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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

    《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金瓶梅》）这部描写商人西门庆从发迹变泰到

自我毁灭的晚明章回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史上若干重要变化。1首先，它打造

了一种聚焦于都市日常生活经验之广阔领域的新型叙述，至此日常生活才在白

话章回小说中以其自身的方式得到表现。其次，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仍然多少

具备统一性，具体叙述本身却往往看上去融入了它所描述的都市家庭生活的特

点，也变得细致详尽、千变万化、支离破碎。再次，这种叙述的片断化是由于

混合了各种文学模式、文本和文类而造成的，包括改编出自不同来源的流行歌

曲、笑话和戏曲折子或片段。举例来说，《金瓶梅》引用了近六百首流行歌曲。

2正如夏志清（C.T.Hsia）所指出的，因为“《金瓶梅》的作者只是把散曲抄进小

说中，他不得不时常煞费苦心，设计特别适合使用这些散曲的情景。”所以“从

某种意义上来看，这部小说差不多就是一部纳入叙事性框架的散曲选。”3批评

家们早已注意到其叙事的缀构性特点；在此之前，确实还没有哪部小说如此广

泛地从其他文本和文类那里借用如此大量的材料。《金瓶梅》正是这样一部混

杂产品，以致于其类属身份本身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词话？《金瓶梅》是词

话——一种将散文体叙事和各种韵文形式结合起来的传统文类——还是一部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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