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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金瓶梅风物铭【17】

西门庆穿五品官服

□马瑞芳

西门庆
靠着给当朝
宰相送礼做
上朝廷五品

官，要穿官服了。他叫许多匠人
忙着做官帽、攒造圆领，“钉了
七八条带”，他花七十两银子买
来条犀角带。应伯爵赞不绝口：

“亏哥那里寻的？都是一条赛一
条的好带。难得这般宽大。别的
倒也罢了。只这条犀角带并鹤
顶红，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
寻不出来。不是面奖，就是东
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
也没这条犀角带……此为无
价之宝。”封建时代哪级官员
穿什么花色图案衣服，扎什么
质料腰带，都有严格规定。西
门庆不听这一套。“东京卫主
老爷”三品指挥使没有的犀牛
角腰带，五品官西门庆大模大
样系在腰上。

超规格攒造出官衣官帽，
西门庆“每日骑着大白马，头戴
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头狮子
补子圆领，四指大宽萌金茄楠
香带，粉底皂靴，排军喝道，张
打着大黑扇，前呼后拥，何止十
数人跟随，在街上摇摆。”清河
县生药铺老板摇身一变成省公
安厅副厅长了。平日在婊子帮
闲跟前满口“小淫妇”“贱狗才”
的西门庆，沐猴而冠，说话也官
腔官调、拿腔拿调了。他接待蔡
京干儿子蔡状元时说：“在下卑
官 武 职 … … 累 蒙 蔡 老 爷 抬
举……袭锦衣千户之职，见任
理刑，实为不称。”读到西门庆
台阁应对式的话语，常令人感
叹：此人可塑性够强！

奇怪的是，西门庆做山东
理刑所副千户，按说该到省城
上班，但他却没有搬家，就在清
河县摇摆。更奇怪的是，理刑所
正职夏千户也随他住在清河
县，正职还跟屁虫般跟着副职
干坏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
地位颠倒？还不是孔方兄作怪？

西门庆的五品官是蔡京送
的，却是实职。西门庆喜欢说

“我如今又居着个官。”理刑副
千户如何居官？作威作福，大施
淫威。看哪个人不顺眼，哪个奴
仆不听话，先是“拿到衙门里拶

上几拶子！”后来干脆在家里拶
上几拶子。

西门庆的男宠琴童跟小厮
平安、画童闹矛盾，琴童到西门
庆跟前告黑状。恰好平安没挡
住到西门府混吃的白来创，西
门庆就小题大做，“叫两个会动
刑的上来，与我着实拶这奴
才。”将平安拶上“与我敲五十
敲”，再“打二十棍”，把平安打
得皮开肉绽，不问情由又下令
把旁观的画童也上拶子。理刑
千户的权力变成西门庆给同性
恋伙伴出气的手段。

西门府其他仆人拿平安和
画童被罚当成好玩的事取笑。
贲四说，平安是因为放了白来
创进门被罚，“这画童儿却为
什么也陪着拶了一拶子？是好
吃的果子儿，陪吃个儿？吃酒
吃肉，也有个陪客，十个指头
套在拶子上，也有个陪的来？”
画童儿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戏
弄他道：“我儿少哭！你娘养的
你忒娇，把馓子儿拿绳儿拴在
你手儿上，你还不吃？”馓子是
油炸食品，细条如筷子粗细，
玳安用来形容西门庆给画童
用的酷刑。

拶手酷刑是用细木棍夹住
五指，以绳用力收紧，在两边敲
打拶子以增加受刑者痛苦，叫
做“拶敲”，西门庆下令“与我敲
五十敲”就是将画童上拶刑后
再敲打五十下。堂堂理刑副千
户，竟将酷刑滥用到无过错且
未成年的小仆人身上，真真丧
心病狂！西门庆的贴身小厮玳
安只看作是件好笑的事。无怪
乎最后玳安继承西门庆家业，
成了“西门小员外”。

手里有了治安实权，黑暗
官场成了西门庆无本万利的金
钱来源。西门庆刚做上山东提
刑副千户，烂女人王六儿就从
一桩捉奸案里冒了出来，接着
就成了西门庆的情妇。西门庆
跟王六儿幽会时仍穿官服，只
不过掩耳盗铃戴上个“眼纱”，
宛如现代人戴墨镜。王六儿给
西门庆牵线贪赃枉法。扬州苗
员外有万贯家财，带两箱金银、
一船货物，沿运河而上到京城
谋前程。他搭上贼船，艄子陈
三、翁八都是杀人越货之徒。苗
员外家人苗青串通艄子合谋杀

害苗员外，均分其财。苗员外小
仆人安童幸运落水获救，告到
提刑所，内线透信给苗青。苗青
通过王六儿送一千两银子给西
门庆，西门庆命人做了文书，将
艄公问成强盗杀人，斩罪，对苗
青连提也不提。安童又到山东
察院告状，巡按御史曾孝序是
清官，立即复审陈三、翁八，问
清主谋是苗青，一边差人星夜
到扬州提苗青，一边写本参劾
夏提刑和西门庆。西门庆又串
通蔡京的管家，结果蔡京将曾
孝序贬官，再罗织罪名将他除
名。正直官员没前途，贪官越活
越滋润。杀人越货的苗青在扬
州大模大样做起苗员外来，还
买个叫“楚云”的妙龄美女要给
西门庆送到清河县来。

西门庆因为“能干”而“仗
义疏财”，在政界广有人脉。夏
提刑被烘托得形同虚设。考察
官吏，夏提刑得个“资望既久”
考语，等于现在“老资格”，明升
暗降进京做卤薄，给西门庆腾
地方。西门庆“才干有为，精察
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
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
分毫不索”,转正担任一手遮天
的提刑正千户。

西门庆到了东京，何太监
把皇帝赏的飞鱼绿绒氅衣送给
他。强梁世界，世态炎凉。为何
皇帝身边太监巴结山东官员？
因为何太监侄儿要给西门庆做
副手。何太监请西门庆从夏提
刑家搬到自己家下榻，西门庆
怕夏提刑见怪。何太监说：“如
今时年，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
喏。衙门是恁偶戏衙门。”衙门
的戏就是这么唱，有权就是朋
友，没权不打招呼。西门庆有
权，皇帝赏赐的飞鱼蟒衣就超
规格披到他身上了。这样的衣
服，不要说五品官，二三品官都
穿不上！

西门庆回到清河，应伯爵
看到五彩飞鱼蟒衣，吓了一跳，
问明来处，极口夸奖：“此是哥
的先兆。到明日高转做都督上，
愁没玉带蟒衣？何况飞鱼，只
怕穿过界儿去哩。”似乎是兑
现应伯爵的预言，作恶多端的
西门庆穿上皇帝赏的氅衣没
多久，果然“穿过界儿”到阴曹
地府去了。

□韩克顺

胡集是220国道(东
营至郑州)上的一个大
镇，历来是交通便捷、
商贸繁荣的重镇，这里
有一个七百多年的书
会，2006年被列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山东省的首批，也是
滨州市的第一家。近年
来连续入选山东省贺
年会民俗旅游项目。

胡集“二、七”逢
集，“集”特别大，农历
正月十二是春节后的
第一个大集，这天早
晨，曲艺艺人带着被褥
和乐器，兴冲冲地从四
面八方赶到这里，太阳
升到天空东
南角的时候
(也就是10点
钟左右)，胡
集村南半部
的场院里、
湾岸边、崖
头上、墙根
下，街头巷
尾，角角落
落，涨满了
人潮，几百
名说书艺人
和数万观众交织在一起。突然，
鼓声咚咚，紧接着竹板啪啪，琴
弦吱吱，没有举行什么开幕式，
也没有人宣布开始，四五十处
曲艺场的几百名曲艺艺人同
时说唱起来。他们当中有白
发苍苍的艺坛前辈，有风华
正茂的后起之秀，还有十二
三岁的小演员。艺人们有的
来自本省，也有的来自河北
省的沧州、保定、石家庄等
地，还有的来自江苏、河南、
天津、辽宁、内蒙古等省市自
治区。表演的艺术形式有西
河大鼓、渤海大鼓、东路大
鼓，山东快书、毛竹板书、评
书，还有山东渔鼓、河南坠子、
扬琴等。

说书场上，还不时看到观
众三人一帮，两人一伙，交头接
耳，比比划划，在品评艺人的技
艺，这是附近村里的当家人，他
们要选聘雇请好艺人到村里说
书，以欢度元宵佳节。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这天艺人的表演特
别卖力。一旦被雇主看上，便停
止表演，到一边商谈价格。艺人
表演一次不一定被人看中，为
了卖下场(被人请去)，往往多次
表演，因此书会持续到下午三
四点钟。这时大部分艺人卖下
场去，他们和雇主谈妥价格，雇
主交上大约书价十分之一的定
金，拿走艺人的鼓槌或一件乐
器，那可是艺人吃饭的家伙，以
此表示双方诚意。少数卖不下
场的艺人，有的跟着师父或师

兄混口饭吃(没钱)，有
的打道回府。

晚上，卖下场的艺
人到胡集周围的村里
演出，在这方圆五十里
左右的范围内，有上百
个甚至几百个村庄，有
几百名民间艺人同时
说书，几万甚至十几万
人同时听书，持续四五
天，这在中国乃至世界
上都堪称奇观。无怪山
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
李万鹏教授多次考察
后说，胡集书会山东独
有，全国罕见。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东方系教
授石清明女士连声赞
叹：不虚此行，中国的
民间艺术太丰富了，太

独特了。
清末

民初是书
会的一个
盛期，据
1934年编
纂的《惠
民县志》
记载，民
国初期，
惠民县元
宵节前后
的娱乐消

费有个统计表，其中用于正节
说书的费用为1200元(大洋)，是
300多个村的总费用，当时惠民
县有1000余个自然村，大约有三
分之一的村庄都雇说书的，每
村花费为4元左右。

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是书会
的一个盛期，据干了30年胡集
镇文化站站长的胡同利介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书会艺人
达到300档子以上，约600余人。

“文革”时书会几乎中断。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书会进入又一
个高潮，此时笔者作为记者，家
又是胡集村，对书会进行多次
报道，那几年到胡集赶会的艺
人多达250余档，500多人，观众
数万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曲艺家协会主席刘兰芳到胡集
考察并演出，她看到胡集书会
的盛况非常感动，称胡集书会
是说书艺人的圣地，不到这里
是很大的遗憾。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书会
一度萧条。2006年胡集书会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
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扶持下，书
会又开始复苏。近几年，每年有
百余档艺人前来赶会，不仅有
近邻省河北、河南、天津等地
的，还有湖南、江西、黑龙江等
省的，不仅有原来的曲种，还增
添了湖南花鼓、江西春锣、东北
二人转等新曲种。胡集书会是
中国民间艺术活化石，对社会
学、民俗学、艺术学、历史学等
学科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胡
集
书
会

封建时代哪级官员穿什么花色图案衣服，扎什么质料腰带，都
有严格规定。西门庆不听这一套。

■非遗看台

1986年胡集书会盛况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