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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金瓶梅》中主要人物的衣食用度、妻妾的争风、色欲的描写等方面，对小

说的雅俗状况进行文本分析。《金瓶梅》中众多的性描写和性意象，使其难以摆

脱“俗”的称谓。正是书中众多的性意象和色欲的描写，使得《金瓶梅》一书并

未能完成由俗向雅的转化，仍是一部极具通俗美的现实主义巨著。

	 关键词：《金瓶梅》、通俗美、衣食用度、两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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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gance and vulgarity of The Golden Lotus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dominating 
figures’ daily life, subtle infighting between Ximen Qing’s wife and his concubines, and 
lust descriptions. Because of too many sexual descriptions and sex images in The Golden 
Lotus, the fiction couldn’t get rid of vulgarity. And just because of those sexual descriptions 
and sex images, The Golden Lotus couldn’t be transformed from vulgarity into elegance. 
So it’s just an outstanding masterpiece of realism with popular beauty.

Keywords: The Golden Lotus, popular beauty, daily life, writing of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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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因其中的秽笔而被古代众多文人所诟病，或谓其“大抵市诨之极

秽者耳”2，或谓“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诲淫之书如《金瓶梅》等丧

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3。《红楼梦》问世后，论者往往将其与《金瓶梅》相

对比，诸联谓其“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媟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

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4现代学者也有从《红楼梦》在

人物形象上对《金瓶梅》的超越，论述后者是“俗不可耐”，而前者是“超尘脱

俗”的5。在这些文人学者看来，《金瓶梅》是秽恶的、低俗的，甚至俗不可耐。

《金瓶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不是庸俗、低俗、媚俗的。从人物形

象塑造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人物画廊中成功的人物形象都是典型的，美的，是没

有“俗不可耐”与“超尘脱俗”之分的。

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说：“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小事如吃酒、旅行、

奸盗之类，大事如废立、打仗之类。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经历多，而于大事之经历

少。《金瓶梅》《红楼梦》均不写大事。”6我们对《金瓶梅》的分析，也是就小

事评论其雅俗。《金瓶梅》中有较雅的情节，《红楼梦》中也有极俗的情节，俗

与雅都是相对而言的。古代小说在总体上是被视为俗文学，当然我们现在是以审

美的眼光审视小说特别是《金瓶梅》，从而论其雅俗。我们通过对《金瓶梅》中

主要人物的衣食用度，妻妾的争风，色欲的描写等方面，对小说的雅俗状况进行

文本分析。

一、从衣食用度审视

一般说来，用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形而下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并不高

雅的，如果有炫耀的成分，则是低俗、媚俗的；用于满足人们形而上的需求，满

足人们高尚的精神需求层面的东西，则是雅的。《金瓶梅》中，我们看到的是暴

发户西门庆一家的炫富夸多，是张扬跋扈，是奢靡无度，所以总体上给我们的感

觉是俗的；《红楼梦》作者曾“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欲作一部“令世人换

新眼目”7之书，其所描写的为一世家，又在“深得《金瓶》壸奥”8基础上所作，

立意高，格调即不同于流俗，遂趋于雅文学之列，所以被称为小说诗、诗小说。

2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96．
3 琼琚佩语 荆园小语 荆园进语 省心短语 日录里言[M]．//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0376．上海：
商务印书馆发行，1939：4．
4 诸联.红楼评梦[M]//转引自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713。
5 周远斌．从俗不可耐到超尘脱俗——论《红楼梦》在人物形象上对《金瓶梅》的超越[J]．中
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6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6．
7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第2版：4-6．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4-6．
8 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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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64-165．
10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273．
11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481．
12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1244．
13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965．

（一）衣饰方面

《金瓶梅》中人物的衣饰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是一种大红大紫的村俗

的展示，是暴发之家自炫家资以及女人们虚荣心的体现。“佳人笑赏玩月楼”一

回，“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

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段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

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

灯笼儿”；潘金莲还“一径把白领袄袖子搂着，显他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

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9。以致楼下看灯的人或猜其为哪个公侯府里

出来的宅眷，或因她们是宫廷妇女装束猜为贵戚皇孙家艳妾来看灯，或猜为院中

妓女。第二十四回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等人“皆披红垂绿”，路上

诸人“以为出于公侯之家，莫敢仰视，都躲路而行”10。从路人眼中可看出诸妇

人衣着之艳丽。第四十回赵裁为吴月娘众妻妾裁衣服，月娘的是“一件大红遍地

锦五彩装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段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

罗袍；一套大红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补子袄儿，翠兰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

妆花补子遍地金罗袄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群”；李娇儿、孟玉楼、潘金

莲、李瓶儿的是“一件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段衣服”11。其中 

“麒麟补子”“锦鸡袍儿”皆为僭越违礼之至，这在只有公、侯、伯等方可服的

麒麟补子，在二品文官才能绣的锦鸡，一个区区五品武官之妻妾竟公然绣上，可

见当时的世俗风气对于封建礼制的冲击和破坏。西门庆妻妾的首饰头面之类，也

是极尽炫耀之能事。李瓶儿欲嫁西门庆前请顾银匠整理了“黄烘烘火焰般一付好

头面”；“情感西门庆”后打的九凤甸儿，每个凤嘴衔一挂珠儿和一件“金厢玉

观音满池娇分心”。孟玉楼再嫁李衙内时“戴着金梁冠儿，插着满头珠翠、胡珠

子，身穿大红通袖袍儿，系金镶玛瑙带、玎珰七事，下着柳黄百花裙”12。女人如

此，《金瓶梅》中的男人也是这样。西门庆在通过贿赂蔡太师做了山东理刑副千

户之后，唤赵裁率领四五个裁缝来家攒造衣服，又叫了许多匠人钉四指宽玲珑云

母、犀角鹤顶红、玳瑁鱼骨香带，其中那条犀角带据应伯爵说连东京金吾卫长官

都没有。第七十三回应伯爵看到西门庆白绫袄上“罩着青锻五彩飞鱼蟒衣，张爪

舞牙，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13，见多识广的他

意识到暴发户西门庆僭越了，这是权豪显贵所穿的衣服，作为千户的西门庆是没

有资格去穿。按《明史·舆服志》所载，违例奏请蟒衣、飞鱼服者，科道将治以

重罪。《金瓶梅》所描写的内容，也反映了晚明社会礼法的松弛。

西门府上违礼僭越自然始于西门庆，而西门庆的僭越和他的俗，虽然与他

的经历和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但也是社会风气使然。晚明社会，人们竞相奢



5

付善明

通俗美：《金瓶梅》的文本审视

靡，“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

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14《博平县志》记载：“由

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

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

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

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15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以诗意的语言描写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的衣饰，使人

感觉如读一首优秀的赞美诗。因其所描写的贾府为世代簪缨，其服饰俱依当时礼

制，所以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即是在审美，既是从语言角度，又从所描写的人物角

度。我们以王熙凤出场时的打扮为例：

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

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珮；身

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

撒花洋绉裙16。

我们看到一个四大家族中出身显赫的金陵王家的女人，嫁至“白玉为堂金作马”

的贾家，但我们在这里看不到麒麟补子和锦鸡补子，而是看到她戴着什么髻、绾

着什么钗，戴着什么样的璎珞圈，以及系的宫绦、玉佩，穿的袄、罩的褂和着的

裙。我们这些当代读者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于这些闻所未闻的衣服和饰品充

满了想象和联想。这儿我们感觉到的是雅，是高雅。其他人物如林黛玉、贾宝玉

出场时的描写，也无不给我们这种感觉。

（二）饮食方面

《论语·乡党》中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7食精、脍细就给人以雅

的享受，仅供充饥果腹的食物则达不到这一效果。即使食物和酒水非常精致，但

饮用的人为村夫俗子，且不会品鉴，也无法给人以雅的感觉和美的享受。《红楼

梦》中记述做法最为详实的一道菜——茄鲞：“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籖了，只要净

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

各色果子，俱成钉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

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18无疑，茄鲞是一种美食，是小

户之家的刘姥姥所无力做也不可能经常吃到的，只有在贾府这种富贵之家才得以

享受。莲叶羹是《红楼梦》中记载的又一道美食，四副银汤模子是“都有一尺多

14 张瀚著、盛冬玲点校．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
15《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转引自吴晗．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
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68．
16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39-40．
17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9．
18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5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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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

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是借新荷叶的清香，连薛姨妈都

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19

《金瓶梅》中展现了西门庆等人对于欲望的无止境的追逐。男主角西门庆在

追求权力、财势、女色等的同时，也在追求物质享受。如上文所引夏曾佑《小说

原理》中所说，《金瓶梅》是写“小事”的书，作者兰陵笑笑生对于书中的饮宴

是每宴必书，而且不厌其详，这也使得我们看到了书中的众多美食。西门庆在家

中一次小酌，也会有“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

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第三十四回西门庆陪应伯爵用小金

菊花杯饮荷花酒时，菜肴是：

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湾湾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煠的烧骨，秃肥

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

膀蹄，一瓯儿白煠猪肉，一瓯儿爆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瓷盘，

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20。

这里所描写的菜肴，无论是从色泽搭配上还是从味道上，都可以说是上品佳肴，

而且现代社会有专门以做《金瓶梅》菜肴而闻名者。但我们看到西门庆诸人仍是

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在饮用，他们并非美食家，只是以“饮食男女”为大欲的蠢蠢

众生。而如应伯爵、谢希大等，又是如西门庆所说“害馋痨馋痞”之人，即使非

常珍惜的食物如酥油泡螺和衣梅等，在他们的恶谑下也丝毫不会使人感觉到美和

高雅。

（三）其他方面

雅与俗，与相关的人物有着密切关系。如为文人雅士，一窗清风、半轮明

月，也是极雅之事；如为村牛俗儒，即使是高雅如菊、冰清玉洁，他们也不懂欣

赏，而徒将诸雅事亵渎。《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诸位才子佳丽为两盆白

海棠，即赋得律诗六首，并创立海棠诗社，可谓大观园中、《红楼梦》里一大雅

事。《金瓶梅》中也有“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的菊花，是管砖厂刘太监送

与西门庆的。应伯爵看到后，只顾夸奖不尽好菊花，并问西门庆是否连盆也送给

他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伯爵道：“花倒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邓浆盆。

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跐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邓

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哪里寻去！”张竹坡在此评曰：“反重在盆，是市井人

爱花。”“只夸盆，是市井帮闲。”21由浮浪子弟、市侩暴发起家的西门庆，正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围帮闲抹嘴的也都是俗陋不堪之人。帮嫖贴食、吮痈舐

19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464-465．
20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394．
21 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
社，1991年第2版：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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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出妻献子，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些市井棍徒身上，我们是不可能奢求他们做

到高雅这一层面的。

《金瓶梅》中，郑爱月儿是位雅妓。她的房间帘拢香霭，明间供着一轴海潮

观音；两旁挂着四轴美人图画，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题诗曰：“惜花春起早，

爱月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上面挂着一幅对联：“卷帘邀月入，

谐瑟待云来。”22上首列四张东坡椅，两边安两条琴光漆春凳。整个房间的布置，

和所挂的图画，所题的诗（暗含“爱月”之名），所挂的对联，都给人以雅的感

觉和美的享受。在郑爱月儿用欲擒故纵之法钓上西门庆之后，西门庆难以割舍，

遂于八月初一日家中无事时往郑爱月儿家去。西门庆这种村夫俗子自然不会因爱

月房中的摆设而诗兴大发，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性子，一味以淫处之，遂有“露阳

惊爱月”之举。《金瓶梅》第七十七回，彤云密布，飘下一天瑞雪，主角西门庆

想到的是踏着碎琼乱玉（《水浒传》中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词语）去寻

妓女郑爱月。在看到新拜在他门下的义子王三官给郑爱月画的《爱月美人图》

时，首先想到的是与王三官争风吃醋。与此相比，张岱《夜航船》记载：“孟浩

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23这“踏

雪寻梅”的典故，对诗人孟浩然来说，在我们读者来看，何其雅哉！

《金瓶梅》中也有许多较雅的情节，如金莲、玉楼下棋，李瓶儿和吴银儿

下象棋消永夜；金莲把手中花儿撮成瓣儿洒西门庆，更为唐诗中描写的意境：美

人“一向发娇嗔，碎挼花打人”的情景；和金莲拈鲜莲蓬子与西门庆吃，莲子谐

音“怜子”，更源自南朝的《采莲曲》。此外尚有“吴月娘扫雪烹茶”等情节。

潘金莲、李瓶儿虽有雅致，奈何处在西门庆这村野之家，有西门庆等众庸俗、低

俗之人，所以偶尔闪现的雅更难以对抗铺天盖地的俗的风气。

二、从对女性的书写角度审视

一部书的基调与作者创作时的立意密切相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书

中“大旨谈情”，是为闺阁中女子立传；书中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

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24这

也可以看作是作者曹雪芹的观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投入毕生精力创作了这

部青春的挽歌，最终泪尽而逝。《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在故事尚未开始，即

在卷首题酒、色、财、气四贪词以醒读者耳目。在故事第一回通过入话词《眼儿

媚》，以及紧接其后的项羽、虞姬和刘邦、戚氏的故事，说明女色为祸水的道

理。从而引出虎中美女与破落户相通，最终尸横刀下、命染黄泉的故事。这可以

看出笑笑生是受女人祸水论的影响，对于女人的描写，曹雪芹采取的是和他完全

22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728．
23 张岱撰、刘耀林校注．夜航船[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29．
24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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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路子。基于两位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家庭的不同经历和理解，及作者

在创作时秉承的不同思想，两部巨著在对女性的书写方面也大异其趣。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儿王国，一个大观园的感情的世

界。为了故事的开展，先是“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居于荣国府，与贾宝玉朝夕

相处，日久生情。继之薛宝钗举家迁到京城，居于姨夫贾政之家，虽名义上为选

才人赞善，居贾府后却再未提起此事，其实作者是将其网罗至荣国府，以便于故

事的开展。贾府有三艳——迎春、探春、惜春，贾珠寡妻李纨和贾琏妻王熙凤在荣

府，贾蓉妻秦可卿在宁国府，史太君娘家的内侄孙女史湘云也常至贾府。因元妃

省亲，又特聘姑苏世家女子妙玉居于栊翠庵。至省亲前，《金陵十二钗正册》中

女子已多汇集于贾府，大观园这“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幻境”25也已建成。元妃归

省后，宝玉、黛玉诸人迁入园内，贾政又适时点了学政居外省；宝玉和诸钗在园

中先后成立海棠诗社和菊花诗社，吟诗作赋，饮酒赏雪，可谓众雅毕及。此后又

有薛宝琴、李玟、李琦等人加入，更壮大了大观园的队伍。可是好景不长，在抄

检大观园后，诸艳嫁人的嫁人，病殁的病殁，贾府被抄，树倒猢狲散，遂“落了

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26。《红楼梦》是一部描写青春的赞歌，又是描写青春的挽

歌，是颂扬女子的赞美诗，是为众多冰清玉洁的女子树碑立传的佳作。虽然其中

难免有俗的成分，但大观园和金陵十二钗总体看来是雅的，是理想的。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创造了一个充斥着欲望的世界，一个酒色财气

的世界。作者利用《水浒传》中最具有挖掘潜力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世情故事，

另起炉灶，生发出一部脍炙人口的巨著。西门庆不是因为和潘金莲的偷情而很快

被武松打死在狮子街，而是略施小计就把武松垫发充军。在故事开始时，西门庆

妻子陈氏已病死，续娶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为继室，又先后娶李娇儿、卓丢儿，卓

氏死后又娶寡妇孟玉楼为第三房妾，将陈氏娘子陪床的丫鬟孙雪娥上头为第四房

妾。害死武大郎，计娶潘金莲；与结拜兄弟花子虚妻李瓶儿联手将子虚气死，后

娶瓶儿做了第六房妾。正如同十二钗云集于贾府，故事遂得以开展，六妻妾汇集

于西门府中，西门庆这一个家庭、家族的故事也即蒸蒸日上地展开了。

孙述宇在《金瓶梅的艺术》中曾说《金瓶梅》的内容是“贪、嗔、痴”三

毒，并以“痴爱”冠之李瓶儿，以“嗔恶”许之于潘金莲，论之甚为得当。其实

《金瓶梅》中的女性，全都是欲望的结晶。吴月娘大概是因为自己出身于穷千户

之家，对于金钱特别看重，李瓶儿的财物从墙上转过来后，都放在月娘房中；陈

经济家财，因政治灾难搬至西门府，也是收在月娘上房；官员往来，收受贿赂，

无不是月娘保管。当然，贪之外，月娘也妒，最终酿成和潘金莲在第七十五回的

大闹。孙雪娥、孟玉楼皆曾因潘金莲把拦汉子而吃醋。潘金莲又因西门庆偏宠李

瓶儿而含酸，并在瓶儿生子后实施一系列狠毒的计谋而使得官哥夭折，终使瓶儿

惨死；之前宋惠莲的自缢，和之后如意儿的因借棒槌事被打，也都是金莲嫉妒的

25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影印：335．
26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86．



9

付善明

通俗美：《金瓶梅》的文本审视

表现。李瓶儿是以色欲为生命的，在做梁中书妾时，其妻奇妒，差点被打死活埋

在后花园；做花子虚妻时，却长期被叔公花太监霸占，实施性虐待；终于找到 

“医奴的药一般”的西门庆，却好事多磨，因“宇给事劾倒杨提督”西门庆闭门

不出，而招赘蒋竹山，又因其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最终决裂；嫁入西门府后，

终于如愿以偿，却又遇到情敌潘金莲，潘对之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使得瓶儿香消

玉殒。与以上诸女子的妒和为满足色欲不同，韩道国妻王六儿的淫荡，只是为赚

钱，为替汉子谋更好的职位，为贴补家用；宋惠莲和奶妈如意儿，更多的也是出

于贴补日用的考虑。我们在《金瓶梅》一书中看不到真正的爱情，看到的只是赤

裸裸的欲望的展现。这种形而下的肉体的满足，自然是粗俗的、低俗的，是难以

提到“雅”这一层面的。

正如贾府有大观园，西门府也有花园，而且有论者已指出大观园是在西门

府花园的影响下所写成。大观园外面是肮脏的世界，是国贼、禄蠹的世界；大观

园内部却是纯情的世界，是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现实中的太

虚幻境。西门府上的花园是将原来花园与花子虚宅子通开，所建造的有山子、卷

棚、花园，有三间玩花楼，假山下有藏春坞雪洞。不同于大观园中住的贾宝玉和

水做的女儿们，西门府花园中住的是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西门庆梳笼李桂

姐后，耽溺于丽春院半月不归，潘金莲即饥不择食，与看花园的小厮琴童勾搭成

奸。西门庆也把花园当做自己的行乐道场，与李瓶儿隔墙密约是翻过花园墙私

会，与宋惠莲媾和是在藏春坞雪洞中，留宿蔡御史并对其实施性贿赂也是在藏春

坞雪洞中。西门府花园简直是藏污纳垢之地！“私语翡翠轩”“大闹葡萄架” 

“兰汤邀午战”，这些是书中描写性事的大文字，而无不处之于西门府花园之

中。潘金莲与陈经济“花园看蘑菇”，以及西门庆死后的“画楼双美”，也都是

在花园之中或玩花楼上。另一处西门庆建造的游玩之地，是坟庄。用二百五十两

银子买了其坟地隔壁赵寡妇家庄子后，在里面盖了三间卷棚，三间厅房，叠山子

花园，松墙，槐树棚，井亭，射箭厅，打球场等，建造初衷是作为“好游玩耍

子”去处。生子加官后，西门庆决定三月初六日清明节上坟，预先发柬请了许多

人，叫了乐工、杂耍、扮戏的，小优儿李铭、吴惠、王柱、郑奉，唱的李桂姐、

吴银儿、韩金钏、董娇儿。从这些请的伎艺人中，我们可以看出西门庆并非诚心

祭祖，而是来炫耀自己的富贵，是到郊外郊游寻乐。“桃红柳绿莺梭织，都是东

君造化成”27的花园，成了西门庆男客、女客享乐的场所，扮戏的扮戏，小优儿弹

唱，四个唱的轮番递酒；潘金莲与玉楼、大姐等人还在花园打了回秋千。卷棚后

边西门庆收拾了一明两暗三间房，里面一应俱全，闲常接了妓者在此玩耍。潘金

莲这具有超强欲望的女人，在上坟时仍抽空与女婿陈经济戏谑调情。西门庆一家

将先祖坟茔，做了行乐道场。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自然之道。正如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读法》中所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

开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

27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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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28西门庆仕途上、事业上、家庭

上正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兴旺发达时，却因其纵欲过度，患脱阳之症而一命

呜呼。他千方百计娶来的诸妾，或被人千方百计拐去，或被人使计骗走，或名正

言顺地再嫁，或盗财归丽院后又被他人买去作妾，诚可谓“君生日日说恩情，君

死又随人去了”29。《金瓶梅》作者笑笑生所描写的诸女性，是生长于清河县城，

对财色碌碌而求的蠢蠢众生，他们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所以我们也无法苛求他

们能够“雅”到什么程度。笑笑生立志要揭露这些女子的丑恶和可骇可怖，他部

分地做到了。不过我们也从中看到了逐渐觉醒的人性。俗是书中人物难以摆脱的

本性，笑笑生描写了他们的俗，他成功了，他为我们展示了晚明社会中下层市民

赤裸裸的心灵。

三、从两性书写角度审视

从文本角度审视《金瓶梅》的雅俗，性就是其中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在中

国大陆出版的排印本《金瓶梅》，诸多版本均有删节：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戴鸿森校注本《金瓶梅词话》，共删去 19,161 字；齐鲁书社 1987 年出版的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去了 10,385 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 

文学名著文库”本《金瓶梅词话》删去的内容最少，也删去了异常露骨的性交场

面和文字 4,300 字。这些文字占《金瓶梅》全部文字的比例较小，但在部分文人

和读者心目中，这就是《金瓶梅》全部的情节，是其最为吸引人之处。在四大奇

书中的其它三部都已经脱俗、都已雅化的现代社会，《金瓶梅》却始终摆脱不掉 

“俗”的阴影，以致于人们谈“金”色变，视“金”为洪水猛兽、为不洁之物，

都与其中的性描写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界文学史上，著名文学作品都不回避“性”这一敏感话题，《源氏物语》

《十日谈》《漂亮朋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相关的描

写。性是中国人较为回避的一个话题，虽然在史前中国广泛存在着生殖崇拜，即

使现在也有众多性崇拜的历史痕迹留存；但作为正式的话题谈论，却一向为多数

人所诟病。鲁迅说：“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

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

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使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

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

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30但即使如此，《金瓶梅》

中大量的关于两性房事的描写，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自问世之日起就受到

正统之士的口诛笔伐。

28 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
书社，1991年第2版：25．
29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17．
3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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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被称作“蝉蜕于秽”“超尘脱俗”的世情小说巨著《红楼梦》，其中

也不乏性的描写。《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有研究者认为《风月宝鉴》是

曹雪芹的初稿，主要是写贾珍、贾琏、贾瑞、贾蓉、秦可卿、王熙凤等人的风月

故事。在经过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后，风月描写大大减少，但在书

中仍时而可见。贾宝玉在太虚幻境即被警幻仙姑称作“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又

让宝玉与其妹“乳名兼美字可卿者”领略云雨之事；贾宝玉噩梦惊醒后，回到荣

国府又“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贾赦、贾珍、贾琏在书中都是好色之

人。贾赦儿女满堂，还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并有讨鸳鸯作妾不成之羞；

贾珍父子与尤二姐、尤三姐之间有暧昧关系，秦香莲所谓“东府里除了石狮子干

净罢了”的话，更是对贾珍所在的宁国府的讽刺；贾琏先有在周瑞家的送宫花时

与王熙凤白日宣淫之事，后又曾与多姑娘、鲍二家的淫乱，其中部分文字，也是

丑极。但多数关于性的文字，描写较为含蓄。如“送宫花贾琏戏熙凤”一节，仅

叙周瑞家的“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

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31。叙宝玉的小厮茗烟与卍儿偷情，也仅述他们“干

那警幻所训之事”32。这些都是较为隐晦的谈及性事的笔法，所以并未给人以不洁

的感觉，其实这终究是难以脱俗的。

据研究者统计，《金瓶梅》中性描写共有 105 处，其中详细描写 36 处，略 

写 36 处，一笔带过 33 处。全书从回目来看，就有“淫妇背武大偷奸”“郓哥帮 

捉骂王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潘金莲私仆受辱”“李瓶儿隔墙密约 迎春女

窥隙偷光”“西门庆私淫来旺妇”“金莲窃听藏春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 

莲醉闹葡萄架”“潘金莲兰汤邀午战”“韩道国纵妇争锋”“西门庆包占王六

儿”“妆丫鬟金莲市爱”“琴童潜听燕莺欢”“应伯爵山洞戏春娇”“吴月娘承

欢求子息”“玉箫跪央潘金莲”“郑月儿卖俏透密意”“文嫂通情林太太”“李

瓶儿何千户家托梦”“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倚牗盼佳期”“西门庆两战林太

太”“西门庆贪欲得病”“陈经济窃玉偷香”“潘金莲月夜偷期 陈经济画楼双

美”“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月娘识破金莲奸情”“来旺盗拐孙雪 

娥”“经济守御府用事”“韩爱姐翠馆遇情郎”等，全书一百回中有二十九个回

目中明确标有性事。此外，崇祯本《金瓶梅》中又有“受私惠后庭说事”“打猫

儿金莲品玉”“西门庆露阳惊爱月”“西门庆乘醉烧阴户”“守孤灵半夜口脂

香”“西门庆新试白绫带”“潘金莲香腮偎玉”“因抱恙玉姐含酸”“画童哭躲

温葵轩”“如意儿茎露独尝”“金莲解渴王潮儿”“金道士娈淫少弟”“玳安儿

窃玉成婚”“张胜窃听陈敬济”等十四个回目描写两性情欲之事。词话本和崇祯

本合并重复的回目，共有 32 回回目中直书男女之大欲——色。其中涉及到的人物

有西门庆、陈经济，有家人来旺、小厮玳安、书童和画童，有道士金宗明，以及

王婆之子王潮儿；有西门庆妻妾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有

仆妇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和奶妈如意儿；有世家王招宣府林太太，伙计韩道

国女韩爱姐；有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这里有丈夫和妻妾的“正色”，也有不正

31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107．
32 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1996年第2版：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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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女婿烝小丈母；有主仆同槽，也有仆私主妇；有正常的色欲，也有性歧变。

当然这只是从回目来分析，其实就全书来看，对于性事的描写要多得多。所以，

《金瓶梅》给人的感觉是：性，无处不在。

《金瓶梅》中两性书写的相关内容，除以上谈及的性描写外，性意象也是其

中的重要方面。性意象的描写在书中较为分散，如“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一回，

有位和尚僧伽帽被风刮在地上“露见青旋旋光头，不去拾，只顾 钹打鼓”33；

第三十八回有王六儿棒槌打韩二捣鬼；来昭夫妇的儿子名小铁棍儿，于西门庆、

潘金莲大闹葡萄架时出现，于西门庆和王六儿狮子街房子交接时再现；第七十二

回潘金莲因棒槌抠打如意儿。张竹坡在秋菊向奶妈如意儿借棒槌时批道：“昔日

棒槌打捣鬼之时，雪夜琵琶已拼千秋埋恨；今日瓶坠簪折，如意不量，犹欲私棒

槌以惹嘲，宜乎受辱。使金莲将翡翠轩中发源醋意，至此一齐吐出。然后知王六

儿打捣鬼，必用棒槌之妙也。”性意象最为集中的回目，当数“永福寺饯行遇胡

僧”一回。胡僧的外貌，胡僧的住处“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34，西门

庆招待胡僧的饮食，都具有极为明显的性意象。后文薛姑子“剃的青旋旋头儿，

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35，两个徒弟名妙凤、妙趣，也同样具有性的意象。

《金瓶梅》中众多的性描写和性意象，使其难以摆脱“俗”的称谓。虽然

这些性描写和性意象均是为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而写，而不是像后代学 

《金瓶梅》不成而“独描摹下流言行”36的小说。但也正是书中众多的性意象和色

欲的描写，使得《金瓶梅》一书并未能完成由俗向雅的转化，无论学者、专家，

还是普通读者，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一部大雅之作。不仅如此，有部分读者和

学人还将其归入低俗、庸俗的作品。

综上，从《金瓶梅》对于衣食用度的描写，对于活跃于其中的碌碌众生的

描写，对于西门庆妻妾争风吃醋的描写，对于书中的色欲和性意象的描写，都使

得该书难于免俗。此外，书中关于人物的命名和字号，关于儒士的描写，关于官

场的描述，关于狭邪之地北里的叙述，都无不透出俗的意蕴。《金瓶梅》是出身

于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兰陵笑笑生对于他所最熟悉的人和事的描写，是一部通俗的

小说。我们说《金瓶梅》是一部俗书，是一部俗世奇书，是因为作者兰陵笑笑生

的创作初衷即是为中下层市民著书立传，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将丑恶的事

物撕破给人看。所以，我们才有伟大的现实主义巨构，才会有《金瓶梅》这一杰

作。《金瓶梅》被称作俗书，是因为它的定位即是“俗”，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

伟大。

33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90．
34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589．
35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2000：593．
3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197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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