渲染是结合的；人、鬼、神都驱遣于笔下，因为古人的观念本
来就是复杂的，许多说话人恐怕是有鬼神信仰的，相信因果报应，至少希望有报应，以表达惩罚坏人
的心愿。
这样看，就可以理解劝善与无处不在的因果报应之谈了。
即使深沉的内容，也要讲得明白显豁，大众听得懂。
这是说话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
现代作家借鉴外国的形式，小说不一定重视人物、故事情节，只是写给别人看，如意识流之类，自有
其优长；如果当话说，一定大失败，听的人就会不知所云。
作为白话小说，这种白话不是今天的普通话，大致能听懂，又会觉得有些别扭。
因为古今时地不同，语言有变化。
有些话现在不那么说，有些词不用了，改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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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尽然是现代人不说，而是普通话不说，方言中仍然那么说。
冯梦龙和凌漾初都是以吴语为母语的文人，他们照写口语，自觉不自觉地习惯性地使用吴语，书中都
有反映；何况吴语系统比较古老，更接近宋元语言。
至于记录语音的文字，用通假字，或日别字，旧书中司空见惯，是常态；听的时候不会有不懂的问题
，看的时候或许别扭；看下去就会明白。
有一些在注释中交代一下，读者可以查看。
　　关于这25篇古代白话小说的正文，“三言”部分采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校注本（校注者分别
是陈熙中、吴书荫、张明高）。
这三个校注本都以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校注者分别是许政扬、严敦易、顾学颉）为
底本，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明代天许斋、兼善堂、叶敬池刊本精校过。
“二拍”部分采用北京同心出版社杨惠文校注本。
这两个校注本都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明代尚友堂刊本《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精校过。
注释也借鉴过人民文学版、北京十月文艺版、北京同心版这些注本，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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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三言二拍（下）（精选本）》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小说集的合称：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三言二拍（下）（精选本）》从这五本小说中精选了25篇古代白话小说。
“三言”部分采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校注本，“二拍”部分采用北京同心出版社杨惠文校注本。
这两个校注本都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明代尚友堂刊本《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精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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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高，1936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乡下。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入伍。
在空军后勤部任教员、干事、研究员、上校。
退休前后从事语言文学工作。
曾与他人合作出版《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六朝诗话钩沉》、《荀子选》等著作，编选鲁迅、周作
人、林语堂三家散文选，校注《醒世恒言》《拍案惊奇》、《孽海花》三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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