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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意象的寓意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朱海啸

摘!要!$虎%在-金瓶梅.中是一个象征欲望的意象! 词话本中以武松打虎开篇#通过武松打虎与小说其他情节的映射#
警示读者$虎中美女%#即色欲的危险&崇祯本第一回则暗写武松打虎#明写玉皇庙观虎#通过二者的互相映射#揭示了财
色之欲诱惑与危险并存的两面性&将虎作为象征欲望的意象#其灵感当来自道教内丹学理论#贯穿-金瓶梅.的$龙虎斗%
结构以道教理论否定了西门庆等人纵欲的合理性&虎意象体现了-金瓶梅.中观念的丰富与复杂#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是
服务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的!
关键词!虎&!意象&!金瓶梅&!欲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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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金瓶梅+的读者很难忽略小说中时隐时现的
%虎&意象" 不论是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下文简称词话
本($还是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下文简称崇祯
本($在小说开头第一回都使用了%虎&这一醒目的意象/
词话本大段照搬)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故事$作为全书
的引子.崇祯本中$武松打虎的过程被弱化$但依然通过
玉皇庙观虎的故事$使读者对虎意象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首回之外$虎意象还穿插在小说的许多情节之中$崇

祯本及张竹坡的批评也对此有特殊的关注" 虎意象的内
涵及其与)金瓶梅+主题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
讨论"

一"虎中美女与打虎英雄!词话本%虎&意象
与色欲的映射关系

!!作为)金瓶梅+早期最重要的两种版本$词话本和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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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意象的寓意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祯本第一回的文字差异明显" 虽然崇祯本对词话本多有
修改增删$但正如浦安迪所说$两种版本的最重要区别还
是在于对第一回的全然不同处理'浦安迪$)明代小说四
大奇书+ a)(" 词话本第一回大段照搬)水浒传+中武松
打虎一节$但在故事开始之前$开篇就告诉读者$这部小
说讲的是一个%虎中美女&引发的悲剧/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
情故事来" 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
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
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 静而
思之!着甚来由0 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1 贪他
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
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 端的不知谁
家妇女1 谁的妻小1 后日乞何人占用1 死于何
人之手1 正是'说时华岳山峰歪!道破黄河水逆
流"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 --

古代小说多有人虎互化的情节$其中专有一类讲虎
女情爱'胡湖 -3($宋明以后$女性化虎观念逐渐演化出
贬义'周俐 a2*aa(" )金瓶梅+以虎比美女$字面上看来
是囿于时代局限而对女性的贬低$告诫读者沉湎女色终
将招致危害$%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
了泼天哄产业&$在武松打虎之前大谈%虎中美女&$似乎
是对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再次确认" 然而小说的重点并不
是武松如何惩处%虎中美女&$关于红颜祸水的陈词滥调
和面对情欲时个人应%持盈慎满&这两种观点$在词话本
中同时出现$且这种对立贯穿全文$可见%虎中美女&之喻
不仅仅是贬低女性的旧调$更应视之为对性欲和失序之
间的动态关系$以及男性#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的责任或罪
孽的探讨'R#9":$<;#b-(" 陈利娟就认为$%虎中美女&不
仅指潘金莲$也指向男权文化的%人间丑态& '陈利娟 王

齐洲 +3+($引人沉湎其中终至丧生的情色欢娱#酒肉流
连$皆是噬人之虎狼的变相'陈利娟 a+(" 这些情色欢
娱#酒肉流连的人间丑态$都是由放纵的欲望而起$如果
将%虎&理解为对欲望的隐喻$则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结
构上的巧妙安排/他将武松打虎置于全书开头$并特别拈
出%虎中美女&多加渲染$这并非仅是一个引子$而是理解
小说整体立意的关键$小说其他情节对欲望的描写和讨
论$可以从最开始的武松打虎故事中找到影子$可以说武
松打虎就是整部)金瓶梅+的一个预演" 在第一回中$至
少可以找到三种与虎有关的映射"

第一$虎与女主角潘金莲的映射" 虎中美女$在字面
上显然是指潘金莲$正是她与西门庆的通奸$引出了整个
)金瓶梅+的风情故事" 除了在开篇直接解释%虎中美女&
之外$第一回中还有一处暗示了潘金莲和老虎之间的映
射关系/武松打死景阳冈老虎之后$得了%赏钱三十两&$

而潘金莲从王昭宣府里被卖出去时$也是%三十两银子转
卖与张大户家&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 )*
+4(" 通过两个相同的价码$小说一开头就确立了虎和潘
金莲之间的等价关系$向读者明示%虎中美女&的所指"
这个数字绝非出于巧合$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所得的
赏钱是一千贯$而潘金莲在)水浒传+中没有王昭宣府的
生活经历$)志诚张主管+中的桥段多为)金瓶梅+写潘金
莲出身处借鉴$而故事中的小夫人也并非以三十两的价
格被卖与他人" 所以$这个%巧合&$一定是)金瓶梅+的作
者有意为之$正是对全书开头%虎中美女&之喻的绝妙
照应"

第二$猎户偷窥武松打虎与全书其他窥春情节的映
射" 在)水浒传+中$武松是在打虎之后下山路上偶遇猎
户的/%武松0112一步步捱下冈子来" 走不到半里多
路$只见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来"&'施耐庵 24+(然而
在词话本中$猎户在武松打虎时全程在场$并躲在暗处偷
窥了全过程/

只见那两个大虫于面前直立起来!武松定
睛看时!却是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头上带着
虎磕脑" 那两人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刚叉!见
了武松倒头便拜!说道'.$22&我们在此观看
多时了" 端的壮士高姓大名1/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上-, ,%(-

武松偶遇猎户的细节与打虎故事本无太大关联$这种改
动似乎并无必要$应当结合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偷窥来理
解" )金瓶梅+中反复出现偷窥场景$据统计$全书共有 +(
回出现偷窥情节$其中 +- 回都涉及情爱内容'史小军
2b($但在讨论)金瓶梅+中的偷窥时$论者往往忽略了全
书的第一次偷窥***猎户对武松的偷窥" 武松打虎的暴
力血腥的场面$和书中被偷窥的激烈的性爱场面形成呼
应$预示了小说之后循环出现的窥春场景" 虽然词话本
大段抄改了)水浒传+$但通过这样一个情节的改写$)金
瓶梅+确立了与)水浒传+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武松打虎
不再是江湖上的英雄传奇$而是被偷窥的戏剧场面$作者
的兴趣正在那些需要偷窥的场景中" 从这类修改可以看
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改编$反映了小说的关注点由
%公&向%私&的转向'黄卫总 ()*(b(" 打虎$本是一个
公共事件$不需要也不应当被偷窥$但在)金瓶梅+的作者
笔下$武松打虎的公共性却让位于私密性$不再是水浒英
雄故事的一部分$而是潘金莲#西门庆等人淫行的一个象
征$暗示发生在私宅中的欲望纠缠将一直处于被窥探的
境地"

第三$老虎伤人与色欲伤人的映射" 在武松打死老
虎之后$猎户对武松说%这只虎$夜夜出来$伤人极多&'兰
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 (($这无疑让人联想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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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在床上吸人骨髓的#以潘金莲为代表的%淫妇&" 但被
这只%虎&所伤的不仅仅是男人" 无论是西门庆还是潘金
莲#庞春梅$最后都死在了纵欲上***如果我们把标准放
宽一点$那么武大郎也是%死在床上&的" 另外$夜夜伤人
的$只有潘金莲吗5 )金瓶梅+中的几处凶杀情节可以作
为参考" )金瓶梅+中的凶杀场面主要有五个$包括/武松
打虎#潘金莲谋杀武大#潘金莲折磨重病的西门庆#武松
杀潘金莲#张胜杀陈经济" 除了张胜杀陈经济的时间比
较模糊$其余几次凶杀都发生在夜间$正应了%夜夜出来&
之语" 老虎要吃武松$结果为武松所杀.潘金莲因自己欲
求不满$先后害死两个丈夫$并最终死在武松手里" 纵欲
之人最终都被欲望所害$武松拳下的老虎已然暗示了书
中纵欲主人公们的下场"

由此可见$虎意象在第一回反复出现$隐喻着书中危
险的欲望$将武松打虎置于篇首$是)金瓶梅+构建其欲望
叙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情节有总领全书的作用" 虽
然)金瓶梅+中财欲#色欲是密不可分的$追求性和追求金
钱的两种危险常常被归为一谈'R#9":$<;#b-($对于财欲
的批判也同样贯穿全书$但在词话本中$无论是%虎中美
女&的比喻$还是武松打虎与后文各种情色场面的映射$
都说明虎确实更多地象征色欲" 在崇祯本改写了第一回
之后$)金瓶梅+%独罪财色&#劝诫世人警惕对于财色的无
尽索求的主旨就更加明白了"

二"欲望的诱惑与危险!崇祯本%虎&意象的
两重寓意

!!崇祯本的第一回$不再直接挪用)水浒传+武松打虎
的段落$而是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始$虎和武松打虎的故
事在众人口中影影绰绰地被提起$众人在玉皇庙聚会时$
遍览庙中神像$最终目光落在赵元坛***赵公明的像上$
%上首又是一个黑面的是赵元坛元帅$身边画着一个大老
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 (+(" 虎意象的初次登
场$不再是武松拳下的真虎$而是赵公明像中的画虎" 与
词话本的%打虎&一样$崇祯本%观虎&一节同样蕴含丰富
的隐喻"

崇祯本的%虎&与财欲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楚" 西门庆
等众人通过围观赵公明的方式间接地观看了打虎的过

程$而在民间信仰中$赵公明的神格较为复杂$最早是瘟
神和冥神$最晚自宋代起$赵公明的财神神格逐渐在他众
多神格中占据上风'聂晓 +4,*+4((" 但恶神的神格依
然存在$)北游记+中就有赵公明作乱被收伏的故事'吴元
泰 2-,*2-((" 由此可见$赵公明在晚明有两重神格/财
神和恶神" 作为财神$他可以带来财富$而作为恶神$赵
公明往往会带来死亡的阴影" 赵公明的坐骑黑虎$也具
有这种两重性/自宋代起$虎在民间逐渐成为财富的象
征$骑虎也与富贵产生关联$敦煌遗书斯 ,24)解梦书!山

野禽兽篇第卅三+就有%梦见骑虎行大富贵&句$苏辙)次
韵子瞻端午日与迟适远三子出游+也有%士生际风云$富
贵若骑虎&句$在这些用法中$%骑虎&有两种相反的解释/

一为富贵之命如同骑虎一样难以摆脱$一为富贵如同骑
虎一样危险'张富春 +2,*+-4(" 所以$西门庆众人观虎
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演绎一个关于财欲的寓言$白赉光和
谢希大的对话更加直白地揭示了这一层隐喻/

白赉光指着道'.哥!你看这老虎!难道是吃
素的!随着人不妨事么1/伯爵笑道'.你不知!这
老虎是他一个亲随的伴当儿哩"/谢希大听得走
过来!伸着舌头道'.这等一个伴当随着!我一刻
也成不的" 我不怕他要吃我么1/*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上-, (+-

万志英'g0$ kF#B$$ ]'/B#;<(对另一位财神***五通神的
分析表明$即使五通神的财神神格逐步确立$其邪神的神
格同样深入人心$可见对于贪财可能带来的颠覆性的#潜
在的危险后果$民间有着强烈的认知'g0$ kF#B$ +(("

所以$白赉光和谢希大对老虎的恐惧$不仅仅是对猛兽的
本能畏惧$更是作者借二人之口提示读者$对财欲须怀有
戒惧之心$财欲和老虎一样$既可以带来财富$也意味着
致命的危险"

崇祯本第一回虽然强调了虎与财欲的映射关系$但
虎与色欲之间的映射依然成立" 明末其他小说中$有赵
公明之黑虎化为少年女子勾引路人以为己食的故事$见
)北游记+卷三/

却说上界黑虎神!乃是赵公明部将!见主不
在!亦变作一个少年女子下界!于深山中藏身"

常于路旁假装悲哭!千计百较拿人吃" $22&
祖师知是妖精!用右手一扯!那妖精大惊便走"

祖师赶近!用七星剑一指!那妖变出本相!却是
一个黑斑大虎" 公明一见!向前用鞭便打!那虎
见是主至!跪倒在地告饶" 公明带虎见祖师!祖
师大喜不题" *吴元泰 2-)-

赵公明与虎$这两个形象的呼应$不仅象征着财欲的
两面性$也象征着色欲的危险" 同时$崇祯本第一回的故
事场景由词话本的景阳冈转移到了室内$读者的目光随
着西门庆的活动$由西门庆的内宅走向玉皇庙的殿堂$这
意味着崇祯本的改编者同样对门户之内的%私&有特殊的
关注" 所以$虽然崇祯本第一回隐去了%虎中美女&的直
截比喻$但虎依然意味着色欲的危险$相较词话本$崇祯
本兼具对财#色两种欲望的关注"

赵公明和武松之间的隐秘联系也颇显改编者的巧

思" 在第一回中$玉皇庙观虎与武松打虎是两条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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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线$而在民间传说中$赵公明同样以善于伏虎著称"
明代戴冠)濯缨亭笔记+卷六载上官■以%玄坛法&伏虎之
事$并称%盖道家谓玄坛神能伏虎耳&'戴冠 +)2($)封神
演义+中也有赵公明伏虎故事/%话说赵公明见一黑虎而
来$喜不自胜/3正用得着你64掉步向前$将二指伏虎在
地$用丝绦套住虎项$跨在虎背上$把虎头一拍$用符印一
道画在虎项上$那虎四足就起风云$霎时间来到成汤营辕
门下虎"&'许仲琳 -+3(前引)北游记+中赵公明部将黑虎
变为美女为祸$最终亦是赵公明降伏之$可见赵公明伏虎
故事在明代传播甚广" 在第一回一明一暗两条故事线
中$各有一个打虎人$武松就是民间信仰中的赵公明在现
世的投影"

而武松打虎也同样体现了与赵公明骑虎这一意象相

似的两面性/与虎搏斗$既可以带来丰厚的赏金$也意味
着巨大的危险" 田晓菲将武松称为%死亡施与者&或曰
%死亡使者&$他一出场就和鲜血和红色联系在一起$他的
形象蕴含着无穷的暴力与残忍'田晓菲 23(" 其实这只
是武松形象中%恶神&的一面$正如赵公明的神格兼具善
恶两面$武松亦是如此" 武松在刚一出场时$因打虎而获
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更多地充当了保护神的角色$但随
着欲望的膨胀$潘金莲变成了一只%老虎&$最终武松以残
忍的手法杀死潘金莲$展现出了他死亡使者的一面" 现
实世界中的%打虎人&$与民间信仰中的%伏虎神&$在第一
回中交替出场$通过这种安排$使武松分享了赵公明的神
格$他既是守护神$同时也是最终的裁决者" 赵公明和武
松之间的映射关系说明$无论是在信仰世界$还是在人
间$对欲望的放纵终将带来死亡与毁灭"

明确了虎的欲望隐喻以及赵公明的双重身份之后$

更可以体会到崇祯本结构安排的苦心/先是众人看到了
一只虚构的虎$%上首又是一个黑面的是赵元坛元帅$身
边画着一个大老虎&$而后作者借吴道官之口$介绍了一
只现实中的真虎***景阳冈的吊睛白额老虎$但紧接着$

应伯爵又说了一个关于老虎的笑话$话题从现实的虎患
又被拉回虚构的老虎上" 但那只真虎几天之后再次出
现$应伯爵将武松打虎作为%一件稀罕的事儿&转述给西
门庆" 画虎与真虎两种形象交替出现$这不仅是将武松
打虎由实写转为虚写$更是将词话本中实体的%虎&抽象
化$由一个具体的虎转为一种象征" 无论是传说中的景
阳冈老虎$还是神像中的老虎$其凶恶的形象都是出自转
述$从未真正出现$画虎与真虎#伏虎神与打虎人的界限$

在%观虎&的过程中逐渐模糊" 词话本以)水浒传+%武松
打虎&起首$崇祯本则明写观虎$暗写打虎$互相映射$构
成了一个双层的结构$这种安排将词话本散漫的开头修
改得丰富紧凑$更像一个隐喻现实世界的寓言"

崇祯本的这种修改$也体现出了它与词话本另一重
要差别$即由%单说情色&转向%独罪财色&" 这从崇祯本
与词话本截然不同的开篇可以看出/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酒色财气的缘故1 只
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
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
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
靶" 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
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
空房" 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
而不漏"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 ,--

可见$在崇祯本开头奠立的基调之下$整部小说重点
在于展示纵欲生活导致的道德败坏和秩序消亡$这种
%欲&$既包括财欲$也包括色欲$词话本开头说%单说着情
色二字&$但崇祯本却说%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强调
财与色同样需要被重视" 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就提
出/%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
故$遂乱真假" 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
遭其荼毒" 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 '兰陵笑笑生$)金瓶
梅'上(+ ,*((这是崇祯本相比词话本的一个变化" 词
话本偏重于表现色欲的危险$但张竹坡看来$%财的利害$

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上(+ +a4(" 崇祯本的编辑者巧妙地借用了民间的赵公
明信仰$通过赵公明及其坐骑黑虎的意象$以及武松打虎
与赵公明骑虎的对应$隐喻财色之欲***尤其是财
欲***的诱惑与危险" 总体来看$崇祯本对词话本的改
编算不上脱胎换骨$但第一回的改编至少体现出了修改
者调整主题的努力"

三" %龙虎斗&!道教意象的镶嵌及其寓意

以虎喻女性$并非始于)金瓶梅+$民间将悍妇比为
%母大虫&%母老虎&的用法$至迟在唐末宋初就已见诸文
献'石进花 +(((" 但总体而言$明代以前与虎有关的文
学作品$其类型依然以人虎互化为主" 无论是化虎之人
还是化人之虎$都是具象的$到了)金瓶梅+这里$虎不再
是实际参与到叙事进程中的实在之物$而是一种象征欲
望的意象$这拓展了虎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意义"

而将虎作为意象使用$这一灵感当是来自道教的内
丹理论" 道教中的%虎&往往与%龙&并用$是从上古时期
的龙#虎崇拜高度抽象而来的宗教概念" 内丹术典籍多
以龙虎喻阴阳%药物&$代表内丹修炼时于人体内炼养的
%元神&与%元气&$这反映了内丹道派主张性命双修的基
本%药物&理论'李健 2)2($如)周易参同契+/%龙呼于
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贪便.遂相衔咽$咀嚼相
吞"&'魏伯阳 2(((自汉代以来$龙虎这一组对立概念$与
姹女婴儿#铅汞等一样$逐渐成为固定的道教术语" 殆至
明代中叶$由于成化皇帝#嘉靖皇帝等统治者对炼丹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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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衷及对方士的追捧$对道法#方术的痴迷成为明代中
后期的风尚$道教的相关理论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而在
各种修炼的法门中$房中术既能求长生$又能享乐$最能
激起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的兴趣" 世风变易$在上
层统治者的带动之下$%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
为耻&'鲁迅 +a-($房中术重新焕发生机$许多房中书连
篇累牍使用内丹术语描述男女交合采补之术$与内丹典
籍往往很难区分'潘建国 3b*,4(" 龙虎可以比喻男女
两性$而争斗#交战在房中术中被引申为性交'高罗佩
243*24,($故而龙虎交战等说法可以被视为男女交媾的
房中术的代称'顾森 2+($龙虎这一组意象$因此有了两
重意义/既是道教内丹修炼的玄妙原理$同时又有饱含欲
望的色情意味"

西门庆家中就有一组%龙虎斗&$这一%龙虎斗&的结
构通过与西门庆#潘金莲二人的生命绑定$成为一个贯穿
全书的隐喻" 词话本第四回中$潘金莲曾问起西门庆的
年纪$从而得知西门庆属虎$词话本此处有眉批***%可
以龙虎相斗&'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 ++b($因为潘
金莲属龙而西门庆属虎$故而以%龙虎斗&概括西门庆#潘
金莲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
二人生肖%龙虎斗&的安排$并非继承自)水浒传+" 在
)水浒传+中$西门庆出场时 2) 岁$)金瓶梅+改为 2( 岁$
属虎.在)水浒传+中$潘金莲出场时 22 岁$)金瓶梅+改为
23 岁$属龙" 对二人年龄的改动$反映了作者对人物属相
设置的特殊兴趣$即以二人凑成一对%龙虎斗&" 但这一
改动$并非以二人的交合来演绎合乎养生的房中术" 在
内丹学说的框架之下$房中术乃是一种养生术$男女交合
的过程可视为一种修炼$以达到长生的目的$内丹学说中
的龙虎之喻$是龙男虎女$如)周易参同契+说%龙阳数奇$
虎阴数偶&'魏伯阳 -4(($在阴阳和谐的理想情况下$家
主西门庆本该是龙$而%虎中美女&潘金莲本该是虎" 浦
安迪也曾从%龙虎斗&的角度解释西门庆#潘金莲二人的
关系$他认为在二人的属相之外$西门庆是家庭中微型的
皇帝$而金莲名字中的%金&%莲&两字会使人联想到肃杀
的虎象$%她正与西门庆这条龙紧紧拥抱$拼死搏斗$都欲
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已&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b(" 然而$与浦安迪%龙男虎女&的解释不同$潘金莲和
西门庆二人的属相是%虎男龙女&$二人的龙虎属性被有
意混淆#颠倒了$属龙的潘金莲与属虎的西门庆缠斗在一
起$与房中术追求的阴阳调和完全相反" %龙虎斗&的真
正意味$正在这种颠倒之中$后来的艳情小说多以房中术
%于男有补&来鼓吹纵欲'刘书成 -4($而)金瓶梅+以龙
虎易位的写法$用房中术的理论否定了西门庆#潘金莲二
人纵欲的合理性$在他们的关系中$没有房中术所追求的
采阴补阳$只有混乱失序的阴阳颠倒"

从生肖属相看$西门庆家庭内部的混乱远不止于西
门庆与潘金莲的淫乱/李瓶儿属羊$无论面对属虎的西门

庆还是%虎中美女&潘金莲$都是%羊入虎口&.而吴月娘的
属相是龙$家主和主母之间也是颠倒了的%龙虎斗&之局"
几个主要角色的生肖安排$使得西门庆的家庭中充斥凶
险的气息$究其根本$是西门庆的淫欲导致了男女关系的
阴阳失调$进而导致了家庭的混乱凶险" 推而广之$围绕
西门庆的种种混乱与颠倒$是整个社会混乱颠倒的一个
缩影" 吴月娘就两次将家庭关系的错乱与国家纲常的混
乱相提并论/%如今这屋里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
0112恁没道理昏君行货6&'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上(+ 2b3(%如今这一家子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
了$把昏君祸乱的贬子休妻"&'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上(+ --4(不仅作为个体的西门庆等人的%修炼&是失
败的$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在发生颠倒$变得%乱世为王&"

这正体现了%龙虎斗&在宗教#色情上的双重意义/房中术
中的%龙虎斗&$致力于个人欲望的满足与平衡$而内丹学
说中的%龙虎斗&$致力于由人体乃至宇宙整体的阴阳调
和$过度追逐欲望$最终将导致人体的阴阳失和$进而扩
展至家庭的失和#国家的颠覆乃至整个世界的颠倒$在颠
倒的世界里$这种破家亡身的故事还会继续重演$循环
不止"

由此可见$)金瓶梅+有着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中原
有的成体系的宗教比喻$被作者借鉴$镶嵌入了)金瓶
梅+$服务于小说的寓意系统" 除了龙虎斗之外$第二十
七回中$西门庆在与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中途%撇了妇
人&$在花园中追逐庞春梅" 春梅先是冲向山顶'正如呼
吸首先冲向身体的首脑部位(.然后$她沿着%羊肠小道&

返回山%腰&" 追逐结束时$西门庆问%角子门关上了不
曾&$暗示躯体中下部的丹田之门在吐纳结束前必须牢牢
关闭$这一趟追逐仿佛呼吸吐纳的过程一般$同样可以被
视为一个内丹修炼的隐喻'R#9":$<;#b+(" 在崇祯本中$

道教的寓意更加浓厚$第一回被改写之后$叙述的起点变
为道教的玉皇庙$张竹坡即指出/%至于玉皇庙$即)黄庭+

所云灵台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 故云有道人出入$盖
道心生也"&'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下(+ ++b(( )金瓶
梅+的命名可能也与%香焚宝鼎$花插金瓶&句有关$这句
诗就是一个道教内丹修炼的隐喻'钟来因 a4a(" 但一系
列道教隐喻的镶嵌$并不意味着)金瓶梅+是一部演绎炼
丹过程的证道之书$恰恰相反$书中的人物完全背离了正
道$走向了修炼的反面/道教的内丹法及房中术$是追求
阴阳和谐以求长生的修养术$龙虎交合原来应当是一种
有益的修炼$但西门庆#潘金莲之间的%龙虎斗&却阴阳颠
倒$二人也最终因淫欲而死.合乎道法的呼吸吐纳对身体
有益$但西门庆却在依吐纳之道追逐春梅之后$继续其与
潘金莲之间变态的性交$大悖于养生之道.玉皇庙是灵台
天府$但是其中来往的却是西门庆之流$正如张竹坡所
言/%吴道官$盖喻言西门庆等$心中无天理$无道心也"&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下(+ ++b((在西门家这一大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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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中$充满了龙虎异位#纲常错乱的颠倒景象" 通过对各
种道教法则的逆反$作者明白地告诉读者$书中人物们的
%修炼&是完全失败的"

四" %虎&意象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关于)金瓶梅+的主题$现代学者提出了影射说#暴露
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为市民写照说#社会风俗史说#人性
欲望主题#劝诫说#愤世嫉俗说等多种看法'赵佳佳 22*
2-("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给这样一部内容
驳杂的小说提供了内在的统一性5 朱刚在对)西游记+的
分析中指出$通俗小说中的观念往往混杂模糊$真正在观
念层面给一部小说带来%统一性&的$是各种世俗生活中
的大众智慧$而非某一种特定的思想'朱刚 +++(" )金瓶
梅+也一样$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家思想$都不足以解
释小说中丰富而复杂的观念$虎意象就体现出了这种复
杂性/词话本%虎中美女&之喻$是对文学传统中%美女如
虎&概念的拓展.崇祯本中赵公明骑虎的意象$脱胎于民
间的赵公明信仰及黑虎信仰.而贯穿全书的%龙虎斗&$则
取自道教的内丹修炼理论" 这些观念$既不能以某种特
定的思想#宗教来框限$也不能单纯从%影射&%暴露&某一
角度去解释" 由此可见$)金瓶梅+同样是一个各种观念
的混合体$如果说这些观念存在某种统一性的话$那么这
种统一性就在于$小说的各种情节以及涉及的各种意象$
大多是围绕着对欲望的认识展开的" 换言之$给)金瓶
梅+带来统一性的$是一种关于%欲望&的大众智慧"

从这一角度看$小说中的各种话题都与欲望有关"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欲望是商品化的$比如对武松打虎
的赏格和潘金莲身价的修改$是为了与小说其他部分产
生呼应或联想$关于性的隐喻$与关于金钱或经济的隐喻
是分不开的.欲望也规定了小说的结构$小说并不是西门
庆追逐欲望的单线叙事$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欲望交织构
成了细密的叙事网络'8@0+a+(" 对现实问题的暴露#对
时事的影射#对社会风俗的描绘$都围绕着欲望展开$书
中各色人物因追逐金钱#地位#淫欲满足而演绎出的一系
列故事$本质上都是追逐欲望的故事$涉及了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 无论是词话本还是崇祯本$首先被看到的主
题虽然都是对社会生活的%暴露&$但)金瓶梅+并非仅仅
是对西门庆等人恶行的简单暴露$更是对欲望危险性的
暴露$暴露了西门庆等人放纵欲望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
通过纵欲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和腐败朝廷的覆亡呈现给读

者" 潘金莲一人之生死#西门庆一家之盛衰#徽宗朝廷一
时之兴灭$也只是庞大的世俗生活中的特殊侧面$作者赋
予了这一破家亡身的故事一种普适的意义/对财和色的
无尽索求$对欲望不加克制的放纵$终将导致个人身体乃
至整个社会的混乱失序$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可以发生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 这是)金瓶梅+在暴露之后的欲

望主题" 其实在词话本廿公跋中$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点/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
刺也" 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
之旨乎1 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

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 不知者竟目为淫
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
矣"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跋 --

%曲尽人间丑态&$是为了%有所刺&的%寓言&服务
的" 至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的佛家说教$恐怕只是为
避免%淫书&之斥而施的障眼法而已$整部小说就是一个
关于欲望的寓言"

要完成一部寓言式的小说$对意象的运用是必不可
少的" 张竹坡的)金瓶梅寓意说+详细罗列了物象与人物
在%名&的层面产生的联系$所谓%因物有名$托名摭事&$
人物的姓名就是最直白的寓言$一个人的姓名往往既可
以作为人名$也可以作为一种物象的名称$物象的性质$
不同物象之间的组合#生克$昭示了对应人物命运的必然
性$即%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
石$借海扬波&'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 b(" 这些具
有特殊寓意的物象$就是意象" 浦安迪也选择%寓意&一
词翻译%#FF:%0;"&$认为寓意就是%除了表面的细节外$还
设计了一层或多层意义&'浦安迪$)中国叙事学+ +,2("

意象就起到了在这些意义中穿针引线的作用" 不过$张
竹坡所注意到的意象$基本都与人物的姓名在字面上有
直接关系$但)金瓶梅+中的意象与情节#人物的关系远不
止这一种单调的映射$除了虎之外$)金瓶梅+中花园#鞋#

帘子等意象都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这些意象并不一定
与某个人物有直白的字面呼应" 通过丰富的意象$作者
拓展出了一个充满隐喻的#关于欲望的抽象世界$与故事
中具象的%人间丑态&相互映射$从而达到沟通两层意义
的效果"

虎意象的特殊性在于/在众多意象中$虎意象在小说
中出场最早$与欲望的映射关系直白$从虎意象可以清晰
地看出意象是如何沟通实写与寓意两层意义的" 词话本
借)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引出全文$这个故事既是一个
关于制服欲望的寓言$也是对故事发展的预言$后文的各
种情节反复印证了武松打虎的寓意$色欲伤人的隐喻在
第一回就埋下了.如果说词话本中%虎&意象的寓意更多
来自对文学传统的继承$那么崇祯本则突破了%依附经典
故事而编创新故事&的民间叙事传统'徐大军 244($改写
了第一回之后$虎意象的寓意进一步丰富了$它所象征的
是包括财欲#色欲在内的更广泛的欲望$玉皇庙观虎与武
松打虎两条线索一虚一实相互映射$更说明了欲望兼具
诱惑与危险的两重性不仅存在于虚无缥缈的信仰世界$
它同样作用于现实生活$是具有普遍性的" 在贯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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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虎斗&结构中同样可以看到一种普遍性$龙虎异位$
阴阳颠倒$西门庆家庭因而走向崩溃$这一规律同样适用
于其他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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