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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考察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宝物崇拜”现象，认为该现象体现了明清时代人们在传统与外来文
化影响下形成的把握与想象世界的特殊方式。
明清小说宝物描写既是前代诸多神秘观念与现实感受、思潮结合的栽体，是诸般小说宝物描写模式“
互文本”作用使然；又无疑是明清战争中兵器威力的想象，及秘密宗教幻术法宝信仰的文学展示。
其与明代心学思潮相呼应，与明清民间宗教跨地区跨阶层传播相呼应，与明代朝野改革武器的呼声相
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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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英，文学博士，山东威海市人，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曾任教曲阜师大、吉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主要从事民间文艺学与民间信仰研究。
曾出版《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中国古代侠义复仇资料汇编》等著作，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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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物崇拜的人类学审视    一、宝物崇拜：人类普遍性的心灵需要    二、农耕民族之于器物工具及异物
的偏爱    三、小农经济对宝物经验叙事及传播机制的促进　第十一章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民俗学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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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语结语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的现实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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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具体表现　　一、《西游记》、《封神演义》、《西洋记》的定量分
析　　上述所列表格只不过是一种直观性的说明，在于较为明了地展示出明代这三部重要的神怪小说
宝物描写的丰富性和普遍性。
经较详细地分析比较，不难看出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三部作品中所出现的宝物，各有千秋，不能等量齐观。
相比之下，《西游记》中宝物出现的还较少，基本上还是以斗法为主，而《封神演义》和《西洋记》
则大幅度增加了宝物数量与出现频率、斗宝比重，称得上是以斗宝为主的。
　　其二，从作品中所描述的宝物数量、人物之于宝物的获取方式，以及宝物的存在状态看，宝物使
得三部小说中许多情节得以自然地展开、有序地发展，精彩的斗宝场面得以成立，作品随之更具有传
奇色彩和可读性，并且带有更为鲜明的神怪小说的文体特征。
细致说来，小说《西游记》中出现的宝物，总共约35种，被那些非法使用者偷窃而来的13种，合法赠
送的10种。
而由《西游记》的盗宝图表（在后文中）能看出一些共同模式，而正是这些模式构成了《西游记》中
若干重要的兴妖作怪——除妖平魔的种种艺术表现，在小说的神怪斗法最为本质意义的层面上拓展了
文本美学蕴涵。
《封神演义》出现的宝物约有100种，其中从出现方式来说，赠送的约36种，占三分之一强，而偷窃的
宝物仅有1种；而《西洋记》中出现的宝物约有62种，其中赠送的25种，也是占三分之一强，而偷窃来
的宝物仅有7种。
真是无独有偶，虽然这后两部小说中赠送的宝物所占比例，大致相当，但其宝物的功能，斗宝的场面
铺叙和细节描写还是各有千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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