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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浒传》在明代就曾与《三国演义》被合刻为《英雄谱》。相对于《三国演义》中正统的救世济民的英

雄主义，《水浒传》体现的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市民阶层思想观念的影响更深，倾向于以自我

为核心，最大化追求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特点，呈现出有悖于传统英雄观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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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在明代就曾与《三国演义》被合刻为

《英雄谱》，“《三国》《水浒》二传，智勇忠义，迭出不

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１］。可见，其共同之处是

塑造“智勇忠义”的英雄群像。相对于《三国演义》中

帝王将相式的英雄，《水浒传》的英雄则更多来源于

下层社会，其身份囊括农民渔夫、市井商贩、屠夫刽

子、下级官吏等等。因而，《水浒传》体现的英雄主义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市民阶层思想观念的影响更

深。与《三国演义》中正统的救世济民的英雄主义相

比，《水浒传》中的英雄倾向于以自我价值为核心，具

有最大化追求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特点，呈现出有

悖于传统英雄观的新特征。清代王望如对宋江的分

析足够深刻：“宋江豪滑大侠，草泽亡赖，生当盛时，必

不郁郁居人下。拘以名位，縻以爵禄，自不至犯上作

乱而为盗。最可异者，世人将钱买官，宋江则将钱买

盗。将钱买官者，事发治以盗之罪；将钱买盗者，事发

加以官之名。若论时宜，公明何其得计也。”［２］宋江胸

怀大志，怎奈出身低微，若循常规，注定一生不能出人

头地，但其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渴求使其“必不郁

郁居人下”，所以，只能选择由盗而官的捷径。宋江是

很大一部分梁山好汉的缩影，不切实际的野心与抱负

促使他们选择非常规的途径，这是《水浒传》英雄主

义的新特征。也有学者持另外的观点，“文人赞颂水

浒，主要感慨其英勇孔武”。［３］下面，笔者就从几个方

面来进行分析。

一、珍惜生命是英雄主义的坚定基石

梁山好汉们虽然斗争时不畏艰险、勇猛向前，但

生死攸关的时刻总是无条件地选择珍惜生命。他们

并不是一味愚莽，而是见机行事，保全性命，“文死



谏，武死战”等传统名节观念对他们并没产生太大

的影响。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情节模式———“招

供”，就是有力的佐证。严刑拷打之下“招供”的情

形在多个被俘好汉身上都出现过，小说在叙写这类

情节时，语言几近雷同，形成了模式化的表述。例

如，智取生辰纲之后，白胜被官府捉拿拷打，“白胜

又捱了一歇，打熬不过，只得招道：为首的是晁保正，

他自同六人来纠合白胜，与他挑酒，其实不认得那六

人。”［４］（第１７回）柴进因李逵打死殷天锡，亦被屈
打成招，“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

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第

５１回）李逵被罗真人戏弄，落到蓟州马知府手里，
“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磐。马

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了，便不打你！’李逵只

得招做‘妖人李二’”。（第５２回）卢俊义被梁中书
拷打，“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由分说，打

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卢俊义打

熬不过，伏地叹道：果然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

罢”！（第６１回）戴宗给蔡知府下假书信，被发现疑
点后，“把戴宗捆翻，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戴

宗捱不过拷打，只得招道：‘端的这封书是假的。’”

（第３９回）英雄们虽然铁骨铮铮，但并不愚腐，在性
命与名节之间，他们更倾向于对生命的珍惜。武艺

高强如卢俊义，性格暴烈如李逵，竟然一无例外地选

择有辱名节的“招供”作为权宜之计。另外，那些家

世显赫、身居要职的如呼延灼、秦明、关胜等朝廷将

领，战败被梁山好汉俘虏后，无一不选择归顺投降，

宁可先冒不忠不义之名等待以后朝廷招安，而不是

选择以死殉节。

同时，遭遇灾难走投无路之时，好汉们同样是出

于对生命的眷恋，绝不逞一时之气，而是忍辱负重苟

活于人世。如杨志丢了生辰纲之后，“话说杨志当时

在黄泥冈上，被取了生辰纲去，如何回转去见得梁中

书？欲要就冈子上自寻死路。却待望黄泥冈下跃身

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寻思道：‘爹娘生下洒家，

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

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

得着时，却再理会。’”（第１６回）鲁智深打死镇关西
之后，自己寻思，“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

早撒开。”（第２回）看到担了人命官司，选择逃跑。
梁山好汉对生命的珍惜远重于对名节的珍视，这也是

市民意识赋予英雄的新特质，令读者耳目一新。

二、追求人格自由是英雄主义的核心

掀开梁山聚义序幕的是林冲，而林冲的经历是

典型的“官逼民反”。所以，“逼上梁山”说一直在学

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种情况在梁山好汉中并

不多见，不能以一概全。笔者通过详细统计，归纳出

一百单八将落草为寇的动因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被官府或权豪逼上梁山。这种情况正符合

我们通常提到的“逼上梁山”的含义。此类人物本是顺

从法律、受社会道德约束的本分之人，但不幸的是，他

们遭遇到了特权阶层的无理迫害，并且依靠公理或个

人努力都无法解决。因此，在性命不保的情况下不得

不走上反抗道路，公开站到官府的对立面。真正符合

这一标准的在一百单八将中只有林冲、解珍、解宝３
人，也即他们３人才符合“逼上梁山”的情形。

第二，触犯法度为躲避官司而落草避难者，共

２１人，分别是晁盖等８人劫生辰纲，鲁智深、杨志、
武松、雷横、孔明、孔亮、杨雄、石秀、王英、石勇、邓

飞、孟康、裴宣杀人避祸。同样是为了避难，其与上

种情况的区别是，这类好汉触犯法度的主观动机比

较强，实质上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挑战。例如晁盖，

本有庄园田产，却不安于现状，主动劫取巨额财富，

最后被官府追捕而只得落草避祸。再如杨雄、石秀，

遭遇问题时并不信任官府，曾向官府提起诉讼。由

于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武力，所以手刃仇人而后快，最

终欣然落草为寇。这类人实质上是不满于社会规

则，主动向社会挑战。

第三，搭救、包庇或结交罪犯盗匪而受牵连，从

而走上落草为寇的道路。这种情况共２６人，分别是
史进、宋江、柴进、曹正、施恩、花荣、李俊、童威、童

猛、薛永、张顺、穆弘、穆春、戴宗、李逵、朱富、李云、

杜兴、宋清、乐和、顾大嫂、孙新、孙立、燕青、蔡福、蔡

庆。许多研究者也注意过这一现象：“柴进作为封

建显宦，怎么有那么大的兴趣和犯了弥天大罪的江

湖人士混在一起？”［５］他们在与盗匪交通之时便清

楚知道将承担怎样的风险，但仍然义无反顾，其实也

是包含了主动向社会挑战的决心。

第四，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梁山好汉对于

自己倾慕的或对山寨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就想

方设法诱其入伙，甚至不惜采用所谓的“绝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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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人后路，使其再无生存余地，不得已上梁山落草为

寇，也就是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这类也有 １１
人，分别是朱仝、卢俊义、李应、徐宁、秦明、侯健、金

大坚、萧让、安道全、皇甫端、扈三娘。深受“绝户

计”之苦的，除了最为典型的卢俊义，秦明也是其中

之一。“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

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

管模样的，却穿了总管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

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

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

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第 ３３
回）为了实施这一计策，城外多少无辜百姓被梁山

好汉杀死，而秦明全家妻小也被青州慕容知府所杀。

宋江这段话，无疑是对“绝户计”的最好诠释。梁山

好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径，从本质上来说并不

比统治阶层对民众的迫害更为逊色。

第五，朝廷官员在征剿梁山作战时被俘投降，共

有１５人，分别是黄信、呼延灼、韩滔、彭
$

、凌振、关

胜、郝思文、索超、单廷皀、魏定国、张清、龚旺、丁得

孙、宣赞、董平。

第六，流落江湖向往占山为王的生活，主动寻找

机会落草者，共有１２人，分别是王定六、焦挺、时迁、
汤隆、段景住、杨林、张青、孙二娘、燕顺、吕方、郭盛、

欧鹏。例如时迁听说杨雄、石秀要投奔梁山，便说：

“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几时是

了？跟随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第４５回）
另外，还有２个特例就是李忠和郑天寿。此二人先
流落江湖卖艺，后分别落草桃花山和清风山，最后共

同聚义上梁山。

第七，作品中没有交代原因，人物一出场就已经

啸聚山林，或依水打劫。这批人也达１９人之多，分
别是朱武、陈达、杨春、周通、杜迁、宋万、朱贵、李立、

张横、蒋敬、马麟、陶宗旺、邹渊、邹润、樊瑞、项充、李

衮、鲍旭、郁保四。

另外，梁山好汉啸聚山林之前的社会身份，严格

意义上为农民的只有陶宗旺１人，有３７人为官吏，
１３人为地方富户，１４人经商（开店或做小本生意），
３人为渔夫，２人为猎户，１人为道人，３人为秀才，５
人有一技之长，２９人本来就闲荡江湖或不明原因以
剪径为生。正如天都外臣所言，“其人则王侯将相，

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驵侩舆台，粉黛缁

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６］

通过对梁山一百单八将情况的细致分析，不难看

出，好汉们落草为寇，与其说是“逼上梁山”，还不如说

是主动反抗社会的结果。对此，金圣叹早就做过评价：

“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

也。”［７］他们遭遇压迫时，不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

是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以获得自由，如手刃仇人或

劫狱劫法场等方式；有的人甚至还不满足于现状，主动

向社会挑战，追求理想化的自由。他们身上洋溢着澎

湃昂扬的英雄激情，争取个人权利时不依常法，希冀凭

借自己的武力重建社会秩序。而啸聚山林正是他们冲

破现实束缚、实现抱负的最简洁的途径。因此，“逼上

梁山”的说法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同时，３５％的朝廷
官吏与１２％的富户，占据了梁山好汉中过半人数。这
批属于社会特权阶层的人参与造反，并不是为了解决

基本的生活问题，而这更说明英雄们追求绝对自由、实

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

三、满足物质欲望是英雄主义的指向

《水浒传》中，“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

银”是众多好汉上梁山的初衷。这句浅显易懂的口

号寄托着他们力图摆脱现实生活的困窘与制约，希

望能够无限制地满足物质欲望的纯朴理想，这也是

他们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最朴素的原因。戴宗劝石

秀入伙，“去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银，

换套穿衣服。”（第４３回）朱贵劝朱富入伙，“你在这
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一发入了伙。论

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第４２回）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物质欲望，所以好汉们对于金

钱都格外看重。作品中多处出现“英雄爱财”的描

写，例如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蘸血在墙上大书“杀人

者，打虎武松也。”真乃英雄行为，豪气冲天，但随后就

“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几件在怀里。”（第３０回），
只因这些酒器都是银器皿。杨雄在翠屏山杀妻之后，

“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

裹里了。”（第４５回）杨雄丝毫不顾惜潘巧云的生命，
但对她那几件尚值几两银子的首饰却分外珍惜。李

逵杀死李鬼之后，接着就进房里搜寻，“只见有两个竹

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李逵

都拿去了，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都打缚在包

裹里”（第４２回）。又如，吴用说服“三阮”劫取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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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也特别强调金钱带来的快乐，“取此一套不义之

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第１４回）。
正因为众多江湖好汉看重钱财，所以客观上金钱

还能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于是“疏财”就被视为“仗

义”的同义词了，也成为一些佼佼者树立威信的惯常

手段。晁盖能够江湖闻名，就是因为“平生仗义疏财，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

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第

１３回）宋江亦是“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
不纳，便留在庄上谷馆，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

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第１７回）柴进大名
远播，也是因为“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

养在家中。”但有来投奔他的，他必尽力资助。他们满

足了那些流落江湖好汉的物质需要，这种慷慨行为也

被绿林作为衡量人格的基本原则。

《水浒传》中，不论物质欲望使好汉们放弃琐碎的

常规生活落草为寇，还是物质为一些豪杰赢得美名，都

是从两个侧面体现了英雄们对物质的强烈渴求。

四、弱肉强食是英雄世界的生存法则

首先，我们来分析《水浒传》中以强凌弱的正义

呈现现象。在普通百姓心目中，英雄必然要具备惩

恶扬善、扶危济困的品质。但《水浒传》中表现出来

的英雄观，更关注他们是否具有凌驾众人之上的足

够的勇力，而不是正义的品质。哪怕强悍到可以恃

强凌弱，也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

（一）“夺山寨”情节模式对“恃强凌弱”的诠

释。《水浒传》中描写好汉们为了给自己争得一方

立足之地，最常用的办法便是以强凌弱，以武力强取

自己看中的山寨，哪怕这个山寨早已是其他豪杰的

属地。因此，小说中“夺山寨”这一情节模式应运而

生。最初的“夺山寨”情节，就是始于群雄在刀光血

影中争夺水泊梁山。晁盖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无处可

去，吴用听说梁山泊“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

眼儿看他”（第１７回），决定投奔梁山。可是原有首
领王伦并不接纳他们，吴用便计激林冲火并王伦，晁

盖才做得一山之主，从此占据梁山。随后，杨志和鲁

智深走投无路时，听说青州的二龙山地势险要，“却

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唤做二龙山，山上有座寺，唤作

宝珠寺，那座山生来却好，裹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

上得去。”（第１６回）便决意夺取下来作为安身立命

之所。二龙山原来的头领邓龙自然不是他二人的对

手，其在争夺过程中被杀，杨志和鲁智深便抢占山寨

占山为王了。另外，邓飞、裴宣所占的饮马川，被戴

宗赞叹“山沓水匝，真乃隐秀”，事实上也是邓飞他

们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在

这里屯扎，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第 ４３
回）从“夺山寨”这一情节模式可以看出，英雄的法

则是非常规的，他们膜拜武力，强者为王，勇者为胜，

恃强凌弱就是英雄公认的法则。

（二）滥杀无辜是恃强凌弱的恶性延续。如果

说“夺山寨”还局限于英雄对有抵抗实力的反对者

的打压，而滥杀无辜则是对欺凌弱者的非人性延伸。

三打祝家庄时，扈家庄扈成本已投降，并绑了祝彪送

给宋江，但遇到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

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宋江

问他活捉俘虏有几个，李逵说：“谁鸟耐烦，见着活

的便砍了。”（第４９回）李逵的自豪与宋江的纵容，
体现了英雄们对无辜生命的不尊重。宋江为了诱朱

仝上山落草，把朱仝带出去看灯的小衙内杀了，“朱

仝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

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

死在那里。”（第５０回）为了成就英雄大业，最无辜
的小孩都可以成为牺牲品。但小说对此类行为并没

有流露出丝毫的谴责，这反倒成为烘托英雄性格的

常用的表述手段。而且，滥杀无辜不是个别行为，几

乎是梁山好汉的常态。攻打大名府时，节级蔡福提

醒柴进：“‘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

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

去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第６５回）梁山好汉攻
城之时并无任何首领考虑过无辜百姓的遭遇，小说

叙写屠城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也丝毫没有贬低好汉

们英雄豪气的意味。

（三）对恶行的欣赏。恃强凌弱发展到极致，便

是对弱者痛苦的漠视。《水浒传》描写好汉杀人时，

往往对恶行细节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似乎非此

不足以表现英雄的豪迈情怀。

宋江怒杀阎婆惜，“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

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

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

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第２０回）杨雄杀潘巧云
时，“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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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挂在松树上。”（第４５回）如此残忍的行径，作者
却以细致的表述、欣赏的口吻来衬托英雄的霸气与

豪气。小说中还经常有吃人心的详细描写。黄文炳

被抓后，“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

与众头领做醒酒汤。”（第４０回）甚至还有对烹制心
肝的经验之谈。宋江被王矮虎抓住后，“王矮虎便

道：‘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

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喽，掇一大铜盆水来，

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喽卷起袖子，手中明晃

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便把双

手掇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

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

脆了好吃。”（第３１回）小说对这一恶行的描写不仅
没有丝毫避忌，还充满兴致地把吃人心的心得经验

娓娓道来，这无疑是对任人宰割的弱者肆意的凌践，

是受到强权鼓励的性恶的恶性膨胀。

其次分析梁山政权的权力倾轧现象。啸聚山林

的生存法则，就是能者为先，而梁山好汉的最高目

标，便是山寨头领这一位置。一百单八将中，具备争

夺首领资格的只有晁盖与宋江了。因此，小说在塑

造英雄形象的时候，并没有回避他们的权力斗争。

“领袖是不需要盖世武功和超卓智慧的，他们

只需要具有独一无二的人格———让天下英雄归服的

领袖人格。”［８］晁盖从劫取生辰纲到火并王伦，以及

经营早期的梁山大业，一直能够让众人臣服，因而居

于首领之位。但自从宋江落草之后，宋江的威信越

来越压过晁盖，其中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不排除

蓄意的权力倾轧。宋江上山之后，每当遇到冲锋陷

阵的事情，总是不畏艰险，首当其冲。这一方面出于

他对梁山大业的热忱，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收买人心

做好铺垫，并逐渐把晁盖架空。晁盖并非畏惧艰险

之人，宋江入伙之前，他曾经多次涉险，亲自带兵下

山做出种种壮举，包括江州劫法场救宋江，都是身先

士卒。但是，宋江上山之后，就把晁盖定位为坐镇山

寨的高高在上的符号式的首领，并阻止晁盖下山。

例如，攻打祝家庄时，晁盖说：“我亲领军马去洗荡

了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可是，宋江第一次抬

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

动？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

山，去打祝家庄。”（第４６回）面对这样的恭维与定

位，晁盖一定接受得心安理得。可接下来，宋江似乎

不想再给晁盖冲锋的机会。当得知柴进被陷高唐州

时，晁盖提出要亲自下山救柴进，“柴大官人自来与

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

自去走一遭。”可是宋却以同样的理由进行阻拦，

“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小可和柴大官

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第５１回）同样，孔
明在青州被呼延灼所虏，孔亮去梁山求救，晁盖说：

“三郎贤弟，你连次下山多遍，今番权且守寨，愚兄

替你走一遭。”宋江再次拿出同样的理由，“哥哥是

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

一遭。”（第５７回）紧接着，鲁智深与史进被陷华州，
晁盖大惊，同样提出自己亲自下山去救，“既然两个

兄弟有难，如何不救？我今不可耽搁，便亲去走一

遭。”宋江并不打算给晁盖机会，“哥哥山寨之主，未

可轻动，原只兄弟代哥哥去。”（第５８回）此时，宋江
已不用太多的解释，“原”表现了本该如此，已形成

惯例，不需异议。打徐州芒砀山时，“宋江听了，大

怒道：‘这贼怎敢如此无礼！小弟便再下山走一

遭！’”（第５８回）此处小说没有提及晁盖的反应，似
乎已经没有他争取的余地。晁盖对宋江的排挤并非

没有知觉，因为每次宋江舍命下山搭救兄弟，就会换

来别人对他的过命交情，还有建功立业的光环。作

品中也多次提到山寨中人几乎都是宋江的心腹，例

如，吴用劝宋江做山寨之主时说，“况兼众人多是哥

哥心腹，亦无人敢有他言。”（第５９回）于是，在攻打
曾头市时，晁盖不想继续忍让了，他的决心坚定而悲

壮，“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

得这畜生，誓不回山！”（第５９回）晁盖自知机会不
多，所以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结果过于急功近利，忽

视一些明显的破绽，出师未捷身先死。晁盖临终前

对宋江留下遗言，“贤弟莫怪我说：若哪个捉得射死

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第５９回）他在弥留之
际才决心公开违拗宋江的心意（贤弟莫怪我说），以

独特的方式阻挠宋江登上第一把交椅，其中充满了

对宋江的反感，也是权力斗争中失败者的最后哀叹。

《水浒传》对待晁、宋的权力斗争的描写是非常客观

冷静的，并没有肤浅地流露叙述者的主观倾向，可见

其对权力倾轧也是造就英雄的方式之一的认同。

（下转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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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

征文接收地之一为陆氏的家乡杭州，另一地点则为

南京，收启人是林季芳和汪复初，林氏和汪氏无疑是

陆云龙的刻书合作者。《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

小品》《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的一个评选人何伟

然也在南京，他为前书写序落款是“书于金陵客园

之问西阁”。林季芳不可考知，而汪复初与何伟然

两人是明末南京著名书坊主。陆云龙和他们也许开

始是科场上的考友，结社酬和，切磋时文，后来又同

为落第文人，惺惺相惜，结成生意场上的伙伴。他们

跨区域的生意合作可使其充分利用资源，拥有更多

的市场。在通讯、交通非常落后的四百年前，陆氏兄

弟书坊的跨地域连锁经营让人感到惊诧。陆氏峥霄

馆跨地域经营刊刻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研究的现

象，这也是陆云龙刊刻的书籍被江苏南京图书馆收

藏的比陆云龙家乡浙江省图书馆反而还多的重要

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中晚期的江南，随着商业的进一

步繁盛，通俗小说已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像

陆云龙兄弟这样的书坊主在小说编创传播过程中往

往扮演着两种角色：小说编创中，其常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匡世济民的说教者，其抄录邸报，把小说

标榜为有助于社稷的正史；但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陆

氏兄弟却是洞彻市场行情，注重选材、包装、连锁营

销的精明书商，在他们的编创刊刻活动中，射利动机

比“补世”心态恐怕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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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英雄主义在独特的时代
背景下，在市民意识的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丰富了英雄主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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