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水滸傳》是英雄傳奇類章回小說最早的作品，是與《三國演義》雙峰對峙的又一長篇典

範之作。此類作品從歷史小說中分支出來，與歷史真實漸行漸遠，卻帶有更高的藝術成就。

因此，《水滸傳》對後世小說創作的影響不亞於《三國演義》，在人物塑造、故事虛構方面甚

至後來居上。《水滸傳》成書以後一二百年，有金聖歎出，他對《水滸傳》進行了全方位的

評說，從而也將小說評點推向一個新天地。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聖歎也是《水滸傳》的作者

之一，因為他對《水滸傳》原文有不小的修改。本冊所選文章二十有餘，對《水滸傳》的若干

問題，如小說史地位、英雄主義精神、寫人手法，尤其是其中某些重要人物形象及其文化蘊含

多有評說，同時，對於金聖歎評說「水滸」的功過是非，也發表了一得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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