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聖歎批評《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傳承、創新與接受

凌筱嶠

提　 　 要

本文擬將金聖歎評《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放置於古典文論以及朱熹《讀書

法》脈絡中，考察金批《西廂》有關創作與閱讀體驗自成一體的理論建樹。金批

《西廂》一反傳統的“發憤著書論”以及作者寄身翰墨以期不朽的文化心理，強

調古人 ／作者之不可知，將文本生産與天才作者的英雄人格相剥離，轉而將創
作、閱讀主體共同放置於茫茫天地間洶湧萬世的時間潮流中。妙文成爲“普天

下萬世錦繡才子”構成的精英讀者群體與聖歎間通過儀式性的情感交流以及

“平心斂氣”的身體體驗得以從天下萬世人人心中“偷取”出的公共之寶。如此

立論，看似與二十世紀後結構主義的“作者已死”觀念相貫通，實際却植根於十

七世紀文人藉木刻本爲公共平臺，對古典文論如陸機《文賦》中靈感生成論的

有力補充。其中折射的明清之際文人審美趣味，既承接朱熹以《讀書法》強調

身體力行的閱讀功夫以對抗商業印刷業影響下的閱讀功利性以及量化趨向，

又展現出晚明醫藥話語和禪、儒合一的專業性知識體系。有趣的是，金批《西

廂》中針對閱讀體驗完整的理論體系，在清代的接受史中不敵刻書家、戲曲家

對“才子”概念的慣性理解。追溯《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對前人的選擇性繼承以

及對後人的影響，呈現出閱讀接受史中種種吊詭與概念挪用。傳承、創新與接

受因此而成爲富含張力與生命力的動態過程。

關鍵詞：金聖歎　 才子書　 《西廂記》　 靈感論　 讀書法　 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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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才子書”概念———閱讀
史脈絡中的考察

　 　 :0*1N�7ÎJd|�《ÃQ8》äç`\，oARpM�VÏ7Ñ

S。¾:-1ý>7《ÃQ8》+^¾ ６１ �|\，fÐq-�7÷D(LT

《ÃQ8》N+ùuÇ ３０ �。?é³õ:+^T¾�¶7"2j^，?úÐq(

L（１５８０）7íÆ$^、Ðq÷DEL（１６１４）7Îrd（？—１６２３）̂ 、Ðq÷D

÷L（１６１６）7�s^、ßtL¿�uF（１５８０—１６４４）+ 3£R^；l¾`\

K�+^，úÐqED�L（１５９８）7B´Å^。é³�Q`\7K�+^（�

RQA�v+^）Tuw�KV¼±�"27£1�¢üê7“x"2+^”，

ú2�¼y-（¼z １５２７—１６０２）、í"+（í{ １５２１—１５９３）、\Åº（\B�

１５５８—１６３９）、|.Æ（|£e １５５０—１６１６）、Í-}（ÍÛF ｆｌ． １５９６）×“°÷

gï^”。?ä0�ð7《ÃQ8》N+g½Ðq、ßtL¿vWl|7《ÃQ

8》[^Ý¢KØ:7üJ，8T·_ù�B6~D÷L（１６４１）O9�N^7

�dNgï《>lµS��P 》ð，]èD.L（１６５６）《O9�>�µS�Ã

１５金聖歎批評《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

?

?

B|'*U：《〈ÃQ8〉x~�ï》（�Å：�Å2)x[Ä，２０１３ L）k ２４７—２５０ {3
7ý> ６１ �:N^�Q。¾l:N^《ÃQ8》7"#Ii，ÜB�¤�°÷《:N^
〈ÃQ8〉Ii》（ÿ!：TA}�x[Ä，１９８２ L）�û《〈ÃQ8〉7"#GIi》（�Å：
�Å�#x[Ä，１９９７ L）。cjG)\ö½Ì�《ý>:N〈ÃQ8〉ì�》（�Å：�
Å�#x[Ä，２００７ L）Tü÷D\�:N^,Kë�74�。
¾l"2}Í+^TÞý7ÆV³[¶Ñµ，B|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Ｃａｒｌｉｔｚ （�]d）：“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Ｂｒｏｋａｗ ａｎｄ Ｋａｉｗｉｎｇ Ｃｈｏｗ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 ２６７—３０３．
¾lÐq、ßtL¿《ÃQ8》"2+^、v+^、x"2+^7J{，B|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Ｓｉｅｂｅｒ
（ãÒ）：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牶 Ａｕｔｈｏｒ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ｎｇ
ｄｒａｍａ，１３００—２００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３），ｐｐ． １２７—１２９．



Q8》?7xý———01 １０７ �《ÃQ8》+^T�dN7“µS�”gï^§

º ９３ �。?ü¤“µS�”vWÍ7《ÃQ8》N+Tuw¼�0�ªHJ

（１６２３—１７１６）��DlL（１６７６）Î�7ªÃ�^�ûü�dNï»26jq

<、©0*+“Z^ÿÃQ8”·Â7��D�L（１６８０）“Ã&e”̂ ，?�g

《ÃQ》a¤`î;æ，�ø=0Ü��（１８２１—１９０７）Ì�)ú�L（１８８３）¢

�7《�3%&�》TdÏ：“â2þ±¾�dN|《ÃQ》，u±¾ªÃ�|

《ÃQ》。”瑏瑠

ú�}I《>�µS�》Ì01《ÃQ8》�eMT-'`·7"rýo？

¾l�dN}Íà%gï7±º}{ÞW、¶G5、LÀ5、G)\¾��7

{|。瑏瑡¤fª«me7�，�dN^2�ã�|Ø=Xî"r�Í7Gï"

2，gL�“ß¥��:”7ë�3�×�[97x（１５８２—１６６４）“Ù3�½”

�jv«Xî"r·�；瑏瑢ùã�-÷«6，!ð_Ää�¡��E。瑏瑣ëðþ

¾�o-÷��7y²（１６４４—１７０５）��,《�dN°÷ 》。y²ü�i 

２５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五期）

?
?
?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O9�>�µS�》]èF+^Ö�h9（１９０７—１９７０）ýþ。
¾lé ９３ �+^Q�，|'*U：《〈ÃQ8〉x~�ï》，k ２５２—２５７。
《Ã&e》̂ FA《Z^ÿÃQ8》，>¾+=��D�L（１６８０）7�ëàï�D�U�
N^。n^Ü¾-Ü^，Ù=�S÷D.L（１７７８）rÔ�è�N。'*U：《〈ÃQ8〉
x~�ï》，k ２５１。
��：《�3%&�·ªÃ�¥g〈ÃQ8〉》，~äí��、í���w：《〈ÃQ8〉¢F
��》（ð«：>U�Ä，２０１２ L），k ５１１。
gÌ�DL1，V9G)ùi¾Ii�dNgï}{7C¼�d，ú��：《�dN[T
A}Ígï》（�Å：9Ì:$VGx[Ä，１９９２ L）。Ðd¾�&7Ii¥Ì¶GÞO、
±ºÞW、"r÷§×º:\¾£Î，úòSQ：《N"�÷§———�dNà%ï»7"
rÍ�》（ÿ!：ÿ!VGx[Ä，２００９ L）；¹0'：《"�———�dNà%ï»|Éÿ
¶GIi》（Oÿ：VLx[Ä，２０１１ L）；'*U：《�g〈ÃQ〉¶G{》，《�Å:$VG
Gv·�GÄKîG[》，２０１３ L １１ M> ４２ á> ６ j，k １１８—１２９；½�：《0、²7±º
G[�dN7"à¯ë{》，《Ât:$VGGv（�GÄKîG[）》，２０１５ L ７ M> ４１
á> ４ j，k ５４—５９。
G)ünÿ¾ë�7Ii，B|\^�：《�dN：-8�R"rXî7Gï�Æ》，《�
ÌÄKîG》，２００１ L> ２ j，k １４０—１４４；\Ý：《jð[ÞO———�dNHb7¹{h
,{�》，《cÒGv（�GÄKîG[）》，２００９ L> ４ j，k ３７—４７；\Ý：《{�dN¹
{h,�û“FÕ”|��》，《:0à%Ii》，２０１１ L> ４ j，k １３３—１５４。
¾l�dN÷�Ii7ÕV¢)，B|ÏBG)9Q：《�dNMJIi》（ÿ!：2)"
Gx[Ä，２０１５ L）。



8 ¡ÐÒ�¶|Ë，2�ãuÒ�dN7 d|,u��Q6,“à²”7

}Íà%ï»é-ÿJ：“{ï《üæ》、《c9》、《M8》、《�Ü》、《ÃQ》、《�

P》，�¼Âj��µS�，�©xxn……�¸ï{�\，��d)，̀ 《Ã

Q》、《�P》、《;Ürè》、《�N�|ï》Ü+^。”瑏瑤f0ÜÖ��（Ð2

１８９４）gæu1³�dN7T²��1ÆV³“Se、Sd、S³”7 ¡Ýø

6&JÌ¾Ê：

聖歎長年困青氈，對佛火，參禪揮麈，領略道人況味。達官貴人，同學交

舊，遠見而却避曰：“是狂生，不可近。”徵辟無聞，出遊無貲，積年成世，

嘔心耗血，所評贊選輯之《莊》、《騷》、馬、杜各手稿，無力自鋟，塵封連

屋，身後隨風散滅；惟五、六兩才子小說，以其可以銷售漁利，始得書賈出

貲任刊，然壟斷者他人，著書者作嫁，取辦救貧之一策而已。余外則兩三

篇社課八股文，亦爲揣摩家作福，於自己正經學問名譽上，不曾增得些

須榮光。茍非順治辛丑歲，爲邑人公義，上訐墨吏，激昂就死，無識者不

幾何以一輕薄文士了之耶！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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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六才子書》： 以身體體驗爲基礎的
天地———妙文———心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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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爲誰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

亦皆不必自知其爲誰也。必謂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則夫天地明日所

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各自以爲我……夫天地真未

嘗生我，而生而適然是我，是則我亦聽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適然是我，

而天地終亦未嘗生我，是則我亦聽其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去而已

矣……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後，又非我也。然

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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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人既好讀書，讀書者必好友生。瑐瑦友生者，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

而不來，忽然而不去。此讀書而喜，則此讀之，令彼聽之；此讀書而疑，則

彼讀之，令此聽之。既而並讀之、並聽之；既而並坐不讀，又大歡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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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瑐瑧

�dNé4ü<���7�|RúK“Ý<”Ì�#"rTk=«ü“ý

1”7G<�Â。瑐瑨 ¡7G<ò�×ç`'-2g©Ò®，f���{`T

27“/<�)”=>`dÞO7ÄK{��，µñy¯�{eµ。《>�µS

�》T�dNünÄK{G<��\¾�|：

寄語茫茫天涯，何處錦繡才子，吾欲與君挑燈促席，浮白歡笑，唱之誦之，

講之辨之，叫之拜之。（二之三《賴婚》）

普天下後世錦繡才子讀至此處，幸必滿浮一大白，先酹雙文，次酹作《西

廂》者，次酹聖歎，次即自酹焉。（二之四《琴心》）瑐瑩

“�_µS”¦xfLZ（７７３—８１９）7《Ãi"》：“Ä÷Å�，��_�，4W

Æ�，ÇÈWx。”瑑瑠�dN¡I,)7X5·±，Ù�“��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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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HK《>lµS�》T,) ／論者 ／讀者清晰的先後、ÄeÖÂ，+f&�,

XÞ、G<XÞ¤�âù=“!!ßÉ”；"GÊ,u��,)¤R2¨tö、

"�|�7¯Ë，f�FFââï�Nr�_µS：“'âboxn、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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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2，*A�_µS�r¯�{7“Þ}=d”，ï�¤�¸�《ÃQ8》7¼

,¹。ú-|E《<Q》SïT7Èg{|：

文章之事，通於造化，當世不少青蓮花人，吾知必於千里萬里外，遙

呼聖歎，酹酒於地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則聖歎亦於千里萬里

外，遙呼青蓮花人，酹酒於地曰：“先生，汝是作得《西廂記》出

人也。”瑑瑦

°hÐhÍ7L(§2，�§�_µS，[�dN3�“Þ}=d”ßï';�

《ÃQ8》7,)，ß£x<)、,)7XÞeºï�àoFVÊrm��¾?

á7ÛKO3。《>�µS�·<�》ùn¤3{¾ë�7h|：

一、《西廂記》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從有此天地，他中間便定然

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來，是他天地直會自己劈空結撰而出。若定

要說是一個人做出來，聖歎便說，此一個人即是天地現身。

七十一、聖歎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記》文字。

七十二、天下萬世錦繡才子，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天下萬世才子文

字，不是聖歎文字。

七十三、《西廂記》不是姓王字實父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斂氣讀之，便

是我適來自造。親見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裏恰正欲如此寫，《西廂記》

便如此寫。

七十四、想來姓王字實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廂記》？他亦只是平心斂

氣，向天下人心裏偷取出來。

七十五、總之世間妙文，原是天下萬世人人心裏公共之寶，決不是此一

人自己文集。瑑瑧

８５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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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7 @[�Ð。�ÇH~ù�9Ó（２６１—３０３）《"æ》、 P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ø，àn�dN《>�µS�》TG<57&�

�ö。

四、 靈感論： 内觀、醫藥與禪悟

�《"æ》�Bi»，�_�9Ó�oüG<、h,��¾ò+7t�，Ù

ú�dN-o&E)u�¾Ó7¡-。ú�Ì《"æ·Â》T{%：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

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

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

殆可謂曲盡其妙。瑑瑨

nÂÒ²�ú�dNÌ《>lµS�》T-oäjKµS ／才士用心之良苦。
Rð，9Ó§+k'o�F,�<)、,)7��ë�，Ì“°Æ|Ñã”:Ï

９５金聖歎批評《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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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覷|”Ù“æá”+7§§7?d，z«�hTï�°±“euAô，

"uäe”7¯¹？9Óùh,Ï7øç¬,¾F:7h|：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

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

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

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

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

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

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

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瑒瑡

9Óä°�XÞ3�“Iç”li³�Ò�，¤ð+këÍ7"#,���`

´7xâ。XÞùë=±Ø÷F、Ðô¿，̀ d¢�½Í�®¯7q²，zXÞ

¢�±ØT7-¸S，R¼÷r7Úèf�!�³。f“́ ”g�XÞ7e´、

¾©=±Ø÷FÐô7XÞ{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Ì|l=dd、°27"à、]

ãð¾{df»�“ë"”;´。rn，G<¢�XÞkëh,7Ïw。《>�

µS�》T�dNrI�2 ／作者的主體意識，+�<)¸<�Ôßdé"7

§÷，[9Ó�o�G<äxù¥u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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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２），ｐ． ８１．
《>�µS�ÃQ8·<�》，k １３。
U¡：《"Ü》，á １７，k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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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ú“|�xé，fx�ê|ò”�þý7eo¾Ý$|â：

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豈不悟此一書中所撰爲古人名色，如君瑞、鶯

鶯、紅娘、白馬，皆是我一人心頭口頭，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無極、醉

夢恐漏，而至是終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之人之事以自傳，道其胸中

若干日月以來，七曲八曲之委折乎？其中如徑斯曲、如夜斯黑、如緒斯

多、如蘖斯苦，如痛斯忍，如病斯諱。瑒瑢

ù�ÃÍ79Ó½0F7�dNùëæ?d¾u�7xø»。《"æ》�“I

ç”�¶^：XÞe�G<"#7dòð，se&“́ ”�"t,mx&|F，

�ëÍ7G<+�³�7ìd。Ì“~�o�，åt»�”瑒瑣ð，X5eº“�

í(Ð，�|Ðî”，[ÍÍFjIG³5、²�Iç ¡úx-ï。f�ðð

Txý7ú“|�xé，fx�ê|ò”7“W�”、“þã”，g�XÞli³�

Fëæ�Ùï�$Ü"t7?d。

�dNÌJ{《ÃQ8》Ïÿú��.�¾F[Iç.�，f��V¨�

��，&"Gh,[=b«l9。ª«me7�dNÌé4zy7¦�———

òþÌæTÍÍååâ、²úl|、úñ-o�ò、úó¨-oîô，:2»õ

u«、»|u¶7ö÷|³，k��2|ÿv¤²xf¢《ÃQ8》，g½《Â

E·?¶ð2》T“;\Wù，øo0:”E¦«�ð：

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於好香、好茶、好酒、好藥。好香、好

茶、好酒、好藥者，讀書之暇，隨意消息，用以宣導沉滯、發越清明、鼓蕩中

和、補助榮華之必資也。瑒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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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µS�ÃQ8》，-|-《8Ó》，k ３０。
¾l“~�¸�”，B|《M8·KÐ3 》：“o�|�ø，³�|�:。”��c：《M8》
（ÿ!：T9��，１９５９ L），á ６８，k ２２３３。
《>�µS�ÃQ8·?¶ð2》，k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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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X5·±½ßdr|¿£SCd±7q²。

�dNÌ《<�》T&《ÃQ8》J,>，,xK-8¾Ñ7ïó：

四十九、譬如藥，則張生是病，雙文是藥，紅娘是藥之炮製。有此許多炮

製，便令藥往就病，病來就藥也。其餘如夫人等，算只是炮製時所用之薑

醋酒蜜等物。瑒瑦

“>|þ¡”çVç>，2�5¢>、V«j、«ª7íq_Z。&ÔÛJÿ“>

|þ¡”，èxKÔÛÌ�"T?í72ôÝo[Ø®�!7Éÿey，�F

l�O¹G<ÞO[ëÞÞO7Þð»。�dNï《ÃQ8》!"#2�7ù

�÷|E《$[》SïT7.D.Ö“uÇ�¨”。瑒瑧¡dN{³，EDLÏÛ_

ÃÇ.×½Î%U瑒瑨Ë%�ÿ，fÌG<ÔÛé-xF，Þ]�《ÃQ8》ú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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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Ì.|.《º�·ãZ§》ðüÎ%U¾ë�4�（《>�µS�ÃQ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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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ÞO7¸<ÞÔÔÛ|"。瑓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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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瑥

Ï07《?ø》~äU¡《�:"Ü》á ３４。B|Ûïß：《F��.1¼h.A��"·
Fh"》，á ２０，k ２０５—２０９．¾lõ:"2übV|BB~²�ûü《?ø》©b��e
¶| @，B|0åC （Ｎａｉｆｅｉ Ｄｉｎｇ），Ｏｂｓｃｅｎｅ Ｔｈｉｎｇｓ：Ｓｅｘ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Ｊｉｎ Ｐｉｎｇ Ｍｅｉ
（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 ８１—１１５．
|\D（２３３—２９７）《.A´》：“\/,0，Ï¢，Ùñe。ñe°�²;，�Nbø，E<
\/{,，E¤fC，ó：‘n©HbV。’”\D：《.A´》，Fì|（３７２—４５１）m（ÿ!：
T9��，１９５９ L），á ２１，k ６００。
《>�µS�ÃQ8》，÷|E《$Ó》，k ２８１。
《$Ó·fZcð》ã>D.s，�dN¥0¾¹xG<ÞOJ¾�=©b：“�¤Gx，
¥.?î。2.æH¾b，þ¯I�《$Ó》D�，Ê¤ÒJ0ê，�.lô。”《>�µS
�ÃQ8》，÷|E《$Ó》，k ２９０。
《>�µS�ÃQ8》，÷|E《$Ó》，k ２７９。
ú�.TÎKëL，·ìX2“T�*M、�}tN”|��，���¦Æ�ô-OHIE
��“£&®Lu¯”7PP|¦，��TµQÐýRS"Þ���T÷¦，�Dl�h
±ã=¯¢-+，�ED��¤`Ì�、“�¤'\�i”&·ì�T|TT。《>�µ
S�ÃQ8》，÷|E《$Ó》，k ２７７—２８０。
《>�µS�ÃQ8》，÷|E《$Ó》，k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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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³�”7《�N�¦��》。瑓瑩{)_n\� GvWxøJ{�g《Ã

Q》T7 À、0L_¦。瑔瑠¤f�g《ÃQ》T{_ ¦，úÎ%U{¹x：“d

N'{"，ç{0�。”瑔瑡�dNÌ《>�µS�》T�[J�“'u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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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¾ë�7{|：“_²Bø!ð，5`7©çÇøÚ�&0)_ø.ïuÌ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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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lõ:&Qõg½GHr，�û0LÌÆV³h 7lM�[Ç�wÐ÷7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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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第十四節。覆其此後連紅娘亦不復更來。使我讀之，分明臘月三十

夜，聽樓子和尚高唱“你既無心我亦休”之句，唬嚇死人、快活死人也。

細思作《西廂記》人，亦無過一種筆墨，如何便寫成如此般文字，使我讀

之通身抖擻，骨節盡變。聞古人有痁疾大發，神换其齒者，有如此般文字

得讀，便更不須痁疾發也。瑔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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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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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縱使當時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會做得一本出來；然既是别

一刻所覷見，便用别樣捉住，便是别樣文心、别樣手法，便别是一本，不復

是此本也。

二十一、僕嘗粥時欲作一文，偶以他緣，不得便作，至於飯後方補作之，

僕便可惜粥時之一篇也。

二十二、……僕嘗思萬萬年來，天無日無雲，然決無今日雲與某日雲曾

同之事。何也？雲只是山川所出之氣，升到空中，却遭微風，蕩作縷縷。

既是風無成心，便是雲無定規，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爾如此。《西廂

記》正然，並無成心之與定規，無非佳日閒窗，妙腕良筆，忽然無端如風

蕩雲。若使異時更作，亦不妨另自有其絶妙。然而無奈此番已是絶妙

也。不必云異時不能更妙於此，然亦不必云異時尚將更妙於此也。瑔瑨

ú《<�》{|，K-+�=ò�`�{，_nFFââ�ï�¾ú《Ã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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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趙州和尚，人不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他不知道有個

“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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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趙州和尚，人問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他亦不記道有個

“無”字。

四十四、《西廂記》……總是寫前一篇時，他不知道後一篇應如何。用煞

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只顧寫前一篇。

四十五、《西廂記》……總是寫到後一篇時，他不記道前一篇是如何。用

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又只顧寫後一篇。

四十六、聖歎舉趙州“無”字說《西廂記》，此真是《西廂記》之真才實學，

不是禪語，不是有無之“無”字。須知趙州和尚“無”字，先不是禪語，先

不是有無之“無”字，真是趙州和尚之真才實學。瑖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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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子弟讀得此本《西廂記》後，必能自放異樣手眼，另去讀出别部奇

書。遙計一二百年之後，天地間書，無有一本不似十日並出。此時則彼

一切不必讀、不足讀、不耐讀等書，亦既廢盡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實是

此本《西廂記》爲始。瑖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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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所以讀書茍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

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

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今人連寫也

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茍簡。瑖瑦

近日真個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

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着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

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什麽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

不知一撞百碎。瑖瑧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

其髙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瑖瑨

�ÇH~ù&�Ô《>�µS�》ü' S�&ü�Rp�Ç�^mn7

?©¾'�o7B@[t=。

五、 讀書法： 閱讀感知與身心實踐

 P[â2-<�，FRy�÷í7��x�，ú�ëÞ�È(，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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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個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

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瑘瑡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

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

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

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

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

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瑘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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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生有言：“指馬之百體非馬，而馬係於前者，主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比

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同壇。夫人誠知百材萬木，雜然同壇

之爲大澤、大山，而其於遊也，斯庶幾矣。……果石石而察之，殆初無異

於一拳者也；試泉泉而尋之，殆初無異於細流者也。且不直此也。”老氏

之言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

之用……”然則一一洞天福地中間……雖其奇奇妙妙，至於不可方物，

而吾有以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則固必在於所謂“當其無”之處

也矣。蓋“當其無”，則是無峰無嶺，無壁無谿，無坪、坡、梁、磵之地也。

然而“當其無”，斯則真吾胸中一副别才之所翱翔，眉下一雙别眼之所排

蕩也。瑘瑦

�dNé4_y《ÊS·gÄ》T“�|ÒÞç�”瑘瑧&G<�¸�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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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之花於跗萼中，展而成瓣，可以閒心諦視其瓣，則自根至末，光色不

定，此又天下之至妙也。燈火之焰，自下達上，其近穗也，乃作淡碧色；稍

上，作淡白色；又上，作淡赤色；又上，作乾紅色，後乃作黑煙，噴若細沫，

此一天下之至妙也。瑝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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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g：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

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别法。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瑝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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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西廂記》必須掃地讀之。掃地讀之者，不得存一點塵於胸

中也。

六十二、《西廂記》必須焚香讀之。焚香讀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

通之也。

六十三、《西廂記》必須對雪讀之。對雪讀之者，資其潔清也。

六十四、《西廂記》必須對花讀之。對花讀之者，助其娟麗也。

六十五、《西廂記》必須盡一日一夜之力，一氣讀之。一氣讀之者，總攬

其起盡也。

六十六、《西廂記》必須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讀之。精切讀之者，細尋

其膚寸也。

六十七、《西廂記》必須與美人並坐讀之。與美人並坐讀之者，驗其纏綿

多情也。

六十八、《西廂記》必須與道人對坐讀之。與道人對坐讀之者，嘆其解脫

無方也。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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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才子書”現象———金批
《西廂》的接受與影響

　 　 �dN,�-8Gï"2，�>l、�《µS�》üð&7à%}Íï»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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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w�¸��dNï»7ªLÔ???g&�gï7《F�8》h

��《>?µS�》，ÿx��B@�dN6Õ7 q。�《S{》Tuw�d

NRy7¦�，ú“µS”、“é"”、“ÏÐ”×，z«G<《F�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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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之文，有著筆在此而注意在彼者。譬之畫家，花可畫，而花之香不可

畫，於是舍花而畫花旁之蝶，非畫蝶也，仍是畫花也。

雖云搏兔搏象俱用全力，而正筆閑筆，又有輕重詳略之分。正筆宜重宜

詳，閑筆宜輕宜略。

善讀書者，一眼看去，便看出書中緊要處，因悟當時著書之人，亦只覷得

此緊要之處一手抓住，一口噙住，不一毫放空，於是其書遂成絶世妙文。

今觀《琵琶記》，無一處不緊要，故無一處不妙。乃其所以妙處，只抓得

住、噙得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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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日往月來，歷萬古而常新者，天地之景象也。水流戶轉，運動而不可

窮竭者，文人之心胸也……一二老師宿儒，專守一經，謂此外皆勿寓目，

而庶免於鶩外有情焉。果爾則宇宙間亦當平平無奇……然豈有是理乎

哉？昔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歐陽公撰《唐書·藝文志》，稱作者不

盡合道，然皆怪偉宏麗，要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焉。故其書並存而不廢

也。凡世間稗官小說、詞場曲部，每足以發明經史子集之緒餘，而經常不

易之說，又須以才子之筆出之。嗚呼，此《西廂》之所以作也，此聖嘆之

所以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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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gà%》T{¹x7：

人觀聖歎所批過小說，莫不服其畸才，詫爲靈鬼轉世。其實聖歎所批過

之小說，恰是有限，今最流傳者，一部施耐庵七十回《水滸傳》，一部王實

甫、關漢卿正續《西廂記》，此外無有也。人見聖歎嘗題《水滸傳》爲“第

五才子書”，《西廂記》爲“第六才子書”，可巧又遇見聖歎之取茂苑毛氏

所批《三國志演義》一種，題曰“第一才子書”，遂恍惚誤以《三國志演

義》亦謂爲聖歎所批矣。

後來坊間因仍《三國志演義》爲“第一才子書”，而湊出《好逑傳》、《平山

冷燕》、《白圭志》、《花箋記》各下乘陋劣小說，硬加分貼爲“第二才子

書”、“第三才子書”，以下除却五才《水滸》，六才《西廂》還依聖歎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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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直排下，到第十才子，無理取鬧。設聖歎見之，當自悔不該爲作俑

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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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與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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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í���w：《ÃQ8¢F��》。ð«：>U�Ä，２０１２ L。

¼ü¼，Âêú、ëDúwm：《ë`uH·ËÍL》。�Å：�Å�#x[Ä，２０００ L。

òSQ：《N"�÷§———�dNà%ï»7"rÍ�》。ÿ!：ÿ!VGx[Ä，２００９ L。

òiG�：《$[Ç———ß¥ ÀtöT7�TÞ{、ÚìXÞ{[~ªïð》。�Å：�

Å�#x[Ä，２００６ L。

òÖ：《1ÂÓ[〈�ö=〉Ii》。ÿ!："ôx[Ä，２００９ L。

QSR»w：《y²FÕ》。�Å：�Å�#x[Ä，２００５ L。

�dN¼，1£-wm：《>�µS�ÃQ8》。Oÿ：.)��，１９９９ L。

'*U：《ÃQ8x~�ï》。�Å：�Å2)x[Ä，２０１３ L。

hÒÞ�：《F�8¢F��》。ÿ!：�Q"#x[Ä，１９８９ L。

9Q：《�dNMJIi》。ÿ!：2)"Gx[Ä，２０１５ L。

\D¼，Fì|m：《.A´》。ÿ!：T9��，１９５９ L。

\ö½：《ý>:N〈ÃQ8〉ì�》。�Å：�Å�#x[Ä，２００７ L。

\gÔ、hiè、)ê½�w：《�P ÿï^》。ÿ!：ÿ!VGx[Ä，１９８７ L。

ì©°¼，Î±�»w：《ÊSÕ~》。ÿ!：T9��，１９６１ L。

ì¤dwï：《fLZ�"Õ》。~äì¤±X�：《;©(V��"SÕ》。ã�Ê：�ÿ2

)x[Ä，１９９５ L。

~�'¼，têü»w：《ltKZ》。ÿ!：T9��，１９８４ L。

noS：《°¼hÍÍcÿ�Ü》。ÿ!：T9��，１９８３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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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¼，y\]�x：《 À[�À》。Oÿ：9N¨�º�，２００８ L。

¹0'：《"�———�dNà%ï»|Éÿ¶GIi》。Oÿ：VLx[Ä，２０１１ L。

�¤�：《:N^〈ÃQ8〉Ii》。ÿ!：TA}�x[Ä，１９８２ L。

�¤�：《〈ÃQ8〉7"#GIi》。�Å：�Å�#x[Ä，１９９７ L。

��d�，Î¤\»w：《 S¦O》。ÿ!：T9��，１９８６ L。

��：《�dN[TA}Ígï》。�Å：9Ì:$VGx[Ä，１９９２ L。

U¡�，¼$m：《"Ü》。ÿ!：T9��，１９７７ L。

（E）{"

'*U：《�g〈ÃQ〉¶G{》，《�Å:$VGGv（�GÄKîG[）》，２０１３ L １１ M> ４２

á> ６ j，k １１８—１２９。

\Ý：《jð[ÞO———�dNHb7¹{h,{�》，《cÒGv（�GÄKîG[）》，２００９

L> ４ j，k ３７—４７。

\Ý：《{�dN¹{h,�û“FÕ”|��》，《:0à%Ii》，２０１１ L> ４ j，k

１３３—１５４。

\^�：《�dN：-8�R"rXî7Gï�Æ》，《�ÌÄKîG》，２００１ L> ２ j，k

１４０—１４４。

½�：《0、²7±ºG[�dN7"à¯ë{》，《Ât:$VGGv（�GÄKîG[）》，

２０１５ L ７ M> ４１ á> ４ j，k ５４—５９。

二、英文

（-）C�

Ｂｒｏｋａｗ，Ｃｙｎｔｈ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ｏｗ，Ｋａｉｗｉｎｇ，ｅｄｓ．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Ｃｈａｒｔｉｅｒ，Ｒｏｇ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Ｂｏｏｋｓ牶 Ｒｅａｄｅｒｓ，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Ｍｉｃｈｅｌ．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ｎｓ．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ｅｎｄａｌｌ．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Ｄｉｎｇ，Ｎａｉｆｅｉ． Ｏｂｓｃｅｎｅ Ｔｈｉｎｇｓ牶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Ｊｉｎ Ｐｉｎｇ Ｍｅｉ． 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ＭｃＣｌｅｅｒｙ，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ｅｄｓ．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

Ｆｕｒｔｈ，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Ｚｅｉｔｌｉｎ，Ｊｕｄｉｔｈ，ａｎｄ Ｈｓｉｕｎｇ，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ｅｄ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ｅｓ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１８金聖歎批評《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 （１８９５—１９７６）．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ｅｙｎａｌ ＆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１９３７．

Ｌｏｄｇｅ，Ｄａｖｉｄ， 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牶 ａ Ｒｅａ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８８．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Ｄ． 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ｘｔｓ． １９９９； ｒｐ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Ｏｗｅｎ，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２．

Ｒｏｌｓｔｏｎ，Ｄａｖｉ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牶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Ｓｉｅｂｅｒ，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牶 Ａｕｔｈｏｒ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ｎｇｄｒａｍａ，１３００—２００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３．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牶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Ｚｉｐｏｒｙｎ，Ｅｖｉｌ ａｎｄ ｏｒ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牶 Ｏｍｎｉ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Ｔｉａｎｔａｉ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０．

（E）{"

Ｇｅ，Ｌｉａｎｇｙ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 ａ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牶 Ｅｓｓａｙ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５ （２００３）：１—２４．

Ｊｏｈｎ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２１． ４ （２０００）：５９３—６２７．

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ａｏ． “Ｌａｗ，Ｄｅ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ｎｙａｎ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Ｘｉｎｇｓｈｉ ｙｉｎｙｕａｎ

ｚｈｕａ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７４． １ （２０１４）：１—４２．

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ｆｅｉ． “Ｓｅ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Ｅｙｅ：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 Ｍａｊｏｒ １８． ２ （２００５）：６７—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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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ｓ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Ｇｅｎｉｕｓ Ｂｏｏ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Ｘｉａｏｑｉａｏ Ｌｉｎｇ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ｒｉｚｏ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ｅｓ 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ｓ （１６０８ １６６１）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Ｇｅｎｉｕｓ Ｂｏｏｋ牶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ｎ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Ｊ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ｓ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ｇ，Ｊｉｎ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ｓ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ｕｔｔｅｒｌｙ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ｌｅ． Ａｎｙ ｗｒｉｔ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ｈｉｓ ｔｅｘｔ ｏｎｃｅ ｉ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ｓ ｉｎｔｏ “ｍａｒｖｅｌｏｕ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ｔｉａｎｄｉ ｍｉａｏｗｅｎ），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ｍｅｎ ｗｈｏｓｅ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Ｊｉｎ ｕ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ｓ ａ ｂｏｄｉ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ｆｕｓ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ｔｏｒ ｉｎ 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ｒｏｃａｄｅ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ｓ”（ｊｉｎｘｉｕ ｃａｉｚｉ）． Ｊｉ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 Ｌｕ Ｊｉｓ （２６１ ３０３）“Ｐｏｅｔｉｃ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Ｚｈｕ Ｘｉｓ

（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Ｌｕ Ｊｉｓ ｔｒｅｎｃｈａｎ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Ｚｈｕ

Ｘｉｓ ｗａｒ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Ｙｅｔ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Ｇｅｎｉｕｓ Ｂｏｏｋ ｓｅ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Ｊｉｎｓ 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ａｔ，ｂ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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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ｂｒｏａｄｌｙ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Ｊ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Ｇｅｎｉｕｓ Ｂｏｏｋ ｓｈｏｗ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ｐｉｔｏｍｉｚ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ｇ ａｓ ａ ｗｅｌ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ｃ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ｉｎ 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ｃａｉｚｉ ｓｈｕ （ｔｈｅ ｇｅｎｉｕｓ ｂｏｏｋ），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ｇ，Ｌｕ

Ｊｉ，Ｚｈｕ Ｘｉ，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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