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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冯梦龙编的“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三部小说集的总称。是白话短篇小说的丰富宝藏，是宋、元、明三代

白话短篇小说优秀作品的荟萃。其内容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

一百二十篇作品，题材极其广阔，古代短篇小说的十大传统题材（烟

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发迹、变泰）应

有尽有，几乎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写遍了各个阶层，

共写了 1153 个人物，主要人物形象就有 429 人。在所写人物中，不

仅有以往小说中写过的帝王将相、忠臣义士、才子佳人、神仙鬼怪、

娼妓侠客等，而且特别突出地描写了市井小民的形象，并成为书中的

主角。“三言”的出版，震动了当时的整个小说界，成为供不应求的

畅销书，一版再版，并远传海外日、韩等国。它使人们品赏了优秀小

说的趣味，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起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目 录 

 

喻世明言 ...................................................................................................... 1 

第一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1 

第二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22 

第三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36 

第四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44 

第五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56 

第六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74 

第七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84 

第八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92 

第九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99 

第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112 

第十一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122 

第十二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147 

第十三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154 

第十四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164 

第十五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178 

第十六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188 

第十七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196 

第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219 

第十九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234 

警世通言 .................................................................................................. 262 

第一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 262 

第二卷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 271 

第三卷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 282 

第四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 .......................................................................... 294 

1



 

 

第五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 305 

第六卷 范鳅儿双镜重圆 .......................................................................... 312 

第七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 321 

第八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 332 

第九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 342 

第十卷 计押番金鳗产祸 .......................................................................... 352 

第十一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 364 

第十二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 383 

第十三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 ....................................................................... 419 

第十四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429 

第十五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 456 

第十六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 467 

第十七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 480 

第十八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 492 

第十九卷 福禄寿三星度世 ....................................................................... 504 

醒世恒言 .................................................................................................. 513 

第一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 513 

第二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 524 

第三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 544 

第四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 560 

第五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 583 

第六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 601 

第七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 608 

第八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 621 

第九卷 施润泽滩阙遇友 .......................................................................... 644 

第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 .......................................................................... 664 

第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 712 

第十二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 724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三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 ....................................................................... 737 

第十四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 ....................................................................... 757 

第十五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 775 

第十六卷 黄秀才徼灵玉马坠 ................................................................... 802 

第十七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 818 

第十八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 847 

第十九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 871 

第二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 898 

 

 

 

3



1 

 

喻世明言 

第一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世事番腾似转轮，眼前凶吉未为真。 

请看久久分明应，天道何曾负善人? 

闻得老郎们相传的说话，不记得何州甚县，单说有一人，姓金，

名孝，年长未娶。家中只有个老母，自家卖油为生。一日挑了油担出

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拾得一个布裹肚，内有一包银子，

约莫有三十两。金孝不胜欢喜，便转担回家，对老娘说道：“我今日

造化，拾得许多银子。”老娘看见，到吃了一惊，道：“你莫非做下

歹事偷来的么?”金孝道：“我几曾偷惯了别人的东西?却恁般说。早

是邻舍不曾听得哩。这裹肚，其实不知什么人遗失在茅坑旁边，喜得

我先看见了，拾取回来。我们做穷经纪的人，容易得这主大财?明日

烧个利市，把来做贩油的本钱，不强似赊别人的油卖?”老娘道：

“我儿，常言道：‘贫富皆由命。’你若命该享用，不生在挑油担的

人家来了。依我看来，这银子虽非是你设心谋得来的，也不是你辛苦

挣来的，只怕无功受禄，反受其殃。这银子，不知是本地人的，远方

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贷来的?一时间失脱了，抓寻不见，

这一场烦恼非小。连性命都失图了，也不可知。曾闻古人裴度还带积

德。你今日原到拾银之处，看有甚人来寻，便引来还他原物，也是一

番阴德，皇天必不负你。”金孝是个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训了一场，

连声应道：“说得是，说得是!”放下银包裹肚，跑到那茅厕边去。

只见闹嚷嚷的一丛人围着一个汉子，那汉子气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

上前问其缘故。 



2 

 

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因登东，解脱了裹肚，失了银子，找

寻不见。只道卸下茅坑，唤几个泼皮来，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拥

着闲看。金孝便问客人道：“你银子有多少?”客人胡乱应道：“有

四五十两。”金孝老实，便道：“可有个白布裹肚么?”客人一把扯

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还了我，情愿出赏钱!”众人

中有快嘴的 l 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该的。”金孝道：“真

个是我拾得，放在家里，你只随我去便有。”众人都想道：“拾得钱

财，巴不得瞒过了人；那曾见这个人到去寻主儿还他?也是异事。”

金孝和客人动身时，这伙人一哄都跟了去。 

金孝到了家中，双手儿捧出裹肚，交还客人。客人捡出银包看时，

晓得原物不动。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又怕众人乔主张他平分，反使

欺心，赖着金孝，道：“我的银子，原说有四五十两，如今只剩得这

些，你匿过一半了，可将来还我!”金孝道：“我才拾得回来，就被

老娘逼我出门，寻访原主还他，何曾动你分毫?”那客人赖定短少了

他的银两。金孝负屈忿恨，一个头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

把头发提起，像只小鸡一般，放番在地，捻着拳头便要打。引得金孝

七十岁的老娘，也奔出门前叫屈。众人都有些不平，似杀阵般嚷将起

来。 

恰好县尹相公在这街上过去，听得喧嚷，歇了轿，分付做公的拿

来审问。众人怕事的，四散走开去了；也有几个大胆的，站在旁边看

县尹相公怎生断这公事。却说做公的将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县尹面前，

当街跪下，各诉其情。一边道：“他拾了小人的银子，藏过一半不

还。”一边道：“小人听了母亲言语，好意还他，他反来图赖小人。”

县尹问众人：“谁做证见?”众人都上前禀道：“那客人脱了银子，

正在茅厕边抓寻不着，却是金孝自走来承认了，引他回去还他。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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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们众目共睹。只银子数目多少，小人不知。”县令道：“你两下

不须争嚷，我自有道理。” 

教做公的带那一干人到县来。县尹升堂，众人跪在下面。县尹教

取裹肚和银子上来，分付库吏，把银子兑准回复。库吏复道：“有三

十两。”县主又问客人道：“你银子是许多?”客人道：“五十两。”

县主道：“你看见他拾取的，还是他自家承认的?”客人道：“实是

他亲口承认的。”县主道：“他若要赖你的银子，何不全包都拿了?

却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认出来?他不招认，你如何晓得?可见他没有赖

银之情了。你失的银子是五十两，他拾的是三十两，这银子不是你的，

必然另是一个人失落的。”客人道：“这银子实是小人的，小人情愿

只领这三十两去罢。”县尹道：“数目不同，如何冒认得去?这银两

合断与金孝领去，奉养母亲；你的五十两，自去抓寻。”金孝得了银

子，千恩万谢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经官断，如何敢争?只得含

羞噙泪而去。众人无不称快。这叫做： 

欲图他人，翻失自己。 

自己羞惭，他人欢喜。 

看官，今日听我说“金钗钿”这桩奇事。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

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两个，图银子的翻失了银子，

不要银子的翻得了银子。事迹虽异，天理则同。 

却说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有个鲁廉宪，一生为官清介，并不要钱，

人都称为“鲁白水”。那鲁廉宪与同县顾佥事累世通家，鲁家一子，

双名学曾；顾家一女，小名阿秀，两下面约为婚，来往间“亲家”相

呼，非止一日。因鲁奶奶病故，廉宪携着孩儿在于任所，一向迁延，

不曾行得大礼。谁知廉宪在任，一病身亡。学曾抚柩回家，守制三年，

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几间破房子，连口食都不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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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佥事见女婿穷得不像样，遂有悔亲之意，与夫人孟氏商议道：

“鲁家一贫如洗，眼见得六礼难备，婚娶无期。不若别求良姻，庶不

误女儿终身之托。”孟夫人道：“鲁家虽然穷了，从幼许下的亲事，

将何辞以绝之?”顾佥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说男长女大，催他行礼。

两边都是宦家，各有体面，说不得‘没有’两个字，也要出得他的门，

人的我的户。那穷鬼自知无力，必然情愿退亲。我就要了他休书，却

不一刀两断?”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倒不

肯。”顾佥事道：“在家从父，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劝他便

了。” 

当下盂夫人走到女儿房中，说知此情。阿秀道：“妇人之义，从

一而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如此欺贫重富，全没人伦，决难

从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鲁家行礼，他若行不起礼，倒愿退

亲，你只索罢休。”阿秀道：“说那里话!若鲁家贫不能聘，孩儿情

愿守志终身，决不改适。当初钱玉莲投江全节，留名万古。爹爹若是

见逼，孩儿就拼却一命，亦有何难!”孟夫人见女执性，又苦他，又

怜他，心生一计：除非瞒过佥事，密地唤鲁公子来，助他些东西，教

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顾佥事往东庄收租，有好几日耽搁。孟夫人与女儿商量

停当了，唤园公老欧到来。夫人当面分付，教他去请鲁公子后门相会，

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自有重赏。”老园公领命，来到鲁家。但

见： 

门如败寺，屋似破窑。窗槅离披，一任风声开闭；厨房冷落，绝

无烟气蒸腾。颓墙漏瓦权栖足，只怕雨来；旧椅破床便当柴，也少火

力。尽说宦家门户倒，谁怜清吏子孙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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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鲁家穷处。却说鲁学曾有个姑娘，嫁在梁家，离城将有十

里之地。姑夫已死，止存一子梁尚宾，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儿一

处过活，家道粗足。 

这一日，鲁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个烧火的白发婆婆在

家。老管家只得传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请公子回来：“此是

夫人美情。趁这几日老爷不在家中，专等专等，不可失信。”嘱罢自

去了。这里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迟缓，也不好转托他人传话。当

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里。”当下嘱付邻人看

门，一步一跌的问到梁家。梁妈妈正留着侄儿在房中吃饭。婆子向前

相见，把老园公言语细细述了。 

姑娘道：“此是美事!”撺掇侄儿快去。鲁公子心中不胜欢喜，

只是身上蓝缕，不好见得岳母，要与表兄梁尚宾借件衣服遮丑。原来

梁尚宾是个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应道：“衣服自

有，只是今日进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门墙，不知深浅，令岳母夫人

虽然有话，众人未必尽知，去时也须仔细。凭着愚见，还屈贤弟在此

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鲁公子道：“哥哥说得是。”梁

尚宾道：“愚兄还要到东村一个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来再得奉

陪。”又嘱付梁妈妈道：“婆子走路辛苦，一发留他过宿，明日去

罢。”妈妈也只道孩儿是个好意，真个把两人都留住了。谁知他是个

奸计，只怕婆子回去时，那边老园公又来相请，露出鲁公子不曾回家

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脱冒了。正是： 

欺天行当人难识，立地机关鬼不知。 

梁尚宾背却公子，换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门，径投城中顾佥事家

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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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孟夫人是晚教老园公开了园门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里

只见一个后生，身上穿得齐齐整整，脚儿走得慌慌张张，望着园门欲

进不进的。老园公问道：“郎君可是鲁公子么?”梁尚宾连忙鞠个躬

应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见召，特地到此，望乞通报。”老园公

慌忙请到亭子中暂住，急急的进去，报与夫人。 

孟夫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请公子到内室相见。”才下得

亭子，又有两个丫鬟，提着两碗纱灯来接。弯弯曲曲行过多少房子，

忽见朱楼画阁，方是内室。孟夫人揭起朱帘，秉烛而待。那梁尚宾一

来是个小家出身，不曾见恁般富贵样子；二来是个村郎，不通文墨；

三来自知假货，终是怀着个鬼胎，意气不甚舒展。上前相见时，跪拜

应答，眼见得礼貌粗疏，语言涩滞。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

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贫智短’，他恁地贫困，如

何怪得他失张失智?”转了第二个念头，心下愈加可怜起来。 

茶罢，夫人分付忙排夜饭，就请小姐出来相见。阿秀初时不肯，

被母亲逼了两三次，想着：“父亲有赖婚之意，万一如此，今宵便是

永诀；若得见亲夫一面，死亦甘心。”当下离了绣阁，含羞而出。孟

夫人道：“我儿过来见了公子，只行小礼罢。”假公子朝上连作两个

揖，阿秀也福了两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

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两眼只瞧那小姐，见他生得端丽，骨

髓里都发痒起来。这里阿秀只道见了真丈夫，低头无语，满腹恓惶，

只饶得哭下一场。正是： 

真假不同，心肠各别。 

少顷，饮馔已到，夫人教排做两桌，上面一桌请公子坐，打横一

桌娘儿两个同坐。夫人道：“今日仓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

不成礼，休怪休怪!”假公子刚刚谢得个“打搅”二字，面皮都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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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红了。席间，夫人把女儿守志一事，略叙一叙。假公子应了一句，

缩了半句。夫人也只认他害羞，全不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觉局促，

本是能饮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强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

铺陈在东厢下，留公子过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别要行。夫人道：“彼

此至亲，何拘形迹?我母子还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见

丫鬟来禀：“东厢内铺设已完，请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谢酒，丫

鬟掌灯送到东厢去了。 

夫人唤女儿进房，赶去侍婢，开了箱笼，取出私房银子八十两，

又银杯二对，金首饰一十六件，约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儿，说道：

“做娘的手中只有这些，你可亲去交与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费。”

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儿，礼有经权，事有缓

急。如今尴尬之际，不是你亲去嘱付，把夫妻之情打动他，他如何肯

上紧?穷孩子不知世事，倘或与外人商量，被人哄诱，把东西一时花

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时悔之何及!这东西也要你袖里藏去，

不可露人眼目。”阿秀听了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

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 

当下唤管家婆来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东厢，与公

子叙话。又附耳道：“送到时，你只在门外等候，省得两下碍眼，不

好交谈。”管家婆已会其意了。 

再说假公子独坐在东厢，明知有个跷蹊缘故，只是不睡。果然，

一更之后，管家婆挨门而进，报道：“小姐自来相会。”假公子慌忙

迎接，重新叙礼。有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个字也讲不出，及

至见了小姐，偏会温存絮话!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

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来。两个你问我答，叙了半晌。阿秀话出衷

肠，不觉两泪交流。那假公子也装出捶胸叹气，揩眼泪缩鼻涕，许多



8 

 

丑态；又假意解劝小姐，抱持绰趣，尽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门外，听

见两下悲泣，连累他也恓惶，堕下几点泪来。谁知一边是真，一边是

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银两首饰，递与假公子，再三嘱付，自不必说。

假公子收过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灯儿吹灭，苦要求欢。阿秀怕声张

起来，被丫鬟们听见了，坏了大事，只得勉从。有人作《如梦令》词

云： 

可惜名花一朵，绣幕深闺藏护。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残破。错

误，错误!怨杀东风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孟夫人要私赠公子，玉成亲事，

这是锦片的一团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桩事情，如何不教老园公亲见公

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来，只合当面嘱付一番，把东西赠他，再教老

园公送他回去，看个下落，万无一失。千不合，万不合，教女儿出来

相见，又教女儿自往东厢叙话。这分明放一条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

来?莫说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牵扳的话柄。这

也算做姑息之爱，反害了女儿的终身。 

闲话休题。且说假公子得了便宜，放松那小姐去了。五鼓时，夫

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汤点心之类。又嘱付道：“拙夫不久

便回，贤婿早做准备，休得怠慢。”假公子别了夫人，出了后花园门，

一头走一头想道：“我白白里骗了一个宦家闺女，又得了许多财帛，

不曾露出马脚，万分侥幸。只是今日鲁家又来，不为全美。听得说顾

佥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耽搁他一日，待明日才放他去。若得顾佥事

回来，他便不敢去了，这事就十分干净了。”计较已定，走到个酒店

上自饮三杯，吃饱了肚里，直延挨到午后，方才回家。 

鲁公子正等得不耐烦，只为没有衣服，转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

来，教庄家往东村寻取儿子，并无踪迹。走向媳妇田氏房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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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衣服有么?”田氏道：“他自己捡在箱里，不曾留得钥匙。”

原来田氏是东村田贡元的女儿，倒有十分颜色，又且通书达礼。田贡

元原是石城县中有名的一个豪杰，只为一个有司官与他做对头，要下

手害他，却是梁尚宾的父亲与他舅子鲁廉宪说了，廉宪也素闻其名，

替他极口分辨，得免其祸。因感激梁家之恩，把这女儿许他为媳。 

那田氏像了父亲，也带三分侠气，见丈夫是个蠢货，又且不干好

事，心下每每不悦，开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妇两不和顺，连衣

服之类，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 

却说姑侄两个正在心焦，只见梁尚宾满脸春色回家。老娘便骂道：

“兄弟在此专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瞳酒，整夜不归?又没寻你去

处!”梁尚宾不回娘话，一径到自己房中，把袖里东西都藏过了，才

出来对鲁公子道：“偶为小事缠住身子，耽搁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

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罢。”老娘骂道：“你只顾把件衣服借与

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干正务，管他今日明日!”鲁公子道：“不但衣

服，连鞋袜都要告借。”梁尚宾道：“有一双青缎子鞋在间壁皮匠家

允底，今晚催来，明日早奉穿去。”鲁公子没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 

到明朝，梁尚宾只推头疼，又睡个日高三丈，早饭都吃过了，方

才起身。把道袍、鞋、袜慢慢的逐件搬将出来，无非要延挨时刻，误

其美事。鲁公子不敢就穿，又借个包袱儿包好，付与老婆子拿了。姑

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类，唤个庄客送公子回去，又嘱付道：

“若亲事就绪，可来回复我一声，省得我牵挂。”鲁公子作揖转身，

梁尚宾相送一步，又说道：“兄弟，你此去须是仔细，不知他意儿好

歹，真假何如。依我说，不如只往前门硬挺着身子进去，怕不是他亲

女婿，赶你出来?又且他家差老园公请你，有凭有据，须不是你自轻

自贱。他有好意，自然相请；若是翻转脸来，你拚得与他诉落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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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教街坊上人晓得。倘到后园旷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却没有个退

步。”鲁公子又道：“哥哥说得是。”正是： 

背后害他当面好，有心人对没心人。 

鲁公子回到家里，将衣服鞋袜装扮起来。只有头巾分寸不对，不

曾借得。把旧的脱将下来，用清水摆净，教婆子在邻舍家借个熨斗，

吹些火来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坏的去处，再把些饭儿粘得硬硬的，墨

儿涂得黑黑的。只是这顶巾，也弄了一个多时辰，左带右带，只怕不

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当了，方才移步径投顾佥事家来。门公认是生

客，回道：“老爷东庄去了。”鲁公子终是宦家子弟，不慌不忙的说

道：“可通报老夫人，说道鲁某在此。”门公方知是鲁公子，却不晓

得来情，便道：“老爷不在家，小人不敢乱传。”鲁公子道：“老夫

人有命，唤我到来。你去通报自知，须不连累你们。”门公传话进去，

禀说：“鲁公子在外要见，还是留他进来，还是辞他?”孟夫人听说，

吃了一惊。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来?且请到正厅坐下。先教管家婆

出去，问他有何话说。 

管家婆出来瞧了一瞧，慌忙转身进去，对老夫人道：“这公子是

假的，不是前夜的脸儿。前夜是胖胖儿的，黑黑儿的；如今是白白儿

的，瘦瘦儿的。”夫人不信道：“有这等事?”亲到后堂，从帘内张

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决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细细把家事盘

问，他答来一字无差。孟夫人初见假公子之时，心中原有些疑惑；今

番的人才清秀，语言文雅，倒像真公子样子。再问他今日为何而来，

答道：“前蒙老园公传语呼唤，因鲁某羁滞乡间，今早才回，特来参

谒，望恕迟误之罪。”夫人道：“这是真情无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脱

冒的冤家，又是那里来的?”慌忙转身进房，与女儿说其缘故，又道：

“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没人知道，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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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须题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请来的，无物相赠，如之奈

何?”正是： 

只因一着错，满盘都是空。 

阿秀听罢，呆了半晌。那时一肚子情怀，好难描写：说慌又不是

慌，说羞又不是羞，说恼又不是恼，说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乱针刺体，

痛痒难言。喜得他志气过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亲且与他

相见，我自有道理。” 

孟夫人依了女儿言语，出厅来相见公子。公子掇一把交椅朝上放

下：“请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鲁某拜见。”孟夫人谦让了一回，从

旁站立，受了两拜，便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鲁某只为家贫，

有缺礼数。蒙岳母大人不弃，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觉惶愧，无言

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厅门掩上，请小姐出来相见。 

阿秀站住帘内，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传语道：“公子不该耽

搁乡间，负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乡间，有

失奔趋。今方践约，如何便说相负?”阿秀在帘内回道：“三日以前，

此身是公子之身；今迟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栉，有玷清门。便是金帛

之类，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钗二股，金钿一对，聊表寸意。公子宜

别选良姻，休得以妾为念。”管家婆将两般首饰递与公子。公子还疑

是悔亲的说话，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晓。

公子请快转身，留此无益!”说罢，只听得哽哽咽咽的哭了进去。 

鲁学曾愈加疑惑，向夫人发作道：“小婿虽贫，非为这两件首饰

而来。今日小姐似有决绝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语?既如此相待，

又呼唤鲁某则甚?”夫人道：“我母子并无异心。只为公子来迟，不

将姻事为重，所以小女心中愤怨，公子休得多疑。”鲁学曾只是不信，

叙起父亲存日许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贫一富，就忍得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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