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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厉朝通俗演久》 序
. 霍 松 林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即致电李克农 : “请购
整个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两部。”当内战未已、外患方殷、戎

马俊惚、日理万机之际，犹急于阅读这部巨著，充分说明它能
够发挥巨大的历史借鉴作用。时过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百
废俱兴，人们依然需要阅读它。三秦出版社的朋友们有鉴于
此，决定据会文堂原版整理重印，这的确是读书界的大喜事，
值得欢迎。

    我国历史悠久，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仅就其中的 “正史”

而言，清乾隆时所定的 “二十四史”，包括 《史记》、《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魏书》、((  L齐书》、《周书》、《隋书》、《南史》、O L
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
史》、《辽史》、《金史》、《元史》和 《明史》，共 3259卷。再加
上 《新元史》257 卷和 《清史稿》536 卷，共 4052卷。这种代

代相衔，自成体系，记载我国从上古至清末几千年历史的皇皇
巨著，世界罕有其匹，是巨大的精神财富。然而卷峡浩繁，文

义精奥，令非专业的广大读者望洋兴叹。因此，民间艺人和文
人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注意作通俗化、趣味化的工作。《三国
演义》和 《东周列国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晚清以来，列强入侵 ，国势陵夷，爱国志士们从各方面谋

求救国之道，“小说救国”、“演义救国”的理论和实践，也层
出不穷。1897年创刊的 《演义白话报》连载 《通商原委演义》，
共 24 回，专写鸦片战争历史，后来出单行本，题为 《婴粟



元史通俗演义 一

花》。1912 年上海书局印行自由生著的《新汉演义》，共40 回，写辛亥革命史。
同一年，广益书局刊行雪巷著的 《神州光复志演义》，共 120 回，写明亡至民
国成立的历史。《太平天国演义》、《洪秀全演义》等也纷纷问世。著名谴责小
说 《二十年 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 ( 1866- 1910) 更 “发大誓愿编撰历
史小说”( 《历史小说总序》) ，可惜他只写了半部 《西晋演义》就搁笔了。而
真正完成规模宏大的历史小说《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创作的，则是比吴沃尧
晚生11年的蔡东藩。

    蔡东藩 (1877- 1945) ，名娜，字椿寿，笔名东帆。是一位诗人、教育家、
编辑、历史学家、演义作家与医生，浙江萧山县临浦镇戴家桥人。十七岁中秀
才，二十七岁时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因看不惯官场恶

习，称病归里。辛亥革命前夕，曾一度去福建，不久即归。民国元年，同乡友
人邵伯棠把他介绍给上海会文堂书局的主持人汤涤先，参与书局的编辑工作，
修改邵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自己另撰《中等新论说文范》，并开始为会文
堂撰写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年，共写了2166 年的历史，
包括 《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
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
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共11部、1040 回，
约 600 万字，均由上海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其中的 《民国通俗演义》共 120

回，写至1920 年。其后书局请许魔父续写40 回，写至1924 年。许魔父初为
小学教员 ，后来当报社记者，编过杭州 《东南 日报》副刊。抗战初期，曾写过
一本 《镜花新缘》讽刺小说间世。

    蔡东藩最先撰写的是 《清史通俗演义》，1916年9 月间世，最后完成的是
《后汉通俗演义》，1926 年秋季脱稿。在大约11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1 部演义，
而每写一部演义，都得搜辑、研读有关的大量史料。前面谈过，光 “正史”就
有4052卷，但光研读 “正史”还远远不够。例如他写 《元史通俗演义》，除了
根据 《元史》，还参考了 《元秘史》、《蒙u 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
证》与国外有关蒙古史的译文. 由此可见，蔡东藩为了完成这部普及祖国历史
知识的通俗演义，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劳动。

    蔡东藩写这部历史演义，有明确的宗旨。其宗旨可概括为: 普及历史知识，
揭示历史经验、教训，“为通俗教育之助”。



一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序

《前汉通俗演义序》云:
        所有前汉治乱之大凡备载而无遗，而于女祸、外戚之兴衰，尤再三致

    意，揭示后人。非敢谓有当史学，但以浅近之词，演述故乘，期为通俗教

    育之助云尔。
《五代史通俗演义序》云:

        五代之祸烈东，而推厥祸胎，买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演愈
    烈，因此有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 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

    纵横摔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s 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
    相似软! 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

    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葬梦之中
    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忧乱也软!

《两晋通俗演义序》云:
        不有内证，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 夫

    内政失修，则内证必起; 内让起 ，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44 蚁

    入，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鄙人愧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为
    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惩恶劝善，而
    于 《两晋演义》之着手，则于内证、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 日

    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让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
    晋为然，而两晋即今 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鹉相争而不授渔人以利乎?

    若夫辨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
    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

《清史通俗演义序》云:
        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

    致意，悬为炯戒，……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其他几部演义的序，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可以看出: 作者以史为鉴、古
为今用的写作意图，表现得十分突出。而通读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便可验
证他的这种写作意图，是贯彻始终的。

    蔡东藩的写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写作体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吸取陈
寿 《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范哗 《后汉书》史料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艺人几
百年 “说三分”的艺术积累 (如 《三国志平话))) ，并运用了艺术虚构和夸张，
对于三国历史来说，“七实三虚”，是一部故事性极强、又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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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形象的文学名著。而蔡东藩的写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罗贯中的创作道路。他在
《后汉通俗演义序》中说:

        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

    价值益增。然与陈寿 《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
    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
    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在《后汉通俗演义》写三国历史的部分，便经常与罗贯中抬杠。而他自己
在历史取材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原则，则是:

        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稗为一贯，
        傅雅俗之相宜。

                                          — cc后汉通俗演义序》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 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
                                          — 《唐史通俗演义序》

        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二 几经搜讨，几经考
    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

                                          — 《清史通俗演义序》
        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

    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钦!

                                        — 《南北史通俗演义序》

        若夫燕词郑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 其无可旁证而
    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

                                          — +明史通俗演义序》
    他反复强调两点: 一、以 “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

轶闻者须有旁证，对史料 “几经考证”，“务求确凿”; 二、语言力求浅近、通
俗，“易知易解”。这两点，都是从普及历史知识、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 “通
俗教育”的角度考虑的。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体例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水浒》有金圣叹的批语，
《三国演义》有毛宗岗的批语，而蔡东藩则自批自注。批注有夹批夹注和总批，
涉及许多方面: 一、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如 《明史通俗演义》第n
回写朱元璋欲火攻陈友谅舟师而无东北风，铁冠道人说: “真人出世，鬼神效
灵。”周颠说: “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夹批云: “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
风唤雨。”二、对于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如 《宋史通俗演义》第

    4



—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序

33 回写到朱寿昌弃官寻母时，夹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
寿昌生数岁还家。但王A 《东都事略》、苏轼 《志林 》，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
从之。”三、对于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但语，加
以通俗的解释，如 《前汉通俗演义》第82 回写霍光出葬时 “用辐掠车载灵
枢”，夹注云: “辐掠车为天子丧车，车中有窗，闭则温，开则凉，故名辐辕车。”
四、对所写某些人物或褒或贬，如《明史通俗演义》第3 回写马氏多次向朱元
璋进谏 ，夹批云: “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如 《民国通俗演义》第
75 回总批云: “袁氏一生之目的，莫过于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误，亦莫甚于
为帝。小言之，则有背盟之咎; 大言之，则有叛国之想。”五、对自己的构思、
布局、笔法、见解等自夸自赞，如 《前汉通俗演义》第1 回痛斥秦始皇为 “绝
对专制”，而称 “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的 “圣帝明
王”为 “开明专制”，夹评云: “声大而阂。”至于 “别具只眼”、“眼光四射”、
“插人此段，包含无数笔墨”、“摹写有致”、“用虚写法，比实写大有神采”之

类的评语，更多处可见。总之，种种批注，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
是和进行 “通俗教育”的写作宗旨一致的。

    蔡东藩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这部《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在许多
地方体现了反对专制、反对割据、反对内江、反对外来侵略和爱国、爱民、爱
民主的思想。

    这部用章回小说体裁写成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不是像《三国演义》那
样创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文学作品，而是史实力求确凿的通俗历史书。当
然，写通俗的历史书，也需要有文学修养。蔡东藩早年有“神童”之誉，才思
敏捷，文笔雄健，博览群书，其后又在诗词、散文、楹联等方面有丰富的创作
实践。未出版的诗词有 《风月吟草》、《写忧草》和 《劫后余生》( 长篇叙事

诗) ，已出版的著作有 《中等新论说文范》、《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续
增唐著新尺R》和《新幼学琼林》等。他的文笔，是经过多方面锻炼的。因此，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正文、批注、章回题目、咏史诗、下场诗等，都明畅、
工稳，其写景幕人，也不乏精采之处。问世以来颇受读者欢迎，并非偶然。

    作者历史观的局限性和某些错误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表露于这部巨著之
中。例如对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运动横加诬蔑，对妇女的看法充溢着封建气
味，在人事休咎、朝代兴亡问题上未能跳出天命论、因果报应论的泥坑等等，
虽然与全书的民主性精华和巨大成就相比只处于次要地位，但毕竟是白璧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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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我们渴望有一部观念先进、文笔优美、足以充分反映历史真实的新的中国
历代通俗演义问世，但在尚无此类新著问世的今天，蔡东藩的这部巨著仍然是
迫切需要的。只要以分析的、批判的态度阅读它，便会在普及历史知识、提供
历史借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96年 10 月中旬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研所



序

    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
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

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宁晋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
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闽略;
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

元亡明兴，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 《元史》，以李善
长为监修，宋谦、王伟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书成。惟顺帝一

朝，吏犹未备。又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
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颁行后，已有窃窃然滋议者。盖其时距
元之亡，第阅二、三年，私家著述，鲜有所闻，无由衷合众说，
核定异同。观徐一夔与王伟书，谓: “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
元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橡掌之，以

事付史馆，即据以修买录，其于史事已多疏略。至顺帝一朝，且
无实录可据，唯凭采访以足成之，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

未必贯穿”云云。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不克完善，在徐氏已豫
知之炙。厥后商辖等续撰 《纲 目》，薛应旗复作 《通鉴》，陈邦瞻
又著 《纪事本末》，体制不同，而所采事实，不 出正史之外，其

阀漏固犹昔也。他若 《皇元圣武亲征录》，记太祖、太宗事。《元
秘史》亦如之，语仍鄙但，脱略亦多。《丙子平宋录》记世祖事;
《庚申外史》，记顺帝事，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而《元朝名臣事
略》，暨《元儒考略》等书，更无论已。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
人所作，可为 《元史》之考证者，惟 《蒙鞋备录》、《蒙古源流》
及 《元史译文证补》等书。《元史译文证补》，出自近年，系清侍

郎洪钧所辑，谓从西书辗转译成，其足正《元史》之R 误者颇多，



至仅顾定、宪二宗而止。(( 蒙鞋备录》及 (( 蒙古源流》亦一秘史
类耳。明清二代多宿儒，容有钩隐索沉，独成善本，惜鄙人见闻

局隘，未能一一尽窥也。本年春，以秦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

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
末，亦足补中史之阀，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 不揣I 陋，窃欲

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寻以材力未逮，戏成演
义，都六十回，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

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
引，或详或略; 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
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藉广见闻。海内大雅，其
毋笑我芜杂乎? 是为序。

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帆 自识于海上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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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感白光4 妹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第 一 回 感白光埔妹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无论古今中外，统是这般见解、这般称呼; 这也
是成败衡人的通例。( 起语已涵盖一切。) 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帝有五 ，王有三，

历秦、汉、晋、南北朝、及隋、唐、五季 、南北宋 ，虽未尝一姓，毕竟是汉族

相传，改姓不改族。其间或有戎狄蛮貂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来 自去。
如攘寮、如 俨犹、如匈奴，不过侵略朔方，没有甚么猖撅; 后来五胡、契丹、

女真，铁骑南来，横行腹地，好算得威焰熏天，无人敢当，但终不能统一中国。
几疑天限南北 ，地判华夷，中原全境，只有汉族可为君长，他族不能in 入的。

谁知南宋告终 ，压山尽覆，赵氏一块肉，淹入贝宫，赤胆忠心的陆秀夫、张世
杰、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杀，荡荡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
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中国皇帝。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 有说的是天
命，有说的是人事。小子也莫明其妙，只好就史论史，把蒙古兴亡的事实，演

出一部元朝小说来。诸君细阅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暗中注重人
事，为现今国民下一针贬 ，是有心爱 国之谈。)

    且说蒙古源流，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向居中国北方，打猎为生，自
成部落。嗣后与邻部构衅，屡战屡败，弄到全军覆没，只剩了男女数人，逃人

山中。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衰，层峦叠嶂，高可耸天。惟一径可通出入，中有平

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不亚桃源。) 男女数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
偶。不到几年，生了好几个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颜，生得替力过人，所有毒
虫猛兽遇着了他，无不应手立毙。他的后裔独称繁盛，( 有此大力，宜善生殖。)

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 “乞颜”的变音，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种类
既多 ，转嫌地狭，苦于旧径芜塞，日思开辟。为出山计，辗转觅得铁矿，洞穴
深邃 。大众伐木炽炭，舞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 ，剖革为筒，吹风助火，渐

渐的铁石尽熔，前此羊肠曲径，坍的坍，塌的塌，忽变作康庄大道，因此衙路
遂辟。( 不籍五丁，竟辟蚕丛，蜀主不能专美于前。)

    数十传后，出了一个朵奔巴延，( 《元史》作托奔默尔根。《秘史》作朵奔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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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一日到了不儿罕山，但见丛林夹道，古
木参天，隐隐将大山笼住。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 “兄弟，你看前面的大
山，比咱们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 : “这山好得多哩! 咱们趁着闲暇，

去逛一会子何如?”都蛙锁豁儿称善，遂携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到
了险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揉升而上，费了好些气力，竟至
山巅。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睐望，烟云缭绕，山由屿

回环，仿佛别有天地; 俯视有两河萦带，支流错杂，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觉鲜
妍。( 好一幅画图。)

    朵奔巴延看了许久，忽跃起道: “阿哥! 这座大山的形势，好得很! 好得
很! 咱们不如迁居此地，请阿哥酌夺! ”说了数语，未闻回答。朵奔巴延不觉

焦躁起来 ，复叫了数声哥哥 ，方闻得一语道: “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说。”
    朵奔巴延道 : “看甚么?”都蛙锁豁儿道: “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朵

奔巴延道: “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锁豁儿道: “那行人里面，有一个
好女儿。”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说道 : “哥哥痴了! 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

都蛙锁豁儿道 : “不是这般说。我已有妻，那女儿若未曾嫁人，我去与她说亲，
配你可好么?”朵奔巴延道: “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如何辨别妍媛?”都蛙锁

豁儿道: “你若不信 ，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 ，闻着有美女子，便大

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 ，未免有一疑间: 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

不清? 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能望至数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他
能见人所未见，所以命弟探验真实，自己亦慢步下来。

    那时，朵奔巴延一口气跑到山下，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内有一辆黑车，
坐着一位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美人儿，( 想是天仙来了。) 不由的瞅了几眼。那
美人似已觉着，也睁着秋波. 对朵奔 巴延唆了一唆。(像煞吊膀子，可想这美人

身品。) 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转睛，一味的痴
望。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方扭身转看。击掌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亲哥哥都蛙
锁豁儿。他也不逸细间，复转身去看着美人，但听得背后朗声道: “你敢是痴
么! 何不问她来历?”朵奔巴延经这一语，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间道: “你们
这等人，从那里来的?”有一老者答道: “我等是豁里束」儿台蔑儿干一家。当初

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朵奔巴延道: “这年轻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
道: “是我外孙女儿。”朵奔巴延道 : “他叫甚么名字?’’ 那老者道: “我名叫巴
尔忽歹蔑尔干。只生一个女儿，名巴儿忽真豁呵，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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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巴延听了这语，不觉长叹道 : “晦气! 晦气!”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 : “这
事不成，咱们回去罢! ”(活绘出少年性急。)

    都蛙锁豁儿道: “你听得未曾清楚，为何便说不成?”朵奔巴延道: “他说
的名字，什么巴儿豁儿，我恰记不得许多，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都蛙锁豁
儿道: “瞎说! 他说的是他女儿，并不是他外孙女儿。”朵奔巴延想了一想，才
觉兄言果确，便道: “阿哥耳目聪明，还是请阿哥间他为是。”于是都蛙锁豁儿
前行一步，与老者行了礼。问明底细，方知美人的名字，叫作阿兰郭斡。( 旧
作阿兰果火，《元史》作阿伦果斡，《秘史》作阿兰豁阿。) 且由老者详述来历: 因豁
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锁豁儿道: “这山已有主
人么?”那老者道: “这山的主人，叫作晒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 “这也罢，
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老者答称尚未，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老者
约略间了姓氏家居，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

    这时候的朵奔巴延，眼睁睁望着美人儿，只望他立刻允许，谁知这美人偏

低头无语。( 故作反笔，妙。) 寻由老者说了数语，那美人竟脸泛桃花，越觉娇

艳。好一歇，(急杀朵奔巴延。) 方蒙这美人点首。( 蒙字妙。) 朵奔巴延喜出望外，
不待老者回报，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礼，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
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还恨着阿哥。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
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渴过老者。复订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别。

    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他既肯把好女儿嫁我，为何今 日不缴与我们，恰

还要握延日子。”(急色儿。) 都蛙锁豁儿道 : “你不是强盗，难道便抢劫不成! ”

朵奔巴延才嚓口无言。
    过 了数天，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 ，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鼠獭皮数张，

装入车中。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 ，率着车辆仆役，至不儿罕山迎婚。自昼于夕，
已将美人迎回，对天行过夫妇礼，拥入房筛。这一夜的欢娱 ，不消细述。嗣后

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长子取名布儿古呐特，次子取名伯古A 特 以元史》作
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蒙古源流》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衰德依。) 两儿尚未长成 ，
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

    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统是倔强得很，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
朵奔巴延气愤填胸，带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场 ，便往不儿罕山居住。

昼逐牲犬，夜对妻季，倒也快活自由。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过了数年，朵奔
巴延受了感冒，竟尔卧床不起。临终时，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又把那善后
事宜，嘱托那襟夫玛哈赛，一声长叹，奄然逝世了。(人人有此结果，何苦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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