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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游记》约成书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明代中叶，它和比它先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
以及后来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是我国明清时期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长篇小说。
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光辉成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学
作品。
    《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有它自己的特点，读这部小说，有几点是必须理解的。
    第一，《西游记》跟一般古代小说不同，它是一部具有神话、童话性质特点的小说。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
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时，曾经指出：“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
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
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
”“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
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出了神话或童话这类文艺创作具体的性质和特点，这对我们认识、理解《西游
记》这部小说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家知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神话以及神话小说《西游记》这类作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也同样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
过，它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已。
《水浒传》、《红楼梦》里面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品里展现的矛盾斗争，除少量属于宗教迷信
或文学幻想以外，一般地说，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当然作品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西游记》里面所描写的孙悟空、猪八戒、玉皇大帝、神仙妖魔，以及孙悟空闹天官、闯地府、闯龙
官、智斗二郎神、三打白骨精之类的故事情节，则是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西游记》里面写到的那许多出自文学幻想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仍然离不开现实，它们是以
作者对社会现实所掌握的见闻材料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理解作为创作的基础的。
    《西游记》写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人物的神通变化，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
一个人怎么能够飞天钻地，呼风唤雨，变这变那，甚至能变一座土地庙儿呢?一个筋斗就能翻出十万八
千里远，那支金箍棒幌一幌就碗口粗细、数丈长，可是一变又会变得小如绣花针可以放在耳朵里，这
是可能的吗?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却很喜欢这个活泼、机智、乐观，富有斗争精神和无穷本领的人物，连同他那支神奇多变、
威力无比的千钧棒。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孙悟空闹天宫、斗妖魔，这些幻想的形式中包含有我们能够理解的现实的内容
，具有某种社会批判的意义，而且这些浪漫主义的描写在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里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读《西游记》时，必须记住它是一部神话小说这样的性质特点，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这部作品的社
会内容和意义。
过去悟一子、悟元子之流穿凿附会地把《西游记》说成是“谈禅”(谈论佛理)“释道”(阐释道教)的
书，后来胡适又把此书说成是“玩世主义”，这些都是歪曲、抹煞作品社会内容和意义的错误的评论
。
    第二，《西游记》跟那些由作家个人创作完成的小说不同，它是古代民众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
成果。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跟《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由作家个人写成的情
况不同，跟《水浒传》、《三国演义》却有类似之处，其故事都是经过长期的流传和许多人的记述或
创作，最后由一位作家作了总结性的再创作而后写定的。
    唐僧取经本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问(公元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僧人陈玄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印度)
取经。
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前后花了十七年时间，米往走了几万里路，终于取得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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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佛经回到长安。
回国以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
绍西域诸国的佛教遗迹兼及土地出产、风俗人情等状况。
后来他的门徒慧立、彦惊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他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
这两部书虽写真人真事，但因前者是写佛教发源地的见闻，后者是佛教徒的传记，所以都有神异的色
彩，《西域记》里面更是记述了许多宗教传闻和佛经里面的故事。
又由于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唐僧竟能孤身西行、远涉异域，终得取经东还，这件事情本身
就带有某种传奇性。
这样，唐僧取经故事流传到了民间，就逐渐离开了史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的内容。
     到了宋代，关于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说话人甚至已把它作为说话的专题。
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便是南宋时候说话人使用的话本。
它已经不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样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写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
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降妖伏怪的故事。
这个话本故事情节很粗略，艺术想象力和文字比起吴承恩的《西游记》来差得很远。
但它首先把取经故事引入文艺创作，同时又开始把故事的主角由玄奘转为猴行者。
书里的猴行者和深沙神，显然就是后来《西游记》里孙悟空和沙和尚这两个形象的前身；猪八戒这个
形象则还没有出现。
     到了元代，西游取经故事有了很大发展。
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推断，元代至明代初年已经有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
小说。
可惜我们已见不到当时《西游记》话本的全貌，只在明代永乐年间(公元一四。
三至一四二四年)编纂的《永乐大典》里面，发现有一段题为“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文字，约一千二百
多字，所引书籍题为《西游记》。
这段文字相当于现在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和第十回
的前半部分。
此外，在一部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曾多次引用到一部题为《唐三藏西游记》的
平话。
虽然《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有关文字并不是那部话本的原文，而是经过转述者简化过的，但从中我
们可以知道那部话本已经写到了有关的许多故事。
     西游取经故事很早就在舞台搬演。
金院本中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但均已失传。
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还在。
这个剧本有唐僧出世的故事，没有魏征梦斩泾河龙和人宗入冥的故事。
孙悟空足此剧的土角，但“冲通”远不如后来《西游记》所写的那样，整个形象跟吴承恩笔下的孙悟
空的形象有本质的区别。
     自唐代玄奘取经的历史事件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这些书籍出现以后
，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问关于取经故事的民间口头传说以及话本小说和杂剧，使西游取经故事通过不
同的途径和文艺形式得到不断的发展。
在长期的故事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不断地改造和丰富原有故事的情节内容，同时也把他们对于封建
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对于封建社会里种种丑恶势力的批判和斗争，乃至他们征服自然
力的理想和愿望注入了取经故事。
吴承恩的《西游记》不仅直接继承了有关取经故事的民间文学的题材，而且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
养料，使这部神话小说在生动有趣的艺术描写中常闪烁出可贵的思想光彩。
譬如小说第四十五回孙悟空对着一群司雷电风雨之神发号施令：“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
风。
”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
”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鸣电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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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
”那龙王道：“遵命!遵命!”充分写出了孙悟空在自然之神面前的雄伟气魄和强大威力。
这些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民驾驭自然的热烈愿望和人定胜天的乐观精神，
这是古代人民“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的表现。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成果。
可以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民间文学，就没有吴承恩的《西游记》。
当然，前者是比较简单、比较粗糙的东西，在过去这个基础上来一个集大成的再创作，写出一部规模
更加巨大、艺术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的占代神话小说，这就是作家吴承恩的贡献了     第三，吴承
恩讽刺、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只是幻想有所改良，并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制度。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
他生活在明代中叶，约当公元一五00年至一五八二年问；出生在一个由文职小官僚而沦落为小商人的
家庭。
曾祖、祖父“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
父亲“卖采缕文毅”(卖彩线和绉纱一类的丝织品)，是个不善经营的小商人，他极好读书，常遭官府
吏胥敲诈，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
     关于吴承恩，前人有的说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童年即以文才闻名于淮安一带)，有的说他“性
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吴承恩生平的一些侧面。
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直到四十多岁才得了个“岁贡生”。
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那些势利之徒的笑骂。
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和愤慨。
他为人性格比较倔强，不肯阿谀逢迎。
直到六十多岁时，不得已，才勉强去作长兴县丞，但不久就“耻折腰(弯腰折背地拜迎官长权贵)，遂
拂袖而归”。
他的创作很多，但因贫、老、无子，遗稿很多散失。
现存作品除《西游记》外，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
          ⋯⋯     作者善于通过紧张激烈的战斗故事来突出孙悟空的性格特点——和他神奇的本领。
在那威严的天宫，不管有多少法力高强的天将，他就是敢于斗争，一支金箍棒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
，四天工无影无形”(七回)。
在花果山，面对着李天王率领的诸天神将和十万天兵，他依然毫无惧色，敢战善战。
在三打白骨精、智斗罗刹女时，作者突出描绘了他那善于识破妖魔种种伪装的“火眼金睛”，和善于
钻入敌手肚内制服敌手的本领。
在跟二郎真君战斗时，更是充分地表现了他那随机应变、变幻莫测的神通。
他时或变得身高万丈，与真君恶斗，时或大耍腾挪变化的手段跟敌手周旋。
一会儿“变作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一会儿又自天而降，“变作一个鱼儿，淬入水内。
”他可以变麻雀，变水蛇，变花鸨，甚至可以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
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以守为攻，准备等真君一进庙“便一口咬住”。
不料因为猴子“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被真君识破，他便“扑的一个虎跳，又
冒在空中不见”，这一下连真君那“凤目”也看不清他到哪里去了。
原来大圣根本不把李天王布下的“天罗地网”当一回事儿，他已经用隐身法冲出营围，又“变作二郎
爷爷模样”，驾云到灌江口真君庙里接受鬼判们的“磕头迎接”了(六回)。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使故事情节的展开变得更加紧张、有趣，而孙悟空那机智、乐观、诙谐的
性格和变幻莫测的本领就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了。
     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常常把他们跟某种动物的体态习性糅合在一起，人物思想性格和动物体态习性的
巧妙结合，使《西游记》的人物故事具有神话、童话的浓厚色彩，作者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上又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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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个性化。
例如写孙悟空和猪八戒都是动物，但孙悟空是猴子，猪八戒就是猪。
猴子当然就是“尖脸缩腮，金睛火眼”，猴子是最活泼的动物，这就切合表现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
神通和机智、好动的性格。
而猪的体形特征和习性，就是长鼻大耳，行动蠢笨，而且又是贪吃好睡，这都符合作者所要赋予人物
的性格特征的需要。
甚至孙悟空和猪八戒使用的武器，一支是小大由之、变化万端的金箍棒，一支是粗重结实的九齿钉钯
，也很符合人物各自的性格和爱好。
有趣的是，作者写他们两人都会变化，但两人的变化却又很不相同。
孙悟空是不管什么都会变，变什么就像什么，变大变小变男变女都可以。
八戒就不同了，他变石块、变土墩、变大象、变骆驼都行，却变不了轻巧华丽飞腾之物；变个胖大汉
还可以，有一次变个女孩儿，头是勉强变了，“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像”(四十七回)。
在这不同的变化里，就不但表现了两人本领有高低之分，还表现出个性的差异，这在人物典型的塑造
上是很高明的。
     《西游记》里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在取经师徒四众中，唐僧和沙和尚这
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就比较差。
唐僧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内容显得比较贫弱，而且作者在描写他的性格特征时，采用的也常是单调、重
复的手法。
如写他的软弱无能、胆小畏难，不是写他“纷纷落泪”、“魂飞魄散”，就是说他惊得“坐不稳雕鞍
，翻根头跌下白马”。
沙和尚的形象就显得更为苍白模糊，缺乏鲜明的个性。
至于那些神佛妖怪的形象，数量很多，其中有的写得比较有个性，使人印象较深；但也有些形象，作
者落笔时少花力气，典型化不够，给人印象淡薄。
看来，编述神奇生动有趣的故事，吴承恩是很擅长的，但比起施耐庵、曹雪芹在同一部小说里塑造出
成群的使人读了不能忘记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来，《西游记》在这方面就逊色了。
     (三)幽默讽刺，诙谐风趣，但有时流于庸俗无聊。
     鲁迅指出，吴承恩“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
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人发笑的话)，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幽默讽刺同浪漫主义的幻想相结合，构成了《西游记》独特的艺术风格。
     《西游记》对丑恶的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常常是通过生动有趣的叙述和辛辣的讽刺来进行的。
如写阿傩、伽叶二尊者因向唐僧索取不到“人事”，便欺骗店憎师徒，给了一包“卷卷俱是白纸，，
的“无字之经”。
当告到如来那里时，如来却笑着说他已知此事，不过“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还特意讲了一
个“贱卖，，经文的故事：“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
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
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九十八回)替人念经一遍，米粒黄金即得数斗，他还嫌“忒卖贱了”，这佛祖贪婪到了何等地步!作
者进行这些讽刺时，笔墨又很生动传神。
如写阿傩接了紫金钵盂，便“微微而笑”，旁边的力士、庖丁等人都羞他，“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
着钵盂不放”(同上)；又如写崔判官查生死簿，见太宗应死于“贞观一十三年”，便“吃了一惊，急
取浓墨大笔，将‘一’字上添了两画”(十回)。
这些文字都很生动活泼，能够写出人物的神情动作、心理状态，这使他的讽刺显得又幽默又辛辣，很 
   吴承恩的讽刺批判，很多是以神仙佛道、妖魔鬼怪为对象的，但对取经队伍里面的人物的坏作风也
进行讽刺批判。
如作品里通过一个很生动有趣的故事，批判了猪八戒说假话的行为。
孙悟空派八戒去巡山，知道这胆小贪懒的呆子一定不去巡山查怪，必是混了一阵编个谎言来搪塞，于
是变个小虫儿钉在八戒耳后观察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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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八戒才走出不远，就大发牢骚，骂孙悟空他们“在那里自在，撮弄我老猪出来路路!”(三十二回)
随后钻在草里快快活活地睡了一觉。
醒来后他对着三块青石，权当是对着师父、师兄、师弟，自问自答，编造谎言。
说如师兄等人询问，就回说已查有妖怪，问什么山就说是石头山，问什么}同就说是石头洞，问什么门
就说是钉钉的铁叶门，“十分再搜寻，问门上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
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温去!”谎才编好，又怕忘了，一路回来还“低着头，口里温习”。
这一切当然都被悟空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并预先回来向唐僧作了汇报。
等八戒回来时，果然按原定谎言回答，被孙悟空当场拆穿，弄得他心虚胆怯，狼狈不堪。
呆子编谎编不像，谎言才出已拆穿。
这个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八戒编谎的整个过程，作者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呆子可笑的行动和心理状态，完
全符合八戒这个人物总的性格特点。
作者对八戒的好色和贪小便宜、胆小自私等缺点，也常采用类似手法，使他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往
往很快地就自食其果。
在作品里，作者嘲笑批判了他贪财好色之类的思想行为，但也写出了他的一些优点和长处。
如写他善于劳动，在某种情况下能够不怕脏不怕累地实干。
写他在取经途中，斩妖诛怪，毕竟是大师兄的不可缺少的助手，攀荆棘岭、过稀柿衙，为取经队伍的
前进扫除障碍，立下了功劳，那副沉重的行李担，也是靠他挑到西天的，等等。
猪八戒的言谈举止被写得生动有趣，是一个充满喜剧性的艺术形象，有浓厚的讽刺批判的意味。
     《西游记》里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因为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意义，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心理状态被
写得活灵活现，这就使故事免于枯燥乏味的毛病，而且有喜剧性的艺术效果，使人爱读，这是它艺术
上成功之处。
但书中有些地方由于片面追求怪异，失去社会意义和积极的内容，诙谐风趣在这里就变成了油腔滑调
、庸俗无聊。
如五十三回“禅主吞餐怀鬼孕，黄婆运水解邪胎”，写唐僧、八戒两人因口渴吃了子母河里的水，竟
然腹痛怀胎，好不容易吃到了“破儿洞落胎泉”里的水，方才消了胎止了痛。
这本来就已经是一个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怪诞的故事，作者却又在讲这个故事时，让他笔下的人
物，包括孙悟空乃至那个平时很少讲话的沙僧在内，互相取笑，讲些很无聊的话。
这类叙写流于恶谑，损害了作者所要塑造的正面的艺术形象，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恶劣的创作倾向。
从这里也告诉了我们，“解颐之言”要有社会意义，否则就毫不足取。
《西游记》里这些庸俗无聊油滑之处，比起那些有意义的幽默和讽刺来，虽然不是第一位的东西，但
读者仍应注意严肃批判。
     除上述三点以外，应当提到的是，《西游记》在艺术形式上明显地保留着民间文学的特色，如书里
采用的说唱相间的艺术形式就是从我国宋元说话艺术发展而来的。
《西游记》的语言一般说是口语化的，比较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主要人物的对话写得比较好，注
意语言的个性化。
书里大量地采用了民间的语汇和成语，运用得比较自然，虽然使用了作者的不少家乡话(苏北方言)，
但总的说是通俗易懂的。
至于小说里面的韵文，除少数较好的以外，那些讲究宗教玄理、描绘战斗场面或山水风景的韵文，常
显得平庸乏味，有公式化的毛病。
总之，对《西游记》的艺术性，也要一分为二，分析批判。
即使它在艺术经验艺术技巧上那些成功之处，也要考虑到这部作品本身具体的性质和特点，用在这部
作品里是成功的，用在别的作品里就未必合适，所以只能供我们借鉴，是不能随便照搬的。
     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     郭豫适  简茂森  执  笔     一九七二年六月初稿，七八年十月修改。
     (一九八三年七月豫适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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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游记》的故事对人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其中最精彩的章节，如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
娶媳妇、打白骨精、借芭蕉扇等等，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几百年来，它以其强烈的艺术魁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从而使它成为中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名著
之一。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
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
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
到天竺（印度）游学。
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
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
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
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
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
，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
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
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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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
他生活在明代中叶，约当公元一五零零年到一五八二年间；出生在一个由文职小官僚而沦落为小商人
的家庭。
他极好读书，但常遭官府吏胥敲诈，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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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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炉中逃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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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第十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第十一回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第十二回　唐王秉诚修大会　观音显圣化金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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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腾那骗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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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破傍门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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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丹砂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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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空大闹金兜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冷怀鬼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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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迷放心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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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缚魔归主乃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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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众皆逢大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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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者假名降怪孔　观音现像伏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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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猿钻透阴阳体　魔主还归大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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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朝正主见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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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猿识得丹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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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计吞禅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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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合真形擒玉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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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酬外护遭魔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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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诗曰： 混沌末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
 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
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
每会该一万八百岁。
且就一日而论：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挨排；日午天
中，而未则西蹉；申时晡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
譬于大数，若到戌会之终，则天地昏蠓而万物否矣。
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而两间人物俱无矣，故曰混沌。
又五千四百岁，亥会将终，贞下起元，近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
邵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
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
”到此，天始有根。
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子会，轻清上腾，有日，有月，有星，有辰。
日、月、星、辰，谓之四象。
故曰，天开于子。
又经五千四百岁，子会将终，近丑之余，而逐渐坚实。
《易》曰：“大哉乾元！
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至此，地始凝结。
再五千四百岁，正当丑会，重浊下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
水、火、山、石、土，谓之五形。
故曰，地辟于丑。
又经五千四百岁，丑会终而寅会之初，发生万物。
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
”至此，天清地爽，阴阳交合。
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寅会，生人，生兽，生禽，正谓天地人，三才定位。
故曰，人生于寅。
 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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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游记》(上下)分上下两册，《西游记》中国四大古典著作之一，世界神话传奇经典著作。
 《西游记》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去往西方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将所
经历的千难万险形象化为妖魔鬼怪所设置的八十一难，以动物幻化有情的精怪生动地表现了无情的山
川的险阻。
以降妖伏魔，歌赞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鼓舞人积极斗争、永不灰心、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
挠。
 《西游记》问世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欢迎，它的故事和人物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建国后，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了近300万部。
各种翻印本、删节本、改编本更是无法统计。
历代评论家对《西游记》都有极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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