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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瓶梅》是个谜。
缘其“谜”，故无数学人殚精竭虑以求解之。
文学研究之士固份内之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甚至理工界人士（如水利工程专家盛鸿郎先生大著
《萧鸣凤与》，其“综合篇”即有《试解（金瓶梅）诸谜》一节），都争欲一试身手。
作者为谁？
作于何年？
所写何地？
写作目的何在？
题旨为何？
当作如何评价⋯⋯诸多问题，争论不休，故有“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先生大著即以此名书
）之说。
　　其实文学本来就是“形象大于思想”（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令人捉摸品味，魅力无穷，不
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类，短短四句，明白如话，为什么能令历代读者赏玩陶醉，日愈久而兴味愈浓
呢？
不要说诸多作者身世难详，如关汉卿、王实甫、笑笑生辈，即使是里贯生平翔实可知者，人们又何尝
能从作品中读懂他们的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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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瓶梅》确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非常独特的“奇书”，从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
刻本问世到20世纪末约四百年间，对它的作者、主旨、人物、成书方式以及所反映的时代等一系列重
要问题，至今“金学”界仍在争论不休，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究其原因，除了《金瓶梅》本身确实难读难解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在材料的挖掘方面还欠功夫。
有鉴于此，笔者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将《明武宗实录》、《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明神
宗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宋史》以及宋、明两代的大量笔记、野史与《金瓶梅》
的内容一一进行了详尽的比勘，从中发现了不少可以解决《金瓶梅》诸多悬案的材料。
　　《金瓶梅艺术论要》得出了五点结论：一是西门庆的原型就是明武宗朱厚照；二是《金瓶梅》的
主旨是讽刺、辱骂明世宗嘉靖帝；三是《金瓶梅》的地理背景是明朝的京师北京；四是《金瓶梅》所
反映的时代是正德、嘉靖两朝而绝不是万历朝；五是《金瓶梅》的作者大体上断定还是王世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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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现俊，男，1961年生，河北省邯郸市人。
文学博士。
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出版《金瓶梅发微》《笠翁传奇十种校注》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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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金瓶梅》直接反映现实的独创性构思第一节　《金瓶梅》：长篇小说直接反映现实的
首创体例第二节　“新闻标题词”式的独创手法第二章　《金瓶梅》人物设置的独特艺术（上）第一
节　《金瓶梅》中明代真实历史人物的时代界定第二节　《金瓶梅》中宋代人物影射指称明代人物艺
术第三章　《金瓶梅》人物设置的独特艺术（下）第一节　宋、明同名同姓人物杂糅艺术第二节　明
代同名同姓人物杂糅艺术第三节　高超隐晦的人物置换艺术第四章　小说中的“小说”：《金瓶梅》
与其他小说关系研究第一节　《金瓶梅》与《水浒传》第二节　《金瓶梅》与“小说”话本第三节　
《金瓶梅》与其他小说第五章　小说中的“戏曲”：《金瓶梅》与戏曲关系研究第一节　《金瓶梅》
与剧曲第三节　《金瓶梅》与散曲第六章　《金瓶梅》崭新的艺术视野第一节　传统小说人物形象观
念的突破第二节　“一石三鸟”：《金瓶梅》语言的多层寓意第三节　精巧完美的圆形网状结构主要
参考书目附录《金瓶梅词话》主要人物影射指称明代真实历史人物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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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和宋惠莲的故事（见上文的分析），实际上已把《词话》的实质内涵表述得一清二楚，用不着
再去找任何其他的证据。
二是酒保的名字。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武松斗杀西门庆时，写到了狮子楼酒保，但没有具体姓名。
《词话》第九回却给酒保取名王鸾，并在第十回又两见，一作王鸾，一作王銮。
一个酒保的名字，为什么会有两种写法？
（不是作者疏忽，也不是刊刻错误，因为这两处离得非常近）其中大有深意存焉。
一是“王鸾”、“王銮”都是正德、嘉靖时人，且不止一个，另外也暗示了《词话》的作者。
简言之，武昌知府王銮，《明世宗实录》卷三六、《明史》卷一八八皆作“銮”，不作“鸾”。
唯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九十八《中官考九》作“鸾”，而不作“銮”。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按王世贞那么大的学问，他不会连这个起码的人名用字常识都不懂吧。
（具体分析见《金瓶梅发微》第七章。
）二、宋江——吴月娘故事《词话》与《水浒传》的重叠部分还有第八十四回“宋江与吴月娘的故事
”。
从作者增加的情节来看，显然是将《水浒传》中几个故事合而为一，只是在抄录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
改动，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
大体“嵌入”的段落是：（1）吴月娘与其兄吴大舅到泰山岱岳庙进香时所见“庙居岱岳，山镇乾坤
”一段韵文，抄自《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燕青所见岳庙之气象。
（2）吴月娘所见碧霞宫娘娘的描写，抄自《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宋江梦见九天玄女娘娘仙容的一段
韵文。
（3）殷天锡调戏吴月娘的情节，是由《水浒传》的第五十二回“高唐州知府高廉妻弟殷天锡的故事
”和第七回“林冲与高俅之子高衙内故事”两处情节拼合改写而成的，只是改换姓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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