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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南京！
1592年，《西游记》在这里问世

“我愿意想象，就是那时候
的那些编辑，他们知道他们在
做什么吗？他们其实是知道
的，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
必将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具有
持久的创造力。”李敬泽的一番
分享，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到底
是怎样一位编辑，如此有前瞻
性地相中了这部伟大的文稿？
线索很多。

陈元之在“刊西游记序”
中有如下描述：“唐光禄既购
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
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
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
余。”

简单说就是一个叫“唐光
禄”的人，购买了一个早期版本
的《西游记》，阅读之后，大为惊

叹，萌发了出版的想法。于是，
唐光禄做了几项工作：组建了
一支出版团队进行校订，重新
划分回目，将全书分为二十卷，
共计数十万字。

由此可见，唐光禄参与了
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最终校订
和梓行。但唐光禄与世德堂又
有什么关系呢？

按日本学者上原究一在
“金陵书坊唐氏世德堂主人考”
一文中的考证，他的真实身份
是金陵世德堂书坊的主人唐廷
仁。理由是，世德堂书坊在万
历中期刊刻的一些其他书籍上
也多次提及“唐光禄”，经过分
析比对，他正是世德堂书坊主
人唐廷仁。

然而也有其他学者认为，

“唐光禄”是曾经担任光禄少
卿的唐鹤征（江苏常州人），唐
鹤征不仅参与修改还增补了
《西游记》，作为朝廷要臣，他
本人的名气要远远大于唐廷
仁，也更有能力出版校订这部
巨著。

关于《新刻出像官板大字
西游记》编校者之谜，历来争论
不休。校订该书的“华阳洞天
主人”又是谁？过去已有人推
测序作者陈元之很可能就是校
者，但因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托，
尚未为大家普遍接受。

其实无论是陈元之、唐光
禄、华阳洞天主人，都是假名，
不存正史，但他们为《西游记》
的问世和推广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令人感佩。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神秘的“华阳洞天主人”

世德堂本《西游记》插图

刊西游记序

“改编自公元1592年中国神魔
小说《西游记》。”爆款游戏《黑神话：
悟空》预告片中的这句话，让不少中
国玩家泪目，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

《西游记》是如何问世的？
近日，“凤凰文学之夜·第三届

凤凰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中国作协
副主席李敬泽道出了一段关于金陵
出版业的故事：《西游记》诞生于
1592年南京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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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最早版本，是
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
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
西游记》。

这部惊人之作，就是从这
间书坊走出去成为“爆款”的。

据考证，吴承恩完成《西游
记》的初稿大约在嘉靖二十一
年（1542），但这位大文豪的心
似乎并没有放在寻找出版机会

上，他一直陷于复习、考试、复
习、考试的循环中，期望通过科
考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

复习之余，吴承恩也在不
断修改书稿。但直到他去世十
年 之 后 的 明 万 历 二 十 年
（1592），才由南京书商“金陵世
德堂唐氏”以《新刻出像官板大
字西游记》的名字出版，这也是
现在能见到的《西游记》的最早

刻本。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

记》没有署作者的姓名，仅题
“华阳洞天主人校”，书首有一
篇名叫“陈元之”的南京人写
的序。种种证据表明，《西游
记》的首个刊刻本是“金陵世
德堂本”是可靠的，作为出版
物的《西游记》是在南京问世
的。

在南京出版和吴承恩在南
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吴承恩（约 1504—1582
年），祖籍涟水（今江苏省涟水
县），后徙居山阳（今江苏省淮
安市）。吴承恩的一生可谓无
比波折。

明嘉靖十年（1531），吴承
恩来到南京参加乡试，可惜名
落孙山；嘉靖十三年（1534），吴
承恩再次来南京考试，又一次
落第而归。他不死心，决心“三
战”，结果第三次又失败了，悠
悠秦淮水也治愈不了他心中的
悲伤。

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近半百的吴承恩再次来到南
京，这次是以“岁贡”的身份来
国子监读书。他到鸡笼山下的
国子监注了册，入了监，当了一
名“老太学生”。

作为国子监的学生，吴承
恩享受着一定的生活补贴，衣
物、伙食、居住条件都有改善，
让他能沉浸在文学创作之中。
看书看累了，吴承恩就会约上
好友畅游南京，与文人士客聚
会谈天，收集创作的灵感。

细细读过《西游记》原著的
人，会不经意发现一两处“南京
味道”。清初学者黄太鸿称：

“《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
比如书中第三十回，行者

道：“我这大圣部下的群猴，都
是一般模样。你这嘴脸生得各
样，相貌有些雷堆，定是别处来
的妖魔。”

“雷堆”这个词，南京人看
到都会会心一笑。这个词在南
京方言里使用频率颇高，形容
笨重、不利索、窝囊等，生动地
描绘了孙悟空对对方相貌的嘲
讽。这正是吴承恩长期生活在
南京，耳濡目染所致。

所以，在南京出版几乎是
命运般的安排。“大家知道在明
朝的时候南京是一个出版中
心，刊刻了众多的小说，《西游
记》最早刊刻就在南京。”南京
大学教授苗怀明此前曾在讲座
中讲述过这段历史。他介绍，

《西游记》流传最早的刊本是金
陵世德堂本，金陵世德堂本序
的作者陈元之也是南京人。

明朝定都金陵后，朱元璋
在城内设立大小市多处，三山
街市居首位，这里还被誉为“天
下书籍最富之所在”，是非常有
名的印刷出版中心，明代南京
的书坊绝大部分在三山街沿线
或附近。

金陵世德堂早已消失在历
史长河中，但它当年位置应该
在三山街，而《新刻出像官板大
字西游记》，或许也在三山街出
版。如今看来，我们与《西游
记》的距离，是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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