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卷分上、下編。上編主要探討泰山與《西遊記》關係，提出泰山是《西遊記》寫「花果山」

和「三界」的地理背景，或曰藍本、原型。「孫悟空是『泰山猴』」，以及略述古今載論中的孫悟

空崇祀，特別是泰山周邊孫悟空崇祀之俗等，開創《西遊記》的泰山文化背景和泰山文化的《西

遊記》影響研究，以及孫悟空崇祀之俗研究；下編主要是《西遊記》文本研究，在對「西遊」作

了主要是孫悟空的兩次「西遊」之新解的同時，提出「《西遊記》是『仙石記』」、其「三教歸一

歸於佛」「萬法歸一歸於心」，是一部「成佛之書」，以及「孫悟空」義即「心悟空」等。另有若

干考證和有關《西遊記》文本的數理批評，後者可與本文集第一卷諸文相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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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出版各類著作 19 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北京大學學報》《中

國人民大學學報》《復旦學報》《清華大學學報》《明清小說研究》《河北學刊》《學術研究》《齊魯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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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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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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分上、下兩編，上編是泰山與《西遊記》研究，下編是《西遊記》

作者、文本等研究。 

我自 2006 年才開始關注《西遊記》研究，但一時成為「網紅」。即本人

於 2006 年 1 月撰文並接受採訪提出《西遊記》寫「三界」的背景是泰山，泰

山傲來峰是《西遊記》「花果山」的原型等，經媒體報導成「泰山是花果山」

「孫悟空是泰山猴」之說，遂致一夜醒來，網上驚呼「杜悟空」。 

其實，論泰山與《西遊記》關係不始於本人，但自本人著論發表在《山

東社會科學》和《東嶽論叢》兩刊並經轉載，特別是有新媒體的推波助瀾，

全面主張發揚「孫悟空『籍貫』『故里』」泰山說和泰山是《西遊記》寫「三

界」背景說，泰山與《西遊記》關係才引起轟動性關注。從而本人除發表上

述兩文外，不得不有這件事情上的一些應酬如講座、報告之類。本卷上編的

文章就主要是這一階段形成的文字：一部分是為發表撰寫的論文，一部分由

有關講稿整理而成，內容互涉甚至重複的地方，今已不便調整，請讀者鑒諒；

下編諸文則是後來陸續寫成。這些文章多曾發表過，也有的寫完後為他事打

斷，未及時處理，遺忘在電腦文件中，至今第一次發表。 

我幼時家在泰山西南約百里，天氣晴好時，舉目遙見泰山金頂插天，每

感神秘，心懷敬懼。如今年望古稀矣，雖往事如煙，但能有這些研究泰山的

文字，揭示其與《西遊記》《水滸傳》等通俗小說名著之聯繫，為泰山文化，

同時也為西遊與水滸文化做一點貢獻，不能不說是人生的一大愉快。至於是

非得失，謹請同好批評指正。 

本卷曾經山東農業大學圖書館邱培君副研究館員文字校正，特此致謝！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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