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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辨析

一从义经和辨庆到宋江和李逢一

吴人 xd、 1主

主从这个词汇，中文里一般不用。笔者在这里所用的主从这个词，或者

说主从这个概念是从日文借用的。这是首先要申明的一点。

若在中国言主从．则指主仆。 1 象｛水浒传｝里的卢俊义和燕青就可

以说是这样的关系。一方是财主．另一方是奴仆。不过． 当他们上了梁山以

后．又该说皆为兄弟了。

但在日本．今天还用主从一词，常以此比喻一个组织里面的头头和他的

忠实下属。其词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古代武士团中的头领和他部下之关系。武

士乃武人、军人．早先依附于皇亲贵族。随着土地的分封及开发，武士在各

地建立根据地．形成了许多武士团。

一个武士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对部下来说，他的头领就好似他

的天皇老子。部下对头领不单是忠心耿耿．简直可以说是无限热爱。而头领

呢，也从不把部下只当做仆人。双方并非纯隶属关系，而是有着精神上的沟

通．绝对相互信赖。 2

由此我自然联想起中国的结拜兄弟。结拜兄弟里的大哥，就是头领．

如刘关张里的刘备，梁山好汉里的晃盖及宋江，岳家军里的岳飞等等。其他

的结拜兄弟就是他的忠实部下，如刘关张里的关张，梁山好汉里的吴用、李

逞，岳家军里的牛泉等等。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讲

的是义气一种精神上的团结。与日本武士的主从关系十分相似。

本文正是出于这种联想，欲借用日本的主从这一他山之石来再考一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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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结拜兄弟之含义。

以下，文中所用的主从以及结拜兄弟这两个词汇，还常敷衍为相互之关

系。

中文里，主仆与结拜兄弟的含义不同。比方，生青在｛怎样评价李遥｝

（｛水浒争鸣｝第五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中写道： ．不能把李遥与

宋江之阅的兄弟之情．与卢俊义和燕青之间的主仆之情划等号。”他们之间

到底是何种关系且当别论．但这里所指出的．兄弟之情 与‘主仆之情’杳

异之见，是符合一般常识的。

鉴于以上各种原因，本文特意采用了中文中不常用的主从一词．以示与

主仆之义有别。而且再次强调，这个主从是从日文借用的．负有日本文化历

史的语境。

当然．对比必定是双向的。我想对比的结果，也会有益于对日本的主

从关系的理解。

材料则借助于中日双方的文学作品。日本方面主要以义经和辨庆为例，

取材于｛义经记｝。中国方面主要以宋江和李遥为例，基于｛水浒传｝一百

二十回本。因此，严格地说，本文仅限于文学范畴来讨论和比较主从与结拜

兄弟，并非历史考证。

为什么要选义经和辨庆、宋江和李遥为例呢？这里并没有什么非此不可

的理由。选其他例子也不是不可以。一定要说理由的话，那只能说是因为考

虑到他们的知名度比较高，有关故事比较详尽而已。我以为，关键问题不在

这里关键在于这种比较方法能不能成立。这是个大问题。

我想，只承认双方有缘源关系，有相互影响才可以作比较的想法不够开

放。对没有直接相交关系但有相似之处的东西．也可能作比较。当然，这种

比较比较危险。因为我们事前难以断言，作为比较材料的对象双方是否真的

相似呢．或者说确实具有相比较意义的相似呢。没有的话．一切比较也就成

为空中楼阁了。不过．这种事常常是不干不知道．不入虎穴，安知虎在焉。

本文的基础能否成立．且等文末再作结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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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对比这两对主从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一下他们所处的环境．即作

品的时代背景以及各人物的出身、社会地位等基本情况。

1. 作品的时代背景

作品的时代背景包括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品描写的时代背景。

｛义经记｝一书大致形成于室町时代（1336-157 3年）初期至中期，即

十四、十五世纪。室町时代处于镰仓时代（1192-1333年）和江户时代（16

03一 1867年）之间．为武士统治的第二时期。此时．战争还比较多．中央幕

府政权有时还不能控制全国。狭义的室町时代，则指1392到1477年、时局相

对稳定的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在那以前有南北朝的对峙，以后又进入了群雄

割据的战国时期。

作品的主人公是活跃在十二世纪后期的英雄源义经。此时正值日本史上

一大动乱期、变革期，武士势力日趋强大。他们一方面聚集在源平两家的大

旗下对抗相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取代了夕阳西下的贵族阶级，

走上统治地位。

作者不明。但很清楚．成书过程中吸取了各种民间传说。同时．也受到

反映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平家物语｝等的影响。

同书版本很多．本文采用的是田中本，即日本小学馆一九七一年出版的

｛义经记｝。樨原正昭校注。引用部分由笔者试译。

｛水浒传｝成书于明初，也是十四、十五世纪。当时社会比较安定． 出

版事业发达，章回小说流行。先后有《三国演义｝、 ｛西游记｝、 ｛封神演

义｝、 《杨家府演义｝等问世。

作品写的是北宋后期宋徽宗时代（1100-25年）．聚义梁山的一百零八

条英雄好汉的故事。北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

已成定式，迎来了文官治政的时代·同时．皇帝的中央集权愈发增强，宦官

之害甚重。生产力、都市以及都市的市民阶层大大发展。但北方边境，有辽

一 78- (149) 



国、金国骚扰，极不安定。北宋末期．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江南有方腊，山东有宋江，据作品所述．还有准西的王庆，

河北的田虎纷纷起来造反。但宋江一伙后来受朝廷招安．奉旨打垮了北方的

辽国，且平息了王庆、田虎、方腊的叛乱。

作者传为施耐庵、罗贯中。实际上早在南宋时期，故事已经开始流传。

元人无名氏辑｛大宋宣和遗事｝．以及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现

《水浒传｝已见雏形。同时元杂剧中也有许多所谓水浒戏。施罗二人可以说

是集之大成吧。

本文用的是明万历年间袁无涯刊的一百二十回本．即上海人民出版社一

九七五年出版的｛水浒全传｝。

据郎瑛｛七修类稿｝说： ．｛三国｝、 ｛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

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宋江｝又曰： ‘钱塘施耐庵的本．。”可

惜的是今不见｛宋江）一书。但由此推测． ｛宋江｝乃｛水浒传｝另lj名；或

者象｛义经记｝与｛平家物语｝那样． ｛宋江｝是受｛水浒传｝影响的作品，

而且二者关系应该更加密切．因为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2. 二主概况

｛义经记｝主人公的义经姓源。源氏乃清和天皇之后裔，武门之栋梁。

一一五六年的保元之乱，源义经的祖父为义追从崇德太上天皇为一方大将．

平清盛听命后天河天皇为另一方大将，开始了源平武士相争的时代。当时，

义经的父亲义朝加入了平清盛阵营。结果平氏获胜。义朝虽说也属获胜一方，

但源氏一门元气大伤。三年后．即义经生诞那年，义朝向平清盛挑起战争。

结果，又是平氏赢了，并开始了平氏专权的时代。源氏一族多人被斩。义经

尚幼亦要被处死刑．幸其生母受宠于清盛，保得性命。

义经七岁，被送人京都城北鞍马山寺院，专心学问。十五岁那年，经父

亲义朝的老部下之子指点犹如陆文龙遇王佐．方知身世，立志报仇雪恨。

从此拼命操练武艺。十六岁下山，寄身于东北霸主、奥州藤原秀衡。二十

二岁．闻异母三哥赖朝在关东竖起反平大旗，披星戴月投奔相从。在一之谷

大战、屋岛大战、坛之浦大战中屡建功勋。平氏大敌一倒．源氏阵营内部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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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加剧。义经与赖朝发生对立、对抗．结果失败、逃窜．最终被害。逝年三

十有一。

义经的形象，是日本文学中典型的英雄形象。归纳起来有如下四个特点

①本为王孙公子血统高贵，

②幼年下放秘境饱尝辛酸，

③成年一跃成名大显身手，

④终于壮志未酬死于非命。

此类人物多有历史上的模特．然又与真实人物不同，特别是在登上历史

舞台公开亮相之前的那段经历，少史实多传说，颇带神秘之感。 3

那么宋江呢。宋江生于山东地主之家．颇有钱财。本人任郭城县押司。

押司为青更，与通过科举受朝廷任命的官僚不同．是个地万小公务员，薪水

也出自地方财政。这一位置十分微妙．对老百姓来说是．现管”之官．容易

被人骂狐借虎威、狗仗人势·但在整个统治机构里面乃属下层．又常会受到

渎职之嫌。一般来说，这个官不好当。然而宋江却当得好。原因就在于他十

分讲究义气，时常抗上护下．广交三教九流．而且挥金似土。人称‘呼保义

及时雨’，江湖上名声极高。原本无意落草，因书写反诗之罪．被判死刑，

经梁山众人劫法场营救，只得为寇。此人根本不通棍棒，也不懂兵法，只知

收揽人心。晃盖死后为梁山第一把手，面对宋朝官兵、地方强豪，屡战屡胜。

一百零八将顺天意、排座次、健全了梁山政权之后．主动争取朝廷招安。受

招安后，转战南北．付出了血的代价，为朝廷立了大功。但最后被下毒御酒

所害。

与义经相比，在大显身手和死于非命这两条上相似．另两条则不同。宋

江只不过姓宋．与宋朝同姓（与宋朝皇帝并不同姓）而已 4, 血统一点也

不高贵。上梁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被判死罪但那以前并没有既神秘又辛酸

的童年。

我以为，在如何塑造人物的基本观点上．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宋江同刘

备、唐僧等人物一样．是中国作品中典型的帝王君主型英雄。本人并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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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突出的地方。但反过来说．那也不能算缺点只能说是喝点；要是推崇大

智若愚的话．或许还能算个大优点呢。总之，帝王君主型的英雄是一种缺少

个性的英雄。但正是这样的英雄把其他类型的英雄，如诸葛亮、吴用那样的

军师辅佐型的英雄，以及关羽、林冲那样的大将型的英雄，包括张飞、李遥

那样的大众英雄在内，团结在自己周围．作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5

从这个角度上看， 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义经，并非中国文学中的帝王君主

型英雄。虽说｛义经记｝里的义经与｛平家物语｝里的义经相比，少了点武

将气质，多了点主君矜持、王孙风骚，但还是较有个性．也有武功．把那么

利害的辨庆也给治伏了。 6

总之，宋江这个人物比义经更要玄得多．有关史实更少。即使有．也常

常与作品中的宋江差之十万八千里。

3. 二从概况

辨庆虽非王孙公子，但亦出身不凡，传乃熊野别当（熊野地区神社的负

责人）抢婚之作。生母为朝廷二品宫大纳言之女。辨庆也同义经一样，从小

被送人京都郊外比睿山的佛门高寺钻研学问．至十八岁。因喜武好斗，被逐

出山门。后流浪江湖，恶名昭彰。但自从追随义经．鞍前马后，十年如同一

日。

李遥出身贫农．因为打死了人逃落他乡，被江州监狱长、两院押牢节

级戴宗收留．当了个小牢子。酒性不好，爱干仗．为人粗鲁率直，缺少心计。

结识宋江以后，一直忠心相从从造反、受招安、战南北，到上西天。

综上所述，义经与宋江很不相同。但都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是天

生的领袖。辨庆与李遥都性格粗扩．对领袖忠心耿耿，但亦有相殊之处。不

过本文之旨并不在于比较人物．而在于比较他们的关系。本章是为下一章打

基础．扫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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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从作品内容上，即从主从巧相会、同患难、共生死等万面．然

后再从人物塑造以及文学创作自身的需要之角度进行一些具体的比较分析。

1. 不打不相交

义经和辨庆相会的故事，在日本胎炙人口。据｛义经记｝所述，京都清

水寺庙会前夕，辨庆守在五条天神社（另有在五条桥上的说法）．欲夺通行

武人之佩刀。原来，辨庆立誓夺刀千把，以扬名天下，值此，千仅差一。天

将明未明之时．随着一阵悠扬的笛声，走来一位身佩宝刀的年轻武士。此人

正是义经。辨庆见刀大喜以为民愿即偿。怎料义经身轻如猿，反而被戏。

第二天．辨庆在清水寺人口找着义经，欲再见个高低，结果交手又败。两人

分手后，皆有失之交臂之感。义经于此，决意收降辨庆留在左右以用终身。

清水寺戏台上三斗辨庆，促使降伏。辨庆也觉得这是‘前世有缘”，归顺义

经，从此形影不离。

从表面上看两人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但结为主从有其根本原因。

源义经乃清军口天皇之后．保元之乱时一方大将为义之孙．平治之乱时一方大

将义朝之子。本人又是文武双全的一表人材。而辨庆此时为游方和尚，空有

一番好本领，却无用武之处，真可谓恰逢良主。时逢倒平运动风起云涌．义

经也有招纳亲信、扩充队伍的需要。

不打不成交．惺惺惜惺惺是中国旧小说里的常套． ｛水浒传｝里，李遥

与张顺、凰三娘与王英、史进与陈达等人，皆是如此相识的。不过宋江不会

武艺．所以只能神交不可交手。当李遥知道眼前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 ．扑

翻身躯便拜’。但真心佩服，认作自己的大哥，还是在宋江屡屡赐银子予他

之后。起先，还有点不好意思．想马上回礼。去赌博．输了闹事，还靠宋江

出头调停。去搞鲜鱼，与鱼主人张顺打了起来．又是宋江出面．大家交了个

朋友。虽说是初次相见李遥亲身领略了宋江的仗财疏义名不虚传．一下就

成了铁杆儿保宋派。

一 74一 (153) 



宋江也凭直觉感到李遥．是个忠直汉子”．对李建先是称．壮士大哥”

．李大哥” ‘大哥”．临分手再赠五十两一链大银时则说： ·兄弟．你将去

使用。’此时，宋江已经把李遥引为知己，或者说已经相信自己确实取得了

李遥的信赖。

稍后，宋江处斩，除了梁山泊好汉有计划地营救以外．李遥单枪匹马大

闹法场。作品通过晃盖的眼睛．看到李遥．第一个出力’，并说此时晃盖不

由得想起．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逞，和宋三郎最好” (40回）。

想刘备，只不过是一个卖草鞋的．也称之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以证实

其血统高贵。若无高贵血统，只好靠钱了，当然还要大方。

2. 患难见真情

｛义经记｝中．有关义经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其少年时期（卷一、卷二）

和逃难时期（卷四第三章至文末的卷八）。卷三写辨庆及其与义经的相会，

卷四第一章写义经与赖朝的会面。义经的累累功勋只在卷四第二章开头，寥

寥数笔带过。这种写法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当时另有｛平家物语｝详述了义

经所经历的各次大战．事迹家喻户晓·二是因为作者的兴趣所在，作者着意

描写的是一位风流贵公子．而不是一介武勇之士。 7

公子落难，正需忠臣相助。这个忠臣就是辨庆。

土佐坊和尚受赖朝之密令，深夜偷袭京都义经寓所。那时．义经部下皆

已归宿．身边仅留一名叫喜三太的小喽罗。虽有喜三太英勇助力，无奈敌众

我寡，形势十分危急。千钧一发之时，辨庆披甲持刀赶来。原来是辨庆当夜

在家心神不安睡不着，挂念着主人的安危。接着．其他部下也闻声而到，打

破了敌军。

义经主从一行逃出京都，来到吉野山。听到山中传来的阵阵古刹钟声，

军心动摇，怀疑是恶僧会聚一堂，欲来清剿．于是你一句我一言议论起今后

的对策来。备前平四郎说： ．万一战事发生，是该跑呢．还是该决一死战．

或是自尽呢。到时犹豫不决，不如事前商定为好。”伊势三郎说： ．我这么

说或许会有人指责我胆小，但我以为．尚未认清形势就自杀，是操之过急；

死在恶僧手中也轻于鸿毛。三十六计走为上．应该朝着有利的方向一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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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常陆坊和尚接口赞同： ．说得好。实际上谁都这么想。’辨庆昕了

喝道： ‘简直是胡说八道！来到山下寺旁，一听到敲钟，就以为追兵来了．

就跑，跑向何方？究竟是哪座山哪个庙没有敌人呢？且请主君稍息，待辨庆

前去查探寺中动静。 （卷五p273-274)

在这里．辨庆批判的并非伊势三郎的方策，而是常陆坊的逃命哲学。实

际上．辨庆也逃，全书的后一半就是东奔西逃。但要是从心底里惧怕，为逃

而逃．一行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义经集团就会分崩离析。辨庆最担心的是这

一点。

宋江李逢的恩爱方式又有所不同。

｛水浒传｝一书登场人物极多．但大致贯穿全书的只三人：即缺乏个性

的领袖宋江，谋数近妖的军师吴用手口个性强烈的黑旋风李遥。

除了冲锋打仗以外，李遥有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常常公开与宋江唱对台戏，

反对招安。刚上梁山．便主张： ．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

晃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主相，公孙道

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

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41 回）

冕盖死后，商议谁当头领时，李遥叫道： ．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

了大宋皇帝．却不好！” (60回）

卢俊义上山，宋江要将头把交椅让给卢时，李遥道： ．哥哥若让别人作

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武松也随声附和。宋江大喝道： ．汝等省得甚

么！不得多言！’李遥叫道： ．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叫卢员外做

主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 (67 

回）

梁山英雄排座次后，宋江作满江红一词，表盼望早日受招安之意。在武

松表示反对以后，李遥也睁圆怪眼，大叫道：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 (71 回）

但实际上．李遥还是跟着宋江受了招安。

李遥的意见代表了一部分弟兄正大光明地提到了桌面上。结果被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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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正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加强了宋江的领袖地位。同时

在客观上也增加了梁山泊方面与朝廷交涉招安时、讨价还价的怯码。

李遥昕说宋江强占民女．大闹忠义堂，立下军令状．以赔虚实。此处，

与其说李遥不相信宋江，还不如说从来太相信宋江了，一听说有这种事情便

不能忍受。误解一旦涣然冰释．两人间的纽带便更紧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

泊的威信也更高了。

可以说．无论是辨庆还是李逞，都为提高主公的威信，巩固小集团的团

结起了最大的作用。

3. 救命大恩

义经主从十六人逃奔东北奥州途中．难关重重，多靠辨庆足智多谋。如

意渡口，伪装修行小僧的义经险些被渡口检查官看破，辨庆随机应变： ．那

是我从白山带来的修行小和尚。太年轻了．受到怀疑．真是晦气。快给我滚

回白山去！”说着把义经拖下船来．用扇子没头没脸地一顿臭打。这一苦肉

计骗过了检查官．救了义经的性命。 （卷七p452)

对于宋江来说．李遥也是他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所谓江州事件。宋江酒

后提反诗于墙，被人上告官府，判处死刑。此时．李远不顾个人安危不计

后果，单枪匹马劫法场，拯救宋大哥。

事后．梁山英雄排座次．大摆酒宴。宋江乘着酒劲．填词一首，倡导受

招安；李遥亦醉，坚决反对．闹得宋江下不了台。宋大怒．喝令斩首，稍后

酒醒，泣道： ．我在江州、｜．醉后误吟了反诗．得他气力来，今日又作满江红

词，险些儿坏了他的性命！早是得众兄弟谏救了。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因

此情然泪下。” (71 回）

4. 终于生死与共

衣川河｛旁的高馆山上，持佛堂前，辨庆为了保护主人，如一尊铁塔守住

寺门，不放一兵一卒入内。最后被箭射得象柴靶子一般。此景很象《三国演

义｝里曹操的帐前都卫典韦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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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义经才有时间在堂内与妻子一同自尽．葬身于烈火之中。

为了主人，辨庆以命相护．正表现了部下对主人的无限忠诚。然而．辨

庆和义经的关系好象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有人撰文．揣度持佛堂前辨庆的心

理．说辨庆觉得自己并不是死于敌手．而好象是与自己最爱的恋人一起自杀

身亡。这种死日文称作．心中”。 8

飞、中’这个日文词汇，从字面上不好理解。中文一般译成‘情死”。不

过笔者以为这个译词不太妥当。因为中文里原来也有情死一词．但词义不尽

相同。如｛吴德旋闻见录｝记： ‘钱湘灵友刘芳．与技顾横波约为夫妇，横

波后背约．而芳以情死，湘灵为经纪其丧。 情死的只是刘芳一人。所以本

文另用．殉情同死”一词。

本来飞、中”这个词产生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日本，反映了当时蒸蒸日

上的市民阶层的一种生死观。这种殉情同死观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名剧作｛曾

根崎心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从时期上来看，以殉情同死观去套用十二

世纪的辨庆似乎一点不合时直。不过我以为．这么联想也不算离谱。比起在

同一时期所宣扬的冠冕堂皇的武士道的臣为君死哲学来，市井小人的殉情同

死与辨庆的生死观要脉络相通得多。 9

宋江喝了朝廷送的御酒感觉不适，悟知其中放有慢性毒药，死期已近。

此时．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死后，李遥会不会再次造反，坏了梁山泊的忠义。

于是马上派人叫来李遥．也骗他喝了毒酒．然后才告诉了缘由。李遥昕了．

亦垂泪道： ‘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120回）

这里，李遥的态度不足为怪。早在梁山泊．李遥借酒劲反招安大闹忠义

堂，宋江亦醉要杀李遥时，李遥就说： ‘哥哥杀我也不怨，制我也不恨。”

(71 回）

可是这里，宋江毒死李遥．带着同去阴间的做法不同一般。以致有人指

责这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行为。 10

但用日本的殉情同死观来解释的话．当有别论。这种死法实在象日本的

殉情同死，而且比起所谓男女殉情同死更象日本的父母子女一起寻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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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叫．亲子心中”）。子是完全被动的，家长一手操负生杀大权。宋江毒死

李逞，是为了对李遥负责，出自于一种钟爱子女的父母之心，深信自己死后

李遥是不会有幸福的，同上西天才是对李邃的最大的爱。

5. 貌似．神似，还是相反相成

义经的形象是有变化的。 ｛平家物语｝里写义经披甲持刀．颇有大将风

采（岩波书店1993年刊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平家物语｝下 pl27 、 269) ; 

但眼平家贵公子相比还是土得多（同上书p255）；而且身短肤白．门牙突

出。

｛义经记｝的义经就变得俊俏得多。虽说同是小白脸．但长得面目清秀，

好似美人杨贵妃（卷－ p81 ）。义经外形上凶丑的部分都转让给了辨庆。

书中写道：辨庆在母亲肚子里十八个月，生下来就有两三岁那么大．一

头黑发垂肩．满口牙齿．槽牙门牙特大。五岁时．巳似世间十二三岁。六岁

出天花以后，肤色更黑。 （卷三pl40)

义经和辨庆，一小一大．一白一黑，一柔一刚，美男子和丑八怪，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还有人指出，两人相貌有一条共同之处，即都是跑牙，由此立假说，

说辨庆与义经二人互为表里辨庆是贵公子义经的特殊变异的产物、鬼神化

了的义经。 11

就宋江长相，书中诗云：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涵溜两耳悬珠，明

胶胶双睛点漆。唇方口正．置在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

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如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

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扬，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

君。”（18回）

丹凤眼，卧蚕肩．乃忠义化身关公之相也。由此看来宋江真一貌堂堂

英雄福相。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注意．这里用的是常套诗句，不可不信更不可

多信。可不是，下文紧接着便写宋江面黑身矮．有黑宋江之称，孝义黑三郎

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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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本人自我鉴定也说： ‘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指卢俊义）

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

之相。” (68回）言下之义．则是自己没有贵相。

在人物外形上，宋江具杏两重性。纵览全书，长得不怎么样的印象似乎

要深一些。

无独有偶，李遥也黑，黑凛凛，人称铁牛，黑旋风。但在性格上与宋江

差之甚远。宋江有涵养，说话做事重视周围的反应。而李遥是个直性子，有

话直说，打仗直冲，还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梁山附近一带，一说．黑旋风

李逞’五个字，小孩就止住夜啼。 (74回）

两人配对也正为天地造就也。

6. 红花要用绿叶扶。

中心人物，严格地说．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中心人物，不好写。有地位就

有约束不能写得太出格。比较理想的就是设置一个对立面，就象为了表现

义经，塑造一个辨庆，为了表现宋江，塑造一个李逞。

特别是中国小说里，这种手法用的很多。象写刘备和张飞，岳飞和牛息，

唐僧和猪八戒等等，均带有此种动机。当然相互关系并不那么单纯。结果呢

又常常是喧宾夺主。比起刘备、岳飞、唐僧来．张飞、牛泉、猪八戒要自由

得多．好写得多，更受大众欢迎。

有时甚至反客为主。象｛说唐｝里的程咬金就反串了一个主角。程咬金

本属张飞李遥型的大众英雄，当上了瓦岗寨头领．比书中的唐太祖、唐太宗

要活跃得多。 12

四

从文学创作的立场来看人物塑造需要主从而且常常是一主一从还不

够．还要群星捧月。

义经的周围除了辨庆，还聚集了不少奉从者。下面以《义经记｝为基准

作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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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最后一战、持佛堂保卫战的十名部下，全部战死。除了辨庆，有伊

势三郎义盛。义盛是义经的 开门弟子，名中‘义 一字乃义经所赐。还

有片冈八郎经春、莺尾三郎义久、喜三太、龟井六郎重清、备前平四郎等五

人都是一路追随义经来到奥州的忠实部下。

其他三人除增尾十郎不详之外，铃木三郎重家乃龟井六郎重清之兄，在

义经最困难的时候．特意从日本中部的熊野赶到东北奥外｜．与弟弟一起为义

经效忠。

十郎权头兼房乃义经之妻北之方的监护人，长义经三十二岁。是他在持

佛堂内为主人及其妻子送终之后，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尸体，点燃熊熊烈火．

然后自己投火自焚。

除以上十人以外，还有佐藤三郎继信、四郎忠信在义经集团里地位举足

轻重。这对兄弟系名家藤原秀乡之末裔．义经响应三哥赖朝起义离开奥州时，

奉主公藤原秀衡之命追随义经的。兄为保护义经．于屋岛大战中箭身死。弟

在吉野山为掩护义经等突围，奋战群敌。后潜人京城，走漏消息被围． 自尽

而死。

跟随义经东逃西奔的还有原圆城寺法师常陆坊荒尊（又叫海尊）。此人

最后一战没在场．有临阵逃脱之嫌。但又可能亏得他，给后人口授这一段经

历，才有今天的｛义经ic）。 13

义经的部下之中还有年长义经二十九岁的老将根尾十郎，以及行刑刽子

骏河次郎等。

死于士佐坊夜袭的江田源三弘基才二十五岁。

梁山好汉百人有余，是否都与宋江有象义经主从那样的关系呢？换句话

说，是否都是宋江党宋江派呢？恐怕并非如此。

敌血誓盟结拜兄弟，先拥晃盖为大哥晃盖死后又立宋江为首。再早些．

即晃盖之前，还有过领袖王伦的时代。水泊梁山可以说是三易其主。

尽管如此．宋江的忠实部下也不可能仅仅李遥一人。

宋江从第十八回登场后到四十回被梁山好汉等救出上梁山之间（第二十

三到三十二固，是写武松的所谓．武十回”）．与二十九人直接见过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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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冕盖、柴进、孔家兄弟、花荣为旧交．其余皆为新知。行结拜

之义的有武松、李俊和童家兄弟。

智多星吴用，是梁山武装集团的军师、诸葛亮式的人物。开始追随晃盖

造反，宋江上山后倾倒宋江特别是冕盖一死．马上积极维护宋江统治．是

宋江统治的最重要的助手。金圣叹在｛水浒传｝中，吴用得知智取生辰纲一

事被泄．主张昕取宋江的意见，赶紧逃跑（70回本之17团，相当于120回本

之18回）之处夹批道： ．大书吴用与宋江同心，为一书之眼目。”最后，宋

江李遥两人鬼魂托梦见吴甩吴用如丧考批，来到两人墓前自锚，追随而去。

梦见宋江李遥鬼魂的还有花荣。花荣不顾吴用劝阻，撇下家小．与吴用

一起上了吊。

征方腊（111 一 119回），梁山好汉战死过半．书中写道．每逢宋江昕得

有人阵亡，必痛哭流涕。计数二十以上，次次用词不同。但其中最伤心的就

是哭张)I民且在梦中与张顺鬼魂相会。若张顺不死，最后必与吴用等人采取

同样行动。

武松与宋江亦情深意、长。征方腊臂断身废．才与宋江分手．入了佛门。

李俊功成知退．怕宋大哥挽留，诈病告退。戴宗任职后当面辞别宋江．

弃官出家。虽算不得紧跟．也可算宋的亲信部下了吧。

五

看来．宋江与李遥这对兄弟亦可称为主从。

李逞对宋江的忠与辨庆对义经的忠一样．都是不存二心的。书中戴宗说

．李遥虽是愚蠢，不省里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鲤直分毫不肯苟取于

人；第二，不会阿询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

义．敢勇当先。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 (53回）

李遥本人也说： ‘哥哥（指宋江）杀我也不怨．剧我也不恨，除了他，

天也不怕。” (71 回）

自然．这种忠诚必然会与对再上一级的忠诚．或者是与对体制的忠诚，

与对皇帝的忠诚发生冲突。也可以说与自己效忠的主人所追求的忠君尊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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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矛盾的。但很明显．这种狭隘的小集团的忠对小集团的主人是有利的。因

此．主人容忍这种与忠君尊上有矛盾的忠己。不．岂但容忍而已．该叫正中

下怀。

可是，反过来能否称义经辨庆这对主从为结拜兄弟呢？好象很难。为什

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三条原因。

首先是结拜兄弟这个词带有反体制的政治味道．主从一词则无。因为这

两个词产生的母体不同。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始于扶持汉室之动机，通过镇压黄巾造反军，力量慢

慢增强．最终建立了刘氏蜀汉政权。

梁山泊聚义的基本点亦是造反。造反的最高纲领当为改朝换代。受招安

只能说是最低纲领．力量不足当不了皇帝也得弄个一官半职。

清代有天地会．继承梁山思想提倡．洪家兄弟四海通”，虽非公开武

装．亦对当局构成相当威胁．受到了镇压。 15

作为一个武装集团，义经主从的敌人先是平氏，后为赖朝，不是天皇。

日本的皇家内部有骨肉之争，但不存在易姓革命。即便赖朝开设了武士政权

以后，天皇也高高在上。要说义经辨庆象结拜兄弟．就好象他们是造反派似

的，就有点滑稽了。

其次，主从和结拜兄弟内函的道德观念不尽相同。

主从讲忠。如上所述．在武士小集团里的忠是单向的．是部下对主公的

思。

结拜兄弟也讲忠这种忠在这个小集团里实际也是单向的．是众贤弟对

大哥的忠。但结拜兄弟之间还强调义。何谓义？义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对等相待。他对我好，我也对他好，甚至加倍偿还，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

落在实处就表现为金钱物质的礼尚往来。有钱者出钱，没钱者就只好出力了。

都缺钱就抢．名曰劫不义之财．此举称为义举， 自称为义贼。这时也有分工。

众兄弟共同出力．但组织行动、分配赃物的决定权在大哥手中。

所以．对李遥来讲．义和忠结果是一码事．都是为宋江出力。但宋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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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即对朝廷的忠，对李遥是无意义的．李建要的只是宋江的义，或者说崇

拜的也只是宋江的义。归根到底．义是大哥对众贤弟的义。李遥以忠换义，

要求宋江必须讲义气。

义经也关心部下。有食分给众人共享．令众人感激流涕。但义经此举被

看作是爱护，是恩赐．而不是讲义气。

日文里有．判官最晨’一词。 ．判宫”指义经，因义经曾任判官（检非

违使尉，京城的公安系统三把手）之职。 ．最晨’有喜欢袒护之义。这是个

动宾短语．但日文的动宾位置与中文相反，因此这个词可以直译成．喜欢义

经”．现在还一般引伸为．同情喝者”的意思。当然，义经倒并不是喝者，

只是一个败者．是一个有力量的但运气不好的败者。

日本人同情义经，喜欢义经．这跟义经讲不讲义气无关。

最最同情最最喜欢义经的可能要算辨庆。辨庆对义经的忠诚不是义务式

的．而是出自内心的爱戴，与义经同筑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这种精神共同

体甚至把读者也拉了进去。日本人非常喜欢义经和辨庆这对主从。

最终，我想思怕根子还在义经宋江两人出身不同。

如上所述，源义经乃清和天皇子孙。祖上赐受源姓，虽脱离皇室．亦为

武门栋梁。父亲、祖父等人皆为一代名将。

但要宋江眼义经比出身，那就惭愧了。就是跟梁山集团的二把手卢俊义

比宋江也自愧不如： ．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指卢俊义）处：第

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责人之相。

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于

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虽然有些凶险，累蒙天佑。第三件，宋江文不能

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

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 (68回）

宋江虽然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但其家财产和社会地位与北京城内第一等

长者卢俊义相比实在小巫见大巫。且本人出仕霄吏．进出市井．接触的多

是社会下层．结交的均为三教九流．沾染了不少流氓习气。

梁山聚义事成，宋江突然萌发一念，要进京看元宵。在见着今上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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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好、名技李师师时．书中写道： ‘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撞拳裸袖．点点

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 (72回）下流充上流毕竟不易。

可能就是为此，中国人对宋江就要苛刻得多。宋江的义，被有些人评得

简直一无是处。

如宋江初见李逞，听说缺钱，立即送给银子十两。在此，金圣叹夹批道

．以十两银子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 (70十回本之37回．相当于

120回本之38回）

王望如在回末总评（70回本之41 回．相当于120回本之42回）中写道

．宋江曰：为友死亦无怨，为亲死为友死．都是奸雄滑口应付套语，切不

可听。

征方腊时， ．宋江昕得又折了三个兄弟．大哭一生．默然倒地’之处，

李卓吾眉批： ‘都是诈。”同回末总评又说．李大哥为韩、彭报仇．都是真

的。宋公明假哭．信他不得。” (100回本之92固，相当于120回本之1 12回）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宋江的遭遇就更惨了，给带上了‘投降派’、 ‘架

空冕盖’等不少帽子。 16

所以，尽管宋江在书中威望极高．但一出了作品却常常不怎么讨人喜欢。

惟有李遥与辨庆一样，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受到大家的喜爱。有一诗为

证： ‘生性插愣敢拚冲．双斧齐挥铲不平。梁山一百零八将，后人偏爱黑旋

风。” 17

宋大哥这个主子不好当。我倒有一点为他抱不平。

注 1) ｛汉语大词典｝释主从之意为：主人与仆从。但在翻译日本军记物

语的时候．也有人沿用主从一词。如周启明·申非译｛平家物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据岩波书店日本古典大系） ‘木曾义

仲之死’一段中．就多次沿用主从一词：如‘只剩主从七骑了”．

．最后只剩主从五骑了” ‘现在只剩今井四郎和木曾主从二骑了

(p346-J48) 

2) 十二世纪中后期．各武士团大都集中在源平两家的大旗下，对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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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是受命于皇室，为其内部的争权夺利效力。一旦羽毛丰盛，

便请任征夷大将军，另设幕府，挟天子令诸侯，开创了武士的时代。

即便在此以后．虽有了多重主从结构，如大将军与藩主、藩主与其

臣下、臣下与其下属……．主从关系仍旧是以直属上下级为尊。

3) 笔者曾撰文，论｛保元物语｝里的源为朝也是此类英雄。参见拙稿

｛出世前仍强穷苦占源捣朝一「大来英雄」 ω造型理念力~~一｝ （和

汉比较文学会｛和漠比较文学｝第4号 1988年l 1 月）。

4) 李遥对着朝廷的官员说： ．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

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 (75回）

5) 参见笔者所写｛张飞李遥型的英雄为什么受人喜欢一试论．大众英

雄”的人物形象的特征一｝ （中国语研修学校｛教学通讯｝第8期

1986年11 月）以及注2）所示拙稿。

6) 高桥富雄认为：从｛平家物语｝到｛义经记｝，源义经从武将型的

英雄转向王朝贵公子型的英雄。 （｛羡怪仨税） pl48 中央公论社

1974年）

7) 参见小学馆｛羡轻言已｝ 〈解说〉以及注6）所示高桥专著。

8) 见山田正纪｛付人忖们｝ （｛座史前本） 1982年6月号）。全篇以

辨庆独白的方式，追忆与源义经的主从之爱，说持佛堂之死是一种

飞、中”．是殉情之死，就好象两人相互抱肩，对眼相视，同时把

利刃刺人对方咽喉一样．此时此刻辨庆感到无限的快乐。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情呢？借用加藤周一的话就叫作．对涉及主从关系而死

的赞美，表现出一种倒错的恋爱情感。” （｛日本文学序税｝下p89

筑摩书房 1970年）

9) 参见注8）所示加藤专著中的＜ r莱隐』 ξ 「曾根崎心中」＞一节

（下 p84-97）。不过，这里说辨庆之死与以后的飞、中”两者脉

络相通则是笔者的发挥。

10) 宋江临死前最担心的就是李逞，怕他再次造反， ．把我等一世清名

忠义之事坏了”，此处李卓吾眉批．到底为自家。”

11) 见注6）所示高桥富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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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注3）提及之拙论。

13) 参见丰田武｛英雄占仨税｝ (pl31 一132 墙害雳 1976年）。

14) 二十九人按书中出场顺序为：晃盖、吴用、公孙性、刘唐、朱全、

柴进、武松、孔明、孔亮、燕JI陋、王英、郑天寿、花荣、黄信、秦

明、吕方、郭盛、石勇、李立、李俊、童j孟、童威、薛永、穆弘、

穆春、张横、戴宗、李遣、张JI恒。

15) 参见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

16) 与中国国内的借古讽今．批宋江’立场不同的国外研究者中．也有

人分析原作．得出宋江．架空晃盖’的结论。参见马幼衡｛架空晃

盖｝ （｛水浒论衡｝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2年）。

17) 杨天微编写评书｛黑旋风演义｝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年）之卷

末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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