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4年11月18日 星期一 责编：赵润琴编辑：葛艳茹美编：卞锐

10文史

历史上，天津城最重北城门，东门次之。清
代北门颜额“带河”，东门挂匾“镇海”，张扬这一
方热土形胜之妙——襟海带河。河海通津的区
位优势，助力津城的崛起与发展，也塑造城市的
文化性格。对此，本文且以天津城市得名缘由
的视角，略述一二。

在地理特点方面，津沽为退海之地。康乾
时期，津人王又朴《诗礼堂杂纂》记：“父老相传，
海即在直沽之下，今且东去一百余里矣。而余
亦往往于海之西北各乡村，如泥沽葛沽见掘地
得蛤蜃无算。则地渐运而西，水渐运而东，可为
明验也。”表述海退陆进、沧桑演变，“渐运”一词
甚为传神。参与成陆，有携泥沙而来的黄河。
渤海西岸至少四道年代不同的贝壳堤，留下一
道道古海岸遗迹。称谓这地貌，津人有时用
“堼”字。堼音横，去声，《现代汉语词典》词条：
“用于地名：大堼上丨东堼（都在天津）。”词条的
括号加注，特作提示。清乾隆年间救灾排涝，导
水分流，经中堂洼入海，地方志记洼内土堼如
堤，“多年海蛤积聚而成，其坚如石，非开凿土堼
水不能过”。贝壳堤，民间习称“蛤蜊堤”。当代
学界关于贝壳堤的考察研究，上世纪50年代由
天津学者李世瑜首开其端。

退海之地，河汊洼淀众多，便有“七十二沽”
之说。其名目，清同治年续修县志曾逐一开
列。泥沽葛沽丁字沽，塘沽汉沽咸水沽，“沽”成
系列，还与“直”结伴，与“津”璧合，“统领”这方
热土的地名文化。

地处渤海之滨，又拥有诸水汇流的出海口，
所谓“九河下梢”包括运河，众水合一，扇面般的
图形，成了海河流域的形象概括。“下梢”与“九
河”，以舟楫航运论，是海港与腹地的关系，也是
传递城市辐射力的天然渠道。旧时，白洋淀水
畔的鄚州药王庙会规模较大，民谣夸耀见过大
世面，“上过京，下过卫，赶过鄚州药王会”，可见
那时河北人眼里的“京津冀”。所言“上”“下”无
贵贱之分。一句“下天津卫”，乘船顺流而下，自
有“轻舟已过”、奔趋繁华街市之爽。明朝所设
军卫不少，“下卫”却能指向明确，还有“卫派”称
谓的各种事物，天津城把“卫”字叫响，凭着自身
在发展中获得的魅力，也得益于“九河下梢”。
当年皇会盛况，可为直观例证。光绪年间《津门
杂记》载：“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
来，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樯林立。如芥
园、湾子、茶店口、院门口、三岔河口，所有可以
泊船之处，几于无隙可寻。河面黄旗飞舞空中，
俱写‘天后进香’字样。红颜白鬓，迷漫于途。”
“下梢”与“九河”之间的交通，自然不仅仅是实
现了大众文化狂欢的共享。
津地河流，更得说运河。
自然造化，加以人工，三国时代曹操为北伐

乌桓，利用原有河道，开辟了平虏渠、泉州渠、新
河三条运渠。其中平虏渠，大体相当于今南运

河从河北省青县至天津静海区独流镇之间的一
段，沟通了滹沱河和泒河，清河也就可以沿泒河
再向北与沽水相会。华北平原上三百多条大小
河流组成的清河、滹沱河、泒河，三大河流汇合
入海，初步形成扇形水系。

宋、金对峙时期，金朝立中都城于燕京（今北
京）。自古不绝的水道运粮，至此与天津河道的
关联更显紧要。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即大运河北
段），本是经过霸州的。金泰和五年（1205），那里
河道浅涩行船难。金章宗改凿运渠，河道至独流
时不再西转，而是经三岔河口，北达通州。转年，
为保障漕河运输，规定沿河县官加带“管勾漕河
事”职衔——有如“河长制”。所列一串地名，靖
海（今静海）和武清均在列。贞祐二年（1214），
“直沽”名称在《金史》出现了：以完颜佐为都统，
完颜咬住副之，“戍直沽寨”。完颜佐“初为武清
县巡检”，完颜咬住“为柳口镇巡检”。武清守着
由燕京北来的河，柳口（后来称杨柳青）守着由南
向北的河，两处的巡检一正一副“戍直沽寨”，来
守河运枢纽。都统拥有五千兵员，可见直沽寨的
规模。直沽寨应是走向城市的最初萌芽。这被
深深印在城市记忆里。如今古文化街南口北口，
“津门故里”“沽上艺苑”两座牌坊相呼应。

元朝的建立，扩大了漕运规模。《元史·食货
志一》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
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漕粮转
输，尝试陆河联运三条线路之后，不得已将目光
投向海运，由江浙航海至大沽口，再走河道至燕
京。海路也经过三次探索。先试近岸航路，再
改为不一味地“沿山求屿”，乃至后来的更加远
岸，赶上“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

《元史》接着写道：“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
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并不掩饰海
浪险恶。“杂沓东入海，归来几人在？”这首元代
歌谣，表达视海路为畏途，也写到“复祷天妃上
海船”。航海者心理压力的疏解，靠帆船造得能
经风浪，靠驾船技能，也靠崇信海神的心理慰
藉。这便是妈祖文化北传的背景。

元朝累次“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为“护
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庙曰灵慈”——津
地大直沽天妃宫额匾正是“灵慈”。《元史·祭祀
志》还记，“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
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岁岁举行
官祭的六个地方，北方唯有直沽。这六地，“泉、
福、兴化”，妈祖文化发祥地福建占三，而平江、周
泾之于直沽，则是海漕一线系两端。“海漕粮至直
沽，遣使祀海神天妃”，妈祖文化的北来，直沽不
只是接受方，也是文化互动传播的参与者。直沽
致祭，敕建的天妃宫——这里一地两座，全国仅
例，河之东岸、西岸各一。信众是被河海联运枢
纽聚拢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妈祖文化成为天津
城市端倪时期的原点文化，经明朝传承，至清代
天后娘娘被奉为“三津福主”、民俗大神，广泛地
影响了津地文化。如今旅游热门打卡地——津
味醇厚的古文化街，即海河西岸天后宫前的宫
南、宫北大街。

元朝时，翰林学士张翥有诗曰，“晓日三叉
口，连樯集万艘”，又有诗句“一日粮船到直沽，
吴罂越布满街衢”，可见河海联运带来的活力。
且不止这些。明代创修三卫志的天津道官员胡
文璧曾概括：“元统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
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

宫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
聚落繁，官衙立，不妨视为对城市起步的驱动。
盐的产销也来助力。据地方志所载《三汊沽创
立盐场碑记》，得益于“河路通便，商贩憧憧往
来，是年办得课五百余锭，比之他场几倍之”。
元代诗人傅若金《直沽口》选取典型场景，有句
“使收通漕米，兵捕入京盐”，漕运与盐业并举，
均得于区位优势河与海。

水到渠成，元延祐三年（1316）春，“改直沽
为海津镇”，寨升镇，为明代设卫建城做铺垫。
镇称海津，意谓通海之津，既讲海也说河，质朴
写实地总括了元王朝的直沽认知。值得一提的
是，得于明代的城名“天津”，海津镇之“津”先期
占了“半壁江山”。有预见而“抢注”？自然不
是。津城命名借鉴了前朝？没有可助直接认定
的史料。然而，关于区位特征的认识，元明两代
“英雄所见略同”，这样讲大约经得起推敲吧。

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决策设天津卫
并筑城。据《明太宗实录》所载，朱棣“以直沽海
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
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海运商舶往来之冲，说
海船其实也说到河；列出的缘由，水陆兼及——
关于陆，偏偏关注的是“海口田土”，要调动原本
沿海驻守的军卫来屯守海口。何谓海口，不就是
河与海的连接吗？南粮北运，明初因循元代走海
路，此时依旧；与洪武年间不同的是，燕王朱棣兴
“靖难之役”，打从侄子手中夺得天下的那天起，
即在运筹迁都北京。京畿门户、河海通津，区位
特征决定明王朝在这里布置三个军卫、筑造一座
城。主持修建城池的官员，一为工部尚书黄福，
一为平江伯、海运粮储总兵官陈瑄。建城的同
时，陈瑄还在津做了两件事：沿河建仓囤，以便海
船漕粮的内河转运；重修天妃宫，服务河海航行。

天津之名，取意天子渡河的地方，由朱棣命
名。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建城之后90年，弘
治年间首任天津道刘福兴土木，朝臣程敏政为涌
泉寺撰文，大学士李东阳为城墙城门写记，言及
朱棣“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
津”“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现
存的碑石，有嘉靖年间《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碑
文“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都是
讲，直沽河流与明初一次重大军事政治事件的关
联及对胜利的纪念，被嵌入这一名称里。

清代人承接这份地名遗产，康熙时修卫志
不仅载“文皇渡此，赐名曰天津”，还写有纪念
牌坊——龙飞渡跸坊，在北门外运河畔。乾隆
初年修县志，龙飞渡跸牌坊依旧立着。可是，
这部志书卷首凡例列出“天津之名，《金史》第
以河传”，序文提及“津邑特肇端于卫，卫则肇
端于海津镇”，正文又引述朱棣的重要谋士姚
广孝所谓“天津九星，占应小直沽，以此得名”，
似乎在为“赐名说”做补充——这些材料提示，
“天津”之名浓缩了河海通津、金元明三代漕运
史，“天津九星”云云，则是借用古典天文学的
传说，夸耀大地上的河流，称赞其为通京水道、
畿辅御河。

帝王命名，对于城市文化不是减分的事。
可是，既然存在诸多相关文史话题，也没必要视
而不见，拒绝加分。“天津”名称的底蕴，与“直
沽”“海津”一脉相承，包含着古代对于河海通津
区位特点的认知，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作如是观，或许优于将这一地名的来源单一化。
“朝发轫于天津兮”，这是先秦诗人屈原吟

咏星空银河的名句。星海天河，海风河韵，天津
是座拥有嘉名的城市。这嘉名，浓缩着京畿门
户、河海通津，关于区位优势的表达。
（作者系《今晚报》高级编辑，曾任天津市政

协文史委委员、《天津文史》特约编审）

明朝初年，江南有一读书人赴京应考，他
一到京城，就急忙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
写了十几页，其中有这样一段：

此次南来，南京城新建城楼一个，城楼四

角挂铃铛，风吹铃铛，叮叮当当，与我们家门

楼大不一样。

此次南来，归期未定。不在初一就在初二，

不在初二就在初三，不在初三就在初四……不

在二十七就在二十八，不在二十八就在二十九，为

什么不写三十，恐有月大月小之分。

此次南来，忘却一事，床下有棉鞋一双。

若遇天晴之日，拿出来晒晒，拍拍打打、打打

拍拍，以备天寒之用。

此次南来，如若考中，我妻改为夫人，大

小子改为大公子，二小子改为二公子，三小子

改为三公子，余此类推。

此次南来，如若不中，我妻仍为我妻，大

小子仍为大小子，二小子仍为二小子，三小子

仍为三小子，余不繁赘。

此次南来，有一事放心不下，二小妹容貌

尚好，对面王二麻子大有不良之意，要嘱咐二

小妹少在门口张望，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因

时间关系来不及写草头的大写万字，就以方

字去掉一点以代之，而代与伐不同，有有撇无

撇之分。

往日写信啰嗦，今日不再啰嗦，啰啰嗦

嗦，嗦嗦啰啰,实在可恶……

这封信写了多少废话，看过这一段的人
自然能想象出来。

北宋时期，江南有一个读书人为一个和
尚写了一首诗：“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
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
啼。”这首诗可谓废话连篇。无独有偶，《古今
谭概》里有一首《咏老儒》，诗曰：“秀才学伯是
生员，好睡贪鼾只爱眠。浅陋荒疏无学术，龙
钟衰朽驻高年。”这首诗也是极其啰嗦。

有人杜撰了一则讽刺爱啰嗦者的笑话：
有一天，朱熹去拜见老师，正好老师外出，朱
熹就留下了一张纸条：“门人朱熹百拜。朱者
姓也，熹者名也，门人者学生也，百拜者百次
顿首也。”老师回来后，看到这张废话连篇的
纸条，很不高兴，就在纸条上面写了两个字：
“啰嗦！”第二天，朱熹又来拜见老师，老师又
外出了。朱熹看到自己昨天留下的纸条上有
老师的批语，他就在老师的批语旁写道：“啰
嗦者繁复也。”老师回来一看，十分生气，又提
笔写道：“太啰嗦！”第三天，朱熹又来拜见老
师，老师又外出了，朱熹又在老师写的“太啰
嗦”旁边写道：“太者更进一层也。‘啰嗦’见前
注。”写罢，朱熹得意地想，“见前注”言简意
赅，这下总不能再说我“啰嗦”了吧。

话说春秋中期，晋、楚两国在今河南荥阳
附近会战，史称“邲之战”。在这场激战中，晋
军由于将帅失和、指挥失调，以致溃不成军，
上中下三军折其二，仅上军未败。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军逃跑过

程中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

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

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惎，在这里是指启发或点拨。译为白话，
大意是说，晋军因战车簇拥在一起而跑不快，
楚国士兵见状，在后边喊道，车前的横木太碍
事了，赶紧抽掉啊！没走多远，晋军的马在原
地打转，不肯前进，楚国的士兵又喊道，车上
的旗子太兜风了，赶紧拔掉啊！就这样，在楚
人的指点下，晋军最终成功脱逃。突围后，晋
国一位士兵回头调侃说，我们不如某大国逃
跑的经验丰富啊。言外之意是说，楚军经常
吃败仗，所以才那么熟悉撤退的招数。
《左传》记述的这一场景，简练之至，风趣

之至，原文不到五十字，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刀
光剑影的战场上，还有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晋国士兵脱困后不忘反讽的调皮神态，读来
让人忍俊不禁。换作今天，足以制作成系列
动漫及表情包。

莞尔的同时，让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古人
精练而又传神的表达艺术。须知，《左传》成
书的年代，距今已逾两千五百年，史学大家左
丘明不愧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
祖”。一部《左传》，共约18万字，涵盖了春秋
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成语多达
四五百条，仅商务印书馆编写的《中国成语大
辞典》就收录了二百多条。常用的如，东道
主、执牛耳、止戈为武、宾至如归、从善如流、
言归于好、除旧布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举
棋不定、唇亡齿寒、筚路蓝缕、厉兵秣马、一鼓
作气、多行不义必自毙、风马牛不相及等，都
能在《左传》看到原话。

反观有些文章，动辄假大空，言必碎碎
念，“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
是风云之状”，即便是妙语迭出，究其实毫无
营养，又有谁会喜欢呢？

言必碎碎念
啰哩又啰嗦

王吴军

要言不烦
生动传神

王兆贵

区位优势与城市得名
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吴裕成

（清）潞河督运图（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一字耳
犹，别号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詹詹
外史等，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
名的小说家、戏曲家，做过福建寿宁知县。冯梦
龙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编纂著述，成书六七
十种之多，尤以巨大精力用于通俗文学的创作
和整理，最著名的成果是“三言”，即《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流传至今，影响不衰。
除此之外，他还编有笔记、民歌，改写传奇等。
冯梦龙一生著作等身，是位颇有影响力的作家。

●生在末世的文学家
冯梦龙出生在明代末叶的苏州，这是个繁

华富庶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机户出资，机工
出力。”丝织业作坊遍布市井里弄，纵横交叉的
河网里，来来往往行驶着各类船只。街面上可
见米行油作、布店茧行、茶馆酒肆等，还有为生
计而忙碌的测字、看相、耍把式、说唱的各色人
等……人声喧嚣，熙来攘往。盛极而衰的王朝，
新的生产关系也正在破土萌芽之中，这是一个市
民化的社会，冯梦龙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冯梦龙走的也
是科举取士的道路，可却多次应试不中，内心郁
闷，难以疏解，一度出入青楼酒馆。在青楼歌
场、茶馆酒肆，冯梦龙与底层民众有了最直接的
接触，看到听到许多东西，收集了很多写作的素
材。据容肇祖的《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记
载，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冯梦龙编辑了两本
民歌集：《挂枝儿》和《山歌》。

明崇祯二年（1629），江南读书人以苏州为中
心，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在苏州成立
了复社，这是一个政治文学社团，以张溥、张采为
领导人。全国各地的读书人纷纷加入，冯梦龙是
复社的积极社友，被社友们称为“同社长兄”。

五十七岁那年，冯梦龙考取了贡生。六十一
岁那年，冯梦龙被任命为福建寿宁知县。“学会文
武艺，货与帝王家。”科举取士，终于遂了他的
愿。福建《寿宁府志》将他列入“循吏”，说他在任
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
礼”。明崇祯十一年，冯梦龙离任回到苏州。

明崇祯皇帝煤山上了吊，冯梦龙呼天抢地，
认为这是“天崩地裂，悲愤莫喻”的祸事。他收
集了当时的“揭帖”和“塘报”，也就是官方发布
传递的军政方面的讯息，又从由北方逃难而来

的人群中采集讯息，编纂了一部《甲申纪事》，并
撰写了《甲申纪闻》《绅志略》等卷，慨叹王朝更
迭，谴责文官腐败，痛斥武将无能。

明末，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
“公安派”文人，反对模仿古人，提出“独抒性灵”
的创作口号，主张文学作品要有创造性和真实
感，重视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创作和收集。冯
梦龙认同这样的文学主张，特别是在收集编写通
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他是一个积极的践行者。

冯梦龙说，好的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
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
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三言”之所以题
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起的就是
劝人为善的社会教育作用，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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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劝喻、警戒和唤醒世人。

●“三言”风行海内外
今天谁都明白“说话”是用语言表达意思、发

表见解，唐宋时“说话”却是一门艺术，简而言之，
就是说书讲故事，从事“说话”的艺人被称作“说
话人”。这种艺术流行于勾栏瓦舍，深受民众喜
爱。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被称为“话
本”。模拟“话本”创作的作品，被称为“拟话
本”。它的出现，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逐
渐脱离了口头创作阶段，成为作家的书写文学。

冯梦龙收藏了很多宋、元、明的话本，在书
商的推动下，精心选出四十篇，进行编辑润饰，
出版了一部《古今小说》。因社会和市场反应很
好，他又选出八十篇，再编辑了两部。这三部著
作分别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题
以书名，每部四十篇，共计一百二十篇，约一百
五十万字。《喻世明言》大约出版于明天启元年
（1621），《警世通言》出版于明天启四年，《醒世
恒言》出版于明天启七年。
“三言”所描述的故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有男女爱情，有行侠仗义，有官绅僧道，

有诉讼勘案，有神灵怪异，有文人雅士等。明末
社会的阶层差异、生活风貌，都在书中一一呈现。
“三言”中最多的是男女爱情故事，几乎占

了三分之一。写得尤为出色的爱情故事是《蒋
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宋小官
团圆破毡笠》《玉堂春落难逢夫》《白娘子永镇雷
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钱秀才错占凤凰
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
“三言”中一些作品，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卑

鄙、刻毒、贪婪、淫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如《木
绵庵郑虎臣报冤》《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隋炀帝
逸游召谴》等。
“三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有关信义、任侠

和神灵怪异的故事，最出色的是《灌园叟晚逢仙
女》。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自带有那个时
代的印记，其中也有宣扬封建思想、礼教和制
度，宣扬荒诞迷信等内容。

冯梦龙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通俗白话为
表述手段，用生花之笔编写出的这些故事，情节
跌宕起伏，人物丰满生动，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
诵，历四百年一版再版，从未中断。
“三言”还走向了世界。十八世纪时，“三

言”中的许多作品被译成日文，同时也被传到欧
洲。德国著名诗人席勒在读了《今古奇观》（以
“三言”为主的选本）后，写信告诉歌德：“对一个
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
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

到了现代，“三言”中的许多作品，如《灌园叟
晚逢仙女》《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白娘子永镇雷
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
被改编成电影、戏曲、电视剧等。“三言”是我国古
典短篇小说的宝库，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生著作等身
明代文学家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

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
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吴歌》

《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都是民
歌，在明代民歌可真是一绝。“不问南北，不问男
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如现代的流行歌曲，风行一时。
《挂枝儿》是明万历年间流行于大江南北的

民歌小曲。冯梦龙的收集有一定的标准，那就
是“情真”，它所抒发的都是缠绵苦恋、思盼佳期
的情怀，读之可感受到率真、火一样的真情，浓
厚的乡风俚俗扑面而来。如其中一首《送别》：
“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

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

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

这样构思奇妙的作品，在民歌集《挂枝儿》中
几乎篇篇皆是。奇文奇情，诙谐风趣，读罢令人
忍俊不禁，难怪此书一出版，即盛传市面，如明代
文学家沈德符所说：“举世传诵，沁人心腑。”

民歌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十卷，原
书久已失传。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上海、杭州
发现刊本和抄本，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
所排印出版，共四百三十五首。
民歌集《山歌》又名《童痴二弄》，十卷，原书也

久已失传，1934年发现后排印出版。1962年由中
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出版，共三百八十三首。

冯梦龙在《情史·序》中说：“我欲立情教，教
诲诸众生。”这是他编纂《情史》的初衷，旨在同
情、赞美那些纯洁、忠贞的爱情，鞭挞那些肮脏、
丑恶的情欲。
《情史》和“三言”的整理和创作密切相连，

“三言”中有二十多篇的作品素材取自《情史》，
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等。

除《情史》外，冯梦龙还编纂了《古今谭概》
《智囊》《笑府》等。《古今谭概》是部内容丰富、文
笔犀利的讽刺小品集。《智囊》是从历史文献、稗
官野史上摘录下来的短文，是古人运用聪明智
谋排解困难的故事。《笑府》是民间笑话的汇辑，
内容多是讽刺贪官污吏、地主奸商和市井腐儒，
同时也嘲讽不知以为知、庸人自扰、健忘、嗜酒、
唠叨、吹牛等行为。

除了上述著作外，冯梦龙还修订和创作了十四
种传奇，传奇就是戏曲。他的修订主要是调整思想
内容和情节结构，自然也包括曲调、音韵、平仄等
方面。汤显祖的《牡丹亭》经他修订后，很为业内
行家称道。《牡丹亭》中《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
画叫画》的舞台演出本，就是冯梦龙的修订本。

冯梦龙与其文学作品
张家康

河 海 天 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