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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铁鹰认为! 吴承恩与许多写
书人一样! 在故事的设计中保
留了自己的生活印记" #这个
故事是百回本中的一个原创故
事! 很完整! 足足占了两回文
字! 这个故事的这个作者就是
担任过荆府纪善的吴承恩"$

第二 ! 多数与会者认为 !

作者应是文人 % 但也有人提
出! 作者应是道教中人"

蔡铁鹰经过
!"

多年的考
订和田野调查 ! 撰成了

#$

万
字的 &吴承恩年谱' 和 &吴承
恩集 '! 其中 &吴承恩集 ' 辑
入了吴承恩全部存世诗词文
稿 ! 并做了系统的校订笺注 %

蔡铁鹰说( #我几乎读了吴承
恩存世的所有作品! 最大的感
觉是! 他的语言风格和 &西游
记' 的文风最为相近%$

对此 ! 李天飞有不同看
法 % 他引用天启 &淮安府志)

近代文苑 ' 对吴承恩的评价
#性敏而多慧 ! 博极群书 ! 为
诗文下笔立成 ! 清雅流丽 $ !

再对照 &西游记' 中的一些诗
词! 认为并没有体现出很高的
文学造诣% 比如! 他将吴承恩
给丁翥写的祝寿套曲! 与 &西
游记 ' 玉兔公主的 &喜会佳
姻' 相比! #仙凡立判! 吴承
恩就算发挥失常! 似乎也不至
于此$%

对此!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师范学院教授伍大福提
出!&西游记' 中之所以诗词水
平参差不齐!正是因为#作者是
文人 ! 才能用不同的笔法写
作$%蔡铁鹰表示! 李天飞考证
功夫扎实! 但评判一部书的作
者是谁! 要有全局眼光! #不
能拿微观案例做宏观结论$%

而后 ! 李天飞又提出 !

&西游记 ' 中有许多道教色彩
的内容! 讲的是道教故事! 这
与 &吴承恩集' 中体现出来的
知识兴趣并不吻合% 例如! 书
中多次引用全真教文集 &鸣鹤
余音' 中的段落! 全书隐然贯
穿着一条借 #金丹大道 $ 暗喻
取经过程的线索% 南开大学教
授陈洪也认为! &西游记' 在
成书过程中! 确实经历了一个
道教化的过程%

对此! 竺洪波指出! &西
游记' 本就是一本具有多元化
文化底蕴的书! 儒释道* 抑或
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
将 &西游记 ' 揽入独家彀中 %

蔡铁鹰则认为! 说吴承恩不懂
道教是一种主观猜想! 且作者
写到道士时态度不恭! #肯定
不能是道教中人 $ % 他推测 !

从唐代开始流传的 &西游记 '

故事! 约在明朝嘉靖初年被加
入了道教内容! 吴承恩在成书
时予以保留%

第三! 与会者提出!&西游

记' 作者应该对志怪小说感兴
趣!甚至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

蔡铁鹰表示! 在吴承恩的
&射阳先生存稿 ' 中有一篇
&禹鼎志序'! 说 #余幼年即好
奇闻 $! #迨于既壮 ! 旁求曲
致 ! 几贮满胸中矣 $! 于是作
&禹鼎志'% 序中还说( #国史
非余敢议! 野史氏其何让焉%$

他认为! 这种文学理念与人生
道义与 &西游记' 的写作异曲
同工%

李天飞指出! 同样是在这
篇序中! 提到 &玄怪录' &酉
阳杂俎' 对 &西游记' 产生了
影响! 而且 &西游记' 流传到
吴承恩的时代已数百年! #这
就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百回本
&西游记 ' 跟吴承恩有关 ! 那
么他对这本书的贡献到底有多
大! 足以被称为是作者吗+ 还
是他更多的是做文字上的改
定! 类似今天的责任编辑+$

百回本 &西游记' 是世代
累积型集体创作! 这一点与会
者们达成共识% 在吴承恩能否
被称为 #作者$ 问题上! 多数
人持肯定态度 % 蔡铁鹰认为 !

&西游记 ' 与 &水浒传 ' &三
国演义' 一样! 都是流传甚广
的传统故事! 而吴承恩* 施耐
庵 * 罗贯中之所以被认定是
#作者$! 不仅因为他们在平实
的民间故事中! 注入了斐然的
文采! 更重要的是! 增加了故
事的现实意义% 据他判断! 百
回本 &西游记' 中三分之一的
故事是由传说加工而成! 如沙
僧的形象 * 火焰山的故事等 ,

三分之一是将原本有梗概的故
事完整化! 如白骨精* 红孩儿
的故事等, 还有三分之一是原
创作品! 如玉华国故事等%

-我认为 ! 关于 &西游
记 ' 作者的讨论在

$"

年前就
应该结束了 %$ 蔡铁鹰说 ! 当
年章培恒先生论文中提出的疑
问 ! 在之后

%"

多年的论辩中
都得到了解答! 而目前所谓的
质疑! 多为臆想推论! 称不上
是证据! -如果要推翻吴承恩
是百回本的作者! 那至少回答
下面问题中的一个( 第一! 作
者是谁+ 第二! 吴承恩的 &西
游记' 写了什么+$

当然! -疑吴派$ 和 -骑
墙派$ 对此并不完全认同% 在
他们看来! 在反驳当年章先生
质疑的证据中! 很多也是带着
-作者是吴承恩 $ 的观念进行
推演! 论证过程也是提出另一
种假设和可能性! 缺乏真正的
-铁证$%

那么! &西游记' 的作者
是吴承恩这一观点! 最早是谁
提出来的+ 长期以来! 为什么
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呢+

竺洪波表示! 清代就有人
提出这个观点! 但真正对后世
产生影响的! 是 -五四$ 时期

鲁迅和胡适的考证% 二位先生
在清人纪昀 * 钱大昕及吴玉
搢* 丁宴* 阮葵生等人的考辨
基础上! 爬梳史料得出了这个
结论 % 尽管章培恒先生指出 !

-他们的考证并不是极其周密
的 $! 但由于二者的地位 ! 舆
论风向就此形成%

%&!"

年代!

首次出现了署名为 -吴承恩
作 $ 的铅印本 &西游记 '% 上
世纪

$"

年代 ! 郑振铎 * 孙楷
第* 赵景深* 刘修业等学者又
不断进行引证* 申述! -吴著
说$ 几乎成了学界共识% 在近
世刊行的百回本 &西游记 '

上 ! 作者署名几乎都是吴承
恩 %

%&'#

年版电视剧 &西游
记 ' 片头打上了 -吴承恩原
著 $! 使得这一观念更加深入
人心%

邱处机 ! 李春芳的

"提名# 漏洞

就热门候选人的-提名$顺序
先后来说!吴承恩并非第一个%

明代梓行的 &西游记 '

百回本小说 ! 多沿用万历二
十年世德堂本惯例! 署 -华阳
洞天主人校 $ ! 告作者佚名 %

至于佚名的原因! 竺洪波认为
有二( 一是当时小说属于不登
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 ! 作者
不愿署名, 二是 &西游记' 内
容广袤 ! 其中不乏讽刺 -今
上$ 和时政等敏感话题! 书商
不敢署名%

到了清代! 第一个热门候
选人出现了.//-全真七子 $

之一的元初道士邱处机 0邱本
作丘! 因讳孔子改12

竺洪波说 ! 其实早在明
代 ! 道教徒伍守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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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在 &天仙正理 ' 卷
下写道 -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
&西游记 '$! 但这一说法并未
在刊印本上得到体现3 到了清
朝康熙年间! 道教徒汪澹漪刻
成了 &西游记' 评点本 &西游

证道书 '! 在卷首放了篇号称
元代大文豪虞集写的 &西游记
原序 '! 内有 -此国初长春真
君所纂 &西游记 ' 也 $! 并称
这么说是依据一本久已失传的
-大略堂古本西游 $ % 在 &原
序' 后! 汪澹漪又添置了邱长
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则
附录! 分别介绍邱处机生平和
玄奘的取经史实% 通过三者互
证! 汪澹漪让 -邱作说$ 风靡
了

!""

多年% 现在所能看到的
七种清代的 &西游记 ' 版本
上! 无一例外都署邱处机为作
者! 有的还径直标明 -邱长春
真君著 $% 不过 ! 现在学界普
遍认为 -大略堂古本西游$ 子
虚乌有! 虞集的序系伪造%

其实 ! 抛开 &西游证道
书' 的真伪不谈! 邱处机的道
教身份与玄奘取经的佛教题材
具有先天矛盾! -邱作说$ 本
就容易招来质疑% 比如! 四库
全书总纂官纪昀在 &西游记 '

中发现了 -多明制 $ 的现象 %

他提出 ! 邱处机是宋元之际
人! 怎么会写出锦衣卫* 司礼
监* 会同馆* 东城兵马司等诸
多明代的官制与官职 + 再如 !

乾嘉学派的钱大昕于清乾隆六
十年在苏州玄妙观正统 &道
藏' 中! 发现并抄出了邱处机
二卷本 &长春真人西游记 ' %

经考证! 该书是全真教道士李
志常代师操刀的一本游记! 主
要记述邱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历
时四年远赴雪山参见成吉思汗
的途中见闻! 以及邱处机与成
吉思汗的几场对话! 总共两卷
不足

(

万字% 竺洪波认为! 这
部 &长春真人西游记 ' 许是
-长春真君所纂 &西游记'$ 一
语的出处 ! 但它与 &西游记 '

百回本小说实为同名异书%

不过! 现在学界还有人坚
持 -邱作说 $! 主要辩护理由
有两条% 理由之一是邱处机可
能是两部 &西游记' 的共同作
者% 竺洪波认为! 根据古代文
人 -多歧为贵! 不取苟同$ 的
为文追求! 一人撰写两部同名
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理由

之二是 &西游记' 是世代累积
之作! 邱处机所作或为某一原
始的 &西游记'% 竺洪波表示!

首先 -原始西游记$ 与百回本
&西游记 ' 不是一回事 ! 且从
唐五代开始的 -原始西游记 $

都 -名花有主 $! 均与邱处机
无关% 竺洪波感到! 钱大昕指
-邱作说$ 为 -郢书燕说$! 鲁
迅斥之为 -不根之谈 $! -并
非虚妄$%

除了邱处机! 还有个热门
一时的候选人是李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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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沈承庆遗作 &话
说吴承恩///4西游记5作者问
题揭秘'出版!提出&西游记'的
作者是明嘉靖的 -青词宰相 $

李春芳 % 他的理由主要有二 (

一是李春芳少时曾在江苏华阳
洞读书 ! 号 -华阳洞主人 $ !

这与世德堂本上署名 -华阳洞
天主人校 $ 相互印证 % 二是
&西游记 ' 第

&(

回有一首诗 (

-缤纷瑞霭满天香 ! 一座荒山
倏被祥, 虹流千载清河海! 电
绕长春赛禹汤% 草木沾恩添秀
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
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他
认为这首诗的第四 *五 *六 *七
四句 !暗含 -李春芳老人留迹 $

之意% 不过第二条理由过于牵
强!学界很少讨论%

关于第一点 ! 蔡铁鹰表
示! 没有任何文献显示 -华阳
洞天主人 $ 到底指谁 % 即使
-华阳洞天主人 $ 是李春芳 !

他的工作也是 -校 $! 即校勘
文字 ! 这与著 * 作是两个概
念% 另外! 李春芳是嘉靖朝状
元! 仕途顺利! 没有写 &西游
记' 这种谐谑当朝文字的 -作
案动机 $% 而且 ! 结合文献对
李春芳的记载及其文学作品来
看! 他为人恭敬* 谨慎! 不说
偏激的话 ! 是写不了 &西游
记' 的%

李天飞告诉记者 ! 目前
对世德堂本的问世时间有两
种判断 (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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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 结
合吴承恩 0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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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万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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