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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浒论衡》出版至今，踏人第十三个年头了。
这段时间，任教的大学 转换了两次，写作倒是日勤，只是花在海军史的精神也愈多，《水浒》研究 
遂有段时间进展得很慢。
最近四五年，终让我找到平衡分配研究时间的方策 ，《水浒》与海军的稿件也就都累积得颇快，终可
实践在《论衡》自序末尾 所说，待稿有所积便续刊为《水浒二论》的话。
 这次结集，处理方法基本如前。
只是因为稿件性质有点不同，以前的“ 考据”和“论析”两大类，就改为现在的“专论”和“简研”
两大组。
我前 几年写了好些论析《水浒》人物的文章，且结集为《水浒人物之最》(联经 ，2003年），再没有
这类文章放入《二论》了。
另一方面，前几年编《岭南 学报》的经验使我明白小题目用不加注释、不严拘长度的方式去写可以有
效 地解决能够直进地处理、本身又较单纯的问题。
随后又发现《水浒》研究范 围内确颇有这类题目待探讨，遂写了若干可统称为“简研”的文章。
这些简 研多数未曾刊登过，就在这里首次发表。
 长度只是分别专论和简研的依据之一。
过万字的文章都应列为专论，较 短的如何划分，就要看其他因素了。
集中收了两篇讲那本所谓天都外臣序本 、长度也相若的文章，正好用作说明之例。
那篇有注释的编入“专论”，因 为涉及的论点很多，又写得浓缩，加注复等于用字多了。
没有注的一篇，由 于考察的角度和所用的方法都简单，故列归“简研”。
这就是说，专论必专 ，而未必长；简研虽简，却不一定短。
 按理《二论》所收诸文都是写于《论衡》结集之后的。
例外的有一篇。
 《梁山聚宝记》是《论衡》出版以前的旧文。
这篇讲我搜集《水浒》罕本经 过之文所说的话多散见收入《论衡》各文之内，故不放入该集。
现在情形不 同了，收此文入本集好处倒会有不少。
一则该文写了差不多二十年，在这段 时间内罕本续有所增(时至今日，天下宝物尽悉在我手矣），应
把故事讲完， 替这历时逾二十年的穷搜网罗工作留一完整记录。
二则不少观点和研究计划 已作了调整，得解释清楚。
那篇原没有注的旧文列为前篇，文字除修饰外， 不作大改动，而加注来容纳需做的修补工作。
后篇是新写的，用来交代旧文 写完后的新发展。
两者合起来，就成了收入集中的新版《梁山聚宝记》。
 除了这篇新版《梁山聚宝记》的前半外，其余都是《论衡》结集后的新 作。
这些新作包括收为附录的亡友曾瑞龙(1960—2003）的未刊稿《宋公明排 九宫八卦阵——(水浒传）对
阵法的描写》。
瑞龙兄是精研战术、且自幼熟读 《水浒》的宋史专家。
他配合中外古今的战术思想去研究北宋时期的边境战 役，成绩斐然。
有个由我主持的明清小说戏曲研讨会，原定前年四月杪举行 。
筹备之初，我本想写一篇关于《水浒传》的火炮和投射武器的文章以应此 会之需，遂约瑞龙兄撰文讲
《水浒》中的战阵来配合。
他的文章很快就寄来 ，图文并茂，把一般读者以为是胡说八道的布阵讲解得一清二楚，十分精彩 。
惭愧，我的火炮文怎也写不出来，唯有换题目。
未几，“沙士”肆虐，会 议延期半载。
就在原定会期的后数日，瑞龙兄突罹急疾而辞世。
他这篇排阵 文绝非一般治文史者所能出之，应替其安排出版，遂征得曾夫人胡美玲女士 的同意，用
附录形式收入本集，使本集多谈一个我没有资格讨论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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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保持此文的独立性，文内引用的《水浒传》不图与本集各文所用者统一， 它的三张插图也放在
文后，而不像其他插图的汇置书首。
另外，选用容与堂 本的《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插图来设计封面，借以给这篇得来不易的文章 多一
重照料。
 前几天方留意到明代某无名氏曾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杂剧，且尚 有万历后期脉望馆抄校内府
本存世。
虽然此剧与《水浒》的关系尚待考明， 纳之入讨论范围必有增益。
可惜已不及与瑞龙兄言之矣，而我又没有从阵法 角度去谈论此剧的本领。
唯有先记于此，以俟日后得遇高明。
 前面说过，简研部分所收诸文大率是在这里首次发表的。
收为专论的文 章也和一般结集的情形不一样，不全是已刊的。
以下几篇均首见于此：《问 题重重的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
虽 然它是《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书中的研究报告的改写本）、《评 林本(水浒传）如何处
理引头诗的问题》、《从评林本(水浒传）加插的诗句式 评语看余象斗的文抄公本色》、《南京图书
馆藏(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 考释》、《梁山头目排座次名位问题发微》。
 治学以求真为贵，不应把自己以前所说的视作不移之论，经年累月不谋 自进，只图自辩，变成愈缠
愈糊涂。
这种因顽固而自限之事，红学圈子里屡 见不鲜。
我没有这种心理束缚，一旦有力的新证据出现，任何得意的前说都 乐意修订，甚至放弃。
治《水浒》二十多年，许多地方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地 甫开始便看得清清楚楚。
凡是本集所说与见于《论衡》的看法有出入之处， 均以本集者代表我最近的立场。
有机会修订自然是十分幸运的事。
交代起来 按常规处理，本不必另加说明，其中一例还是应请读者特别留意。
指余象斗 因宗族观念而大肆更动余呈故事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的得意发明。
此说现在倒 大有修订的必要，真相究竟如何，《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一文的后段 有解释。
 这些说过，就得交代凡例之事了。
 文章怎也不可能写得十全十美。
《论衡》要是在今日出版，会有几事不 同。
这些本集另法处理之事包括： 各种《水浒》本子的全名几乎都冗长，而这些长名却未必有足够的识别
性。
除特别情形外，本集所收各文均采用简名。
简名的辨认和各本的基本书 志资料，分见《论衡》书中诸文，读者可用书后的索引去查检。
 文章自初成至收入集子总会经过一段时间，续有所得，或其他学者对相 关问题有新发现，都是很常
见之事。
整理《论衡》时，文章尽量保持原貌， 而用“后记”、“补记”来交代各种新资料。
现在看来，此法有叠床架屋之 弊。
今次遇到有修订之需时，便径改。
确有特别需要时才加“后记”或“补 记”，这种情形就不多了。
遇到原文本已有“附语”、“后记”之类的划分 时，则仍旧。
 正因今次结集时，要修订之处都径改，故《论衡》对文章脱稿后方逝世 的学者不书其卒年之法已不
合用。
只要有够准确的消息，凡是文章写出后才 辞世的学者都生卒年并列。
 说完有别的凡例后，还得讲明前后两集均用同样办法去处理的情形。
首 次引用古今著述时，出版资料必定落齐。
以后引用，一般仅列书名和篇名( 或还会稍简化），而不重述其出版资料。
书后的索引可助串连前后出现的资 料。
但若遇删简会影响论述的效果和行文时，出版资料仍会不厌其烦地分别 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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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的处理办法也是两集一样的，都编号置于书首。
这法子方便不同的 文章用同样的插图来作说明。
今次在每张插图的标题下注明该图与书中何页 相配，希望借此可使正文和插图串连得密切点。
前后两集之间没有重见的插 图，合起来提供的插图的总数也就的确不少。
 至于所用的《水浒》本子，尚得加一句老生常谈的话。
除了因为特殊的 需要，声明用某个本子外，容与堂本是研究《水浒》时所用本子的不二之选 。
我从来都是这法则的忠诚信徒。
 这些都说了，仍有一项特殊的凡例要讲。
 集中所收各文不时涉及海峡两岸两所最大图书馆之藏品，即北京图书馆 (1949年以前称北平图书馆）
及中央图书馆。
近年二馆先后悉易作同样的新名 。
中央图书馆于1996年1月31日改以国家图书馆为名；整整三年以后(1999年 2月10日），北京图书馆亦换
新名作国家图书馆。
此举殊不妥，既不尊重传统 ，复把学术政治化，且有失之于泛的语病。
其尤甚者为无端制造双包案，弄 到以后凡提及“国家图书馆”时便增加不必要的行文困难，非得注明
指台北 的一家，还是北京的一家不可。
集中各文所谈涉及二馆者俱为1996年以前之 事，若用国家图书馆之称既颠倒历史，又平添行文之难，
殊属不必要。
因此 提及二馆时，悉从本名，作北京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
唯一例外为引用彼等 采“国家图书馆”名义出版的书籍时，则依“名从主人”的规矩。
 得交代的技术性之事大概如此，再讲几句闲话才收笔。
 自八十年代初决意专治《水浒》以来，搜集资料与分题探讨相辅进行。
 在这段稍过二十年的日子里，各式各样的课题都试过不少。
想知道答案的问 题自然尚有，也会继续写下去，但可再配足为《水浒三论》可能性已不大。
 为出版这集子整理稿件时，也有工作终到了结束阶段的感觉。
我是个杂家， 同时分神给互不相关的领域是时有之事，以后仍会如此。
研究《水浒》，拿 得出四本书来：《水浒论衡》、《水浒人物之最》、《插增本简本(水浒传） 存文
辑校》、《水浒二论》，同时还写了数量相当的海军史和其他杂题(如 金庸小说、陈寅恪、广州岭南
大学校史）的研究文字，这成绩该足自豪和自 慰。
 我任教过的大学，若不计时间长短，共七家。
以在岭南这段不长不短的 时间最惬意，最见成绩。
这本集子的产生过程复杂异常，由手写稿至电子稿 ，更动频仍，每次增资料，改观点，都得易稿，以
致经常一文数易。
到最后 合集，复需做各种整体统一协调的手续。
这一切全由系秘书李颖芝小姐照料 。
这项积日累久、繁琐得无以复加的工作正是岭南同事们长期无私助我之一 例。
送这本集子给这些十分难得的同事是为这段愉快日子留记录的好办法。
 此外，一个月前才知道我刚决定专治《水浒传》时，闻得我有此动向，便无 私地把他历年在欧陆访
寻插增本《水浒》残卷所得的消息详细告诉我的荷兰 籍资深汉学家龙彼得教授(退休前为牛津大学教
授）谢世已两年多了。
用这本 书来纪念他是最适合不过的。
 马幼垣 2005年1月14日于宛珍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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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浒名家马幼垣继《水浒论衡》之后的研究论文结集。
一如既往地在严密考据的基础之上，广泛涉猎水浒研究的各个课题，诸如版本收集与比勘，小说本事
与演化，作品立意、结构与人物的分析与品评等等。
作者对以往水浒研究专家几成定论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批评了当下水浒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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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幼垣，广东番禺人。
1940年生于香港。
香港大学文学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执教逾四分之一世纪，1996年荣休后任该校荣誉教授。
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新竹）、东海大学、香港大学任客座或兼任教职。
著作宏富，文史兼精，研究以中国古典小说和海军史为主，近还重拾大学时期的旧欢，添治中西交通
史。
代表作有：《中国小说史集稿》、《水浒论衡》、《水浒二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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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三联版序 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自序专论梁山聚宝记《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考释钱允治
《序》与《水浒传》首次著录的问题嘉靖残本《水浒传》非郭武定刻本辨缪荃孙未尝购藏郭武定本《
水浒传》辨问题重重的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
题评林本《水浒传》如何处理引头诗的问题从评林本《水浒传》加插的诗句式评语看余象斗的文抄公
本色南京图书馆所藏《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考释三论穆弘嚣关胜关胜的死之谜从朱武的武功问
题和芒砀山事件在书中的位置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梁山头目排座次名位问题发微寻微探隐——从
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真假王庆——兼论《水浒传》田虎王庆故事的来历附录：宋
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水浒传》对阵法的描写（曾瑞龙）简研宛子城、碗子城与《水浒》书中所见
梁山大寨的地形屏风御书四大寇名之谜水泊环境屏护梁山说的大破绽⋯⋯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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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山聚宝记 一、前篇 十多年前，刚到夏威夷任教后不久，有一同事在闲谈中对我说：“你治 小
说的功力，有目共睹，只是你研究的尽是六大小说以外之物，免不了给人 在边缘兜圈子的感觉。
为何不选一部名著来试试?”他的话未尝没有道理。
 到那时为止，我留心过的小说，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和包公传统有关的，如 《平妖传》、《万花楼
》、《三侠五义》等，论长度，论复杂性，都是二三 流的小说；另一类是话本小说，著名的自然不少
，但怎样说只是短篇作品。
 我当时向他解释，前者决定于学位论文，后者是多年的兴趣所在。
 这兰i然不是说我不能放，而是不敢放。
无他，我治学有一固执之处， 就是在运用资料方面，不论是史料性质的原始资料，还是近人著述的参
考资 料，都希望能够看尽天下书。
办不到，宁可换题目。
在这个知识爆发的时代 ，要将近人论著（包括用中日英法各种主要研究文字发表的），不管在世界哪
一个角落出版，悉数罗致，是永远办不到的事。
但起码得做到确尽一己之力 ，无愧于心。
最近十年来，我有系统地把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和中国研究有关 的各国期刊学报逐种逐期翻查，所检期
刊已数近三千，每种少者全套不过一 两期（如广州圣心中学出版，内有史地学家岑仲勉[1885—1961]
早期学术报 告的《圣心》），多者近千期（如仍在出版的《东方杂志》），在不靠各种现 成的论文
索引，不雇研究助手，事事亲为的原则下，重新搜集近人对中国古 典小说的研究成果。
在这过程当中，所影印的论文和专书，早已以百万页计 。
时下出版的期刊，我仍设法不断地按期追检下去。
本来凭此积聚研究任何 一部古典小说，总可以得心应手。
 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读尽近人论著，只不过提供一个能够做到融会贯通 的机会。
真的讲求创获，无论如何要在原始资料上求突破。
这也是我以前不 敢碰《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红楼》、《儒林外史 》那六
大小说的原因。
 先说《红楼》吧，这书看来极便研究，多少种早期抄本已经影印出来， 不少人凭这些影印本便兴高
采烈地去搞红学。
但问题不是在有多少种本子影 印出来，而是在有多少种未印出来，这些未印的，又有多少是我们这一
辈子 绝不可能见到的!这些本子虽绝大部分在北京，因各种制度和人事关系，即 使在北京的红学家也
无法尽看，更不要说把甲馆的一本和乙馆的一本同时合 读来作比勘。
在这情况下，自问没有加入红学队伍的勇气。
 《三国》和《水浒》的情形近似，同样版本多而分散很广。
不过，我对 《三国》兴趣不浓，纵使重要的版本可以囊括，大概也不会视之为研究主线 。
 《西游》和《金瓶梅》的重要本子，找齐不难，早几年的《西游》研究 和近年的《金瓶梅》研究，
同是蔚然可观的“显学”。
这两部书，我只是走 马观花地看过，从未细读，不可能贡献出有意义的新见，对它们也就提不起 劲
。
 《儒林外史》是几乎没有版本问题的书，成书素材一类题目也解决得差 不多了，况且就内容而言，
它并不是我爱读的那种高潮迭起、峰回路转、目 不暇给的书。
在最优越的条件下，也不会视这部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此剩下来的大书便仅得《水浒》。
这是我启蒙后所接触的第一部古典 小说，小学时期一百零八个梁山头目的名字和绰号可以随时背诵出
来。
可是 读小说和研究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直到四年前，我始终未考虑过以 《水浒》为研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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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理由很简单。
《红楼》和《水浒》同样是版本繁杂， 问题错综，故事的背景和来源、成书的过程、全书的性质和意
义、作者的指 认，对这两部书应有的基本认识几乎没有一样不是和版本问题缠在一起的。
 治《红楼》，难题在版本太集中一地，颇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意味。
 讲《水浒》，困难在版本太分散，中国（主要是北京），日本（东京、日光、 京都）和欧洲（东西
南北分散好几处）所有的，往往是幸存一二本的秘籍。
中 国学者仅能用到少数日本藏本，反之亦然。
欧洲的，他们本地尚无专人研究 ，东亚学者能用得到的，只限于郑振铎（1898—1958）、刘修业
（1910—1993） 半世纪前所介绍的两三种，其他就鲜有人知道；况且郑振铎诸人所做的工作 长时期停
留在介绍的层次，具深度的研究迟迟未见开始。
美国和台湾也有若 干次要的本子，要利用起来均不简单。
由此种种，虽既勤且博如胡适（1891 —1962）、孙楷第（1898—1986）、郑振铎、刘修业、严敦易
（1903—1962）、 何心（陆衍文，号澹安，1894—1980）、艾熙亭（Richard G.Irwin，1909— 1968）、
白木直也（1909—1996）、大内田三郎（1934— ）等，数十年间，无 一人接触过半数以上的现存本子
，多半还在不同时地看的，谈不上治版本的 理想条件——把各种版本排列在一起，逐行校读。
困难如此，哪敢以突围之 责自任。
 在未讲我如何参与以前，先简述一下《水浒》版本的特殊情形。
在中国 长篇小说当中，《红楼》和《水浒》的版本问题最严重。
《红楼》的困难在 字句上的分别，和脂砚斋评语的此有彼无，以及因评语的不同位置而影响到 各本
传抄的次序（这次序与曹雪芹不断修改稿本的过程息息相关）。
《水浒》 各本之间的分别，在字句上不知要比《红楼》严重多少倍。
就回数而言，小 的可以小到七十一回，多的可以多至百二十四回，有些甚至不分回，仅分卷 。
在字数上，《水浒》分为简本和繁本两大组，除了征田虎、征王庆两部分 仅见简本外，其他故事都是
并见简繁各本，但在处理同样一段情节时，繁本 所用字数往往比简本多出好几倍。
自清初以来，大家读的多是繁本（绝大多 数用金圣叹[1608—1661]的腰斩本），专家用的也是繁本，
连语言学家想通 过《水浒》去研究明代通俗文字，分析的同样是繁本。
 另外还有一套晚明袁无涯（袁叔度）、杨定见编刊的百二十回本，简繁都 有的情节，用繁本，再把
田虎、王庆故事就文字和内容大幅度改写，以繁体 文字出之，所以这个本子仍是彻头彻尾的繁本。
因为这是最全的《水浒传》 ，什么故事都包括在内，五十年代郑振铎率王利器（1912—1998）、吴晓
铃 （1914—1995）等编校三册本的《水浒全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虽然声称用了
多种繁本做校勘，其实用的则是袁无涯本的规模，完全 没有照顾到种类繁多的简本，校勘也做得差劲
，不合法度，但因不断地被翻 印和盗版，早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定本，实际上此书讲材料，讲方法，毛
病不 少。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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