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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野获编》的写作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胡梦飞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万历野获编》是明人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写成的一部笔记小说。该书

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有其鲜明的写作特点，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

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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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野获编》是明人笔记，作者为沈德符。该

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

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

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

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

和典故遗闻。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

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

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一、作者生平及内容简介

沈德符，《明史》无传，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德
符字景倩，一字虎臣，秀水人。”［１］７１８祖父沈启原，“字

道卿，嘉靖己 未 三 十 八 年（１５５９年）进 士，家 世 宦 以

赀雄里中。启原慷慨好施，嘉靖间邑有倭警乏军兴，

毅然捐千金佐之。居官廉谨，或有以私干谒者，立为

谢绝。与人 和 易，不 设 城 府，然 节 操 凛 不 可 夺。家

居，杜门不入城市，尝手一编，咿唔至丙夜，虽医药卜

筮之书，无不探讨，人称‘博物君子’”［２］１２。

沈德符生于明神宗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他自幼

随祖父、父亲居住在北京，富足的生活和世宦的家庭

背景为幼年的沈德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祖父

和父亲对书籍的喜爱和嗜学的传统也对他产生了深

远的影 响，朱 彝 尊 说 他“孝 廉 生 禀 异 志，日 读 一 寸

书”［３］５１５。同时，生活在明朝政治中心———北京的便

利条件也使沈德符自幼就能通过各种渠道听闻朝家

之事，成年之后，由于父祖的关系，他所结交的多为

卿士大夫，也有故家遗老，因此能够习闻前朝掌故，

制度沿革，加之德符好学博览，为他日后著书积累了

大量材料，也奠定了广博而扎实的基础。

沈德符于万 历 三 十 四 年（１６０６年）到 三 十 五 年

（１６０７年）间写成了《万历野获编》三十卷，万历四十

六年（１６１８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

为一书。明清的知名学者如钱谦益、朱彝尊、李慈铭

等对其评 价 都 比 较 高。钱 谦 益 认 为 沈 德 符 写 作 此

书，有着超出该书价值之上的意义，他说：“自王、李

之学盛行，吴 越 间 学 者 拾 其 残 沈，相 戒 不 读 唐 以 后

书，而景倩独近搜博览，其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故家

旧事，往往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家世仕宦，

习闻国家故 事，且 及 见 嘉 靖 以 来 名 人 献 老，讲 求 掌

故，网罗放失，将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官，惜其有志

而未逮也。”［４］６５７朱彝尊谓其：“事有左证，论无偏党，

明代野史，未 有 过 焉 者。”［３］５１５李 慈 铭 评 价 该 书：“综

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

切实，远出《笔麈》、《国榷》、《孤树裒谈》、《双槐岁抄》

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薮焉。”他认为，“此书

不特考据故事极为精核，其议论持平，绝无偏党，亦

明人说部所仅见也”［５］１１５０－１１５２。

二、《万历野获编》的写作特点

沈德符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治学风格决定了《万

历野获编》作为明代后期一部重要的私人笔记，有其

自身鲜明而显著的特点。
（一）取材广泛，内容丰富

《万历 野 获 编》的 取 材 十 分 广 泛。在 书 的 自 序

中，沈德符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

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

·４７·



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

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６］３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看 到 作 者 收 集 素 材 的 渠 道 不 仅 来 源 于 祖

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于与自己相交往的朋友，
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
搜集史料。

《万历野获编》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
外还有《补 遗》四 卷。三 十 卷 或 以 官，或 以 人，或 以

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

行。内容包括了明代的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

闻、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

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

方面。在人物方面，涉及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

佞幸、内外朝臣、文人仕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

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

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说《万历野获编》所
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二）治学严谨，严于考证

在写作《万历野获编》的过程中，沈德符对史料

的考证是很严格的，这也是他治学严谨的重要体现。
在卷二十三“妇女”门内的“妇人弓足”这一条中，沈

德符对妇人缠足作了考证，认为：“妇人缠足不知始

自何时，或云始于齐东昏，则以‘步步生莲’一语也。”
后来沈德符通过观看唐文皇长孙后绣履图，发现其

足与男子无异，再加上他的朋友陈眉公、姚叔祥等人

的证明以及唐高宗皇后武则天的画像，推测出“唐初

大抵俱然。惟大历中夏侯审咏被中睡鞋云：‘云裹蟾

钩落凤窝，玉郎沉醉也摩挲’。盖弓足始见此”［６］５９９。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民间女子选入宫廷以后，“即解去

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蹶之患，全与

民间初制不侔”。沈德符并没有轻信，当他在“隆冬

遇扫雪军士从内出，拾得宫婢敝履相示”，才开始相

信“其说不诬”［６］５９９。
与此类似的还有卷一“列朝一”门中的“建文君

出亡”，卷十三“礼部一”门中的“牙牌”条，卷二十四

“畿辅”门中的“煤山梳妆台”条等。
（三）发表评论，寓论于史

在论述史事中，夹杂着自己的看法与评论，是沈

德符《万历野获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万历野获

编》卷十二“户部”门“救荒”这一条中，沈德符记载，
嘉靖八年，因为连岁饥荒，大臣纷纷上书，“多献义仓

社会法”，“惟广东佥事林希元，上《救荒丛言》，言救

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之民便

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赈贷；有六急：曰

垂死贫民急 饘 粥，疾 病 贫 民 急 医 药，病 起 贫 民 急 汤

米，已死贫民急葬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

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粜籴，兴工作以助赈，贷牛

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禁抑

损，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

使。其纲有六：其目有二十三，皆参酌古法，体悉民

情。上嘉其 言，然 竟 不 行”［６］３１８－３１９。沈 德 符 评 论 说：
“大抵救荒无他法，惟上官悉心经画。希元之疏，真

荒政第一义，恨无人能举行耳。”［６］３１９

（四）揭露腐败，秉笔直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嘉 靖、万

历等几位皇帝更是长期不理朝政，宫廷生活腐败不

堪，揭露和批评皇帝和官员的腐败生活，成为《万历

野获编》的重要内容。《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门

内的“贺唁鸟兽文字”一条，记载了明代宫廷内部的

奢靡生活。嘉靖年间皇宫里死了一只狮猫，皇帝非

常痛惜，“为制金棺葬之万寿山之麓，又命在直诸老

为文，荐度超升，俱以题窘不能发挥。惟礼侍学士袁

炜文中有‘化 狮 成 龙’等 语，最 惬 圣 意，未 几 即 改 少

宰，升宗伯，加一品入内阁，只半年内事耳”［６］５４。另

外，补遗卷三“畿辅”门的“内府畜豹”条记载，“至嘉

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张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
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
岁租七百金，其实皆典守内臣侵牟。请量留勇士四

十人，余 还 营 差 操，仍 令 该 监 核 其 奸 利 以 报。’上 从

之”［６］８９９。沈德符评论说：“按内廷鸟兽之畜，所费不

赀，举一豹而他物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见虎豹之

槛者及牝牡 白 额 之 在 虎 城 者，不 可 枚 举，啗 大 官 之

奉，皆民之膏血也。”［６］８９９

在《万历 野 获 编》中 揭 露 统 治 阶 级 腐 败 的 有 很

多，除了上面这两条以外，还有卷六“内监”门的“陈

增之死”条，卷十七“兵部”门的“南京贡船”条，补遗

卷一“宫闱”门的“选江南女子”条等。
三、《万历野获编》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万历野获编》有如此鲜明的写作特点，
涉及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决定了其本身

重要的史料价值。《万历野获编》的史料价值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书 中 关 于 明 代 上 层 政 治 与 宫 廷 事 件 的 记

载，有些史 事 较《明 史》更 为 详 细，可 以 补 充 正 史 之

不足。
嘉靖年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那就是

宫女杨金英等谋杀皇帝事件。《明史·世宗纪》只有

简短的记载，“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诛端妃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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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宁嫔王氏于市”。《世宗实录》记载情节较详，文

中云：“丁酉，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伺上寝熟以绳

缢之，误为死结，得不殊有张金莲者知事不就，走告

皇后。后往救，获免。乃命太监张佐、高忠 捕 讯 之，
言金英与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
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亲行弑逆，宁嫔王氏

首谋，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张金莲事露

方告，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皆同谋者，诏

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宫婢肆逆”一条

中则详尽记述了此事，“嘉靖壬寅年，宫婢相结行弑，
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距上腹绞之，已垂

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

咯声，孝烈皇后率众人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时
上乍醒，未省人事，一时处分，尽出孝烈，其中不无平

日所憎，乘机滥入者。又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

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俱载实录中。故老相

传，曹 氏 为 上 所 嬖，孝 烈 妒 而 窜 入 之，实 不 与 逆

谋”［６］４６９。
对比《明史》与《明实录》，《万历野获编》关于嘉

靖年间“壬寅宫变”的记载更为详细，从中我们还可

以推出，这起由宫女发起的反抗斗争实际上最终演

变成了一场排除异己的宫廷阴谋。在《万历野获编》
中记载宫廷事件和上层政治生活的内容是最多的，
除这一条外，卷一“列朝一”门、卷二“列朝二”门、卷

三“宫闱”门，以及补遗卷一“列朝”门、“宫闱”门等，
都对明代宫廷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详细记载，具有重

要的史料价值。
（二）书中关于明代海外贸易、海运、漕运等经济

方面的记载，虽然内容较少，但史料价值很高。
如卷十二“户 部”门 中 的“西 北 水 田”、“西 北 水

利”两条，记载了明代朝臣徐孺东等人上书建议兴修

水利并在北方地区开垦水田，但由于京畿地区士绅

的反对而被迫终止的史事：“徐孺东之开水利，已渐

有绪。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南漕运之半’。
此语闻，而畿辅士绅大怖：‘是且加赋吾乡！’遂入王

御史（之栋）弹章，而水田之役遂辍。王为直隶宁晋

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后中原士夫，深为子孙

忧，恨入心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复兴此议，其

不掇奇祸幸矣。”［６］３２１这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由于京师

及北方地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使得南方尤其是江

南地区民众的经济负担日趋加重，部分江南籍官员

开始寻找解决江南重赋以及漕粮北运问题的办法，
由此产生了西北水利思想并落实于实践，这些记载

对于研究明代西北水利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极有价值

的史料。
《万历野获编》对有关经济生活的记载很少，这

是该书的一个不足之处。对经济生活的记载主要在

卷十二“户部”和补遗卷二“户部”这两门。
（三）书中还对明代士人与妇女的社会生活作了

介绍，对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史和民间社会风俗具有

重要意义。
如在卷二十三“妇女”门“女郎吟咏”一条中，沈

德符对金陵两位徐姓歌妓的诗词作了记载：“昔徐昌

谷纪金陵徐妓诗云：‘杨花厚处春云薄，清冷不胜单

夹衣。’以为清婉绝伦。余近又见金陵徐惊鸿奇友游

楚云：‘妾怨芳杨柳，横枝在吹楼。折来欲有寄，游子

在黄州。叶互参差影，花飞历乱愁。林梢窥破镜，何
日大刀头？’俱风雅可诵，然皆北里种也。今范长白

水部徐夫人，在芜关诸五言古诗，沉秀深厚，可追古

人。此闺秀非 可 他 拟，以 同 徐 姓 并 及。”［６］５９６从 中 我

们可以了解当时江南地区的歌妓们普遍具有较高的

文化素养以及当时江南开放的社会风气。
《万历野获编》对于文人士大夫和妇女社会生活

的记载，主 要 集 中 在 卷 十 二“吏 部 二”门，卷 二 十 三

“士人”、“妇女”、“妓女”门，补遗卷三“士人”、“妇女”
门等，在这几门中，沈德符论及了明代文人的穿着、
品性，还涉及明代上层贵妇、小妾、妓女等不同阶层

妇女的社会生活，为我们展示了明代士人和妇女社

会生活的生动画卷。
（四）书中有关西北边疆史地、西南土司制度以

及周边邻国的记载，可以加深我们对明代民族关系

和对外关系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在《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外国”门“西域记”这一

条中，沈德符记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等。
使西域还，西域诸国，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土鲁番、
失刺思、俺都淮等处，各遣使贡文豹西马方物。诚上

《使西 域 记》，所 历 凡 十 七 国，山 川 风 俗 物 产 悉 备

焉。”［６］７７１他把陈诚关于明代西域各国的记载全部收

录进《万历野获编》中，沈德符对陈诚出使西域所经

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情况的描述，可补《明史·
西域传》之不足。

《万历野获编》有关周边邻国和西南土司的记载

主要集中在卷三十“土司”门、“外国”门以及补遗卷

四“土司”门、“外国”门中，这些记载对研究明代中外

关系和西南土司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四、小结

《万历野获编》作为明代中后期一部重要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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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有其鲜明的写作特点，这是由作者本人的个人

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及其独特的治学风格造成的，也
是对当时社会大环境的一种反映。由于明代中后期

官修正史尤其是本朝史的编著并不甚成功，使得社

会上尤其在 知 识 分 子 阶 层 中 出 现 了 私 家 修 史 的 偏

好，《万历野获编》是沈德符编纂的私人笔记体史学

著作，其中大量有关宫廷事件和上层政治生活的记

载，对于后人编纂明史著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万历野获编》鲜明的写作特点决定了其具有重

要的史料价值。书中大量有关明代上层政治与宫廷

事件的记载，比《明史》中的相关记载更为详细，可以

补充正史之不足；书中对明代士人与妇女的社会生

活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代社会生活的风貌，
对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史和民间社会风俗都具有重要

意义；另外，书中还有许多有关西北边疆史地、西南

土司制度以及周边邻国的记载，可以加深我们对明

代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认识，这些都说明《万历野

获编》的 编 纂 是 相 当 成 功 的，具 有 相 当 高 的 史 料

价值。
当然，《万历野获编》也有其缺点和不足，例如，

书中有关经济生活的记载太少，在卷二十八中的“果
报”、“征梦”、“鬼怪”这几门中，记载了很多的妖魔、
鬼怪的事；在卷二十九“叛贼”门中，把当时的农民起

义领袖唐赛儿等人统统称为妖妇、妖人等，这是由作

者沈德符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这

只是《万历野获编》的一个侧面，我们要更多关注的

是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总之，《万 历 野 获 编》几 乎 涵 盖 了 明 代 政 治、经

济、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的全部内容，浓缩了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是明代众多文人笔记中的上乘之作，
具有鲜明的写作特点和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

明代历史尤 其 是 政 治 制 度 史 和 社 会 生 活 史 的 重 要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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