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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

《金瓶梅傳》的 

問世與抄寫傳播

偉大的世情小說《金瓶梅》產生在晚明。晚明是末世，

但末世不是一切皆衰退，晚明末世有逆反性的文化生機。《金

瓶梅》描寫的世情、塑造的人物，讓我們今天的讀者可以清

晰地看到晚明社會初步轉型期的社會震蕩與時代的矛盾危

機。西門慶、潘金蓮形象有巨大的歷史深度和前所未有的開

拓意義。明清評論家說它是一部奇書、哀書。《金瓶梅》的問

世，震撼了晚明文壇，官吏文人爭相傳抄，《金瓶梅》最初以

抄本流傳。

一、	《金瓶梅傳》問世信息

《金瓶梅詞話．欣欣子序》一開篇說：“竊謂蘭陵笑笑生

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金瓶梅詞話．

廿公跋》也稱《金瓶梅傳》。《金瓶梅傳》應該是作者書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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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

萬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與董思白〉：“《金瓶

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

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此信傳

遞了《金瓶梅傳》抄本問世的第一個信息。到萬曆四十五年

（1617），《金瓶梅詞話》刊刻，約經過了二十年。原抄本曰

《金瓶梅傳》或《金瓶梅》，而《金瓶梅詞話》中的“詞話”

二字，則是書商刊印時加上去的。

〈《幽怪詩譚》小引〉中有“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

一語，這是一句極有分量的歷史證言，傳遞了一條重要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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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信息。湯顯祖是欣賞、肯定《金瓶梅》最初的讀者之一，

但他的詩文尺牘中從未提及《金瓶梅》。劉守有是湯顯祖的

表兄弟，劉守有之子劉承禧是《金瓶梅》抄本收藏者。湯顯

祖從劉承禧處讀到了《金瓶梅》抄本。湯顯祖創作《南柯

記》受《金瓶梅》影響，“夢了為覺，情了為佛”（《南柯記》

自題詞），有慨於溺情之人，而託喻乎落魄沉醉之淳於生，

以寄其感喟。湯顯祖創作的《南柯記》完成於萬曆二十八年

（1600）。〈《幽怪詩譚》小引〉題寫在崇禎二年（1629），湯

顯祖逝世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碧山臥樵寫〈《幽怪詩譚》

小引〉時，湯顯祖已逝世十三年。《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此

時正在改寫刊印，尚未流傳，仍是《金瓶梅詞話》刊本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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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湯顯祖讀《金瓶梅》抄本在完成《南柯記》（1600）

之前，與袁宏道讀抄本時間略早或同時。

《金瓶梅》第六十一、六十七、六十八回抄引李開先《寶

劍記》的片斷。《寶劍記》初版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如

意君傳》對《金瓶梅》有直接影響，《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有

多處化用了《如意君傳》的語言。《寶劍記》《如意君傳》是

《金瓶梅》較近的來源。

根據以上文獻信息，可知嘉靖末期至萬曆中期這三十

年，為《金瓶梅》成書與抄寫傳播階段。

《金瓶梅》以嘉靖年間社會生活為背景，作者應有嘉靖年

間生活體驗。作者蘭陵笑笑生約與王世貞（1526— 1590）、

李贄（1527— 1602）、湯顯祖（1550— 1616）同時代，生

活在重自我、重個性、重情慾的文學思潮高漲期。《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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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童心說〉，都是這一思潮的產兒。

音樂理論家、十二平均律的發現者、《律呂正論》《樂律全

書》作者朱載堉（1536—1611），也是與蘭陵笑笑生同時代的

文化大師，都是出現在晚明（16世紀）這一近代社會前夜，在

文化藝術上有巨大貢獻的世界級文化巨人。朱載堉，字伯勤，

號“句曲山人”，又號“狂生”“山陽酒狂仙客”“九峰道人”。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鄭藩王族第六代世子，父鄭恭王朱

厚烷。朱載堉九歲能詩文，十一歲被立為世子，十五歲開始

十八年苦讀生涯。隆慶元年（1567），朱載堉重返世子府。萬

曆十九年（1591），鄭恭王薨，朱載堉上書皇帝，執意讓爵，

離開府第，居城北九峰山之陽漁家坡東村的桑園。朱載堉還擅

長繪畫，著名的春宮畫《花營錦陣》序署“狂生”，即朱載堉

（朱載堉為其音樂著作《瑟譜》作序，自號“狂生”，署名“山

陽酒狂仙客”）。《花營錦陣》圖二十四幅，每幅都有字跡不

同、題名不同的題詞，第二十二幅題詞〈魚遊春水〉：

風流原無底，醉逞歡情情更美。弱體難拘，一任東風

搖曳。翠攢眉黛遠山顰，紅褪鞋幫蓮瓣卸，好似江心魚遊

春水。

下署“笑笑生”。這首題詞提供了十二平均律創建者朱載

堉與《金瓶梅》作者兩位文化巨人有交往的信息。朱載堉也應

是《金瓶梅》抄本的最早讀者，目前還有待發現文獻的直接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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皕美圖》卷首也蓋有“八徵耄念之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

寶”“太上皇帝之寶”的印璽。《清宮珍寶皕美圖》有可能是郎

世寧在宮廷所繪，大約在繪〈百駿圖〉之後的雍正、乾隆年

間，這有待進一步考察論證。

芮效衛譯英文本《金瓶梅》五冊（1993—2013），普林斯

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封面彩圖五幅：〈應伯爵替花邀酒〉〈敬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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