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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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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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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１　　　　

必读理由

《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是我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白话文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水浒传》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极其富有特色，当代文史学

家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并享誉

于世界各地，无愧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宏篇巨作之称谓。



水浒传

２　　　　
施耐庵像

施耐庵（公元１２９６年—公元１３７０年），本名彦端，字子

安，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１２９６年）生于海陵县白驹场（今

属江苏兴化、大丰两市）、明洪武三年（公元１３７０年）病逝于

淮安，享年７５岁。他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撰写的现实主

义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作者。

传说施耐庵是个贫苦船家的儿子，童年时随父到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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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岁入苏州浒墅关读书，１９岁中秀才，２８岁中举人。到京

城大都（今北京）会试，结果落第。因国子监司业刘本善的

推荐，到山东郓城县任训导，得以搜寻梁山泊宋江英雄遗

事，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元至顺年间，施耐庵中进

士，后曾在钱塘任官两年，由于与权贵不和，愤然悬印辞官

隐居，著《水浒传》以自遣。

施耐庵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元朝统治

者荒淫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

元帝国开始分崩离析。韩山童首先在中原揭竿而起，“石人

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接着，刘福通、朱元璋响应于皖

北，方国珍点火于福建，陈友谅起事于江西，真正到了狼烟

四起的地步。施耐庵的同乡张士诚也于元至正十三年（公

元１３５３年）在苏北草堰率盐民举起义旗，次年占据了高邮，

建国号周，自称诚王。以后他渡江南下，攻占了常熟、湖州、

松江、常州等地，到元至正十六年（公元１３５６年），张士诚定

都平江（今苏州），称吴王。

当时的起义领袖，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张士诚，为了自己

的事业，都曾礼贤下士，以笼络知识分子。张士诚甚至以厚

币招纳著名文士杨铁崖。许多抱着各种不同目的的知识分

子，纷纷投进了他们的怀抱。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甚至认

为：“适张氏据吴，东南之士，咸为之用。”施耐庵的朋友刘伯

温投奔了朱元璋，作了朱的谋士，施耐庵的另一些朋友如鲁

渊、刘亮则归张士诚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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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施耐庵自己及其门人罗贯中，也曾在张士诚手下作

幕僚。然而，张士诚却不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偏安一隅，

元至正十七年（公元１３５７年）降元之后，张氏集团的领导成

员生活上日渐骄奢淫逸，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就娶了七个

小老婆。张士诚不仅降元，而且反过来攻打安丰，杀死刘福

通，本来对张士诚抱有热切希望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失望，

觉得他难成大器，于是相继离去。好友鲁渊、刘亮离开吴中

时，施耐庵作《秋江送别》全曲相赠。

施耐庵也于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１３６３年）离开了张

士诚，隐居在今张家港市河阳山永庆寺和江阴市祝塘镇大

宅里一带，靠教书为生，并继续创作《水浒传》。公元１３６７
年，苏州城破，张士诚兵败，自缢于金陵。朱元璋在苏州一

带大肆搜捕张士诚的余部，施耐庵避祸江北，定居于白驹。

传说施耐庵因写了“倡乱之书”的《水浒传》而被关进刑部大

牢，晚年染病，流徙淮安一带活动。清道光二十四年，淮安

有人还能确指施耐庵的书斋，以及隔壁罗贯中的寓所。

《水浒传》一书的创作，根据传说记载，张士诚入吴时，

他已经写到四十五回；根据山东传说，从１４世纪２０年代就

已经开始创作。据《顾丹午笔记》，明洪武初年，刘伯温说施

耐庵其“著《水浒传》甫竣”，又说他的一生精力都耗尽在一

部书上了，看来《水浒传》的写作，前后经历了四十年之久。

终于在他贫病交加逝世前，基本完成了这部巨著。

施耐庵生前没有能出版发行这部小说。但在他写作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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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小说的稿本就陆续以手抄本的形式开始在社会上流

行。《水浒传》的印刷是在他死后近两个世纪才开始的。其

时，兴化有个进士宗臣，被朝廷派到福建任“提学参议”，负

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这时，罗贯中的后人便以“乡谊”之

名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经罗贯中修改过的《水浒传》付

梓，让军民闲暇时看看，以激励士气。得到宗臣的许可后，

才在福建坊间刻印出版。６００年来，《水浒传》不但风行海

内，而且流传世界。

今天，施耐庵陵园在今兴化市新垛乡施家桥村，仿施氏

故居（施氏宗祠）改建的施耐庵纪念馆在今天大丰市白驹镇

花家垛上。这正应验《水浒传》１２０回中所说的：“楚人怜其

忠义，葬在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内，建立祠堂，四时享祭”。

正是：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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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之窗

想一想

１．《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处元末明初之际的兵马乱

世，这为他创作这部巨著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条件。请你

谈谈施耐庵身世与《水浒传》创作的关系和影响。

２．“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是后人对施耐

庵的评价，你如何理解认识这个评价？

做一做

１．在历史上，小说创作的地位很低，在正史当中鲜有记

载，因此关于著作和作者的资料都少之又少，《水浒传》也不

例外。请你查找一些历史资料，了解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

２．上文提到了施耐庵因为“与权贵不和，愤然悬印辞官

隐居，著《水浒传》以自遣”，请你查找资料，结合资料谈谈自

己对这个观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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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

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

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

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

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

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

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

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

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

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
《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

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

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３６人），战斗力很强，在群

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

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公元１１１９年）至宣和三年（公元

１１２１年），前后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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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手稿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３６人故事，

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

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说的是

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

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

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

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

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

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

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

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

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

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

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

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

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

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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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个头领”，《遗事》只提到了３６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

写李逵位列第１４，燕青位列第２８，杂剧中李逵是第１３头

领，燕青是第１５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

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

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

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

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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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声

想一想

１．请你谈谈你对《水浒传》时代背景与成书过程的关

系，并说说自己的认识。

２．《水浒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小说，它是由作者在真

实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话本等素材，再加上自己的创

作而成的。请你谈谈你对此的理解和认识。

做一做

１．《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起义故事在宋史上确有其

事，请你查找有关史料，分析一下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与小说

中的有何异同之处。

２．了解一下宋朝的历史，用你自己的理解分析分析小

说中所描写的与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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