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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评点《金瓶梅》序刘心武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
《红楼梦》，甚至是熟读过；一般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却直到八十年代以
前，仍难以读到这部书。
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到《金瓶梅》的。
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
、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
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
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划，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地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
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
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
那区别主要还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
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
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
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那
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
，等等。
《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
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
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
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比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
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研究《金瓶
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我也涉猎一些，已知成果累累，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
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
对于《金瓶梅》，一般人对之感兴趣的，无庸讳言，是里面为数不少的性描写，那确实是直露到放肆
程度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
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睐之意。
《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
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
“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市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地“没遮
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
般论者（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揽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
《金瓶梅》的构思十分巧妙，它从《水浒传》里“武松杀嫂”一节衍化出来，西门庆通过王婆拉纤勾
引了潘金莲，潘金莲用药毒死了亲夫武大，武松得知后追杀西门庆，在《水浒传》里是武松在狮子楼
上杀成了西门庆，《金瓶梅》却告诉我们武松是错杀了他人，并被发配，西门庆把潘金莲娶进了他家
，当了第五房小老婆，于是由此展开了对西门庆这个恶霸的全方位描写，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
的性生活，他不仅周旋于六房妻妾之间，还勾引仆妇奶妈，养外遇，宿青楼，乃至于潜入贵妇人卧房
尽兴淫乐，有人统计，西门庆在书中几乎与二十个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在关于西门庆“性史”的生动
而细腻的描写中，《金瓶梅》由此辐射出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而具体的人际存在与相互倾轧，并且
常常有超出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开掘，显示出此书作为长篇小说的独
特的美学价值。
或许这个价值不是作者有意识向我们提供的，但却是客观存在，历久弥彰的。
《金瓶梅》这一书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里插着梅花”，但绝大多数读者都认同于这书名里概
括着全书三位女主角的解释，“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庞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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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李瓶儿可能是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位女性，因为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里，有着超越了肉
欲的爱情，西门庆这一纵欲狂人，也因在与她的爱情中显示出了人性中的温柔、宽容与善意，从而更
有血有肉，更具认知内涵。
潘金莲的形象，作为无时不刻地思淫纵欲的一个“性存在”，未免失之于“单纯”，但她的性格，却
是刻划得最活灵活现，凸现纸面，令人难忘的。
庞春梅是在全书后五分之一的篇幅里，才升为“重头人物”的，这是一个比潘金莲和李瓶儿都更复杂
的艺术形象，她表面上有时非常“正经”，骨子里却比潘金莲更加淫荡无度；她的复仇手段，或直截
了当而且残酷至极，或曲折隐蔽如软刀子割心；她对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追求，怪异而执著，变态而
宽容，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
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为“色情小说”、“淫书”、“黄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
，展现着西门庆家门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
把大运河的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
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
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或者从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
间有多么多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
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个体生命仍应保
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括着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还几次越过了一县一府，而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
皇帝本人。
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
因为此书写作时，已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可得以
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獗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
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
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
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
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
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
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
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胀、寡廉
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
、“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
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
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
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
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
，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
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
，乃至于显得“累赘”多余。
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
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
楼梦》那样地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
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
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
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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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工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
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
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是《金瓶梅》里
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
《红楼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
》却直到这个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
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
，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
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
严厉地禁制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
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
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有可
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
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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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之一，通过对明代中后期世情生活的描写，为明代中国社会生活留下
了一幅绘声绘色的生活画卷，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一直缺乏充分的认识。
当代著名作家、古代文学学者刘心武先生研读该作数十年，参阅大量相关文献，对《金瓶梅》的文本
得失、细节关联、人物命运、写作艺术的承继与独创等诸多方面作了深入简出的评点，体察入微，匠
心独发，颇见深刻和睿智，不仅辅助阅读理解，而且展示了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历史空间，多少儿
女情，多少辛酸事，均如流水淙淙，宛在目前。
本次出版，将刘心武先生的精彩点评，与《金瓶梅》原文相结合，既便于阅读，又便于领悟与欣赏，
是当下古典文学研究与普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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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兰陵笑笑生，约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确切生卒年月不详，真实姓名待考。
他的小说创作《金瓶梅》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
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
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
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
2005年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八十回后
真故事》系列节目共计61集，并推出同名著作，发行数百万册，红遍大江南北。
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lt;红楼梦&gt;》，再次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
在倾心研究《红楼梦》的同时，刘心武对在多方面启发了《红楼梦》的创作、更早的中国古典文学名
著《金瓶梅》，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精心研读30余年之后，终于给广大读者再次捧上一部别开生面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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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评点《金瓶梅》序
第一回 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第二回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王婆子贪贿说风情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
第四回 淫妇背武大偷奸郓哥不愤闹茶肆
第五回 郓哥帮捉骂王婆淫妇药鸩武大郎
第六回 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
第七回 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第八回 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第九回 西门庆计娶潘金莲武都头误打李外传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
第十一回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第十二回 潘金莲私仆受辱刘理星魇胜贪财
第十三回 李瓶儿隔墙密约迎春女窥隙偷光
第十四回 花子虚因气丧身李瓶儿送奸赴会
第十五回 佳人笑赏玩月楼狎客帮嫖丽春院
第十六回 西门庆谋财娶妇应伯爵庆喜追欢
第十七回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李瓶儿招赘蒋竹山
第十八回 来保上东京干事陈经济花园管工
第十九回 草里蛇逻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第二十回 孟玉楼义劝吴月娘西门庆大闹丽春院
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勾使
第二十二回 西门庆私淫来旺妇春梅正色骂李铭
第二十三回 玉箫观风赛月房金莲窃听藏春坞
第二十四回 经济元夜戏娇姿惠祥怒詈来旺妇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来旺醉谤西门庆
第二十六回 来旺儿递解徐州宋惠莲含羞自缢
第二十七回 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第二十八回 陈经济因鞋戏金莲西门庆怒打铁棍儿
第二十九回 吴神仙贵贱相人潘金莲兰汤午战
第三十回 来保押送生辰担西门庆生子喜加官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壶觑玉箫西门庆开宴吃喜酒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认女应伯爵打诨趋时
第三十三回 陈经济失钥罚唱韩道国纵妇争锋
第三十四回 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愤戳舌
第三十五回 西门庆挟恨责平安书童儿妆旦劝狎客
第三十六回 翟谦寄书寻女子西门庆结交蔡状元
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说嫁韩氏女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第三十八回 西门庆夹打二捣鬼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第三十九回 西门庆玉皇庙打醮吴月娘听尼僧说经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儿希宠妆丫鬟金莲市爱
第四十一回 西门庆与乔大户结亲潘金莲共李瓶儿斗气
第四十二回 豪家拦门玩烟火贵客高楼醉赏灯
第四十三回 为失金西门庆骂金莲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
第四十四回 吴月娘留宿李桂姐西门庆醉拶夏花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心武评点金瓶梅>>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儿月娘含怒骂玳安
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妻妾笑卜龟儿卦
第四十七回 王六儿说事图财西门庆受赃枉法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
第四十九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永福寺饯行遇胡僧
第五十回 琴童潜听燕莺欢玳安嬉游蝴蝶巷
第五十一回 月娘听演金刚科桂姐躲在西门宅
第五十二回 应伯爵山洞戏春娇潘金莲花园看蘑菇
第五十三回 吴月娘承欢求子息李瓶儿酬愿保儿童
第五十四回 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
第五十五回 西门庆东京庆寿旦苗员外扬州送歌童
第五十六回 西门庆周济常时节应伯爵举荐水秀才
第五十七回 道长老募修永福寺薛姑子劝舍陀罗经
第五十八回 怀妒忌金莲打秋菊乞腊肉磨镜叟诉冤
第五十九回 西门庆摔死雪狮子李瓶儿痛哭官哥儿
第六十回 李瓶儿因暗气惹病西门庆立段铺开张
第六十一回 韩道国筵请西门庆李瓶儿苦痛宴重阳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灯法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第六十三回 亲朋祭奠开筵宴西门庆观戏感李瓶
第六十四回 玉箫跪央潘金莲合卫官祭富室娘
第六十五回 吴道官迎殡颁真容宋御史结豪请六黄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赙黄真人炼度荐亡
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李瓶儿梦诉幽情
第六十八回 郑月儿卖俏透密意玳安殷勤寻文嫂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王三官中诈求奸
第七十回 西门庆工完升级群僚庭参朱太尉
第七十一回 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提刑官引奏朝仪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门为义父应伯爵替李铭释冤
第七十三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郁大姐夜唱闹五更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吴月娘听宣黄氏卷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毁骂申二姐玉箫愬言潘金莲
第七十六回 孟玉楼解愠吴月娘西门庆斥逐温葵轩
第七十七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贲四嫂倚牖盼佳期
第七十八回 西门庆两战林太太吴月娘玩灯请蓝氏
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贪欲得病吴月娘墓生产子
第八十回 陈经济窃玉偷香李娇儿盗财归院
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倚势汤来保欺主背恩
第八十二回 潘金莲月夜偷期陈经济画楼双美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春梅寄柬谐佳会
第八十四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第八十五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薛嫂月夜卖春梅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陈经济王婆售利嫁金莲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
第八十八回 潘金莲托梦守御府吴月娘布施募缘僧
第八十九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吴月娘误入永福寺
第九十回 来旺盗拐孙雪娥雪娥官卖守备府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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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回 陈经济被陷严州府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仗义赒贫任道士因财惹祸
第九十四回 刘二醉殴陈经济洒家店雪娥为娼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盗假当物薛嫂乔计说人情
第九十六回 春梅游玩旧家池馆守备使张胜寻经济
第九十七回 经济守御府用事薛嫂卖花说姻亲
第九十八回 陈经济临清开大店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张胜忿杀陈经济
第一百回 韩爱姐湖州寻父普静师荐拔群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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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一回潘金莲激打孙雪娥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回后评】 前面表现的，主要是西门庆对潘
金莲的“一对一”淫情。
从这回起，我们眼前接踵出现以西门庆为中心的淫情大幅射。
西方哲人曾有“我思固我在”的说法。
现在据说又有“我色固我在”的说法。
性，的确是健全的个体生命不可逭逃的属性（否则是“病体”），所以，我们不必“讳性”。
但性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它必然要涉及他人。
再，社会是一种群体存在，因此，性行为必受到具体的时代、地域、民族、政治、经济、道德等等方
面的制约。
 此书具有非凡的写实品格。
它把明代市井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取样”价值的人物--西门庆--的生存状态，特别是“性存在”状态
，作了全方位的描述。
 到此回我们已经看出，在那时，西门庆可以既在家中三房四妾（包括“收房丫头”）地随时宣淫，又
可到妓院里发泄多余的性欲，甚至可以将老少两辈一个作妾一个嫖耍，这都是当时的社会“游戏规则
”所允许的。
只是在那个社会中，公开地奸淫“良家妇女”（如与尚有丈夫武大的潘金莲通奸），还是受到法律和
道德制约的，但西门庆在“色急”时，对此也并不怎么畏惧，而且，就是“事发”，他也有种种解脱
的办法。
 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先人”，有的就这么存在过。
我们需要了解，需要分析，需要从中引出高尚的理念（当然也只是相对于“先人”而言，我们的后人
必还要爬剔、修正、发展）。
 第十三回李瓶儿隔墙密约迎春女窥隙偷光 【回后评】 如果说潘金莲还是一个从《水浒》中“借尸还
魂”的人物，那么，李瓶儿却是此书作者独创的文学形象。
她一出场，社会地位便比潘金莲高，“教养”也比潘金莲胜上几筹。
她主动追求西门庆，并自己设计“赚”到了西门庆。
她的情欲不像潘金莲那样只是“原生态”地燃烧，她有条件“按图行事”，更“艺术”地与西门庆共
享性快乐。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李瓶儿的“第一幕”便给人留下了非凡的印象。
 第十四回花子虚因气丧身李瓶儿送奸赴会 【119页25行】李瓶儿心比西门庆还硬。
但下面作者一番议论并没落到“点”上。
此时的李瓶儿很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气派。
 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狎客帮嫖丽春院 【回前评】 清代张竹坡著文力辩此书“并非淫书”。
他的立论，是此书其实是“以‘悌’字起，以‘孝’字结”，也就是说，倒是一部维护封建纲常的书
。
我们当然不能与他的“解读法”认同，但此书的确并非“唯性而上”，与《野榻绣史》《肉蒲团》等
纯色情小说有重大的差别。
此书不仅透过人物的“性命运”折射出了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文化内涵，而且有
不少精彩的民间风俗情态的细致描绘，使我们恍若在倒流的时光中身临其境。
这一回便是个例子。
 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息李瓶儿酬愿保儿童 【473页26行】此书作者信春药不信孕药。
 第六十二回潘道士解禳祭灯法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回后评】 此回之前，西门庆“性多情少”，乃至
常呈现为一种“尽性而为”的“色狼”面貌。
李瓶儿之死，却突然打开了西门庆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的另一扇人性之门，让我们惊异于他原来
竟也能有那样强烈、执著、率真、纯净的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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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回里，作者不厌其烦地重复迭进地描写李瓶儿的色槁身秽，以此映衬西门庆的超“色”之纯情，
并且淋漓尽致地描写西门庆“大哭李瓶儿”，那种“不顾体统”的恨不能死在一处的大哭，在作者笔
下确实传达出了一种震撼力，许多此书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感受：通体而言，此书是一种“冷文本”，
它绝不使我们感动，只令我们在“冷观”中“寂悟”，然而此回是个例外，它让西门庆与李瓶儿的生
死恋情，在迭进的细节中，生发出一种令读者心热眼也热的“感动效应”，这种“以热间冷”的手法
，使此书不仅在揭橥人性的复杂方面又升上了一个台阶，也使此书的艺术魅力，平添了更多的光彩。
 李瓶儿之死，从通部书的结构上来说，也是一个大变局、大转折。
从此西门庆的生活打破了“美满”“兴旺”的总体格局，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落、扫兴、疑虑、凶
兆，虽然仍有某些“意外”的乐趣填补着他的空虚与缺憾，但他本人和他家庭的前景，确是趋于暗淡
与衰落了！
 第八十回陈经济窃玉偷香李娇儿盗财归院 【回后评】 初读此书者，直到读至前一回，大概都不曾想
到，西门庆竟在此回中一命呜呼了。
但细考此回文本，西门庆之死却是前面无数线索总合为一张“索命网”，在他性放纵达于狂肆程度的
情况下，“一收网纲”的必然结果。
 此书内容丰富，就塑造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而言，也是全方位的、立体多棱多面，并且内蕴酽浓的，
但其以表现西门庆的性生活为主线，并透过他的“性史”来挖掘人性之诡谲，不能不说是此书的一大
特色，而且不仅在全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放在世界古典文学中衡量，恐怕也是
少有能与之匹敌的。
 西门庆本是一个能够将情与性融为一体，并将“性享受”至少保持在不至戕身状态中的男子，但他却
终于“忘情耽性”，并越来越疯狂地纵欲，以至痛苦地死于性病引发的并发症。
导致这一结果有许多种因素，从外在的方面说，那本是一个纵欲的时代，从宫廷、贵族到一般市民，
乃至于底层社会，食色之享都既是生活的流程，也是生存的目标；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娼妓的“合
法经营”，男性霸权的思索方式与“通行话语”，等等，都作用于西门庆，使他不仅“自然而然”地
“以性为乐”，而且“性追索”的成功，甚至也成了他提升自我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尺度。
从内在的方面说，西门庆的性格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侵略性，一方面又具有黏稠的依赖性，他既不能抑
制对每一个“性目标”的疯狂占有欲，又不能摆脱“性伙伴”的妖邪引诱，所以他总是不仅忙于“猎
艳”，也总是沦为“被掳获者”，在这样的双向耗损中，他的生命终于难以支撑，结果在暴淫无度中
死亡。
 西门庆之死，是一出什么剧？
既非正剧，也非悲剧，更非喜剧和闹剧。
我们无法用习见的模式、标签概括我们的感受，可是我们却有堪称丰厚的感受。
 这恐怕正证明了《金瓶梅》这本“奇书”的“了不起”。
 第九十三回王杏庵仗义赒贫任道士因财惹祸 【回后评】 这一回写得很古怪。
 按那时主流文化的逻辑，陈经济堕落后得遇“居士”，又被护送至道观，应能在宗教中获得拯救，“
修成正果”；但此回却大出人意料，写的是陈经济到了道观竟比当叫花子还要堕落，那道观简直是个
污糟的淫窟，陈经济变得完全成了一个近乎“活畜牲”式的怪物。
 这一回再次显示出此书作者毁僧谤道的立场。
但此书作者在刻薄地讥讽了佛道以后，却又不想提出自己主张的拯救之道。
没有理想，没有理性，没有升华，也不剩浪漫，作者几近于残酷地，加快节奏地给我们展现出一幕幕
人间怪剧丑剧，我们是惊诧莫名还是不以为奇，是掩卷深思还是抛书一笑，他都不管了。
 第一百回韩爱姐湖州寻父普静师荐拔群冤 【回后评】 清人张竹坡盛赞此书以“孝”作结，是表现了
“其所以为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
”“呜乎！
结至`孝'字，至矣哉！
大矣哉！
”真是“一唱三叹”。
其实无论普静法师的劝诫还是终场诗里都并没有强调“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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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此书是“以弟（悌）始”，因为他所评点的“崇祯本”，跟我们这个“词话本”（这应是个早
许多的本子）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那个本子的头一回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而我们这
个本子却开始于“景阳岗武松打虎”。
张竹坡说此书以“热”起以“冷”终，以“弟”起以“孝”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直感，在我看来，
未免牵强。
 我以为，此书写到“后西门时代”，文笔越来越不如前面，虽然这后二十来回里他主要完成了春梅和
陈经济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也堪称真实，但不仅人物的行为逻辑时常有突兀生硬之感，人物语言
也远不如前面那么丰富多彩、生猛鲜活；在把握叙述节奏和细节安排上，也失之匆促和粗糙；尤其令
人不敢称道的，便是全书的“收束”，明显地表露出无所皈依与乏技乏力。
 但此书总体而言，实在还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
对于它的伟大性，我们至今不仅认识不够，而且还存在着浓重的误会。
张竹坡力辩此书绝非“淫书”，他的论证我们未必同意，他的这个结论却是基本正确的。
 我以为此书最大的震撼力是挖掘人性的深度，尤其是对人性恶的坦然揭橥，达到了不仅空前，也可以
说是至今尚“无后”的地步。
 此书的真髓，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了笼罩全书的“叙述调式”或“文本特征”中，那便是客观、冷静、
不动声色、处变不惊、怨而不怒、生死由之，它昭示着我们，世界不可能那么理想，生活不可能那么
美满，人间本来就一定会有龌龊，人性本来就一定会有缺陷，善恶界限往往难划，是非标准常常摆移
，人际间必生龃龉，自我亦难以把握，爱情远比肉欲脆弱，友情最难持久，树倒猢狲必散，炎势必引
趋附，死的自死，活的自活，而且“人们到处生活”，并且“生生不息”⋯⋯这些感想必然导致悲观
、颓废么？
然而，通过此书的“文本”，你又会感受到俗世的魅力，凡人琐事的“天然合理”，世道中超越黑暗
的那些“共享乐趣”，以及不必为“形而上”约束的洒脱与狂放，当然还有“我色，故我在”的坦然
，超出个人际遇的那种自然美景与“人创繁华”，死的未必可怖，生的不必那么沉重，等等，从而又
生出一些乐观与旷达，自珍与自谅。
 我的评点也将“落幕”。
我也有一种无所皈依与乏技乏力的苦闷感。
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头上，我们面临着许多的困惑，怀有非常强烈的企盼，因而派生出了若干思潮的激
荡，乃至于种种人际、群际的摩擦与冲突，在这种情势下读《金瓶梅》，我以为我们有可能比前人更
悚然于人性的诡谲莫测，却又可能比后人更刻骨地领略到冷静从容的叙述风格那魅惑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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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心武评点(套装共3册)》编辑推荐：文学大师手笔，十多万字点评妙语连珠，宏阔的人间视角，历
史的精准把握，文学的犀利笔触，体说《金瓶梅》中的世态人情，如万物纷生，种种幽情秘事宛在目
前。
继揭秘《红楼梦》之后，刘心武再次大手笔评点《金瓶梅》，纵横捭阖，再现刘老敏锐独特的审美眼
光和老辣挺健的笔力，喜欢刘心武的读者不能错失。
奇书妙解，《金瓶梅》迷必读。
刘心武敏锐洞见了《金瓶梅》的旨意，往往闲闲数言，便点明其中奥秘，巧妙地引领读者进入《金瓶
梅》光怪陆离的世界。
纵赏这部“天下第一奇书”，不可不读刘心武的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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