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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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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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逐渐渗入到了艺术创作中，不断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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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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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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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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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海公案》系《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的合集。前者共六

十回，成书于清嘉庆十八年( 公元 1813 年) ; 后者共四十二回，成书于清道光

十二年( 公元 1832 年) 。作者佚名。该书是以明人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

部公案小说。

海瑞( 1514—1587) ，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明嘉靖举人。初任南

平掌管文庙祭祀的教谕，后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嘉靖四十五年 ( 公元 1566

年) 任户部主事时，因明世宗迷信宗教．不理朝政，海瑞怀着满腔激愤，抱着必

死的决心，写成措辞尖锐的奏疏，进行批评。明世宗将他逮捕入狱，问成死

罪。幸亏世宗不久死了，海瑞才被释放出狱。隆庆三年( 公元 1569 年) ，任应

天十府巡抚，曾疏浚吴松江，推行一条鞭法，平反冤狱，责令徐阶等退田。后

因被张居正、高拱排挤，革职闲居十六年。万历十三年( 公元 1585 年) 先后任

南京吏部右侍郎和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污，裁革常例。万历十五年

病逝，谥号忠介。海瑞一生节俭朴素，清廉正直，嫉恶如仇，关心人民疾苦。

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清官。

小说《海公大红抱全传》以海瑞同严嵩的斗争为主线，叙述海瑞将严嵩的

党羽正法;定亲王被严嵩之子严世蕃诬陷谋反，海瑞为其鸣冤、平反; 海瑞在

外放湖广巡抚期间，微服私访，平折冤狱，严惩贪官赃吏、恶棍豪强，使许多沉

冤得以澄清，受到了百姓爱戴，称他为“海青天”。《海公小红袍全传》以海瑞

同张居正的斗争为主线，叙述海瑞惩治贪官豪绅、平反冤狱的故事。小说情

节曲折，跌宕起伏，悬案迭起，引人入胜，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刚正清廉、不畏权

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但所叙情节虚多实少，甚至有的完全是

无中生有，系作者凭空臆造加上去的，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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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

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贵显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

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几句鄙词，不过说人生世上，承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灵气，生而为人。

人为万物之灵，自当做一场刮目惊人的事业。虽不能流芳百世，中正纲常，使

人志而不忘，以为君子; 即不能与世争光，亦当遗臭万年，此亦君子小人之两

途也。然君子之流馨，事愈远而人心愈近; 小人之遗臭，事虽近而人心欲远

之，惟恐其稍近也。君子观之，能不惊然而惧乎? 我于是有说。

却说前明正德间，粤省琼南有海璇者，字玉衡，世居琼之睦贤乡，离琼山

县治不过数里。玉衡娶缪氏，乃同县缪廪生之妹也。缪氏生于诗书之家，四

德三从，是所稔悉。自适海门以来，夫妻和顺，相敬如宾，真不愧梁鸿之配孟

光也。玉衡屡试不中，遂无意功名，终日在家诗书自娱，行善乐施而已。

又过数年，玉衡已是四十三岁，膝下无儿。夫人缪氏，每以为忧，常劝丈

夫立妾，以广子嗣。玉衡正色道: “我与你素行善事，况海氏祖宗皆读儒书，历

行阴德，今我谅不至绝嗣，姑待之。”缪氏道: “相公之言，可谓不碍于理者。然

妾今年四十，天癸将止，诞育之念已灰，不复望弄璋、弄瓦矣。故劝相公立妾

者，乃是为海氏祖宗起见，相公何故不以为然?”玉衡笑道: “夫人所知者，情与

理也。但今之世，人心浇薄，循理者少，悖理者多。但见人家妻妾满室，妒急

纷然。何者? 为丈夫者不无偏爱，本欲取乐而反增懊恼，我不忍见之。使璇

命果有子，夫人年尚壮健，岂不能育子耶? 璇如合绝嗣，即使姬妾罗列，亦不

过徒事酒色而已，何益之有?”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坚执，也不再说。此后夫妇

更加相爱。玉衡历行善事，家虽不丰，而慷慨勇任。凡有亲友邻里稍可资助

者，无不竭力为之。

于是又过三年，缪氏夫人年已四十三岁。一日，天忽大雨，雷电交加，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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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四起，暴雨奔腾。玉衡正在书房闲坐，忽见一物从上而下，恶貌狰狞，浑身

毛片，金光夺目，奔向玉衡书案之下，倏忽不见。玉衡知是怪异避劫，乃任其

躲藏，反以身障翼书案。少顷，雷电之光直射入书房，向着玉衡身上射来。这

也古怪，那雷火一到玉衡身旁便灭。如是者约有半个时辰，那雷声渐渐退去，

火光亦熄。玉衡不胜惊惶，随走开书案。此时天气复亮，雨止雷收。只见那

怪兽从案下出来，向着玉衡作叩首之状。玉衡明知其故，乃叱之去。那物出

了书房，不向外边，却往里面去了。玉衡诚恐夫人受惊，随即跟进，方至内堂，

就不见了。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属怪诞，隐而不言。

未及半月，夫人竟然癸水不至。初时尤以为年老当止，三五月间，不觉腹

中隆然矣，此际方知缪氏怀孕。玉衡大喜，对缪氏道: “天庇善人，今日信否?”

缪氏亦笑道: “此乃相公福德所至，妾藉有赖矣。”玉衡道: “凡人好善，天必佑

之。况夫人贞淑贤德，幽闲婉静，不才亦拳拳好善，感格上天，怜于海氏，待赐

麟儿矣! ”从此心中欢喜，更勇于为善。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不觉将近十月，胎期满足，早晚就要分娩。海公预

早雇了乳母、稳婆，在家伺候。

一夜，海公方才合眼睡熟，忽见三人身穿青衣，手持金节，向前揖曰: “奉

玉帝敕，赐你一子，你其善视之! ”旋有人拥一怪兽人。海公见其与前次避雷

之兽无异，便问道: “既蒙玉帝赐子，怎么将这兽物带来?”持金节者笑道: “你

那里知道，此乃五指山之豸兽也，性直而喜啖猛虎，卫弱鸟，在山修炼七百余

年，数当遭劫，故彼曾避于君家书案之下。君乃善人，神鬼所钦，故雷火不敢

近君，即回复玉旨，此兽因君得免其劫。然上天有制，凡羽毛苦修，性未驯善，

不遭雷劫，即当过胎出世，先成人形，后归正果。今上帝怜你行善有功，故特

赐与你为之。日后光大海氏门户者，诚此子也。”说毕，将那兽推到内堂去了。

忽听得霹雷一声，玉衡吃了一惊，不觉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忽见丫鬟来报:

“夫人产下一位小相公! ”玉衡闻言大喜，正应梦中之事。急急来到房中，见婴

儿已经断脐，包裹停当。玉衡持烛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

不言。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调养，吩咐丫鬟们小心服侍。三朝洗儿，弥月请酒，

自不必说。乃取名海瑞，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玉衡因有了儿子，万事俱足，遂飘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真是

置之度外。正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海公无事，以儿为乐，或到名山

胜境去游玩，也觉优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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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易过，又是几年。海瑞已经七岁，虽在孩提之中，性至孝友，更兼资

质聪明，耿直无私。每与邻儿共游，饮食之物，必要公同分食。若有多取者，

瑞必詈之。玉衡教他读书，过目辄能成诵。又过了三年，海瑞年已十岁。无

书不读，诗词歌赋，靡有不通。是年玉衡一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绝，夫人亦痛

哭不已。瑞痛父身亡，未能尽子道，意欲结庐于墓侧，少展孝思。夫人劝阻

曰: “你虽性至孝顺，但你年纪幼稚，郊外无靖，倘有不测，我何赖焉? 此欲尽

孝而反增不孝也。”瑞闻母谕遂止，在家守制。夫人便昼夜令他诵读，虽夏暑

不辍。

未几服满，瑞年已十三。或有劝瑞应童子试者，瑞对曰: “我年尚幼，经史

未通，若出应试，必被人笑，徒费笔墨。不如闭门苦读，待我淹贯了，然后去也

未为迟。”夫人闻瑞在外答友之言，私喜曰: “此儿不务矜浮，日后必有实学。”

于是更加约束，母子二人，切磋严如师弟一般。

瑞性傲好菊，不喜趋承。尝有《品菊》诗曰:

绕篱一二费平章，五色迷离满径香。

晚节岂容分上下，蓬门毕竟育低昂。

范村谱订名多误，郦水空传种最良。

欲向澹中寻更澹，鬓丝愁落满头霜。

《伴菊》诗云:

柴门重闻日悠悠，愿向闲花稳卧游。

俗骨不堪同入梦，芳心曾许独探幽。

性情淡处常相对，清冷香中过此秋。

莫遣风仙借婢职，夜深墙角已低头。

夫人见其诗雅淡，知瑞他日晚节独坚，必为一代忠臣者，尝谓之曰: “你终

日读书，不求闻达，究有何益哉?”瑞曰: “儿苦读书，非不欲进取。但念母亲年

届喜惧，儿恐一旦成名，就要远离膝下，故此忍隐，不欲为母亲忧也。”夫人怒

曰: “为人子者，不欲扬名显亲，岂欲我死后你方进取耶? 马鬣虽封，铭旌七

尺，我亦不得亲见也! ”瑞闻母怒，跪而慰之，谢罪不迭，夫人怒始稍息。瑞从

此益励诗书，以图进取。

次年学院按临，瑞便出应试，果掇芹香。夫人喜曰: “你得一衿，我死瞑目

矣。”簪笑同庠诸友劝同赴省，以夺秋魁。瑞每以母在家无人侍奉终日，不欲

行。及至其母听了瑞答友之言，遂勉之曰: “你每以我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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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相离左右。但功名大事，我尚强健，你可前去，不必挂念。”瑞见母如此吩

咐，不敢有违，遂打点行李，会齐诸友，望着海康而去。

到了雷州，舍舟登岸赶路。一夜，月明风轻，瑞在旅店里睡不着，偶步园

中。时已三更向后，店中诸客俱已熟睡。仰望星斗满天，万籁俱寂。忽闻有

人说道: “昨夜前村张家祭鬼，我们正好前去寻些饮食，偏偏又碰着这位海少

保在此。土地爷好没来由，却要派我们在此伺候，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好不

教人忿气呢! ”一人道: “你莫怨他，他乃是一方之主，你我都是受他管的，怎么

不听使令? 这是应该的，不必多说。恐怕这老儿听见了，又要责罚呢。”一人

道: “怕什么? 此老太不公道，但是有得奉承他的，便由人去横行滋扰;若是我

等穷鬼，他便专以此劳苦的事来派着呢! ”一人道: “你且说他怎的不公平呢?”

那人道: “即此张家一事，就可见其不公矣。张家的女儿，昨因上墓拜扫，遇了

这个王小三，在路上撞见了。欺她孤儿寡妇，随就跟了回去，作起祟来。她家

好不惊慌，不知被他弄了饮食。那日，张寡妇到此老儿处祷告，求他驱除。这

老儿初时甚怒，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庙，说什么要打、要罚他。后来王小三慌

了，即忙应许了些金帛。这老儿便喜欢到极处，不但不责罚他，反助纣为虐，

任他肆扰呢! ”一人道: “怪不得张家今夜大设饮食，他便安安稳稳的前去受

领，却遣我们在此伺候这海少保呢。”一人道: “怪不得你说他。”海瑞听得明

白，才知是鬼在此议论，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份，不觉咳嗽一声，倏而寂然，

海瑞亦回房中安息，自思土地亦受鬼贿，心中大怒。

至天明起来，梳洗了，诸友便要起程。海瑞道: “且慢着。今日有一奇事，

待我弄来你们看看。”诸友不解其故，忙问道: “荒郊野店，有什么奇事? 不如

莫管闲事，赶路要紧呢! ”海瑞道: “列位有所不知。这里有一张家，她是个寡

妇，有一女儿，被野鬼王小三作祟，大索祭祀。本坊土地反与鬼通同扰搅，你

道奇么?”诸友问道: “你怎的知道?”海瑞便将夜闻鬼言备细告知，但不说鬼称

自己是少保。诸友听了，各各惊异。况且都是少年，未免好事，各人都怂恿海

瑞，要看他怎么处置那土地。海瑞便向店主人问明，哪里是土地庙并张家的

住址。用了早饭，便望着那土地庙而来。正是:

正气能驱魅，无私可服神。

毕竟海公到了那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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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石上旧姻缘，萍生朱陈百载坚。

信是嫦娥先有意，广寒已赠一枝先。

却说海瑞在旅店，因前夜闻得众鬼说那土地不公，纵容野鬼王小三在张

家搅扰，图其祭祀饮食的话，遂忙用早膳，携着诸友，取路先来至那土地庙。

只见那庙是靠着路旁的，高不满三尺，阔才二尺，上塑神像。惟是香烟冷

落，庙内的蛛丝张满。有一张尺余高的桌案，尘积寸许。众人见了，不觉大笑

曰: “如此荒凉冷落，怪不得他要收受贿赂。不然，十载都没有一炷香呢! ”

海瑞听了，不胜大怒，便指着那神像骂道: “何物邪神，胆敢凭陵作祟，肆

虐村民! 今日我海瑞却要与你分剖个是非。为神者，正直聪明，为民捍卫殃

难，赏善罚恶，庶不愧享受万民香烟。何乃不循天理，只顾贪婪! 既不能为民

造福，倒也罢了，怎么却与野鬼串通，魅人闺秀，走石扬砂，百般怪祟，唬吓妇

女，索诈楮帛祭食? 此上天所不容，人神所共愤。我海瑞生平忠正侠直，午夜

扪心，对天无愧，羞见这等野鬼邪神! ”遂以手指着，喝声: “还不服罪! ”说尚未

毕，那泥塑的神像，一声响亮，竟自跌将下来，打得个粉碎。众人见了，哈哈大

笑。内中一人道: “虽然土地不合，到底是个神像，今海兄如此冒渎，故神怒示

警，竟将本身显圣。海兄总当赔个不是才好呢! ”海瑞听了怒道: “你们亦是这

般胡涂! 怎么还不替我将这鸟庙拆了，反来左袒? 真是岂有此理! ”

众人看见海瑞作色，乃道: “海兄正直无私，即此鬼神，亦当钦服。如今既

已示辱于神，这就算了事。我们还是到张家去走遭，看是怎的。”海瑞道: “如

此才是正理呢。”一行人远离了土地庙，赶路望着张家村而来。话分两头，暂

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家村离大路不远，村中二百余家都是姓张的。那被魔的女子，就

是张寡妇的女儿，年方一十六岁，名唤宫花，生得如花似玉，知书识礼，又兼孝

顺。其父名张芝，曾举孝廉，出仕做过一任通判，后来因为倭寇作乱，死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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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人温氏，携着这位小姐，从十岁守节至今。事因三月清明，母女上山扫

墓。岂料中途遇上这野鬼王小三，欺她孤寡，跟随到家，欲求祭祀。是夜宫花

睡在床中，忽见一人，披发吐舌，向她索食。宫花吓得魂不附体，大喊起来。

那野鬼即便作祟，弄得宫花浑身发热，头目晕花，口中乱骂乱笑，唬得温夫人

不知所措。请医诊治，俱言无病，系为祟所侵。夫人慌了，想道，此病定是因

上坟而起。细细访之，始知路旁有一土地庙宇。想道: “山野坟墓之鬼，必为

土地所辖。”便具疏到土地庙中祷告，求神驱逐。祭毕回家，谁知宫花愈加狂

暴，口中乱骂道: “何物温氏，胆敢混向土地庙处告我么! 我是奉了玉旨救命

来的。只因你们旧日在任时，曾向天许过心愿，至今未酬。玉帝最怒的是欺

诳鬼神，故此特差我来索取。你若好好地设祭就罢，否则立取你等之命去见

玉帝呢! ”

温夫人听了，自思往时自己却不曾许过什么心愿。女儿年幼，是不必说

的，就是老爷在日，忠直居心，爱民若子，又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且平日不喜

求神许愿的，怎么说有这个旧愿? 自古道: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

小事，就祭祀与他，亦不费得什么大钱财，只要女儿病愈就是了。乃向宫花

道: “既是我家曾经许愿，年深日久，一旦忘了，故劳尊神降临。今知罪咎，即

择吉日，虔具祭仪酬还。伏乞尊神释放小女元神复体，则氏合家顶祝于无既

矣。”只见宫花点头应道: “你们既知罪戾也罢。后日黄道良辰，至晚可具楮镪

品物，还愿罢了。”温氏唯唯答应。

至期，即吩咐家人，买备祭品香烛之类。到了点烛的时候，虔诚拜祭一

番。只见那宫花便作喜悦色，说道: “虽道具祭，只是太薄歉了，可再具丰盛的

来。明日三更，我即复旨去也。”温氏又只得应承。这一夜，宫花却也略见安

静些。

次日，夫人正要吩咐家人再去备办祭品，只见宫花双眉紧皱，十分惊慌的

模样，在床上蹲伏不安，口中喃喃，不知何语。夫人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家人

来说道: “外面有一位秀才，自称海瑞，能驱邪逐魅。路过于此，知我家小姐中

了邪魔，如今要来收妖呢! ”夫人听了，半信半疑，只得令家人请进。

少顷，海瑞领着那几个朋友，一齐来到大厅，两旁坐下。温夫人出来见了

众人。见过了礼，便问道: “哪一位是海秀才呢?”众人便指着海瑞道: “这位便

是。”温夫人便将海瑞一看，只见他年纪最轻，心中有几分不信，便问道: “海相

公有甚么妙术，能驱妖魅? 何以知道小女着祟? 请道其详。”海瑞道: “因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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