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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全传》

前言

粤自黄州说鬼终丽于虚，干宝《搜神》尤嫌其幻，至钦正人心，化世道，讲循环果报，分别善恶，所
谓实而不虚，真而不幻者，其唯此《济公传》一书乎！是书历叙济公始末，天理人情，因果报应，虽
妇孺亦闻其名，俳优且演为剧，如梨园中之《赵家赓焉》、《家湖》诸节目，阅者终觉略而弗详，虽
《醉菩提》一书其中亦有警愚劝善、褒忠贬佞等事，然鲁鱼亥豕，不堪娱目，仅可例于寻常小说而已
。余友张孝廉文海，本钱塘名士，以游学京师，公余之暇，偶于俦人众多之区见有谈是书之事者，一
时脍炙人口，听者忘倦，及购诸坊本，皆无。适有友人阎君华轩，携郭小亭先生所著是书来，张君翻
阅一过，觉文言道俗，如历其境，如见其人，且所论皆除暴安良，奇闻奇事，光怪陆离，有五花八门
之妙，其有裨于风化者良非浅鲜，因击节叹赏，不敢自秘，遂商于津门煮字山房主人魏君岱坡，不惜
重资，付之石印，索余为弁言。余思此书一出，非特城隅闾巷乐于传诵之意，聊以培植世道，感发人
心之一助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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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济公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他的传奇经历被多次搬上荧幕。本书是济公传说的最早蓝本之一，本
书和《镜花缘》，《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四部神鬼仙怪之书。 聚天地神灵鬼
魅于一书，演人间悲欢离合于一世。原本只在宦富商家里出现的古典小说，在那时只属于“有钱人”
的读物，时至今日，他将走出经阁、走出历史，飞进前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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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郭小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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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 一 回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第 二 回 董士宏葬亲卖女 活罗汉解救好人第 三 回 施禅机赵宅
治病 说佛法暗中救人第 四 回 扛韦驮周宅捉妖 病服神怒打老道第 五 回 周员外花园见妖 三清观邀请老
道第 六 回 周望廉细说见妖事 刘泰真捉妖被妖捉第 七 回 见佳人痴呆起淫心 想美丽花园遇妖女第 八 回 
练法术戏耍刘泰真 李国元失去天师符第 九 回 赵文会西湖访济公 醉禅师西湖盗灵符第 十 回 赵斌夜探
阁天楼 英雄仗义救公子第十一回 兄弟相认各诉前情 主仆逃难暂寄李宅第十二回 济公善度韩殿元 寒士
舍子遇圣僧第十三回 广惠僧狂言惹祸 济禅师妙法惊人第十四回 济公游戏耍广惠 郑雄为母求圣僧第十
五回 狗度董平改恶为善 荤酒回庙耍笑众僧第十六回 济公庙内卖狗肉 万善同归修碑楼第十七回 假相谕
拆毁大碑楼 显神通怒打恶都管第十八回 兵围灵隐锁拿疯僧 戏耍班头醉入相府第十九回 秦相梦中见鬼
神 济公夜来施佛法第二十回 赵斌夜探秦相府 王兴无故受严刑第二十一回 遭速报得长大头瓮 荐圣僧秦
相请济公第二十二回 施妙法鬼入闹秦宅 治奇病济公戏首相第二十三回 找妙药耍笑众家丁 联佳句才惊
秦丞相第二十四回 认替僧荣归灵隐寺 醉禅师初入勾栏院第二十五回 尹春香烟花遇圣僧 赵文会见诗施
恻隐第二十六回 救难女送归清净庵 高国泰家贫投故旧第二十七回 寄柬留诗别妻访友 拜请济公占卦寻
夫第二十八回 苏北山派人找寒士 高国泰急难遇故知第二十九回 故友相逢知恩报德 小人挟仇以德报怨
第三十回 余杭县清官逢奇案 殷家渡济公捉贼人第三十一回 拿贼人完结奇案 施邪术妙兴定计第三十二
回 云兰镇恶道兴妖 梁万苍善人遇害第三十三回 设阴谋恶化梁百万 发慈悲戏耍张妙兴第三十四回 施妙
法恶道害人 显神通济公斗法第三十五回 烧妖道义收陈亮 访济公路见不平第三十六回 逛西湖酒楼听闲
话 气不平夤夜入苏宅第三十七回 听奸言苏福生祸心 见济公皂白得分明第三十八回 苏北山酒馆逢韩老 
济禅师床底会英雄第三十九回 圣手猿初入灵隐寺 济老老被请上昆山第四十回 济公舍银救孝子 赵福贪
财买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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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济公前传第一回 李节度拜佛求子真罗汉降世投胎诗曰：闲居慎勿说无妨，才说无妨便有妨，争先径路
机关恶，退后诚言滋味长。爽口物多须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话说南宋自南渡以来，迁都临安，高宗皇帝建炎天子四处，灵敏度为绍兴元年。在朝有一位京营节度
使，姓李，名茂春，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县人，娶妻王氏，夫妻好善。李大人为人最慈，带兵军令不
严，因此罢官回籍。在家中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冬施棉衣，夏施汤药。这李大人在街市
闲游，人都呼之为“李善人”。内中就有人说：“李善人不是真善人。要是真善人，怎么会没儿子？
“这话李大人正听见，自己回至家中，闷闷不乐。可就问大人因何不乐。大人说：“我在街市闲游，
人都称我为李善人。内中就有人暗中说，被我听见。他说我隐恶扬善；又说善人不是真心，要是真心
为善，不能没儿子。我想上天有眼，神佛有灵，当教你我有儿子才是。”夫人劝大人纳宠，买两侍妾
。也可以生儿养女。大人说：“夫人此言差矣，吾岂肯作那不才之事？夫人年近四旬，尚可以生养儿
女。你我斋戒沐浴王天，同到永宁村北天台山国清寺拜佛求子。倘使上天有眼，你我夫妻也可生子。
”王氏夫人说：“甚好。”李茂春择了日期，带着僮仆人等，夫人坐轿，员外乘马，到了天台山下。
只见此山高耸天际，山峰直立，树木森森。国清寺在半山之上。到了山门以外，只见山门高大，里面
钟、鼓二楼，前至后五层大殿，后有斋堂客舍、经堂戒堂、二十五间藏经楼。员外下马，里面僧人出
来迎接，到客堂奉茶。老方丈性空长老知道是李员外降香，亲身出来接见，带着往各处拈香。夫妻先
至大雄宝殿拈香，叩求神佛保佑：“千万教我得子，接续香烟。如佛组显灵，我重修古庙，再塑金身
。“祷告已毕，又至各处拈香。到了罗汉堂拈香，方烧至四尊罗汉，忽见神像由莲台坠地。性空长老
说：“善哉！善哉！员外定生贵子。过日我给员外道喜。”李员外回到家中，不知不觉夫人有喜。过
了数个月，生了一个公子。临生之时，红光罩院，异香扑鼻。员外甚喜。这孩自生落之后，就哭声不
止，至三朝。这日正有亲友邻里来庆贺，外面家人来回话，说有国清寺方丈性空，给员外送来一份厚
礼，亲来贺喜。员外迎接进来。性空说：“员外大喜！令郎公可平安？”员外说：“自从生落之后，
直哭到今朝不止。吾正忧虑此事老和尚有何妙法能治？”性空说：“好办。员外先到里面把令公子抱
出我看看，就知道是何缘故了。”员外说：“此子末过满月就抱出来，恐有不便。性空说：”无妨。
员外可用袍袱盖上可以不冲三光。”员外一听有理，连忙把孩儿从里面抱出来，给大众一看。那孩儿
生得五官清秀，品貌清奇，啼哭不止。性空和尚过来一看，那孩儿一见和尚，立止啼哭，一咧嘴笑了
。老和尚就用手模那孩儿头顶说：莫要笑，莫要笑，你的来历我知道。你来我去两抛开，省的大家胡
倚靠。那孩儿立时不哭了。性空说：“员外，我收一个记名徒弟，给他取个名字，叫李修缘罢。”员
外应了，把孩儿抱进去，出来给和尚备斋。吃罢，众亲友都散去，性空长老也去了。员外另雇奶娘扶
养孩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过了几年。李修缘长至七岁，懒说懒笑，永不与同村儿童聚
耍。入学读书，请了一位老秀才杜群英先生在家教他。还有两个同伴，一个是永宁村武孝廉韩成之子
韩文美，年九岁；还有李夫人内侄，永宁村住，姓王，名全，乃是兵部司马王安士之子，年八岁。三
子共读书，甚是和美。就是李修缘年幼，过目不忘，目读十行，才学出众。杜先生甚奇之，常与人言
：“久后成大器者，李修缘也。”至十四岁，五经四书诸子百家，背诵极熟，合王、韩二人在学房时
常作诗，口气远大。这年想要入县考取文童，李茂春卧床不起，人事不知，病势垂危。派人把内弟王
安士请来到床前。李员外说：“贤弟，我我不久于人世。你外甥与你姐姐，全要你照应。修缘不可纵
性废读，吾已给他定下亲，是刘家庄刘千户之女。家中内外无人，全仗贤弟分心。”王安士说：“姐
丈放心养病，不必多嘱，弟自当照应。”员外又对王氏夫人说：“贤妻，我今五十五岁，也不算天寿
。我死之后，千万要扶养孩儿，教训他成名。我虽在九泉之下也甘心。”又嘱了修缘几句话，自己心
中一乱，口眼一闭，呜呼哀哉。李员外一死，合家恸哭。王员外帮办丧事已毕，修缘守制不能人场。
是年王全、韩文美都中了秀才，两家贺喜。王氏夫人家中有一座问心楼，-年所办之事，写在账上。每
到岁底，写好表章，连同账一并交天，一年并无-件事隐瞒的。李修缘好道学，每见经卷必喜爱，读之
不舍。过了二年，王氏夫人-病而亡，李修缘自己恸哭一番，王员外帮办丧事完毕。李修缘喜看道书，
到了十八，这年孝满脱服。他立志出家，看破红尘，所有家中之事，都是王员外办理。李修缘自己到
了坟上，烧了些纸钱，给王员外留下一纸书字，竟自去了。王员外两日不见外甥，派人各处寻找，不
见夕甥。自己拆开字来一看，上写的是：修缘去了，不必寻找。他年相见，便知分晓。王员外知道外
甥素近释道，在临近庸观寺院，各处派人寻找，并不见下落。派家人贴白帖，在各处寻找：“如有人
把李修缘送来，谢白银百两。如有人知道实信，人在何处，送信来，谢银五十两。”-连三个月并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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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书中交代，且说李修缘自从家中分手之后，信步游行，到了杭城，把银钱用尽，到了庙中要出家
，人家也不敢留他。他自己到西湖飞来峰上灵隐寺庙中见老方丈，要出家。当家和尚方丈，乃是九世
比丘僧，名元空长老，号远瞎堂。一见李修缘，知道他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降世，奉佛法旨为度世而
来，因他执迷不醒，用手击了他三掌，把天门打开。他才知道自己根本源流，拜元空长老为师，起名
道济。他坐禅坐颠，还有些疯。庙里独叫他颠和尚，外面又叫他疯和尚，讹言传说济颠僧。他本是奉
佛法旨，所为度世而来，自己在外面济困扶危，劝化众生，在庙内不论那个和尚有钱就偷，有衣服偷
出去就当了吃酒，最爱吃肉。常有人说：“和尚例应吃斋，为什么吃酒？”济颠说：“佛祖留下诗一
首，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为我修心不修口。”自己就是与庙中的监寺僧广亮不对。庙
中除去了方丈，就属监寺僧为尊。广亮新作了一件僧衣，值钱四十吊，他偷了去，当在当铺中，把当
票贴在山门上。监寺广亮一见僧袍没有了，泥人各处一找，把当票找着。和尚挂失票行，把山门摘下
来，四人抢着去赎。广亮回禀老方丈，说：“庙中疯和尚不守清规，常偷众僧的银钱衣服等物，理应
按清规治罪于他。”元空长老说道：“道济无赃，不能治他。你等去暗中访察，如要有赃证，把他带
来见我就是。”广亮派两个徒弟在暗中访拿济颠。济颠在大雄宝殿供桌头睡觉。两个小和尚志清、志
明，每日留神。这天见济颠在大殿里探头出来，往各处偷瞧了多时，后又进去一看，路足潜踪出来，
怀中鼓棚棚的。方至甬道当中，只见志清、志明由屋中出来，说：“好济颠，你又偷什么物件？休想
逃走！“过去一伸手，把那济颠和尚抓住，一直竟到方丈房中回话。监寺的先见长老说：“票方丈知
道，咱们庙中济颠不守清规，偷盗庙中物件，按清规戒律之例治罪。”元空长老一听，心中说：“道
济，你偷庙中物件，不该叫他等拿住。我虽然护庇你，也无话可说。”吩咐人：“把他带上来就是。
”济公来至方丈前屋内，说：“老和尚你在那里？我在这里问心。”见了方丈永远是这样。元空也不
教他磕头，说道：“道济不守清规，偷盗庙中物件，应得何罪？”广亮说：“砸毁衣钵戒碟，逐出庙
外，不准为僧。”老方丈说：“我重责他就是。”就问道“道济，把偷之物献出。”济公说：“师父
，他们真欺负我。我在大雄宝殿睡觉，因扫地没有盛土之物，我放在怀中。你等来看罢。”说着，把
丝绦一解，哗啦落下土片。老方丈大怒，说：“广亮误害好人为盗，应得重责！”吩咐看响板要打监
寺，众僧都来瞧热闹。济公自己出来，到了西湖，见树林内有人上吊，济公连忙过去要救此人。正是
：行善之人得圣僧救，落难女子父女相会。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第二回活罗汉解救好人董
士宏葬亲卖女诗曰：何处是仙乡，仙乡不离房。眼前无沉长，心下有清凉。静里乾坤大，闲中日月长
。若得安本分，都胜别思量。话说济公长老在西湖见-个人方要上吊，自己按灵光一算，早已知道。书
小交代，那人姓董名名士宏，原籍浙江钱塘县人，为人事母至孝。父早丧，母秦氏。娶妻杜氏早死，
留下女名玉姐。甚伶俐。童士宏锤金匠手艺，他女儿八岁时，秦氏老太太染病不起，董土宏小心进汤
医。家贫无力赡养老母，把女儿玉姐典在顾进土家作使女，年回赎，典银五十两，给老太养病。老母
因看不见孙女，问：“我孙女那里去了？”董土宏说：“上他外祖那里去了。”老太太病重一连七日
不起，竟自呜呼哀哉。他就把家中些银两尽力葬母之后，自己到镇江府那里忍耐时光。十载光景，好
容易积凑了六十两纹银，想把女儿赎出来，另找婆家。在路上无话。这日到了临安，住在钱塘门外悦
来店中。带了银两，明日到了百家巷。一问顾进士宅，左右邻居都说：“顾老爷升了外任，不知在那
儿做官。”董士宏一听，如站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断缆崩舟，自己各处访问，并不知顾大住在那里
，也不知女儿下落。到了钱塘门外，在天竺街酒店吃了几杯闷，不知不觉，醉入梦乡。出了酒店想要
回寓，不觉自己失错了道路，把银子也丢了。及至酒醒，身边-摸银子丢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无奈走
至树林，越想越无滋味，想：“女儿也不能见面了，自己不如一死，以了此生之孽冤。”想罢来至树
林，把腰中丝绦解下来拴上一个套儿，想要自缢身死。”忽然对面来了一个和尚口中说：“死了死，
一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的好：我要上吊。”解下丝绦，就要往树上拴。董士宏一听，猛吃一惊，抬头
一看，只见那僧人长的甚为不堪。怎见得？有诗为证：脸不洗，头不剃，醉眼包斜睁又闭。若痴若傻
若颠狂，到处诙谐好耍戏。破僧衣，不趁体，上下窟窿钱串记，丝绦七断与八结，大小{革各}鞑接又
续。破僧鞋，只剩底，精光两腿双胫赤。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遥。经不谈，禅不理，吃酒
开荤好诙戏。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事。董士宏看罢，只听和尚说：“我要上吊了！”就要
把绳子往颈里套。董士宏连忙过去，说：“和尚你为什么去寻短见？“济公说：“我师父同我化了三
年之久善缘，日积月累，好容易凑了五两银子。我奉了师父之命，派我买两身僧衣僧帽。我最好喝酒
，在酒馆之中，因为多贪了两杯酒，不知不觉，酪酊大醉，把五两银子丢了！我有心回庙见我师父，
又怕老和尚生气。我自己越思越气，无路生活世上，故来此上吊。”董士宏一听这话，说：“和尚，
你为了五两银子，也不至于死。我囊内尚有散碎银子五六两，我亦是遇难之人，留了也无用。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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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周济你五六银子罢。”伸手掏出一包送给和尚。和尚接在手中哈哈大笑，说：“你这银子可不如我
银子那样好。又碎又有成色潮点。”董士宏；听，心中不悦。暗想：“我白施舍给你银子，你还嫌不
好。”自己说：“和尚，你对付着使用去吧。”和尚答应一声，说：”我走了。”董士宏说：“这个
和尚真真不知人情世务。我白送给他银子，他还产不好。临走连我姓没问，也不知谢我，真正是无知
之辈。唉，反正是死。正在气恼，只见和尚从那边又回来，说：“我和尚一见了银子全忘了，也没问
恩公贵姓？因何在此？”董士宏把自己丢银子之故说了一遍。和尚说：“你也是丢了银子啦，父女不
能见面。你死罢！我走啦”董士宏一听，说：“这个和尚真不知世务，连话都不会说。”见和尚走了
五六步又回来说：“董士宏，你是真死假死呢？”董士宏说：“我是真死；怎么样？”和尚说：“你
要是真死，我想你做一个整人情吧。你身上穿了这身衣服，也值五六两银子，你死了，也是叫狼吃狗
咽白白的糟蹋。你脱下来送给我吧，落一个净光来净光去，岂不甚好？”董土宏一听此言，气得浑身
发抖说：“好个和尚，你真懂交情：我同你萍水之交，送你几两银子，我反烧纸引了鬼来。”和尚拍
手大笑说：“善哉，善哉！你不要着急。我且问你，你银子丢失，你就寻死。五六十两银子也算不了
什么。我代你去把女儿找着，叫你父女相会，骨肉团圆好不好？”董土宏说：“和尚，我把赎女儿的
银子已丢了，就是把女儿找着，无银赎身也不行。”和尚说：“好，我自有道理。你同我走吧。”董
士宏说：“和尚，宝刹在那里参修？贵上下怎么称呼？”济公说：“我西湖飞来峰灵隐寺。我名道济
，人皆叫我济颠僧。”董士宏见和尚说话不俗，自己把丝绦解下，说：“师父你说上那儿去？”济公
说：“走。”转身带了董士宏往前走。和尚口唱山歌：走走走，游游游，无是无非度春秋。今日方知
出家好，始悔当年作马牛。想恩爱俱是梦幻，说妻子均是魔头。怎如我赤手单瓢，怎如我过府穿州。
怎如我潇潇洒洒，怎如我荡荡悠悠。终日快活无人管，也没烦恼也没忧。烂麻鞋，踏平川；破袖头赛
缎绸。我也会唱也会歌，我也会刚也会柔。身外别有天合地，何妨世上要髑髅。天不管，地不休，快
快活活傲王侯。有朝困倦打一盹，醒来世事一笔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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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非哀诸浅近，其言不足以感人；事不设为神奇，其事不足以垂训。盖圣经贤传原道义所攸关，而
野史裨官尤雅偌所共赏也。《济公传》一书初刻方成，已不胫而走，阅之者不无遗珠之憾。乃复商于
煮字山房主人岱坡魏君，求其完壁，遂重集重资，出郭小亭先生所著续本，付诸石印，灿然大观，美
乎备矣。第恐垄断者流专心赢利，仿而行之，则鱼目混珠，而魏君劝善之苦心汩没矣，故于其书之成
也，爱为叙，以记之。时光绪庚子清和之月  长白翰臣氏并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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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奖金哈喽咯啦累觉来啦来啦
2、用的防震膜包装，古色古香。还没看，怕从中间裂成两块
3、尽管有些差强人意，但还是凑合吧
4、书还没有细看，只是听郭德纲的《济公传》比较好奇，想看看原著。书的印刷包装都不错，很正
规。
5、质量和价格成正比，应该算是不错的。有的人说有错别字，这是古今用字不同的愿意，不能算错
别字。印刷，装帧，排版，纸张都算中规中矩。14.1的价格还算合理。
6、不错，老公非常喜欢~
7、原话小说，章回式，字迹清晰可辨，内容丰富。喜欢历史小说的不妨一读。
8、和评书说的一样，没想到说评书就是背这本书，套话，包袱，一模一样，这活可以练练看了。
9、便宜，纸张可以，印刷也可以，就是整本书中的字体竟然会有不一致
10、我佛普渡众生，人于世，心存善念
11、这本书最适合收藏的是岳麓书社最近出版的，不但纸张好，而且版式更好。
12、确有错字，有的应该不是明清时期小说的特性。
13、济公是 我喜欢的人物之一。他的洒脱，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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