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西游经典如何“炼成”

问：纵观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

著” ，《西游记》可以说是被翻拍、改

编最多的作品，这是文学经典生命力

的表现。您认为，《西游记》为什么会

成为不朽的经典？

竺洪波：《西游记》 作为世界性

文学瑰宝，经典地位屹立不朽。 原因

有两个方面：

其一，无论是“四大奇书” ，还是

“四大名著” ，《西游记》的读者量始

终占据“顶流” 地位。 《三国演义》

《水浒传》 金戈铁马的阳刚风格，一

些女性读者似有本能的疏远，《金瓶

梅》和《红楼梦》则遭遇不同程度的

“少儿不宜” 。 《西游记》妇孺皆知，

老少兼爱， 具有全方位的大众共鸣。

《西游记》堪称奇书中的奇书，名著

中的名著。

其二，《西游记》 自身品质炼成

永传千秋的经典性。 《西游记》的经

典性源自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壮举。

历史上的玄奘取经， 行程 5 万里，历

时 17 年，“见不见迹，闻未闻经” ，既

学习外来文明，又传播中华文化的卓

然风采， 史称 “万古风猷， 一人而

已” 。 这是一个伟大的“中国故事” ，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

伟人。 《西游记》是神话化的“西游

故事” ，史书所记“此等危难，百千不

能备叙” 被形象化为 “九九八十一

难” ，化为笔底烟霞，成为令历代读

者赞叹不绝的文学奇观。

《西游记》经典性源于时间的沉

淀。 玄奘取经归国后，西游故事在历

朝历代广为流传。先后出现了大量西

游传说和文艺作品，《大唐西域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

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和《西游

记平话》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

少数” 。 其中“一记一传” 共同开启

“西游故事” 的文学性书写，《诗话》

奠定了《西游记》文本演化的神话性

方向和降妖模式，《杂剧》与《平话》

则使《西游记》人物全面定型，情节

构架宣告固化。

《西游记》的经典性还来自天才

作家的生花妙笔。 《西游记》是一部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小说。 千百年

来，街头坊间的口耳相传，戏班乐坊

的浅吟低唱，早已让西游故事初具规

模。玉在石中，只待巧手打磨，便可熠

熠生辉。

正是吴承恩（因《西游记》作者

存争议，暂以“吴承恩” 指代作者）

搜集以往全部西游故事，又根据小说

艺术的结构特征与书写原则，将之荟

萃、改编成大部神话小说《西游记》。

表现 “西天取经” 母题的西游

“记” ，书名大概率应该像《马可·波

罗游记》或《鲁滨孙漂流记》那样，

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从

取经求法的题材上看，它似乎是一部

宗教小说。然而，《西游记》却偏偏是

一部汪洋恣肆、 瑰玮壮丽的神话小

说，这无疑是吴承恩的天才创造。

新创拓展 《西游记》

叙事空间

问：西游故事不断被改编、演绎，

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影视、动漫、网络

文学、游戏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

以西游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一些作品

获得了极高的大众关注度和美誉度。

您认为，其原因是什么？这些改编中，

有哪些传承、误读及创新？

竺洪波：作为经典的《西游记》

从不过时， 在每个年代都可以凭借

自身的独特魅力获得新生。 在当下，

各种影视改编、动漫制作风靡一时，

独特的西游表情包丰富着年轻人的

网络交流方式，央视 1986 年版电视

剧《西游记》连年位居各视频网站

点播量前列， 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动

画片 《大闹天宫》、 电影 《大话西

游》、网络文学《悟空传》以及各种

戏谑的“西游职场启示录 ” 和具有

现代娱乐性的《西游记》游戏项目，

都是西游故事与时代、与社会、与各

种艺术样式发生的精神共振。《西游

记》俨然成为当下最有活力、最受欢

迎的文化 IP。

除了经典 IP 固有的孵化功能，

《西游记》的超强活力还与其特有的

传播机制相关。

《西游记》以降妖伏魔为情节框

架， 其中有千姿百态的神魔形象，匪

夷所思的腾挪变化， 有斗转星移、仙

石迸裂的自然奇观， 还有上天入地、

呼风唤雨的神仙法术，但原典的文学

描写先天不足， 戏曲表演又无能为

力， 导致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及

《三国演义》《水浒传》与《红楼梦》

显赫。 但是当代社会的影视技术、数

字技术弥补了这一短板，化劣势为优

势， 将文字的枯涩化为蒙太奇的神

奇，从此，《西游记》找到了最为完美

的传播媒介，西游神话故事有了更为

广阔的舞台，《西游记》 的大众传播

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例如

孙悟空金箍棒的出现，总是伴随万道

金光、千重海涛，伴随震耳欲聋、摄人

心魄的洪钟之声， 其神奇叹为观止，

它变幻莫测，大时为擎天柱，小时为

绣花针，纵横变化，随心所欲，令人心

旌神摇，这在银幕荧屏中才有可能得

到充分展现。 影视、 动漫和网络 3A

制作以高科技为支撑， 可以预期，随

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将源源不断地

创造出新的《西游记》佳作。

这些作品对 《西游记》 的传承

（包括创新与误读） 是有目共睹的。

比如央视 1986 年版电视剧以一种颠

覆性的爱情演绎的方式，丰富了“御

弟哥哥” 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新的

经典形象。 新近爆红全球的 3A 游戏

《黑神话·悟空》则另辟蹊径，以大圣

归来为始发点，表现悟空拒绝斗战胜

佛之位，归隐花果山，反招杀身之祸，

游戏任务由此展开。这类创作属于后

西游故事，悟空的遭祸与斗战胜佛的

王者荣耀形成强烈反差，很好地拓展

了《西游记》的叙事空间。

《西游记》的版本与阅读

问：有读者认为，《西游记》版本

不及“四大名著” 其他三部丰富，尤

其是《红楼梦》，其版本研究是学界

十分关注的议题。 请您谈谈 《西游

记》的版本情况。

竺洪波：对于《西游记》的版本

不及其他名著丰富这一说法，存在一

些误解。随着相关版本资料的渐次刊

布， 我们始知情况并非如此，《西游

记》版本的复杂性超乎想象。 即以所

谓“附录”（即唐僧身世故事）的版

本意义而言，学界至今未有定论。

《西游记》现存明清版本共 13

种。 其中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

大字西游记》（世本） 和黄周星、汪

澹漪笺评本《西游证道书》分别为明

清两代的代表作。 此外，百回本世本

以前存在大量西游文艺，学界称之为

《西游记》古版本。 清季以降直至当

下，《西游记》文本继续演化，出现了

诸多衍生版本，如海外译本和少数民

族文字译本，尤其是人文本等几种当

代通行本更显重要。

这些版本的关系复杂。 如明本与

清本的关系， 全本与简本的关系，原

本与笺评本的关系，世本与祖本的关

系，善本与通行本的关系，它们或错

综交杂，或相衔相衍，或漫漶重叠，不

解其故者简直茫然无头绪。

所谓《西游记》的版本系统，特

指以世本为中心，或谓在世本基础上

形成的版本现象，时间界限应囊括明

代世本问世至当下《西游记》文本新

发展的全部版本演化史。这个版本系

统无疑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通过

几个不同时代的主要版本来予以准

确认识。

世本是《西游记》诞生的标志。

现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刊本

是万历二十年 （1592） 金陵世德堂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简称

世本。这是最重要的《西游记》善本，

当代三大通行本皆以它为底本校勘。

此前存在的大量“西游” 作品，体裁

多为话本、宝卷、变文、戏曲等通俗文

艺， 世本名副其实是百回本 《西游

记》小说诞生的标志。

《西游证道书》是清代版本最重

要的代表作。

顾名思义，证道书本有了道教化

倾向，并把作者署为全真教道祖丘处

机。 在艺术成就方面，则经过悉心加

工、笺评，把《西游记》的经典化推到

了一个新高度。

人文本是最主要的当代通行本。

《西游记》当代通行本主要有三

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注释本

（1955）、 人民出版社李洪甫整理校

注本（2013）和中华书局李天飞校注

本（2014）。 其中，人文本出现最早，

标志着当代通行本的成熟。它以世本

为底本整理， 并参考了六种清代版

本， 于 1955 年初版，1980 年再版，

2009 年第 3 版，2020 年第 4 版。 人

文本不断自我革新，版次达到四种之

多，遂使《西游记》精益求精，且印数

巨大，一举成为近 70 年来最权威、最

具影响力的《西游记》版本。

问：当下的文学教育提倡“整本

书阅读” ，请您为读者介绍一下整本

阅读《西游记》的方法。

竺洪波：《西游记》 是一部具有

奇特体制———即神话小说性质的文

学经典，展开“整本书阅读” 的方法

具有特殊性，首先需要确立相应的阅

读原则。

其一，神话小说的先验性逻辑。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缘起：唐

僧前生是如来佛祖的二弟子金蝉童

子，因为在如来讲经时随意睡觉，遭

到重罚贬下尘世，化为佛子，需“苦

历千山，询经万水” ，远赴西天取回

真经之后得道成佛回到佛界。 由此

可以明白作品的构思： 唐僧遭遇千

魔百怪 ，“此等危难， 百千不能备

叙” 。 但他注定要一步一个脚印，用

脚丫子丈量完十万八千里的西行征

途， 完成取经功果。 孙悟空神通广

大，背着群山一路奔跑是小菜一碟，

却背不起百十斤重的唐僧飞至灵

山， 反倒要历时十四寒暑苦度九九

八十一难。 作品的先验性逻辑规定：

唐僧取经的功课，既不能速成，也不

能“代驾” 。

其二，民间文学的立场。

《西游记》 经历长达千年的累

积、演化，总体上属于民间文学，因为

故事来源繁多，素材系统不一，作者

在创编定型时顾此失彼，留下诸多接

榫不合、逻辑颠倒的纰漏。 大凡民间

文学，文字相对粗劣，甚至“漏洞百

出” ，或许是其常态。

这里举一个 《西游记》 中的例

子：太宗入冥，贞观一十三年当死，崔

判官开后门 ，“将一字上添了两画

成贞观三十三年” 。 查历史年表，贞

观一朝（627—649）只有二十三年，

哪里有什么贞观三十三年？显然，作

者并非不知历史常识， 而是出于自

觉的写作追求，添一画，太宗于贞观

二十三年死去，符合历史真实，但似

乎显得阎君小气；添二画，太宗增添

二十年大把阳寿，崔判官很解气，读

者也很过瘾。 为了艺术审美的需要，

作者暂且把“历史真实 ” 放置在一

边了。

如果我们掌握了《西游记》的神

话逻辑和民间性特征，许多疑问就会

豁然开朗，不会在一些具体的枝节问

题上纠缠。

陈雪

� � � � 在江南，一脉蜿蜒流淌的富

春江，如同一条飘在富春大地上

的碧色丝带，牵系着两岸居民的

血脉与记忆。 作家黄玉林生于

斯、长于斯，带着江南特有的温

润气息，写下烙有富春印记的散

文集———《江南因有富春江》。

江南因有富春江，于是耳畔

有江水声滔滔不绝，眼底有山色

明媚秀丽，骨血里有文脉绵延不

息……由此可见，黄玉林以“富

春寻文”“闻江听水”“山乡味

道”“停车问山”“岁月浓情 ”

“云洗时光”“江南人间” 和“江

畔城韵” 命名的系列散文，并非

简单的归类，而是催生一种写作

的自觉，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习焉

不察的人和事建立一篇篇生存

档案，以散文之名进行记录。

他写富春山水， 写人文历

史，写街头琐事，也写世世代代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饶有意

思的是，黄玉林文字的节奏与气

息，与江南自有的气质形成默契

统一。 在他笔下，雨中撑开的伞

宛若富春大地上一朵朵绽放的

繁花，小巧精致，绚丽多姿；小区

门口的柚子树随缘孕育、遇雨生

长，一只只金黄的柚子如同盏盏

明灯， 照亮人们回家和前行的

路；风里摇动的银杏叶是有生命

的，她们在晨风中，在夕阳下不

断为世界鼓掌， 成为一道风景；

被荒草覆盖的胜利小学曾为无

数农家子弟编织梦想，为他们年

轻的生命注入灵魂和生趣，虽废

弃多年却始终留存于作者记忆

中……黄玉林以敏锐细腻的洞

察力和觉知力，从寻常事物之微

末处找寻时间的脉络、生命的痕

迹。 细细品读，字里行间似能听

见源自于根系、地缝及果实内细

胞生长的声音，眼前也氤氲起富

春江上的清新水汽。

事实上，走进作者笔下的富

春风物并不难，难的是真正进入

他用文字构建的叙事场域，融通

于他内心的表达诉求，体悟他创

造的精神世界。 黄玉林熟稔这片

土地的每一条沟壑、 每一汩江

流，乃至每一种气候变化、每一

缕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赋予它们

独一无二的色彩，并将之付诸笔

端。 当我们沉潜一颗心，贴向富

春大地，便更能深入领略他潜藏

于文字罅隙间的深情与哲思，正

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所有的

文字， 都饱含着我对江南最深、

最独特的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

书中的景观风物，处处投射着作

者本人的倒影。 于是乎，春天的

绿茶是“清爽淡雅，含蓄内敛”

的，“仿佛是天然为江南人量身

定制的生活品格”（《春天买

茶》）；晚风里的水稻会“矜持地

点点头” ，“它们前半辈子腰杆

的挺直，是为了后半辈子成熟的

沉思”（《清风卅里万市安》）；

飘动的云雾“时聚时散，时浓时

淡” ，而这“本就是人生的常态”

（《闲居云洗山舍》） ……我们

看到， 黄玉林笔下景与物的背

后，站着一位温文尔雅的“我” 。

而这样质地的文字，完全得益于

他丰富的生命体验与丰厚的学

养积淀。 当我们读到夜雨中的恩

波桥， 读到文气盎然的达夫书

屋， 读到烟火味浓郁的苋浦路，

仿佛能看到一位温润如玉的男

子行进其中， 他在桥上踱步，在

书屋闲读， 从街头巷尾穿过，他

就像简介中描述的那般，“戴眼

镜，性温和，上班族” ，脸上挂着

浅笑，优雅的，淡淡的，一如水墨

般恬淡的富春山水。

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和感

性》中提到，散文的知性是智慧

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

夸，知性的散文往往要跟感性交

融，才成其为“理趣” 。 是故，作

者对富春大地满怀赤诚与深情，

故有散文之“感性” ；对寻常生

活具有独到非凡的见解，故有散

文之“知性” 。 而感性与知性的

交融， 成就了黄玉林笔下的富

春。 可以说，江南因有一脉灵动

的富春江，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气

质；富春有如作者般气质儒雅平

和的写作者，故而呈现出更温婉

动人的神韵。

陈羽茜

� � � � 以网剧《我的阿勒泰》播出

为更多读者熟知的作家李娟，前

不久做客“与辉同行” 抖音直播

间，与主播董宇辉进行了一场对

话，虽然整场直播并没有烘托卖

书的主题，但直播结束后，还是

有 14 万余单的成交量， 显现出

直播间卖书的影响和效果。

不只是李娟，直播间近期还

出现了余华、 南派三叔、 陈鲁

豫、冯唐等不少作家的身影。 细

心的网友会发现，作家现身直播

间频率最高的日期是每个月的

23 日，这一天成为作家们的“直

播日” ， 可见每年 4 月 23 日的

“世界读书日” 在平台的推动

下，成为每个月一次的“网络读

书日” 。

当作家出现在直播间， 网友

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 除了听到

关于文学、 写作、 生活的分享之

外，在直播间是有书可以买的。想

买书的网友， 寻着直播间里的购

书链接， 如同在实体书店将心仪

之书取在手中拿去结账一样直接

而自然。 在直播间卖书不用“吆

喝” ， 作家轻松自然地分享创作

故事和阅读知识， 也契合了读者

的观看和购物兴趣。 从抖音电商

发布的数据来看， 每天有 200 多

万册图书通过直播间、短视频、商

城、店铺走向读者的案头。

以往读者想要与作家交流，

需要去图书馆、书店等现场。 随

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达，进一

步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 而

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崛起，使得

作家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与上百

万读者“见面” ，而且视频的呈

现方式，会使得作家的形象与言

语得以用更形象、更直观的方式

传递到读者那里。 因为短视频与

直播的普及，作家的在场感从未

如此强烈过，包括诺奖作家古尔

纳等著名作家在内，都在直播间

里感受到了读者的热情。

对于读者而言，见到一位作

家，听过作家一席话，再去读作

家的作品，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因此在这个时代，作家的作品被

读者看到很重要，作家自身被读

者看到也很重要，这类以作家为

主角的访谈内容很受欢迎便是

一种证明。 读者与观众，需要与

作家有作品之外的交流，藏在书

斋里的作家固然受人尊重，但愿

意在作品之外坦承自己的作家，

会与读者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

联系，使得读者内心的一些文化

愿望，得以寻找到落脚地。

王蒙、莫言、梁晓声等作家，

都曾做客直播间， 对于作家来

说，书通过哪个渠道被送到读者

手里并不重要，他们更在意这些

书能被哪些读者认真地读过，作

家们集体现身直播间，面对镜头

的言辞，其实更多指向的不是卖

书，而是希望读者多读书，这是

写作者与主播分工的不同，也是

写作群体的初心所在。 如果直播

间在大幅卖书的同时，也能够提

高所售图书被完整阅读的几率，

那么对于作家进直播间这样的

事，何不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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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岁月 看见富春

———《江南因有富春江》读后

新作

述评

直播间卖书

作家在场很重要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无限妙处说西游

———访《〈西游记〉通识》作者竺洪波

�����《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之作，西游故事在长达千年的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西游文艺作品，体裁有话本、

变文、戏曲、小说等；到了现代，创作者开始以影视剧、动漫、游戏等形式进行演绎。《西游记》何以成为经典？ 当代对

西游故事的演绎为何如此之多？ 《〈西游记〉通识》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竺洪波进行解读与分享。

� 人物名片

竺洪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著有《四百年〈西游记〉学

术史》《西游释考录》《西游学十二讲》

等专著。

在线

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