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作者施耐庵生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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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文物史料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与抗元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同乡，

为“泰州白驹场人”（白驹今属盐城大丰市），介绍施的生平和重要诗作，并附《施耐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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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杜甫感慨怀

才不遇的才子高士的。封建社会里确实是这样，

“才高命蹇”几乎成为普遍规律。只有到了人民真

正当家作主的社会，这种状况才彻底改观。古典

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遭遇就颇具典型。

当《水浒传》从皇帝圣旨列为“禁书”的囚笼中

释放出来并喧腾众口时，“少不看《水浒 》”之类贬

斥的俗语，也为广大人民不屑一顾，可是其作者仍

是“施公身世总茫然”。有的专家学者疑是“乌有

先生”、“毋是公”、“疑乃郭勋托名”等，直到 ",)!
年关心文化、热爱《水浒》的人们才从上海《新闻

报》《快活林》栏内得到一些零碎信息：一个署名胡

瑞亭（胡瑞亭称他是当时政府派出调查户口的）的

在《施耐庵世籍考》文章中明确指出《水浒》作者施

耐庵为白驹人，并附《耐庵墓志》，全文为：

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

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

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

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可以缕

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见，仅想望其颜

色。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

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

旅，夜间火也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

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

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

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

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所得

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

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

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

其所以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

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

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

后人述元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

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

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

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

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

作，小人当道之时。先生之身世，可谓不

幸矣。而先生虽遭困顿，而不屑卑躬屈

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闭户著书，以延岁

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墓志只

此，下已剥蚀）（下文简称《胡本》）

这篇署名“淮安王道生”的《耐庵墓志》，交代了施

耐庵的名字、科第、著述、门人、家世、后裔等。虽

语焉不详，但却是极为珍贵的。推翻了《水浒》作

者是“乌有先生”、“郭勋托名”的说法，将白驹施耐

庵为《水浒》作者这一发现推向世界是令人鼓舞的

事。白驹当时属兴化（元末明初属泰州，后曾属东

台、盐城，今属大丰），",-# 年左右，兴化县编修县

志，援例将这一资料收入《兴化县续志》，编修人员

在编资料时，对该墓志作了些增补，增加了（一）施

耐庵生卒年：“生于元元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

庚戌岁”；（二）科第改为“至顺辛未进士”；（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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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加了“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增补者的

用意希望对乡贤的出处行藏具体化一点，虽是好

心，可是由于疏于考证，引来了许多对施的非议。

一些学者、专家再次否定施耐庵大多由此引起的。

例如：若承认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
年），“殁于明洪武庚戌”（!%&’ 年），就会发生“父

亲死了三年，儿子才呱呱坠地”的问题（因为《耐庵

墓志》发现前就发现施耐庵儿子《施让墓志》，上面

有施让生卒年，生于“洪武癸丑”（!%&% 年），这个

生年经过考证是正确的，所以只有增加的施耐庵

卒年是错误的）；“至顺辛未”无科（没有开科考进

士）的问题，“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不通，

不合墓志体例等。

但这些擅增和责难也从另一方面启示、促进

了对施耐庵有关情况的调查考证和辨识。经过

!#(" 年（中央文化部组织的）和 !#)% 年（江苏省社

科院刘冬倡导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了大量“施耐

庵文物史料”（详见王同书著《施耐庵之谜新解》中

国文联版）和几年的争论，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

识，现在可以将《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生平、思想、

出处行藏等勾划如下：

施耐庵约生于元泰定戊辰（!%") 年），殁于明

建文壬午（!*’" 年）左右，享年 &( 岁。系元末明初

泰州白驹场人（因为施耐庵与张士诚同乡，都为白

驹场。而元史、明史写张士诚籍贯都为“泰州白驹

场人”）。从小喜爱文学，富有文学天赋，“精于

文”，并擅诗词曲，今流传的《秋江送别———即赠鲁

渊、刘亮》，当代曲学专家，扬州任二北，以及赵朴

初、冯其庸、刘冬等审阅，均认为可称曲苑绝唱，是

曲苑珍品，洵属上乘精品，非施耐庵这样的才华绝

世、豪气干云的大手笔莫属。不仅如此，这组套

曲，也是考证施氏生平、认识施氏才华抱负的极好

资料，特全文转录如下：

施耐庵遗曲

———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

［新水令］西窗一夜雨蒙蒙，把征人

归心打动。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

海上孤鸿，飞倦了这黄云陇。

［驻马听］落尽丹枫。莽莽长江烟水

空。别情一种，江郎作赋赋难工。柳丝

不为系萍踪；茶铛要煮生花梦。人懵懂，

心窝醋味如潮涌。

［沉醉东风］经水驿，三篙波绿；问山

程，一骑尘红。恨磨穿玉洗鱼，怕唱彻琼

箫凤。尽抱残茗宛诗筒，你向西来我向

东，好倩个青山互送。

［折桂令］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

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花间啸月，竹

里吟风。夜听经趋来鹿洞。朝学书换去

鹅笼。笑煞雕龙，愧煞雕虫。要论交白

石三生，要惜别碧海千重。

［沽美酒］到今日，短檠前，倒碧筒；

长铗里，掣青锋。更如意敲残王处仲。

唾壶痕，击成缝，蜡烛泪，滴来浓。

［太平令］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

隔不断别意离宗，长房缩地恐无功，精卫

填波何有用？你到那山穷水穷，应翘着

首儿望侬。莽关河，有月明相共。

［离亭宴带歇指煞］说什么草亭南面

书城拥：桂堂东角琴弦弄，收拾起剑佩相

从。撩乱他落日情，撩乱他浮云意，撩乱

他顺风颂。这三千芥子，多做了藏愁孔。

便倾尽别筵酒百壶，犹嫌未痛。那堤上

柳，赠一枝，井边梧，题一叶，酒中梨，倾

一瓮。低徊薜荔墙，惆怅蔷薇栊，待他日

鹤书传奉。把两字儿平安，抵黄金万倍

重。

耐庵施肇瑞谱于秋灯阁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这首遗曲发现的情况，

刘冬同志曾详细说明，见《江海学刊》!#)% 年第二

期，兹不赘述。）

《秋江送别》给人强烈的印象：展示了施耐庵

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从小就既拥“书城”又学武

功兵法，“剑佩相从”，想有一番作为，［沽美酒］这

阕中说；“长铗里，掣青锋。更如意敲残王处仲。

唾壶痕，击成缝”，这是说他们（包括朋友）像战国

时冯欢一样，能辅助英主，安邦定国，让百姓安居

乐业。即使英雄渐老，也会像晋朝的大将军王敦

（处仲）一样，誓扫中原，以清天下。平时饮宴，常

以铁如意，击唾壶，慷慨高歌以抒发豪情壮志。

（即曹操《观沧海》所云“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

这种才智、理想、抱负又不是书生空谈，而是

象祖逖们一样，付诸实践的。这与他生活的时代

密切相关。当时是元末，由于元朝是落后民族入

主中原，靠的是金戈铁马，残暴压服，入主以后更

是恣意践踏汉族人民，众所周知，分蒙古人、色目

人、汉人、南人，就是显证。这些理所当然遭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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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其他受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所以终元一代

!" 多年，迄无宁日，反抗不断，到了元末再加上天

灾，农民大起义终于暴发了，首先是山东韩山童、

韩林儿，紧接着江苏泰州盐民张士诚与其弟张士

德、张士信等在白驹场（与草堰场合并）也揭竿而

起，“十八条扁担，齐上戴家窑”，然后转战江南，占

苏州，称吴王，建立国家，国号大周。张士诚原是

盐场“纲甲”小头目（相当于今日居委会小组长），

但虽出身卑贱，可极有武功胆识，张士德更富韬

略，很尊重知识分子，一路作战，一路吸收知识分

子，打下苏州，特建“宾贤馆”，隆重礼遇知识分子。

这支队伍，这个政权的崛起和作为，在颇具“治国

平天下”之志的施耐庵等文人看来，正是“明主”和

“用武之地”，所以施耐庵和他的朋友鲁渊、刘亮、

陈基等也都先后投入了张士诚队伍，自然而然参

与戎机、战事。施耐庵笔下那些蓼儿洼、石碣村的

水战气象、规模，完全像白驹———戴窑（兴化）一带

的水乡景观，这就是第一手的感性认知。他们在

张士诚队伍里可能也都居住在“宾贤馆”，气味相

投，正如曲中所云：“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葭，

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花间啸月，竹里吟风。夜听

经趋来鹿洞，朝学书换去鹅笼。笑煞雕龙，愧煞雕

虫。要论交白石三生，要惜别碧海千重。”可谓得

其所哉，不亚于智多星吴用在梁山受到言听计从

的任用。

日子一长，虽然元朝根本无奈苏州，任凭他们

割据，可是这时陈友谅、朱元璋都已形成割据，尤

其是朱元璋势力渐大，励精图治，连王也不称。志

在削平群雄，统一全国。而张士诚却是乐以忘忧，

大砌宫室，奢侈享乐，不思进取，又不以强敌为意，

与朱元璋鏖战不已，屡战屡败，却又一意孤行，不

纳忠言，以至顶梁柱张士德为朱元璋俘杀，形势急

转直下。而代张士德的张士信真是骑劫代乐毅，

狗尾续貂。由于张士信的不学无术，贪婪好色，残

暴愚昧，拒纳忠言，张吴政权江河日下，施耐庵等

“忠不必用，贤不必以”，无可奈何，不得不考虑与

其玉石俱焚，不如高翔远引，留有用之身，将以有

为。张吴手下贤士纷纷离去，“陈基亦谏阻称王。

鲁渊、陈思均以谏阻称王辞官走。”（任继愈编《吴

王张士诚载记》）《秋江送别》就是这种情况下的阳

关三叠，这种理想的破灭与挚友的诀别，交织在一

起，更比一般别友伤惨、沉重！“后会不如何处是，

水远山长处处同”。

施耐庵与鲁渊等“你向西来我向东”，别后不

久果然张吴国土日蹙，国都（苏州）被朱元璋军队

围困，虽然兵民齐心，誓不投降，但弹尽粮绝，连城

内老鼠都吃光了，最后苏州被朱元璋攻陷，张士诚

被俘，张吴政权覆灭了。施耐庵更加浪迹天涯，避

祸埋名，又在构思要把这些教训写下来，让后人引

以为训。所以《水浒》特别强调“替天行道”和“忠

义”，一部《水浒》形象显示斗争、团结则兴旺发达，

身家性命都得到保全，而投降虽然好像封官进爵，

可是到头一个个都相继死去，最后全军覆灭。这

是施耐庵参加张吴义军的切身体会和血的教训。

在浪迹山东时，既听了许多梁山好汉的故事，

“宋江三十六人”也类似张士诚十八条扁担，又结

识了才识同气的罗贯中，这一对师生呕心沥血创

作了《水浒传》（当时又叫《江湖豪客传》），写下了

自己的理想、快乐和悲哀、痛苦。

《水浒》主要写作在白驹，又辗转到淮安，在罗

贯中的协助下终于完成。这时施耐庵已到了古稀

之年，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在淮安就地蒿葬。

死的时候家道贫寒，直到其孙文昱家道才盛

识，才将祖父迁葬于故里白驹乡下，离白驹十八里

大营施家桥，墓地是耐庵生前看好的“狮子抱球”

势，也含着施公雄狮般的“狮心”和永远不忘“抱

球”献艺的执着。文昱并将施家桥定为祖茔，但仍

都是丛冢而已。一代伟大的文学家的长眠之地仍

是“一杯黄土盖文章”。

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北迁，民政厅长、教育

厅长等曾到白驹施家桥拟加考察修墓，也因战乱

未果，后来共产党、新四军委任的兴化县长蔡公杰

闻知他治下竟躺着一位伟大的作家，就亲自视察

并拨款为之修墓、建坊。特为树碑，并亲撰碑文：

夫稗官野史之流，传宇内者，莫不宣

扬统治者之丰功绩，其为人民一伸积愫，

而描写反抗情绪者，殊不多见，有之，惟

《水浒传》一书而已。

《水浒》作者施耐庵先生为苏人，余

于癸未春衔命来宰兴化，时国难方殷，倭

寇陷境，县市城镇，悉沦敌手，我政府乃

于广大农村中坚持焉。

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庄，施氏之故

庐也。考施氏族谱所载，先生避张士诚

之征而隐于此。施氏之墓在庄之东北，

以年久失修，一扌不 黄土，状殊冷落。余

慕先生之才志，盖能寄情物外，其书中一

百零八人之忠贞豪迈，英风亮节，洁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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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腐 穴
瓜瓜 政治。乃今世为一己利禄所

趋，而出卖民族、腆颜事仇之汉奸，相去

悬殊。至若文词之隽妙，尤其余事也。

余酷爱《水浒传》之含义深刻，尤慕

先生之主萃励襟怀，爰重修其庐墓，以为

后人风，或不为非乎？于竣工之日，因题

其颠末。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岁次癸未

广陵蔡公杰题

碑文虽不长，但代表了当时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华

文化的重视，对伟大文学家的尊重和对伟大文学

作品的热爱。斗转星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

勃兴，为中华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倍受人民

和政府尊重，中央和地方政府特拨专款在白驹兴

建了施耐庵纪念馆，恢复了“施氏宗祠”原貌，并为

施公建了汉白玉雕像，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景仰

纪念。在施家桥为施耐庵修墓，并兴建“文物史料

陈列室”以告慰施耐庵在天之灵。千秋万岁名，载

誉身后事。

笔者参与编修《大丰县志》时，综合了各种资

料，作《施耐庵新传》录此作本文小结。

施耐庵新传

———为《大丰县新县志》作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

瑞，字彦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父名

长卿字元德，母卞氏。妻季氏、申氏，子

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

海陵白驹”（今大丰市白驹镇）。相传为

元末赐进士，曾任钱塘县官二载，因不合

当道权贵，辞官。白驹张士诚起义抗元，

据苏州后，施入张幕，历“五年”，与张将

卞元亨交密。为张多所谋划，张因之势

炽，后张贪于逸乐，不纳忠言，施与鲁渊、

刘亮、陈基等辞去。张士诚未几果败，施

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

东郓城县教谕刘本善为友，后寓居江阴

徐氏处，为其塾师，寻还白驹，归隐不出。

“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寄意。并与

弟子罗贯中等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

妖传》等多种说部，又精于诗、曲，但流传

极少，有赠和顾逖诗、赠刘亮诗、赠鲁渊、

刘亮套曲《秋江送别》等传世。

耐庵为避朱明征召曾蛰居淮安，病

殁该地，就地蒿葬，享年七十五岁，其生

卒年依其子《施让墓志铭》所述推算约为

!"#$———!%&# 年。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

文昱（述元）“家道炽盛逾旧”，始迁乃祖

遗骨葬于白驹场西落湖（今兴化县新垛

乡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

志》。子孙在白驹周围繁衍甚多，今已有二

十四代，散居上海、泰州、兴化、大丰等地。

《兴化县续志》曾载有王道生《施耐

庵墓志》、《施耐庵传》、《施耐庵墓》等。

《水浒传》在封建社会一直列为禁书。民

国以来其深义渐为世人关注。抗战期

间，共产党领导的兴化县政府曾为施修

墓立碑并建“耐庵公坊”。新中国建立

后，革命领导人、文学专门家、广大人民

群众热烈赞扬《水浒传》，充分揭示其伟

大意义与卓越艺术，专门研究《水浒传》

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五十年代初《水

浒传》曾被作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财

富之一而馈赠国际友人。该书现有数十

种外文译本，被公认为世界文化瑰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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