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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案》又称《龙图公案》，是明代公案小说，讲述了包公断案的故事，

是中国古代文学三大公案之一，影响较大。

《包公案》实际上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破案的故事。作

品成书在明代，安遇时编著，作者的生平已经不可考。该书的成书，源自民

间故事的流传。宋元之际，经济发达，都市繁华，随着市民文化在勾栏瓦

舍中兴起，说书艺人讲故事的底稿“话本”被文人整理，形成了最初的通

俗小说。

《包公案》的故事部分来源于民间流传的故事，也有一部分采自史书、

杂记和笔记小说，并加以演绎。包公即北宋名臣包拯，历史上确有其人。

他生活在宋仁宗年间，是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人，曾任监察御史、天章阁待

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故人称“包待制”或“包龙图”。包拯为

官清廉，刚正不阿，《宋史》称“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他在民间也是妇孺

皆知，人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任开封府尹时，以廉洁公正著称

于世，深得百姓爱戴。自宋代起，有关包公的传说就在民间大量涌现，包公

的形象被不断地丰富化、理想化，成为封建社会最著名的清官形象。这是

有历史原因的。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下，百姓们生活苦不堪言，因此把希望

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而深居宫中的皇帝离百姓生活较远，因此清

官就成了为他们请命、主持正义的理想化身。

《包公案》中案件的类型大致有“盗抢”“人命”“奸情”和“争占”等几

种，其中有些故事中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些故事揭露

了土豪劣绅的恶毒凶残，如《栽赃》《侵冒大功》；而《屈杀英才》《久鳏》则

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前  言



《包公案》的故事写得曲折离奇，基本上塑造了包公清正廉明、执法如

山的形象；但是总体来说该书思想性平平，人物塑造得也不够丰满。尽管

如此，《包公案》等公案侠义小说却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这反映出，老百

姓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决定着文艺作品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以包公故

事为题材的戏曲和影视作品有几十种。可以说，包公的故事符合了人民群

众对廉洁公正的心理诉求，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的

形象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包公案》中也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报

信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另外，作品宣扬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也是

不可取的。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时，采取批判的精神。

本书针对广大中小学生，对原著进行了适当的取舍和改编，剔除了其中

过于血腥暴力和宣扬封建迷信的内容，采用现代白话叙述，篇幅适中，既保

留了一定的容量，又把篇幅控制在中小学生适合的范围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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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讲和

在德安府孝感县有一个秀才，名叫许献忠，刚十八岁，长得眉清

目秀，举止礼貌得体。对门有一个屠夫萧辅汉，他有一个女儿叫淑

玉，年方十七，非常有姿色。姑娘每天都在楼上绣花。她的楼靠近街

边，每天都能看到许献忠从这里经过。两个人偶尔对视，互相都有了

爱意。

时间久了，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许献忠说一些俏皮话，女方微笑

默许。一天晚上，许献忠放了一把梯子爬到楼上，在淑玉处留宿。等

到天亮鸡叫的时候，许献忠要离开，两个人约定晚上再来。淑玉说：

“你把梯子放在楼边，恐怕夜里有人经过会看到你，我今天准备一个

圆木在楼上，用一匹白布半挂着圆木，半夜的时候我放下去，你抱着

白布，我把你拉上来，这样不是更方便？”许献忠非常高兴，到夜里就

按照计划行事。这样过了半年，邻居们都知道了他们两个的事情，只

有萧辅汉一个人不知道。

这天晚上，献忠因为朋友请喝酒，夜里没来。有一个和尚叫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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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夜里叫街，看到楼上垂下的白布拖到地上，以为是谁家晒的布没有

收，就想偷这些布。于是他停下木鱼，过去用手扯布，忽然楼上有人

把他吊了上去，和尚心里一下就明白了，肯定是养汉子的婆娘用布接

人上去，就任由人把他吊上去。果然见到一个女子，和尚心里非常高

兴，就说：“我和娘子有缘，今天如果肯让我在这里住一个晚上，那简

直是我天大的福分。”淑玉慌了，说：“我怎能失身于你？我给你一根

银簪子，你快点下楼去。”和尚说：“是你吊我上来的，我今天来了就

不走了。”说着，他就上前强搂硬抱淑玉。淑玉非常生气，大声喊：“有

贼啊！”淑玉的父母睡着了没有听到，和尚怕人知道，就拔出刀子把

淑玉杀死了，还带走了她的簪子、耳环和戒指。

第二天早饭后，淑玉的母亲见女儿还没起床，就上楼去看，发现

女儿被人杀死在楼上，还不知道是谁干的。这时有看不惯许献忠的

邻居就对萧辅汉说：“你女儿和许献忠来往有半年了，昨天他在朋友

家里喝酒，肯定是喝醉误杀了你女儿，肯定是他。”萧辅汉听说包公

神明，就去告状。

包公为官非常清明，见识也很广。当天他就准了此状，派人去把

原告、被告还有证人都带来审问。

包公先问证人，左邻萧美和右邻吴范都说：“萧淑玉在临街的楼

上住，和许献忠有私情已经半年了，只是他的父母不知道。至于杀死

她的原因，夜太深我们都睡着了，实在不知道。”许献忠说：“与他女

儿有私情瞒不过大家，我也承认。如果按照这判罪，判我死刑我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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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可说。但杀人的事情真不是我干的。”萧辅汉说：“他认轻罪不认

重罪，情有可原。但是我女儿的房间只有他去过，如果不是他杀的，

还能是谁杀的？肯定是我女儿不让他玷污，他心里怀恨就把我女儿

杀死了，况且现在的年轻人都轻狂，哪里还顾及我女儿和他有感情？

大人如果不用刑，估计他是不会承认的。”包公见许生长得俊美，性

格温和，不像穷凶极恶的人，就问道：“你和淑玉来往时，碰到有人从

楼下经过吗？”

许献忠回答说：“平时没有人，只是这个月有个叫街的和尚夜里

敲着木鱼经过。”包公听后生气地说：“肯定就是你杀死的了。今天

判你的罪，你甘心不甘心？”许献忠心里发慌，说：“甘心。”于是他被

打了四十大板关进监狱。包公秘密召来公差王忠、李义问道：“近日

叫街的和尚住在哪里？”王忠说：“在玩月桥观音座前休息。”包公如

此这般地吩咐了两个人。

当天晚上，和尚明修又敲木鱼叫街。大约三更时分，他回到桥边

睡觉，只听到桥下有三只鬼高一声低一声地叫，还低声哭啼，非常吓

人。和尚在桥上打坐，嘴里念着阿弥陀佛。后来有一只鬼，声音似女

子，哭着说：“明修明修，你要来奸杀我，我不从，我阳寿还没有尽，你

不该杀我。你无缘无故杀我，又抢走了我的首饰。我已经告到阎王

那里，派了两个小鬼来要你的命，你反而念阿弥陀佛来讲和。今天你

要给我和小鬼一些纸钱，要不然我还要告到阎王那里，一定来要你的

命，念阿弥陀佛也保不了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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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手里拿着弥陀珠佛掌说：“我一时头昏，你不肯，又喊救命，

我怕别人来捉我，所以才一失手误杀了你。现在首饰都在，明天我买

些纸钱烧给你，你千万别再上奏阎王了。”女鬼又开始哭，其余两个

小鬼也惨叫了一番。和尚又开始念经，再次许诺明天就烧纸。忽然，

两个公差走了出来，用铁链把和尚锁起来。和尚慌乱地说：“是鬼？”

王忠说：“包公让我来捉你，不是鬼。”和尚吓得成了一摊烂泥，一个

劲地求看在佛祖的面子上饶了他。

王忠说：“真是一个害人的佛。”锁住他去见包公。李义收拾了

一下和尚的物品一起去了。原来是包公让两个公差雇了一个娼妇，

在桥下扮成鬼，吓出了和尚的真话。

第二天，二人锁了明修，带着娼妇一起去见包公，讲了在桥下扮

鬼吓出和尚真话的事情。包公取出银两赏给了娼妇和两个公差，又

从明修的行李中搜出了首饰，让萧辅汉来认，萧辅汉说这的确是他女

儿的东西。明修没有办法抵赖，只好招供，甘愿受死。

包公问许献忠：“杀死淑玉的是这个和尚，应该偿命。但你奸污

人家未出嫁的女儿，也应该受到惩罚。你没有娶妻，淑玉没有嫁人，

你们两个虽然是私情，但是和结发夫妻一样。现在这个女子为你放

下布，错误地把和尚引进了家门，又为你守节致死，也没有玷污名

节，没有对不起妇道。今天如果你想再娶，那就脱光衣服；如果你想

留住前程，将淑玉作为你的正妻，你就收埋她，供养她的父母，以后

不再娶。这两条路你选哪一条？”献忠说：“我知道淑玉贤惠，只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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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布，而我也没有别的人，以前我们在一起时她说让我娶她，我也发

誓等到中举时一定和她完婚。没想到遇到这个该死的和尚。她又为

我守节，我怎么忍心再娶？我愿意把淑玉下葬，作为正妻，也不辜负

她对我的忠心，以后决不再娶。至于衣服是否留下，还请大人决断，

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包公非常高兴地说：“你的心合乎天

意，我会协助你有所成就的。”

后来许献忠乡试考中，回来感谢包公：“没有老师，我早已经不明

不白地死掉了。哪里还会有今天？”包公说：“你现在考虑续娶了吗？”

许生说：“宁死也不娶了。”包公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许生说：

“我今生不能尽全孝了。”包公说：“你今天成名，萧夫人在天之灵肯

定也很高兴。如果她还活在世上，肯定会让你再纳小妾的。今天萧

夫人已经是正房了，你再娶一个二房也没有关系。”许献忠坚决不同

意。包公就让他同一年的举人田在懋为媒人，硬给他娶了霍氏的女

儿为二房。献忠以纳妾的礼仪成亲，在家谱中也只写萧氏，不写霍

氏。真是妻子守节，丈夫义气，两个人都做到了自己的本分。而包公

帮人洗清冤屈，又帮人娶妻生子的恩德，比山高比海都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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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袱

宁波府定海县高科、夏正两个人是同乡，交情很深，两家的妇人

都怀孕在身，因此指腹为婚。后来夏家生了一个男孩叫昌时，高家生

了一个女儿叫季玉。夏正就找媒婆去提亲，用金钗两股作为聘礼，高

科欣然接受了，回给他一对玉簪。夏正为官清廉，没有什么家财。后

来死在京城，高科自己出钱为他发丧。后来高科也辞官回家，家财裕

富。昌时虽然勤奋读书，但是家里一贫如洗，十六岁的时候作为第一

名入学，托人去高岳丈家求亲。高科嫌他穷，有意退亲，故意为难他

说：“如果你有一百两银子，我就让我女儿嫁给你；如果没有，那就别

怪我无礼了。”季玉悄悄地拿了父亲的银两以及一些首饰，足有一百

两，秘密地让侍女秋香去约夏昌时，说：“小姐让我来拜见公子，我家

老爷嫌公子家里穷，想退亲，小姐坚决不肯，白天还和父母争辩。今

天老爷说，如果你有聘金一百两，就让小姐和你成亲，小姐已经收拾

了一些银两和首饰大约一百两，约你明天晚上到后花园来，你千万别

耽误了。”昌时听了这些话非常高兴，便和好友李善辅说了。李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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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后就心生邪念，他说：“兄弟有这样的好事，我准备一壶酒给兄弟

庆贺。”到了晚上，他往酒里下了蒙汗药，把昌时毒晕了过去。李善

辅抽身径自去高小姐家后花园，见后门半开着，走到花亭果然见到一

个侍女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李善辅说：“把银子给我吧。”

侍女在月光下辨认说：“你不是夏公子。”李善辅说：“我就是。

秋香约我来这里。”侍女又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说：“你不是夏公子，

你是贼。”

李善辅捡起一块石头，朝侍女的头上砸去。侍女被打死了，他赶

紧拿着包袱回来了，回来时昌时还没有醒。李善辅装作睡觉的样子，

睡在他的旁边。过了一会儿，昌时醒了过来，对李善辅说：“我今天晚

上还要去接东西。”李善辅说：“兄弟真是不胜酒力，我等你一直不醒，

不知不觉也睡着了。现在夜深人静，可以去了。”昌时直接跑到高家

的后花园，四下都很安静，跑到花亭看到一个侍女在地上，就说：“睡

着了吗？”他扶起来一看，手脚冰凉，喊她也不答应，仔细一看手里也

没有东西，非常吃惊，赶紧逃回家去。

第二天，高科看不到侍女，就四处寻找，见她被人打死在后花园

亭子里，一家人都很吃惊。季玉出来说：“我让秋香送银两和首饰给

夏昌时，让他作为聘礼来娶我，谁知道这个人心狠手辣把她打死了。

看来他没有娶我的心。”高科听后非常生气，命人去衙门告状。

这边夏昌时也来告状，说高家想悔婚，还被人陷害，请求大人给

洗清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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