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罗 作施改,说法很多 ,我们赞成鲁迅的说法: “简本撰人,止题罗贯巾,⋯ ⋯比郭氏

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 是后起,非古本所有。”这个说法,

认为罗贯中是原始(简 本)《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是加工(繁本)《水浒》作者的托名。

关于罗贯中和施耐庵的资料,简介如下:

罗贯中是元末明初 (十四世纪中期)的戏曲、小说作家,一名贯、或本、或道本,

字名卿,号湖海散人。他的籍贯,有 的说是太原,有的说是东原或中原,有 的说 是 钱

塘。贾仲名的 《录鬼簿缥编》有他的小传,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曾作综合的

介绍。他写的杂剧现存 《宋太祖龙虎风 云 会 》 (《古本戏曲从刊》第四集收顾曲斋《古杂剧》本、

<古名家杂居刂》、《酹江集》本),小说有 《三国演义》、 巛隋唐志传》、 《残唐演义》、 《三

遂平妖传》等。他是属于正统儒家思想十分严重的 “书会先生”, 特 别 是 从 《三国演

义》、 《三遂平妖传》里9可以看出他对农民起义的仇视。Ⅱ当然,这些作品 “
皆屡经后

人增损” (鲁迅语),不一定都是他的原作。

施耐庵过去曾有人说他是写南曲 《拜月亭记》 (即 《幽闺记》)的 施 惠 (吴梅《顾曲

鏖谈》,据抄本宝敦楼《专奇汇考》)。 惠字君美,或作君承,钟 嗣成 《录鬼簿》里有他的小传,

也是元末明初人。又有一种说法,他本名施耳,字子安,生元成宗元贞二年,卒明太祖

洪武三年 (1296厂 1370),原是兴化白驹场人,元末曾在杭州作小官,后来回到故乡,

张 士 诚 邀 请 他 参 加 农 民 起义 军 ,他 拒绝 了 (近人袁吉人 《耐庵小史》引 《吴王张士诚载记》卷四;《文

艺报》1θ 52年 21期有 《施耐庵与 (水浒>》 ,《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 这 些 材 料 ,是 否 可 靠 ,尚 无 定

论 c鲁 迅怀 疑
“
施 耐 庵

”
是 加 工 改 写 者 的

“
托 名

” ,对 施 耐 庵 其 人 的身 世 是 持 审慎 态 度

圭、罗鄯不是过去有些人吹捧的什么 “平民文学之文豪”、 “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

乍家
ˉ
,两是地地道道的为反动封建政治服务的知识分子。毛主席说g “

检验-个作家

的主观忌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 是看他的宣言,而 是看他的行为 (主要是

作吕)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水浒》的祥者不管是罗是施,也不必过多地用力去考证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他给我

勹留下了∷部宣杨投降主义的作品,也就可以作为我们检验他的主观愿望的重要依据,

来对他进行评论了: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

《水浒》这部书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从它问世以来 ,一直众说纷云。其实,正如毛主席

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 :“一部 《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

一引,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
‘
替天行道

’
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 《水浒》的要害是 “受招安
”,即投降。但是,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 《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文化大革命

≡的一些评论文章,虽然没有象以前那样吹捧 《水浒》是
“歌颂农民革命斗争”

的
“
干

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但仍认为它 “对人民革命力量的赞颂和对反动势力的鞭笞

玎掌:△,在封建时代的文艺战线上是一个大的突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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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弘烈的革命性
″。对于这些锫误沧调及共影响,必须通过对 《水浒》的评论,予

以澄清。

翻开 《水浒》来看,它从头至尾,歌颂的根本不是农民的革命斗争,而 是 阶 级 合

作、阶级投降。它根本否认 “封建社会的圭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

根本否认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

是历史缝展的真正动力
”
。小说的 “引首”一开头就歌颂赵宋王朝的所谓 “盛德”,说什

么 “圣人出世,红光满天”, “
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在第ˉ回中, 《水浒》又

用 “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告诉人们”皇帝是 “救济万民”的 “圣

明天子”,人间的治乱祸福全由 “天命”:不仅宋王朝是 “应运而生”,就是农民起义

队伍中的一百○八个头领也是天遣的 “魔君”
来世上历劫,要他们退净

“魔心”, “
去

邪归正”的。这样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

而是同样奉了 “天命
”

而来,为行 “天道
”

而j生的了。 “
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

祸胎〃,就这样9 《水浒》的作者以孔孟之道的 “天命论
”

作为思想基础,通过洪信放

走大唐洞玄法师镇锁的一百○八个妖魔的荒诞情节,向读者展现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发

生、发展和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的全过程。

毛主席指出: “《水浒》这郜书,好就好在投降。雠反面教材,使人民鄱知道投降

派。
”

为了更好地认清 《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根据小说的顺序,我们分三

个部分来剖析这部反面教材。

第ˉ部分:从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

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是 《水浒》

了 “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于
'的

基调。

列宁 l菖 经指出: “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

时代发展的变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北宋末年的时代特点是什么

昵?这时正是地主阶级建立了绝对统治并开始走向反动和腐朽的时代,是农民阶级聚集

力量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进行猛烈冲击的时代。当时,阶级斗争尖锐激烈,农民革命风起

云涌。与宋江同时的方腊,就尖锐地揭露了北宋这个封建王朝 “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

帝王 “酷虐
”, “官吏侵渔

”, “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
”, “江南之民苦于剥削

久矣
”。雨 《水浒》却根本否认这个阶级斗争的严重现实 ,用

“天下无事太平日,茑花无

限日高眠”来歪曲时代特点 ,为赵家反动统治涂脂抹粉。它说什么宋徽宗
“登基之后 ,一

向无事
”

,幽天下尽皆太平△ 只因高俅发迹当权, “
蒙蔽”圣上, “屈害忠良”,才出

现了梁山一百⊙八人同高俅、蔡京、羹贯、杨戬和粱中书的矛盾和斗争。在作者笔下,皇
帝是好的, “变乱天下,环国环家环民”的只是这几个

“若论仁、义、礼、智、信、行、

忠、良,却是不会
”的奸臣。广大农民反对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就

被别有用心地歪曲为 “忠义”与 “不忠不义”之争。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林冲雪夜上梁

山,鲁智深二龙山落草 9晁盖智取生辰纲 ,等 等9无一不是作者按着这个所谓 “忠奸之争
”

的规格炮制的。从第十八回起9 《水浒》让他的主人公宋江出了场。作者一开始就把宋

江打扮成 “忠义”的化身,以 “杀惜”、 “闹青州”
、 “

题反诗”
等情节米表现

“
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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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到第四十一回 -宋

关于社会矛屑的描写,由 此为仝书定下



忠义立家邦”的 “奸”逼 “
忠”

反。用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取代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
根本对立和生死斗争。其实, “宋江同离f求 的斗争,是地圭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郊ˉ派

的斗争。”
宋江这一派在地主阶级中属子饿狗、小狗ˉ类,与高俅这类饱狗 、大 狗 不

同。他们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地位,加上又屡受高俅这一派的打击和排斥,就更加增强了

他们争权争势的欲望。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点特

别有趣的争斗罢了。
“忠为君王恨贼臣”。只反贪官,不反天子,这就是 《水浒》鼓吹投降主义路线的

基调。在敢不敢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根本问题

上, 《水浒》用歪曲时代特点,抹煞阶级斗争的卑劣手法,鼓吹
“
忠君

”,散布对皇帝和
“
好官”的幻想,麻痹农民阶级的革命意志,取消农民阶级夺取政权 ,推 翻皇帝的斗争,

这正暴露了作者敌视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

第二部分:从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到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全大买市,宋公明仝伙受招安”,写 宋江上梁山推行 “受招安”路线。

《水浒》是一部叛徒的颂歌。为了鼓吹投降,宋江刚上梁山, 《水浒》就安排了一

个宋江告假口乡,还道村遇九天玄女的情节,用 “
天意”把宋江包裹起来,提出了 〃替

天行道”
这个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

在
“
替天行道

”
的纲领下,作者拼命贬斥晁盖。就在四十二回受 “天书 ” 自勺情 节

里,作者借九天玄女的白告诉人们: “
天书”

同晁盖无关,晁盖不
“上应天星”,根本

没有
“
替天行道

”
的资格。为了让宋江 “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作者还用曾头

市一战 (六十回)写晁盖不顺天意,不听劝告,让他中箭雨亡,屏晁盖于-百○八人之

外,元论是三十六 “天罡″,还是七十二 “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为什么?在
七十一回中 i乍者有一段自白: 阝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
寨为头。休言哨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因为晁盖坚持的是

“
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

”

的农民革命路线,要 “托胆称王”,因此作者要他 “归天及早”;宋江 “早 愿 瞻 依 廊

庙”, “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 “把寨为头”。作者对晁盖

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了吗?

在
“替天行道”的纲领下,作者拼命地美化统治阶级的招安策略,斥朝廷 “征剿

”

派为 “奸邪”,赞 “招安
”派为 “忠正”,无耻地美化反动统治者 “软刀子割头”的毒

计。他赞美宿元景
“
仁慈宽厚,待入接物,一团和气”,歌颂张叔夜 “济州 太 守 世 无

双 ,不爱黄金爱宋江。信是清廉能服众 ,非关威势可招降。”
他吹捧皇帝 “至圣至明”

,

因为他 “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痍伤。”

在 “替天行道”的纲领下,作者大写宋江等乞求招安的 “忠心”,特意 编 造 了一
段 “石碣天文刀的鬼话。以所谓 “上应星魁”,肯定了宋江 “把寨为头”的地位;又用
“上苍分定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熬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 其 位,体 分 争

执,不可违了天言”,全面肯定了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最后又用一篇 “道梁山泊

好处”的四六骈文,以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赞美宋江
“
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

”
,

“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的投降主义政治路线。接着,作耆又把宋江亲自上东京,走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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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门路,打通 “枕头上的关节
”, “告一道招安赦书”的奴颜媚膝,说成是 “以求正

果”,无耻地鼓吹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在 “替天行道”的纲领下,作者在第八十二回中通过对 “受招安
”的描写,情不自

禁地呼叫 “投降有理”, “叛卖有功
”。在这一回里, 《水浒》用浓彩重墨把受招[安

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把屈膝投降说成是 “顺天护国〃;把奴才找到了主子说成

是 “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
”;把宋江等跪在皇帝面前

“山呼 万 岁”,说 成是

“旷荡皇恩”。不仅如此,作者还硬拉△
“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

天神”。这就充分地暴露了作者美化叛徒,鼓吹投降的反动立场。

必须指出,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起义军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

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雄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但是

作者始终让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并给以吹捧;而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路

线则处处给予嘲笑和否定,用 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 的所 谓 “正确
”。总之,招安

好,投降好,这就是
一

部 《水浒》的主题歌。

第三部分:从 第八十三回 “家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挥泪斩小卒”至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写 宋江 “替天行道”,终成神明。

宋汪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打方腊之前,作者还给宋江安排了征辽、平田虎和平王

庆的情节,让他
“夕卜夷及内寇,几处建奇功

”,极力歌颂宋江投降后甘半反动统治阶级的

鹰犬的丑恶行为。为了让皇帝放心, 《水浒》在宋江出师前,不但让他感激涕零地再次

对徽宗表明自己 “披肝沥胆”, 〃竭力尽忠,死而后已”的心迹,而且还要宋江以 “挥

泪斩小卒″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确是一个谨守 “王法”的良臣。

宋江征辽,小说是写成胜利了。过去 《水浒》的研究者也认为这 “表现了宋江的民

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究其实,这不过是给北宋王朝的卖国政策盖上一块遮羞布而已。

据史书记载9北宋末期辽已衰落,当 时宋同金曾联合反对过辽国。但结果 呢,辽 消 灭

了,金却长驱而 T=,灭了北宋。《水浒》歪曲这个历史事实,大写宋江征辽的 “功劳”
,

正反映了作者为了掩饰宋王朝的民族投降主义,用心可为良苦。在征辽中,有一点值得

注意,那就是在破兀颜统帅的混天象阵时,九天玄女又和宋江见了一面。这一面是作者精

心安排的。它告诉人们,宋江是真的 “顺”了 “天”的。 “忠义坚守,未尝少怠△这是

作者借九天玄女之口来表白自己对宋江的肯定。 “保国安民,勿生退悔”,这是作者为

宋江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所埋下的伏笔9就在这种 〃保国安民”的幌子下,作者让征辽

后的宋江放心大胆地去替国家打别的 “强盗”——不 “替天行道”的 “强盗”。

一部《水浒》对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是竭尽污蔑、诋毁之能事的。他把田虎这个猎

户写成是⊥个 “专一交结恶少”, “捏造妖言,煽惑愚民”的 “歹徒”。把王庆这个被

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的开封府下级军官,写成是 “无赖子弟”,认为他后来之被 “凌迟处

死”
,“此是恶人榜样,到底骈首戕身;若非犯着十恶,如何受此极刑。”对方腊, 《水

浒》更是切齿痛恨,把他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建年号, “南面为君
”, “图王霸业”

的革命行动,诬为 “损害生灵,人神共怒”;并制造谎言,说亩姓都是反对方腊:起 义

的。在一百一十二回宋江玫常州城时,作耆写道; “
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言不过,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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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为了宣扬宋江的 “
替天行道动天真”,作者还为未

江把方腊起义军杀得 “尸横遍野,血流江红”
和把方腊义军将领 “剖腹挖心” “碎尸万

段”的血腥罪行歌功颂德。宣扬什么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叟舢时。善恶到头终
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用 方腊的牺牲作为反衬,美 化追求升宫发财而叛变投降的宋
江,诬蔑斗争不屈而英勇捐躯的农民革命英雄。

相反,对这三次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徒和内奸,作者则是尽情歌颂。琼英这个从内部
攻破田虎堡垒的内奸,作者赞美她尽了 “孝道”,是个

“忠烈”
女子。萧嘉穗这个无耻

的叛徒,在王庆占领的荆南城发动叛变,杀死守将,献城宋江,则被作者歌颂为 “̄ 个
真正有男子气的须眉丈夫”和“

壮士”
。方腊军中的叛徒全节,作者对促使他叛变的老婆

大书特书,胡说什么 “
弃暗投明免祸机,毗陵重刀'负 羁妻。妇人尚且存忠义,何事男儿

识见迷
”
,鼓吹投降有功。这里,所谓 “孝道”

、 “
壮士”1 “忠义”,统统都成了叛卖

投敌的同义语。这就更使我们看出 《水浒》确是一部叛徒的颂歌。

小说最后,作者为了让宋江 “
忠义双全”,泽在他临死之前大做文章,极力表明宋

江至死忠于天子, “毫无异心”,成全了 “一生忠义清名”。本来,宋江之死,是地主
阶级内部两派斗争的结果,也是走狗和奴才的可耻下场。但 《水浒》挖空心思地让走狗
“升天”,把奴才神化,使宋江成了 “

万民顶礼
”

的梁山泊土地神。 “
千古 为 神 皆庙

食,万年青史播英雄
”

,《水浒》在叛徒头上安光圈,使人不感到无耻叛徒下场的卑劣,

制造所谓 “悲壮
”

的气氛,其 目的无非是幻想以后多出几个宋江,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反
动统治永世长存。

“混沌初分气磅礴,人生禀性有愚浊。

圣君贤相共裁成,文臣武士登台阁。

忠良闻者尽欢欣,邪 佞闻时俱忿跃。            ~
五代相传至宋朝,罡星熬曜离天角。

宣和年上乱纵横,梁山泊内如期约。

百单入位尽英雄,乘时播乱居山东。

替天行道存忠义,主度招安受帝封。

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

清溪洞里擒方腊,雁行零落悲秋风。

事业集成忠义传,用 资谈柄江湖中。”  '
这首诗既是 《水浒》作者对全书的概括,也是作者鼓吹投降的自供。他以孔老二的 “天
命论”作为其反动历史观的基础,大力宣扬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观念,通过美化投降派
宋江,进行 “投降有理”的反革命说教;用只反贪官,不反天子——接受招安——镇压
农民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来瓦解和镇压农民的革命斗争,为挽救地主阶级摇
摇欲坠的的反动统治效劳。 《水浒》的确是一部对革命人民有益的反面教材,用 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研究它,批判它,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从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
识刖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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