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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金瓶梅风物铭【 9】

西门庆的头上金簪

□马瑞芳

人情小
说《金瓶梅》
跟英雄传奇

《水浒传》的最大不同，是它喜
欢关注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
事，极其细小的日常生活用品
都可以被兰陵笑笑生拿来写人
世沧桑。头上金簪就是兰陵笑
笑生一再拿来写人物做文章的
好武器。

古代不分男女都留发，需
要用簪子绾住头顶乱发，《金瓶
梅》称为“关顶”。绾发簪子因经
济情况而材质不同。贫困人家
用木簪竹簪，市井人家用铜簪
银簪，富贵人家用金簪、玉簪。
至今在舞台上盛演不衰的传奇

《玉簪记》或京剧《碧玉簪》，就
是用小小玉簪做人生悲欢大文
章，编织男女离合的巧故事。

而在《金瓶梅》中，绾发金
簪有个重要作用：它既可以是
人物的感情风向标，又可以做
巧妙操纵人物之间关系、运作
小说情节的黏合剂。

西门庆的头上金簪就是个
占领性标志，更确切地说是“阶
段性占领标志”。西门庆头上插
哪个女人的金簪，说明哪个女
人“目前是”他的“最爱”，是他
眼下“性趣”所在。用头上金簪
简直可以撰写西门庆特殊的

“性爱史”。
西门庆跟潘金莲“叉竿相

逢”时，潘金莲头上有没有金
簪？小说没仔细写。潘金莲“头
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鬏髻，口面
上缉着皮金，一径里踅出香云
一结，周围小簪儿齐插，云鬓斜
插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
押。”潘金莲打扮得俏丽，头梳
得细致，但没有任何值钱首饰。
她的鬏髻即束鬟的冠饰“黑油
油”，看来既非金亦非银，弄不
好就是块油布做的。此后小说
写到，李瓶儿的鬏髻用九两纯
金打造，吴月娘的鬏髻低了一
等，是纯银的。潘金莲比她们低
了不止一等。潘金莲发髻上插
着许多小簪儿，估计顶多是金
头银簪。潘金莲头上最醒目的
装饰是“一朵并头花”，鲜花剪
下来插到头上。跟这类简陋首

饰配套成龙的，是潘金莲穿着
低档次的“毛青布大袖衫儿”。
潘金莲吸引西门庆，不是靠衣
饰打扮、靠钱财，而是靠美貌性
感和卖弄风情。

西门庆把潘金莲勾引到手
后，小说没写潘金莲如何将她的
金簪绾到西门庆头上。对潘金莲
来说，金簪是爱情的标志，也是
她不多的财产之一。但西门庆马
上就把潘金莲扔到了一边，忙着
娶富婆孟玉楼去了。孟玉楼本是
富商杨宗锡的遗孀，嫁入西门
府，西门庆给她取了个“玉楼”的
号。西门庆肚子里没有多少文化
水，他知道不知道唐诗“玉楼人
醉杏花天”？不得而知，极可能他
取“玉楼”只不过是聚拢财富之
意。而痴情的孟玉楼马上把新号
刻在几副金簪上，既自己戴，又
给西门庆绾到头发上。孟玉楼给
西门庆的金簪，上边刻着“金勒
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这是兰陵笑笑生巧妙借用唐诗
写孟玉楼的命运。孟玉楼进入西
门府是杏花开放的季节，因为嫁
给自己一眼挑中的情郎，孟玉楼
心都醉了。

此时，潘金莲却清醒地知
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妇。潘金莲
害了相思病，几次托王婆找西
门庆都找不来，不得不拔下头
上的金头银簪向王婆行贿。兰
陵笑笑生像拿着天平对人物财
力做准确描写，潘金莲是否有
财力送西门庆纯金金簪？不得
而知，她自己却只能戴金头银
簪，而且不得不拔下来巴结王
婆。西门庆被王婆从街上像绑
票一样拉到武大家，见了满腹
哀怨的潘金莲，睁眼说瞎话，根
本不承认他三个月不来潘金莲
这儿，是因为娶了新人。潘金莲
一 把 将 他 戴 的 新 缨 子 瓦 楞
帽——— 新郎官帽——— 撮下往地
上一丢，接着眼明手快地从他
头上拔下根油金簪，看到上面
刻着“玉楼人醉杏花天”，以为
是哪家娼女的，立即夺了并质
问西门庆：我的簪子哪儿去了？
西门庆再次耍无赖说丢了。潘
金莲气急败坏地把她怀疑哪个
妙人送的扇子撕碎……经过丢
帽子、抢金簪、撕扇子，一通火
爆发泄，潘金莲就阿 Q 式地以

为消除了她跟西门庆之间的情
爱障碍，又拿出根并蒂莲瓣簪
儿给西门庆绾顶，以为重新占
据了西门庆的“最爱”地位。

潘金莲的簪上刻着首五言
诗：“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
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在
西门庆的性爱伙伴中，唯有潘
金莲有些“文学青年”情调。她
创作的这首《金簪诗》，写得蛮
有情意，也果然感动了西门庆，

“满心欢喜，把妇人一手搂过，
亲了个嘴，说道：‘怎知你有如
此一段聪慧少有。’”

不久，已进入西门府做了
西门庆第五妾的潘金莲，跟西
门庆三妾孟玉楼一起，都成了

“马棚风”，新情敌是雏妓李桂
姐。李桂姐是妙龄妓女，只有找
西门庆要钱的份，才不会送西
门庆什么金簪银簪，她送西门
庆的，是包在小手帕里嗑好的
瓜子。这才叫“物轻心意重”。

但是在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过程中，绾顶金簪还是又出现
了。为哪个？潘金莲。西门庆梳
笼李桂姐十几天不回家，潘金
莲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淫妇心
性？她红杏出墙，引诱孟玉楼从
杨家带来的小厮琴童淫乱，将
绾顶金簪和香囊送给小情郎。
潘金莲的情事被宿敌孙雪娥和
李娇儿发现，告发到吴月娘那
儿。吴月娘息事宁人，李娇儿和
孙雪娥向回家过生日的西门庆
举报。西门庆可以玩任何女人，
他的女人却不容他人染指。西
门庆“怒从心上起”，立即“一片
声儿叫琴童”。没想到潘金莲脑
子转得比他快，动作也比他快，
已先派春梅把琴童叫到房里，
将可作通奸证据的簪子收了，
慌忙中忘记要回香囊。因为潘
金莲将绾顶金簪这一致命的通
奸证据提前消灭，西门庆没能
拿住潘金莲私通琴童的“铁
证”。至于香囊，因为琴童和潘
金莲一个说在花园捡的，一个
说在花园丢了，瞎猫碰到死老
鼠，蒙混过关。西门庆“审案”不
了了之。

潘金莲急忙收回金簪的情
节，描绘了情场高手的急智。此
时的潘金莲，早就不是《水浒
传》里“自由乱爱”的潘金莲了。

□孙清鼎

裴世俊先生选注的《钱谦
益诗选》(中华书局 2005 年 1

月一版一印)，有《临城驿壁见
方侍御孩未题诗》，其“题解”
云：“临城，在今河北省西南
部，城临泜河。”因我的家乡山
东滕县境内旧时有临城驿，钱
诗所言的“临城驿”是此临城
还是彼临城？便想一探究竟。
翻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8 月出版的《钱牧斋全集》，在
这首诗下没有“临城驿”注释，
只有借助于其他工具书以求
其详了。

查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
典》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辞海》，发现这两种辞书
中注释的国内几处“临城”地
名，旧时设置驿站的仅有滕县
东南七十里的临城镇(今属枣
庄市薛城区)一处。

明清年间，北京至福建的
南北驿道在滕县境内设有两
处驿站，一是滕阳驿，再是临
城驿。方侍御孩未是否曾路经
此地，我们不妨先看看其人其
事。方侍御，名震儒，字孩未，

明万历四十一年 (公元 1 6 1 3

年 )进士，寿州人 (今安徽寿
县)，“侍御”是其官称，与御史
同。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方
震儒为魏忠贤、徐大化所劾，
进京诏狱途中于驿壁写下“品
儿一月才三日……”诗。当年
的中国也可以说是“条条大道
通京师”，方震儒诏狱北上并
非只有一条路，可经过山东的
临城，也可以经过河北的临
城。然而，查看驿站专业书《明
代驿站考》(上海辞书出版社)，
今河北的临城县那时境内没
有“临城驿”。没有驿站，何来
驿壁？如此看来，题诗在这临
城也就无从说起了，钱谦益所
见到的方震儒诗当在那时滕
县境内的临城驿。

另有一说，清代史学家谈
迁在其史料笔记《枣林杂俎》
(中华书局出版)记载，方震儒
的这首诗题于滕阳驿壁，书中
还记录了同代人的几首和诗。
当年这两处驿站同在滕县境
内，究竟钱、谈二人是谁笔误，
还是方震儒同一首诗题写于
相隔不远的这两个驿壁？这也
是有待查考的问题。

西门庆的头上金簪就是个占领性标志，更确切地说是“阶段性
占领标志”。西门庆头上插哪个女人的金簪，说明哪个女人“目前是”
他的“最爱”，是他眼下“性趣”所在。

大众讲坛预告

孙中山与济南

■地名探疑

此城非彼城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45周年纪念日，也是山东辛
亥武装起义100周年纪念日，
但是，孙中山先生与济南的一
段渊源鲜有人知。今年在山东
省图书馆发现的1912年9月27

日孙中山在济南与各界人士
合影照片的玻璃底版，揭开了
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1912 ，孙中山来到济南，
逗留两天，进行了十分紧张而
又内容丰富的考察活动。在这
两天里，他不辞劳苦，连续奔
波，视察军营和铁路 (泺口黄
河大桥 )建设，会见各团体和
各界人士，发表数次演说和谈
话，倾谈铁路方策与实业计
划。历史伟人与古城济南的这
一段因缘际会，在孙中山的革
命历程和济南的城市发展史
上，都留下了值得人们永久铭
记的光辉篇章。而且，孙中山
与济南的联系还不止此，他还
曾指导山东反袁护国战争及
这场战争的关键——— 围攻济
南，还有他对济南自开商埠的

高度评价与赞美等。
11 月 26 日，由本报和山

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
讲坛邀请到纪录片《孙中山与
济南》制片人、编导王文女士，
作题为《孙中山与济南》的报
告。她将用来自历史深处的第
一手独家资料对孙中山与济
南关系进行一次权威性解读，
唤醒一段对济南至关重要却
被尘封的历史。

王文，济南电视台制片
人、编导。主要作品有《天下泉
城》、《我的济南老家——— 季羡
林》、《孙中山与济南》、《铜像
背后的故事》、《大汶口文化之
谜》等。作品多次在全国和全
省电视节目评比中获奖。专著
有《孙中山与济南》(中国言实
出版社2011年版)。

时间：2011年11月26日(周
六)上午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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