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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游记》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在明清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
要的位置。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本刊行以后，数百年风行不衰，其影响一
直延续到当代。《西游记》在几百年的流布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西游文化，众多人心
中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西游情结”。这一切都昭示着《西游记》的巨大影响力。本书
拟对《西游记》成书后在明代、清代及近、现代(1592--1949)300多年间的传播、流布情
况进行考察、分析和论证。

    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5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现代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
末传人中国后，从方兴未艾到蔚为大观，从译介国外传播学著述、移植其研究成果，到
提出“传播学的本土化命题”，试图建立中国自身特点的传播学。这期问，传播学已经
成为备受瞩目的学科。它与其他若干学科相交融，产生诸如新闻传播学、文化传播学、
艺术传播学等交叉学科。传播学不仅仅是作为一门学科被融合，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意
义。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传播学的引入无疑为其带来了一股新的发展动力，提供
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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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游记》版本传播

    第一节《西游记》版本概述

    目前所知，明清时期《西游记》的版本有l4种，其中明、清各七种，具体如下①：

    1．《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因其多卷卷首都题有“金陵世德堂梓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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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世德堂本”或简称“世本”。世本现存四部，一部藏于中国台湾，另三部均藏于日
本。

    第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本，简称“故宫世本”或“台湾世本”。二
卷二十册。1929年夏发现于日本东京村口书店。孙楷第曾阅览，并在《日本东京所见中
国小说书目》中著录。该版本于l933年被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购得，几经辗转
，最终于1968年归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
书馆等则收藏该版本的缩微胶卷。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
版社《古本小说丛刊》均依据此版本影印出版。第二部，日本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
文库藏残本，简称“浅野藏本”。存十卷十册，即卷十一至卷二十、五十一回到一百回
；缺卷一至卷十即前五十回。第三部，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天海藏藏本，简称“日光世
本”二十卷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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