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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善的饭依
— 也论((醒世姻缘传》叙事感情倾向

柴胜峰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X拼7

    〔摘要」小说的感情倾向，由惩恶最终向善的阪依，是作者受当时陆王心学“格物致知”、

“复性”论和禅净二宗“带业往生”等时代思潮的影响，也是儒释道三教融合欲挽救世道人心共

同旨归。这可从叙事结构上、作者对人物的感情倾向上和作者对事件的褒贬评价这三个方面
得到充分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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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朋代中后期，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是继《金瓶梅)之后又一部文人独

自创作的白话世情小谬。该小说以明代正统年间至成化年间(约
1440一1485)为故事的时代背景，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社会的
现实生活。《醒世姻缘传》以家庭的描写为轴心而旋转出了社会的

方方面面，展现出了真实而又广阔的封建社会生活的画面。其独

异处在于它以明代人写明代事，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当地(武城县，

后又转至明水镇)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现实。胡适称《醒世姻缘传》

为“一部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①。
近代诗人徐志摩也称赞《醒世姻缘传》“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

是“五名以内的一部大小说”〔，。作者运用自己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把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总囊起来，融和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而正是这个整体就象一个剔透的水晶，把社会生活的每

个方面都给折射出来了。本文就这个水晶反射的光色做一下研

究，即谈论这篇小说的叙事感情色彩。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感情倾向:有人认为是“善恶之

谈”③，体现了作者劝恶为善的说教意图;有人认为是宣扬“理想姻
缘”的，并把“理想姻缘放到决定理想人生的高度”④;有人认为它
是“儒家理念统摄下的神道教化”⑤;还有人认为是“说报应一劝
善，，@，但我以为:第一，《醒世姻缘传》是通过姻缘的描写来反映社
会现实的世情小说，体现了作者儒、释、道思想的交融，而不是由谁

来统帅谁。第二，论者也没有细致的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多种方

式来表现他的向善饭依的主题思想及叙事倾向的。因此我认为对

上面两个问题有必要做进一步研讨。

  先看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醒世姻缘传》写的就是晃源两

世姻缘，通过他两世恶姻缘的描写，来反映作者劝恶为善、向善饭

依的意图。我们知道晃源、狄希陈可谓做恶累累，却仍让晃源托生

为人，狄希陈最后播然醒悟也得以解脱，都给了他们一个改过自新

的机会，这是何故?

  我们知道，明朝中晚期流行的时代思潮主要是陆王心学和禅

净二宗，处于当时的作者也必然浸染其中而受很大的影响。首先，

王学及王学左派大行其道，从而引发了文人关于儒家情感上的变

化，已不是之前的“由礼节情”，或是“以理节情”，而是任情。它更

富有人性之情、伦理之情的特征。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外无

物”，“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发挥了孟子“万物皆备于

我”的思想，其主张“天理”即孟子的“良知”。王良就曾经说过:

“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后文艺⋯⋯，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德行为重，

六艺为轻，如此则士皆争自刮磨砒砺，以趋于道德仁义之域，则宾

兴可行矣”⑦。陆九渊也说过“道，未有外乎心者”⑧。只要心存善
念，便可向善，强化了主体意识、道德色彩。说明了作者劝人为善

的理想主义成分，所以作者在最后才让众多的人物都向善饭依了。

  其次，在那时参禅修净之风也甚为流行，如袁宏道、李赘等人

就参与其中。而此时，佛教中的禅、净二宗，更是流传甚广。此二

宗的相通之处在于:易行道，体现在“如有十恶五逆众生，只要在临

终时，一念悔改，至心十念，也可带业往生’，⑨。至此，我们也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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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小说的最后，狄希陈在一番醒悟之后便脱离苦海了。

    再看，这两种思想是如何在小说中体现的。以晃源为例，与他

儿子晃梁做个比较。晃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专一与同班不

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全然一副织终子

弟、游手好闲的模样。他又与“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账

魔君”相结交。而他的儿子作者是这样写的:“小和尚长了十四岁，

留了头发，变了个唇红齿白的好齐整学生，读书甚是聪明，做的文

章有五六分的光景”。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差异:1、晃源

与晃梁同生于富裕之家，晃源因是独生宝贝儿子，其父母溺爱而疏

于管教，而晃老夫人恰是吸取了教育儿子失败的教训而严教孙子;

2、晃源专与狐朋狗友勾三搭四，属于交友不慎，而晃梁无此劣迹;

3、晃源深受其父之影响，诸如纳妾、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有其父的

耳濡目染，而晃梁是生活在行善积德的晃老夫人的身边，言传身教

有直接的影响。综上可见:在作者看来一个人的恶化及善化，均是

有原因的。人不是天生的恶，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继承了儒家

“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的思想，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所以作者没有一开始就把晃源钉在十恶不赦的柱子上，而是

一点一点地写出了晃源恶的原因，从而突出后世教化的作用。

    但是，又如何理解晃源托生为狄希陈，以及狄希陈最后在知道

前后因果后，蟠然醒悟，便永登极乐了呢?照理，象狄希陈这样的

人物也不该如此。正如别人抱怨的:“据他如此为人，这般行事，必

定该堕落轮回，怎生还得人身，且又托生男子?据他方才自道，又

做了朝廷的命官，这个报应却是怎生的因果?”根据佛教的“十恶

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

贪欲、不填患、不邪见)，晃源和狄希陈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按照

佛理，他们应是十恶不赦，至少应该堕落在六道轮回(即:天、人、阿

修罗、畜生、饿鬼、地狱)里的饿鬼。可又为何让晃源转世为人、让

狄希陈在最后脱离苦海呢?这是因为在明朝中晚期，佛教中的“易

行道”的禅、净二宗在当时是铺天盖地。它所强调的是心中有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便是生前十恶不赦，一念悔改，也可到达

极乐。所以作者的有意安排是受当时这种宗教思想影响的。而全

真教祖师王重阳也说过:“诸贤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

外无道，道外无心也”⑩，与佛家的“本性是佛，离心别无佛’，@，是
何其的相似!

  正如约·阿·克雷维列夫所说:“社会下层即使并不反对官方

宗教，也仍然具有自己的信仰和崇拜。这些信仰和崇拜更加适应

于他们的社会存在和文化水平，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他们的阶级

利益。@’，作为通俗的世情小说，作者试图通过简单的因果报应来
贯穿整部小说，以此样的形式来反映作者的这种教化，劝人为善，

最后向善阪依，以挽救日益沉沦的世道人心的意图。

  从上面的分析看，体现了濡、道、释三家思想的交融。其实，明

代著名道士张三丰早就说过:“窃尝学览百家，理综三教，并知三教

之同此一道也，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

仙”。，王阳明门人王散也认为“学佛老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

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
及之间’，⑥。儒、释、道三家在这里融会到了一点:人善就要求“反
求诸己而已”，即强调主观的自我反省即内心的作用，正如陆九渊

说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是理也’，⑩，强化教化的作
用。在王守仁心学四字教中说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

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佛家也说“只
汝自心，更别无佛”⑩，只要心存善念便是性善，便为人们永远敞开

着向善的大门，即使是到了最后一刻才蟠然醒悟也不为迟。

  而署名“东岭学道人”的“凡例”称此书“多善善恶恶之谈。

⋯⋯愿世人从此开悟，遂使恶念不生，众善奉行，故其为书有裨风

化”，算是一语中的!其对于社会道德风化的裨益无疑是本书创作

的动机，而突出了“醒世”的主旨!据此，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

分析作者的叙事感情倾向。

  我们看看从晃源到狄希陈两世姻缘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由恶到

善的。

    首先，晃源倚靠其父有钱有势的背景，在乡里为霸一方，娶娟

妓珍哥为妾，渐次厌弃发妻计氏，并且纵妾凌妻，最后逼迫其妻含

辱上吊自尽。此外，还在外肆意勾三搭四，最终也因此送命。晃源

生前在一次围猎取乐的时候，箭杀了一只临死前求饶的妖狐，种下

了孽根，造成了后世冤仇相报的前因。即是晃源的恶姻缘的由来。

晃源因奸情败露被皮匠所杀，转而投生到绣江县明水镇地主狄宗

羽家为子，唤做狄希陈。妖狐托生到同地的薛教授家，名叫薛素

姐，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百般不可能，可命运的撮合，使两者结为夫

妇，之后薛素姐为前世冤仇，恨其临危前不救其命反而射杀她，对

狄希陈进行了百般的虐待，乃世之罕见。而前世嫡妻计氏托生为

童寄姐，后嫁给狄希陈为妾，也为报前世晃源纵妾凌妻之恨，使之

被逼上吊自杀，也是对狄希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虐待和打骂;前世

妾珍哥则托生为珍珠，成为童寄姐的奴脾，则被童寄姐报前世虐她

之仇，逼她之恨，虐待至死。

  在此同时，作者也写了晃老夫人的善，与前面写的恶并行发

展。作者对晃老夫人突出的是一个“疏财”之举，当然也有她的大

量和大度。在晃老爷及其儿子死后，大行善举。她不仅把自己家

的土地分给了族人，而且对每个人都是一律平等，不管其人对她如

何。也把晃家父子通过不当手段得来的土地和财物都归还了原

主。在灾荒的时候，她自己拿出钱粮去救济了万千的灾民。正因

为这样，县长亲自为其挂匾，皇帝也封她为三品浩命夫人，百姓称

其为“活菩萨”。而且她在很多时候也是以德报怨，在她孤儿寡妇

的时候，晃无晏及晃思才对她百般的使坏，处处与她为难，直到后

来分田分财给他们，他们还不知足，却仍贪得无厌。这里，我们看

到的是晃老夫人的大度及以德报怨，与上面二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狄希陈听了和尚之言后，突然醒悟，脱离苦海，突出了最

终向善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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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整部小说中，作者在描写和刻画人物的时候，大多带

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表现出善恶分明。美国当代批评家布思在《小

说修辞学》中提出:“艺术家具有一种道德义务，作为他要‘写好’

的审美义务的基本部分⋯⋯当人类活动被用以创造艺术品时，创

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包括道德判断，只要有人活

动，它就隐含在其中”。。
    我们权且举三个人物的描写来说明，一是晃源，二是晃源之子

晃梁，三是狄希陈。小说的开头，便可以看出作者所寄予的感情色

彩。介绍晃源的时候，以“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来开始描

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接下来又以“专以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

游湖吃酒”以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来给这个人物画像。这样

就把晃源描写成了一个游手好闲，不爱读书，又交友不善，性子跋

启的公子哥形象。显然，他不是作者所喜欢的。也正因为他是这

样的性格才会与“这伙人”— “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

账魔君”相结交;与这伙人去打猎，射杀了妖狐，引来了后世的冤

孽;也才会把娟妓珍哥娶回家中，并受珍哥诱使把发妻计氏逼死上

吊。

    晃源之子晃梁，作者在第三十六回中写道:“小和尚长了十四

岁，留了头发，变了个唇红齿白的好齐整学生，读书甚是聪明，做的

文章有五六分的光景”，这个“小和尚”便是晃梁。作者描述，“唇

红齿白”，“好齐整学生”，“读书甚是聪明”，与他的父亲相比较，便

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所以晃源才有两世的孽报和冤仇，而其子

作者则用“晃孝子刮股疗亲”来赞美他，一个“孝”字便凸现了作者

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所倾注的感情。虽然两人乃父子关系，可两人

的性格大相径庭，作者对待两人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

    再看晃源转世之身狄希陈，作者描写人物之前，第三十三回的

回首《临江仙》的下半闽:“惟虑冥顽能败塾，嬉游荒业离群。一隅

徒举枉艰辛，师劳功不倍，弟怨道非尊。”说的意思就是若是一冥顽

不灵的学生，整天只知道玩乐，即使老师再辛苦和努力也是没有效

果的，学生反而责怪自己学的不是正道。而且在文章中，作者也依

照这个意思写了一大段文字来说明私塾教书的不容易。其实，这

正是为了狄希陈的出场预作铺垫和伏笔。待狄希陈出场时，作者

这样刻画他:“凡是百事情，无般不识的伶俐，只是到了这‘诗云”子

日，就如粗糊一般，这是不用心读书的写照;“在家中，叫人捍炮仗，

买鬼脸，寻琉璃喇叭，踢天弄井，无所不至”，这是描写他贪玩而不

思进取，歪门邪道他倒是样样精通;这样把一个读书不用功却又呆

板顽皮而不善读书的小孩子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几岁时又勾搭上

娟妓孙兰姬，真是一个典型的晃源的来世翻版。

    无怪乎，两人的遭遇也是何其的相似!也难怪两人本身就是

前生和后世。

  这一点可以从回目中得到印证。如第二回是“晃大舍伤狐致

病，杨郎中卤莽行医”，杨郎中根本没有详细观察晃源的病情，而是

主观臆断，认为晃源是过于贪酒色而导致的身体虚弱，而不是因为

他射杀了妖狐遭到了报应。实际上，杨郎中也根本没有本事去查

清楚病情，他自己就是一个盲医。“卤莽”二字便看出了作者对杨

郎中的嘲笑和讽刺。如第十九回，写到“大官人智奸匹妇，小鸦儿

勇割双头”。这里写的是晃源与皮匠之妻偷情却被皮匠当场捉住，

皮匠小鸦儿割了自己老婆和晃源的脑袋。一个“勇”字说明了作者

对小鸦儿的行为表示了认同。认为小鸦儿这样做是对的，才冠以

“勇”的字样;而对晃源的厌恶，对他的死是持肯定态度的。又如第

五十九回的回目是”孝女于归全四德，悍妻逞毒害双亲‘，，一个

“孝”字和“全”、“逞”、“害”，把作者的喜好厌恶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把回目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词给罗列出来:“卤莽”、

u胁肩馅笑，’、“纵"、“贿”、“恃"、“惑”、“昏”、“恨”、“作威”、“贪”、

“刻薄”、“负义，，、“义士”、“哲”、“智”、“勇”等等不一而足，凡是作

者这些感情色彩明显的词都代表了作者的喜好与厌恶，表示对人

对事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良苦

用心，他的一言一词都代表着他的感情倾向和偏好。但是，作者也

没有回避描写一些恶的、丑的的东西，其用心在于暴露这些，揭露

这些。他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暴露和揭露的层面上，而是把出现这

些恶的、丑的原因给揭示了出来，仅仅发现问题是不够的，也要最

终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他也为我们树立榜样，在打倒一个反面人

物的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正面的形象。这也就是这部小说的主

旨所在，也是作者的叙事感情倾向，就是表彰善的，扬弃恶的，从而

达到警醒世人向善饭依、以救世风的目的。

                        四

  第三，作者在文中对事件的褒贬评价上，也可见出爱憎分明，

突出了善，表示了对恶的痛恨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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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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