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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常说，中国人的历史即中国人的宗教。
不过，历史如何能发挥宗教作用而影响后人呢?说起来，主要的方式大盖有三：一是依靠风俗的沿袭，
一是依靠艺术的表现，一是依靠文字的记载。
    风俗的沿袭如重阳之敬老、婚丧之礼仪，皆不消多说。
至于艺术的表现，其一是采取戏曲的形式，其二是采取“说话”的形式。
“说话”类似今日的评书艺术，在表现历史生活方面，较之戏曲更具故事性，但风格上同样重视伦理
情感的抒发。
在唐宋时期，讲史书已经成为说书艺术的重要内容。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直接记录历史的史书是很难识读的。
像《尚书》那样的史书，就是才子学士能读懂的也一直不是很多。
讲史书的好处，就在于它将高深晦涩的历史典籍变成了生动活泼的通俗故事，使史书所负载的士大夫
精神也能渗入寻常百姓之家，从而使得普通中国人也能从历史生活中找到人生的寄托。
    不过，说话艺术虽可用来况味人生，但其表演则不能不受到时间和勾栏瓦舍等空间场地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作为说话艺人底稿的话本也就被聪明的书商们纷纷拿来出版发行。
在出版发行过程中，书商们往往会请人对这些话本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完善，而那些喜爱说话艺术的文
人也乐于在整理的话本中融入自己关于历史与人生的见解、倾向和情感。
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主要就是经由这种形式形成的，《三国演义》是如此，《东周列国志》也是如
此。
    现存最早讲述列国历史的话本是宋元时期可能就已出现的《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
《秦并六国平话》等。
到明嘉靖、隆庆年间，福建建阳县人余邵鱼利用这些话本并吸收了民间传说和戏曲的一些情节，编写
了一部《列国志传》。
余邵鱼字畏斋，生平不详。
他的这部《列国志传》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首次以小说的形式系统地讲述了从周人灭商到秦并
六国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共八卷，不分回而分为二二六节。
近二十八万字。
《列国志传》现存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建阳书林余象斗的校正重刻本，此本为八卷本
。
另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姑苏龚绍山刊本。
此本名为《新镌陈眉公批评春秋列国志》，眉公是明末文学家陈继儒的号。
此本分十二卷，但内容与八卷本基本相同。
    余邵鱼编写《列国志传》的时候，已经删去了话本中严重违背史实的情节。
不过，明末的冯梦龙依旧觉得其书事多疏漏，文多杜撰，因而对该书做了重大改写并订正了书中人名
、地名以及年代方面的谬误，使全书从原来的二十八万字增加到七十余万字，并分为一百零八回，题
目也因此改作《新列国志》。
    冯梦龙(1574年-1646年)，苏州人，字犹龙，又字子犹，号墨憨斋主人、前周柱史等，是明末著名的
文学家。
在学术上，冯梦龙对经学和史学有着一定的研究；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明代王阳明“心学”及王门左
派李贽的影响很大。
李贽反对礼教，提倡“童心”，而冯梦龙亦主张“情真”，甚至想建立一种“情教”。
在其编著的散曲集《太霞新奏》中，冯梦龙自云：“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
”冯梦龙改编《列国志传》，求的也正是一个“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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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梦龙编著的《东周列国志》以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为主线，描写了从宣王中兴到秦灭六国这段波谲
云诡的历史。
全书一百零八回，前八十三回是以五霸迭兴为中心，后二十五回则以战国七雄的为中心，涉及了一系
列重大历史事件，如管仲相齐、重耳出亡、吴越争霸等，为了追求小说的情节性，书中还写了不少脍
炙人口的小故事，如烽火戏诸侯、退避三舍、二桃杀三士、完璧归赵、纸上谈兵、毛遂自荐等，这些
都演化为后世常用的成语故事。

记录春秋战国时历史的经史典籍一般都文字晦涩，不具备一定学养的人很难读懂。
而《东周列国志》的出现，为普通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书语言生动，遣词造句平易，是了解春秋战国史的最佳通俗读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周列国志>>

作者简介

作者:(明)冯梦龙 注释解说词: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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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赜子路结缨
第八十三回 诛羋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
第八十八回 孙膑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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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附：东周名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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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
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
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
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
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
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
之政，周室赫然中兴。
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
译献雉。
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
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
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
仲山甫进谏不听。
后人有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铭？
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亵尽无能报，在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趱车辇，连夜进城。
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
宣王乃停辇而听之。
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糜弧箕胞，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
使御者传令，尽掏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
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
”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
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
止一处为然也。
”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
”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
”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
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
”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
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
”大宗伯召虎对曰：“厚，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臣弧。
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舵。
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
”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
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
”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
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
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
”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
上天做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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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
荧变火星，是以色红。
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做王也。
”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
其祸可息乎？
”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支乱国之
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
政明矣。
”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
”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
况‘将’之为言，且然百未必之词。
王今修德以楔之，自然化凶为吉。
弧矢不须焚弃。
”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
起驾回宫。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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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梦龙编著的《东周列国志》是除《三国演义》以外，影响最大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东周列国志》较重视史实，内容基本上都本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籍
。
其长处在于文字通畅，能够把春秋战国纷繁复杂的历史编排得有条不紊，有些故事因在史籍中就有较
丰富的素材和一定的戏剧性，经过作者的加工和再创作，显得有声有色、兴味横生，如“郑庄公掘地
见母”、“晋重耳周游列国”、“孙武子演阵斩美姬”等，从而为后代的其它各种艺术门类提供了丰
赡的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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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