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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喻经》
◎ 计 纬

《百喻经》，是一本鲁迅先生喜爱的书。围绕着
阅读此书及相关版本情况，在此与各位分享。

这部书产生于六朝时代，距今已有1500年左
右的历史。只是以前一直收在大部头的经藏之
中，不怎么显赫，直到1914年鲁迅先生为其母亲
花甲祝寿施银，请金陵刻经处雕版，《百喻经》才
进入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百年来不断地为读书人
所瞩目。

《百喻经》，鲁迅视它为寓言。寓言、故事，是世
界各古老民族都有的，是民间文艺的源头。

鲁迅刊刻《百喻经》看似随意，实则体现其独具
的慧眼。整部书号称由一百个（实际98个）相对独
立的短篇小故事组成，故事之后，阐述经义，与《伊
索寓言》的形式相似，语言通俗，中等文化的人基本
能读懂，其内容蕴含了文学、哲学、民俗等领域的许
多真知灼见。

刻好的经分上下两卷，一薄册，中式双折页
纸五十六叶，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毛边纸刷印，
线装，末页印有刻经处的说明：“会稽周树人施洋
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共计二万一千另八十一
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元拨刻地藏经十轮
经”。由此，这部书经了鲁迅的手，竟成为了新文
学的新善本。

鲁迅对《百喻经》的喜爱很自然地影响到了周
围的朋友，文学青年王品青用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
将这书点校了一遍，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铅字排
印，穿心纸订，加仿雕版的栏界等格式，依然线装，
书名改为《痴华鬘》。书前有鲁迅于这年5月用文
言写就的一篇短序，语言简捷、纯正、刚劲。鲁迅明
确地说，这书就是古代寓言，古印度的寓言“如大林
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佛藏中经，以譬喻
为名者，亦可五六种，唯《百喻经》最有条贯，鲁等

“爱其设喻之妙”，而不喜欢其“教诫”，所以只保留
寓言本身，说理全部删去，又因为经末有题记：“尊
者僧伽那造作痴华鬘竟”，认为《痴华鬘》应为本书
的原名，故予以“回复”云。

到20世纪40年代末，更甚一步，“鲁门弟子”冯
雪峰，因为“喜欢这些尖锐犀利的寓言，认为也可以
重新推广而为我们所应用”，于是用白话文将这些
寓言故事重述一遍，题目重拟，文字“不免根据我个
人的见解和渗入我个人的情感，这样，这些故事的
气氛和面目已经和在《百喻经》里有些不同了……”

冯所据为“鲁刻本”，他在上海佛学书局买到的，其
时鲁迅已谢世十年多了。冯的文章先投给报社，后
整理一遍取名《百喻经故事》，上海作家书屋1949
年2月出一单行本。

50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发起“重印文学古
籍”，出了许多好书，其中就有《百喻经》。文字是根
据金陵刻经处的本子重排的，每页有栏有界，仿雕
版式直行，有断句，封面为传统的花卉连续图案，赭
色，左上方的墨笔书名，似是沈尹默先生的字迹。
书不厚，大32开本，设计得古雅大方，舒朗悦目，堪
称善本。

那原刻的一百本《百喻经》和北新后印的《痴
华鬘》，经数十年的战乱，如今说它稀如星凤也不
为过，就连后面的两种也不多见了。前二者，唐
弢各藏有一部，一为黄裳所赠，一为许钦源代购，
他在《晦庵书话》中一并介绍过，身后捐给现代文
学馆了。

这两部书我也有，当然不是原版原印。

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在刻经处残存的版片
中，居然发现了当年鲁迅施银镌刻的《百喻经》完
整版片，乃于1981年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重新刷印。书前加了当时在宗教、学术、艺术界都
德高望重的赵朴初“辛酉端节”撰就的《金陵刻经
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也是雕版印刷，共二叶，余
均仍其旧。在青岛湛山寺，我遇到了原版后印的
《百喻经》，封面瓷青纸，内页宣纸，堪称纸墨精
良。《痴华鬘》是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北新本，列
入该店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而印的“鲁迅作
序跋的著作选辑”系列，小32开薄薄的一册，文
字、栏界均缩小蓝印，封面亦影印，外面加了统一
印有鲁迅肖像的封套。

文学古籍本我也有幸遇到了一册，书品极
好。冯的“故事”本初版没见过，却买得一本1980
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简体字横排，
小32开，也还雅洁。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估计，
也是为纪念鲁迅100年诞辰而出的。那一年的纪
念活动搞得隆重，就连金陵书画社也“据一九一
四年秋鲁迅施款刊印金陵刻经处藏版原寸影印”
了一本《百喻经》，平装本，封面仿瓷青纸，印上了
赵朴初的题签，古雅可爱。唯书前的“出版说明”
有小疵，里面提到冯雪峰的《百喻经故事》，却把
它的出版说成“一九八○年，雪峰又据《百喻经》
中的寓言，译成白话，题名《百喻经故事》，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或者是那时还有顾虑，不敢提
新中国成立前，或者是没见到初版本吧，而冯雪
峰1976年就去世了。

有这几个版本，我就非常满足了，阅读、收藏都
适宜，闲来取书翻翻，一个个小故事，有的闪耀着智
慧之光，启人思考，有的像笑话，令人捧腹，总体上
说，文字浅显通俗，所以鲁迅倡印的两种都不加注
解，可是也还有个别的难解之处，如《以梨打破头
喻》，不免使人纳闷：“梨”能把人的头打破？难道古
印度的梨，异乎寻常地坚硬？好在后来我又遇到两
本书，这些疑问大都迎刃而解。

按出版顺序，荆三隆、邵之茜的《百喻经注释与
辨析》，1998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周绍良的《百
喻经译注》，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若按写
作顺序，则周著写于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之际，
要早于荆、邵。

周先生在敦煌学、红学、俗文学等领域都有

成就。周著以鲁迅刻本为底本，注释颇有一针见
血，金针度人之胜，有的条目实际上校勘、考证也
在其中了，比如我一直不解的那只能打破头的
梨，周先生说：“‘梨’疑当作‘黎’。《康熙字典?禾
部》黎字注引《六书正讹》云：‘黑木名’。或应作

‘藜’，同书草部藜字注引《尔雅翼》‘藜，茎叶似王
刍……又可为杖’。这里应作木杖领会。”您看，
这不就豁然明朗了？

荆著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的四卷本为
底本，注释略宽泛，每条经后有“辨析”，是以这个故
事为基础，联系佛学、文学、历史、民俗，乃至医药、
武术等学科，写出一些心得，重在对笔法的辨析，比
如经中“篇幅最长的比喻故事”《五百欢喜丸喻》，作
者析道：“结构上环环相因，层层推进，由妇厌夫到
奉命出使，从妇做毒饼到夜宿林中的因祸得福，进
而因势利导，享荣华于他乡，接着又语对旧臣，气压
众妒……一环紧扣一环，形成了全文故事情节的波
澜起伏，最后又由这种波澜的跌宕，带出文章境界
的自然转换，引出了喻譬佛理的议论生发，连用八
层比喻，一气呵成。全文用笔从容道来，开合有致，
显得游刃有余，并逐步渡渠过道，牵引读者进入觉
海慈航求证佛果的题旨”，颇能给人以启发。此书
任继愈题签，装帧等还好，周著则从封面到内页的
设计，包括某些字体的选用，都极不讲究，可惜了那
些内容。

撰此文后一年多，遇张友鸾先生的《古典编余
录》，其中有一篇《<百喻经>和“痴花鬘”》。张先生
认为，《百喻经》又名《痴花鬘》，可能源于《出曜经》
卷二十四“痴公主要取水泡做花鬘的那个寓言”。
大意是：一个国王很疼爱的痴公主，下雨时看见水
泡很喜欢，要国王叫匠人给她用水泡编一个花鬘。
国王说，那不能。公主就要寻死。国王没有法子，
只好找一些巧匠来，要他们想主意，若编不成水泡
花鬘及一齐杀头。那些匠人只好等死，有一个老匠
人说，我能，公主听了，亲自来看。老匠人请求公
主，说我会编花鬘，但不能辨识水泡的好丑，请公主
自己捞取水泡，交我来编。公主捞一个，灭一个，捞
了一天也没捞到一个水泡，只好废然作罢。这个故
事，题记提到了，却不见于正文。张先生怀疑可能
原来是选有的，后来刻漏了。现在的这个本子，上
卷寓言五十个，下卷四十八个，显然是少了两个，也
许“痴花鬘”正在少的那两则里面。

《百喻经》封面。

汉乐府名篇《上山采蘼芜》大部分以对话写
成。诗中的信息极尽简省，但却又相当具体，因此
赋予了文本丰富的解读路向——认为“故夫”始乱
终弃却又后悔者有之，认为二人分离本不自主而
是出于家长意志者有之，认为“故夫”因唯利是图
所以才留恋前妻者有之，甚至有人认为“蘼芜”在
古时被认为可使妇人多子，因此暗示着女子是因
无后被夫家所弃，但这一点却在后文中缺乏照应
……总之，诗的中心意指并不隐晦，但两人偶遇后
的简短对话却包含着深广的事件背景和情感背
景，正是这背景的主干乃至细节，让历代读者们歧
见迭出，众说纷纭。

我阅读这篇《上山采蘼芜》时，竟与读两千年
后美国作家海明威创作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
山》有莫名的相似感受。

我且将吴晓东教授在一部小说学著作中，对
《白象似的群山》的介绍与赏析摘录如下：

《白象似的群山》堪称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
经典……小说情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美国
男人同一个姑娘在一个西班牙小站等火车的时
候，男人设法说服姑娘去做一个小手术。是什么

手术小说没有直接交代，但有经验的读者能够猜
出是一次人工流产。

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男人和姑娘的对话构成
……运用的是很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
就像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
看到什么，没有叙事者主观的评论和解释，叙事者
是非全知的，小说是限制性叙事。叙事者知道的
几乎与读者一样多。

《白象似的群山》绝不是一篇道德小说，而是
一部情景化的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小说。在所有的
评论中，最有眼光的是昆德拉的解读。在汉译《被
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花了近十页的篇幅讨论
《白象似的群山》。他认为，在这个只有五页长的
短篇中，人们可以从对话出发想象无数的故事
……小说的情节得以多重地猜想下去。而人物性
格也同样有多重性……更重要的是小说人物对话
背后的主观动机是被隐藏着的。海明威省略了一
切说明性的提示，即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对话中
感受到对话的节奏、速度到底是快的还是慢的，语
调是讽刺的，还是温和的，也无法判断真正的心理
动机。

那么，我们关于《白象似的群山》的各种判断

和猜想，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昆德拉最后下
结论说：“隐藏在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后面，没
有任何一点是清楚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说和
那个美国男人所说的一样的话，任何一个女人也
都可以说和那个姑娘所说的一样的话。一个男人
爱一个女人或者不爱她，她撒谎或是诚实，他都可
以说同样的话。好像这出对话在这里从世界初创
之日起就等着有无数对男女去说，而与他们的个
人心理无任何关系。”可以说，这是一个可以多重
讲述的故事，可以一遍遍补充不同的前因后果进
行不同的阐释。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前因后果
将其演绎成许多不同的故事。

《白象似的群山》启示我们，小说自身的本质
界定或许正是与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性相吻合
的。小说发现的正是生活的初始境遇，正是大千
世界的相对性和丰富性。这里面有一种情境化的
美学可以总结。

汉代的乐府诗歌与20世纪的美国小说，二者
的时空距离可谓天荒地远。但正因如此，阅读两
部文本时产生的相似感受更让我感到惊异莫名。

我当然不相信汉代的乐府作者会故意演绎出

“多重可能性”，以此来展示“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
性”和“大千世界的相对性”。不过，当乐府作者秉
持着早期诗歌质朴的叙事性思路，努力将一段蕴
含着丰富背景的人物对话进行剪裁修正、以将其
安放入合乐演唱、字数齐整的诗歌体例和有限的
诗歌容量之中，其呈现出的阅读效果，与若干世代
之后地球另一侧的外国小说家刻意截取生活片段
并以极尽俭省的方式叙述从而形成的作品，确有
内在暗合的可能性。须知，这种相隔几千载、跨越
了半个地球的文本相似，本身就是“人类生存境遇
的丰富性”和“大千世界的相对性”的体现。更何
况，《上山采蘼芜》的现代色彩并非孤例，汉代乐府
中还有《十五从军征》这样充满戏剧张力和悲剧色
彩并透露着人生虚无等诡奇底色的作品。

别后又重逢，新人成旧人，本是诗歌的常见题
材之一。《上山采蘼芜》出现500年后，南朝诗人柳
恽也有一首题材相似的诗作。诗的时空背景换成
了春意正浓的江南水乡，对话者的心境依然朦胧
如雨，他们的情感背景却有了明确的指归。或许，
《上山采蘼芜》中曾流露出的神秘的现代气息已难
在后世的同题诗歌中复现，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古
典东方韵致的唯美与怅惘。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读汉乐府名篇《上山采蘼芜》

◎ 冯震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