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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學中國文學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的學習材料

除了「指定作品」和「自選作品」外，還有「名著選讀」。「名著選

讀」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平日多讀古今經典名著，擴大閱讀面、提高閱

讀量，從而拓寬視野，提升文學素養，豐富人生體驗。為協助教師進

行「名著選讀」的教學，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於 2009 年編訂

了《中學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中四至中六）》，以供學校參考。 

 

中國文學課程的選修部分設有「名著欣賞」選修單元，期望學生

透過研讀文學名著，體會優秀作品豐富的內涵和藝術特色，領略作者

的思想感情，提高賞析、評論文學名著的能力，並培養審美的情趣。

由 2009 年起，中國語文教育組為教師提供了一連串「名著欣賞」的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幫助教師掌握「名著欣賞」選修單元的教學。 

 

為進一步支援教師在「名著選讀」和選修單元「名著欣賞」的教

學，中國語文教育組就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中的部分資料，邀請負責培

訓的導師加以整理，並加上教學建議，陸續編製成「中國文學名著賞

析系列」，上載教育局網頁，以供學校參考。教師使用時，可與《中

學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中四至中六)》(2009)，互相參照。 

 

如對「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 12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中國語文教育）收 

傳真：2834 7810 

電郵：secchines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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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周建渝 

 

 

2012 年夏季，承蒙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為其「中

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擔任講者，講 授《三言》專題。其後，

應 約整理成文，提供給學校教師，作為中國文學課程中「名

著選讀」部分和選修單元「名著欣賞」教學之參考。  

 

《三言》的專題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引論，介紹以《三

言》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之 源 流、體制、題材、

主題、敘 述特色；一是《三言》名篇分析，包 括〈杜十娘怒

沉百寶箱〉、〈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等作品。這 樣從整體面貌 到重點篇章兩方面，幫助讀者理解

《三言》及中國敘 事文學之傳統。其中內容，主要 基於學界

迄今之相關研究成果，以及 本人近年來發表的相關文章。疏

漏 之處，在所 難 免 ； 若能拋 磚引玉，亦是本人期待 之 幸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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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甲部甲部甲部   《《《《三言三言三言三言》》》》名篇名篇名篇名篇賞析賞析賞析賞析  

 

(一) 引論—— 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説  

 

中 國 古 代 小 說，大 體 上 可 分 為 短 篇 小 說 與 長 篇 章 回 小 說 兩 個 傳 統 。

短 篇 小 說 又 可 分 為 文 言 短 篇 小 說 與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兩 類。文 言 小 說 以 唐

代 傳 奇、清 代 蒲 松 齡《 聊 齋 誌 異 》為 傑 出 代 表，白 話 小 說 則 以 宋、元

時 期 的「 話 本 」與 明 代「 擬 話 本 」為 主 要 代 表。本 部 分 將 重 點 介 紹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  

 

1.  宋 元 的 「 說 書 」  

 

「 說 書 」又 稱「 說 話 」
1
，從 文 獻 看，隋 唐 已 有，但 是 並 不 繁 榮 。

胡 士 瑩《 話 本 小 說 概 論 》曾 指 出：唐 代 實 行 坊 市 制、宵 禁 制，這 些 都

限 制 了 市 民 的 活 動、特 別 是 夜 間 的 商 業 與 娛 樂 活 動。因 此，唐 代「 說

話 」主 要 在 寺 廟 中 進 行，而 且 開 場 有 一 定 日 子。儘 管 也 有 的 在 宮 廷 和

民 間 進 行 ， 但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記 載 較 少 。
2
 

 

宋 代 城 市 經 濟 繁 榮，商 業 活 動 不 斷 增 強，導 致 原 有 坊、市 分 區 制

度 的 瓦 解， 宵 禁 制 也 被 衝 破。 3
 在 此 較 為 寬 鬆 的 環 境 下， 城 市 市 民 的

文 化 生 活 更 加 豐 富 ，「 說 話 」 隨 之 興 盛 ， 成 為 當 時 頗 為 流 行 的 市 民 娛

樂 活 動。其 興 盛 標 誌，主 要 表 現 在 四 方 面。首 先、有 眾 多 的 專 門 演 出

場 地：勾 欄 瓦 舍。所 謂「 瓦 舍 」，是 宋 人 市 語，又 稱「 瓦 肆 」、「 瓦 子 」，

其 中 設 有 表 演 雜 劇、曲 藝、雜 技 的 勾 欄，也 有 賣 藥、估 衣、飲 食 等 店

舖。 宋 人 耐得翁《 都 城紀勝》「 瓦 舍 眾伎」條稱：「 瓦者，野合易散之

                                                 
1
 孫楷第〈說話考〉，載孫楷第《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頁 27。  
2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 (北京：中華書局， 1980)，頁 15。  

3
 同前注，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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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也 」。4
 勾 欄亦稱「 勾闌」，本義指 欄杆，用 欄杆圍成 一座演 藝 場 所 ，

後來就習稱 勾 欄 。 勾 欄內有棚， 稱 為 「邀棚」， 演 藝 多 在棚內進 行 。 5

北宋 時 期，首 都汴京的 勾 欄 瓦 舍規模很大，已 在 宋 人孟元老《東京夢

華錄》卷二中 有 記 載 ：「街南桑家瓦 子 ，近北則 中 瓦 ，次裏瓦 。 其 中

大 小 勾 欄五十餘座。 」 6
 到南宋 ， 瓦 子 更 加 興 盛 ，據宋 人周密《武林

舊事 》卷六載 ，臨安有 瓦 子 勾 欄二十三處，「 以北瓦內勾 欄十三座最

盛 」。 7
 

 

其次、有很多屬於說 書 行 業 的術語。例如「 話 」這 個詞，意思是

「 故 事 」，「 說 話 」就是 「講故 事 」
8
， 演 出叫「 作 場 」、「敷衍」。 在 話

本 體 制 方 面，有「入話 」與「正話 」的 區 分，「頭回 」部 分裏常用「笑

耍頭回 」、「得勝頭回 」 等套語 。  

 

第三、有 說 話 人 的 行會組織：「 書會」。胡 士 瑩 曾 指 出，當 時 較 大

的 城 市 一般都 有 書會，例如永嘉書會、九山書會、古杭書會、武林書

會等 。 書會中編寫話 本 的 人 被 稱 作 「 書會先 生 」或「才人 」 等 。  

 

第四、說 話 人 已 有 專 業 特 點，分 出家數，各有 專 長。南宋 時 有「 四

家數」的劃分，至於四家如何細分，各家有 不同看法，但最重 要 的 是

講史和 小 說 兩家。「 小 說 」 是舊名詞新用 ， 指 的 是 人情、神怪、 傳 奇

或公案等 類 短 篇 故 事 。講史則 是 長 篇 的歷史故 事 。  

 

宋 元 時 期 ，「 說 話 」 以 娛 樂性與道德說教兼而 有 之 的講唱方 式 ，

深受市 民 的喜愛，以至於到了 明 代，原 本 以職業 說 書 人 為創作 主 體 的

情況發生變化，文 人參與創作，模仿「 話 本 」的 體 制，寫岀以「三言 」、

「二拍」為 代 表 的「 擬 話 本 」白 話 短 篇 小 說，由此推動 了 這 一 文 體 的

                                                 
4
 耐得翁《都城紀勝》，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6），頁 95。  

5
 同注 2，頁 45-46。  

6
 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14。  

7
 同前注，頁 440-441。  

8
 「說話」乃隋唐以來習語，非始於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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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榮。這 一 成 果 豐碩的通俗文學傳 統，在 中 國 古 代 小 說史上，有着重

要 的價值與 地位。  

 

2.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的 體 制（以 宋 元 明 「 話 本 」 為 代 表）  

 

關於話 本 的 體 制，學者有 不同的劃分。胡 士 瑩提出由六個 部 分組

成：題目、篇 首、入話、頭迴、正話、篇尾 9，也 有學者分 為 四 部份：

入話 、頭迴、正話 、 篇尾，取消「 題目」與「 篇 首 」作 為獨立的 兩 部

分 。 10
 我們傾向於後一種分法。 下 面 將 四 個 部 分 作簡要 介 紹 ：  

 

(1)  入話 ： 話 本通常以 一 首詩、詞或詩詞各一 首 為 開頭，詩詞之

後，再以散文句子 對詩詞加 以 解釋， 這 一 部份叫做入話 。例

如〈錯斬崔寧〉的入話 ：  

聰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戈矛起時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 11
 

 

這 些詩詞有 的 是 作者自撰， 有 的引自古 人 作品， 大抵都 是念

白 而 不 是唱詞。詩詞的 作 用 ， 有 的 是 點 明 故 事 主 題 ， 概括全

篇 大 意；有 的造成 意 境 ，烘托特 定情緒；有 的抒發感歎， 從

正面或反面陪襯故 事內容；也 有 的 與 故 事內容關係並 不密

切。  

在 這 首詩之後，緊接着有 一段對 此詩的 解釋：  

這首詩，單表為人難處。只因世路狹窄，人心叵測。大

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為利來；蚩蚩蠢蠢，

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為

顰，笑有為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

                                                 
9
 同注 2，頁 134-147。  

10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第一章（武漢：武漢出版社， 1994），頁 12-21。  

11
 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濟南：齊魯書社， 2000），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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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

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德勝頭迴。12
 

 

詩詞和緊接其後的 解釋構 成 話 本 的 「入話 」 部份。 之 所 以 要

設置「入話 」，是 因 為聽眾 並非同時到場，說 書 人 先講一段「入

話 」，既可 以穩住已到的聽眾，又 可延至更 多聽眾到來，然後

再「 言歸正傳 」。  

 

(2)  頭迴： 一 些 話 本 小 說 中 ， 在 「入話 」 之後會插入一 個 與 「正

話 」 寓 意相似或相反的 短 小 故 事 。由於這 一 故 事 的內容是完

整的 ， 可 以獨立存在 ， 其位置又放在 「正話 」 之前， 所 以 被

叫作「頭回 」，又 稱「得勝頭迴」、「笑耍頭迴」、「得勝利市頭

迴」。所 謂「頭迴」，即冒頭的 一 回，程毅中 解釋為「第一 回 」

13， 是 藝 人 的 專 門術語 。 所 謂 「笑耍」， 是未如正文 ， 先資笑

樂 的 意思。所 謂「得勝」，魯迅認為「聽說 話者多軍民，故冠

以吉語曰『得勝』」。 14
 「頭迴」 與 「入話 」 部 分 所起的 作 用

一樣， 都 是 為後面 要講的 「正話 」 作 開 場 白 。 因 為 「 說 話 」

剛開講時，聽眾未必都 能準時入場，說 話 人 因 此 以 說「入話 」

與 「頭迴」 的 方 式 ，着意延遲「正話 」 開講的 時 間 ， 以便既

穩住已到的聽眾 ， 又 可 等待遲到的聽眾 。如果遲到者從 中途

聽起， 不 清楚故 事 的 首尾， 可 能會影響他們聽講的 興趣。  

 

(3)  正話：「正話 」是 說 話 人 要講述 的 主 要 故 事，從 小 說 話 本 的 文

本來看，它是 故 事 的正文，又叫做「正傳 」。例如〈錯斬崔寧〉

的正話，即是崔寧與陳二姐蒙冤的 故 事。「正話 」通常由散文

和韻文 兩 部份組成 ， 其 中散文 在 「正話 」 中佔有 主 要份量，

其 功 能 主 要 是 敘 述 故 事情節；韻文 則 更 多 地 用於描寫或評論

人物與 事件。  

                                                 
12

 同前注。按「德勝」，《京本通俗小說》作「得勝」。  
13

 同前注，頁 266 校注 1。  
1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第十二篇，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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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篇尾：話 本 小 說 結束時，由說 話 人（或作者）出 場總結全篇 ，

或闡明 故 事 主 題 ，給予聽眾道德勸戒。 篇尾常常採用詩詞一

類 的韻文 形 式 ， 而 且 多 為七言 四句小詩。如〈錯斬崔寧〉以

四句詩作 篇尾：  

善惡無分總喪驅，只因戲語釀灾危。 

勸君出語須誠信，口舌從來是禍基。
15
 

 

3.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的 題 材 與 主 題  

 

這裏以 明 代「 擬 話 本 」代 表 作品「三言 」為例。所 謂「 擬 話 本 」，

指 的 是模擬 話 本 體 制（形 式）而 作 的 小 說。魯迅《 中 國 小 說史略》第

十三篇，曾 用 此名，指 稱 宋 元 間受話 本影響而產生 的 作品，又 在 其 書

第二十一 篇 用「 明 之 擬 宋 市 人 小 說 」指 稱 明 代 文 人模擬 宋 元 話 本 而寫

的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
16
 

 

晚明 文 人馮夢龍（ 1574-1646）編《喻世明 言 》、《警世通言 》、《醒

世恆言 》三部 作品集，簡稱 「三言 」。
17
 就其 中 大 部 分 作品的基本思

想傾向來看，它主 要 表 現 了 城 市 市 民階層的思想特 點，帶有比較濃厚

的 市 民 色彩，但還不 能擺脫當 時社會道德標準的束縛。其 敘 述 的 題 材

與 主 題 主 要 有 以 下幾個 方 面 ：  

 

(1) 詮釋「愛情」或「情愛」 主 題 。 此 類 作品在 「三言 」 中佔的

份量很大 ， 而 且 也最具特 色 。例如〈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通過

寫文 人 與妓女間 的愛情關係，涉及到雙方 在愛情上 的忠誠與背叛

之 主 題（後面 將詳細討論）。〈賣油郎獨佔花魁〉，講述 兩 個 地位

極懸殊的 人物最終結 成眷屬。故 事 有 別於傳 統 的才子配佳人（或

                                                 
15

 同注 11，頁 266。  
16

 同注 14，頁 96， 168。  
17

 其後凌濛初編《拍案驚奇》 (又名《初刻拍案驚奇》 )與《二刻拍案驚奇》兩部集子，簡稱「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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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士 與娼妓）主 題，賣油郎一 類 小 商 人誠實淳樸的 人格受到肯定，

「 商 人 重利輕離別 」 的觀念受到質疑。  

 

(2) 描寫科舉制 度 下 文 人 的遭遇。例如〈老門 生三世報恩〉，敍

老秀才鮮于同科場屢試不第，直到五十七歲，被知縣蒯遇時誤選

中舉人，後又 中 進 士。後來，鮮于同於蒯遇時落難時助其三代 以

報恩。〈趙春兒重旺曹家莊〉敘妓女趙春兒助夫發憤讀書 ， 重 興

家業 。  

 

(3) 正面肯定 市 民 小 商 人 的道德與友誼。例如〈施潤澤灘闕遇友〉，

敘 述施復拾金不昧而 與朱恩結交，歌頌小手工業 生產者忠厚、善

良、富 有同情心 的道德情操。〈呂大郎還金完骨肉〉，敘 述布商呂

玉偶然在廁所 中拾得二百 兩銀子，後將銀子歸還失主，竟在失主

家中巧遇七年前被拐走的兒子。故 事 用 果報觀念解釋人際間 的 行

為 及命運，彰顯「勸善懲惡」 的道德意蘊。  

 

(4) 表 現 現 實社會中 的政治鬥爭。例如〈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敍述 明朝嘉靖年間錦衣尉沈錬與 權臣嚴嵩父子 及 其爪牙的鬥爭，

突出 「忠」 與 「奸」相衝突的 主 題 。  

 

4.  古 代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的敍事 特 色   

 

(1) 敘 述 人 ：保留了 宋 元 話 本 中 專 業 說 書 人 的敍述型式（如大量

使用 「 看官聽說 」、「 說 話 的 」 等 說 書 人 的套語）， 表 現 為第三人

稱敍述，即敍述 人 是 故 事 的旁觀者，而非故 事 中 的 一 個 角 色。以

說 書 人 的 角 色 和口吻向聽眾 說 話：把故 事 說得非常明 白顯露，假

設向聽眾提問， 和聽眾相互交談，換用各種不同的 語氣等 。  

 

(2) 敘 述 焦 點 ：「三言 」 的 視 點 ， 主 要 表 現 為 「第三人 稱 的全知

視 點 」。 這 個 視 點 可 以無所 不窺：由人物外貌到內心 ，如施復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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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銀子後的 心理變化，均從敍述 人口裏敍述 出來。這種「第三人

稱 的全知視 點 」對某個 事件的起因、人物活 動 的 動機，都 有 清楚

的洞察和揭示。  

 

(3) 語 言 ：「三言 」 敘 述 故 事 以 白 話 為 主 ， 人物對 話 多 用口語 ，

描寫人物或評論 事件多 用韻文（詩詞）。  

 

(4) 寓 意 ： 在道德寓 意 方 面 ，「三言 」 一 方 面 多 有 「 因 果報應 」

的 傳 統 說教，另一 方 面 也顯示出 對於社會的某些倫理道德觀念的

挑戰，後一 點 特 別 地 表 現 在〈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等 故 事 中 對於

「通姦」或「婚外情」 的 寬容態度 上 。
18
 在社會寓 意 方 面 ，「三

言 」以 商 人、店 主 等 市 民階層為描寫對象，提倡的 也 是 這 一 類 人

的價值觀，如謹慎、節儉、勤勞等 等 。  

  

                                                 
18

 後面將有對這篇小說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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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分析 19
 

 

〈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據說 曾 以 明 代萬曆年民 間發生 的真實 事

件為基礎 20， 時 人 宋懋澄於萬曆三十五年，據以寫成 文 言 故 事〈負情

儂傳〉，收入《九籥集》卷五 21，馮夢龍以 之 為藍本，將 故 事改編成 擬

話 本，收入《警世通言 》卷三十二。 22
 故 事 所 敘，宦家子弟李甲與京

城名妓杜十娘相戀，耗盡錢財。十娘助李甲以三百金將她贖身，以圖

與李生 白頭偕老，不料途中 被李生 所 賣。十娘絕望，與 隨身所帶珠 寶

一起投入江中，故 事 的 結 局 強 化 了 這段文 人 與妓女感情糾葛的悲劇性

質。  

 

文 人 與妓女的愛情，在 傳 統 的 中 國敍事 文學裏，是 一 個熱門 主 題，

然而圍繞此 一 主 題 所 作 的敍述，卻各有 不同。本 文旨在討論〈杜十娘

怒沉百 寶 箱〉的敍述 結 構 及 其 特 徵，並由此 結 構 中 看到敍述 人或作者

預設 的敍述立場。這 一立場隱含在敍述 的過程之 中，它包括了 作者對

故 事 所賦予的社會的 、道德的 、 以 及美學的 寓 意 。  

 

1.   對 應 式 的敍述 結 構  

 

出於結 構 的需要，作者在 構 成 故 事 時，通常會考慮到敍述 在某些

層次上 的 對 應 關係。這種對 應 關係或者體 現 在 兩組主 要 事件之 間 的呼

應 上，從 而 構 成 一段完整的情節敍述；或者通過兩 類 不同角 色 間 的 對

                                                 
19

 本節所論，曾以〈重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為題，發表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8 期 (2001 年 )，以及周建渝著《傳統文學的現代批評》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本節略有修訂。  
20

 同注 2，頁 557。  
21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錄《九籥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 112， 234。本故事曾在《九籥別集》、《情史》、《文苑楂桔》、《史外叢談》等書中均有轉載，見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頁 117；韓南（ Patr ick Hanan），《〈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成書》
(The Making o f  The Pearl-Sewn Shir t  and The Courtesan’s  Jewel  Box)，Harvard 

Journa l  of  As iat ic  Stud ies ,  vol .  33（ 1973），pp.  124-126；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 557。其他相關的討論還見於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頁  350-355。  
22

 同注 2，頁 421-425，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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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加 以 實 現，以便有 效 地揭示出 故 事 的 主 題。然而，無論 是相似性的

類比或是相異性的反比， 都 可 以 構 成某種程度 的 對 應 關係。  

 

我們首 先注意到，十娘 與李甲在敍述 中 所扮演 的 角 色 及 其 作 用 ，

具有 對 應 的 關係。在 故 事前面 部 分「 出院」的敍述 中，十娘 與鴇母周

旋時，表 現得十分機智，例如她智逼鴇母許諾三百 兩銀子 為贖身之費，

並慷慨解囊，資助李甲籌得贖金。「 出院」以後，她又 一再資助李甲。

與十娘 這種機智主 動 的性格特 徵相對 應 的，是李甲的懦弱與無能。他

在耗盡錢財之後，既迷戀十娘，又無力幫助十娘贖身。在幫助十娘脫

離妓院的過程中，李甲的 被 動 與軟弱，恰好與十娘 的 主 動、倔強 構 成

一 對 應 的 關係，這種對 應 關係是 以 兩 個 角 色 的相異性為基礎的。後者

的 被 動 與軟弱旨在突顯前者的 主 動 與倔強 ，反之亦然。  

 

對 應 的 特 徵同樣體 現 在 故 事前、後兩 個 部 分 之 間 的敍述 關係上 。

前部 分 以 「 出院」 為敍述 中 心 ，後部 分 以 「投江」 為敍述 焦 點 。「 出

院」 的敍述 ，旨在突出十娘 對於脫離妓女生涯的渴望；可 是 「投江」

的敍述，則 用十娘 的絕望呼應 了她先前的渴望。前面 的「 從良」之希

望與後面「 不遂」之失望兩者之 間，在情緒的 強烈程度 上 是 成正比的 ，

並由此造成 作品敘 述 的張力（ tension）。正是 這種敘 述 的張力震撼和

激動着讀者。  

 

然而 更 加值得注意 的 是，故 事整體敍述 中隱含的 兩 個 角 色於社會

地位與道德水準之 間 的差異，在 作者的精心 設計下，構 成 了 結 構 上 的

一種對 應 特 徵。首 先來看李甲與十娘 兩 個 角 色 在社會地位上 的差異 。

在敍述 人 的交待中，李甲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為布政，李甲本 人係國

子監太學生。這樣的敍述無疑為 了 說 明，李甲屬於有身分 地位那一階

層的 人。至於杜十娘，敍述 人描述她為京城名妓，雖然憑其美色，贏

得過多 少公子王孫的迷戀，然而 地位卻是低下 的，因 為她畢竟是供人

玩樂或洩慾的 對象。正因 為如此，敍述 人 要 用憐憫的眼光來描述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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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一片無瑕玉，誤入風塵花柳中 」。 23
 在 故 事 的 開頭為 兩 個 主 要

角 色 作如是 的背景介 紹，實際上 已 經造成 了 在敍述 上 的 對 應 效 果，因

為李甲地位之高與十娘 地位之低恰好構 成 一 對 應 關係。  

 

然而，作者的 用 意 並非僅止於此，他設置這種社會地位的 對 應 其

實 是 為 了 與另一組對 應 關係（即道德水準的 對 應）構 成 一 個 更 大 的 對

應 結 構，因 為 在交待了十娘 與李甲兩 人社會地位的差異 之後，作品就

很快進入圍繞十娘「 從良」的 焦 點敍述，並 且通過李甲與十娘 在「 從

良」過程中 心 境 與 行 為發生 的 不同變化，來揭示兩 人道德水準的差異。

以十娘 為例， 故 事敍述她「久有 從良之志」， 以改變自己作 為妓女的

身分；「 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24，便開始了「 出院」的冒險經歷。從

敍述 人 的立場來看，妓女從 事 的 色情交易，具有 不道德的性質，因 為

她使得眾 多公子王孫情迷意蕩，破家蕩產。 25
 在 此情況下，十娘「 從

良」 的 行 為 ， 是值得稱道的 、 有道德的 行 為 。  

 

這種對於十娘道德水準的 稱道，還特 別通過十娘後來「投江」的

情節敍述得到進 一步強 化 。「投江」情節的 設置， 意 在顯示十娘寧願

自我毀滅，也 不願因 為 從良而 隨便嫁給自己不愛的 人，更何況被 賣給

自己素不相識的 商 人孫富，這就從敍述 人 的 角 度頌揚了十娘「寧為玉

碎，不 為 瓦全」的道德行 為。正是由於這樣的 結 局處理，作品為 一 個

社會地位低下 的妓女賦予了 一種時 人 視 為高尚的道德品格。與 之相反，

李甲雖然身處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可 是 從 故 事敍述 中我們看到，他

的道德水準遠低於十娘。例如，在 小 說前面 部 分，李甲被描述 成 一 個

「撒漫用錢， 大差大使」 的紈絝子弟 26， 因 為迷戀煙花而耗盡錢財，

並 斷送了自己的學業，還惹怒家中嚴父。顯然，李甲這 些 行 為 的道德

水準受到了敍述 人 的質疑與嘲諷。不僅如此，敍述 人還告訴我們，十

娘 之 所 以 要於此 時 「 出院」，完全是 因 為鍾情於李甲， 這就加 重 了李

                                                 
23〈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世通言》，頁 486。  
24

 同前注。  
25

 同前注。  
26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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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對於十娘 的道德責任。另一 方 面，小 說 一再提及李甲對十娘 表示有

心娶她 27， 因 為若非十娘相助，李甲早已 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 地 ，

因 此，他對十娘 的恩德永世不敢忘懷。28
 所 有 這 些 對 兩 人情愛關係的

敍述，都旨在 強調李甲應 對十娘「 出院」後的命運，負 有 不 可推卸的

責任。然而，作品卻在 故 事 的後半部，設置了李甲背着十娘，將她賣

給了萍水相逢的 商 人孫富。作品在 這裏有 意 將李甲對十娘「 中道見棄」

的 行 為 與十娘 對他的 一片真情構 成 對比，這種對比在敍述 上 形 成 了 一

種以道德水準差異 為 特 徵 的 對 應 關係：在十娘 對李甲愈加信賴的同時 ，

李甲內心卻離開她愈來愈遠。敍述 人 對 兩 個 角 色 行 為 作 這樣的 對 應 式

敘 述，其 用 意旨在 從道德的層面 上，肯定十娘鍾情與真誠品格的高尚，

貶責李甲背叛行 為 的卑劣。十娘 與李甲，一 個社會地位卑微，道德品

格卻高尚；另一 個社會地位高，道德品格卻卑劣。對 兩 個 角 色 作 這樣

的 形象塑造，顯示作者試圖用道德水準的差異來平 衡 與 對 應社會地位

的差異。它試圖說 明，一 個 人社會地位的高下 並 不決定或等於其道德

水準的高下。杜十娘 與李甲兩 個 形象告訴我們，社會地位較高的 文 人，

其道德水準可 能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妓女還要低下 。  

 

然而，兩 個 角 色 之 間 的 這種差異 又引出另一 個 更 為深刻的問題 ：

在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兩者間，何者在 小 說 中顯得更 為 重 要？〈杜十

娘〉一 文 在 故 事 開端交待人物背景時，提及 兩 個 角 色社會地位的差異，

然而，整個 故 事敍述 的 重 點 並 不 在 其社會地位的差異，而 在於兩 個 角

色道德水準的差異 。 這 一 點 ，恰好印證了厄爾‧邁納（Earl  Miner）

的 論 斷 ：「敍事需要 以道德差異 為基礎。 」 29
 

 

隨着敍述 的層層推進，敍述 人 有 意識地彰顯與擴大 兩 個 角 色 間 在

道德水平 上 的差距，特 別 是圍繞「投江」一段的敍述，敍述 人 有 意 將

十娘「寧為玉碎，不 為 瓦全」的 人格與李甲的自私與 負 心 兩相對比，

                                                 
27

 同前注。  
28

 同前注，頁 492。  
29

 Ear l  Miner,  Compara tive Poetics:  An  Intercul 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 terature  (Pr ince ton:  Pr ince ton Univers i ty Press,  1990) ,  ch.  4 ,  p .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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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而 有力地 強 化 了 兩者間 的道德差異。由此，社會地位雖低、道德水

準卻高的十娘 與社會地位雖高、道德水準卻卑劣的李甲之 間 形 成 一種

特殊的 對 應 關係。如果 說 ，「 出院」 與 「投江」 兩 部 分 的 對 應敍述 ，

構 成 本 作品外在 形 式 的 結 構，那麼，十娘 與李甲兩 個 角 色 間 在社會地

位與道德水準上 的 對 應 關係，則 構 成 作品內在理路的 結 構，因 為它代

表 了 作品蘊含的 寓 意或意識形態。正是 從 這種對 應 式 結 構 的敍述 中 ，

讀者領悟了敍述 人 及 其 作者更 為 關注的 焦 點，是 角 色道德水準之優劣，

而非社會地位之高低。這 一 點，顯然與 中 國 文學及史學中注重 以道德

優劣臧否人物、 而非以 成敗論英雄的歷史傳 統相符合。  

 

2.   百 寶 箱 在敍述 中 的 作 用  

 

百 寶 箱 在敍述 中 的 作 用 實 在令人 關注。它首 先 出 現於小 說 的 標 題 ，

然後在 小 說後半部 分 的敍述 中 一再被提及。敍述 人 有 意採用誇張的手

法，鋪張揚厲地敍述 箱內珍藏的 古玉紫金、夜 明 珠、祖母綠、貓兒眼

等，其 意 在於向讀者張示，這諸般異 寶 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然而 ，

當 眾 人 珍 視 的 寶 箱 與 其持有 人雙雙毀滅時，其悲劇性的震撼力量足以

令人驚心 動魄。  

 

以往的 論者通常注意到十娘 與李甲兩 個 主 角 在 小 說敍述 中 的 關

係，卻相對忽略了 百 寶 箱 的 意義。百 寶 箱 並非僅僅是 一筆附屬於十娘

的財產而 已，它在 小 說 的敍述 結 構 中 實 在 有着舉足輕重 的 作 用。在「三

言 」眾 多 故 事 中，我們常常看到諸如百 寶 箱 一 類物件的 設置，例如〈蔣

興哥重會珍 珠 衫〉裏的「 珍 珠 衫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中 的「 出師

表 」、〈滕太尹鬼斷家私〉裏的「 行 樂圖」等 等，這 些物件看似敍述 人

信手拈來的 小道具，其 實，它們在敍述 中 所起的 作 用非同小 可，儘 管

其 在各自的 作品裏具有 不同的 特 徵 。〈杜十娘〉裏的 百 寶 箱 對於推進

故 事 的敍述、塑造角 色 形象以 及呈現 故 事 主 題，都深具意義，儘 管它

在敍述 的 開端並未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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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我們看到，百 寶 箱秘密的逐漸揭開，對於推進 故 事敍述 有着

十分 重 要 的 作 用，這 一 點，可 從它與李甲這 一 角 色 的互動 關係中得到

解釋。箱 中秘密的逐步揭開，與李甲對於十娘 的誠心逐漸變質幾乎是

同步發生 的。小 說 開始的敍述 中，透過十娘 的眼睛，交待了李公子 是

一 「忠厚志誠」、 可托終身的 男 子 ，由此 開啟了十娘攜帶寶 箱 ， 從良

李甲的冒險經歷。李甲當初並 不知道十娘 有 百 寶 箱，這 一 事 實恰好與

他不懂得為十娘落籍是 一 致 的。在十娘 的鼓勵下，李甲開始了贖妓的

行 動，先 是向親友借錢，屢遭碰壁，然而，這畢竟顯示出他的誠心 。

於是，十娘 先 則施銀一 百五十兩予李甲助其贖身，繼之予銀二十兩 作

舟車之費，可 說 是 百 寶 箱秘密顯露的 開始。30
 殆及十娘離開妓院，與

李甲同回南方，途中再次取出五十兩銀，這 時 百 寶 箱 已 從暗處來到明

處。不過敍述 人 有 意安排李甲因 為自慚無能，「 不敢窺覷箱 中虛實 」31，

百 寶 箱 的秘密仍然未被徹底揭開。作者作 這樣的情節安排，是 為 了 對

應李甲一 方尚無勇氣面 對「嚴親懷怒」這樣一 個 事 實。32
 而 寶 箱秘密

的最終揭開 ， 則 因 應 了李甲的 「 中道見棄」。 一 方 面 是滿箱 珠 寶 的呈

現，一 方 面 是 對 此 珠 寶 的失去：當燦爛美麗的無價之 寶終於顯現 之 日，

也就是它永遠逝去之 時，這種極具戲 劇性的情節設計，為 小 說 的敍述

創造了 富 有 寓 意 的高潮，它將極為 珍貴的 珠 寶 與李甲的錯失寶 珠置於

一 對立的 關係上，從 而通過前者的 珍貴與永遠失去來強 化後者的愚蠢

與錯失良機，就如十娘投江前對李甲所 說 的那樣：「妾櫝中 有玉，恨

郎眼內無珠 」 33， 作品的諷喻性質由此得到淋漓盡致 的發揮。  

 

故 事把百 寶 箱 與十娘始終結合在 一起，勢必暗示了 兩者間存在着

某種內在 的 關係。一 方 面，箱內夜 明 之 珠盈把，多 為無價之 寶。箱 中

珍 寶 的價值，足以 應付十娘 與李甲浮居蘇杭勝地 的餘生。然而，十娘

並未向李甲洩露這 一秘密。這種懸念的背後暗示了十娘性格的內斂，

                                                 
30

 雖然這裏的銀兩是以藏在絮褥的方式轉予的，可是作為財富，它卻與百寶箱中的秘密直接相關。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那也是從百寶箱裏取出來的。  
31

 同注 23，頁 492。  
32

 同前注，頁 495。  
33

 同前注，頁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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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從「贖身」到「南歸」的整個過程中 ，十娘給予讀者的印象， 是

處事深思熟慮，而非外表浮華、內心空虛。另一 方 面，身為妓女的十

娘立志「 從良」， 並 為 此費盡心機。 在敍述 人 看來， 這無疑是值得褒

讚的道德行 為。滿箱 的 珠 寶 與 從良的 行 為，前者以物質的具體 形態體

現 了 眾 所 珍 視 的價值，後者以道德的抽象形態突顯了同為 珍貴的價值。

兩種價值與財富相互說 明 ， 結 構 了 故 事 的敍述 主榦。  

 

然而，兩者間 所 以 能夠相互說 明，實 在 是由於百 寶 箱 與十娘 之 間

具有 一層隱喻關係。寶 箱 的 出 現，是 與十娘 的「 出院」同時產生 的 。

在十娘「 出院」之前，寶 箱隱藏着不見天日，這 一 點恰好暗喻十娘 在

妓院裏的 生 活 境遇， 是 「 不見天日 」 的 。 當十娘離開那「 不見天日 」

的風塵生涯時，寶 箱 也 隨 之見了天日。寶 箱由暗處走向明處，隱喻着

十娘脫籍、回到正常人 的 生 活。然而 在那時，箱內的 珠 寶仍藏而 不露，

則 又 以 對 應 的 方 式暗示十娘「 出院」後依然前途未卜這 一 事 實。寶 箱

秘密揭開那一瞬間，也 是十娘 人格形象被 以聚焦 形 式 強 化呈現 的那一

瞬間。寶 箱秘密揭開 的同時，也就是它永遠消逝之 時；與 這 一 事件對

應 的 是 ，十娘 以投江而死的 行 為 ，拒絕了李甲與孫富 的交易。  

 

兩 個 事件的 並置敍述 有力地 強 化 了 百 寶 箱 與十娘 兩者間 的隱喻

關係。當十娘懷着「寧為玉碎，不 為 瓦全」的那種時 人 視 為 珍貴的道

德決心投入浩瀚江流 之 時，那滿箱 的無價珍 寶 也同時 被拋入一去不返

的江水。作者作 這樣的 設計是 頗 為 出 色 的，他用具體 的、世人 珍 視 的

那一 箱 寶 珠，隱喻和 強 化 了十娘投江行 為 所蘊涵的道德性質。十娘投

江之前曾 對李甲說：「妾櫝中 有玉，恨郎眼內無珠。」「櫝中 有玉」實

際上暗喻了十娘 的 人格，並 為後面 的 人玉俱毀作 了注釋；「眼內無珠 」

則諷喻了李甲人格的淺薄，他本 期望以 賣掉十娘 所得的千金，回家抵

償京城 生 活 的過失，卻沒料到因 此失去了價值遠遠超過千金的 百 寶 箱

以 及他仍然眷念的美人。如果 說，十娘 為妓，猶如百 寶 為黑箱籠罩，

無見天之 日 ，那麼，一旦「 從良」不逞， 百 寶 也就隨 之泯滅。十娘 與

百 寶 箱雙雙毀滅的 結 局 設計，既有 效 地突顯了李甲在感情上 首鼠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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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付出 的巨大 代價，又 有力地 強 化 了「 明 珠暗投」的 小 說 主 題，同時

在敍述 上，產生 出激動 人 心 的美學效 果。讀者以 及 故 事 中 兩岸圍觀的

群眾 被深深打動 而 又深為歎惜的，既是十娘拋棄的滿箱 珠 寶，又 是那

箱 珠 寶 所暗喻的 「全玉而毀」 的 人格。  

 

如前所 述，無論 在 經 濟 的天平 上或是道德的天平 上，百 寶 箱 所 代

表 的財富 與十娘立志從良的 意志都 是無價之 寶。然而，敍述 人既不讓

十娘 用 此 珍 寶來解脫李甲的財源之窘，也 不安排十娘離開李甲與孫富 ，

帶着滿箱 珍 寶，毅然另尋生路，卻安排十娘 與 此 寶 箱雙雙俱毀！在 這

種令讀者大 為歎惜的 結 局處理背後，自然有 其 寓 意。由於滿箱 珠 寶 被

用來譬喻十娘「捨妓從良」及「全玉而毀」的道德人格，那麼，當 這

一 人格的 載 體（十娘）投江以後，寶 箱 所喻的 主 體 已 經 不復存在，則

寶 箱 的繼續留在 人 間，也就失去意義。由此我們進 一步看到百 寶 箱 與

十娘 之 間存在 的隱喻關係，並理解 了 小 說何以 要安排十娘 與 寶 箱 的雙

雙俱亡。  

 

然而，用 百 寶 箱隱喻十娘 的 方 式 也凸現 了敍述 人持有 的道德立場 ，

因 為 在敍述 人 看來，如果十娘未能 從良，她就永世得不到道德拯救，

也就如盈把的 珠 寶 ，永遠被封閉在那個盒子裏。  

 

3.   男 權 中 心 的敍述 視 角  

 

如同很多 「 文 人 與妓女」 敘 述那樣 34，杜十娘 作 為妓女， 都 有待

於男 人去拯救。小 說 這樣的敍述，引導我們看到其背後隱藏着男 權 中

心 的預設立場 。  

 

在 傳 統 文學中，女性的 行 為 方 式 為 傳 統 的 文 化 所拘囿，而 傳 統 文

化 的規則卻是由男 人 權力所 制 定 的，由此決定 了女性在社會生 活 中 的

弱勢地位。女性在 文學中 的 形象，通常是 被 動 的、受男性支配的、不

                                                 
34

 例如唐代傳奇〈李娃傳〉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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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主自己命運的、邊緣化 的，在社會政治舞臺上 是沉默的，因 為「修、

齊、治、 平 」、建功立業通常是 男 人 的理想和抱負 ， 與女子無緣。 與

之相反，歷代 出 現 的女性干政的 事件，在 文學作品裏多 被賦予負 面 特

徵。《封神演義》裏的妲己，是害人 的妖精；《飛燕外傳 》裏的趙飛燕，

是 以 色禍國 的 標 誌；〈長恨歌〉中 的楊貴妃，被 當 成引發「安史之亂」

的禍源。「女禍」 說 在 中 國 文學傳 統裏是 一 個敍述 的 主 題 。  

 

從女權批評的 角 度，可 以幫助我們去質疑以往作品中描述女性形

象之背後的種種假設前提，以 及那種以 男性為 中 心 的道德標準等 等 。

為何西門慶能夠縱慾，潘金蓮卻不 能 有婚外情？為什麼沈復能納妾嫖

妓，陳芸卻只能 從 一 而終。人們可 以 作如此簡單的 回答：因 為 當 時 的

社會使然。然而 這樣的 回答僅是社會學的、而非文學的。我們所 關注

的 是，作者為什麼要 從 這樣的 角 度去結 構 一種敍述？從 這樣的敍述 中

隱含了怎樣的社會與道德寓 意？文學又 是怎樣通過這樣的敍述，強 化

了源遠流 長 的 以 男性為 權力中 心 的 意識形態？  

 

十娘 因 為靠李甲解脫自己的希望遭到破滅而自沉，李娃卻通過拯

救滎陽公子 的 功名前程，而拯救了自己，這樣的敍述背後潛在着男 權

中 心觀念。  

 

如前所 述 ， 在「 出院」與「投江」的整個情節敍述 中 ，十娘 的 主

動機智處處與李甲的懦弱猶豫、 不知所措形 成 強烈對照。「 出院」過

程的整個敍述給予讀者這樣的印象：若不 是十娘精心策劃，李甲非但

得不到十娘，而 且很可 能 因 此窮愁潦倒，落得像〈李娃傳〉中滎陽公

子 行乞的 下 場。另一 方 面，作品巧妙地通過一 個 個 事件，突顯了十娘

在 故 事情節發展中 所起的 主 導 作 用。從 當初與鴇母周旋，智訂三百 兩

銀子 為贖身之費，到幫助李甲籌得銀兩、以死威逼鴇母不得食 言，以

及 出院之後對李甲的資助等 等 ， 在 在顯示出十娘 的聰明機智。  

 

然而 頗具反諷意味的 是，懦弱被 動 的李甲在 實質上卻對十娘 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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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起着主 動 的、決定性的 作 用。十娘費盡心機，雖然擺脫了妓院生 活 ，

卻終於擺脫不 了李甲對她命運的 主宰。今天的讀者也 許會問，為什麼

作者要安排十娘 在發現李甲負 心 之後，投江自絕於人世？難道不 能讓

十娘 有 別 的選擇，譬如安排她帶着那箱 珠 寶告別李甲，開始獨自的 生

活。然而，作者顯然注意到這種結 局 的 不 可 能性，因 為 在 一 個 以 男 權

為 中 心 的社會裏，像十娘 這樣的女子，是很難得以獨立於世的。如果

作品讓十娘離開李甲後，重操舊業，那麼整個 故 事 的 主 題 將會受到影

響，這 一 可 能性也 是 作者不願看到的。在十娘投江這 一 結 局安排的背

後，似乎存有 這樣的 寓 意：一 個女子命運的吉凶與否，決定於男 子 對

她的取與捨，取之 則吉，捨之 則凶。 一 方 面，無論十娘 多麼聰明，怎

樣地 為改變命運而努力，她總是 不 能離開 男 人 而自主自己的命運；另

一 方 面，李甲這 一 角 色 儘 管十分軟弱，卻竟然在未與十娘 商量的情況

下，有 權力將十娘 賣 與鹽商孫富。且 不 說十娘贖身的三百 兩銀子 中 有

一半是 出自她自己的，且 不 說 加 上 出院後的旅資，十娘 所 出，何止一

百五十兩？可 是 在 作品的敍述 中，所 有 這 些付出 以 及 在 此付出背後蘊

含的十娘 的真情與苦心，在李甲與孫富 的交易面前被擊得粉碎。如果

我們注意到賦予李甲這種決定 與改變十娘命運的 權力的，是他們所處

社會裏男性支配女性的那一整套道德觀念，也就不難理解李甲為何膽

敢賣掉十娘，以 及 為何十娘 的抗爭竟表 現 為自我的毀滅。從 個 人 為 了

改變命運而奮鬥的 一 面 看，十娘似乎居於強勢的 地位，李甲則處於弱

勢；然而，從 以 男 權 為 中 心 的社會價值觀看，李甲卻處於強勢，十娘

則居於弱勢。作品有 意讓她脫離不 了李甲作 為 男性對於女性的控制力

量，使她終於被 當 作 商品或奴隸一樣，被 賣給另一 個 商 人。如此 設計

實 在 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前提：紅顏女子命運的吉凶，取決於男性的選

擇；如果淪為妓女，就更得靠男 人拯救而 不 能自拔。即使她既具美貌，

又 有萬貫資財，也仍要受制於男性的取捨，取之 則貴，捨之 則賤。即

使男性是 一 個懦弱無能 之輩，女人 的價值也 有待他的承認與接受。這

一預設前提充滿了 傳 統 中 國社會裏男 權 中 心 的 文 化 意味。一 方 是財色

俱佳，其命運卻受人 制約，就因 為她是女人；另一 方既無財、又談不

上 色，也無傑 出 的才，卻能夠左右另一 方 的命運，就因 為他是 男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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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在 現 代社會裏被 視 為荒誕而 不 可思議的 兩性關係，在 故 事裏卻是

不 可 動搖的 人倫法則 。  

 

人 類力量的 強 與弱，是 以性別差異 為基礎的。基於性別差異 的 強

弱之力量對比，又 是 以 表象與 實質對立的 方 式 體 現 出來的。表 面 的 強

勢背後隱含的 是 實質的弱勢，內在 的優勢則 是 以懦弱無能 為 表象的 ，

〈杜十娘〉對 兩 個 主 要 角 色 的 形象設計實際上蘊涵了反諷的 寓 意 。  

 

反諷的 寓 意還見於作品對李甲道德品格的敍述 中。作品開始不久，

就通過十娘 的 視 角，確認了李甲是 一位「忠厚志誠」的公子。 35
 從 傳

統 的婚姻道德標準看，這 是 一種至關 重 要 的 人品。也正因如此，十娘

才與李甲「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36
 這種「忠厚志

誠」的品質在 故 事往後的敍述 中，得到不 斷 的 強 化。當李甲周旋親友，

以「假貸路費」為由，企圖為十娘湊得贖金，卻四處碰壁。十娘助其

一半贖金， 是 因 為 看 重他的 「忠厚志誠」。如前所 述 ， 作品細寫李甲

對於十娘 一再資助的「感激流涕」，也旨在突顯李甲的「忠厚志誠」。

可 是 在 這樣的 一再鋪敍之後，作品於後面卻安排了李甲「 中道見棄，

負妾一片真心 」的 事件，來為 故 事 主 角 這段感情糾葛劃上休止符。作

品後面 部 分 的敍述徹底顛覆了前面 部 分 的敍述，敍述 人 用李甲「 中道

見棄」 的 行 為 ，委實嘲諷了他的 「忠厚志誠」。  

 

4.  故 事 的「急轉」（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和「發現 」（ recognition）

放在最後作 結 局，使這 個 故 事具有 強烈的 戲 劇 效 果（和 戲 劇性特 徵）。  

 

其情節敍述 是「 事 實 的發現 導 致 人物命運的逆轉」的典型例子 ：  

(1) 李甲負 心 之真相揭開，導 致十娘 對 生 活 的充滿信心逆轉為 對

生 活 的絕望。  

(2) 百 寶 箱秘密揭開 ，使得李甲因 為轉賣十娘 所得「千金」， 而

                                                 
35

 同前注，頁 496。  
36

 同前注，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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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眾 多 的 「無價珍 寶 」，終至「 人財兩空」。  

 

作 為 本講的 結 論，〈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採用 對 應 式 的敍述 結 構 ，

在揭示故 事 角 色 之 間社會地位之差異 與道德水準之差異 的同時，更 強

調了 角 色道德水準之差異，從 而 有 效 地彰顯了 故 事 的 寓 意。百 寶 箱 與

十娘 之 間 的隱喻關係，從另一 方 面促成 了 角 色 形象的 成 功塑造。至於

十娘 的悲劇 結 局，既從反面 強 化 了 傳 統 文 人追求功名的價值觀，又 從

正面顯示出具有 男 權 中 心 色彩的敍事 之預設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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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分析 37
 

              

這 篇 小 說 載於《警世通言 》卷二十八，是歷史上 有 關「 白 蛇 敘 述 」

的 一 篇 經典作品。  

 

1.  白 蛇 故 事 的 形 成  

 

關於白 蛇 故 事 的 形 成，已 有 不 少學者作過探源性研究。有 人推測

它源自印度，後分 兩支，一支傳至希臘，一支流入中 國，曾 為南宋 時

期 的 話 本 。
38
 還有 人追溯至唐 代無名氏所撰《 白 蛇 記 》， 視 其 為最早

的 白 蛇 故 事 。
39
 在 論 及《警世通言 》所收〈白 娘 子〉故 事 時 ，論者亦

提及 此前一 些 有 關 白 蛇 的 故 事，把它們看 作 是〈白 娘 子〉故 事 的前身，

例如：  

(1)《太平廣記 》 與 《 古今說海》 載〈白 蛇 記〉， 言 唐 人李黃途遇

白 衣美姝，慕其 色，受邀前往其家，同居三日，飲 樂無所 不至。

第四 日返家後，覺身垂頭旋，臥床不起，被底身漸消盡，化 作 一

灘清水，唯有頭存。家人尋至女方居處，方知原 為 白 蛇 所害（《太

平廣記 》同卷載李琯事 ， 類似）。  

 

(2)《西湖三塔記 》 言 宋 人奚宣贊清 明遊西湖， 為 白 衣婦人 設計

誘至其 所，留住半月，險被婦人 食 其 心肝。得婦人手下卯奴相助，

逃回家後，又 被 白 衣婦人遣鬼抓回，以 食 其 心肝，再被卯奴所救。

                                                 
37

 本節部分內容曾以〈「色誘」：重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為題，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 62 期（ 2000 年），修訂稿載於周建渝著《傳統文學的現代批評》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 )。此處再有修訂。  
38

 趙景深〈白蛇傳考證〉，載王秋桂編《中國民間傳說論集》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0)，頁 161-163。  
39

 潘江東〈白蛇故事的發展〉，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臺北 )，12 卷，10 期 (1979)，頁 57。潘氏提及《白蛇記》收於三部古籍：明人陸楫《古今說海》、唐人鄭還占《博異志》以及宋人李昉《太平廣記》卷 458「李黃」條。今檢閱三書，僅見《古今說海》與《太平廣記》有此記載，《博異志》則無所載。然而《太平廣記》所輯正文後，注明本故事出自《博異志》，疑今存《博異志》與《太平廣記》所提《博異志》非同一書，或今存本非原書全本，或江氏所言另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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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 宣贊叔父奚道人收之，原來白 衣婦人即白 蛇，終與 其同夥烏

雞、獺被道人 分 別鎮於西湖三塔。  

 

(3)《情史》 所 敘 ， 言 宋 人芮不疑路遇青衣 小鬟，邀至華宅， 與

麗婦人同居十日，家後，婦人謁至門 上，同居歲餘，後為屈道人

識破 致死，婦人 原係一巨莽。  

 

這幾個 故 事 的 主 題十分相似，都涉及 蛇怪化 成美女，誘惑年輕男

子，通過性事害其性命，是十足的「 色誘害人 」主 題， 其 故 事 主 角 也

是幻化 成美婦人 的 蛇怪與年輕男 子。可 以 說，這 兩 點 與今天要討論 的

〈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十分相似，然而除此 之外，其 故 事 主 要情節和

事件之 結 構 ， 則 與後者十分 不同。  

 

2.  本 小 說 的 主 題  

 

馮夢龍以後，白 蛇 的 故 事 被 人們不 斷 地 演繹，踵事 增華，致使其

主 題 等 多 方 面發生 了很大變化。特 別 是入清 以後陸續出 現 的 傳 奇、彈

詞、寶卷、皮黃戲 等 作品，在 話 本基礎上 作 了 大量的改動。這集中 體

現 在 增 加 了 與 白 娘 子 行 為 有 關 的 大量情節，例如，她向南極仙翁求仙

草救活 其夫；乞法海還其夫，遭拒後，乃水漫金山；娘 子產子、其 子

祭塔，法海放出 白 蛇，白 蛇 與 許 宣同升仙界等 等。由於在 白 蛇身上 大

做文 章，導 致整個 故 事 的 主 題發生 了 重 要變化，一如趙景深先 生 所 言：

「 大家喜歡看 白 蛇 生狀元，大家同情於白 娘 娘，於是，白 娘 娘 的 地位

就逐漸抬高，變成 一 個 富 有情感的 可愛的 人。」
40
 由此，白 蛇 故 事 的

主 題逐漸演變成 為「愛情」或白 蛇 為愛情而抗爭。特 別 是 民 國 以來，

在崇尚個 人自由的新風氣影響下，這種「愛情」主 題受到強 化，以 致

於我們今天看到的 有 關《 白 蛇 傳 》戲 劇或故 事，都正面 地凸顯了 白 蛇

對於愛情的追求。這樣的改變讓白 娘 子變成 了 一 個愛人倫之 樂 的常人 ，

                                                 
40

 同注 38，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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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再是妖怪。但妖怪是 不 可 能 有 人 的 本性的，而 且 蛇妖想得人 體精

華也 不 是 用來生 小孩的。因 此，這 一改變的情節是 與「三言 」原著相

矛盾的 。  

 

然而 ，「愛情」 主 題 並非從 白 蛇 故 事 的 一 開始就有 的 ，它只存在

於清 代 以來部 分 而非全部 的 作品裏。我們今天看到的〈白 娘 子永鎮雷

峰塔〉，有 不 少學者把它的 故 事 主 題理解 成「愛情」，甚至有 人提出 了

「感情三階段」 的 解釋。
41
 

 

事 實 上，如果 從「愛情」主 題 的 角 度去看 故 事，實 在 不 能令人滿

意 地 解釋白 娘 子 對 許 宣 一次又 一次的傷害。在 傳 統 中 國 小 說 的愛情故

事 中，情人 間 的傷害，或起於當 事 人雙方 的誤解，或由於外人 作梗，

如清 代才子佳人 小 說 中 的 所 謂「 小 人 」。
42
 可 是，這 些均與〈白 娘 子〉

中 的情節不同，〈白 娘 子〉的敍述 中 並沒有 許 宣 與 白 娘 子 之 間 對愛情

的誤解，因 為 故 事 中 對愛情的誤解，通常會以 當 事 人最終的理解或諒

解 為 結 果，可 是 許 宣 與 白 娘 子 之 間 的任何一 方最終都 清楚地知道，對

方 並非真心愛自己。故 事 的敍述 人通過對 其 結 局 的處理，也充分暗示

了 這 一 點，因 為他把一 個鎮壓在雷峰塔下，以 斷絕她繼續捉弄和陷害

許 宣 的機會；另一 個呢，讓他做了 和尚，以顯示他與 白 娘 子 的決絕。  

 

那麼，許 宣遇上 的 是怎樣的 一種禍害呢？答案應 當 是：化妝成美

女的蟒蛇利用凡人耽於色慾的弱點，進 行嘲弄性禍害，最終由於法師

干預，蟒蛇遭到懲罰，凡人 也汲取教訓，斬斷 色慾，由此彰顯了 本 故

事 的 主 題 ： 色誘。  

 

  

                                                 
41周振甫〈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鑒賞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頁 143-144。  
42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見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8），頁 181-184。  



25 

 

3.  對 應 式 的 敘 述 結 構  

 

主 題 在敍述過程中得以呈現，而 敘 述通常由兩種不同性質的 因素

通過對 應 的 關係來實 現 的 。  

 

首 先就故 事 角 色 而 言，我們看到作品的敍述 是由兩 方 面 構 成：一

方 為誘人 之物： 白 娘 子（實 為 白 蛇）， 一 方 為 被誘者： 許 宣 。前者是

「 色 」的 主 體，後者是「 色 」誘惑的 對象；前者處處主 動靠攏對 方 ，

後者事 事謹慎地躲避對 方；前者不 斷 地惹是 生非，後者懦弱而 又委曲

求全，兩 個 角 色既具有 對立的性質，同時 又恰好形 成 一 對 應 的 關係，

然而正是 兩 個 角 色 之 間 的互動，把小 說敍述層層推進，從 而彰顯了 故

事 的 主 題 。  

 

從 作品的敍述 結 構來看，是「 色誘」而 不 是愛情，恰好構 成 了 故

事 的整體。故 事 開端，白 娘 子初遇許 宣於船，是「 色 」對於人（許 宣）

的顯示，作品作如是安排，旨在考驗許 宣 這 個凡人 是否為 其 所誘。接

下來，故 事 中每一次白 娘 子 與 許 宣相聚，都 標示了 人 為 色 所誘惑。似

乎許 宣得到了 色慾的滿足，其 實 不然，他卻為 此付出 重 大 代價：當他

信以 為真地 要娶白 娘 子 為渾家時，卻被 娘 子坑害了 一遭，捲入邵太尉

庫銀的失竊案， 被發配蘇州府牢城營做苦工。
43
當 許 宣收留了再次找

上 門來的 白 娘 子後
44
， 又 被 娘 子害了 一 回 ： 為周將仕庫內金珠 寶物失

竊案所牽連，被杖一 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鎮江府牢城營做苦工。45
 後來，當 許 宣 被 娘 子 一番「情似泰山，恩同東海」的信誓旦旦弄得

「 回嗔作喜」， 重新與 之留連不返
46
， 結 果使他不得安寧，無法避之 ，

被迫自殺
47
，若不 是法師相救，他必死於娘 子手中 。 這樣一 些情節設

置實 已暗示，在 許 宣耽於色誘的程度逐步加深的同時，他受到的懲罰

                                                 
43〈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馮夢龍編《警世通言》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卷
28，頁 428。  
44

 同前注，頁 430。  
45

 同前注，頁 434。  
46

 同前注，頁 436。  
47

 同前注，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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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漸加 重。與 之相反，每一次擺脫娘 子後，許 宣 都 重新獲得自由，

過着寧靜生 活，直到白 娘 子再次纏上他。例如第一次當他捲入邵太尉

庫銀失竊案時，白 娘 子避禍逃走，許 宣雖然被判發配牢城，卻遇他人

作保而 不入牢中，在外過了半年的 平靜日 子。
48
 當他第二次為 娘 子 所

陷，捲入周將仕庫物失竊案時，娘 子再度逃走。許 宣再度 被判入牢城

營做苦工，可 是 又受人相助，取保在外，生 活 也再次平靜下來。整篇

小 說 故 事情節的 設置突顯了 這樣一 個 與 主 題密切相關 的 寓 意：每當 許

宣接受了 白 娘 子，就是他溺於「 色誘」的 標 誌。隨 之 而來的，便是他

為 此付出巨大 代價：遭受官司，發配流放，失去原來寧靜安定 的 小 市

民 生 活，身份也 隨 之墮落。作者對 故 事情節作如此安排，想必是 為 了

警示讀者：只有擺脫了 「 色誘」， 人們才有 平安寧靜的 生 活 。  

 

其次，對 應 的敍述 原 則 明顯地運用到故 事 事件的 設置中。讀者不

難發現，幾乎每一次許 宣接受了 白 娘 子，就會惹上 一 場麻煩的官司。

為甚麼「 色誘」的後果總是 與官司有 關？作者把兩者以 因 果 關係的 方

式 結 構 在 一起到底有何寓 意？  

 

從 兩者的 特 徵 看，官司是 事件外在 化 的 表 現，它具有公開 的或社

會警示的性質，因 為它既驚動 了官府，又驚動 了世人；色慾則 與 心理

活 動相關，且具有 個 人隱私性質，往往與背地裏進 行 的性行 為相關 。

因 此，官司與 色誘，一 為公開性質，一 為隱私性質，小 說把官府的懲

戒與 白 娘 子 的 色誘以 及 許 宣 的 為 蛇 所誘並置於故 事敍述 中，刻意 將 兩

者對 應，把一 個公諸於眾 的 事件做為 一 個隱私事件的 結 果，這樣的敍

述 結 構 與情節設置有助於達到如此 效 果：把一 個具隱私性質的 行 為昭

示於社會。它似乎暗示了 這樣的 寓 意：個 人 行 為 與社會道德標準是 有

關聯的，前者需受到後者制約。所 以，不 要 小 看「 色誘」這樣的 個 人

私事，它的道德性質可 以 是具社會性的，而 且，它所引起的後果 也 可

能 是社會性的。吃官司與 流放似乎是 以 一種耳目所見的 方 式 將 許 宣 在

                                                 
48

 同前注，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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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領域裏為 色 所誘的性心理與性行 為 加 以外在 化，從 而 強調為 色 所

誘所需付出 的 代價。以 一 個外在 行 為做為 一 個內在 行 為 的 代價，用社

會性的 事件（官司）來解決個 人 的性道德行 為，就像我們小 時候常聽

到家長警告的那樣：老天有眼，一 個 人如果 不忠不孝，會被天打雷轟。

在我們面 對 的 小 說裏，這 個老天，自然是 故 事 的敍述者及 其背後站着

的 作者，或者說 是 作者所秉持的道德立場 。  

 

接下來的問題 是，為甚麼許 宣惹上 的 兩次官司都涉及偷竊財物的

行 為（不 管 是他「偷」或是她「偷」）？故 事 作 這樣的 事件設置想必

深具意味。如果 從 較 為抽象的層面 上理解，則官司與 色誘兩 個 事件的

對 應敍述具有某種象徵性意義。官司，作 為公開 的社會行 為，旨在 對

人 間違法或不公正行 為 的裁判與處罰；色誘，從 傳 統 的道德標準來看，

是 一種違反道德的 行 為。把官司與 色誘兩 個 事件並置於小 說敍述 中 ，

實際上 強調了 兩件事 所具有 的相似性質，色誘或為 色 所誘與偷人財物，

一 為「偷色 」， 一 為「偷財」， 兩件事 都具「偷」的性質，性質的相似

構 成 兩 個 事件並置的基礎。在 此 並置中，又 以 因 果 關係為 特 徵，加 強

了 兩者在敍述過程中 的 對 應 關係。在 此 對 應 結 構 中，敍述 人 以「偷財」

比喻「偷色 」， 其 意義在於，它把許 宣 的 「戀色 」 看 作 是如「偷財」

那樣的 不道德行 為，從 而通過把「偷財」與「偷色 」兩 個 事件的 對 應

敍述，用前者的 不道德性來比喻和 強 化後者的 不道德性，從 而 為 故 事

對「 色誘」所 作 的 負 面性敍述提供了道德依據。反言 之，如果 本 故 事

的 主 題 是 「愛情」， 是 對 兩 個 主 角 關係的正面肯定 ，那麼，何以 要 用

「偷財」 這種眾 所公認的缺德行 為 與它扯到一起？  

 

自從官司的 出 現 ， 所 有 以往短 篇愛情故 事（特 別 是 唐 代 傳 奇 中 的

愛情故 事）中常有 的 和諧性都 被顛覆了。作品最後通過許 宣 以佛缽鎮

壓白 娘 子，宣告他與「 色誘」的最終決裂。整個 故 事情節置於如此 一

種富於因 果 意味的 結 構 中 ，「 色誘」 的 主 題恰好在 這樣的 對 應 式 敘 述

結 構 中得到充分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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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 為敍述 焦 點 的 許 宣  

 

這 篇由第三人 稱 視 點展開 的敍述 可 能給讀者帶來一種印象：在 許

宣 與 白 娘 子 之 間 的 關係上，許 宣往往處於被支配地位。可 是，如果注

意到故 事敍述 的 焦 點 所 在，則 不難看到，在很多 時候，敍述者的 視 點

是集中 在 許 宣身上，而 不 是 在 白 娘 子身上。這就導 致 一 個令人 關注的

問題：當 一般讀者究心於許 宣 這 個 角 色 在 故 事 中做了甚麼事情之 時 ，

批評者則須注意到他在 故 事裏起着怎樣的 作 用，作者透過許 宣 的 行 為

及 其 方 式，試圖向讀者傳達怎樣的 寓 意。以往批評家過多注意 白 娘 子

在 故 事 中 的 作 用 ， 因 而得出 所 謂 「追求愛情自由」 的 主 題推測。  

 

很顯然，故 事敍述 人 對於發生 在 許 宣身上 的 事情持有 負 面態度 ，

而 對 許 宣 的 行 為 也 多 有 負 面 的嘲諷之 意。在 作品開端，我們看到許 宣

日 間見了 白 娘 子，當 夜就因思量那婦人 而難以入睡。敍述 人 在 此 用 了

一聯詩句來描述他的狀態：「 心猿意馬馳千里，浪蝶狂蜂鬧五更 」。
49
 兩

句詩中，上句暗示了 許 宣 開始為 色 所誘，因 而 心神不 定；下句嘲諷了

心神不 定 的 許 宣 其 實 是 個輕狂的好色 之徒。詩句透露出敍述 人 從 一 開

始，就對 將 要發生 的 事件持有 負 面性質的嘲諷態度。此後，敍述 人 又

安排許 宣 兩次上 門索傘的 事件，以 此 強調許 宣 開始主 動接近娘 子。「索

傘」事件的 設置暗寓 了「 色 不迷人 人自迷」這樣一種含意，從 而 為 故

事 主 題 的 設 定奠定基礎。正是由於許 宣 為 色 所迷，才惹出後面 一系列

麻煩。許 宣 一次又 一次地吃官司，皆是 對他自迷於色 的懲罰。在接下

來的敍述裏，敍述 人 關注的 焦 點，依然是 許 宣如何面 對 娘 子 的「 色誘」，

以 及他為 色 所誘的 行 為 應 當得到怎樣的 回報。在 許 宣第一次受到娘 子

設陷，被判發配後，尚未汲取教訓： 當 娘 子找上 門來，喜得他「如遇

神仙，只恨相見之晚」。 在 此 ，敍述 人把他們「如魚似水」 的 關係描

述 為 「昏迷纏定 」， 這就暗示了 對 兩 人 關係的 負 面評價。
50
 許 宣第二

次受到娘 子陷害，再次惹上官司，被判發配後，仍不覺然醒悟，再次

                                                 
49

 同注 10，頁 423。  
50

 同前注，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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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娘 子 一番甜言蜜語 所誘惑，兩者重續前緣。對於這段重聚，敍述 人

將 許 宣描述 為：「 被 色迷了 心膽」，這就再次點 出他對 許 宣 為 色 所誘行

為 的貶責之 意。敍述 人 對 許 宣耽於「 色 」並 為「 色 」惹上官司等 事件，

常用具喜劇 意味的幽默口吻來敍述，每一次當 許 宣接受了 白 娘 子，敍

述 人彷彿在 一旁暗示道：瞧，他已 上 當，後面 當 有好戲 看！接下來，

就安排官司纏身， 作 為 對 許 宣接受白 娘 子 這 一 行 為 的 「 回報」。 在敍

述 人 看來，許 宣 一次又 一次受到愚弄，實 在 是他咎由自取。小 說 以 這

種方 式安排許 宣 的冒險經歷，似乎暗示出 這樣的 寓 意：人們無論到哪

裏，都 可 能 面臨「 色誘」的挑戰。關鍵在於，你是否抵擋得住這種誘

惑。許 宣每次都無力抵抗，也 因 此 一再捲入官司。這樣的情節與 其 說

是 白 娘 子 對 許 宣 的陷害，毋寧說 是 許 宣 的自我毀害。假如許 宣 能夠抗

拒女色 的誘惑，他的遭遇或許會是另一種情況，猶如《西遊記 》中 的

唐僧，他所 面 對 的九九八十一難考驗中，不乏「 色誘」的挑戰。唐僧

抗拒了 這種挑戰，因 而 能夠取到真經；許 宣擺脫不 了 白 蛇 的糾纏，因

而 被害得幾乎走投無路。  

 

小 說 的 結 局 強 化 了 作品的道德寓 意。許 宣 之 所 以 要請來法師鎮壓

白 蛇，因 為只有 在那時，他才真正意識到「 色誘」的威脅足以害他性

命。 許 宣「缽罩」白 娘 子 ，既隱喻他杜絕「 色 」誘，向傳 統道德力量

的復歸，同時 也揭示出 「 解鈴還須繫鈴人 」 的 寓 意 。「缽罩」 事件的

設置從反面 強調了 這樣一 個道理：既然「 色 不迷人 人自迷」，那麼，

若要跳出「 色誘」之陷，則需靠當 事 人自己的努力。在 作者的安排下 ，

許 宣 的努力不 但 是 成 功 的，而 且 也 是徹底的，他不 但協助禪師鎮壓了

白 蛇 ， 而 且通過「披剃為僧」的 方 式 ，顯示自己與「 色慾」的決絕。  

 

許 宣最終的 出家修行，徹底顛覆了「愛情主 題 」的假說，因 為它

嘲諷和否定 了 故 事 中 的 男女關係。如果我們以《紅樓夢》高鶚所續的

結 局來與 之比較，則 可 看到兩者在 主 題 上 的 重 要差異。寶玉與黛玉相

知相愛，恨不 能 生死與共；許 宣 對 娘 子卻心存戒備，惟恐避之 不 及 。

寶玉對黛玉的去世，傷悼不 已；許 宣 對 娘 子 的伏法，視同解脫。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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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對美好愛情的傷逝之感離開 了賈府，許 宣懷着與「 色誘」決絕的

信念出家修行。如果 說 寶、黛、釵三人 關係的敍事 主 題 是愛情，那麼，

許 宣 與 白 娘 子 關係的敍述基本談不 上 是愛情主 題。寶玉的 出家強 化 了

他們之 間那場愛情糾葛的悲劇性質，許 宣 的 出家則帶有擺脫色誘的喜

劇性質。  

 

誠然，文 中 也敍述 了 白 娘 子 主 動接近許 宣，勾引許 宣。但 是，基

於敍述 人 的 視 點 主 要 地集中於許 宣 而非娘 子 這 一 事 實，我們認為，作

品主 要 用 意，不 在於強調白 蛇 的罪過，而 在於揭示人 類「好色 」的弱

點 。 白 娘 子 是「 色 」的象徵 ， 而「 色 」本身具有誘惑人 的力量。敍述

人 關注的 焦 點，不 在於「 色 」是否誘人，而 在於人 是否為 其 所誘。小

說通過敍述 許 宣 一系列的好色 行 為 及 其 所 面 對 的後果，意 在警醒世人 ：

為 色 所誘的 人，終將 為 色 所害。這 一告誡，在 故 事 的 結尾處，通過法

海禪師的八句題詩得到強 化 ：  

  奉勸世人休愛色，愛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擾，身端怎有惡來欺。 

  但看許宣因愛色，帶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來救護，白蛇吞了不留些。
51
 

 

這樣的 題詩，不僅揭示了 小 說 的 主 題，也顯示出 在 許 宣 與 娘 子 的 關係

中，許 宣 的 行 為 方 式 是敍述 人最關注的 焦 點，而 許 宣 也 應 當 為他好色

之 為 所引起的後果承擔起主 要責任。毫無疑問，小 說同時 也 對 白 蛇 以

「 色 」害人 的 作 為 有 所譴責，也給予她嚴厲懲罰。然而，小 說道德警

示的 主 要 對象不 是 白 蛇 ， 而 是像許 宣那樣的世人 。  

 

  

                                                 
51

 同前注，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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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 娘 子 的 負 面 特 徵 及 其 寓 意  

 

白 娘 子 在 作品中 是愛情的天使，還是害人 的妖精？對於這 個問題

的討論至關 重 要，因 為它直接涉及 小 說 的 主 題。以往的 論者多把她看

作愛情天使，其 實 大 有 為 其假象迷惑之誤。人們之 所 以把白 娘 子 的道

德性質估價過高，是 因 為他們對 白 娘 子 的 行 為 有 先入為 主 的認同感，

因 此 在詮釋過程中，被 動 地受此認同感限 制，而缺乏持有 一 定距離的

批評性立場。本 部 分基於對 此認同立場 的質疑，試圖作 一次不同的詮

釋。  

 

白 蛇修煉成精，源自中 國 民 間信仰，與「 蛇崇拜」的 文 化觀念不

無關係。
52
 江南地勢低濕，多 有 蛇 類 出沒，為 民 生帶來禍害。這 一 因

素或許 能幫助解釋故 事 的 作者何以 要賦予白 娘 子 以 負 面 的 形象特 徵。53
 至於為何要讓修煉成精的 蛇怪幻化 成年輕美女，並讓她以 色誘惑男

人，這或許 因 為 傳 統社會裏男 人 從 事社會活 動，女人通常有「足不 出

戶」的閨門 之訓。 在公共場合中，男 人易遇，而女人難覓，所 以 白 蛇

幻化 為年輕女子 出 現，在 實際生 活裏顯得偶然，也 因 此易吸引男 人 。

這樣的 文 化 因素想必激發了 作者豐 富 的想像力，由此創造出 白 娘 子 這

樣一 個 耐 人尋味的 角 色 。  

 

然而，作者選擇蛇精幻化 成美女作 為 故 事裏的 一 個 主 要 角 色，更

主 要 的 原 因，還是由於「 色誘」主 題 的需要。白 娘 子 被敍述 人描述 成

外貌年輕美麗，內心危害他人，實 代 表 了敍述 人 及 其 作者對「 色 」或

「美色 」的道德傾向，它使我們想到《金瓶梅詞話 》中相似的態度 ：

「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 色 更鮮。 」
54
 

 

                                                 
52

 關於「蛇崇拜」的討論，可參閱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頁  81-83。  
53

 有關蛇類危害民生的記載，見〔宋〕李昉《太平廣記》，卷 458，收入《筆記小說大觀》 (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 1983)，第 3 冊。  
54

 《金瓶梅詞話》(東京：大安株式會社影印明萬曆本，1963)，頁 2〈四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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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在 故 事 的整個敍述過程中，敍述 人 一再提示讀者，不 要

為 白 娘 子美麗的假象所迷惑，她與 許 宣 的 關係也 並非愛情關係。首 先

我們注意到，小 說 並未提供足以 說 明她「愛」許 宣 的 材料，一如我們

在〈李娃傳〉、〈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等 作品中 看到的那樣。與 之相反，

如前所 述，白 娘 子 的每一次出 現，都帶有 負 面 意味；每一次她與 許 宣

團聚，都 為後者帶來禍害。如果 作者意 在突出她對愛情的追求，就應

該會有 白 娘 子正面 特 徵 的 更 多敍述。故 事敍述 許 宣遭發配落難後，白

娘 子 一次又 一次地找上 門來， 這似乎顯示了她的 「 多情」。然而 ， 作

者實 在 是 「醉翁之 意 不 在酒」， 因 為 在 「 多情」 的 表象背後，隱含的

是借色害人 的 寓 意。白 娘 子每次出 現，都顯示了「 色誘」的力量。作

者安置這樣的 角 色，旨在 用她來考驗像許 宣那樣的世人。許 宣 一次次

上 當 的 事件，證明 了 小 說 所基於的假設前提：「美色 」具有 人們難以

抗拒的誘惑力， 人們也容易為 表象所迷惑。  

 

隨着敍述逐漸推進，白 娘 子 的害人 本性也 日益顯示出來。當她露

出蟒蛇 本相時，敍述 人 的描述足以令讀者感到其猙獰恐怖的 特 徵：「那

條大 蛇，張開血盆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 生。 」
55
 白 娘 子 對 許 宣

的 多次設陷，讓許 宣感覺到的 不 是「愛」而 是害，以 致於許 宣跪在 地

上，求她饒命。娘 子 對 許 宣 的窮追不捨，使得許 宣 心 生絕望，以 致 要

投水自殺。為 了阻止許 宣擺脫她的糾纏，白 娘 子竟會以害死眾 生相威

脅，揚言 要「叫你滿城皆為血水，人 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

非命。」
56
 作品通過這樣的敍述向讀者表 明，表 面 多情的美婦人 其 實

是 一 個害人精，這 一 點，使我們自然聯想到《西遊記 》中 的 白骨精。

白 娘 子 對於許 宣 ， 也 不存在 所 謂 的 「感情三階段」， 此 說 不 能 解釋娘

子 形象在 故 事前後部 分何以發生如此巨大 的差異。從敍述 人 的 角 度 看 ，

白 娘 子 的 形象是 一貫性的，並無前後矛盾的 形象變化，有 的 則 是 表象

與 實質的差異。白 娘 子 開始表 現 為 多情的美婦人，只是 一種表象或一

種幻象，從 故 事 一 開始，敍述 人就對 這 個「 多情的美人 」打上 了引號，

                                                 
55

 同注 10，頁 443。  
56

 同前注，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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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通過後面 的情節，將 其非人 和害人 的內在 特 徵，一步步昭示在

許 宣 等 其他角 色 面前。把白 娘 子刻劃成外貌美麗誘人、內心兇狠害人

的 角 色，從 一 方 面顯示出道學者流 對「 色 」或「美色 」所持的道德態

度，然而 從美學角 度 看，它卻對 故 事 的敍述 有着積極意義：把角 色 的

表象特 徵 與 其 實質特 徵 用截然對立的 關係建構起來，表象與 實質間 構

成尖銳的差異 與 衝突，突顯了敍述 的 戲 劇性。  

 

有 關 白 娘 子 結 局 的處理，更 有助於說 明 本 故 事 的 主 題。娘 子 本係

蟒蛇 所變，幻成 人 形， 以「 色誘」危害世人 。然而 ，幻形最終遭到揭

穿，娘 子仍被打回 蛇 類，既不 可 成 人，亦未能升仙，這樣的 設置再次

突顯了 娘 子 這 一 角 色 的 負 面 特 徵。敍述 人 設置許 宣 與 之決絕以 及法海

將 之鎮壓的 結 局，可 說 是徹底否定 了 白 蛇 所 作 的 一切。他一 方 面通過

許 宣 與 娘 子 的決絕，解決了 個 人全身保命與 色誘之 間 的 衝突，另一 方

面 又通過法海的鎮壓，強 化 了 一種具社會意義的道德取向。很顯然，

在把這 個 故 事收入集子 時，馮夢龍沒有忘記 故 事 的 主 題 與該集子 的 書

名《警世通言 》 之 間 ， 在道德寓 意 方 面 的相互契合。 

    

作 為 本節的 結 論 ，〈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所蘊涵的 主 題 ， 實 在 有

別於傳 統 中 國 的 其他愛情小 說。許 宣 與 白 娘 子 之 間 代 表 的 兩種異質力

量的 較量，構 成 故 事 的敍述 結 構。許 宣 從「 為 色 所誘」到「 與 色決絕」

的敍述過程，有 效 地 實 現 了 故 事 主 題。法師的 出 場，既強 化 了 作品的

道德寓 意 ， 又 成 功 地完成 作品的敍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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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分析  

 

本 故 事 有 文 言 文〈珍 珠 衫〉，收入﹝明﹞宋懋澄編《九籥集》，「九

籥生 」乃宋懋澄別號。據《 松江府志》卷五十五：「 宋懋澄，字幼清 ，

華亭人 ，孝廉堯俞子 也 。年弱冠，能 文 章 ，善交遊，慕古烈士風；私

習兵法，散財結客，欲建不世功。年三十餘，始折節為儒，北遊京師，

為太學生。時光宗與福王同時 出閣講學，禮數無等差，懋澄上 書 大宗

伯羅萬化，謂：『皇長 子、皇次子 出閣，若等威不 定，必啓天下 之疑。』

書凡數百 言。宗伯心 是 之。然時 多忌者，遂歸。屏居歲餘，居母喪，

一如古禮。萬曆四十年，舉於鄉。三上春官，不第，卒。懋澄當萬曆

時 ，遇人必抵掌論世事 。嘗喟然嘆曰：『二十年後，天下 將 有兵， 而

我不 及見也！』後卒如其 言。詩文 奇矯俊拔，尤工尺牘及稗官家言 ，

有 《九籥集》、《 別集》 行世。 」譚正璧《三言 兩拍資料》認為 ：「 傳

中云：『尤工尺牘及稗官家言 。』可見作者本乃一 小説家也 。 」
57
 

 

本 故 事 又收入馮夢龍編《情史》卷十六〈珍 珠 衫〉條，據學者考

證， 當 出自《九籥集》。  

 

〈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經馮夢龍改編成 白 話 短 篇 小 說，收入《喻

世明 言 》卷一。故 事 敘 述襄陽府棗陽縣商 人蔣興哥與妻子王三巧新婚

三年後，往廣東經 商。臨行前，與妻相約年內返回，卻因病逾期未歸。

徽州新安縣商 人陳商到棗陽經 商，經 賣 珠薛婆引線搭橋，與王三巧發

生婚外情。陳商臨行前，王氏以 興哥留存珍 珠 衫相贈。興哥與陳商蘇

州偶遇，見珍 珠 衫 而發現姦情，遂回家休王氏。王氏再嫁廣東潮陽吳

傑知縣為妾，興哥成全，王氏感恩。陳商再到棗陽，已物是 人非，遂

病亡。其妻平氏到棗陽賣身葬夫，為 興哥所娶。興哥到廣東合浦縣販

珠，與 人爭執中鬧出 人命。吳傑知縣判案，遇王氏極力相救，遂釋之 ，

並 將王氏歸還興哥。 平氏為妻，王氏為妾。  

                                                 
57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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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 衡 式 的 敘 述 結 構  

 

如果 將 這 篇 小 說 與 文 言 文〈珍 珠 衫〉比較，則 可見其 增 加 了 一 些

重 要情節和 事件，例如新婚外出 經 商（瞞妻準備行裝，逾期 不歸），

算命先 生預言未兌現 ，薛婆批評蔣興哥「 重利輕離別 」， 並 言 其 四女

兒嫁作 商 人妾之美好，七夕會，以 及王三巧被休回 娘家後企圖自盡等

等 。  

 

這 些情節和 事件的 增 加，表 現 為 小 說 敘 述 結 構 的 平 衡 特 徵。美國

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認為 ， 故 事由兩 部 分 結 構 而 成 ：誘姦與夫

妻間彼此感恩的互惠行 為。兩 個 部 分 在敍述過程中，皆有信物為 記 ，

此信物並 有象徵性質。珍 珠 衫象徵誘姦，十六箱籠細軟象徵蔣興哥與

王三巧的感情。丈夫在突發的 寬 大情懷下給予妻子，作 為 回報，妻子

在救丈夫性命後，又連人帶箱籠歸還丈夫。
58
 珍 珠 衫 導 致夫妻分離，

箱籠導 致 兩 人 「 破鏡重圓」， 作者有 意 以勻稱 的 結 構 方 式展開 與完成

故 事 的敍述 。  

 

韓南還指 出，這種平 衡 特 徵還表 現 在：故 事 並非描述蔣興哥十全

十美，或王三巧一無是處，作者試圖打破 這種絕對 化 的、不 平 衡 的敍

述模式。他一 方 面告訴讀者，蔣興哥冒着婚姻破裂的危險去追逐「蠅

頭微利」（如瞞着妻收拾行李，既成 事 實；逾期 不歸等），另一 方 面 在

敍述 中，儘量減輕妻子 的罪過。算命先 生 的插曲，顯然是 為 了 將妻子

的 期待提昇至相當痛苦的程度。賣 珠婆在三巧兒面前對蔣興哥的批評，

並 用 其 四女婿的例子攻擊興哥「 重利輕離別 」，暗示其 在外「包二奶」

的嫌疑，使三巧兒的 境遇受到讀者同情。而壓軸的安排是把誘姦之 夜

定 在七夕（牛郎織女一年一 度 的會晤之 期，情人佳節，同時 也 是三巧

兒的 生 日）， 以 及後來三巧兒被休回 娘家後的企圖自盡， 以顯示她對

                                                 
58

 韓南 (Pa tr ick Hanan)撰，吳璧婉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撰述考〉，臺北《中外文學》 5 卷 1 期，頁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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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仍有愛戀、以 及 對自己行 為 的自責，所 有 這 些 事件的 設置，都 一

再地減輕了她的 行 為 的罪過。小 說 這樣的敍述，其 中 一 個 用 意 是 要 平

衡 這 對 男女主 角 間微妙的道德水平 。
59
 

 

平 衡 特 徵還表 現 在 作者對夫妻感情的 一種主觀態度：即使一 方 有

婚外情，原夫妻無法繼續共同生 活，也 應好說好散，寬宏待人，而 不

必反目為仇，或加害對 方 ，如〈霍小玉〉中 的女主 角 ，「愛有 多深，

則恨有 多深。 」  

 

2.  小 說 的 寓 意  

 

這 篇 小 說 在 寓 意 方 面，因 為 表 現 出 對婚外情的同情與 寬容，而受

到論者的 關注。韓南在 《 中 國 白 話 小 說史》 中 指 出 ：「最使人吃驚的

是 小 說 的社會意義。一 個 商 人 的妻子 被誘姦，又愛上 這 個誘姦者，但

她對丈夫的愛卻依然存在，而 且很強烈，足以使他們重新結合。此前

小 說沒有 一 篇 是寫得這樣大膽的 。 」 一如他注意到的 ，「通姦在早期

小 說 中 是必然要受到譴責的，通姦的婦女都 被寫成妖精一樣。」
60
 《水

滸傳 》裏的潘金蓮與西門慶私通、楊雄妻潘巧雲與 和尚裴如海私通，

兩 人 在 小 說 中均受到嚴厲懲罰。〈蔣興哥〉卻不 是 這樣。 所 以 ，韓南

引述夏志清 的評論，認為「它是 作者站在 個 人 的立場 上 對抗社會的例

子 」， 並 指 出 這 篇 小 說涉及 一 個社會問題 ： 一 個 人按照社會的道德規

範去生 活 是艱難的。當 一 個 人 不 能按照社會道德規範的 要求去生 活 時 ，

過去小 說 的 作者總是站在社會一邊去譴責個 人，把他歸入必須排除並

讓人 從 中吸取教訓的那一 類 人。站在 個 人 一邊的 作品可 能抨擊特 定 的

社會規範，也 可 能 並 不抨擊，根本 點 在於作者對那個 與社會規範相牴

觸的 人 是否抱着同情的態度。馮夢龍抱着同情態度 的，但他的同情和

關 心 也只限於性愛這 一範疇以內。他顯然是想把「情」與儒家道德調

                                                 
59

 同前注。  
60

 韓南 (Pa tr ick Hanan)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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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起來，他對於王氏的同情就是由於對 「情」 的同情。
61
 

 

夏志清 在〈中 國 古 代 短 篇 小 說 中 的社會和 個 人〉一 文 中，對 這 篇

小 說推崇備至，認為「它是 明 代最偉大 的 作品」
62
，並 指 出：它的「誘

姦」情節雖與《水滸傳 》、《金瓶梅》相似，然而 ， 在 這 兩 部 長 篇 小 說

中 ，「 男 子 是 一 個 眾 所周知的 流氓和惡霸，女子 是 個蕩婦， 其夫是 個

相貌醜陋、膽小無能 的侏儒，總之， 都 是慾望、狡詐、癡愚受到誇張

的 人物；而〈珍 珠 衫〉中 的三角戀情，則寫的 是 商 人階層中三個普通

而 體 面 的青年人 ，他們會愛並忠實於愛。 」
63
 

 

夏志清還指 出，小 說 中王三巧「 作 為 一 個 可愛而 又 與 人私通的女

人，她在 中 國 小 說 中幾乎自屬一種類型。」她被描述 成 一 個天性善良

而 又貪戀色慾的 人（很多 的 其他小 說 中，這 兩種道德特 徵 並 不兼容，

非此即彼）， 更 重 要 的 是 ，它是 一 個極富情感的女人 。 在 小 說 的 敘 述

中，她全心全意 地接受自己的情人正是 因 為她對丈夫的愛和思戀。愛

既是情感的，又 是肉體 的，具有雙重 意義。她與蔣興哥的 破鏡重圓，

若按兩 人 當初情深意篤的邏輯發展結 果來看，並 不 是 隨 意安排的 大團

圓式 結 局（如興哥不 動聲色 地休她，保全了她的名聲，再嫁時贈以十

六箱籠等 ，均為 小 說最後的 破鏡重圓提供了合情合理的依據）。 對肉

體 和精神的忠實 並 不總是 與丈夫的愛水火不相容，通姦也未必就意味

着夫妻間 的 不忠。在 中 國 小 說 中，表 現 出 這樣豁達的理解力的 作品實

不 多見。
64
 

 

這 篇 小 說引出很多 有趣的問題 ， 可供讀者思考。例如：：：：     

(1)為何安排蔣興哥休王氏，娶陳商妻？  

(2)為何要 設置興哥與王氏「 破鏡重圓」？「 重圓」的理據何

                                                 
61

 同前注。  
62

 夏志清著，胡益民、石曉林、單坤琴譯《中國古典小說導論》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1988)，頁 355。  
63

 同前注。  
64

 同前注，頁 35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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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果無理據， 則 是糟糕的安排；若是 有理據， 此安排則

有 意義。那麼， 意義何在？  

(3)為何結 局 要安排平氏為正，王氏為偏？這 些 設置有何寓

意？  

 

3.  珍 珠 衫 的 敘 述 功 能  

 

珍 珠 衫 是甚麼？陳永正在〈珍 珠 衫 是甚麼東西〉一 文 中，認為 珍

珠 衫近似於《漢書．霍光傳 》所 載「太后被 珠襦盛服坐武帳中 」的「 珠

襦」，並引《雲笈七籤》「 珠羅之服， 因針而 成 」為證，認為 有 人把珍

珠串成 衣服來穿，可備一 說。
65
 又 稱 古 代 戲服之 間隔衫或為 珍 珠 衫 。  

 

珍 珠 衫係蔣家祖遺，由蔣世澤傳 與兒子蔣興哥。興哥出 門，珍 珠

衫轉由三巧兒看 管。此 衫後經三巧兒手轉贈情夫陳商，卻被 其妻平氏

所藏。陳商死， 平氏改嫁興哥， 珍 珠 衫 又 隨着平氏重返蔣家。  

 

有 人 作過統計：「 珍 珠 衫 」 一詞在 作品中共出 現十四次， 所 指 有

二：一 指蔣興哥的家傳 之 寶，二指〈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這 篇 小 說 本

身：「 看官， 則今日我說『珍 珠 衫』這套詞話 ， 可見果報不爽，好教

少年子弟做個榜樣。 」「 平氏聽罷，毛骨悚然。 從 此恩情愈罵。 這才

是『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的正話 。」其 中 ，第一 類佔十二個 ，見於正

話 中後段，敘 事手法為直述 和 對 白。第二類只有 兩 個，剛好在前述十

二個 之 先 及 之後出 現 。  

 

另有網上 文 章〈珍 珠 衫發微〉言「 珠 衫 四 用 」： (1) 實際用途（消

暑）； (2) 串連結 構； (3) 情節功 能（愛情證據，道德標尺）； (4) 隱

喻（團圓， 以 珠喻淚）
66
 

                                                 
65

 陳永正《三言二拍的世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 45。按此書原由中華書局 (香港 )有限公司出版，後有此台灣版。  
66

 h t tp : / /www. j iulang.o rg/kkk/cr i t ique_0003.htm， 24/4/2012 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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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 所 論 ， 珍 珠 衫 的 敘 述 功 能 主 要 有 四 點 ：  

(1)  實 用 功 能 ： 可消暑。  

(2)  結 構 功 能 ： 珍 珠 衫貫穿蔣興哥夫妻愛情與婚姻悲歡離合全過

程：蔣興哥與王三巧新婚，王三巧與陳商婚外情，蔣興哥與陳商

相遇，陳商夫妻為 珍 珠 衫吵架，蔣興哥王三巧婚變，王三巧又 回

到蔣家。整個 故 事幾大 事件均由珍 珠 衫貫串連接而 成 。  

(3)  隱喻愛情：蔣興哥新婚後離家外出做生 意 ，留珍 珠 衫 與王三

巧消暑，足見夫婦情深。王三巧將 珍 珠 衫轉送陳商，表示她已移

情別戀。珍 珠 衫最終回到蔣興哥手中，標 誌蔣興哥於王三巧之愛

情與婚姻失而復得，破鏡重圓。總之，珍 珠 衫 的失去與 回歸隱喻

了夫妻的 分離與團圓。  

(4)  道德寓 意：珍 珠 衫 本屬蔣興哥家傳，後隨王三巧的「婚外情」

而留失。由於陳商 與三巧兒的「婚外情」為正統道德觀念所 不容，

陳商 為 此丟了命，其妻子 平氏與 珍 珠 衫 一道回歸蔣興哥，此種巧

合當然出自敘 述 人 及 其 作者的 有 意安排。通過此種安排，顯示了

道德報應 ，就如篇 首 所 說 「 果報不爽」。  

 

4.  「 珍 珠 衫 」 故 事 之 流 傳  

 

關於「 珍 珠 衫 」故 事 的 流 傳，可見以 下 文 獻 的 記 載：﹝明﹞祁彪

佳《遠山堂明 曲品．能品》 稱 ：「〈珍 珠 衫〉，柳□□。 此易蔣興哥為

王士英。訛姦一節，皆六婆爲之，而巧兒卒以貞終。然末段收煞，殊

少精神。 」
67
 傅惜華《 明 代 傳 奇全目》：「 此 劇今無傳 本 。 」

68
 祁彪佳

《遠山堂明 曲品．具品》 載 ：「〈遠帆樓〉，□□□閒閒子 。 此即〈珍

珠 衫 傳〉，惟會合稍異 。 其 中俊句不乏，惜安頓無法，蓋繇作者尚未

                                                 
67

 祁彪佳著，黃裳校錄《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頁 69。  
68

 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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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見音律，漫然握管耳。 」
69
傅惜華《 明 代 傳 奇全目》言 ：「 此 劇 ，今

無流 傳 之 本 。 」
70
 

 

祁彪佳《遠山堂明 劇品．雅品》稱：「〈會香衫〉，北二劇共八折，

葉憲祖。此即〈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 傳〉也。上 劇止奸尼賺衫 一節事耳，

未盡者以次劇繼之。元 人 原 有 此 體，如《西廂》之 分爲五劇 是 也。桐

栢邇來之詞，信手拈出 ，俱證無礙維摩矣。 」
71
 

 

吳梅《顧曲麈談》第四 章「談曲 」：「袁籜庵以《西樓記 》負 盛名，

今歌場 盛 傳 其詞。然魄力薄弱，殊不足法。惟〈俠試〉一折，北詞尚

能穩健，餘則無一俊語。即世所 傳〈楚江情〉『朝來翠袖涼』一支，亦

襲古 曲 之〈五更閨怨〉，乃能傾動 一 時 ，殊出 意料之外。籜庵《西樓》

以外， 有 《金鎖記 》、《玉符記 》、《 珍 珠 衫 》、《肅霜裘》 四種。余僅有

《金鎖》、《 珍 珠 衫 》二種，文字亦無出 色。《 珍 珠 衫 》且淫褻不堪，如

〈歆動〉一折，全摹李玄玉《勸妝》 之調， 而鄙俚淫蕩，最足敗壞風

化 。 文 人綺語 ，易墜泥犂，奈何不稍自檢點耶？」
72
 

  

                                                 
69

 同注 67，頁 123-124。  
70

 同注 68，頁 415-416。  
71

 同注 67，頁 175。  
72

 吳梅《顧曲麈談》 (台北：廣文書局， 1962)，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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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乙部乙部乙部   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  

 

題 一 ：  

在〈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一 篇 中，杜十娘 的 人物形象十分突出。試回

答以 下問題 ， 以 分析杜十娘 的 人物形象及 其 意義。  

 

1.  請填寫下 表 ， 分析杜十娘 的 人物形象。  

      

杜十娘的形象 

手法 情節 性格 

肖像描寫 渾身雅豔，遍體嬌香，兩

彎眉畫遠山青，一 對眼明

秋水潤。臉如蓮萼，分 明

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

減白家樊素。  

姿容美麗 

行動描寫 杜十娘與李甲真情相

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

愈熱，為了李甲，她甘願

受鴇母的咒駡，甚至直接

跟鴇母衝突起來。 

熱情、善良  

行動描寫 用計贖身 機智、聰明 、 頗 有 心計  

行動描寫 「抱持寶匣，向江心 一

跳」，寧死不屈，怒沉百

寶 箱 ，投江自盡。  

剛強、堅定 

 

2.  杜十娘追求的 是怎樣的愛情？為甚麼她不 能達成願望？  

 

教師參考：  

杜十娘追求真正的愛情，渴望與 一 個真心相愛的 人共度餘生 。  

她的願望落空， 是 因 為李甲為 了 不想得失父親，竟接受孫富 的金

錢把她賣掉。十娘傷心欲絶，最終投江自盡。  

 

3.  試分析造成杜十娘悲劇命運的 原 因 。  

 

教師參考：  

1 李甲忘情負義：  

李甲負情薄倖， 不念杜十娘恩情， 為怕家人 不諒，竟然為 一千兩

忍心拋棄杜十娘 ， 可見他對十娘愛不深，性格又懦弱自私，令十

娘走向絶路。  

 

2 禮教門第觀念：  

杜十娘雖是京城教坊名妓， 但 出身於煙花之 地 ，身份卑微，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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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於官宦世家。紈絝子弟李甲知道父親、親人 一 定容不 下十娘 ，

他又無勇氣反抗，最終背棄了她。十娘 成 為 了禮教門第觀念下 的

犧牲者。  

 

4.  這 篇 小 說如何反映古 代婦女的命運？  

 

教師參考：  

古 代女子命運的吉凶，往往決定於男 子 對她的取與捨，取之 則吉，

捨之 則凶。 一 方 面 ，無論十娘 多麼聰明 ，怎樣地 為改變命運而努

力，她也 不 能離開 男 人 而自主自己的命運；另一 方 面 ，李甲儘 管

十分懦弱，卻竟然可 以 在 不 與十娘 商量的情況下 ， 有 權力將十娘

賣 與鹽商孫富 。  

（以 上 可參考前文 「 男 權 中 心 的敍述 視 角 」 一節。）  

 

5.  本 篇 以杜十娘棄寶自沉作 結 ，試為杜十娘撰寫一 個新的 結 局 。  

 

教師參考：  

建議評分量表 

評分準則 整體表現等級 分數 

內容：  

� 可發揮想像力，為 故 事創造不同的 結

局 ，如：  

� 杜十娘接受李甲懺悔，繼續與他

一起生 活  

� 杜十娘接受跟隨孫富  

� 杜十娘痛斥李甲、孫富，自携八

寶 箱 ，獨自離去  

� 當 時柳遇春在 場，深受感動，願

迎娶杜十娘  

� 其他言 之 成理的 結 局  

� 應 較着重 人物內心感受的描寫  

技巧：  

� 故 事發展合理、脈絡明晰  

� 表達清楚流暢， 用 語簡潔準確  

上 9 

8 

7 

中 6 

5 

4 

下 3 

2 

1 

 

 

 

題二：  

在〈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一 篇 中，「 百 寶 箱 」有着重 要 的 作 用 和 意義。

試回答以 下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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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 中共有 多 少次提及 「 百 寶 箱 」？  

 

教師參考： 文 中提及 「 百 寶 箱 」共四次。  

 

2.  「 百 寶 箱 」 的 出 現 ， 對情節的發展，如何產生推進 的 作 用？  

 

教師參考：  

第一次：李甲到處借貸，但仍無法籌到三百 兩 白銀為杜十娘贖身。

杜十娘取出 一 百五十兩銀及二十兩 「 行資」 的私房錢，假稱 是 從

姊妹處借來。 這 些銀兩相信是 從 百 寶 箱取出 。 因 為 這 一半贖金，

才感動 了柳遇春，答允借出 一 百五十兩 ，李甲最終可 以 為杜十娘

贖身。「 百 寶 箱 」第一次「 出 現 」， 是 故 事 的 開端，啟引以 下情節

發展。  

第二次：當杜十娘 與李甲準備起程，正與柳遇春和 眾姊妹話 別 時 ，

謝月朗「命從 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

在裏面 。十娘 也 不 開 看 ， 也 不推辭， 但殷勤作謝而 已 。 」 不過，

文 中沒有 明 言 的描金文具就是「 百 寶 箱 」。 這 是 故 事情節發展的第

二階段。  

第三次： 當李甲用完那二十兩 「 行資」 時 ，「正當愁悶」，杜十娘

又取匙開 箱 ，拿出 白銀五十兩 。 這 一次是 在李甲面前打開 這 「 百

寶 箱 」， 但李甲因 為自覺慚愧， 並未有細看 箱內物件， 致使未有揭

開 「 百 寶 箱 」 中 的真貌，讓故 事情節可 以 進 一步發展， 成 為情節

第三階段。  

第四次： 當李甲受孫富挑撥， 將杜十娘轉賣 時 ，十娘悲憤莫名，

取匙開鎖， 將 箱 中 寶物一 一投入江中 ，最後自己也抱持寶匣，跳

向江心 ， 結束自己的 生命。 這 一次「 百 寶 箱 」 的全貌才在李甲、

孫富 和 眾 人 面前展現 ，它內藏的 珍 寶 ，何止千兩 ，使李甲既羞且

愧，後悔莫及 ， 但 一切已無可挽救。 這 是情節的高潮所 在 ， 故 事

也 隨即收結 。  

在整個 故 事 的情節發展中，「 百 寶 箱 」這線索若即若離，忽隱忽現 ，

「 百 寶 箱 」 在 不同的情況出 現 ， 而 百 寶 箱秘密的逐漸揭開 ， 對情

節發展都起着暗示和推動 作 用 ，前三次出 現 ，讀者全不知箱 中 有

何物， 對它不太在 意 ，直到第四次出 現 ，讀者才恍然大悟， 而 這

正是 作者構思巧妙之處。  

 

3.  「 百 寶 箱 」 有甚麼象徵 的 意義？  

 

教師參考：  

「 百 寶 箱 」象徵杜十娘 的 從良行 為 和 珍貴的道德決心 。滿箱 的 珠

寶 以物質的具體 形態體 現 了 眾 所 珍 視 的價值， 從良的 行 為 以道德

的抽象形態突顯了同為 珍貴的價值。 百 寶 箱 與十娘 之 間 有 一層隱

喻關係。  

（以 上 可參考前文 「 百 寶 箱 在敍述 中 的 作 用 」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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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三：  

〈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的 故 事，由許 宣遇見白 娘 子 而 開展，而整篇 小

說敍述者的 視 點 主 要 也 是集中 在 許 宣 這 個 人物身上。試回答以 下問題 ，

以 了 解 許 宣 這 個 人物在 小 說 中 的 作 用 ：  

 

1.  文 中 許 宣共遇見白 娘 子 多 少次？  

 

教師參考： 許 宣共遇見白 娘 子 四次。  

 

2.  扼要寫出 許 宣每次遇見白 娘 子 的遭遇和 下 場 。  

 

教師參考：  

許 宣第一次遇見白 娘 子 ：  

許 宣 在船上偶遇白 娘 子 ， 因 為借傘一 事 而認識。他對 白 娘 子 的美

色 意亂情迷，「 當 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後來白 娘 子

主 動 商借五十兩銀子 ，着許 宣向她提親。 及後發現銀子 是失竊的

官銀， 許 宣遂被發配。  

 

許 宣第二次遇見白 娘 子 ：  

白 娘 子 主 動到蘇州找許 宣，許 宣見到白 娘 子 時，斥罵她是「鬼怪」，

但 不久又 被 白 娘 子 的美色 所迷：「 白 娘 子放出迷人聲態，顛鸞倒鳳，

百媚千嬌，喜得許 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兩 人 結 成夫婦。

及後許 宣欲參加佛會， 白 娘 子 為他張羅華衣美服， 不料這 些 也 是

失竊的贓物， 又令許 宣吃官司。  

 

許 宣第三次遇見白 娘 子 ：  

許 宣投靠鎮江做生 藥買賣 的叔叔李克用 ， 白 娘 子 又來尋夫， 許 宣

被 白 娘 子 的甜言 所惑，「 回嗔作喜」、「 被 色迷了 心膽」， 兩 人很快

和好如初。 白 娘 子拿出銀子讓許 宣貸房子 ，做起藥 店 的 生 意來。

後來有 一次到寺 廟燒香，法海禪師告訴他白 娘 子 原 是妖精，他回

家不見白 娘 子 和青青， 方才相信。  

 

許 宣第四次遇見白 娘 子 ：  

許 宣遇赦還鄉， 白 娘 子 和青青已 在家中 等待。 許 宣 意識到性命受

威脅， 要求法海禪師協助，最後不理白 娘 子 的哀求，利用法海的

缽盂收伏了 白 娘 子 ，自己亦看 破紅塵，剃度 為僧。  

 

3.  許 宣 四次遇見白 娘 子 ， 對她的態度如何轉變？許 宣 這種轉變與 小

說 的 主 題 有何關連？  

 

教師參考：  

許 宣第一次見到白 娘 子，即被她的美貌吸引；兩次上 門索傘事件，

突出 許 宣貪圖白 娘 子美色 ， 主 動接近。 在 白 娘 子第一次設陷後，

許 宣尚未汲取教訓， 當 白 娘 子 主 動登門 ，喜得他「如遇神仙，只

恨相見之晚」；許 宣第二次遭白 娘 子陷害而惹上官非，仍未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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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 白 娘 子 的甜言蜜語誘惑，再續前緣。作者將 許 宣描述 為「 被

色迷了 心膽」，可見他幾次受牢獄之災，仍耽於「 色 」之 中，未有

醒覺。到最後一次兩 人 在姊姊家相遇， 許 宣終於意識到「 色誘」

的威脅足以危害他的性命，遂應法海禪師的 指示「缽罩」白 娘 子 ，

拒絕受誘惑。 小 說通過敍述 許 宣 一系列的好色 行 為 及 其 所 面 對 的

後果 ， 意 在警醒世人 ： 為 色 所誘的 人 ，終將 為 色 所害，帶出 小 說

的 主 題 。  

   （以 上 可參考前文 「 作 為 敘 述 焦 點 的 許 宣 」 一節。）  

 

 

題 四 ：  

《三言 》主 要 是 以「第三人 稱 的全知視 點 」敘 事。試回答以 下問題 ：  

 

1.  「第三人 稱 的全知視 點 」 有何好處？試以〈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

為例作 說 明 。  

 

教師參考：  

這 個 視 點 的好處是 作者可 以無所 不知。  

如〈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一 篇 中 ， 作者是 以全知的 角 度交代 許 宣

的背景：「 話 說 宋高宗南渡，紹 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

內， 有 一 個宦家，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 又 與邵

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 有 一 個兄弟許 宣 ，排行 小乙。他爹曾 開 生

藥 店 ，自幼父母雙亡，卻在 表叔李將仕家生 藥鋪做主 管 ，年方二

十二歲。 」  

此外， 許 宣 和 白 娘 子 的 心 中 所想，讀者也 是無所 不知的 。 許 宣初

見白 娘 子 時：「見了 此 等如花似五的美婦人，旁邊又 是 個俊俏美女

樣的丫鬟， 也 不免動念。 」 許 宣叔叔李克用 本欲偷窺白 娘 子 ，豈

料看到白 娘 子竟是 一條白 蛇 ， 白 娘 子恐怕李克用 對 許 宣 說 出自己

的 本相時，心裏盤算欺騙許 宣，讀者也 可 以 從 作者的筆下知道：「 白

娘 子 回到家中思想，恐怕明 日李員外在鋪中 對 許 宣 說 出 本相來，

便生 一條計……」  

（以 上 可參考前文 「 古 代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的敍事 特 色 」 一節。）  

 

2.  試以 白 娘 子或許 宣 為 敘 事者，重寫〈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的 結 局 。  

 
教師參考：  

建議評分量表 

評分準則 整體表現等級 分數 

內容：  

� 從 白 娘 子 /  許 宣 的 視 角，應 較着重 人

物內心感受的描寫  

� 「 重寫」 的 原 則 是 不 可違背故 事 結

局 的骨幹，惟枝節可 以 增減  

技巧：  

� 故 事發展合理、剪裁得當 、脈絡明

上  9 

8 

7 

中  6 

5 

4 

下  3 

2 



48 

 

晰  

� 表達清楚流暢， 用 語簡潔準確  

1 

 

 

題五：  

話 本 的 體 制 ， 一般分 為入話、頭迴、正話 、 篇尾四 部 分 。以 下 是〈杜

十娘怒沉百 寶 箱〉及〈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的入話詩和 篇尾詩。試回

答以 下問題 ：  

     

    〈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  

 

入話 ：「掃蕩殘胡立帝畿，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 衣冠萬國仰垂衣 。  

太平 人 樂華胥世，永永金甌共日輝。 」  

 

結尾：「 不會風流莫妄談，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喚作風流 也 不慚。 」  

 

    〈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  

 

入話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  

 

結尾：「祖師度我出紅塵，鐵樹開花始見春。  

化 化輪回 重 化 化 ， 生 生轉變再生 生 。  

欲知有 色還無色 ，須識無形卻有 形 。  

色即是空空即色 ，空空色 色 要 分 明 。 」  

 

    〈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  

 

入話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  

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 。  

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  

脫離煩惱是 和非， 隨 分安閒得意 。 」  

 

篇尾：「恩愛夫妻雖到頭，妻還作妾亦堪羞。  

    殃祥果報無虛謬，咫尺青天莫遠求。 」  

 

1.  試說 明〈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及〈蔣興哥

重會珍 珠 衫〉入話詩 /詞的 作 用 。  

 

教師參考：  

入話 的詩詞一 類 的韻文 ， 有 的 是 點 明 主 題 ， 概括全篇 大 意；有 的

造成 意 境 ，烘托特 定 的情緒；有 的抒發感歎， 從正面或反面陪襯

故 事內容；也 有 的 與 故 事內容關係並 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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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怒沉白 寶 箱〉入話詩主 要借詩交代 故 事 的歷史背景。  

〈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入話詩主 要 是借詩中 所寫西湖美景，引入

故 事 ， 與該詩的 本 意無關 ， 與 故 事內容關係也 不密切。  

〈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入話詞（西江月）勸人安分守己， 不 要 為

酒、 色 、財、氣四字，虧了 行止，正好是 點 明 本 篇 的 題旨。  

（以 上 可參考前文 「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的 體 制 」 一節。）  

 

2.  試說 明〈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及〈蔣興哥

重會珍 珠 衫〉篇尾詩的 作 用 。  

 

教師參考：  

小 說 的 篇尾常常採用詩詞一 類 的韻文 形 式 ，由說 話 人（或作者）

出 場總結全篇 ，或闡明 故 事 主 題 ，給予聽眾道德勸誡。  

〈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篇尾詩主 要 是感歎世間情愛，難以讓人參

透。  

〈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則 以 許 宣 的詩作 結 ， 作 用 是警誡世人 ，勿

被美色 所迷。  

〈蔣興哥重會珍 珠 衫〉篇尾詩提醒世人 ，善惡因 果 ，報應 不爽，

回 應全篇 主旨。  

（以 上 可參考前文 「 白 話 短 篇 小 說 的 體 制 」 一節。）  

 

 

題六：  

戲 劇法 (Hot Seating)：由台下同學訪問劇 中 人物，藉此 了 解各個 角 色

的思想和感情。  

 

教師參考：  

〈杜十娘怒沉百 寶 箱〉：可 以 因 應教學時 間 衡量選多 少 角 色、多 少

片段。例如可 以杜十娘 將 百 寶 箱投於水中 一段為基礎，請一 個學

生扮演杜十娘 一 角 ， 一 個學生扮演李甲，再選三至四 個學生 作台

下提問者。 這 活 動 可使學生 更 明 白 兩 個 主 角 當 時 的內心感受。  

 

〈白 娘 子永鎮雷峰塔〉：可 以 因 應教學時 間 衡量選取多 少 角 色、多

少片段。例如可 以 許 宣 被 白 娘 子 所害，牽涉到周將仕庫內金銀珠

寶失竊案，發配流放一段為基礎，請一 個學生扮演 白 娘 子 ， 一 個

學生扮演 許 宣 ，再選三至四 個學生 作台下提問者。 這 活 動 可使學

生 更 明 白 兩 個 主 角 當 時 的內心感受。  

 

 

題七：  

電影 /動漫觀賞  

 

1.  觀賞電影《杜十娘 》中，杜十娘 將 珍 寶投於水中 一段（約 15 分鐘）。

讓學生 說 出比較喜歡哪一種媒體 ，電影內容是否忠於原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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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錄像電影《杜十娘 》（ 1981 年，普通話）  

製片：李克懋  

導 演 ：周予  

編劇 ：周予、趙夢輝  

電影公司： 長春電影製片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OBCq2morZE 

 

2.  觀賞動漫《 白 蛇 傳 》（片長約 44:49）。讓學生比較 動漫與〈白 娘 子

永鎮雷峰塔〉在 主 題思想白 蛇 形象等 方 面 之 異同。  

 

《蔡志忠中 國 經典動漫系列—— 白 蛇 傳 》（普通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OoQIRbDJa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