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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梦龙研究》包括冯梦龙所处的社会环境、冯梦龙的人生历程、冯梦龙的思想、冯梦龙的文学
成就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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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民作为一个随经济繁荣而出现的新阶层，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自耕农有很多的不
同之处。
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都有特属他们这个阶层的新东西，他们紧跟时代潮
流，也引领时代潮流、创造时代潮流，是改革社会最主要的有生命的力量，尽管封建传统势力太大、
太强，刚刚冒出就被残酷地扼杀，或由于市民本身传统的积淀，不可能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样成为
改革社会的中坚，但他们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下面简略作点阐述。
　　1．市民文人已成影响市民的主要文化传播者。
市民文人是指那些有市民意识，且生活在市民当中的文人，他们的思维和志趣与真正下层的市民有很
多相似之处，由于他们受过系统而正规的文化熏陶，他们既是市民的精神领袖，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主
要领导者和创造者，又深受市民气息的浸染，在很多地方诸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人生态度、价值
观念等与市民高度一致，袁宏道就“安心与世俗人一样”（《袁宏道集笺校·德山廛谭》），以至连
传统的士大夫都说：“今时士大夫无复留意人论之鉴，真如昔人所渭‘吾不知世间谁为好人？
但与我好者即是好人’。
可叹！
”（陶爽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下）一句话，文人与市民混杂相生，互为因果，成为市民文化一道
亮丽的风景。
　　尽管说通俗文艺产生于民间，出自村民、市井之口，但要流传，还是离不开文人的润色加：工、
编纂梓行，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在正德刊本的《盛世新声》里，在嘉靖刊本的《词林摘艳》和《
雍熙乐府》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民间歌曲。
不过，其内容却是经过文人学士们的改造过的。
”②所以，真正的俗文学已经是文人和市民共同创造的产物，到明中叶以后，文人创作的成分越来越
多，以至让文人独领风骚，也就是文学史家所称的拟话本的兴起。
　　爱好声色的文人欢喜风雅，听戏、喝酒、品茶等是他们的日常功课，而这些活动又是他们与市民
接触、交流的最好机会。
他们混迹于优人歌妓之间，徜徉于声色犬马之中，并视此为人生一大乐事。
吕天成谓沈璟：“妙解音律，花、月总堪主盟；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
”谓顾大典：“曲房侍姬如云，清閟宫商如雪。
”谓梁辰渔：“丽调喧传于白苎，新歌纷咏于青楼。
”（．《曲品》卷上）戏曲理论家潘之恒一生醉心戏曲，游于梨园数十年，至年老嗜好不减（《鸾啸
小品·寄汤司成》）。
其时家养戏班蔚然成风，这些文人既是热心观众，又是剧本的创作者和导演。
这样，文人与市井的联系日益频繁，感情也不断加深。
张岱家班有位伶人死了，悲痛之极，特写祭文以表哀悼（《琅娠文集》卷6《祭义伶文》）。
日久天长，市井文人化而文人市井化，成为一件并不难以理解的事。
　　正因为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些文人表达的感情与市民息息相通，在很多方面代表着市民的利益
，为市民鸣冤叫屈、申张正义。
　　2．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参与意识是民主意识的萌芽，是人文精神在明代滋长的结果。
　　首先是市民阶层的队伍扩大，商业和手工业者的地位提高，社会结构悄悄发生新的变化。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大商家，过去只能屈居四民之末，现在则刮目相看。
凭借雄厚的财力，左右物价，操纵市场，介入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施加影响，使任何人不敢轻
视之。
他们不再遵守贾道，而且摘取科举，挤进官场，听听徽商汪某对儿子的叮嘱：“吾先世夷编户久矣，
非儒术无以抗吾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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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勉之，毋效竖子为也。
”（汪道昆：《太函集》卷67）他们积积干预社会，兴学校、办书院、建祠堂、救济贫寒才子、结交
文人墨客，博得了世人的称颂。
他们连同手工业者大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以至“其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陶庵梦
忆》卷5《诸工》）。
　　冯梦龙对女性的怜惜和尊敬，还表现在与其他妓女的交往上。
他对这些身处下层的薄命女子予以人世间最珍贵的情谊，像对待侯慧卿一样，理解她们，怜爱她们，
体贴她们，以致使她们个个成了冯梦龙的红颜知己。
她们的悲苦喜欢向冯梦龙倾诉，她们的欢乐喜欢与冯梦龙分享。
冯梦龙永远忘不了与冯喜生话别的那个夜晚，淡淡的月色笼着轻纱，他们拥炉而坐，话语不多，字字
却在翻检着过去幸福的时光，他们不忍别又不得不别。
感谢冯梦龙给我们留下的那感人的一幕：　　（冯喜生）将适人之前一夕，招余话别。
夜半，余且去，问喜曰：“子尚有不了语否？
”喜曰：“儿犹记【打枣竿】及【吴歌】各一，所未语若者，独此耳。
”因为余歌之。
【打枣竿】即此，其吴歌云：“⋯⋯”呜呼，人面桃花，已成梦境，每阅二词，依稀绕梁声在耳畔也
。
佳人难再，千古同怜，伤哉！
（《送别》第2首尾批）]　　“女为阅己者容”，冯喜生知道冯梦龙喜欢民歌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
特以冯梦龙正在广泛搜集的【打枣竿】和【吴歌】作为赠与冯梦龙的礼物，其深情厚意也就不言自明
了，让冯梦龙铭刻于心而成永远的珍藏。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能为新声，兼喜清讴”的“琵琶妇阿圆”（《挂枝儿》卷3）和“腔甚奇妙”
的“旧院董四”身上（《挂枝儿》卷8）。
我们完全可以说，冯梦龙编纂的两本民歌集《挂枝儿》、《山歌》得以顺利问世，与这些下层女子的
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
我想，冯梦龙热中交结妓女，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从她们身上获取了大量的俚曲民歌资料。
冯梦龙在《挂枝儿》、《山歌》的详细记载就是明证。
　　冯梦龙的友人中，相当一部分沉湎风月，且多情善感，风流成性。
其中有痴情如己者，如无涯氏与名妓王冬生“一见成契，将有久邀”，“而冬迫于家累，比再访，已
鬻为越中苏小矣”。
无涯氏的遭遇，冯梦龙从心底里同情，当即作散曲《送友访妓》赠无涯氏，支持他寻找王冬生，了却
那份情债；也有负心背盟者，冯梦龙坚决站在弱者一边，为她们讨回公道。
如东山刘生与妓女白小樊相善，曾密订婚约，后来刘生负约，抛弃了白小樊，冯梦龙为此创作散曲《
青楼怨》，并以此生发而成《双雄记》，“以白小樊为黄素娘，刘生为刘双，卒以感动刘生为小樊脱
籍”。
冯梦龙说：“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
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展转不寐。
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屈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
尝戏言：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喜如来’。
”此言不虚，这正是冯梦龙人生旅程的真实写照。
他的怜香惜玉完全出于一片真情实意，与他笔下的李甲之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正因为如此，冯梦龙热衷为妓女作传，现在可以举出的有《张润传》、《爱生传》、《万生传》
等。
在《三言》创作或编纂以妓女为题材的篇什就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赵春旺重兴曹家庄》、
《玉堂春落难寻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
《情史》、《智囊》里用评批的形式对她们更是赞扬备至，歌颂其发自内心的一片浓情和为人舍生忘
死的一腔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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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梦龙胸怀坦荡，笑对人世的风云变幻、冷暖丑恶。
他每到一处，笑声粲然而郁云顿开，人们带来精神愉悦的同时，也有意无意传播了追求自由、追求个
性的种子。
他组织的韵社成员在他的感染下“争以笑尚”，一致“推社长子犹为笑宗焉”（韵社第五人：《题古
今笑》）。
冯梦龙为什么采取这种在当时被视为粗俗、不登大雅之堂的形式“自娱”、娱人呢？
他在《古今笑自序》里说：　　人但知天下事不认真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风俗皆以太认真而至于大坏
。
何以故？
胥庭之世，标枝野鹿，其人安所得真而认之？
尧舜无所用其让，汤武无所用其争，孔墨无所用其教，管商无所用其术，苏张无所用其辩，跷跖无所
用其贼，如此，虽亿万世而泰阶不歌可矣。
后世凡认真者，无非认作一件美事。
既有一美，便有一不美者为之对，而况所谓关者，又未必真美乎！
姑浅言之，即如富贵一节，锦褥飘花，本非实在。
而每见世俗辈，平心自反，庸碌犹人，才顶却进贤冠，便尔面目顿改，肺肠俱变，瞷夫媚子又从而逢
其不德。
此无他，彼自以为真富贵，而旁观者亦遂以彼为真富贵。
孰知荧光石火，不足当高人之一笑也。
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　　忮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
榜猖狂之路绝；推之，一笑而子孙眷属皆假，而经营顾虑之路绝；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而背叛侵陵
之路绝。
即挽半世而胥庭之，何不可哉！
则又安见夫认真之必是而取笑之必非乎？
非谓认真不如取笑也，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
无真可认，吾但有笑而已矣；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吾益有笑而已矣。
野蕈有异种曰“笑矣乎”，误食者，辄笑不止。
人以为毒，吾愿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过日子，岂不太平无事亿万世？
于是集《古今笑》三十六卷。
之所以把冯梦龙这段序文全部抄录下来，是因为可以从中挖掘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迂腐部》、《怪诞部》、《痴绝部》、专愚部》、《谬误部》、《无术部》、《苦海部》、《不韵
部》、《癖嗜部》、《越情部》、《佻达部》、《矜嫂部》、《贫俭部》、《汰侈部》、《贪秽部》
、《鸷忍部》、《容悦部》、《颜甲部》、《闺诫部》、《委蜕部》、《谲知部》、《儇弄部》、《
机警部》、《酬嘲部》、《塞语部》、《雅浪部》、《文戏部》、《巧言部》、《谈资部》、《微词
部》、《口碑部》、《灵迹部》、《荒唐部》、《妖异部》、《非族部》、《杂志部》，洋洋洒洒三
十六部，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冯梦龙的多愁善感不只是追求一己之儿女情长，他的放荡不羁不只是在歌馆舞榭中醉生梦死，在这里
看似俏皮轻松，说说笑笑，一副玩世不恭的狂者模样，实则探求一种相当严肃的社会命运，用雪亮的
眼睛审视这浊乱世界的芸芸众生、千奇百怪；用笑声去揭开盛载虚伪和贪鄙的酱缸，用笑声轻轻涂抹
愚昧给人们带来的阴影和灾难。
与他用通俗的小说形式“警人”、“警世”殊途而同归。
　　为此，冯梦龙的种种“不轨”行为招来了不少非议，尤其他编纂的《挂枝儿》小曲和《叶子新斗
谱》刊行后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当时形容为“浮薄子弟，靡然倾听，致有覆家破产者。
其父兄群起攻讦之，事不可解。
”（钮琇《熊襄愍公集·英雄举动》对这点，我们要做辩证　　的分析，有些心术不正的卑鄙之人，
本来心存凯觎之想，这些具有启蒙思想的声音恰恰成了他们践踏人性、危害社会的一种舆论工具。
但更多的青年男女朦胧地意识到：情，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异性之间，以前或忽略了，或连想都感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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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一种不洁的行为。
现在孜孜于此，他们惊奇地发现，那片天空却是如此美丽、自由、幸福而令人神往。
为此，私奔的有了，偷情的有了，自由恋爱已成为一种时尚。
原来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规规矩矩、道貌岸然代之的是家庭秩序的失、夫妻关系的反目。
在市民的眼里这已是伤风败俗、家门不幸之极。
严重至此，冯梦龙群起而攻，已成必然。
最后，冯梦龙只好乞援于熊廷弼，才了结这场风波（见后章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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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聂付生《冯梦龙研究》　　李时人　　冯梦龙（1574—1646）编撰的“三言”（《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
近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全国至少有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三言”，其影响更广播于一般读者
。
但这绝不是“三言”及冯梦龙命运的全部。
虽然当“三言”于晚明天启年间先后刊行后曾被海内“奉为邺架珍玩”，并传于域外，明末清初也有
过几种翻刻本，但很快就在偌大的中国泯没不彰，以致于清人禁毁“淫词小说”，道光年间的书单上
就只有“抱瓮老人”选有“三言”部分篇目的选本《今古奇观》了。
1923年鲁迅在北京大学等院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并将其教材整理为《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也还
没有读过“三言”。
所以他十分重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日本内阁文库中发现“三言”一事（盐谷温《关于明代的“三言
”》，载1924年日本汉学杂志《斯文》第八编第6号），1930年10月北新书局准备再版《中国小说史略
》时，还特地在《题记》中提及，以为“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鲁迅全集》九卷3页，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9年版）。
　　从20世纪30年代起，关于“三言”与冯梦龙的研究曾是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的热
点之一。
郑振铎、孙楷第、叶德均、容肇祖、赵景深等学界前辈都曾撰文考证“三言”之源流，辨其体例，也
研究冯梦龙的生平及其他著述，评价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有谭正璧、关德栋、范烟桥、胡士莹、陆树仑等学者努力对“三言”及冯梦龙的
生平著述作进一步的考证、研究、许多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则将“三言”与冯梦龙列为重要章节加以
论述，研究“三言”与冯梦龙的文章，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及其作者研究的论文中占有很大的比
例。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冯梦龙全集》，前者是影印，后者是标点。
两本《全集》所收略有差别，合起来看，则所收除了“三言”以外，历来被确定为冯梦龙编撰，或疑
为冯梦龙所编撰的《古今谭概》，《情史》、《山歌》、《挂枝儿》、《智囊》，《智囊补》、《笑
府》、《广笑府》、《太霞新奏》、《新平妖传》、《新列国志》、《墨憨斋定本传奇》、《折梅笺
》、《牌经》、《太平广记钞》以及《春秋衡库》、《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定旨参新
》、《三教偶拈》、《中兴实录》、《甲申纪事》、《纲鉴统一》等差不多已经全部收罗。
　　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我们对冯梦龙这位四百年前的文学家的生平著述可以说已经知道了不少，
而冯梦龙似乎也以这么多的著述——尽管其中不少是他编刊的——向我们敞开了他的心扉，但我们对
冯梦龙的研究似乎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虽然在最近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又出版了若干本有关冯梦龙和“三言”
的著作，但大多还停留在局部研究或一般性介绍的层面上——至于有关文章，则以分析小说文本为夥
——对冯梦龙及其著述作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几乎没有。
因此，要真正认识冯梦龙，并从文学史、文化史角度正确评价冯梦龙，显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
　　不过，要真正解读冯梦龙，评价冯梦龙，也确实不容易。
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冯梦龙实在是个极其复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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