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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金瓶梅风物铭【１５】

李瓶儿金簪妙用

□马瑞芳

李瓶儿
对西门庆的

“占领”标志，
是比孟玉楼的油金簪、潘金莲的
金头银簪更名贵的宫样金簪。李
瓶儿“将头上关顶的金簪儿拔下
两根来，替西门庆戴在头上，说
道：‘若在院里，休要叫花子虚看
见。’”李瓶儿的金簪戴在西门庆
头上，如果叫她丈夫看到，无异
于捉奸在床。所以李瓶儿嘱咐西
门庆小心防范。

潘金莲贼鬼溜滑，很快就发
现了西门庆爬墙跟李瓶儿偷情
的秘密。西门庆琢磨如何安抚、
拉拢潘金莲？干脆编谎说李瓶儿

“今日教我捎了这一对寿字簪儿
送 你 ”，边 说 边 把 头 上 的 金
簪——— 其实是李瓶儿给他的信
物----拢将下来，递给潘金莲。

这一招，起作用了。“金莲接
在手内观看，却是两根番石青填
地、金玲珑寿字簪儿，乃御前所
制，宫里出来的，甚是奇巧。”潘
金莲“满心喜欢”说道：“既是如
此，我不言语便了。等你过那边
去，我这里与你两个观风……”

西门庆拿金簪讨好潘金
莲，潘金莲变成马泊六，掩护
西门庆和李瓶儿私通。一对金
簪换来一座挡风墙，对奸商西
门庆来说，实在好买卖。为什
么两根金簪就收买了潘金莲？
因为潘金莲小妇见识，眼孔
浅，她原是裁缝女儿、卖炊饼
的妻，没见过高档首饰。李瓶
儿的金簪是御前用品，精巧、
名贵，比市场上卖的好得多。
李瓶儿大方“送礼”，潘金莲顺
水推舟，“落得河水不洗船”。
奇怪的是，虚荣心极强的潘金
莲有了李瓶儿的金簪，并没有
插到头上招摇过市，倒把它藏
起来了，必要时，变成对李瓶
儿见血封喉的利剑。

花子虚一死，李瓶儿迫不及
待跟西门庆妻妾打成一片，穿着
孝服去给潘金莲拜寿。吴月娘、
李娇儿、孟玉楼一直陪着李瓶儿
喝酒，寿筵主角潘金莲却跑了。
她干什么去了？春梅说“俺娘在
房里匀脸”。现代话叫“补妆”。奥
妙就在潘金莲为什么要补妆？人
们常说“女为悦己者容”，西门庆

不在家，她补的什么妆？补了啥
样妆？“玉楼在席上，看见他艳抹
浓妆，从外边摇摆将来。”孟玉楼
只看到潘金莲涂脂抹粉、扭腰扭
胯。吴月娘却敏感地发现：潘金
莲回房补妆补上一件新首饰！宫
样金簪！

这引起吴月娘高度关注。李
瓶儿今天跟潘金莲一见面就问：

“这就是五娘？”显然二人不认
识。宴席上潘金莲一直没有跟李
瓶儿单独接触的机会，她为何戴
上跟李瓶儿一模一样的金簪！？
潘金莲出身贫寒，她的高档金簪
通过什么途径弄来？

我们看看吴月娘如何聪
明地查问金簪来历：“月娘因
看见金莲鬓上撇着一根金寿
字簪儿，便问：‘二娘，你与六
姐这对寿字簪儿，是那里打造
的？倒好样儿。到明日俺每人
照样也配恁一对儿戴。’”

张竹坡评这段描写是“写月
娘贪瓶儿之财，一丝不放空”。其
实张竹坡看偏了，吴月娘不是贪
财，是斗智。她一口咬定潘金莲
和李瓶儿的金簪是“一对儿”，这
是讹李瓶儿，要从李瓶儿的嘴里
证明，潘、李二人的金簪确实是
同一出处。那样的话，李瓶儿的
金簪如何到了潘金莲头上？不就
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实际上，吴月娘心里已完成
如下推理：

李瓶儿有宫样金簪→
李瓶儿跟西门庆有私情→
李瓶儿将金簪送西门庆→
西门庆将金簪送潘金莲→
潘金莲戴上了李瓶儿的宫

样金簪。
李瓶儿愚蠢地以为吴月娘

只是对金簪有兴趣，老老实实地
回答：“大娘既要，奴还有几对，
到明日每位娘都补奉上一对儿。
此是过世公公御前带出来的。外
边那里有这样范？”

见过愚蠢的女人，没见过愚
蠢得如此精彩、如此“巧妙”的女
人！李瓶儿的话等于说：潘金莲
的金簪是通过西门庆从我那儿
得到的，唯有我才会有这种精致
高贵的金簪，市场上买不到。

可以想像，此时吴月娘给
气蒙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
儿，你们岂不是拿我堂堂嫡妻
当猴儿耍？

可以想像，故意回房间把
宫样金簪戴到头上的潘金莲，
因为巧妙揭发了李瓶儿的丑
事，有多高兴！潘金莲太聪明
也太恶毒了。

一支小小金簪写活三个不
同女性人物的个性和她们的心
理：潘金莲机灵歹毒；吴月娘心
理阴暗；李瓶儿愚笨老实。潘金
莲玩这番花招是想借吴月娘之
手阻止李瓶儿进入西门府；吴月
娘一心想操纵控制西门庆；李瓶
儿飞蛾投火般急于跳进西门府
这个陷人坑。

不知道李瓶儿到底有多少
只宫样精巧金簪？简直像大批量
生产，不断替兰陵笑笑生出力。
几年后李瓶儿死了。西门庆死了

“近似于真爱”的女人，在纵欲末
路上越走越远。他的情人行列中
出现最不可思议的王六儿。潘金
莲形容是个“紫膛色、大摔瓜脸
黑淫妇”。按说，西门庆偷偷养在
外边的新宠很不容易被西门府
女人发现，但潘金莲仍然发现
了。靠什么？还是靠金簪。

王六儿靠吃西门庆的“皮
肉之苦”，她的丈夫韩道国靠
当“明王八”变成小康之家，有
房子、有丫鬟、有经商分成。王
六儿还跟西门庆妻妾平分秋
色，头上插上李瓶儿的宫样金
簪，大模大样进西门府给西门
庆祝寿。敏感的潘金莲立即注
意到王六儿头上的金簪，因为
她知道这是“西门庆到此一
游”的标志。后来潘金莲骂西
门庆“你悄悄把李瓶儿寿字簪
子，黄猫黑尾偷与他，却叫他
戴了来施展”。西门庆只好嬉
皮笑脸地混赖。

金簪是多么微不足道的物
品？在《金瓶梅》中却不断穿梭在
人物之间，制造一个一个矛盾，
映照一个一个人性，闯出人情小
说特殊构思套路。李瓶儿的金簪
在《金瓶梅》里三次出现，三次都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
要影响：第一次，西门庆用宫样
金簪收买潘金莲做他偷情的掩
护；第二次，潘金莲用宫样金簪
向吴月娘告密：西门庆早就跟李
瓶儿暗度陈仓；第三次，潘金莲
摸清西门庆越来越低下的性爱
动向，遂故意投其所好，不惜也
采用性变态手段讨好西门庆。

□朱瑞英

位于苏鲁豫皖四省
接合部的单县，是一个具
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县
城。古迹琴台，为春秋时
期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任
单父宰时“鸣琴而治”的
地方。虽经两千年风摧雨
蚀，琴台依旧在，是单县
重要的文化遗产。

单父是春秋鲁国邑
名，故址在今菏泽单县城
南一公里处，与宋州(商
丘)邻近。春秋时期，孔子
的高才弟子宓子贱曾做
单父宰，任期三年间，任
人唯贤，万事为民先，单
父因而大治，可谓奸邪不
作，盗贼不起，人民安乐。
闲暇之余，宓子贱时常登
上城边一高埠弹琴，抒
发情怀。他卸任后，巫马
施继任县宰，愈加勤勉，
很有政绩。为纪念两位
县 宰 治 单 的
不凡业绩，后
人 便 在 宓 子
贱 弹 琴 处 筑
起一座高台，
称为“琴台”
( 亦 称“ 子 贱
台 ”、“ 单 父
台”)。

唐 玄 宗
时，大诗人李
白的好友、县尉陶沔整理台址，
并在上面盖起二贤祠，奉祀宓巫
二贤。唐朝以后，琴台和二贤祠
被多次修葺。1698 年，知县金天
定再修琴台，扩建房屋，形成几
套大院，并且在这里增设考棚，
选拔人才，“延名师以讲学，集俊
才而授业”，后成“鸣琴书院”。单
父人对琴台极为推崇，认为“单
县的灵秀在台”。琴台成为文人
墨客登台怀古，把酒赋诗的“仙
风圣迹”。

传说当年李白辞职离京，畅
游天下，经洛阳时与杜甫不期而
遇，遂受宋州单父尉陶沔、单父
主簿族弟李凝邀请，来单父游
玩。被陶沔重修后的琴台前方后
圆，形似半月，故又名“半月台”。
744 年李白、杜甫、高适、陶沔共
登琴台，吟咏唱和，留下许多脍
炙人口的诗篇。

李白的《登单父陶少府半月
台》一诗写道：“陶公有逸兴，不
与常人俱。筑台像半月，回向高
城隅。置酒望白云，商飙起寒梧。
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水色
渌且明，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
去，爱此暂踟蹰。”诗人本来想到
美丽的江南去游历，但途中却被
深秋后单父的白云、桑柘、寒梧、
秋山、远海、绿水等美景陶醉，吸
引着诗人不得不在此流连忘返。

据记载，李白曾来单父四
次，累计居住数月。其间常到琴

台饮酒作诗，以释情
怀，共留下了八首赋单
诗句。

高适曾长期居住
在单父，仅以琴台为题
的诗作就有八首之多。
他的一首《甲申岁登子
贱台》：“宓子昔为政，
鸣琴登此台。琴和人亦
贤，千载称奇才。临眺
忽凄怆，人琴安在哉。
悠悠此天怀，空有颂声
来。”字里行间充满着
对宓子贱、巫马施那样
的良吏贤臣的渴慕和
思念，歌颂了宓子贱的
才干和治单政绩，也鞭
挞了时政的腐败无能。

杜甫的《昔游》一
诗，则描绘了他们几个
人登琴台的详细情景：
“昔者与高李，晚登

单父台。寒芜际碣石，
万里风云来。采拓叶如
雨，飞藿去徘徊。清霜

大 泽 冻 ，
禽兽有余
哀”。描绘
了杜甫与
高 适 、李
白晚登琴
台 ，触 景
生 情 ，思
绪翻飞的
情 景 。另
外 ，杜 甫

在单父留下的另一首《遣怀》中
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
垆”。诗中抒发了挚友们登台观
景、饮酒赋诗的浪漫情怀。后来，
李白、杜甫、高适、陶沔被单父人
称誉为“琴台四君子”。

继高适、李白、杜甫以后，历
代文人墨客，达官名流，登台怀
古会文赋诗的就更多了。仅佳作
就达数百篇。如元陈奉仪的《登
琴台》：“子贱静以治，巫马勤乃
平 。贤 哉 扬 与 马 ，异 迹 同 忠
贞……”无名氏的《琴台夜月》：

“高高城上台，皎皎空中月。台空
中正明，莹若冰壶洁，宰邑宓子
贱，事简人和悦。瑶琴时复谈，阳
春飘白雪。悠悠千载间，蟾光共
清澈。”清于振的《半月台》诗：

“高台象月偃城边，中设幢幡礼
二贤。琴入松风遗响在，星随云
阵夜光悬。坛虚不受葳蕤草，蒲
静唯舔澹池天。筑土当年深有
意，半规留待后人圆。”

现在的琴台位于单县县城
南护城堤内侧，前连大堤，后临
城河，东有涞河环绕，西与栖霞
山相望。早在抗战胜利后，湖西
专署就在琴台旧址修建了湖西
区抗战烈士纪念塔。近年来，政
府将其修葺一新，台上苍松、碧
桐、垂柳相辉映，台下绿草、红花
相簇拥。“欲观青帝三春景，因上
陶公半月台”。琴台已成为人们
游览休憩的风景区。

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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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小小金簪写活三个不同女性人物的个性和她们的心理：潘
金莲机灵歹毒；吴月娘心理阴暗；李瓶儿愚笨老实。

■行走齐鲁

▲单县琴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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