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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介绍古典小说《西游记》及其作者的书，已经出了好几本，题目都叫《吴承恩和(西游记)》。
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其中就有潘兆明先生的《吴承恩和(西游
记)》。
70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王俊年先生的《吴承恩与(西游记)》。
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小文学知识丛书》中，有胡光舟先生的《吴承恩和(西游
记)》。
只有90年代，已故的苏兴先生写的那本介绍吴承恩的书，编入《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由新蕾出版社
出版，只简单地题作《吴承恩》。
大概那套丛书都是以名人的名字为书名，为了保持体例的一致，所以未能叫这个名字。
最近，中视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筹拍的演绎吴承恩生平的电视剧，也叫这个名
字，只不过中间“和”字改为“与”字，意思还是一样的。
7月份，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潘灵剑先生约我写一本同样题材的书，并建议也用这个作题目。
我考虑再三，似乎只有这个书名最平实，也最能概括书中的内容，所以就同意了，并非是我存心附骥
于前辈与时贤。
关于吴承恩的事，前辈时贤的书中都已说了，而且很全面、很到位，我这本书中难免有些重复的地方
。
不过，其中有些内容，虽属于我个人的浅见，可能是一些比较新的发现。
比如，吴承恩早年十分看重科举，但屡次碰壁以后，便改弦易辙，功名利禄的心情淡薄了。
在《陌上佳人赋》中，吴承恩将功名比作美女，认为那是“水底之月，镜中之灯，风外飞絮，波间泛
萍”，而且“至美必恶，色哲德凶”，劝自己不要“柔情之浪钟”，浪费感情。
他到中年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西游记》上，并不再一心迷恋科举功名了，更没有像归有光那样
一直考到60岁。
吴承恩长期不得志，生活在社会底层，冷眼旁观世界，不免会产生愤懑，抨击时政。
他在社会交游中，接受了王阳明、王龙溪、王艮等人的心学，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因而写
出了名著《西游记》，通过神话人物孙悟空，大闹天宫、地府和龙宫，以平等身份与玉帝、如来佛祖
对话，横扫一切黑暗现象。
吴承恩是淮安人，本书中亦列举了许多与《西游记》有关的文化古迹和历史掌故，以及它们对《西游
记》创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名著。
书中描绘的天上、地下，龙宫、冥府，神奇瑰丽。
风趣诙谐、具有大神通和大无畏精神的孙悟空，有着非常的亲和力，受到老人小孩、社会各界，以及
世界人民的十分喜爱，是文学中的经典形象。
今年年初，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凯西·纽曼女士，专程来淮安采访，中心内容是中国人对外国
人改编《西游记》的看法。
我和我的同仁是这样告诉她的：《西游记》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部文学名著。
孙悟空是中国源远流长的猴文化中产生的瑰宝，是吴承恩先生用他的慧眼，沙里淘金，从中国古代各
种各类文学作品的“猴群”中发现出来的：用他那大智慧、大手笔，加以综合提炼改造，发挥他那智
慧善良、勇敢正直、乐于助人、不屈不挠的长处，洗去了他那偷盗、好色的妖气，改变了插科打诨、
流里流气的做派，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因子，成为一个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美猴王。
孙悟空那样敢于斗争，其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我们心中具有崇高的地
位，不容有人对他歪曲和恶搞。
希望国人与国际友人尊重我们这份感情。
据说有人打算重拍《西游记》电视连续剧，要改变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
我想那不是成了另外一部戏了吗？
为什么不另外取个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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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还要叫《西游记》呢？
这是假冒的《西游记》，借《西游记》之名，行推销自己的新剧之实。
最近，中视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拍摄电视连续剧《吴承恩与(西游记)》，编剧
王树强先生与我一直保持联系。
我们经常商讨有关问题。
他是为了了解吴承恩的生平，编织故事，写出一个鲜活的吴承恩来。
试想一个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怎么能创造出完美的形象来呢？
何况吴承恩本来的行年事迹就断断续续，如果完全呆板地按本事来写，肯定是冷冰冰、干巴巴，索然
无趣的。
我是为了研究吴承恩的真实事迹，目的是展示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本来面貌，则不能采用他那一套。
我们相约，作为戏剧创作，用形象直观地表现人物，为了使故事生动有趣，人物形象丰满灵动，可以
夸张，可以虚构一些情节。
但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身份，是在原有事实基础上的延伸和夸张；不可以追求离奇、胡编乱造，甚至
往吴承恩身上泼脏水，有损吴承恩的形象。
而我则是在做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必须将吴承恩放到原来的历史背景中，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脚踏实地地进行考察，分析研究，可以联想比较，甚至作某些推理，但不可以夸张编造、无中生有。
我们都努力了，结果殊途同归，分别给观众和读者呈现出一个屏幕上的和书本上的吴承恩来。
在人们观赏《吴承恩与(西游记)》电视连续剧的时候，肯定会有些议论，历史上的吴承恩究竟是什么
样子的？
某件事当年是否真有？
不妨再阅读一下这本书。
此书并非“揭老底”、唱对台戏，而是提供历史真实，可以作为电视剧的补充，可以引起观众更大的
兴趣，亦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王树强先生剧本的分集内容提要我看了，还是很好的，而此书则可能存在许多不足。
编辑要我用通俗易懂的笔调来写，可以扩大读者面。
我尽量努力了，但习惯了写考证文章的笔，很难一下子转变过来。
书中的文言引文，我尽量用现代口语改写了，可能有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原意。
有些内容比较特殊，比如讲金丹大道，术语太专业了，尽管我改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仍可能是疙疙
瘩瘩、艰涩难懂，或者辞不达意。
另外，由于时间匆忙，不及仔细推敲和修改，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刘怀玉，2007年10月于淮安二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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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
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
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
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
《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
”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
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
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
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
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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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怀玉，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
著有《吴承阻诗文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吴承臣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西
游记人物画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及论文数十篇，点校晚清小说《中国十二女杰演义》。
参与发起组织第一至第三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
曾接待法、日、韩、美等国学者和记者的来访。
1998年起创办《西游记宫》网站。
2001年应邀赴央视做《西游记》节目嘉宾。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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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引子一 吴承恩的家世和社会关系父亲吴锐，为人忠厚姐姐承嘉，外孙邱度妻子叶氏，贵族千金
儿子凤毛，早年夭折二 吴承恩的生平事迹童年聪慧，众人夸奖参加科举，连连失利深刻反思，看透科
举隐居茅斋，撰写《西游》读书南监，名士风流再次谒选，作吏风尘诗酒为伴，安度晚年三 吴承恩的
多才多艺直率清新的诗歌艺术精于绘画艺术的鉴赏酷似虞、欧的书法艺术围棋国手的知心朋友参加过
抗倭军事活动附：吴承恩著作述略四 吴承恩的社会交游吴承恩与他的状元朋友吴承恩的乡绅前辈朋友
吴承恩的官府里的朋友五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六 《西游记》与淮安掌故淮安：西游文化交流的胜
地唐僧的“家”搬到了淮安海州无支祈故事就发生在淮安境内泗州大圣僧伽也是淮安的故事淮安的都
土地庙就在大市街旁楚州壁画《猴马图》与弼马温传统名菜蒲根菜写进《西游记》古寺庙在《西游记
》中的投影“僧纲”是管理佛教事务的府级僧官“旃檀功德佛”与旃檀佛像雷神庙与淮安雷神殿东坡
诗与《西游记》中的风观音院火灾中禅堂独存石中生人与石中生猴人变为虎“死的去，活的住!”七 
吴承恩与《西游记》接受心学，追求平等自由吴承恩有些狂放吴承恩与饮酒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朝廷
不会用人对世袭制度表示不满议论秦玺，抨击首功好杀等制度认为百姓的灾难都是由官府造成的对三
代“王道”的看法吴承恩有爱奇闻的特性吴承恩颇通金丹之道吴承恩擅长写仙景吴承恩诗文中的猿猴
“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八 吴承恩名垂千古身后之事都付与后人评说吴承恩墓地被发现的经过巨
星长眠地，万方瞻仰处吴承恩的真容再现于人间吴承恩纪念馆简单介绍同名同姓吴承恩之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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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吴承恩的家世和社会关系吴承恩，字汝忠，另外还有一个字，叫以忠，人们不大知道，我是在一幅
字画的题跋中看到的。
淮安在汉代曾经叫射阳县，县的东南边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与他有交游
的人都称他为“吴射阳”或“射阳先生”。
而他自称“射阳居士”。
后代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是不准确的。
他有一方篆文印章，刻的就是“射阳居士”4个字，我们现在发现的几件墨迹和碑刻上，皆钤盖这方
图章，没有一件称“山人”的。
淮安地处淮河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
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名叫淮阴郡，所以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加上“淮阴”或“淮南”二字
，自称“淮阴吴承恩”或“淮南吴生”。
这是明清时代两淮地区文人的普遍风气。
又因为明代淮安府所辖范围为淮海地区，故有时又自称“淮海”人，如“淮海浪士”。
吴承恩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居到淮安的。
他在《先府宾墓志铭》一文中说：“他家原籍在涟水，不知是什么时候迁到山阳县的。
”涟水、山阳明代都是淮安府的属县，山阳就是淮安府城所在地，即今楚州。
他说，因为家里既贫寒又孤单弱小，又没有了家谱，所以从他高祖父以上的事，就说不清楚了。
迁到淮安肯定不是他高祖时候的事，还要再向上推一代或几代。
按照这样的分析，吴氏迁淮当在明代初年，离吴承恩生活的时代已有一百几十年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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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承恩与〈西游记〉》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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