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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游记》其实是一部童话。
童话是传播想像力的工具。
《西游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有足够强大的想像力。
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中国人的想像力日渐式微，这要“归功”于应试教育。
知识是船，想像力是水。
没有水，再大的船也寸步难行。
从这个角度说，《西游记》对国人，是一幅能够振兴想像力的灵丹妙药。
有了想像力，我们就能进行创造性劳动，而创造性劳动是富强的基础。
　　在国人中，和《西游记》距离最近的应该非六小龄童莫属。
自从饰演孙悟空后，六小龄童就和《西游记》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6年我曾经参观过吴承恩故居，那里竟然有六小龄童的展室，由此可见六小龄童和《西游记》的关
系之深。
孙悟空表面看最大的特点是神勇和忠心耿耿；实际上，孙悟空是中国想像力的化身，他的魅力在于其
变幻无穷。
六小龄童之所以将孙悟空演得出神人化，在于他对《西游记》的准确把握和对其想像力的深度共鸣。
应该说，六小龄童多年来饰演孙悟空不单是一项艺术活动，他是在将《西游记》的无穷想像力传播给
大众。
　　现在，六小龄童不满足于用形体诠释《西游记》了，他要把他对《西游记》的理解和心得告诉大
家。
六小龄童在拥有众多观众的同时，还有拥有读者。
对于《西游记》这本书，六小龄童最有发言权，否则他不可能将孙悟空演得惟妙惟肖。
于是我们看到了六小龄童撰写的这本《六小龄童品西游》。
　　看《六小龄童品西游》是一种享受。
其乐趣就在于，我们能和孙悟空一起读一回《西游记》。
　　郑渊洁　　2007年1月13日写于北京皮皮鲁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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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自明代以来，流传400多年久盛不衰，影响遍及全世界，在中国妇孺皆知。
　　六小龄童用了十七年去饰演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角色，对《西游记》这部传世之作
有着深刻的感情和领悟。
《六小龄童品西游（上）》于2007年年初面世，市场反响非常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厚爱。
现在作者将《六小龄童品西游（下）》展示给大家，通过讲述吴承恩与《西游记》的故事、中国的猴
文化以及《西游记》带给我们的启示等方面、将艺术形象拓展，将西游文化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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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汉族，1959年4月12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现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
视剧制作中心演员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六小龄童六岁从父六龄童（本名：章宗义，猴戏表演艺术大师、绍剧一代宗师，被誉为“南猴王”）
练艺学武。
1976年6月在上海高中毕业后，考入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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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说《西游记》手稿之上是没有作者署名的，大家可能感到奇怪。
作者辛辛苦苦写成的书为什么不留下名字呢？
这里的原因很多。
在那个年代，尽管人们开始读通俗小说，但小说作者并没有社会地位，人们还是把小说当成不入流或
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
在人们传统的眼光中，能显示出文人社会地位的，还是要看他的功名、诗文等。
而写小说这类作品的文人，难免会被人们耻笑，认为写小说的都是没出息、无聊之辈。
不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小说家是那么的受人尊重和敬仰。
所以《西游记》写成以后，作者没有署名百r能是想回避这些嘲讽和耻笑。
另外小说中作者的语言随心所欲，对社会万象作了很多影射，也对当朝统治者予以了嘲讽。
在腐败黑暗的明代末期，统治者的着爪牙遍布各地，专横无比，作者不署名也是出于安全考虑，确保
自己的身份不被暴露。
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写《西游记》全凭个人兴趣，并没有打算身后留名或者光宗耀祖。
可是作者的不署名似乎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麻烦”，产生了近代文学史上《西游记》的著作权之谜
。
　　《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吴承恩？
我们先看看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是李春芳，李春芳是谁呢？
他是华阳洞天主人，吴承恩的朋友，这个人是个大官，是大学士。
华阳洞位于江苏省，李春芳在那里读的书，称他是华阳洞天主人有一定的可信性。
但书上只是说“华阳洞天主人校”。
校和写、编是两码事，校不等于作，不等于著。
说作者是李春芳的证据呢？
有人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发现了一首诗，说此诗就是证据：　　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
祥。
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
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
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一首描写风景的诗，但发现这首诗有李春芳老人留迹。
第四句有个“春”字，第五句也是写的是春，第六句有个“芳”字，第七句长者留遗迹，称李春芳这
个老人留下了痕迹。
说这首诗就是表明此书是李春芳写的，在这里留下些痕迹，等着后人去发现。
但这样的证据是不足为信的。
绝对不能把“校”看成是著，那完全是两码事，“校”就是校对文字。
古代文人用词讲究准确，不会出现是自己写的文章，又偏要写个“校”字。
　　也有人说作者不是吴承恩，是无名氏。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
《永乐大典》里有《西游记平话》，而且写得很具体、细致。
这就说明，在吴承恩之前，《西游记》就存在了。
《永乐大典》是有文必录，现在保留下来的不全，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西游记》。
在吴承恩之前就有《西游记》，这就是说，吴承恩不是作者。
这个说法我觉得也不能成立，这只是一种推理、猜测，没有根据。
为什么以前有过《西游记平话》，几十年后吴承恩就不能再写《西游记》了？
是不是吴承恩写的，应当根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西游记》来判断，不能根据记载的一个片段来判断
这部小说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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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认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写的，邱处机本人没有写过《西游记》，但是他的弟子写过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完全记载他西域旅行时的所见所闻的书，那么《西游记》不成了一个游记、
讲地理的书籍吗？
从书名来看，不考察它的内容，把它说成游记也好，说成小说也好，都是有可能的。
关键要看这本书的本身，看编书目的人有没有看过这个书，有没有误解的可能。
《西游记》里有很多讲道教的内容，很多人认为吴承恩对道教不熟悉，所以《西游记》不可能是他写
的。
这是学术界的又一个看法。
究竟有关道教的内容是吴承恩写一百回《西游记》时原有的，还是后人加上去的，尚需探讨。
另外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吴承恩就是对道教一无所知，不感兴趣的，所以这种看法也是不能够成
立的。
　　下面我要谈吴承恩是否确实是《西游记》的作者。
首先我们要确立几个基本条件，《西游记》的作者必须要符合这几个基本条件，然后我们再讨论吴承
恩是不是。
第一，长篇小说出现在明初以后，不可能在元代出现，现在最早的《三国志》、《水浒传》都出现在
元末明初，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成书都在明代初年。
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看，明代以前不可能出现。
《西游记》有回目，回目又比较讲究，这也不是一开始在明初时就有的，而是在小说已经出现以后，
才可能这样分回，每一回有回目。
这个是明初以后才可能出现的，所以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必然是明初以后的人。
第二，根据书里边大量的方言来判断，作者讲的话是下江官话，就是南京、扬州、苏北一带说的话。
第三，从《西游记》的基本行文风格来看，作者的知识比较渊博，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琴棋书画、工
商医农，应该都懂。
书中有很多形色各异的妖怪和曲折离奇的情节，要是作者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是构想不出来的。
　　现在看来，这三点和吴承恩一点都不矛盾，完全符合，但到底作者是不是他，我们还必须要有正
面的、直接的证据来证明。
第一，明朝末年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卷十九，有一个“淮贤书目”，就是淮安这一带的前辈学人
所写书的目录，吴承恩的名下有《西游记》三个字，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这个证据首先是鲁迅发现的。
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第二个是胡适，他们两个人都考证过。
第二，康熙年间的《淮安府志》卷十二有一个艺文志，跟天启年问的《淮安府志》的记载完全相同。
第三，从方言的角度来证明小说中的语言是淮安的土话，介绍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在《西游记》第二十六回，有这么一句话，“你却要好生服侍我师傅，衣裳禳了，与他浆洗
浆洗。
”“禳”字在有些词典中解释为脏，但是淮安人认为不对，说这个字是软的意思，如“这条扁担太禳
，担不起”。
旧时在淮安穿衣服要上浆，上浆就硬了，穿的时间久了就软了，要重新浆洗，重新洗就是上浆，穿着
才挺括，这个是淮安的土话。
证明作者是淮安人。
这个意思在淮安中使用较多，调查万言的人甚至认为离开淮安北面三十里以外就不这么讲了，就是这
三十里之内是这么讲，更确定了作者是这个地方的人。
第二个例子，是个“海”字。
在淮安话里有特殊的解释，第七十二回有这么一句，“一个个汗流粉腻透衣裳，兴懒情疏方叫海”。
这个“海”字在淮安的土话里是罢休、完结的意思。
这是个很典型的词，是淮安话，在《西游记》中出现，也证明作者是淮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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