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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金瓶梅》在中國長篇小說史上，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合稱「四大

奇書」，影響深遠。故事主要敘述主角西門慶逐步發跡變泰、妻妾滿屋，後因縱慾過度身亡，

家道敗落，遺腹子孝哥出家。以一百回的篇幅刻劃百餘位人物，情節波折，寫人敘事均有可觀，

是中國第一部「世情小說」。魯迅說：「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

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世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後或略其他文，

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注 1）《金瓶梅》向被冠上「淫

書」惡名，不齒言說者甚眾。二十世紀八○年代，魏子雲先生開始考證《金瓶梅》的作者、年代、

傳抄等問題，成為研究先驅。此後，《金》學研究破土前進，迄今累積可觀的成果。二○一五年，

由吳敢、胡衍南、霍現俊主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之《金學叢書》第一、二輯隆重問世，第一

輯展現臺灣成果，收錄魏子雲先生及年輕學者著作，第二輯為大陸二十世紀八○年代學人的研

究精選集。本文介紹第一輯，期讓更多讀者對這套叢書有所認識。

二、內容述要

《金學叢書》第一輯收入臺灣學者著作十六種：

1.魏子雲《《金瓶梅》原貌探索》（原由臺灣學生書局於 1985年出版）

2.魏子雲《《金瓶梅》的幽隱探照》（原由臺灣學生書局於 1988年出版）

3.魏子雲《小說《金瓶梅》》（原由臺灣學生書局於 1988年出版）

4.李志宏《《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

5.林偉淑《《金瓶梅》的時間敘事與空間隱喻》

6.鄭媛元《《金瓶梅》敘事藝術》

7.曾鈺婷《說圖：崇禎本《金瓶梅》繡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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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傅想容《《金瓶梅詞話》之詩詞研究》

9.林玉惠《崇禎本《金瓶梅》回首詩詞功能研究》

10.胡衍南《《金瓶梅》飲食男女》（原由里仁書局於 2004年出版）

11.李欣倫《《金瓶梅》之身體感知與性別辯證：一個漢字閱讀觀點的建構》

12.李曉萍《《金瓶梅》鞋腳情色與文化研究》

13.張金蘭《《金瓶梅》女性服飾文化研究》（原由萬卷樓圖書公司於 2001年出版）

14.沈心潔《《金瓶梅詞話》女性身體書寫析論：以西門慶妻妾為論述中心》

15.鄭淑梅《後設現象：《金瓶梅》續書書寫研究》

16.李梁淑《《金瓶梅》詮評史研究》

魏子雲先生擅長考證，成績受到兩岸學者的高度肯定，研究範圍涉及：抄本、刻本、作者、

成書年代，以「萬曆本」、「崇禎本」互相比對，推斷《金瓶梅詞話》是萬曆末或天啟初的改

寫本，及馮夢龍改寫《金瓶梅》十卷本並出版、同時也是二十卷本的出版者等。本叢書以魏先

生早期交付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三部專書居首，意在表達推崇與紀念。從魏先生以後，探討《金

瓶梅》便不再講「好」、「壞」、「善」、「惡」，而從包括人物、語言、敘事、諷諭、服飾、

文化等較大的層面，將《金瓶梅》視為一完整作品研究。

以小說情節而言，《金瓶梅》描繪的是「醜」、「惡」世界，尤其床笫的赤裸描寫，雖在

當時有其歷史背景與社會思潮意義，但從傳播學角度，這也是它長期以來不能廣泛流傳的致命

傷。隨著時代進步、社會開放，臺灣學者吸取西方文學理論，研究視角、方法更趨多元。本叢

書除魏先生三書外，其他十三冊依主題來看，討論詩詞、身體、服飾、敘事者各兩冊，情色、

續書、繡像、歷史、接受各一冊，較多的是借用西方文學理論進行分析。以下略述各書大要。

研究敘事者，有《《金瓶梅》的時間敘事與空間隱喻》、《《金瓶梅》敘事藝術》、《《金

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演義》三部。《《金瓶梅》的時間敘事與空間隱喻》分析時、

空，時間方面，探討家庭生活的瑣碎細節與情緒感受，例如生死、歲時、節慶等，以寓寄褒貶；

空間方面，處理人物居住的家庭與社會空間中，所展現的男性、女性身體與文化的關係，最後

說明小說如何建構時間、空間，及所表現的象徵及隱喻。《《金瓶梅》敘事藝術》整理敘事規

則，尋找其特定筆法的反覆出現，是沿用舊有習套，但在敘事時表現新的張力，並提出「章法」

並非僵化的批評術語，而是作者、讀者、評點者理解小說和現實世界的共通原則。《《金瓶梅》

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演義》從重讀「經典」（canon）觀點，以儒學視野探查《金瓶梅》

的歷史與現實，其「誨淫」書寫正凸顯《金瓶梅》之特殊性，即宣告儒家世界秩序面臨逐漸解

體的危機。

研究古典詩詞者，有《《金瓶梅詞話》之詩詞研究》、《崇禎本《金瓶梅》回首詩詞功能研究》

兩部。前者是在《金瓶梅》多被視作淫書，但內容卻富含詩詞為出發點，經由這些作品，分析

作者的美學表現及成書過程。後者著重於回首詩詞，對照「詞話本」與「崇禎本」，兩版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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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思想主旨──「詞話本」勸世、「崇禎本」抒情，同時觀察到崇禎本的回首詩詞較關

注女性議題，富有進步的女性觀。

研究身體與性別者，有《《金瓶梅》飲食男女》、《《金瓶梅》之身體感知與性別辯證：

一個漢字閱讀觀點的建構》、《《金瓶梅》鞋腳情色與文化研究》、《《金瓶梅》女性服飾文

化研究》、《《金瓶梅詞話》女性身體書寫析論：以西門慶妻妾為論述中心》五部。《《金瓶梅》

飲食男女》原名《飲食情色金瓶梅》，內容以兩大元素──飲食和男女，探索其文化意涵與相

互間的關係。《《金瓶梅》之身體感知與性別辯證：一個漢字閱讀觀點的建構》用比較方法，

討論十七世紀的張竹坡和丁耀亢，和二十世紀的蒲安迪與田曉菲，分別剖析男性、女性讀者如

何看待《金瓶梅》的身體及身體感知。從張、丁到蒲、田，是「我為《金瓶梅》作注」演變為「《金

瓶梅》為我作注」，說明讀者觀點其實呈現一個遊戲過程。《《金瓶梅》鞋腳情色與文化研究》

闡述三寸金蓮作為「禮物」與「巫術」兩種用途，及女性對它的內心意識。「物件」在中國古

典小說戲曲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多具象徵意義，作者在大部分學者以拿在「手中」的手帕、扇

子、玉鐲等物件分析外，注意到「腳下」具調情與巫術用途的鞋，可謂觀察入微。《《金瓶梅》

女性服飾文化研究》討論妻、妾、婢、妓等女性人物的服飾及蘊含的文化意涵，除服飾類型外，

如「質料」、「色彩」等都與身分地位、人物性格、社會風氣有關，又將髻、頭飾、衣料、顏色、

鞋、場合等，繪製表格，一目瞭然，使明代嘉、隆、萬三朝的服飾特點明朗化，更旁及手工、

紡織、服飾等事業的經濟發展情形，凸顯女性生活史；同時，從服飾印證《金瓶梅詞話》是改

寫本。《《金瓶梅詞話》女性身體書寫析論：以西門慶妻妾為論述中心》說明女性以身體作為

與世界相處的基礎，是為了區別自我與他人的不同，並彰顯自我價值，從《金瓶梅》的人物形

象與文本情節，討論女性身體被強調的情慾與權力，藉此反思明代父權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思

考。

以「後設」角度觀察《金瓶梅》續書者，有《後設現象：《金瓶梅》續書書寫研究》。此

論文從《續金瓶梅》、《隔簾花影》、《三續金瓶梅》、《金屋夢》四部小說，探討它們雖是

依據續衍對象而被歸為同一組續書群體，但卻是分別以不同角度，在閱讀、傳播與書寫過程中

展開個別的思辯。小說的續書在回應原著之外，也與先前的續書可能產生競爭／遊戲的心態，

使續書之作仍顯露創作者的高度自覺，具有「後設」意味。

《《金瓶梅》詮評史研究》則從「接受史」的角度考察歷代讀者對它的解釋和評價，從晚

明以迄民初的批評文獻，包括崇禎本、張竹坡、文龍的評點，總結每個時代都有特殊的時代精

神，讀者各自以身分、家世、經驗、文化視野閱讀《金瓶梅》，而產生相異的美感經驗，這些

閱讀經驗提高了《金瓶梅》的藝術成就。另外，繡像小說亦可視為讀者接受研究之一種，《說圖：

崇禎本《金瓶梅》繡像研究》從圖像與文字的表現方式不同，故繡像也是一種讀者意識的再創

作。崇禎本《金瓶梅》繡像以大量留白、多變視角、窺視人物等，展現畫工閱讀態度，亦具備

評點性質，是另一種形式的觀看與閱讀角度。並論證畫工若是一聰明讀者，那麼繡像版便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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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瓶梅》讀者接受與批評不可忽視之材料。

三、出版價值

《金瓶梅》由於題材具爭議性，早年被視為禁書，在傳統禮教觀念下，談論者少。依魏子

雲先生的說法，過去，對待《金瓶梅》的態度大致有兩方面，一是作者對於情色描寫而道學先

生視為有墮入地獄，與魔鬼打交道之虞，另一方面，神經過敏的人又自作聰明替它解脫，認為

「別有寄託」。（注 2）由於學術風氣的開化進步，《金瓶梅》逐漸擺脫這兩個極端而被理性、藝

術地看待。臺灣近四十年來的《金》學發展，與時代進步成正比，方法與角度日趨新穎。事實上，

關於作者、版本等考證問題，魏先生的看法自成一家，但目前也未能成為定論。因此，反觀考

證之外的專書，可以擺脫見仁見智的考證，嘗試從各種角度述說己見。以情色描寫來說，胡衍

南認為：「商賈富豪流連於美食、耽於性愛，但是這種無盡放縱的熱情，是一種生命的虛擲及

耗損。」（注 3）孫述宇則將《金瓶梅》與狄更斯相提並論，因為同樣用飲食當作材料：「金瓶梅

的作者覺得這世界是很可戀的，……他小說的主題是人生的悲苦，儘管如此，這悲苦人生的背

景卻是個美好的世界。」（注 4）雖然兩人都未從道德禮教上看待《金瓶梅》，但所見世界卻不相

同。因此，《金學叢書》第一輯的問世，呈獻出臺灣學者研究的燦爛成果，同時也彰顯了《金

瓶梅》多年來被人避談卻存有很大探索空間的事實。

《金學叢書》第一輯所收著作中，除了魏子雲先生本已馳名經年，胡衍南、張金蘭的書曾

出版外，其他作者的研究因這套叢書而能被更多讀者認識，不啻將《金瓶梅》導入開放視野。

早年，人人諱言淫書，《金瓶梅》版本間又頗有出入訛漏，且書中對話多明末山東方言，因此

深入探索者少。如今，《金瓶梅》脫離閒書與家庭瑣碎之言，內容思想深刻性被一一挖掘。自

古把道德視為文學藝術的本質與內容，文藝創作相對受到了限制，「真實」使得《金瓶梅》具

有價值，展現生命軌跡與生活真諦。現在，臺灣學生書局萃集佳作，隆重推出《金學叢書》，

作為推動後人廓清詳參《金瓶梅》的助力，薪傳與推廣學術之用心值得肯定。相信未來《金》

學園地在大家的攜手澆溉下，定能繁花綻放，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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