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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人郑振铎
点校、研究《水浒传》

福州人郑振铎在新中国成
立后的中国科学院曾同时担任
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首
任所长，在艺术学、文献学、民
俗学、编辑学、博物馆学、社会
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和
重大的建树。

早在1950年3月，他就发起
组织古典文艺整理委员会，邀请
名家学者参加。他自己亲自参
加校勘、整理、标点《水浒全传》
等，还写了学术性的序文。

郑振铎《水浒传》研究的重
要成果是对《水浒传》的诸多版
本进行了考证，基本厘正了它
们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

郑振铎认为《水浒传》版本
演变应当是和文本的演变基本
一致，分为七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南宋时期，《水浒传》就有
了“底本”，但这个本子“已绝不
可得见”。第二个阶段是元代
的“施本”（施耐庵），这个本子

“今也绝难得到”。他认为元代
的《水浒传》“已与今本相差不
远，或者今本之中有一种竟是
由元人底本演化而来的”。

第三阶段是元末明初的“罗
本”。罗贯中“依据施氏之作，重
为编次”，创作出了新的《水浒
传》，成为今后一切《水浒传》的
祖本，“罗氏这部书便是许多今
本《水浒传》之所从出。但罗书
今亦未得见，根据种种理由，略
可知其书的内容大概。又其一
部或全部的原文，似仍存在各种
简本《水浒传》中”。

第四阶段是嘉靖时期的
“郭本”（郭勋），它继承了罗本
的主体，插增了“征辽”部分，文
辞优美，成为《水浒传》“最完美
的一个本子，也是一切繁本《水
浒传》的祖本”。第五阶段是万
历时期的插增本，它们在罗贯
中原本《水浒传》基础上增加了
田虎、王庆故事，又将郭本“征
辽”故事删节并入，并仿照郭本
将罗氏原本分卷分则的格式变
为回目，从此“‘水浒故事’的演
变，至此始宣告完成”。第六阶
段是“杨本”（杨定见），它以郭
本为基础，通过“增定诗词”“校
订文字”以及插入改写的田虎、
王庆故事，最终形成“一部最完
备”的《水浒全传》。

最后一阶段是明末清初的
“金本”，是金圣叹在郭本基础上
通过腰斩七十回以后的文字形
成的一种新的《水浒传》版本，
并在后来几百年间风行一时。

N海都记者 宋晖 见习记者 吴雪薇

近日，有网民称“对中小学选此书内容做课
文深感不安，中小学不能给毒小说做推广宣传。

《水浒》毒害青少年，应从课文中清除……”。此
言一出，让《水浒传》冲上“热搜”（2月16日本报
A08版曾做报道《〈水浒〉咋成了“毒小说”？》）。

当然，这样的“评论”与“建议”，大可一笑了
之，但你可能没有想到：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之一的《水浒传》，其实有着诸多“福建元素”。

第一本《水浒传》在建阳刊刻？
《水浒》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但

直到元末明初，施耐庵才将故事整理成了小说，最早的
名字是《江湖豪客传》。施耐庵对书名并不满意，他的
学生罗贯中（注：有学者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弟子）
建议把书名改为《水浒传》。水浒，就是水边，既点明故
事发生地点，又含有“在野”的意思。据说，最早的刻本
就是在福建建阳刊刻的。

建阳当地也一直流传着建阳书肆出版《水浒传》的
故事：明初《水浒传》抄本传入宫廷，因所述官逼民反、
替天行道，朱元璋御批此书为“倡乱之书”，以至于无一
家书肆敢刊印。唯独建阳的书肆对禁令敢于视而不
见，率先刊刻《水浒传》。

建阳流传着刊刻前后生动的故事：施耐庵去世后，
罗贯中准备把《水浒传》刻印出来，可江浙一带书坊，没
有一家敢接受。当时建阳书坊刻书很有名气，罗贯中
便在建阳住下，但不久后染病离世。150多年后，一位
叫宗臣的人奉旨来到福建做提学副使，罗家后人拜见
了宗臣，请求准许刻印出版《水浒传》。宗臣阅后，不由
惊叹：如此巨著，尚流散民间，实乃我等官员之过。他
当即奏请朝廷，终将这部著作在坊间刻印问世。书中
忠义豪情的梁山好汉，迅速成为将士们崇拜的偶像，抗
倭斗志也被大大激发。

不论此说法靠不靠谱，但当时福建建阳确实推动
了《水浒传》的传播。福建师大文学院涂秀虹教授认
为，明代建阳的书坊规模发展至顶峰，共计230家书坊，
是全国各省书坊数最多的地区。明代建阳刊刻的小说
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
经典名著的刊刻与改编，这三部小说的明代刊本大多出
自建阳，这些版本是探讨祖本面貌、版本关系、小说艺术
发展过程等问题的重要依据，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另
一类是在经典名著影响下类型小说的编刊，建阳书坊多
是自编自刊，如《列国志传》《唐书志传》《南北宋志传》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开拓了列
国志、说唐、杨家将、说岳、包公等题材的创作。

建阳书坊出的《水浒传》，在版式上延续宋元经史
普及读物插图本的形式，以上图下文为主，以图释文，
这种版式跟小说的随文注释评点相结合，引导文化水
平不高的读者阅读，十分用心。

泉州人李贽第一个点评《水浒传》
向来登不上文学大雅之堂的小说，到了明代由于本

身已蔚为壮观，又经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提倡，终于渐次跻
身文学之林，倡导最力者首推福建泉州人李贽（号卓吾）。

李贽是第一位点评《水浒传》的评论家。他是明代
中期文人，明嘉靖年间中举，入仕后担任国子监博士等
职务。

在点评《水浒传》过程中，李贽重视分析人物性格和
故事情节，对于书中不合理的地方也直言不讳。比如他
十分认可对鲁智深、武松等人的塑造，这些人物非常成
功，人物的性格和做事方式十分贴合。点评不能“只赞美
不批评”，在不合理的地方，他会直接批注“扯淡”二字。

点评要有文采，突出趣味性，让点评的魅力丝毫不
弱于原著。他评“景阳冈武松打虎”说：“一幅打虎图，
活虎活人，俱在眼前。”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故事中，
又有“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等奇妙
情节，环环紧扣，李贽评：“情事都从绝处生出来，却无
一些做作之意，此文章承接入妙处。”

李贽点评《水浒传》的意义在于，历来文人只对经
史子集进行注疏，小说在古代文学中属于小众通俗作
品，能够有专业文人进行评点，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李贽不仅点评了《水浒传》，还评过《西游记》《西厢
记》《浣纱记》《拜月亭记》等。李贽的评点，本身具有很
高的理论和批评价值，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
末清初的批评家金圣叹就是其中一位。

漳州人林语堂
为赛珍珠“英译版《水浒传》”作序

1948年，福建漳州人林语堂在为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英译版《水浒传》第三版作序时
写下：“……在无辜的人被腐败的官员打入牢狱、官府
的繁文缛节和官员的贪污腐败使百姓难以通过法律伸
冤的时候，最能令人感觉心情振奋的事情莫过于看到
有人敢想敢做，足智多谋，强悍勇猛，就像是（美国）电
影演员加里·库珀和兰道夫·斯科特所扮演的好汉越狱
逃脱，然后凭借着机敏、计谋和超拔的体力像罗宾汉和
单枪匹马的德克萨斯警官那样解救无辜的人……”

林语堂是从国民性的角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
的经典名著《水浒传》，可谓另辟蹊径。

赛珍珠出生于美国，但在她出生后未满四个月便被
父母带到了中国，来到了江苏镇江。由于自幼便浸染在
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之下，同时又以异乡者的身份长期生
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赛珍珠自然能以双重文化视角来审
视她眼中的中国。她深知，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与
灿烂的文明，彼时的西方人却很难听到来自中国的声
音，于是决定将《水浒传》传播到西方。

赛珍珠耗费了五年时间将《水浒传》翻译为英文，
并将其命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书名取自《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是首个英文全译本《水浒传》，而且在海外流传最
广、影响最大。

1936年，41岁的林语堂离开故国，来到了太平洋
彼岸的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
别墅里。

林语堂和赛珍珠一起创作过剧本，还打算共同把
《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后因难度太大而改变初衷。林
语堂便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成了 70万字的
《京华烟云》，并立即把《京华烟云》完稿的消息打电报
告诉赛珍珠夫妇。赛珍珠在回电中盛赞林语堂说：

“你不知道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林语堂也因《京华
烟云》获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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