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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zt:
书介：《梁羽生闲说〈金瓶梅〉》2009年06月19日 17:13　来源：中新网-华文报摘
一代新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先生于今年一月廿二日夜溘然辞世，他留下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及数以百
万言的文史随笔，联话棋话，这些文字创作是他六十多年来每日爬格子的结晶，也是他留给中国文学
界与新闻界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梁羽生先生的终身职业是报社编辑，业余身份则是作家。
他的职业习惯决定了他的作品大都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在报刊上，譬如古今联话、棋赛评述、读书笔记
等。
十几年来，我成为其武侠小说之外的其它作品的责任编辑。

2006年年底，他到香港参加活动时中风，之后就返回澳洲于疗养院养病。
罗孚、张初、邝健行、杨健思等诸多友好均建议应着手整理及编辑梁先生一些还未成书的作品。
几年前，常从梁羽生游，就听他说过八十年代中曾在香港《商报》上写了一年多的专栏，是评《金瓶
梅》的。

去年中，终于在天地尘封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这批剪报，但却发现少了一些篇幅，遂托杨健思女史找
人帮忙，去图书馆中的旧报堆中影印补齐了资料，凡五百零六篇。
梁羽生文丛编委会征得了梁羽生先生的同意，决定由我接手编辑这本着作。

自1986年元旦起，梁羽生先生以“时集之”的笔名在《香港商报》上开设了“摘录评点《金瓶梅》”
的专栏文章，每日一篇，开始时每篇约五百字，上有香港女画家高宝配合内文的《金瓶梅》连环插图
。
大约到了第178篇(1986年6月30日)则开始没有了高宝的配图，自7月1日起，每篇篇幅增至七百字左右，
至1987年5月26日全部连载完毕。
合计全书有三十二万字左右。

众所周知，梁羽生先生的新武侠小说系列的创作活动自1954年1月20日起至1983年8月宣布封笔止，其
后他只写些散文、随笔、联话等。
1986年6月，他正式由《大公报》退休，同年9月，移民澳洲悉尼。
可以说，这是梁先生写于香港与澳洲两地的著作，虽以逐日一篇写作，但全书以《金瓶梅》为主，一
气呵成，也算是他庞大著作系列中的唯一一部评论古典小说的研究著作。

梁先生以武侠小说鸣于世，创作是他的擅长。
按照笔者的解读，新武侠小说乃属中国传统小说之源流的蜕变。
我们也看过一些当代作家如王蒙、李国文有评点古典小说之书问世。
但他们都是现代小说作家，切入角度及见地应有不同。
梁先生撰此著作，倘有可比较者，或以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研读《红楼梦》庶几相近也。
因而，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梁羽生先生的文学修养及独特的见解，本文将从二大部分对此书的内容
作一个介绍。

《金瓶梅》是诞生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典长篇小说，因书中有大量的性描写内容，甫问世即被目为“
淫书”。
梁羽生在评点时就指它为“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之书，数百多年来，《金瓶梅》被视为“天下第一
奇书”，有多个手抄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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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木刻本为明代万历乙巳年梓行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是1932年在中国山西
省发现的，到目前为止，万历刊的《金瓶梅词话》传世的仅有四种：其一为上述此本，原为北平图书
馆收藏，后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今归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二为1941年在日本日光山轮王寺发现
的慈眼堂天海藏本；其三为1962年在日本山口县发现的栖息堂德山毛利藏本；其四为日本京都大学附
属图书馆收藏的《金瓶梅词话》残本，前三种均可称为完本(严格而言是“近于完本”)。
京都大学藏本分为上、中、下三卷，是1917年(丁巳年)在妻木直良寄赠京大图书馆的藏经书院旧物《
普陀洛山志》的书页中发现有褙纸数百枚，检查后竟是《金瓶梅》，遂将之装订成书。
但当时谁也不曾注意这本残本。
直至1932年中国山西发现《金瓶梅》刻本时，人们才知道，《金瓶梅》曾梓行于世。
我负笈京大时，曾为研读这部残本而将之与上述三种刊刻本作了一个比较，始发觉现存的三部半刻本
应都是出于同一刊本，即万历乙巳刊本。
①
之所以要略述《金瓶梅》刊本的原貌，乃是因为梁羽生先生是以“摘录评点《金瓶梅》”为名的，那
末他摘录自何种刊本就不得不察之。
他只说是“古本《金瓶梅》”，窃以为他所本应是坊间流行的清初张竹坡评本，据梅节先生考证，此
乃节本。
而他手抄之摘文，或因潦草，排字工不识而误植；或有手民之误。
我遂决定以《金瓶梅》研究家梅节先生校注的梦梅馆校本《金瓶梅》为底本来作校对。

梅节先生从八十年代中即从事《金瓶梅词话》的整理与校点。
他的这本校本乃是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的影印本(即上文所引慈眼堂本及栖息堂本为底本)，覆以北京
图书馆藏本等，反复校订，十年间出了三种校订本。
我所依的梅校本，亦是2007年于台北里仁书局出版的最新校定三卷本，这是要向梅节先生致谢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遇及梁的引文与梅节校本不同时，我并非全般依足梅节校本，而在一些个别用
字方面仍按梁羽生先生所写，或由我自己判定，倘由此而产生讹误，概由本人负责，与梅节先生与梁
先生无关。
余学识浅陋，或有谬解曲解之处，想二位老先生当不会怪罪晚辈。

作为明代四大说部之一，《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属最有争议性的古典小说。
它被卫道者批为“天下第一淫书”，朝廷也将之列为禁书，一直到今日之中国，《金瓶梅》仍是被明
令禁止公开出版影印的，有之，也须要删节，美之曰：“洁本”。
但是，历朝历代也都有另一种读法或异议者。

远的不说，鲁迅就在中国现代第一部小说研究专著中论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并
进而指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
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②这是极其明晰之析见。
鲁迅之说一出，《金瓶梅》的暴露社会世情的意义才从被误读中纠正了过来。

毛泽东博览群书，而且对《红楼梦》十分推许，据说他曾先后五次评述过《金瓶梅》，而且是褒多于
贬，就以他在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所说：“中国小说写社
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
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
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
也有一部分很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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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
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③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及社会价值。
鲁迅说它是“世情书”，毛泽东则把它当作明末社会史来看。

①参见拙著：《南耕录》所收《京都大学所藏〈金瓶梅〉残本》，天地图书，2003，香港)。

②参见《鲁迅全集》第九卷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③转载自毛泽东网 2008-10-15发布。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孙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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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羽生（1924年4月5日－2009年1月22日）原名陳文統，生于广西省蒙山县文圩镇屯治村，著名武俠小
說作家，作有三十五部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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