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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巨著。
它经过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演说的长期流传，最后由
文人创编定型。这一论断由鲁迅、胡适、郑振铎于
“五四”时期提出，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
要展开对《水浒传》的文化研究，认识其精神价值取
向的多元性，就离不开对它“世代累积型”演化史的
梳理与还原。

《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聚义故事，历史上实有
其事。明末清初批评家金圣叹最早引《宋史纲》“淮
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及
《宋史目》“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
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等语揭示“水浒”故事的
史实根据。

除此之外，陆续发现与《水浒传》宋江聚义有
关的史料还有《东都事略》《十朝纲要》《三朝北盟
会编》《通鉴考异·北盟会编·童贯别传》《续资治
通鉴长编记事本末》等。特别是较晚发现的《五云赵
氏宗谱》卷十八载有李纲《赵忠简公言引录》一文，
其中称：“再议睦寇，则以寇贼攻寇贼，表宋江为先
锋，师以旬月，贼以俘献。”说明宋江的确曾去攻打
过方腊。只是这些材料都比较简单零散，可供作家加
工演绎的素材不多。

宋 江 本 事 大 约 发 生 在 北 宋 徽 宗 宣 和 （ 1 1 1 9 —
1125）年间，至南宋便在民间流行开来，并成为“说
话”艺人和民间里巷中的热门话题。

元末明初，水浒故事成为艺人说话、演唱的重要
内容。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一条所
记的说话目录来看，朴刀类有“青面兽”、杆棒类有
“花和尚”“武行者”、公案类有“石头孙立”。

无名氏《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已有了晁
盖劫取生辰纲、杨志落魄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
下书、宋江杀惜等情节，且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已基
本接近《水浒传》，它是现传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
本，已构成了《水浒传》的雏形。

在元明两代的杂剧里，还出现了一批水浒戏。据
查，这些戏曲今能见到的全本或残本有“黑旋风双献
功”“同乐院燕青博鱼”“梁山泊黑旋风负荆”“争
报恩三虎下山”“王矮虎大闹东平府”“豹子头和尚
还俗”等12种，另只见剧目不见剧文的有“折担儿武
松打虎”等22出。

从无名氏《大宋宣和遗事》到元、明杂剧，水
浒故事得到很大的丰富，同时宋江、晁盖、林冲、李
逵、燕青、杨志、鲁智深等重要人物已有完整、生动
的描绘，对梁山泊这一主要环境的描写也已比较接近

《水浒传》了。元、明两代的杂剧可以说是《水浒
传》成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总之，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
戏曲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创造，《水浒传》终
于在元末明初脱颖而出，由零星的历史记述逐渐滚动
演变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皇皇巨著。从它
累积、演化的实际情况，可以归结出如下创作特征。

其一，在材料来源上，《水浒传》的情节本身有
史书记载，但只是零星记述，掺杂在《宋史》诸纲目
及数量不多的野史中，作品依托不多，有民间传说的
补充。

水浒故事的民间演说呈发散性结构，主要在人
物单元上滚动膨胀，其内容具有横向发展性。“说水
浒”的逻辑框架是“七分虚构三分史实”，虚构压倒
史实。

其二，在创作取向上，《水浒传》艺术创作的流
向为平民化。《水浒传》是描绘英雄成长、奋斗、性
格、命运的传奇故事，它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有固
定的正史和丰富的史料作为创作的基础，因此并不拘
泥于文学的历史性本质，它坚持的是文学的传奇性本
质。

《水浒传》创作的来源主要是宋代以后的民间
故事，主要以宋元话本和戏曲为创作蓝本，并对相关
史载进行“由雅而俗”的改造 ，以向民间传说之世
俗性靠拢。比如，所有史载都称宋江为“盗贼”“巨
寇”，而在民间传说中宋江被逐渐塑造成“勇悍狂
侠”的江湖义士和“报国捷书”的民族英雄，显然
《水浒传》与精英化的《三国演义》不同，它代表了
平民化的价值取向。

其三，就经典化过程而论，《水浒传》的正史依
据虽然不够丰富，但因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文化
大家的竭力推介，它终于名列明代四大奇书，成为经
典作品。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的开山与
典范之作，内容广袤，思想繁富，故事精彩，构思奇
妙，引人入胜。它以民间义气改造了儒家的忠义，使
得民间文化精神的诗性散发出崇高和力量的美，对后
世的英雄传奇小说影响甚巨，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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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浒传》是一部经过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演说流传，由文人创编定型的“世代累积型”小说巨
著。它创作的主要来源是宋代以后的民间故事，具有平民化的价值取向。小说的内容广袤、思想繁富、故事精
彩，最终演变为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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