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卷分上、中、下三編。上編《金瓶梅》研究，就近七十年前荷蘭漢學家高羅佩提出「偉

大的色情小說《金瓶梅》」展開論證，認為《金瓶梅》是「色情小說」，「色情小說」不應該是一

個汙名，「色情小說」可以有「偉大」的價值，《金瓶梅》是中國十六世紀性與「婚姻的鏡子」，

以及對西門慶、武大郎人物形象分析等；中編《紅樓夢》研究，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接續

了「女媧補天」故事的「新神話」，其「大旨談情」，有「女性崇拜」傾向，以及有關賈寶玉、

巧姐、《情僧錄》等的考論；下編以兩書的比較為主，提出並論證《紅樓夢》是《金瓶梅》

的「反模仿」與「倒影」及其「基因」，以及《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的「石頭記」和

「女仙指路」敘事模式，以《西遊記》中「緊箍兒」、《金瓶梅》中「胡僧藥」和《紅樓夢》中

「冷香丸」為例論古典小說以「物」寫「人」的傳統，《肉蒲團》的思想藝術價值及其對《紅

樓夢》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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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卷收錄有關《金瓶梅》《紅樓夢》以及二者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

遊記》《肉蒲團》等書比較的研究文章。有關明代「四大奇書」的前三部，本

文集已各有專卷，把有關《金瓶梅》《紅樓夢》兩書的文章合為一卷，既由於

篇幅上的考慮，也是因為這兩部書關係的密切，以及有若干名著比較的文章

最後都要涉及《紅樓夢》，因此成就本卷以《金瓶梅》《紅樓夢》研究文章為

中心的組合。客觀上則是我一向沒能集中精力於一書研究，「打一槍換一個地

方」的結果。這使我沒有能夠成為某一書研究的專家，但是較多涉獵帶來稍

微寬闊的視野與感受，也是一件愜意的事。 

本卷上編有關《金瓶梅》研究諸篇，推崇荷蘭學者高羅佩「偉大的色情

小說《金瓶梅》」說，從馬克思和近世女權主義關於性與愛和文學的理論闡述

「色情小說」只是按題材分類小說之一種，不應存有偏見，以及《金瓶梅》

作為古代的《色‧戒》是「偉大的色情小說」和若干考證等。 

中編有關《紅樓夢》研究諸篇，重在探討《紅樓夢》是一部「新神話」，

「大旨談情」，只是講一個「以情悟道」的故事，是一部探索人生意義的悲劇

小說。以《紅樓夢》所寫為「寶、黛愛情悲劇」與「賈府興衰」的幾乎公認

的看法是片面甚至歪曲的，應當予以糾正等。 

下編比較研究，涉及「明代四大奇書」和《肉蒲團》《紅樓夢》等。主要

探討了《紅樓夢》是《金瓶梅》的「反模倣」與「倒影」，《金瓶梅》能為《紅

樓夢》「反模倣」的「基因」在於其「極端的男性主義立場」，是「一個男人

的故事」、「一個男人與六個女人的故事」；《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都

為「石頭記」和都有一位女神為幕後主宰的現象；以及《肉蒲團》雖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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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膚濫淫」不足取，但其詈言科舉，諷刺陋儒、腐儒和為《紅樓夢》所借鑒，

仍有一定思想藝術價值。 

本卷以有關《金瓶梅》《紅樓夢》諸文為中心，並集與其他諸名著比較研

究諸文，雖從明清小說的總體研究說仍局限於一隅，不足以言概括，但是本

卷的研究共同表明，至少這些明清小說名著之間有明顯後先繼承甚至模倣─

─反模倣的關係；章回小說自《三國演義》《水滸傳》以下，無不明顯來自傳

統，又重塑傳統，從而作品無論人物、結構、情節等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看起來雖各有千秋，但在根本的方面卻一以貫之的文學特色。 

本卷曾經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何紅梅博士文字校正，特此致謝！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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