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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出 版 说 明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学宝库中，古典小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观中

国历史可以得知，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大都是夺取了农民起义果实而建

立起来的。有些农民起义规模巨大，斗争激烈，时间长久，是历史上罕见的。

它不仅使当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也给了文学以有力的影响。每一次政

权的更迭，都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和统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逐渐激化、深

入和复杂，构成了整个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这就为小说题材创造的多种性

和体裁形式的多样化，提供了社会源泉。由此可见，古典小说的繁荣有着深

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

古典小说中的历史小说十分突出。历史小说又名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唐

代民间讲说历史故事。宋以后，平话、讲唱盛行，宋都汴梁( 今开封) “市井间

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话”即故事，“说话人”据史传加以敷衍，讲说历史兴废和战争故事，时称“讲

史”;讲史所用的底本叫“话本”，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长篇性质和规模

的小说。有些以后逐步发展为长篇历史演义，著名的《三国演义》、《隋唐演

义》等即是其优秀的代表作。顾名思义，历史演义小说并不是全讲历史，而是

根据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小说虚构、夸张、渲染等创作手法，编撰敷衍

的一种文学作品。正如前人评价的那样，“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

子; 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从经书上来。”鲁迅据此曾对历史演义小说一

语中的地评价说: “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这说明，尽管历史演义小

说中的故事编得滴水不漏，生动引人，所涉及的人物也实有其人，但绝不是历

史书，而只能作为一种独特形式的文学作品来欣赏。

明代中后期小说有了重大发展，小说的功能和潜能被进一步发掘，以《金

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出现和后来《红楼梦》的产生，使小说进一步开拓

了新的题材领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类型化、形式化、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被

打破，小说观念有了进一步觉醒。生活的多样性、人物的复杂性、性格的多重

性逐渐渗入到了艺术创作中，不断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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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早在《左传》、《战国策》

等先秦史籍中，就收有侠客义士行侠仗义的事例。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

记》，专为那些“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侠客义士写了

《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随后，以《刺客列传·荆轲传》为蓝本创作的《燕

丹子》，用文学的手法叙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仅写得十分出色，而且开创

了我国侠义小说的先河。唐代留下的诸多短篇文言小说中，有不少是描写侠

客义士的，像《虬髯客传》、《红线》、《无双传》、《昆仑奴传》，都是这类小说中

长期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典型作品。明清白话小说出现以后，侠义小说进

一步得到了发展和繁荣，被誉为我国古代四部文学经典著作之一的白话长篇

小说《水浒传》，就是侠义小说的集大成者。该书无论内容的人民性、革命性，

以及文学艺术造诣和写作技巧，都是我国古、近代侠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

我国古典侠义小说对现代侠义小说，特别是对现代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影响是

很大的。新武侠小说继承传统侠义小说的精华，吸收引进西方文学创作的技

巧，大大提高了侠义小说的品位，有的新武侠小说已跻身于文学名著的行列。

神魔小说在古代十分盛行。它亦称神怪小说，起始于神话，但有它产生

的深刻社会、历史和宗教根源。鲁迅先生曾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

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又说: “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

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

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早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曾盛行一时，这是当

时文人为适应皇帝追求长生不老、得道登仙，在古代神话基础上，造神立道，

说怪述异所结出的文学之果。进入明清后，神魔小说再掀高潮，儒、释、道三

教同源，以圣人及菩萨、罗汉、道祖、帝君、真人为一方，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

妖对阵，斗法布阵，各显神通，热闹非常。著名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和优秀

短篇怪异小说集《聊斋志异》，即产生于此时。

晚清谴责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讽刺小说的基础上派

生出来的。从两者的目的性上讲，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实质上是一致的，所

不同的是文学表现手法不一样。讽刺小说是用比喻、夸张等含蓄的方法批

评、指责或劝告;而谴责小说则是采取特写、纪实等直接的方法进行揭露、批

评或抨击。但单就批评意义讲，两者并无不同。中国讽刺谴责小说的出现有

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早在晋唐时期，讽刺谴责类小说就已出现萌芽，至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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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已有成熟作品。一八四年以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中国沦为半

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列强肆无忌惮的瓜分，晚清政府残酷的统治，贪官

污吏拼命的压榨，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官场更加腐败，国力更加空虚，人民更

加痛苦，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一些对晚清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为了

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强大，人民的自由，很快行动起来，寻求救国道路，用笔进

行战斗。他们抨击政府，揭露列强，唤醒民众，要求变革。正是在这种形势

下，中国的讽刺谴责小说创作异常活跃，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官场现形

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这时期谴责小说的侥侥者。

公案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公案”一词，原指旧时官吏审理案件用的桌

子。公案小说，就是围绕旧时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断案、结案而创作的故

事，是旧小说的一种体裁。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干宝编撰的《搜神记》一

书中，就曾记载刺史严遵查问根由，取得证据，迫使一女子终于承认自己“以

淫杀夫”的公案故事。唐宋传奇文中，也有不少属于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谢

小娥传》，宋代的《错斩崔宁》( 即《十五贯》) ，以及后来元人创作的《简帖和

尚》，就是这方面的作品。《水浒》、《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许多篇章本来就

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结集刊行的公案小说，当推明万历二十二年成书的《新

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进入清代以后，开创了公案小说的鼎

盛时期，单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渐向章回化、武侠化的长篇小说方向发展，其

中最典型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两书都把侠客义士引进了公案小说，总

字数均超过百万。由于把侠客义士引进公案小说，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

生动，结构紧凑惊险，跌宕起伏，悬念连绵，引人入胜。

收入本套丛书的精品小说，历来受到大众的喜爱，世代流传，经久不衰。

究其原因，除了历代作家艺术上不断进取、创新，作品日臻完善，故事极具吸

引力和感染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风格、气派

和特点，极强地适应着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另外，这些作品政治倾向积极，

思想内涵深刻，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推动，对文学的发展有影响，这是我们必

须肯定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观的影响，这些作品都程度不

同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错误，相信广大读者会有正确的认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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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藏书编委会谨向读者推出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丛书，共收二十六

种，分订七卷:《包公案》、《海公案》、《刘公案》、《狄公案》、《施公案》、《彭公

案》、《诸公案》。

“公案”一词，原指旧时官吏审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说，就是围绕旧

时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断案、结案而创作的故事，是旧小说的一种体裁。

我国公案小说源远流长。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干宝编撰的《搜神

记》一书中，就曾记载刺史严遵查问根由，取得证据，迫使一女子终于承认自

己“以淫杀夫”的公案故事。唐宋传奇文中，也有不少属于公案故事，像唐代

的《谢小娥传》，宋代的《错斩崔宁》( 即《十五贯》) ，以及后来元人创作的《简

帖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水浒》、《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许多篇章本

来就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结集刊行的公案小说，当推明万历二十二年成书的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进入清代以后，开创了公案小说的

鼎盛时期，单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渐向章回化、武侠化的长篇小说方向发展，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施公案》和《彭公案》。两书都把侠客义上引进了公案

小说，总字数均超过百万。由于把侠客义士引进公案小说，从而使故事情节

更加曲折生动，结构紧凑惊险，跌宕起伏，悬念连绵，引人入胜。但因后人接

连续作，越编越长，故事结构程式化，内容千篇一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

品的连贯性和吸引力。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的主人公，多以正直廉洁的封建官吏出现。他们刚正

不阿，不畏权豪，睿智果决，体恤百姓，不少人还被作者予以神化，成了“超

人”。尽管这些“青天老爷”本质上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方，但由于他

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平民百姓说话办事，平折冤狱，缉捕盗寇，惩治贪官赃吏

和豪绅恶棍，从而被平民百姓所认可和接受，得以广泛流传。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大多历史上实有其人，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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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像《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包公案》中的包拯、《海公案》中的海瑞、《刘

公案》中的刘墉、《林公案》中的林则徐，既是上述公案小说中的主人公，又是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有的公案小说作者为了敷演故事方便或其他原因，

人名稍有改动。如小说《彭公案》中的彭朋，原型是清康熙年间著名官吏彭

鹏;小说《施公案》中的施仕伦，原型是清康熙年间的户部侍郎施世纶。事实

上，不管小说主人公同历史原型人物是否同姓同名，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叙情

节同原型人物经历、政绩都相去甚远，其中不少是作者把别人的故事附会在

某一个人身上，甚至是凭空臆造添加上去的，切不可作为历史传记去读。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中的迷信成份也较多。这除了作者对小说主人公有

意予以神化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有些案件光靠私访、

探查、听讼、刑逼无法查出实情，于是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借神鬼显灵、占卜测

字、因果报应等的暗示，达到侦破案情的目的。这同现代侦探小说依据逻辑

推理和科学验证侦破案件有显著的区别，相信读者自会辨别。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同古典戏剧曲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不少公案小说

中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或说唱。反过来，许多民间艺人以公案小说为底

本，编成评书、鼓词、单弦演出;许多剧种移植公案小说中的故事，编成剧目演

出，至今不衰。由于公案小说同戏剧曲艺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从而使许多公

案故事历千百年而不衰，长期流传在市井民间，妇孺皆知;许多清官形象深深

印在百姓心目中，成了清平世界的象征，这也是公案小说长期受读者欢迎的

重要原因之一。

百姓藏书编委会

一九九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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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尚是恶申韩。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平百姓安。

惟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牍后人看。

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故官清则民安，

民安则俗美。举凡游手好闲之辈，造言生事之人，一扫而空之。无论平民之

乐事生业，即间有不肖之徒显干法纪，而见其刑罚难容，罪恶难恕，耳闻目睹，

皆赏善罚恶之言，宜无不革面洗心，改除积习。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

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要

能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

冤。无论民间细故，即宫闱细事，亦静心审察，有精明之气，有果决之才，而后

官声好，官位正，一清而无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之

时有皋陶，汉高之时有萧何，其申不害、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祖宗者也。

若不察案之由来，事之初起，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则虽称快一时，必至沉

冤没世，昭昭天报，不爽丝毫。若再因赂而行，为贪起见，辄自动以五木，断以

片言，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上清官图，下安百姓，岂可得哉! 间尝旷览

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

明，做案之奇，访案之细，破案之神，或因秽乱春宫，或为全其晚节，或图财以

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误服毒猝至身亡，或出戏言疑为祸首，莫不无辜牵涉，

备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变言易服，细访微行，阳以为官，阴以为鬼，

率至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春风倦

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

俗，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

诗曰:

备载离奇事，钦心往代人。

廉明公正者，千古大冤伸。

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其时武后临朝，四方多事。当朝有一位

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保国，身居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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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章之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

倡乱朝纲，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狄仁杰犯颜立争，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

子，千秋万岁配食太庙。若立武三思，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

祀于太庙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这个念头，退政与中宗皇帝，就称仁

杰为国老，迁为幽州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此皆一生

的事节，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说他是个忠臣。殊不知这时多事，皆载

在历代史书上，所以后人易于知道。还有未载在国史，而传流在野史上的那

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

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举凡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

兄，弑君鸩母，下至民间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断明白。

狄仁杰自从父母生下他来，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攻书上学，目视十

行，自不必说。到了十八岁时节，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府，闻了

他的文名，先举了明经，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并州法曹。那朝廷因他居官

清正，就迁他为昌平令尹。到任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词讼，自是他的

余事。

手下有四个亲随，一个姓乔叫乔太，一个姓马叫马荣，这两人乃是绿林的

豪客。这日他进京公干，遇了他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仁杰见马荣、乔太，

皆是英雄气派，而且武艺高明，心下想道: “我何不收服他们，将来代皇家出

力，做了一番事业，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方不埋没了这身本领。”当时不但不

去躲避，反而挺身出来，招呼他两人站下，历劝了一番。哪知马荣同乔太，十

分感激，说: “我等为此盗贼，皆因天下纷纷，乱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奈不

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义，情愿随鞭执镫，报效

尊公。”当时仁杰就将两人，收为亲随。其余一人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

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

论何事，皆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候，又能见机揣度，不至鲁莽。此人随他最

久。又有一人，姓陶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当了公门的

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他投在狄公麾下，与马荣等人，

结为至友。从昌平到任之后，这四人皆代他私行暗访，结了许多疑难案件。

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知道是

出了案件，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两班皂吏齐集在下面。只见有个四五

十岁的百姓，形色仓皇，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狄仁杰随令差人把

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 “你这人姓什名谁，有何冤抑，不等堂期控告，此时

击鼓何为耶?”那人道: “小人姓孔，名叫万德，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

家有数间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向

晚时节，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在外路办货，路过此地，因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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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晚，要在这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路过的客人，当时就将他住下。晚间饮酒
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两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甲
胡德前来报信，说: ‘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准是
你图财害命，将他治死，把尸首拖在镇口，贻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辨，复将这
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大言恐吓，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不
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 这不是你移尸灭
迹! ’因此小人情急，特来求大老爷伸冤。”

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将他这人上下一望———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
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辞，就将他放去，乃道: “你既然说是本地的良
民，那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单说是你呢? 想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本县终难
凭信。且将地甲带来核夺。”

下面差役一声答应，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邪纹，斜
穿着一件青衣，到了案前跪下道: “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见太爷请安。此
案乃是在小人管下，今早见这两具尸骸，杀死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

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
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 而且孔万德说是动身时，

天色将明，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遇见强人，岂无一人过此看
见? 问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这是显见的情节，分明是他夜间动
手，将两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此乃小人的承任，凶手既已在此，

求太爷审讯便是了。”

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望着孔万德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
凶人，乃道: “你两人供词各一，本县未经相验，也不能就此定夺。且待登场之
后，再为审讯。”说着，他两人交差带去。随即传令伺候，预备前去相验。不知
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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