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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号射阳，我国明代著名文学家，自称“射阳居士”，人称“射阳山
人”。
祖籍江苏涟水，后随父母举家迁至淮安山阳。
吴承恩自幼喜欢听父亲谈说史传，讲述民间神魔故事；也爱读野言稗史，淮河水神及僧伽大圣等古代
神话和民间传说。
而且他勤奋好学，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
他还擅长绘画书法，爱好谱曲填词，对围棋也很精通，很小就因文才出众而闻名。
但在青年时代他依旧热衷于搜集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神怪小说，再加上狂放不羁、轻
世傲物的性格，使得他的社会地位低下。
吴承恩二十岁那年，与同乡中姓叶名淇的姑娘结婚，婚后生活和睦。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便与朋友结伴前往南京参加乡试，
但由于他不同流合污，刚毅正直而名落孙山。
后来他流落到南京，长期用自己写的一些小文章换取钱财维持家庭生计。
晚年因生活窘迫不得已出任太湖边长兴县的县丞，由于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不久便愤而辞官回到家
乡，终日过着贫穷困苦，放浪诗酒的生话。
科场失意，生活艰辛，官场的腐败，尝尽苦辣的吴承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不合理、
社会现实的黑暗，并促使他运用鬼怪小说的形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怒。
吴承恩从小就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兴趣越发浓厚，这为他创作《西游记》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步入中年的吴承恩已经广泛搜集了满胸满脑精怪鬼魅的奇闻轶事，他从中吸取创作养分，溶入自己对
生活的深刻体会，将唐僧西游的故事，结合唐人传奇、佛道精髓、民间故事以及淮安地方的典故创作
了“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前十几回。
后因故停写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直到晚年他辞去官职回到故乡才又开始继续《西游记》的创作。
所以《西游记》从动笔到问世经历了七年。
    《西游记》全书共一百回，每一回都有工整的对偶作为独立标题。
小说讲述了唐三藏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克服九九八十一次磨难，到西天拜佛求
经的故事。
全篇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七回）描绘了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从“大闹天
宫”开始，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部分（八至十二回）叙述了如来传经，观音暗访，唐僧出世等故事，清楚交代了取经的缘由。
第三部分（十四回到全书结束）是全书主体部分，生动描写了孙悟空在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的协
助下一路斩妖除魔保护唐三藏平安到达西天取回真经，修成正果的过程。
从此孙悟空聪明活泼，勇敢忠诚，嫉恶如仇的经典形象便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了。
    唐僧取经确有其事，在历史上是有详细记载的。
唐太宗贞观元年（大约一千三百多年前），二十五岁的和尚玄奘带着一个弟子从京城长安出发，途中
经过中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天竺（印度）游学。
在路过高昌国时，由于当地居民非常信奉佛教，国王听说他们是由大唐来此的高僧，十分惊喜，奉为
贵宾，提出封他们为护国法师，并赐黄金百两，骏马千匹。
面对如此诱惑，经历艰辛苦难的随行弟子动摇了，选择留下，而玄奘趁机偷溜出高昌国向西边逃去，
希望继续前行，不料被该国士兵中途拦截了。
正在玄奘焦急不已，惶惑不安时，士兵们却送给他一匹白马和一些经书，原来他们是来给玄奘送行的
。
玄奘感激地朝王官方向恭敬地拜了几拜就继续骑马西行了。
玄奘历尽艰难险阻达到天竺后，在当地努力学习了两年多，其间在大型佛经学辩论会上大放光彩，受
到颇高的赞誉，后于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并带回珍贵佛经六百五十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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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这次颇具传奇色彩的取经历程前后耗时十九年，行程几万里，这次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征”，在
当时引起了轰动。
后来，玄奘的弟子辩机根据他口述的沿途各国历史、地理及交通整理成《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
，其中并没有任何神话传说，直到弟子慧立、彦琮编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才为玄奘的
西行经历增添了许多颇具神话色彩的趣闻轶事。
然而后世由此产生了无限想象，并创作了一批文学精品，如：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的
《唐三藏》、《蟠桃会》等，元代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二郎神锁齐大圣》等等。
《西游记》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正是吴承恩在吸收和借鉴前入的基础上之而创作的。
他创作的《西游记》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使神佛世界和现实社会巧妙地结合起来，显得庄
重和谐，妙趣横生。
    虽然《西游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但实际上每部文学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
反映，我们在《西游记》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首先，唐僧师徒在取经的路上遇到的众多妖魔鬼怪，就代表了自然灾难和邪恶势力。
它们贪婪凶恶、残忍奸诈的性格，正是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最大特征。
其次，玉皇大帝统领的天界、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带有人类社会的色彩。
另外吴承恩对统治者的态度值得我们大家思考。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游记》中，完全没有一个称职的皇帝，他们之中不是昏庸无能就是凶狠残暴。
还有代表正义力量的孙悟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反映了人民之中蕴含了战胜一
切邪恶势力的强大力量。
孙悟空向无所作为的玉帝提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如果没有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次规模巨大的、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大闹天宫的情节不
可能想象得那样大胆，孙悟空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也不可能塑造得那样光彩夺目。
”    《西游记》不仅在思想上具有深刻的内涵，在艺术上更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最大的艺术上成
就是成功地创作并塑造出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第一主角，虽然爱听恭维话，顽皮爱闹，但他本领高超，机智勇敢，不畏强
暴，具有反抗精神。
他藐视腐朽无能的天宫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坚持为自己的“齐天大圣”正名；面对可怕的妖魔鬼怪
，他的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任何一个；不管遇见怎样难以解决的困难，他决不退缩。
    猪八戒，虽然本事远远不如孙悟空，也没有光辉高大的形象，他好吃，自私自利，贪图女色，撒谎
又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还在耳朵里藏私房钱，但他的憨厚老实，力大无穷，敢与妖魔作战，对师傅忠
心不二，不愧为唐僧第二高徒。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反面形象，人们不但不厌恶他，反而认为他真实可爱。
其实猪八戒身上的种种恶习正是小市民性格缺陷的真实写照。
因此吴承恩对他的批评严厉中透露着善意。
    唐僧和沙和尚也都各自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
唐僧严格固执，善良执著，谨守戒律，虽然为人善良仁慈，但不能明辨是非，作为行途首领，空有满
腔理想，却手无缚鸡之力。
沙和尚安于天命，敦厚忠实，任劳任怨，在四人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调和矛盾和凝聚力量的作用，更
有农业社会里普通劳苦大众的影子。
    《西游记》的语言也极富特色，吴承恩汲取了当时民间说唱和地方语言的精华，散文韵语交织其间
，显示出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
首先在人物交战时，经常用韵语来表明各自的身份来头，待双方真正交手后，也大都运用韵语来渲染
紧张激烈的气氛。
其次在人物对话时，吴承恩巧妙使用简洁明了的官方语言和风趣的淮安方言。
还有人物刻画也往往只需要寥寥数笔便能使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就连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也描写
得细致入微。
    在结构上，段落故事之间，泾渭分明，体现出了吴承恩的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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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把情节逐次展开。
“大闹天宫”中孙悟空闪亮登场，又为他后来随唐僧去西天取经埋下伏笔；“江流儿”的故事交代了
唐僧身世和取经缘由；九九八十一难通过唐僧师徒，神佛，妖魔问的是非恩怨一波一波地展示出来。
每个故事相互独立，又因果明确。
    在《西游记》中，吴承恩以丰富大胆的想象为基础，安排了奇特曲折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个栩
栩如生的角色，并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结合得天衣无缝，把神魔小说寻找与追求
，斩妖与降魔两个主题巧妙地结合起来，带给人们重要的人生启示：在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和目标，
完成伟大的事业的过程中必然会遇上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必须坚定信念，顽强拼搏
，奋勇前进，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西游记》对后世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几百年来，《西游记》被改编成戏曲、电视剧、动画片、电影、漫画等各种版本。
在日本等亚洲国家还出现了数目繁多的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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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中的巅峰之作，书中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伏魔，历经整
整九九八十一难取经的故事。
作者细腻而深刻地塑造了四个极其经典的形象：慈悲、宽厚但软弱、迂腐的师父唐僧；富有反叛精神
、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自私狡猾、好吃懒做的猪八戒；任劳任怨、忠心耿耿的沙僧⋯⋯他们怀着不同
的目的走上了同一条取经路，面对各种难以想象的妖魔鬼怪、险恶绝境，他们既有矛盾，又有合作与
情谊。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丰富的知识与惊人的想象力、非同一般的幽默感和妙笔生花的高超写作技
巧，相信会令每位朋友都获益匪浅，从中取得人生路途中的“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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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号射阳，我国明代著名文学家，自称“射阳居士”，人称“射阳山
人”。
祖籍江苏涟水，后随父母举家迁至淮安山阳。
吴承恩自幼喜欢听父亲谈说史传，讲述民间神魔故事；也爱读野言稗史，淮河水神及僧伽大圣等古代
神话和民间传说。
而且他勤奋好学，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
他还擅长绘画书法，爱好谱曲填词，对围棋也很精通，很小就因文才出众而闻名。
但在青年时代他依旧热衷于搜集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神怪小说，再加上狂放不羁、
轻世傲物的性格，使得他的社会地位低下。
吴承恩二十岁那年，与同乡中姓叶名淇的姑娘结婚，婚后生活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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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 一 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第 二 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第 三 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第 四 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第 五 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第 六 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第 七 回 八封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第 八 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第 九 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第 十 回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第十一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瑀萧正空门
第十二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相化金蝉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大圣除魔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第二 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第三 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挪骗宝贝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第四 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鼍回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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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第五 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山兜）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誊文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第六 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第七 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相伏妖王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第八 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第九 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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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第一 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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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悟空执着如意棒，径登森罗殿上，正中间南面坐下。
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
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里。
捧出五六簿文书并十类簿子，逐一查看。
裸虫、毛虫、羽虫、昆虫、鳞介之属，俱无他名。
又看到猴属之类，原来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似裸虫不居国界，似走兽不伏麒麟管，似飞禽不受凤
凰辖，另有个簿子。
悟空亲自检阅，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乃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
，善终。
悟空道：“我也不记寿数几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罢！
取笔过来！
”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掭浓墨。
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
摔下簿子道：“了帐！
了帐！
今番不伏你管了！
”一路棒，打出幽冥界。
那十王不敢相近，都去翠云官，同拜地藏王菩萨，商量启表，奏闻上天，不在话下。
 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绊着一个草纥继，跌了个躏踵，猛的醒来，乃是南柯一梦。
才觉伸腰，只闻得四健将与众猴高叫道：“大王，吃了多少酒，睡这一夜，还不醒来？
”悟空道：“醒还小可，我梦见两个人来此勾我，把我带到幽冥界城门之外，却才醒悟。
是我显神通，直嚷到森罗殿，与那十王争吵，将我们的生死簿子看了，但有我等名号，俱是我勾了，
都不伏那厮所辖也。
”众猴磕头礼谢。
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阴司无名故也。
美猴王言毕前事，四健将报知各洞妖王，都来贺喜。
不几日，六个义兄弟，又来拜贺；一闻销名之故，又个个欢喜，每日聚乐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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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游记(上)(彩绘珍藏本)》故事是以仁慈宽容的唐僧为主要人物之一，他在神通广大、勇敢乐观、
会七十二变武艺的孙悟空、憨厚可爱、好吃懒做但力气满身的猪八戒以及诚厚老实、忠心耿耿的沙悟
净的保护下，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成功完成皇命，取回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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