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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　　——喜读《吴越品水浒》　　周瑞金　　继去年8月出版《吴
越评水浒》之后，吴越老先生紧接着在今年年初又再接再厉推出《吴越品水浒》大作。
吴越先生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依旧笔耕不辍，真是：年老体不衰，大器晚耀辉！
　　这两部书一脉相承，以人性善恶评《水浒》，以对国家、民族、社会利弊判是非，大胆倡言《水
浒》不是写农民起义，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
，除暴不安良，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
　　如此尖锐泼辣的品评，如此一针见血的谠论，凸显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别出心裁的眼光和识
见。
可以说，《吴越品水浒》一书是对历代以来误读、误解、误导《水浒》的一次颠覆性的拨乱反正。
此书出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应在意料之中。
　　《水浒》是一部奇书。
施耐庵集南宋以来话本、民间故事、戏曲，于元末编撰成书，直至明嘉靖年间方才刻印出版，历时二
百年之久。
它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以其恢弘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激越炽烈的思想情感，性格鲜明的人
物形象，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形象朴实的语言艺术，深深地吸引了历代广大读者。
　　成书四百多年来，有关《水浒》的笔记、序跋、批注、评点，不可胜数。
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水浒》研究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人物。
他高度评价《水浒》的文学-2；术成就，创造了文中夹批、回尾点评的评点文学作品的范式，开创了
文学评论中的点评派风格。
但是，金圣叹曲解了《水浒》的思想意义，腰斩《水浒》，截去《水浒》七十一回后的章节，凭空捏
造一个“嵇叔夜”来杀尽斩绝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
因此，鲁迅批评他“昏庸得可以”。
胡适也批评金圣叹评点方法是“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缺乏科学的研究。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胡适为代表，对《水浒》的评论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
新道路。
胡适通过考证，对《水浒》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鲁迅对《水浒》的考察研究，更有其独到的见解。
他指出《水浒》成书的时代背景，是“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
揭示了施耐庵在异族外敌统治年代，想呼唤强悍和对抗，鼓励“暴民”犯上作乱，是可以理解的。
鲁迅和胡适都把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看作是强盗，而且是写得可敬可爱的强盗。
历代老百姓就把梁山泊当作“褒强盗、贬官府”的“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故把一座强盗山寨
变为替天行道的机关”。
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鲁迅还指出《水浒》所写的，是从侠变来的强盗，这种盗有两面性，“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
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也时受其骚扰”。
“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
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因此，鲁迅的结论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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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要说对《水浒》的评论，当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
作为革命领袖，他往往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
如同他把《红楼梦》看作是“写封建社会四大家族”的政治书一样，也把《水浒》当作一部政治书。
在民主革命时期，出于鼓励造反的需要，他把《水浒》看作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和教科书，赞扬梁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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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们的反抗精神，认为共产党闹革命也是“逼上梁山”。
毛泽东高度评价平剧（即京剧，由于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所以相应地也把“京剧”改称“平
剧”）《逼上梁山》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但到了“文革”后期，他又把《水浒》贬为鼓吹投降的“反面教材”，着眼于“屏晁盖于108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毛泽东的这个评论被“四人帮”利用、扭曲和变性，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宋江架空晁盖”、抓投
降派，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政治运动。
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成为空前绝后的“杰作”，落下了历史笑柄。
　　我的老友吴越先生，正是检视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评《水浒》思想观点，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
对《水浒》的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考察研究，做了一番再认识、再思考、再品评的
工作。
正如他自己所说：“《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不管几百年来人家对它如何是非褒贬，作为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总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
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吧！
”　　《吴越品水浒》一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从人性善恶出发，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端
正社会道德风尚出发，剖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而不拘泥于“阶级斗争”。
通过讲“故事外面的故事”，向读者展示《水浒》背后深蕴的思想、情节和旨趣。
作者提纲挈领地从“侠意识”和“霸意识”的区别入手，分析了《水浒》主要人物“救人于苦难”的
“侠意识”十分淡薄，而“善杀人者即英雄”的“霸意识”却不断地滋长蔓延，结果必然是增加百姓
的苦难，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试以武松为例，作者评述说：“以前的武松，虽然是个粗鲁的浑人，但是人性不恶；自从十字坡认了
张青做哥哥以后，不知道张青是怎样开导他的，善恶的界限模糊了；血溅鸳鸯楼以后，他的人性逐渐
向恶的一面偏移了。
”“好好的一个打虎英雄，一个得力的刑警队长，终于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
”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吴越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水浒传》。
当时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研究《水浒》，是领导分配的任务，目的是如何把《水浒传》改
写为拼音文字，着眼点只在于语文的现代化，还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
这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一个阶段。
　　吴越为人禀性耿介，直言无忌。
五十年前在“鸣放”中，他大胆质疑“法律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口号，
倡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剥夺地主富农子女上学机会”，云云。
结果被打成“右派”，遣送劳改农场劳改，一去就是二十三年。
其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对人性善恶、世态炎凉有着特殊深沉的体验，砥砺了敏锐犀利的目光，评人
论事自有其独特的见解，评是判非自有其不落窠臼的视角。
1975年的“全民评水浒运动”中，他看见革命派的“豪言壮语”：“为了让朱仝走上革命道路，杀死
一百个小衙内，也在所不惜！
”他从“人本位”出发，反对这种绝灭人性的屠杀，质疑朱仝上梁山，是不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并由此质疑《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反思，他认为：评论《水浒传》，再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分析了，而应
该跳出“阶级”这个框框，提高到人性的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益的高度上来认识。
为此，他以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新认识，以“官逼民反”为主题，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利用点滴时
间，经过一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写出了一部长达二百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
他一旦从“鬼”变成人，此稿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出版，累计发行了七十万套，被称为是“当代
《水浒传》”，并被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章回小说的压卷之作”。
这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达到的第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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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因此从语文工作者改行当上了文学编辑。
　　2002年，由于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他改写了一部《水浒传》少儿版，并以自己独到的见
解撰写了简评和导读。
这些简评，其实是利用每回末尾的空白地位写的“补白”，“有白则长，少白则短，缺白则无”。
这些评论短文在网上不胫而走，吴越对《水浒传》的崭新观点，也由此公之于众。
这引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关注，约请他撰写《吴越评水浒》一书，除了把《水浒传》原文
用现代汉语重新改写之外，并仿金圣叹评《水浒》的范式，在正文中夹“批”，每回后加“评”，外
加大量注解，纠正原著的地理失误。
这部书的重点不在评，而在注：评文依旧是“朝花”版的简评而略有补充，总字数不过十几万，也没
有充分发挥；而注解则相当全面。
可以说，这是《水浒传》自明朝刊印出版以来注解最多、最详细的一个版本。
也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二个阶段。
　　此书出版以后，又在多家网站连载或选载，引起了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新浪网“网上大讲堂”先后约他去开讲座讲《水浒》。
香港凤凰卫视还特地邀请他到山东梁山县的梁山山寨上录制了一档“梁山一百单八将是英雄豪杰还是
土匪强盗”的专题电视大PK，上下两集，每集一小时。
吴越侃侃而谈，舌战群儒，博得了现场许多参与者的拥护与支持。
借此东风，吴越又应邀到故乡浙江好几个学校作巡回演讲，进一步阐发他对《水浒传》的评价。
在此期间，许多听众要求他把这些观点、论点集中起来，撰写一部全面分析评价《水浒传》的专著。
他回到北京以后，摒开一切杂务，专心写作，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把他对《水浒传》的独特一家之
言，更充分更详尽地表述出来。
这就是《吴越品水浒》一书的由来。
这不是《吴越评水浒》简评部分的重复，而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三个阶段，总字数超过了五十
万，是对《水浒传》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分析、考证和评论。
　　果不其然，吴越这一品，真的品出了《水浒》许多味儿来，也让读者从中品出新的读书方法。
读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必定要深入了解作者的经历、写作的动机、时代的背景、民间的传说、历史的
事件、文人的评说，等等。
如此上下左右，四维时空，细细品评，方能品得其中真味也！
　　这是吴越积五十年之力、精读精研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结果，也是他在文学评论的道路
上达到的另一个高度，可谓历时弥久，功力弥深，广积薄发，必有惊世骇俗之见。
　　如果说《水浒》是一部奇书，那么公然标榜“不以阶级感情读《水浒》”、“不以阶级立场评《
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的《吴越品水浒》，也称得上是一部奇书。
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是文学界的幸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
努力贯彻“双百”方针，提倡独立思考，宽容一家之言，这对于推进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是何
等的重要。
最近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
要真正落实这个重要精神，依我之见，必须倡导宽容和谐的文化。
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见解，等等，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都要容
纳、容许、容忍。
对积极的探索，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都要鼓励、支持、倡导。
对不同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对持不同意见、见解的同志要宽厚一点，对文化环境的管理要宽松一点
。
有了这样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才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
的发展，制度的创新。
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以发扬，人格得到提升。
　　摆脱“大批判”的野蛮，越过教条主义的蒙昧，跨过形而上学的僵化，突破保守的旧框框，我们
的文化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新境界，就有希望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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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宽容，才有创造；宽松，才有革新；宽厚，才能激发新思维。
《吴越品水浒》的出版，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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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堪称天下奇书，四成杜撰三分造。
常人误读，书生误解，专家误导。
啥叫英雄？
谁是豪杰？
是非颠倒！
叹古今往事，云遮雾罩，真面目，谁知晓？
　　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
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
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
扫前人腐见，拨开云雾，显它原貌！
　　著名作家、评论家吴越先生：以一个平和老人的心态，以人物讲故事，以历史讲人物，以文化讲
人性。
独特的见解，鲜明的立场，将水浒中的众多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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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越，原名吴佩珏，1932年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祖籍永康）。
十七岁参军，自学成才。
一生坎坷，历尽靡难；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年近耄耋，不知老之已至，仍笔耕不辍。
一生只有两大爱好；读书、写字。
共写有文学作品26本，中短篇小说、杂文、诗歌、评论数百篇，总字数超过1500万（代表作是长篇历
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五卷200万字，以“官逼民反”为主题，被称为“当代水浒传”，畅
销70万套，各中文网络书库都能查到）；电脑教育55本，将近1000万字。
离休前曾任宝文堂书店副编审，离休后出任中国科协《金秋科苑》月刊总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荣誉委员、浙江省缙云县文联
名誉主席。
更多信息，请参看吴越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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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前言武松板块（潘金莲、孙二娘、蒋门神等）1.武松是个什么人2.
武松是什么地方人葬于何处3.武松怎么会在阳谷县打虎4.武松是用拳头打死老虎的么5.潘金莲为什么要
勾搭武松6.善说风情的王婆没有好下场7.武松杀嫂，不是必然的结局8.张青和孙二娘，绝对是铁杆儿歹
徒9.武松醉打蒋门神——典型的“黑吃黑”10.血溅鸳鸯楼——武松滥杀无辜的开始11.武松能徒手搏虎
，却斗不过一只狗昏君奸臣板块（赵佶、蔡京、朱勖、高俅等）12.风流昏君宋徽宗，是“盗贼蜂起”
的总根源13.状元宰相蔡京，是个大奸臣14.蔡京等人的“奸臣集团”如何引发“民变”15.奸臣高俅—
—从球星到卫戍司令鲁智深、林冲板块（史进、杨志等）16.史进——误入歧途的典型17.鲁达拳打郑屠
，既不英雄，也不好汉，更无必要18.花和尚其实是个莽和尚19.莽和尚鲁智深好管闲事20.林冲能忍之
一：是个标准的“顺民”21.林冲能忍之二：发配路上，英雄气短22.风雪山神庙——林冲忍无可忍，终
于被逼反了23.林冲上梁山，人性从善开始变恶24.杨志卖刀，虽好汉难敌无赖25.杨志发配，凭比武得
以重用晁盖、吴用板块（刘唐、三阮等）26.刘唐报信，晁盖谋不义之财27.吴用游说三阮，不是他“善
说”的功劳28.智取生辰纲，吴用是个好导演宋江板块（朱仝、秦明、李逵等）29.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
物30.刘唐下山，是“宋江杀惜”的引子31.宋江杀惜，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32.朱仝“义释”宋江，究
竟是什么“义”33.宋江逃亡，一曲“流浪者之歌”34.秦明是个草包司令，宋江是个黑心匪徒35.宋江
回家，自投罗网36.李逵究竟是个什么人物37.宋江浔阳楼题反诗——真面目的大暴露38.宋江再次让贤
——拙劣的奸诈表演杨雄、石秀板块39.“淫妇”潘巧云，是不是该杀40.杨雄、石秀，因负气杀人而当
强盗卢俊义板块（大名府之战）41.卢俊义上山，典型的强盗逼人做强盗42.卢俊义下山回家，一步步走
进陷阱43.宋江兵发大名府，是因为吴用计划不周44.关胜和索超，贪生怕死的投降将军闲话配角板
块45.闲话柴进：一个神秘的半江湖人物46.闲话李立、张横、穆弘：一帮歹徒恶霸47.闲话黄文炳：一
个忠君的好官48.闲话顾大嫂和扈三娘：两个不同性格的女人49.闲话时迁：功劳不小，待遇不好50.闲
话安道全：嫖妓女的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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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武松是个什么人？
　　一部《水浒》，最出风头的人物，就是武松。
他在《水浒传》中所占篇幅巨大——在评书中还有所谓的“武十回”，把武松渲染、包装成一个家一
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明末清初的评水浒老前辈金圣叹先生按高低上下四个等级，品评了三十个水浒人物，其中第一个“上
上级人物”，就是武松（下面依次是鲁达、李逵、林冲、吴用、花荣、阮小七、杨志、关胜⋯⋯三十
个人中，并没有宋江，可见金圣叹对宋江的评价不高）。
尽管武松可能是“太行山梁山泊”的“三十六人”之一，但是至少在南宋的一百五十多年中，还是默
默无闻的。
因为南宋末年编辑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三十六人”的名单中虽然有“行者武松”的名号，但是
却没有他的任何事迹。
连鲁智深也只有“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十几个字；而武松除了名单上有个名号
之外，更没有任何事迹，连何时上山都没有记载，读者只能从书中的叙述推知武松是跟随宋江上山的
九个人之一。
这实在是一件无法解释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直到了元朝，才有《武行者》、《武松打虎》和《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可能就是武松杀西门庆和
潘金莲的故事）等戏曲剧目。
　　有戏曲、评书的渲染，武松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最高。
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农村老太太，她可能不知道李白、杜甫、苏东坡，也可能不知道省委书记是谁，却
可能因为看戏、看电视、听说书而知道武松是景阳冈上打虎的英雄，是为哥哥报仇而杀了嫂嫂的义士
。
　　正确地说，其实武松就是因为“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危害乡民的猛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的
。
至于他后来为哥哥报仇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在孟州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等
等，算不算英雄行为，那可就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了。
　　为什么打虎算是英雄。
英雄可以分为许多种，有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有勇拦惊马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人民英雄
如刘英俊，有舍身炸碉堡的战斗英雄如董存瑞，更有许许多多见义勇为救人生命财产的无名英雄。
那么，打老虎算是什么英雄呢？
说他是勇士不行么？
当然也可以。
但又有些不同。
比如斗牛士，可以算是勇士，但不能算英雄，因为他只是勇敢，甚至残忍，却没有为他人作出贡献。
老虎在古代不是被保护动物，数量可能还不少，它是要吃人的，要危害百姓生命的。
所以当时的打虎行为，属于“为民除害”范畴，是给百姓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如果是一般的猎户用刀枪弓箭射杀老虎，那就不稀奇了。
“猎虎”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能很多，许多猎户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足为奇。
就因为武松能够“赤手空拳”地打死一只危害百姓的猛虎，所以才说他是英雄。
相对而言，《水浒传》中还写了李逵用刀砍死大小四只老虎，解珍、解宝也曾用窝弓药箭射死一只大
老虎，书中都没有大事渲染地说他们是“打虎英雄”。
——独独这个武松，因为景阳冈上多次发生过老虎吃人的事件，危害百姓，众猎户又无法捕捉，他武
松却“赤手空拳”地把这只大老虎打死了，所以就成为英雄了。
——这和特定的时间、地点都有关系。
　　好汉和英雄的区别。
好汉和英雄，当然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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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一百单八将，通常人们都称为“一百零八条好汉”，没人说他们个个都是英雄。
几年前，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就说过“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至有49人不是好汉”这样的话。
从话茬儿看，这个语言大学的教授，就没有从定义上弄明白好汉和英雄的区别。
　　那么好汉和英雄应该怎么定义呢？
咱们不妨先来查一查字典。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条解释：　　好汉——是勇敢坚强的男子。
　　豪杰——是才能出众的人。
　　英雄——1．才能勇武过人的人。
2．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
3．具有英雄品质的人。
　　这样的解释，虽然“权威”，却不严谨。
　　第一，好汉“是勇敢坚强的男子”，就有所不妥。
大家都知道，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分明包括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这三个女头领；好汉必须是
“男子”之说，是不是不妥？
　　第二，豪杰“是才能出众的人”。
“才能”这个东西，是无法“量化”的。
因此，“出众”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
一个人，生意做得好，唱歌唱得好，都可以说是“才能出众”，但是这些人似乎都不能称为“豪杰”
。
　　字典上对“英雄”的定义，是“才能勇武过人的人”。
实际上就是“好汉”加“豪杰”；而英雄绝不是上面说的那种好汉加豪杰。
“好汉”似乎是一个中性词，并没有是非善恶的限制。
一个被拉到刑场去杀头的强盗，往往都要大喊一声：“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可见好汉的主要定义是“勇武”，此外还要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而豪杰往往要求有正义
感。
一个强盗可以自称是好汉，但不可能自称是豪杰。
　　我给“英雄”的定位，是对国家、民族、人民，至少也应该是为他人作出贡献。
其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行善”，而不是“作恶”；是维护“正气”而不是助长“邪气”。
　　“英雄”应该和军事、武力或冒险行为如探险、航天、救助等有关（前苏联的“母亲英雄”，以
生孩子多取胜，可以说是例外；似乎可以解释为本民族的壮大作出贡献），但不一定本人就是武功盖
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懂武功。
所以武艺高强的岳飞是民族英雄，文质彬彬的文天祥也是民族英雄；李白、杜甫虽然“才能出众”，
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好诗来，却不能算是英雄，连豪杰也不是。
　　对英雄的定义，应该没有古今中外的区别。
“英雄观”和“忠孝观”不同。
“忠孝”的定义，可以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例如“忠于谁”的问题，古代只要求臣民忠于某个个人，例如忠于皇帝或帮会的帮主之类；今天则要
求忠于国家和民族，不再强调对领袖个人的“忠心”了。
“孝”也一样，第一，今天不强调“以孝治天下”了；第二，今天不再主张“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
君命臣亡臣不得不亡”之类的“愚忠愚孝”了。
古往今来，人们对“英雄”的认识，是始终如一的，不存在古代的英雄到了今天不算英雄的说法（岳
飞、文天祥始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更不存在“用今天的定义去要求古人”的问题。
古代的英雄，到了今天也应该是英雄，除非他在古代就是“浪得虚名”，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因
此，用我上述的英雄定义去衡量古人，不但不是对古人的“苛求”，而且是测定“真假英雄”的试金
石：一切假冒英雄、伪造英雄，立刻就会原形毕露。
　　“好汉”的定义比较模糊，一般只指某人办事敢作敢为敢当，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连累
别人，档次比英雄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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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杀了人的杀人犯，作案以后能自首的，也被称为“好汉”，但不一定是英雄。
更主要的一条，英雄的所作所为，前提是为国家、民族、人民，至少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
思想境界高的，具有爱国心；思想境界低些的，也具有“侠意识”；好汉的所作所为，则是为自己或
朋友、亲族，思想境界主要是“霸意识”。
他们有时候也在“义气”的驱使下为“别人”做事，但是这种“义气”，不一定是“正气”，很可能
是“江湖义气”或“哥儿们义气”。
结果很可能是帮助坏人打了好人，或者是帮助这个恶势力打击另一个恶势力。
所以“义”也有大义和小义之分。
“霸意识”也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但却往往是以牺牲、剥夺他人的自由幸福来得到的。
他们想望自己能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却不考虑别人的死活。
所以土匪、强盗、杀人犯，往往都称自己是好汉。
　　那么，武松算是英雄呢，还是好汉？
这要按他一生所办的某件事情来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下结论。
就是山东快书，也是说：“闲言碎语不用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
”没说武松是英雄！
　　下面，我还是拿我上面提到的“英雄三要素”：一、善恶是非，包括正气还是邪气；二、为国、
为人还是为己；三、“侠意识”还是“霸意识”这样三条标准，来对武松这个人物加以检测和评说。
　　武松的青少年时代。
《水浒传》中写武松出场，是在柴进的庄上。
那时候，他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彪形大汉了。
书中没有介绍他的青少年时代，只说他以前在老家清河县酒后打人，自以为把人家打死了，这才逃到
柴进庄上躲避的。
为什么打人，并没有交代。
酒后打人，当然不算是英雄行径，为此潜逃，敢作而不敢当，更连“好汉”也算不上。
正因为《水浒传》对武松的青少年时代缺少铺垫，所以后人说书，都有各种不同的发挥或充。
王丽堂的扬州评话第一回，说他在家乡打死了一个恶霸，所以逃到柴进的庄上躲避，但也没有详细交
代打死的是什么恶霸。
直到第十回武松去二龙山投靠鲁智深，才说是当年清河县大旱，武松带领饥民吃大户，打死的是大户
家阻挡饥民抢粮食的狗腿子（这属于“水浒外传”，分明受到“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尽量美化武
松）；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还专门用了一回的篇幅（俗称《武松赶庙》），细说他打虎以前的经历：
少年时代在少林寺学武，学成以后回家，在东岳庙庙会上遇见恶霸“李家五虎”强抢民女，他打抱不
平，出手相救，打死了李家五虎，这才逃到柴进庄上来躲避的。
这样一铺垫，突出了武松打虎以前就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脑子里有“侠意识”，具有豪杰仗义
的性格。
　　经过补充铺垫的武松，应该是一个具有“侠意识”的血性青年。
　　2.武松是什么地方人？
葬于何处？
　　现在，我冒昧地问一句：“武松是什么地方人？
”　　许多山东朋友，都认武松是他们的同乡，山东人也以山东出了武松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自豪。
那么，武松应该是山东人了吧？
但如果再问一句：武松是山东哪个县的人呢？
山东朋友可就答不上来了。
　　其实，这个问题，《水浒传》第二十二回（指七十回本，下同）中交代得很清楚：宋江杀了阎婆
惜，和兄弟宋清两人逃到沧州柴进的庄上，遇见了武松——　　宋江扶起那汉，问道：“足下是谁？
高姓大名？
”柴进指着道：“这人是清河县人氏。
姓武，名松，排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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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此间一年了。
”于是问题来了：清河县属于山东省么？
　　翻开地图一找，山东和河北的交界，从德州到临清的这一段，是以大运河为界的。
清河县在大运河的西边，分明属于河北省管辖嘛！
山东人引以为荣的“山东好汉”武松，居然不是山东人，这不是笑话么？
如果说，因为武松曾经在山东阳谷县打虎，被阳谷县知县聘请当了都头（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刑警队
队长），而且武大郎也已经从清河县迁来阳谷县定居，因此就把武松算是山东阳谷县人，是不是太勉
强了点儿呢？
　　阳谷县城内有一座牌坊，上书“打虎英雄的故乡——阳谷”，是毛泽东的手迹。
毛泽东熟读《水浒传》，当然知道武松是清河县人。
看来，毛泽东就是持上述观点的。
　　有个山东朋友和我辩论，说清河县宋代属于山东省。
这当然是“移山倒海”，何况“省”的行政区划名称，是从元代才开始的。
宋代的省级行政区划叫做“路”，相当于元明清直到今天的“省”，只是辖境略小罢了。
　　为了找到确切的证据，我找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的地图上没有画出清河县，但是京东
西路和河北东路的分界线在运河东边，而清河县在运河西边，可以证明在北宋时代清河县是属于河北
东路的。
再看南宋地图，当时淮河以北都已经是金国的属地。
金国地图上却有恩州，属于河北东路，不属于京东西路。
恩州的州治就在清河县。
那么清河县在北宋、南宋都属于河北，应该无可置疑了。
　　但是我还不放心，专门托朋友给我借来了《清河县志》。
一查清河县的历史沿革，得知清河县置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年。
汉高祖时代，这里先置清河郡，以后屡次改为清河国。
汉元帝以后定为郡。
辖地相当于今天河北省清河县的周边地区，包括今天山东省和河北省邻近的好几个县、市。
东汉以后又改为清河国。
北魏仍称清河郡。
隋朝初期废除郡一级行政区划，隋朝大业以后又恢复为清河郡。
唐朝初年废郡设州，县属于“州”管辖。
唐初的清河县属于贝州，州治就设在清河县。
到了宋代，贝州改名恩州，州治还是设在清河县，属于河北东路管辖，路的治所设在大名府（所以大
名府同时是北京留守司、路、府三级政府的驻地）。
宋代虽然没有山东省、河北省的建制，但是已经有“路”的建制（路比省略小），所以《水浒传》中
才有“山东及时雨，河北玉麒麟”的说法。
这里的山东和河北，不是指“省”而是指“路”。
后来元代建省，也是在辽宋时代“路”的基础上拆并划分的。
　　再查《元丰九域志》：恩州，清河郡，治清河县，下属县三：一，清河县；二，武城县（武城县
在运河东，现在属山东省）；三，历亭县（元至元二年（1265）入陵州为故城镇，同年复置故城县，
改属景州；现名故城县，在运河西，属河北省）。
　　这样看来，恩州下属三个县的辖境虽然历代有变迁，但是清河县历史上从来都是属于河北，不属
于山东。
《水浒传》写于元代，出版于明代。
山东人“冒认”武松为同乡人，应该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按《水浒传》原文，武松打虎以后，被请到“本处一个上户”家去，他介绍自己，说的是：“小
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
”查《元丰九域志》，宋代的阳谷县属京东西路的东平郡，清河县属河北东路的清河郡，两县不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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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郡，所以武松称自己是“邻郡清河县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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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宋江在水浒中的形象　 来源 价值中国网 迟竹强 　　宋江，人唤“及时雨”。
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整日舞文弄墨，书写文书，是一刀笔小吏。
晁盖等七个好汉智取生辰纲事发，被官府缉拿，幸得宋江事先告知。
晁盖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宋江，宋江的老婆阎婆惜发现宋江私通梁山，趁机要胁，宋江怒杀阎婆惜
，逃往沧州。
被迫上梁山。
后宋江做了梁山泊首领。
受招安后，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毒酒害死。
历史上的宋江只是被一笔带过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宋江这个人物，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书会变成
什么样子。
因为宋江的仗义疏财，好多人喜欢他，因为他主张招安，好多人厌恶他。
那么怎么来看宋江呢？
通过重读《水浒传》，想着通过书中关于宋江的描写来解读宋江这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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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越品水浒：品人篇》告诉你怎样解读《水浒》；告诉你为什么写《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
《水浒》；别带阶级感情读《水浒》；不再一知半解读《水浒》；不再无的放矢评《水浒》；向刘心
武挑战品《水浒》；向易中天挑战品《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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