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卷收錄作者有關泰山文化與《水滸傳》研究文章。分上、下編。上編考證泰山別稱「太行山」

以及泰山與太行山、華山互稱的歷史，破解了《大宋宣和遺事》等稱「太行山梁山泊」等千古

之謎，揭蔽泰山與水滸地相近、文化血脈相連的密切關係，以及這種聯繫對《水滸傳》《三國志

平話》《西遊記》《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多種文學作品的影響；下編探討自《水滸傳》作者、名

義、主旨到宋江、九天玄女、李逵、武松等人物形象，以及《水滸傳》中的儒家思想、「血腥描

寫」、茶事描寫等藝術特色多方面問題，提出《水滸傳》的主旨是「替天行道」，某些「血腥描

寫」也是寫「替天行道」，而不是「宣揚暴力」；《水滸傳》是「忠義」「護國」之書；以《水滸傳》

「李逵殺四虎」為例，通俗小說尚俗黜雅，有時是化雅為俗，從而通俗小說文本不免俗中有雅，

讀者必當「以雅觀俗」，有如漢儒治經的態度與方法閱讀理解；《水滸傳》所寫「八百里梁山水泊」

今雖大部淤沒，但是仍有「梁山泊遺存」。重大的問題，新穎的角度，別樣的解讀，第一次全面

溝通泰山與水滸文化，使二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是本卷突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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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論文、隨筆等約 200 篇。多種學術觀點在學界以至社會有一定影響。



 

 

－自序 1－ 

自  序 
 

 

 

 

 

 

本卷收入有關泰山文化與《水滸傳》的研究文章。雖然上編僅三篇，又

寫成幾乎最晚，但是自信解決了一個困惑學界已久的問題，即《大宋宣和遺

事》稱「太行山梁山泊」，《古今小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寫沈煉等一路北

上說「明日是濟寧府界上，過了府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濼」「到前途大行、

梁山等處」，都把太行山與梁山泊連在一起說。而現實中太行山與梁山泊相去

甚遠，從而「太行山梁山泊」就成了數百年未解之謎，有種種猜測，可惜都

錯了。現在由《試說泰山別稱「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說戲曲之讀誤》可

以證實，以上兩處引文和《水滸傳》第十六回中詩「休道西川蜀道險，須知

此是太行山」兩句詩中提到的「太行山」，實際是泰山在古代的別稱。由此進

一步揭開了泰山與《大宋宣和遺事》《水滸傳》《三國演義》《殘唐五代史演義》

乃至《西遊記》等關係的神秘面紗，成為泰山與《水滸傳》等研究的一個新

的角度，故有《明清小說與泰山文化》之作，並以之為本卷之首篇。 

下編諸文所討論的問題涉及幾十年來《水滸傳》研究中，除版本、續書

之外的多個重大問題。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形成個人的看法，一是傳為《水滸

傳》的作者施耐庵其人無考，或並無其人，或僅為一粗糙底本的創始者而無

如羅貫中之重要，羅貫中才是《水滸傳》的作者或最具代表性作者。這一觀

點雖未作重點論述，但已體現在本書論《水滸傳》只講羅貫中而不提「施耐

庵」的表達了；二是《水滸傳》取名《詩經‧大雅‧綿》，有比「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論語‧泰伯》）之義，故稱「忠義」。

這與王利器、羅爾綱等先生的看法迥然不同；三是《水滸傳》的主旨是「替

天行道」；四是《水滸傳》是一部寫百零八個「妖魔」轉世歷劫的「新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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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 

一部託於「石碣天文」的「石碣記」；五是《水滸傳》中的某些「血腥描寫」

與其作為一部「新神話」寫宋江等由「魔」而「替天行道」有關；以及有關

題材、手法等藝術上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與討論或都有些新意，但

是不是已經很好地解決了，或者竟是偏頗甚至錯誤的，都請讀者專家指教。 

山東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劉銘博士參與本卷文字校正，特此致謝！ 

杜貴晨 

二○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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