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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多故事有其精彩之处但也有局限性
2、刚读完，挺好的～什么时代背景限制之类吧，个人觉得故事内容有点肤浅了～个人觉得这本书就
是在讲如何高官重禄左拥右抱走向人生巅峰，简直是一个白日梦合集⋯⋯
艳情片段很好玩～
3、感觉算不上名著，劝人向善。
4、选择有关性的多读了一些
5、初看有点意思，几篇过后发现都差不多，因此只能闲时再看了
6、文笔太差
7、奇书！珍珠衫开场赞。基到追随身亡那都不是事儿。妓女篇和尚篇绮丽如阴阳师等日系小说（咦
）而且艳情虽然只写一点但超有功力啊。坑蒙盗窃奇人篇堪比hustle⋯帝王遇僧人听对方说“亦不曾见
妻抗夫”顿悟是前世是夫妻、苏轼前世破戒高僧另一高僧同投胎引导他、三生石、果然是相信真爱不
分性别哟~
8、有点意思。
9、虽说是很多是大团圆式的圆满结局，看多会觉得有点腻，但其中规劝世人的道理却是永恒不变的
。
再次感受到古代女人如果没有家族的支撑，真心是没地位
10、语言不错，有些故事很污哦，还有很多故事情节都差不多。迷信的色彩无处不在。有几个故事个
人还是很喜欢。
11、我只想说 这它Ｍ的真有这书中的故事？？？谁能告诉我 世间百态???
12、依旧是故事会。
13、写的有点意思
14、未完
15、没有另二言好看，最后沈炼出场让人眼前一亮
16、世上万般哀苦事，                                     无非死别与生离 .
17、因果报应。
18、多数还是讲些因果报应、宿命论。
19、這本也是每天看個小故事躲避學習類型書。
20、怎么感觉有点无聊呢
21、大白话读起来很轻松，故事有点狗血，但也算狗血的新奇。a和b，c和d，后来c和b，再后来a和d
，再后来c死了b和e，b又不要e了，最后a,b,d愉快地在一起了
22、就是古代的畅销小说。
23、懒人听书。三言中最好的一部。
24、第一篇《蔣兴哥重会珍珠衫》便能代表半数文章了
25、故事会啊
26、hh，外公的书架
27、冯梦龙这个爱写荤段子的老儒内心还是想着教化世人，引人向善都是一个个小故事，@太岳公的
百孝图
28、三言里只有这本我算是比较认真地看过
29、这是一个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简单世界。多么通俗的小说
30、初中看过。
31、内容多讲了一些因果报应，但还是以歌颂忠义节孝为主流。
32、天理循环报不差
33、呵呵！
34、拖拖拉拉一个多月看完，不如另外两本有意思，二拍过段时间看，近期得换个口味
35、我大学时候是有多闲，有次跟一个男生约会不想跟他讲话就一直看这本=。= 还有内容真的很
黄www
36、非常喜欢这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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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说实话，真是鱼目混珠，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所编写出来的。有的篇章能让人感动的落
泪，有的却令人恶心的不行。
38、小时候当黄书看的
39、开头几个故事着实不错，”珍珠衫“一卷真是跌宕起伏，可惜往后的套路就有点俗烂了，不过作
为消遣还是不错。“古人形似兽，却有大圣德，今人形似人，兽心不可测“
40、今古三观不一，感受下世情风味还挺有意思。
41、里面讲三国那篇，虽然记不太清了，但是给脑洞跪了
42、明清是中国历史里礼教最森严的朝代，但明清市井小说里最多“淫词艳语”，就像英国的色情小
说大多集中在全民假正经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样。
43、mark
44、不太好看。
45、就是本故事会，有些故事玄到让我无语（翻白眼）。几乎每个故事都是中国大团圆式结局，喜
欢happy ending的人应该会喜欢（翻白眼）
46、一个月的时间在上下班的地铁上看完了喻世明言，故事无非讲述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但偶有几
篇男欢女爱讲述那不可名状之事才知我对明清时期所谓的封建礼教误解太深，世俗文化才是人民大众
喜闻乐见的文化。
47、算是知道古人的审美趣味了⋯⋯
48、有些故事還挺有意思，但讀著讀著就覺得大同小異，看不下去了
49、对于那些古人的风花雪月奇谭，当时醉得很，尤其是以下删去多少多少个字的假想....
50、2016.3.6

Page 5



《喻世明言》

精彩书评

1、近来无事乱翻书，读了本闲书《喻世恒言》。还记得高中语文或是历史课本中提过此书的历史地
位，评价颇高，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鞭笞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等等，导致我在看书之前对它期待
还蛮大，认为是一本严肃著作。没想到⋯⋯根本就是一部通俗小故事大什锦嘛！《喻世恒言》是本“
短篇小说集”，读者定位应该是当时社会上能识字的普通民众，故事无非是才子佳人、复仇报恩等等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主题是惩恶扬善，天道轮回，善恶终有报；目的简单明了：教化世人，扬
善弃恶。既然是通俗小说，我对它的定位是：闲来翻翻，看看当时的世情民情、当时的通俗语体，做
个消遣也可。不过呢，这本书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故
事，时间跨度特别长。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往往并不是当时就能报。主人公往往要隐忍
数年数十年，等到遇到特别的机缘（比如遇到好官、遇到贵人赏识等等），才能够一雪前耻，得报旧
仇。这还算报应来得早的。一些好的福报，则来得更晚：作者对主人公得福报、积阴鸷的描写，会一
笔跨上几十年，跨到主人公人生终点，说他福寿双全、儿孙满堂、这便是因了当时做了好事，才享受
了几十年后的高寿大福。这还没完，有的故事里对福报的描写，一直延续到了儿孙身上，仿佛一下子
我们就随着作者开了天眼，看到了五十年后这家人的后代的下场。看到这里，列位明白了这古时候的
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区别了么？现代小说、现代戏剧、现代电影电视连续剧，可不会跨越那么远！我们
说的都是当时当下的事情，世间最远也不过从我们父母的青春时代说起，说到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为止
。现在可没有哪个小说家，一笔开天眼，带我们一下子看到几十年上半年之后这个人的终点哪。这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了，不可能看到几十年后。反过来说，也因为古时代实在是太一
成不变、风平浪静了。这书让我感受到，古人的生活还真是像个内陆湖似的，没有潮涨潮落，毫无变
化哪。一个劝人向善的故事动辄跨越几十年，是因为几十年后，日子也还是这么过，因果报应也还是
不变——社会条件没有变嘛。依然是男耕女织，挑水浇园。这个年头里，福报意味着子孙满堂、购田
置地、鱼跃龙门，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还是这样。但是对我们现代社会来说，社会条件就不是那么
稳定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公家饭是好的；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却迎来了一大批下海潮；进入
二十世纪，公家饭又吃香了，可是紧接着不久，外企工作以高薪资、高福利异军突起，人人艳羡；现
在外企也不行了，金融和计算机最好，公务员也不赖。不知道再过三五年，社会风尚向何处变。这种
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新社会，怎么可能写得出几十年后的福报呢？任凭什么作者，也猜不到几十年后
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甚至都猜不出几十年后什么算得福报了。古时候的故事里面，福报的一
个表现是子孙满堂。可现代中国里，之前推行独生子女，现在讲究二胎，以后不知道又怎么变。那还
怎么描述一户积德人家的福报？时代变得快，谁也猜不到。与之对比，从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
还真是历史学家所言的“超稳定结构”。不论朝代是清是明，都离不开耕读传家两字，都是同样的缓
慢发展的社会。甚至可以隐去朝代背景写故事，反正不论安在哪个朝代，这故事都差不多：积德行善
必得福报，耕读传家子孙满堂；心怀不轨终遭报应，清官明断上天惩罚。另外，《喻世恒言》还展现
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彻底的熟人社会。什么事情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发生，也都要经过众
人的议论、评判。哪家大小伙走进了邻家女孩的家门——呵，街坊邻居都盯着呢，好事者甚至还透过
墙缝偷看！看你们在干啥。这便是熟人社会，与现代社会里面关起门来过日子、满街都是陌生人、邻
居彼此不认识的状态相差极远。熟人社会是传统社会的特征，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对很多
出生成长在城市的年轻一代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令他们更多地习惯于陌生人社会，对以前古时候那种
家家户户都知道家家户户的底细的日子可能很难想象。这时候，《喻世恒言》这样的故事集就显出它
的好处来了：形象生动地让读者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熟人社会——也就是干什么人家都看着，干什么
人家都知道。人家扒墙缝也要偷窥你在做啥。咦，这样的日子，想一想觉得挺吓人呢。《喻世恒言》
透露的最后一个小秘密，是古代世情实坏，简单说就是世道不好。这里面好人受冤屈、老实人被欺负
的故事，申冤昭雪都要靠奇遇。不是靠走投无路在大路上哭，正好有青天大老爷路过；就是主人公有
故人、亲戚是做官的，或者有故人亲人认识做官的人，或者奇遇遇见做官的人，或者奇遇遇见富人赞
助⋯⋯想要沉冤昭雪，咸鱼翻身，都脱离不了上帝之手的帮助。总结起来，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只能依靠奇遇——依靠奇迹。可见古时候的世道真不好，世界上只有奇迹能帮助人；作家们只有
靠奇迹来吓唬坏人、教化普通人，不要乱来有老天看着⋯⋯挺悲哀的。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可是没
有做官的亲戚，也遇不见奇迹的。那么，被欺负了也就被欺负了，并无申冤昭雪，并无果报。这样说
来，古时候挺无聊的。干什么事人家都知道——一辈子过来过去都没啥变化——世情也很不好。思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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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古喜好古风什么的，想想就好；对普通人来说，过丰富的生活、更有保障的生活，还是现代好。啊
，现代社会的好，没有对比终觉浅，绝知此事要看《言》。
2、　　枝在墙东花在西，自从落地任风吹。 　　枝无花时还再发，花若离枝难上枝。 　　文章开头
便是一首《弃妇词》，然后便讲述了一个薄情郎的故事。金老大家做了七代团头，也就是相当于丐帮
老大吧，到他这一代发迹了，便不做团头，让给自己族人做。金老大为自己那闭月羞花的女儿金玉奴
找了个入赘女婿莫稽，莫乃一穷书生，倒也是一表人才。莫在老婆家一直吃软饭，努力读书读书，后
来不负众望连科及第中了进士，便越发想和团头家划清界限，毕竟，做团头的女婿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人有时候真的是一朝发迹就忘了旧日恩情。当时，两人都在船上，这一个月黑风高夜，莫将睡着的
妻子喊起来，估计理由是赏月玩玩泰坦尼克的经典动作，然后就冷不防地推了金玉奴入水，马上就吩
咐船家即刻加速加速前进。到了岸边，才说自己妻子刚刚不小心坠江，马上又打点船家一些银子。可
巧，金玉奴被莫的上司许公所救，收为义女。许公知晓一切之后，跟莫说要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
他，莫简直是求之不得。许公告诉玉奴要为她另觅佳婿，这玉奴倒也是个烈女，说实话，在这种白话
小说里的烈女实在是太少了，偶尔还能看到个嫁了三次人的。玉奴说改嫁有伤妇节，许公说这次的女
婿还是莫。后来，洞房的时候，七八个老妪丫鬟奔出来把莫狠狠揍了一顿。估计揍的也不够狠，毕竟
都是老妪和丫鬟，力气能有多大啊，又不是佘太君和杨排风。然后，把莫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许公
夫妇又出来劝架，两人就和好了。 　　这种谋杀亲妇的男的有什么好要？金玉奴自己也说：“倘然葬
江鱼之腹，你别娶新人，于心何忍？”那个男的就一直叩头求饶。结果这二人二婚之后，居然就和好
如初了。金玉奴人真好，居然就这么轻易原谅这个薄情郎，依我说，应该棒杀才对，毕竟这个男的当
初狠下杀手不留情，推人下水还要船家加速前行，不是个好东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才是真性情所在
也，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不打也罢。这个故事应该改一改才好。
3、明清小说中，《红楼梦》居榜首一般无异议。剩下的再排座次就困难了。不知道何年何月哪位仁
兄搞了个四大名著，来得突兀，莫名其妙。而且，貌似四大名著的最初来源就是冯梦龙老先生：李渔
曾在为 醉 田井 堂 刊本《三国志演义》作序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
游与金瓶梅也。⋯⋯”后来呢，后来出来个《红楼梦》，这下就把伟大的现实浪漫家庭伦理剧《金瓶
梅》挤下去了。这件事办的其实挺伤感的，据考证兰陵笑笑生和我还算是半个老乡，三国与西游是我
顶不喜欢的两部小说，可是赫然在榜，尤使我气闷。我总觉得三国才算封建糟粕，西游则是部喜剧，
而作为豆瓣装逼犯一员，喜剧片要是没有印度小哥反抗大学体制，这样的故事都应该三星以下。我宁
愿看杨景贤咸湿版的西游记元杂剧，至少那故事还有点带泪的没品笑话。让我给明清的白话长篇小说
排个座次：《红楼梦》《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水浒》，三言不在其中，但前十名是却对要进的
。三言算是一本书，而且称得上中国第一部三部曲系列短篇小说集。大家整天说《三言二拍》啥的,二
拍的确和《三言》都在讲古人的市井生活，就艺术上讲差远了，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我不是黑
凌蒙初，我由衷的热爱《二拍》。毕竟这是我第一本启蒙小说，我感谢他。牡丹初开的时候女友给我
发了条微信“牡丹真国色，芍药妖无格”你瞧人家，多文艺，可我脑子想到了啥？“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一回中“胥靡藤缠定牡丹花，绿毛龟采取芙蕖蕊。大白金星淫性发，上青玉女欲情
来。”“牡”还对应“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学会的“牝”字。原文如下“赵尼
姑忙在暗处叫出卜良来道：&quot;雌儿睡在床上了，凭你受用去！不知怎么样谢我？&quot;那卜良关
上房门，揭开帐来一看，只见酒气喷人。巫娘两脸红得可爱，就如一朵醉海棠一般，越看越标致了。
卜良淫兴如火，先去亲个嘴，巫娘子一些不知。就便轻轻去了裤儿，露出************error 404*******
”牡丹真国  色！！！这叫什么？这才叫三俗！一个将纯洁少年成功转化为唐马儒的神作啊。《喻世
明言》怎么得罪你们了，叫它三俗叫它故事会的，你看到冯梦龙的努力了没有？一个热爱金瓶梅文化
的男子是用了怎么样的信念才克制住自己叙述欲望的！！每当姑娘们热热闹闹大谈神探夏洛克的时候
，我都会用《二拍》来吓唬她们，聊什么卷福!数典忘主！你知道什么叫拍案惊奇不！回去补补课再来
！让你知道什么叫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忘！！！那才是当年中国的名侦探柯南！赫尔克里·波洛! 埃
勒里·奎因! 菲利普·马洛!当然如果大家听了我的话，把凌蒙初当作老祖宗的伟大遗产。我肯定会背
上侮辱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罪名，钱彩蔡元放陈仲琳吴敬梓石玉昆刘鹗曾朴不提撰人一个个在地底
下把我的大恩人凌蒙初一顿狠揍顺便把我带走。后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以上的话我是肯定不敢在二
拍的书评上说。喻世明言不三俗，我初中时候就感觉到了。一次机缘巧合，我在书店里翻到了 月明和
尚度柳翠 一篇，那是我第一次邂逅喻世明言。那时候还体会不到这卷的大开大合，管窥一斑，年轻，
血气方刚，心潮澎湃。慌忙买回家，然后，，然后还是无奈的拿起了快翻烂的《二拍》这种感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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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读《洛丽塔》感觉一样，哪门子H了，看《颐和园》的时候都没感觉，这么纯洁的书你说他三俗
？喻世明言绝不故事会，这是古人很浪漫的童话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前人之述备矣。爱人的背叛
撕心裂肺，一纸休书后的撕裂感才更茫然无措，多年后蒋兴哥与三巧儿重逢“他两个也不行礼，也不
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就是哭爹哭娘，从没见这般哀掺”相逢一哭泯恩仇，爱情还在，
所谓的妇道贞洁男人尊严都不顾惜。你管这个叫封建礼教？第四卷  闲云年庵阮三冤债 再一次提到这
个问题，深闺小姐与风流书生一见钟情滚床单，结果书生把持不住乐极生悲呜呼哀哉——小姐还特么
怀孕了这个小概率事件怎么发生的呢！研究表明，结果显著，拒绝域为空“其夜梦见阮三到来，说道
：“小姐，你晓得风因么？前世你是个扬州名妓，我是金陵人，到彼访亲，与你相处情厚，许定一年
之后再来，必然娶你为妻，及至归家，惧怕父亲，不敢察知，别成姻眷。害你终朝悬望，郁郁而死。
因是风缘末断，今生乍会之时，两情牵恋。闲云庵相会，是你来索冤债；我登时身死，偿了你前生之
命。”惧怕父亲，不敢察知。。。。不知道这情节诸位有没有想起《警世通言》里面的“玉堂春落难
逢夫”那篇文有个更有名的名字叫苏三起解话说楼主正想五一去扬州耍子去，看官问再点开老夫的常
居地。。。。更重要的是  闲云年庵阮三冤债 的结尾，女主奋发图强生了个儿子，还考了状元。“当
初陈家生子时，街坊上晓得些风声来历的，兔不得点点搠搠，背后讥消。到陈宗阮三举成名，翻夸奖
玉兰小姐贞节贤慧，教子成名，许多好处。世情以成败论人，大率如此！”女主还爽歪歪的“表奏朝
廷，启建贤节牌坊.....一床锦被遮盖了，至今河南府传作佳话。”大家不要黑河南人了好吗？河南人很
萌的好嘛？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左伯桃与羊角哀结伴取功名，半路上大雪封路，粮食不足，伯桃
让好基友取衣拿粮，自己守死。比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何其相似，而且还是更纯洁更先进更开
放的爱情好吗？你们美国人的开放程度弱爆了更牛逼的是角哀取了功名后，要来安葬伯桃，安葬地抢
了荆轲的风水，，，角哀来到荆轲庙前大骂“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毒养，名姬重宝，尽汝受用
。不思良策以副重托，人秦行事，丧身误国。却来此处惊惑乡民，而求祭把！吾兄左伯桃，当代名懦
，仁义廉洁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当毁其庙，而发其冢，永绝汝之根本！”柬草为人保护伯
桃，荆轲请来高渐离要把伯桃“发墓取尸，掷之野外”对手是是史上最有名的恩爱基友，最牛钉子户
角哀大哭“吾兄被荆轲强魂所逼，去往无门，吾所不忍。欲焚庙掘坟，又恐拂土人之意。宁死为泉下
之鬼，力助吾兄，战此强魂”言讫，掣取佩剑，自则而死。结局是知识分子的胜利，荆轲的庙被烧作
白地。拆迁办主任的血泪史吴保安弃家赎友是男人的恩义，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更决绝的情义
，则是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故事是范巨卿约会迟到，一拍脑袋，自尽不就可以传送过去了嘛
？张劭梦觉后，跑到范巨卿家大哭一场，你死我也不活了。掣佩刀自则而死。还有，范巨卿的儿子叫
范纯绶，，题外话
4、很喜欢看的书。尤其是比起西游水浒三国之类大部头的小说。随便翻两页就能找到些个有趣的小
故事。三言两拍的魅力在于对于小市民的描写，深刻的接露出平凡人的本性。
5、赫·乔·威尔斯《当代小说》：在我看来，宣传一词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为某个党派、教会或
者某种学说服务的。”然而，现在这个词的含义已变得非常宽泛，泛指一种方式，即用口头、文字或
者广告等形式，一再重复，以期说服别人相信，你在事物的真与假、好与坏、是与非活着美与丑等方
面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而且作为行动准则。这本书无疑在&quot;宣传&quot;因
果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终的理念。也因此，这本书的故事虽然人物多样、情节一波三折、描写还
算真实，但大团圆结局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会让人觉得俗套。既然定位是向读者
灌输大道理，那么就免不了艺术效果方面的缺失。我觉得，它作为说书人的底稿，小市民们茶余饭后
的谈资再合适不过了。茶馆里，就着二两花生、一壶茶，说书人在台上抑扬顿挫，一会儿贼眼嘻嘻，
一会儿正气凛然，台下客观眯眼静听，偶有拍案后的窃窃私语，偶有拍掌叫好的大快人心。如果最后
好人结局凄凉，坏人结局美满。说书人非常有可能被台下听众拿板砖拍走，这么悠闲惬意的环境，如
此放松柔软的心境，怎么能坏了心情。在这样放松惬意的天时地利人和里，这些浅显而经典的大道理
就这样被糖衣包裹着在人们的脑海里扎根发芽，滋润开花，进而根深蒂固，几千年的礼仪道德就这样
被一次次从箱底翻出来，被提醒，被暗示。也许会被时间冲淡，但我相信，刚听完一个行侠仗义的到
丰富回报的故事后，你很难再走出茶馆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向你行乞时还能无动于衷，即使你心底泛
起的一丝挣扎犹豫后依旧不为所动，但有那挣扎犹豫也就够了。和现代的小说故事影视剧相比，它俗
套，它单薄，但它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它知道自己要向谁表达，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影响
和效果。它做到了。
6、我呢？从小没有看书的习惯？但某日我女朋友给了我一本书、、、，《喻世名言 》看了着本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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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什么好看的？就放一边了？一天我闲着没事就打开看了看？还真不错，越看越爱？看的我连饭都
望了吃？真的很不错？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最喜欢里面的人物？很讲义气我非常崇拜！
7、最近偏爱故事集，买了三言，坎特伯雷故事，一千零一夜，每晚睡觉前消遣。喻世明言每日大概
读一卷。这个东西，三言两语，能把风月之事写得非常传神，令人遐想。哈哈。不过，内容还真不适
合十八岁的青年男女阅读。否则不知道勾出多少造次举动来。不过，看到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
情”，教育意味还真不是一般的浓啊。大抵意思不过是告诫青年不要贪花恋色，否则自找苦受，自丢
性命。终究逃脱不了浓厚的封建意味啊。。跟莎翁的作品一比，唉，我都不好意思提。。
8、3月31日       看的东西，比如书或是电影，我向来不喜欢囤，并伴有轻微强迫症，总希望尽可能快地
看完手中或眼前的。可是我爸妈不是，买了四个书柜的书，几乎一半都是经典书目的精装书——也就
是说，摆在书柜里很有腔调气势，但并不方便携带阅读。所以，他们口口声声是为了陶冶我，其实更
有种打算用这些面子书流传千秋万代的意思。所以我一直对这四柜子书敬而远之，时间久了，心底竟
有一丝歉疚。看着眼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们要比旁边的书们矮一些、小一
些，有着微黄发软的页，有种忠厚老实的平敦，里面都是类白话的文言，头皮一紧，但还是抽出了《
喻世明言》。这几日的公车，精神意外的好起来，读了起来，只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我便兴
奋了起来，前半截故事倒有点雷同金瓶梅西门庆，我还心说明朝小说口味也可以啊，可是故事看完，
我竟想发神经的跟周围人“祥林嫂”——这故事太有意思了，你看看你也看看~很期待明天早上的公
车时间~4月9日喻世明言看完了,从一开始打的五颗星降到了两颗星...这本书读到最后不可抑制的索然
无味，真是一本和谐的读物啊，除了一些深僻简练的四字词，其他的营养太少了...
9、虽然喜欢武侠小说，我一般都对作者没什么兴趣，就象我也喜欢听某首流行歌曲，但是绝对不会
追星。古龙是个例外。这个人把他的生活过成了一种传奇，和他的小说相映成趣。好友倪匡在一篇纪
念他的文章里说，古龙曾经为自己写过一幅对联：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
唱。在一些独处的日子里，我常常默默念这两句话，有时觉得，与古龙心意相通。柳七是我喜欢的词
人——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因这一首《鹤冲天》，他被宋仁宗批示：且去填词。
想来宋仁宗是对那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着恼，有才就了不起吗？因此说：且去浅酌低唱，
何要浮名。一句话断送了柳七的科举前程，可也是成全了他——那种被充分异化，带着面具做人的前
程要它何用？后人都知柳三变，几人记得宋仁宗。割断了功名利禄的牵绊，柳七才开始了真正自由地
生活，虽然这种生活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所不齿，“⋯⋯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
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我想在这点上，古龙要比柳七看得更开，如果
生来就能随心所欲地生活，又何必写劳甚子武侠小说呢。也幸亏了当初他是个穷光蛋。我喜欢那些有
绝世才华的人，更喜欢那些把才华随意抛掷，换酒，换心情，换美人一笑的才子。古龙喝酒而死，死
得其所。在生命中不多的三月里，我轻轻念着陌上花开的句子，想象着春风吹过的江南，田间垄头，
油菜花开了，荠菜花开了，那一枝横斜的桃花开了。一次偶然的阅读，在苏东坡《陌上花三首》序中
，寻到了陌上花开的源头——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
以书遗妃日：“陌上花发,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原来如此。吴越王
就是钱婆留了。小时候读过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便是“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写他降生
时天出异象，钱父惊恐，欲溺死婴儿，幸被邻居王婆所阻，因此小名婆留。后崛起于草莽之间，被封
吴越王，辖十四州。诸葛青云有武侠小说名《一剑霜寒十四州》，书名便源自与钱王有关的一首诗：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
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云阁，岂羡当时万户侯？”此诗为晚唐僧人贯休所作，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
因避黄巢之乱，来于越地，将诗献与钱王求见。钱王一见此诗，大加叹赏，但嫌其“一剑霜寒十四州
”之句，殊无恢廓之意，遣人对他说，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贯休应声，吟
诗四句。诗曰：不羡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吟罢，飘然
而入蜀。钱王懊悔，追之不及。那是多么美好的往事，大概，只能发生在过去的年代吧，一个胸怀大
志的帝王，一个有原则的倔强和尚，抛去他们身上的角色符号，两个都是天性率真的可爱之人。钱王
自幼便喜舞枪弄棒，天下是马上搏命打下来的，这样的枭雄却也有温情的流露，陌上花发，可缓缓归
矣，也许是晓得深宫寂寞，趁此机会，就让心爱的女子好好的结伴春光吧。前两天，在路边看到了桃
树上淡粉的花苞，桃花未开，却又开始阴云连绵，空气中好象可以拧出水来。清明刚过，谷雨将临，
陌上花开的日子将临，我没有企盼的归人，就做个醉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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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喻世明言》的笔记-第188页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说起来，是宋神宗时人，姓柳，名永，字耆卿，而叙述主要故事，却
在仁宗朝，吕夷简(978—1040年)也是仁宗时宰相。柳永生卒年迄无定论，一般认为生于987年前后—卒
于1053年前后，因此，“是宋神宗时人”，当有误。

2、《喻世明言》的笔记-第264页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时金虏陷了汴京，徽宗、钦宗两朝天子，都被他掳去。亏杀吕好问说下
了伪帝张邦昌，迎康王嗣统。康王渡江而南，即位于应天府，是为高宗。“亏杀吕好问说下了伪帝张
邦昌”是怎么一回事呢？
 吕好问（1064年—1131年），字舜徒，吕公著之孙，吕希哲之子，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南宋初封
东莱郡侯，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以荫补官。钦宗时（1126年）任御史中丞，不久改兵部尚书
，建炎元年知宣州。靖康之难後，金人立张邦昌，以好问为事务官。吕好问劝他迎立赵构为帝。
宋史本传： 帝（高宗，时为康王）再幸金营，好问实从，帝既留，遣好问还，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
张邦昌，以好问为事务官。邦昌入居都省，好问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敌意而徐为之图尔？”
邦昌曰：“是何言也？”好问曰：“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
日乎？大元帅在外，元佑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处，宜寓
直殿庐，毋令卫士侠陛。敌所遗袍带，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车驾未还，所下文书，不当称圣旨。”
以好问摄门下省。好问既系衔，仍行旧职。时邦昌虽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号，独好问所行文
书，称“靖康二年”。吴开、莫俦请邦昌见金使于紫宸、垂拱殿，好问曰：“宫省故吏骤见御正卫，
必将愤骇，变且不测，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时雍议肆赦，好问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将谁
赦？”乃先赦城中。
始，金人谋以五千骑取康王，好问闻，即遣人以书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击则邀击之，不然，
即宜远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既，又语邦昌曰：“天命人心，皆归大
元帅，相公先遣人推戴，则功无在相公右者。若抚机不发，他人声义致讨，悔可追邪？”于是邦昌谋
遣谢克家奉传国宝往大元帅府，须金人退乃发。金将将还，议留兵以卫邦昌。好问曰：“南北异宜，
恐北兵不习风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统之可也。”好问曰：“勃堇贵人，有如触发致
疾，则负罪益深。”乃不复留兵。金人既行，好问趣遣使诣大元帅府劝进，请元佑太后垂帘，邦昌易
服归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宫入听政。
看来是两次劝谏张邦昌。

3、《喻世明言》的笔记-喻世明言

        自古以来，有仁人义士，也有奸诈小人、流氓恶棍之辈，处事交友需明辨，远离人性不好之人，
多交仁义朋友。

4、《喻世明言》的笔记-第274页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且如宋朝吕蒙正秀才，未遇之时，家道艰难；三日不曾饱餐，天津桥上
赊得一瓜，在桥柱上磕之，失手落于桥下；那瓜顺水流去，不得到口。后来状元及第，做到宰相地位
，起造落瓜亭，以识穷时失意之事。事见《邵氏闻见录》卷七：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
利涉院士室冲，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有诗云：“八爷风急浪花飞，手把鱼竿傍钓矶。
自是钓头香饵别，此心终待得鱼归。”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满，夜来雷雨起南山。”后状元及第，
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书。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
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噎瓜”为名
，不忘贫贱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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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喻世明言》的笔记-第295页

        《喻世明言》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又有一只船上叫卖蒟酱，这蒟酱滋味如何？有诗为证：
白玉盘中簇绛茵，光明金鼎露丰神。椹精八月枝头熟，酿就人间琥珀新。⋯⋯揭开罐子看时，这酱端
的香气就喷出来，颜色就如红玛瑙一般可爱；吃些在口里，且是甜美得好。⋯⋯这蒟酱我这里没有的
，出在南越国。其木似谷树，其叶如桑椹，长二三寸，又不肯多生。九月后，霜里方熟。土人采之，
酿酝成酱；先进王家，诚为珍味！蒟酱到底是什么？

蒟酱在历史上首次露面，不是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之吟颂，而是关于一场战争的记录。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常璩的《华阳国志》都有记载。故事大意是：

　　汉武帝决心扭转“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的局面，寻找时机，消灭两越（南越、闽越）割据政权
，表面上和两越“剖符通使”，承认现状，派唐蒙出使南越。西汉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南
越王举办盛大的宴会，招待大汉使臣唐蒙。金樽美酒，玉盘珍馐，钟鼓齐鸣，舞姿翩翩。这种炫耀性
场面，突显出南越“名为外臣，实为一州主”的特殊地位。席间，南越王特别推荐一道称作“蒟酱”
的佳肴美味，受到唐蒙倍加称赞。唐蒙好奇地询问蒟酱出自何处。南越王不无自得地说：这是从夜郎
牂（zang一声）牁（ke一声）江（今北盘江）运抵番禺城（今广州市附近）的。

唐蒙带着对蒟酱的美味记忆回到了长安。其后得知“独蜀出蒟酱”，又在商人那里打听到蒟酱的运销
渠道，从而悉知由蜀经夜郎往南越的通道。南越发生“吕嘉之乱”，武帝决定乘此机会发兵征讨“两
越”，强化中央集权，一统大汉王朝。唐蒙上书武帝说：“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
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万，若从牂牁江浮船番禺，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武帝即令唐蒙率巴、蜀
精兵千人，在夜郎大军协助下，由”蒟酱之路“，直抵番禺，攻克了南越。庆功宴会上，武帝品着蒟
酱，直称赞道：“与肉何异!”从此，蒟酱更是身价百倍，成为皇家贡品。

　　左思《三都赋》盛赞蜀中美食“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名扬天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介绍
说：蒟酱，两广、滇南及川渝、泸、威、茂施州都有。可见，在明代已经不是“独蜀出蒟酱”了，其
制酱工艺也已出川。奇怪的是，蒟酱在产销地扩大之时，却又神秘地突然消失，以至于今天关于蒟酱
究竟为何物，说法甚多。

一种说法：蒟酱是一种果酱。蒟，胡椒科植物，又名扶留藤，实似桑椹。蒟酱就是用蒟加调味料炮制
的果酱。古人对酱十分重视。《周礼·天官·膳夫》称：“凡王之馈，酱用百有二十”。周王祭祀或
举宴，用酱多达百二十品。孔子有言在先：“不得其酱，不食”。桓谭的《新论·谴非》中说，有个
人得了生肉酱而心里美滋滋的。他担心别人来要其酱，便往酱里吐了一口唾沫。众人见此，心里颇为
不爽，都朝酱里拧了一把鼻涕。结果酱被糟蹋，谁也没吃成。尽管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寓言，却说明汉
代人也是视酱如珍。越王在招待唐蒙的宴会上，之所以特别推荐蒟酱，既是对唐蒙的尊重，更是一种
炫耀。

另一种说法：蒟酱是果酒。认为唐蒙不熟悉蜀地方言，上书武帝时，误将“蒟浆”，写成“蒟酱”，
因怕受罪，不敢纠正，将错就错，以讹至今。“浆”，《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供）王
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六饮中的“浆”，是一种果汁较浓的淡酒，也泛指酒。汉武帝赞
其蒟酱“与肉何异”，古曰：“玉馈之酒，酒美如肉”，蒟酱即酒，也自有其道理。

还有一种说法：蒟酱是一种果脯。古人用盐或者蜜浸渍而食之，其味辛香。《北梦琐言》记载，唐代
侍中、素食主义者崔安潜出镇西川三年，招待下属“以面及蒟蒻（ruo四声，蒟蒻，一说即蒟酱，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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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魔芋）等等，染作颜色”，用以模仿、替代肉类食品，非常逼真。即以蒟代肉，素食荤做。如此看
来蒟酱是果脯的推测也说得过去。

关于蒟酱的说法众说纷纭，没有结论。蒟酱，两千多年前的四川美食，其味之美也许永远地埋藏在时
间深处。

6、《喻世明言》的笔记-第263页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单说西京是帝王之都。左成皋，右渑池，前伊阙，后大河；真个形势无
双，繁华第一。宋朝九代建都于此。西京之称，历代有所不同，或指长安或指洛阳，“左成皋，右渑
池，前伊阙，后大河”，当指洛阳，然宋代建都汴梁，别称东京，盖谬矣。

7、《喻世明言》的笔记-第120页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春秋？荆轲？楚元王？⋯⋯也乱得离谱了些吧？？

⋯⋯不知为何总觉得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汉初）楚元王招贤，羊角哀与左伯桃同行往投。途遇风雪，角哀见行粮不敷，欺左伯桃体弱，兼嫉
其才，遂夺其衣食，自往投楚，伯桃冻死。角哀既显宦，假意为伯桃营葬，以求义名。不料荆轲亦葬
此间，阴灵不灭，闻此不平事，慷慨应诺，愿助伯桃，夜仗剑入角哀梦，大骂其不义。角哀惊惧，托
言荆轲逼迫伯桃迁葬，引从者数十，欲焚荆轲庙，掘荆轲坟，乡人不从，未能果行。是夜为荆轲之鬼
刺杀。人不知其情，以为角哀自杀以援友，竟立羊左忠义祠，后世人乃为所欺，至今香火不绝云耳。

8、《喻世明言》的笔记-all

        1 句式派幽默：

a 这病又是郁症, 又是相思症, 也带些怯症, 又有些惊症.

b 青龙治世, 财XX发动, 金箔千箱有, 风波一点无, 青龙属木, 木旺于春 

c 过渡话总是：话分两头／你到怎生打扮／卿非杰才之流, 朕亦未为明主. 真是巧啊巧啊. 

2 句内短情节派幽默：

a 儿：劳爹爹给我点钱. 爹：出门远行戴上这账本当盘缠. 

b 二人抵足而眠 

c 王公心中纳闷, 走到邻家闲话去了 

d 蒋遇走一趟, 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 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 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再, 不觉
又攘过了二年. 一日..

9、《喻世明言》的笔记-第2624页

Page 13



《喻世明言》

        回文诗（熊元素）

顺读
融融日暖乍晴天，骏马雕鞍绣辔联。
风细落花红衬地，雨微垂柳绿拖烟。
茸铺草色春江曲，雪剪花梢玉砌前。
同恨此时良会罕，空飞巧燕舞翩翩。

逆读
翩翩舞燕巧飞空，罕会良时此恨同。
前砌玉梢花剪雪，曲江春色草铺茸。
烟拖绿柳垂微雨，地衬红花落细风。
联辔绣鞍雕马骏，天晴乍暖日融融。

10、《喻世明言》的笔记-第10页

        豆瓣的新功能？

喻世明言第二章，庄子戏弄自己的媳妇儿。看起来高风洒脱，搁到现实世界，我即便有庄子的特异功
能，这样的玩笑，也是断不敢开的，开不起。

11、《喻世明言》的笔记-第90页

        老爷子明明说了酬谢白金三百两，结果这滕县令直接把一坛一千的金子给贪去了⋯⋯作者不知道
是写忘了还是故意暗讽，本来这么明察秋毫一个官儿，直接变成贪污犯

12、《喻世明言》的笔记-第1页

        头一次看这种明代市民文学，发现故事情节真是，总之我是无法理解的。
那个时代真是思想开放啊，而且，价值观与今人迥异有木有！
第一章就如此令人叹为观止了。。这种'小黄书'。。我还是未成年！

13、《喻世明言》的笔记-第226页

        《喻世明言》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时遇春天，有首回文诗，做得极好，乃诗人熊元素所作
。诗云：“融融日暖乍睛天，骏马雕鞍绣辔联。风细落花红衬地，雨微垂柳绿拖烟。茸铺草色春江曲
，雪剪花梢玉砌前。同恨此时良会罕，空飞巧燕舞翩翩。”若倒转念时，又是一首好诗：“翩翩舞燕
巧飞空，罕会良时此恨同。前砌玉梢花剪雪，曲江春色草铺茸。烟拖绿柳垂微雨，地衬红花落细风。
联辔绣鞍雕马骏，天晴乍暖日融融。”
      前秦妇女苏若兰，武功（今陕西人）人，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若兰知识广博，仪容秀丽，谦默
自守，不求显耀，深得丈夫窦滔敬重。 

　　窦滔有个宠姬名叫赵阳台，若兰十分嫉妒，每每相见，总免不了一番嘲讽，窦滔常常为此遗憾，
心中十分不快。一次，窦滔到襄阳做官，若兰不肯与他同往，他就带着赵阳台去赴任，渐渐和若兰断
了音言。若兰十分悔恨，于是费尽心机，织成一块八寸见方的五色锦缎，用文字织成回文诗，这便是
有名的《璇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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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八百多字，无论反读，横读，斜读，交互读，退一字读，迭一字读，均可成诗。可以读得三
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一千多首，才情之妙，贯古超今。织者的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
厌恶，跃然纸上。 

    若兰派人把织好的锦图送到襄阳，窦滔读后十分惭愧，深感对不起爱妻若兰。于是幡然醒悟，当即
打发赵阳台返回关中。并用隆重的礼仪，把苏若兰接到襄阳，自此以后，夫妻更加恩爱。

后人多有仿制，苏轼所制不少，如著名的“赏花归去马如飞， 去马如飞酒力微； 酒力微醒时已暮， 
醒时已暮赏花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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