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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 对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当然是&$但在学界看来$赋予吴承
恩著作权的%铁证&还未出现$这桩延续了

!""

多年的公案或将继续' 而在%破案&过程中$考证作者的
方法论值得重视'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近日! 由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主办的 "

!"#$

#西游记 $高
端论坛 %! 邀请了来自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 &同济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的

%&

多
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研讨'西
游记$的思想&艺术与'西游记$

研究的最新进展(在论坛上!引
起最多交锋的话题! 是百回本
'西游记$的"身世之谜)***这
本名著与吴承恩之间! 到底有
没有关系+

三位致力于研究 '西游
记 $ 的学者***华东师范大
学中文系教授竺洪波 , 淮阴
师 范 学 院 文 学 院 教 授 蔡 铁
鹰 & '西游记 $ 研究者李天飞
对此态度不一 - 三人旁征博
引 !各执一词 -

关于 !铁证" 的争论

李天飞曾校注过中华书局
版的 #西游记 $! 该书封面上
写着 ./明0 吴承恩著)- 说到
这一署名! 把 '西游记$ 读了
一遍又一遍的李天飞却摇了摇
头1 "这真不好说- 作者是吴
承恩和不是吴承恩的比例! 我
认为各占

'&(

吧-) 李天飞说!

据他了解 ! 在研究 '西游记 $

的学者群体中! 他这样的 "骑
墙派) 并不在少数-

李天飞告诉记者! 学界无
法确信 '西游记$ 是吴承恩所
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缺乏明
确的证据- 如今! 学者们要探
讨 '西游记 $ 与吴承恩的关
系! 总会提到一点1 在明代天
启 '淮安府志$ 卷十九 '艺文
志$ 一 '淮贤文目$ 中! 有如
下著录 1 "吴承恩 1 '射阳
集 $ 四册

!

卷 2 '春秋列传
序$2 '西游记$()

可以说! 这是近百年来将
'西游记 $ 作者锁定为吴承恩
的主要证据( 但就是这条看似
.铁证 ) 的线索 ! 仍在论坛上
引起不小的争论! 主要围绕如
下三点1

首先! .疑吴派) 和 .骑
墙派 ) 认为 ! 这是一条孤证 !

不足以说明事实 ( 而 .挺吴

派) 则认为! '淮安府志$ 是
天启年间编写的! 距离吴承恩
生活年代并不遥远! 是值得信
服的材料 ( 根据蔡铁鹰的考
证! 在天启 '淮安府志$ 中有
'近代文苑 $一栏 !且只记录了
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吴承恩(

蔡铁鹰翻阅了正德 , 万历 ,天
启 ,乾隆 ,光绪五种版本的 '淮
安府志$!发现只有天启版中设
有这个栏目(而且!'近代文苑$

是这样描述吴承恩的1.复善谐
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

他认为!'淮安府志$ 乃官修志
书!每一条内容增删都有解释(

那时距吴承恩的后人修订其
'射阳先生存稿 $ 不久 ! 很可
能是时人受此影响特为撰写 (

.'近代文苑$ 的描述与 '淮贤
文目 $ 相互关联 ! 互为注脚 !

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搭配()

第二! .疑吴派) 和 .骑
墙派 ) 提出 ! 在这段著录中 !

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 '西游
记$ 是多少卷多少回! 又没有
说明这是什么性质的著作! 凭
什么断定吴承恩所作的 '西
游 记 $ 就 是 百 回 本 '西 游
记 $+ 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
授章培恒先生早在

#)*%

年就
在 '百回本 3西游记 4 是否
吴承恩所作 $ 一文中提出 !

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 '千顷
堂书目 $ 卷八史部 .舆地类 %

中有如下著录 1 吴承恩 '西
游记 $( 黄虞稷是一位很有学
问的目录学家! 如果他知道吴
承恩的 '西游记$ 是一部通俗
小说! .绝不会把它编入地理
类去 %( 对此 ! .挺吴派 % 认
为! 黄虞稷的藏书目录固然可
参考! 但 '千顷堂书目$ 篇幅
庞大! 前人已整理出的此书目
中误收误录的例子不在少数 (

那么! 谁能证明吴承恩的 '西
游记$ 不是其中一例+ .疑吴
派 % 和 .骑墙派 % 继而又提
出 ! 依据当时轻视小说的传
统 ! 如果 '西游记 $ 是小说 !

理应和吴承恩的另一本著作
'禹鼎志 $ 一样 ! 不被列进
'淮安府志$( .挺吴派% 却认
为 ! '禹鼎志 $ 没有被列入 !

可能是因为天启年间这本书尚
未刊刻或业已散佚( 另外! 没
有明文规定各地府志不能收录

小说戏曲! 就算有! 那 '西游
记$ 能被列入! 不正应了那句
.名震一时% 吗+

第三! .疑吴派% 和 .骑
墙派% 指出! 当年提出 '西游
记$ 作者是吴承恩时! 主要参
考了清代吴玉搢的 '山阳志
遗 $( 吴玉搢注意到 .书中多
吾乡方言! 其出淮人手无疑%!

考虑到吴承恩正是淮安府山阳
县人 /今江苏省淮安市 0! 似
乎可以对应起来( 然而! 书中
又有许多其他地区的方言! 何
以断定 .出淮人手无疑 %+ 关
于这个问题! 近年来一些语言
学家参与了研究! 认为 '西游
记 $ 里几百首韵语 /诗歌 0 !

押的都是方言韵! 在对照 '中
原音韵$ 并结合宋元明音韵的
变化后发现! 这些音韵的特征
都指向了一个结论***'西游
记 $ 作者只能是淮海地区人 (

于是 ! .疑吴派 % 和 .骑墙
派 % 又提出 ! 就算此书确实
.出淮人手 % ! 也无法证明此
.淮人% 就是吴承恩( 或者说!

吴承恩是写了本 '西游记 $ !

但百回本 '西游记$ 的作者却
是另一个 .淮人%( .挺吴派%

则认为! 结合 '西游记$ 的内
容与行文风格 ! 考察 '西游
记$ 作者的诸多因素! 当时满
足条件的 .淮人 % 只有号称
.淮海浪人% 的吴承恩(

为什么是吴承恩

要成为百回本 '西游记 $

的作者!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首先! 与会者一致认同作
者 .与藩王府有关 %( 竺洪波
认为! 作者要有一定的王府工
作, 生活经验! 这是考证 '西
游记$ 作者的首要前提( 这主
要基于世存最早的 '西游记 $

刻本明代万历二十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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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世德堂本 /下称世德堂
本0 上! 关于作者是谁! 陈元
之 '序$ 中写有三个 .或曰%1

.'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
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

或曰出八公之徒! 或曰出王自
制( %而这三个.或曰%其实是一
个指向***'西游记$的作者出

自王府(

#)$+

年! 在江苏省淮
安市农村发现了吴承恩的墓 !

棺盖上写的是 .荆府纪善射阳
吴公之柩 %( .荆府 % 指的是
荆宪王府! .纪善% 是明代亲
王属官名! 掌讲授之职 /正八
品 0( 这个物证的出现 ! 说明
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王府 !

且与文献记载一致(

据蔡铁鹰统计 ! '西游
记 $ 实际上有

+#

/或
+!

0 个
故事 ! 其中约

#&

个发生在人
间国度! 这其中又只有一个贤
明 的 国 王 ! 即 玉 华 国 国 王
/'西游记 $

**

至
)&

回 0( 这
个故事在百回本前的其他版本
'西游记 $ 中没有出现过 ! 属
于原创故事! 其部分细节能在
吴承恩的荆王府经历中找到对
应1 第一! 玉华王自称 .孤在
此城 ! 已有五代 %! .也颇有
个贤名在外%2 '明史$ 记载!

吴承恩所效劳的荆王恰是该家
族分封到蕲州的第五代! 史上
也有贤名 ( 第二 ! '西游记 $

里的玉华国作为诸侯国! 一会
儿被写作 .玉华州 %! 一会儿

被写作 .玉华县 %2 而荆王府
所在的湖北蕲州! 在明代时也
一会儿称州! 一会儿称县( 第
三 ! 现藏蕲春的 '荆藩家乘 $

中有一份蕲州朱氏族谱! 其中
.荆王宫殿考 % 载有七宫 ! 之
一即 .玉华宫 %! 或是 '西游
记 $ .玉华国 % 国名的由来 (

第四! '西游记$ 中描述玉华
王王府 .府门左右 ! 有长史
府 , 审理厅 , 典膳所 , 待客
馆 %! 据 '明史5职官志四 $ !

长史职位最高 /正五品 0! 审
理次之 /正六品 0! 其余均八
品以下2 '西游记$ 于王府十
余处部属中独挑出长史府, 审
理所, 典膳所! 且先后排列有
序 ! 可见作者了解王府建制 (

第五! 玉华国国王有三个小王
子! 且 .不摆驾! 不张盖) 地
拜孙悟空等为师2 吴承恩就任
荆府纪善时 ! 荆王也有三子 !

而纪善的主要职能即是担任王
子的教书先生! 由于是朝廷派
的职官! 不便接受拜师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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