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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考论集》

内容概要

《水浒考论集》是李永祜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的结晶。李永祜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
长及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兼职北京《水浒》研究会会长等。主要著作有：主编《简明中国文学
史教程》、《奁史选注》、《元曲精品》，点校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参与选注《历代
文选》，参与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现代文学史等；整理、点校明清通俗小说多部。其中，
点校的新版《水浒传》，被学者评为“这是迄今为止百回本《水浒传》的一个最好的整理本。”此书
收录了他一生五十年来论著的精华。《宋江及其起义军几个关键问题的新探》、《〈水浒传〉杨志、
林冲本事新证》、《〈大宋宣和遗事〉的史料价值及问世年代探考》、《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
〉成书的贡献》、《〈水浒传〉点校本前言》、《〈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胡宗
宪与都察院本〈水浒传〉》等等。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水浒研究者、爱好者，这是一部必看
的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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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考论集》

作者简介

李永祜，1935年1月生，山东昌邑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至人
大中文系任教元明清文学。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及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兼职
北京《水浒》研究会会长等。主要著作有：主编《简明中国文学史教程》、《奁史选注》、《元曲精
品》，点校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参与选注《历代文选》，参与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
小说史、现代文学史等；整理、点校明清通俗小说多部，同时发表文史学术论文及评介、鉴赏文章共
六十余篇。其中，点校的新版《水浒传》，被学者评为“这是迄今为止百回本《水浒传》的一个最好
的整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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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考论集》

精彩书评

1、这部论文集当中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有人物部分、版本部分、成书部分等等，但大抵是考证部
分居多，也有少部分是属于鉴赏类型的。从总体上说这部书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考论详尽，这些作品
都是作者几十年多对《水浒传》研究的成果所在，因为时间跨度比较大，有的问题和看法也有不同的
见解，就本人所看的一些部分也有一些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本书每一个部分都能提供
一些新的思路以及看法。下面谈谈个人对这部书的一些浅要看法，因为本人只对版本问题比较感兴趣
，所以也就只针对于版本的几篇文章谈谈。首先是《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一文，此
文也提到了版本研究的限制，难以掌握大量的版本。文中虽然颇具考证，但是有不少推测之词，以及
值得商榷之处，如所言文待招诸公听《宋江》是在文征明青年，但据王齐洲先生考证是在文征明晚年
，此因理解错了钱功甫此人的身份。这样祖本的时限便大大的延后了。不过李先生后来又有文章对这
个问题进行商榷。此文考证出《水浒传》祖本的形态，明代前期已经出现、带有元代刻书者行业用语
、保存宋元话本体制。这几点可与孙楷第先生之文相对看，此文更多是旁证，孙文更多是内证。　　
此文认为嘉靖残本是郭勋本，所依据的证据是与《白乐天文集》《三国志通俗演义》《雍熙乐府》三
本郭勋所刻之书相比较，从用纸、字体、题署、版式行款、书板尺寸方面相比较。但是这些方面却被
马幼垣先生所否定。再说《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此文，此文我就只说一个小的细节
之处，马幼垣先生在《水浒论衡》和《二论》中将海外的几种本子命名为插增甲本和插增乙本，这种
命名是十分随意的，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命名跟他们的刊刻时间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李先生此文将插增
甲乙本，重新取名为插增本、种德书堂本是很有见地的，在未读此文之前我也是如此划分。这样也能
更好的去区别这两种本子。《水浒传》点校本前言一文因为撰写时间比较早，所以在版本方面还存在
一些漏洞，如藜光堂误作黎光堂，认为刘兴我本翻刻藜光堂本等等。最后谈下《京本忠义传》的断代
断性与版本研究一文，此文应该算的上是京本忠义传研究中集大成的一篇论文，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
系统的厘清、辨析工作。对每一项需要反驳的证据，都列举了大量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开始读过刘世
德先生的文章之后，我觉得考证的已经是十分的详尽了。但是读过李永祜先生之文后，我才发现此文
真的可以算是刘文的增强版，虽然最后得出的结论有一些跟刘文不太相同，但是大多数基本一致，而
论据论证却比刘文多出不少，细密不少。主要有《京本忠义传》并非成于元末明初，这个观点主要是
由刘冬、欧阳健、李骞三为先生提出的，文章通过“每”“将”以及简写字并非只用于元末明初、版
心“京本忠义传”之名可能仅是缩写、京本之名不可能出现在元末明初以及《京本忠义传》不具备宋
元话本小说的体制特征等证据进行辩驳。其次通过《忠义水浒传》的字体以及版式断定此残叶为建阳
刊本，通过版本的行款、字体、书口、书名位置与明代版本书口、书名位置的发展变化、删书的风气
、当时社会特定的商品经济意识等得出《京本忠义传》刊刻于明代嘉靖初年福建建阳。此条可以窥见
李先生版本学上深厚的功力，李先生早年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任职，一直做到馆长，所以对古
籍的判断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从此条的论证就可以窥见一二，各种时代的版式变化随手拈来。最后
从文本对话、描写、数字三个方面论证《京本忠义传》并非繁本，但是李先生认为此本同样不宜称为
简本，而应该称为过渡性删削本。这一点我表示不太同意，因为李先生的意见是因为删削的少，所以
不宜叫简本，以别于删的比较多的简本。首先一点删除了文字，就是简本了，不管是删了多少。其次
，现存的简本不代表所有的简本，在京本残叶和评林本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其间肯定还有其
他的本子，这个字数的删削也是慢慢的增加，不可能一下子就删除了那么多文字，如此一来那么删了
多少是过渡性删削本还是简本也就无从判定了。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刘世德先生的文章认为
忠义传残叶的小标题对之后《水浒传》的上图下文有启示作用，而李先生则认为上图下文早已存在，
不需要等着京本忠义传的出现才给予启示。此点则很难说，即使形式上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
回目上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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