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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瓶梅》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
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明清序跋、丛谈、评点）的
结束；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启
动；以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韩、欧美四大研究圈的形式，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版本、
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文化传播、资
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
金学，遂为当代显学。
据不完全统计，仅1901——2000年，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即达199部（
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所发表之《金瓶梅》论文，多
达1949篇。
而且，1980年以后其专著有190部，其论文有1903篇。
另在中国大陆，1985年、1986年在江苏徐州、1988年在江苏扬州、1990年在山东临清、1991年在吉林长
春、1993年在浙江鄞县，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1989年在徐州、1992年在山东枣庄、1997年在山西大同、2000年在山东五莲、2005年在河南开封，先后
召开了5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冷热起伏，终于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
金学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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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明中国是个首足倒置的时代。
    狂禅李卓吾透过《水浒传》发现“宋室不兢，冠屦倒施”。
《水浒传》托宋言明，宋室即明室。
    怪杰金圣叹亦由《水浒传》见出明乃“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
    甚至那回天无力的末代皇帝崇祯在《罪己诏》中也承认晚明“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
。
    《金瓶梅》乃由《水浒传》的一根肋骨生成的，但它的变异大于遗传。
    梁山好汉想在首足倒置的时代顶天立地地站起来，是非倒置的社会原则视之为大逆不道，犹如第一
个站立起来的猴子痛遭庸众围剿一样，他们终成悲剧英雄。
    《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之流习惯于倒行逆施，用屁股思索，用大脑立地，视首足倒置的社会原则
为常规，于其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得意忘形⋯⋯他（们）无法自知其为可笑之丑类。
    审美与创作的逻辑并不完全一样。
创作要从无字天书中掏出有生命的艺术形象；审美则往往将艺术形象“还原”到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中
去。
前者致力于怎么写，后者则追问其写了什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性的倒影>>

作者简介

石钟扬，安徽宿松人，1976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且留校任教。
1982年到1983年游学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朱一玄先生门下。
1994年获安徽省政府所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在海峡两岸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主要著作有《戴名世论稿》《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
》《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55《神魔的魅力：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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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上篇　以性为命，为爱而亡——潘金莲：晚明豪门美妾的“性
”福生活　小引：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换副眼光看金莲　评头品足说金莲——身体的诗
意书写　“魔鬼的才艺”与“尤物之媚态”——身体诗意的释放　另类的智慧与野性的天真——身体
诗意的定位　“虎中美女”与“纸虎儿”——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潘金莲　无限风光在巫山——热恋中
的潘金莲　爱的奉献与妾的地位——封建妾媵制度下的潘金莲　御夫术的艺术精神——男权主义下的
潘金莲　争宠风云与人性弱点——潘金莲与孙雪娥、李桂姐、宋惠莲之战　争宠风云与母以子殇——
潘金莲与李瓶儿之战　争宠风云与妻权之威——潘金莲与吴月娘之战　悲哉金莲：为爱而亡——潘金
莲的悲剧意义　余论：鬼才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及其他——翻案文章如何做下篇　无所不狂，终为性
亡——西门庆：晚明新型流氓的喜剧生涯　流氓的狂欢——西门庆的行为艺术　流氓的神话——西门
庆的超常功能　流氓的寓言——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质疑　流氓的性战——西门庆的性疯狂　流氓
的喜剧——西门庆悲剧说质疑外篇　《金瓶》壶奥，奥在何方——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红
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毛泽东、陈独秀与《金瓶梅》　《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乃西门庆的
青春版——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主要参考与引用书目自跋：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编者按《金瓶梅》研究新突破之道在哪里？
——金学研究七人谈兼评金学新著《致命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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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评头品足说金莲——身体的诗意书写评头品足，是国人的嗜好。
这种嗜好，既可以是审美的，也可能是世俗的。
评头品足，多从头说起。
我今面对潘金莲这一特殊审美对象，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足说起。
一、三寸金莲：万般风情始于足下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出场是从足开始的。
作者写道：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
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按，《金瓶梅词话》说她“小名金莲”，
但书中并不见其“大名”）。
（第一回）潘金莲在《水浒传》中就是“尖尖的一双小脚儿”，那是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
西门庆在王婆家与之对饮时故意拂落筷子而发现的，只是一笔带过。
《金瓶梅》却格外注重那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既是她勾引浮浪子弟的资本，也是她与西门庆幽会的先导。
西门庆借拾箸之机“便去他绣花鞋头上只一捏，那妇人笑了起来”（第四回），没逗两下嘴，好事就
做成了。
潘金莲因三寸金莲而骄傲，也因此而与宋惠莲（另一个金莲）结仇，并由此演出种种美丽的战争，直
至生命的终结。
三寸金莲竟成为她女性美与情欲、性感乃至命运的象征。
其实“三寸金莲”是由中国古代男性变态的审美心理所铸造的畸形肢体。
《南史》记载，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
从此女性被裹的小脚有雅号日“金莲”。
“潘金莲”之名应是从这里获得灵感的。
据说南唐李煜为其宠妃窅娘设计的莲花舞是中国女性缠足之始，后来此风愈演愈烈，直至民国而止。
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写的就是那段历史的陈迹。
“三寸金莲”的标准为“小、瘦、尖、弯、香、软、正”。
要达到这种“境界”，被缠足的女性要承受多大的苦难，现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只知时人有所谓“小
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
就是这人为致残的畸形残肢，却一度成为中国文人如痴如醉的嗜好，以至于形成一门特殊的学问——
莲学。
品味鉴赏小脚的方法竟多达几十种，诸如嗅、吸、舐、咬⋯⋯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男性为何曾对小脚如此迷恋？
说到底，恐怕来自于性幻想与性虐待两相交织的潜意识。
清来的辜鸿铭是位莲迷，他说：“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作用。
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窕，体内血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觉臀部肥
满，大增美观。
”（转引自《采菲录》）性学博士张竞生则进而说：“裹小脚的女人在行走的时候，她的下半身处于
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使她大腿的皮肤和肌肉还有她阴道的皮肤和肌肉变得更紧。
这样走路的结果是，小脚女人的臀部大，并对男性更具性诱惑力。
”莲学著作《采菲录》认为纤足可包含女性全身之美： “如肌肤白腻，眉儿之弯秀，玉指之尖，乳峰
之圆，口角之小，唇色之红，私处之秘，兼而有之，而气息亦胜腋下胯下香味。
”还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说得现代化，他说，三寸金莲，是以儒家风范塑造出来的女性端庄淑静的标
志，能引起阴阜与阴道特殊的反射，增强其性敏感。
以致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往往是性交的第一步。
西门庆所为就是证明。
明人恋小脚尤甚。
西门庆与金莲相交得意时，竟以她的小鞋套杯饮酒，视为风流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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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风情始于足下。
不管造就一副三寸金莲是历经何等苦难，但已有三寸金莲的潘金莲，以明人的审美眼光（尽管其不失
为变态心理）来看，她自然是位具有“魔鬼身材”的性感美人。
二、帘下勾情：勾起的审美第一印象 由足往上看，金莲之美远不限于三寸金莲，她早在张大户家就“
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尤细尤弯”。
（第一回）其整体形象美在“俏潘娘帘下勾情”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因风吹落金莲手中挑帘的叉竿，不偏不倚正打在从帘下路过的西门庆的头上，于是他们有了首次致命
的邂逅。
西门庆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
底下的文字，则是西门庆审美第一印象中的潘金莲：但见他黑赛鸦鸽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
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花朵身
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粉白肚儿，窄星星尖趫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
儿，更有一件紧揪揪、白鲜鲜、黑、正不知是甚么东西。
观不尽这妇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
但见：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一径里垫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
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
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
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
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绫纱。
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
香袋儿，身边低挂。
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
往下看，尖趫趫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
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
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
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桃口笑脸生花。
人见了魂飞魄丧，卖弄杀俏冤家。
（第二回）相对于《水浒传》仅简略的一句介绍“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金瓶梅》则重铸了她的
美貌。
在这里，已不只是某个局部，而是从眉、眼、口、鼻、腮、脸、身、手、腰、肚、脚、胸乃至酮体等
各个部位，全方位地展示了潘金莲的形体美。
如果排除种种杂念，静止地观赏这幅人体素描，宛若工笔丹青绘成的中国维纳斯，煞是美丽。
如同黑格尔所说：“人体到处都显出人是一种受到生气灌注的能感觉的整体。
他的皮肤不像植物那样被一层无生命的外壳遮盖住，血脉流行在全部皮肤表面都可以看出，跳动的生
命的心好像无处不在，显现为人所特有的生气活跃，生命的扩张。
”其实在《金瓶梅》之前，据传为辽时耶律乙辛所作的《十香词》，从发、胸、颊、颈、舌、口、手
、足、阴部等十个部位，全面描写了女性的体味，是支香艳浓郁的女性人体美的颂歌：青丝七尺长，
挽作内家装；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失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蝤蛴那足并？
长须学凤凰；昨宵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安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香；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院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风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销魂别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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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香；元非啖沈水，生得满身香。
《金瓶梅》对潘金莲人体美的礼赞，或许受了这《十香词》的影响，其艺术效果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中国古代文人面对女性人体美，既非真的麻木不仁，也非一味淫心荡漾。
西门庆既为“嘲风弄月的班头，拾翠寻香的元帅”，见的女性自不会少，却对金莲之美惊愕不已。
美，本是位伟大的教师，她能教人尤其是男人立即斯文起来，温和起来，可爱起来。
西门庆在潘金莲眼中也是“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的美男子。
这意外的命定的相逢，充满着诗情画意，立即表演出才子佳人般的一见钟情的浪漫剧。
先是“可意的人儿，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与个眼色儿”，即刻使西门庆心头有触电之感：“先自酥了
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变做笑吟吟脸儿。
”接着是世俗久违的动人一幕：这妇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
手，误中官人，休怪！
”那人一面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还喏道：“不妨，娘子请方便。
”⋯⋯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
一时冲撞，娘子休怪。
”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
”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个喏，回应道：“小人不敢！
”那一双⋯⋯眼，不离这妇人身上，临去也回头了七八回，方一直摇摇摆摆，遮着扇儿去了。
这一幕发生在三月春光明媚时分，作者情不自禁地赞美道：风日晴和漫出游，偶从帘下识娇羞。
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自由。
（第二回）潘金莲与西门庆“帘下勾情”，各自在对方的审美第一印象中都是极其美好的。
审美第一印象，往往是以极富穿透力的直观直感所捕捉到的审美对象最鲜活最典型的特征。
“鲜活”则令人振奋，“典型”则令人难忘。
这又往往是因熟视无睹而审美疲惫，或因审美疲惫而熟视无睹的审美仪式中所无法达到的佳境。
因而审美第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审美评判，并演绎出种种故事。
试想，潘金莲、西门庆“帘下勾情”的一幕，如果没被那间壁卖茶的王婆子看见，不经这“积年通殷
勤，做媒婆、做卖婆、做牙婆，又会收小的，也会抱腰，又善放刁”的罪恶导演的歪导，仅作为一个
生活的艺术片断来鉴赏，它难道不可以与《红楼梦》中宝黛首次相见，那似曾相识的心灵感应情节相
媲美？
这对男女如果只是幽会了，而没在王婆的导演下走到谋色害命的境地，那么这“帘下勾情”也堪与《
西厢记》“惊艳”中莺莺与张生“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动人场面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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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金瓶梅》研究学会秘书长吴敢：刘绍智《试论西门庆》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其后二十年，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54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几无一例外，都要论
及西门庆。
但我以为，对西门庆的研究，本书最具光彩。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辽：西门庆究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还是充当“中国封建社会掘基人”
的“新兴商人”的代表，这关系到对《金瓶梅》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整体评估。
明清小说研究专家石钟扬教授力排陈说，独持新论：西门庆乃流氓的典型！
认真研读石著，我深深为石著的新论所折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学钧：石先生认为，《金瓶梅》所展现的潘金莲是“以性为命”“为爱而
亡”的悲剧，这种解读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颇有启发性。
潘金莲对爱情的自由追求的确内涵了与婚姻制度冲突的必然性。
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陈协：石著通过对小说文本以及各种资料的条分缕析，相当完整地揭示了人物内
心乃至灵魂所遭受的足以窒息生命的巨大的精神困窘。
有了这样的逻辑起点，潘氏由“爱”而衍生的“协从杀夫”的恶行、与西门庆妻妾之问的生死争斗等
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便都有了与这一特殊人物性格发展与延伸完全吻合的合情合理的解释。
南京大学副教授苗怀明：石钟扬先生选驭了《金瓶梅》一书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潘金莲和西门庆，
阐述自己的新看法，他将西门庆定位为一个十六世纪的新型流氓，认为西门庆不过是中国封建官僚制
度下产生的新丑，并非什么资产阶级的新秀，《金瓶梅》则是这位流氓的喜剧生涯的生动展示，笔者
对之深表赞同。
看起来是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以往研究状况的反思和质疑。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戴建国：当前，由于浓烈的男权主义心态导致的对《金瓶梅》中女性的骂评甚是流
行，石钟扬一改前辙时调，其思考的胆量何其可贵。
对那些习惯骂评而未明了审美的研究家们而言，不啻是逆耳忠言。
安徽性别文化研究学者杜进：钟扬先生一路“去淫化”的解读，是要对抗《金瓶梅》“污秽说”，还
《金瓶梅》一个朗丽清明的世界，还潘金莲一个如水的女儿身。
美则美哉，只是，那还是不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潘金莲？
喜欢看《金瓶梅》和潘金莲的男性读者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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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性的倒影》作者集历代“金学”之大成，郑重推出极具个性的全新见解，点评潘金莲与西门庆两
大经典人物，“还原”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展现晚明社会的市井风情和人性百态，还将《红楼梦》与
《金瓶梅》作了客观的比较，主张“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她是“天下第一淫妇”、 “一个为满足其性欲无所不为的占有型色情狂”，还是“古今第一美妾”、
一个拥有“另类的美貌、另类的激情、另类的风月，以性为命、为情而生的唯性、唯欲、唯情主义者
”？
他是“混账恶人”、“新型商人”、“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还是一个
官场、商场、情场皆无往不胜的得意流氓，一个狂欢到死的“东方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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