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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除了唐诗、宋词中一些广为流传的篇章外，在当代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得
数小说。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品牌外，读者群较
大的还有“二言三拍”、《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与小说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
相反，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则有一种向繁琐化考证和形而上的理论方向发展的倾向。如何在学者的案
头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大众化阅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
方向。

    《水浒》一书涵蕴丰盛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而几百年来出于各种动机的误读亦不少。本书的重点
在于把古今的有关欺人之谈戮破，还广大读者《水浒》的真相原貌，是重读《水浒》，了解其演化过
程的宝贵的参考资料。

Page 2



《漫说水浒》

书籍目录

一、“水”边话题哪一种《水浒》施耐庵的真假有无连环马及江州劫法场八十万禁军教头休书的文化
功底好汉故事背后后的历史淮南大盗宋江大名府的奥秘朱元璋的身影和无明之际的故事二、匪魂话题
（上）四海之内皆兄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混乱的侠义观快意恩仇劫富济贫三、匪魂话题（下）失语
的众生三打祝家庄的背后活割黄文炳馀论四、祸水话题妖女与魔女扈三娘的婚事与座次李逵的愤怒祸
观的由来五、金银话题郭大路的问题好汉爱金银仗义疏财黑道攫财鬼推磨市井人生六、酒肉话题成仇
喝酒，大块吃肉酒肉的意义消失了大块儿肉七、“奸雄”话题大分裂宋江话晃盖柴进的素质柴家庄园
的一幕骆驼卢俊义地窖之门上山一日奸雄本色⋯⋯八 好汉话题后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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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精彩短评

1、书是好书，但不能当作原创性的学术性著作，因为其中重要观点大部分来自马幼垣《水浒论衡》
《水浒二论》，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更名为《水浒传：怎样的强
盗书》），以及其他论文。好在作者在后记中均已指明出处，不算抄袭。
2、前面像是一篇口语化的文献综述，最后一章是自己写的了，却失去了前面的灵气。
3、　　古代的名著们是累代众人的补充，明代刻书的肆意篡改尤其有意思。宋元说唱艺术是先河，
联想到扬州评话的武十回等。
　　
　　这本书写的挺有料的。
4、说书体清理《水浒》的“水内线”和“水外线”，非常好看。水浒的价值观念很狭隘市井又残忍
，现在已经很难读下去了，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些观念，倒是很爱看，特别下饭下零食，养成了梁山好
汉般的食量。
5、写的不错，长学问。
6、又一本《水浒》解读！在下越发觉着，今人今观点读《水》，必须“纵横交并”，单从《水》中
窥《水》已然难发妙论。几近每本《水浒》解读皆不离《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看来人瑞
先生诚可谓“水学”上之大宗师耳！其书不可不读！
7、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8、两位作者对水浒的理解很“正”，很对我的路子。在小书界中这样思路清晰、语言顺达之作想必
也是佼佼者，非常适合欲对水浒做更进一步了解的入门者读。
9、幽默。读这类所谓名著“导读”，最怕死板不通人情。陈教授此书可谓举重若轻的优秀典型！
10、以现代观点读水浒让人有一种明在梦中，却仍要挣扎出梦的感觉。
11、此书语言功力非一般作家可比。识见中肯，评论到位，最见学者严谨之态度。最可贵者，作者性
情中人，一腔热血，又不偏激，读之使人感到温暖和力量。
12、好书,好系列!将本系列集全就更有价值了.
13、写的痛快！
14、端正又亲切。
15、较全面，能代表主流意见
16、本书最有启发性的观点---水浒中的侠义精神,其核心就是快意恩仇.而所谓快意恩仇,无非就是是非
黑白以一己恩怨为转移.寥寥数笔,写尽了投机者,游民,草莽,写尽了金庸笔下的"大侠",也写尽了像李敖这
种疯狗的特性与面貌.
17、彼はこの本を読んだときに高校を卒業し、私は非常に興味深い感じ。再び10年以上が経過した
後に、小説はまだ非常に正確な把握を感じます。
18、很棒的小书，启发很大
19、白水师
20、前段时间看三联水浒专题中孙哥的《洗白水浒》专访，于是找出这本细读，见解的确不凡，可惜
都短小，还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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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精彩书评

1、古代的名著们是累代众人的补充，明代刻书的肆意篡改尤其有意思。宋元说唱艺术是先河，联想
到扬州评话的武十回等。这本书写的挺有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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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章节试读

1、《漫说水浒》的笔记-第9页

        作者是南方人。
证据：一、气象节令方面，梁山十年不冻；二、地理描写，对北方之大名府、东京、江州、华州、渭
州等判断极不科学，对江南地理的描写却很准确，如征方腊一段。

2、《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38页

        若与刘邦相比，宋江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流氓，坏就坏在他“自幼曾攻经史”，忠孝一念尚
未完全消除，还念念不忘的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于是要一刀一枪边庭立功。⋯⋯他的矛盾人格使
他无可规避悲剧的宿命，最后经史教育形成的超我压服了强人的本我，追求不朽的愿望战胜了追求自
由的意志。他接受了招安，无怨无悔地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完成了水浒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宋江的一
生。

3、《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1页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
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是非观混乱，立场摇摆。梁山好汉乃至许多中国人的侠义观、道德观
——重人情而无立场。）

所谓施恩义夺快活林、关公义释曹孟德之类的“义”从何说起？

答案很简单，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
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
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
”、“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
假”，如义父、义兄、义足、义肢等。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
”，至于结为义兄弟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
性也同样很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竣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
混世魔王。“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
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义”有“正、宜、善“之意，也有”假“这个意思。而水浒中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
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这种个人义气只是一种无原则的人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水浒世
界中，好汉的规则逻辑，与他们佯装反对的黑暗官场的规则逻辑，是惊人的同构的。”重人情而无立
场“，贪赃枉法的官场，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

4、《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7页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
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
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
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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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
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
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
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
？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
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
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
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
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
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
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我与某有仇，就必须手刃之，在此之前，谁都不能碰他。而在此之前，这个恶棍是否继续伤害到其
他人，则不是我会考虑的。这就是所谓快意恩仇的逻辑。金庸笔下的众多侠客，都是秉持类似“侠义
精神”的，没有是非原则的无耻之徒。这种“侠义”，武艺再高，威望再重，又有何用？长这么大，
所接触到的真正的“侠”，只有仙剑系列、古剑系列里的云天河、慕容紫英、百里屠苏、陵越、夏侯
瑾轩、谢沧行等是真的“侠”，这些人行走世间，甄别是非，究问天地义理，不以强弱断事，不以权
势屈理。这些“侠”，无一出自民间流行的武侠小说。）

5、《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2页

        （中国侠义精神（民间小说、武侠小说）的核心——快意恩仇）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
仇。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
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
；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
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

（好可怕。怂恿杨雄杀妻、征方腊为取船只胡乱把一家几口结果确实是石秀一生重大的污点。至于朱
仝面上忠于朝廷，暗中投机者，遭受如此悲惨的”报恩“，也算一种”恶有恶报“？）

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
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
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
，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
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
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
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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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
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
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
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
（像李敖之流，仅以私人恩怨，狂批国民党，无底线赞美gf，就是最鲜活不过的例证。李敖此人，就
最有这种快意恩仇的气质，而他确实也将“快意恩仇”用作书名）

6、《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05页

        强人文学的宣传策略。。。

7、《漫说水浒》的笔记-第41页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
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
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
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
　　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
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
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
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
且仁的。

（双重标准又是以“人情”作为准绳的。）

8、《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9页

        征方腊，是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战争的翻版。
润州即今镇江；毗陵郡即今常州；方貌即张士诚弟弟张士德。

9、《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46页

        李逵在水浒中的意义：“劫变”神学的人格化；本我的象征；不可或缺的宣泄功能；喜剧趣味。

10、《漫说水浒》的笔记-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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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
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
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
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
、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
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
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其实应该说清楚，梁山这个组织根本不算什么“起义”，更不是“农民起义”，其成员多是边缘胥
吏、犯罪游民、投降将领以及生意失败的小本商人。这样组成，哪有农民的气息？而劫富济贫这种假
话，更是在劫取生辰纲一事就完全戳破。）

11、《漫说水浒》的笔记-第22页

        闻一多曾称引英人威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
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威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水
浒》歌颂的就是压抑人生中的“匪魂”。

民众精神的三个重要层面：打抱不平、淋漓物欲、非理性破坏。

“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能够互相救助的自己人，或有可能加入自己的群体的游民的。换句话说
，就是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属于自己帮派人的。” ——王学泰

（不打不相识的前提是武艺高强，暴力十足。兄弟情的纽带就是临危相助，义利并行，这种精神就是
游民心态的充实写照。）

12、《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6页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
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
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
，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
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
，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
，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
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必须说，如果条件满足，杨志一定会回归官道，到边疆上一刀一枪，报效朝廷。但在我看来，历史
上的大环境不能假设，导致这个问题也不能假设。我十分喜欢十年砍柴的《闲说水浒》一书，该书从
宋时具体经济政治实况切入，以社会建制为归旨，分析水浒中的人与事。其中，十年砍柴分析梁山好
汉的阶层构成发现，好汉多半是犯事游民、边缘胥吏以及生意失败的小本商人。其中边缘胥吏一则，
就可包括杨志此人。宋时，上层如童贯高俅者庸常无能，但责权轻巧，所有公务，必须依托像宋江这
样的地方能吏。但这种关系却捆绑不平衡的责任，公务由能吏全包，若有功劳，则全归于上层；若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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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变故，上层则将所有责任推卸到胥吏身上，自己不背负任何责任。这种失衡的责任关系，形成了宋
江内心的苦闷与不忿，也形成了杨志失事后的恐惧与绝望。在这种失衡的责任关系中，杨志回去认错
，必被罪责压垮，绝无存活的可能。所以杨志前后两次失事，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逃跑，因为回去承
认错误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因此，杨志的命运，除了受到劫生辰纲贼人的左右之外，也受到宋时的
责任制设置的左右，此制不改，杨志不可能受到开恩，那么回归朝廷，不作草寇之说就无从谈起了。
）

13、《漫说水浒》的笔记-第81页

        祸水观的由来可能是“游民”观念。
游民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妻儿对他们非但没有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是成大事的累赘。他
们的价值观的一个有趣的例子（笑喷我了），记录在明成化年间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
四种》，如下。
刘关张桃园结义，为了做一番大事业，关羽张飞竟然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此时刘备为单身）。
张飞跑到关羽家里杀了关羽一家老小，同时关羽到张飞家里杀了张飞一家老小。
水浒中的例子，是秦明和卢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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