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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董斯张写作《西游补》 ,意在挑战《西游记》 ,试探自己的艺术才力。这决定了《西

游补》的两个特点:一是尊重《西游记》的影响 ,自觉做出艺术让步 ;二是费尽周折地改变已经由

《西游记》确立的悟空形象 ,浮显自己的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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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作家董斯张的小说《西游补》
①

,作为《西游记》的续书之一 ,虽不像《西游记》那样广泛流传 ,致

令妇孺皆知 ,但也得到了许多名家的青睐。 清初笔记小说家钮 、清中叶戏剧家焦循、清末学者张文虎 ,

都对《西游补》发出过赞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西游补》的艺术水平大加称赞 ,说它“造事遣辞 ,

则丰赡多姿 ,恍忽善幻 ,奇突之处 ,时足惊人 ,间以俳谐 ,亦常俊绝 ,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
[1 ]

(第 139

页 )。

《西游补》的艺术成就 ,显示了小说家董斯张杰出的创造才能。他没有因袭花果山水帘洞的故事情节

和艺术风格 ,而是别开生面地构想出一个神奇莫测的青青世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 ,《西游补》与《西游

记》都大相径庭。任何一个熟悉《西游记》的读者 ,把《西游补》哪怕只读上一个小章节 ,也必然会因为感受

了董斯张的呕心沥血而步入到历史的同情之境。即使不依靠史料对董斯张“伏床咯血 ,犹兀兀点笔” (《南

浔志》卷四十六 )的记载 ,读者仍可从《西游补》那吐字惟艰却曲折尽意的忧郁表述里 ,隐约体味到小说家

写作时耐受的惊人的苦辛。 董斯张只活了 43岁 ,这位也许创作时还是青年的小说家 ,凭他的才华 ,完全

可以依空起势 ,自创新篇。 他的《西游补》也没有必要自贬身分 ,屈做《西游记》的徒孙。

然而 ,查一下史料 ,这董斯张—— 瘦骨棱生的董斯张、性格孤介的董斯张、痴情绝顶的董斯张、冯梦

龙好友的董斯张——他写《西游补》 ,竟为了续《西游记》! 这让人费解。

董斯张为什么盯着一部《西游记》呢? 可以有多种解释。其中 ,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他高度认同《西

游记》的巨大艺术成就 ,感到了前代作家施加给后人的压力 ,于是对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艺术能力产生

了焦虑。为了让艺术的信心在更高的境界获得证实 ,他选择了给《西游记》做续书的方式 ,以《西游补》挑

战前人。 《西游记》并不需要这一补 ,这一补完全是董斯张的私事 ,他想藉此安顿心灵。 他不会选择前人

已经写失败的小说来续做 ,尽管那样更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 ,而且超越失败者更轻松。宁愿搏虎 ,决不屠

牛 ,该是他续书的本意。

如果我们把眼光扩大一点 ,会发现许多作家都怀有董斯张似的焦虑心情。比如 ,豪迈的苏轼 ,却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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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平淡的陶潜赞不绝口 ,晚年还写《和陶》诗 ,模拟渊明的风格。苏轼学什么像什么 ,偏学不像陶诗 ,他无

所不能的能力受到了挑战。他的佩服陶诗是满含焦虑的。王实甫在董解元之后作《西厢记》、洪升继白朴

《梧桐雨》后作《长生殿》 ,等等 ,想必同有试探自己才力的愿望。曹雪芹是可以用典入化的 ,但《红楼梦》露

出了《庄子》、《离骚》、《金瓶梅词话》、《西游记》、《水浒传》、《牡丹亭》、《西厢记》等名作的痕迹 ,如此集中

的名作谱系暗示 ,决非偶然。大概曹雪芹不是向某一位作家 ,而是向自己选定的一组作家挑战。

现在 ,我们的眼光回到《西游补》来 ,从写作技术上核实一下 ,便会发现 ,《西游补》是非常尊重《西游

记》的前辈地位的 ,处处照顾到《西游记》的影响 ,这是谦逊的一面 ;《西游补》更看中了《西游记》的影响压

力 ,逆难而上 ,希望超越 ,这是傲的一面 ,蕴含着自负和焦虑。 一部《西游补》可以说是谦与傲的合奏。

一

我们把话题稍微拉远一点。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要把故事讲下去 ,往往依靠在上回末尾设置的悬念 ,引起下一回文字。这种叙述

方式的原理可以用射箭来说明:准备把箭射到一定远的距离 ,必须将弦上到一个足够的紧张点 ,然后放

手 ,蓄积的势能便推动箭向前飞出。 小说中的悬念正是一个高势能点 ,推着故事往前跑。随着叙述流程

的推进 ,悬念引起的疑问逐步解除 ,势能递减到一个不再对文本内部产生压力的水平 ,叙述不得不停下

来。此时 ,如果不想结束故事 ,有经验的作者会设法引入另一个悬念 ,重新垫高文势 ,开始新一轮讲述。一

波将平 ,一波又起 ,这是古代小说家的惯用技巧。《水浒传》讲到宋江逃到柴进庄上找到藏身之所时 ,文势

已平 ,为了安排与武松的初次会面 ,不得不让宋江一脚误踏在火锨上 ,与武松发生争执 ,陡然抬高文势。

这个波澜拉着故事向前跑了一段 ,到宋江送武松在酒店分手时 ,势头又尽。接下来的武松打虎是很精彩

的故事 ,但不能马上讲述。 小说安排了一段“三碗不过冈”小插曲 ,将文势引到高处 ,利用文势的冲力 ,才

一气贯通地推出赤手搏虎的场面。

唐宋古文家已经体会到 ,文势强弱决定着叙述流程的长短 ,如同弓弦的紧张度直接影响箭的射程。

韩愈认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愈《答李翊书》 )” ,苏轼不止一次说“常行于所当行 ,常

止于不可不止 (苏轼《文说》、《答谢民师书》 )” ,谈的都是文势的作用。前者主张蓄积文势 ,后者意识到文

势尽处必须搁笔。如何蓄势呢? 怎样判断文势已尽? 他们还停留在感性阶段 ,韩愈置一些道德家的文章

质木无文的事实不顾 ,粗率地提出学习儒家经典可以蓄养文势 ;苏轼则坦然承认“虽吾亦不能知也”。

元末明初的小说家使用了一种简便有效的蓄势方法—— 设置悬念 ;悬念解开时 ,文势已衰 ,需要重

振或干脆终止叙述。但悬念的消极效果也不容忽视 ,它使叙述出现一个又一个明显的接缝 ,接缝地方很

刺眼。 《水浒传》往往叙述到酒店活动时 ,才升高文势:或是鲁达喝酒 ,听到隔壁金氏父女哭泣而大怒 ;或

是石勇与宋江在酒店争座位而吵闹 ;或是时迁偷了店主的报晓鸡而引起三打祝家庄 ,等等 ,大概是出于

让接缝平滑一些的考虑。人们日复一日在饥餐渴饮 ,对于任何读者来说 ,吃饭是太平淡无奇了。 从饮食

活动导入另一个故事 ,可以部分消除叙述转换的突兀感。

《西游记》不像《水浒传》或《三国志演义》那样频繁地设置悬念。唐僧走出两界山后 ,几位弟子一路上

大战红孩儿、偷吃人参果、计脱女儿国、三调芭蕉扇等 ,每个故事由几个章回构成 ,形成一个个小板块 ,板

块之间的联系相当松散。叙述几乎可以在每个板块尾部终止下来。作者只用一些固定的程式 ,连缀前后

板块。 比如上个板块终结处问: “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 ,几时得到西天? 且听下回分解。”“毕竟不知此

后又有甚事 ,孙大圣怎生保护唐僧 ,几时得到西天 ,且听下回分解。”下面开篇无非是: “师徒四众 ,顺着大

路 ,望西而进。正遇严冬之景 ,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 ,山骨棱棱水外清。师徒们正当行处 ,忽然又遇一

座大山 ,阻住去道。”“他师徒们行赏端阳之景 ,虚度中天之节 ,忽又见一座高山阻路。”接下来是唐僧叮嘱

徒弟小心提防 ,然后果真遇妖逢怪。各个磨难故事相对地独立着 ,由“何时能到西天?”的提问将它们串在

一起。 小说这样安排的理由何在? 这与《西游记》蓄积文势的方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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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蓄势法是特殊的 ,它抛弃了途中加油站式的悬念蓄势。 如果把叙述流动比喻为汽车行

驶 ,悬念恰好是汽油。 车子跑一段路 ,汽油消耗得差不多了 ;进站加油 ,再跑。这种“加油 -跑 -加油 -

跑”的过程可以无限延续 ,直到车手叫停。悬念方式颇类《庄子·逍遥游》里的蜩与学鸠 ,“抢榆枋 ,时则不

至而控于地而已矣”。 眼看气力将竭 ,即时调整一下 ,再来个新悬念。 《西游记》喜欢“适百里者 ,宿舂粮 ;

适千里者 ,三月聚粮”的方式 ,一次把能量加足 ,不歇气地跑到终点。它在前面花了整整 13回 ,写“大闹天

宫”、“江流儿”、“梦斩泾河龙” 3个故事 ,为以后的取经故事做准备。孙悟空大闹天宫遭擒 ,被如来佛强压

在五行山下 ,是个潜在的核子 ,一旦被激活 ,将释放出天崩地裂的能量。玄奘法师幼遭磨难 ,仇深似海 ;依

傍佛门长大成人 ,深习经论。这使他心志坚如铁 ,完全有毅力西行取经 ,决不退悔。太宗皇帝从地府还魂

后要做水陆大会 ,而小乘经卷度不得亡者升天 ,必须派人到佛祖处取得大乘真经。太宗皇帝是一代雄主 ,

以国君和御兄的双重身分 ,托付玄奘法师到西天取经 ,给取经事业赋予了重大的政治使命和义不容辞的

情感动力。取经事业也关系着取经队伍的切身利害。流沙河的沙僧每日遭万剑穿心 ,痛苦无比 ,思求解

脱 ;福灵洞的猪八戒错投猪胎 ,弄得猪头猪脑 ,急需救拔 ;一条玉龙犯罪当诛 ,只有变马驮唐僧取经 ,才得

保全性命。他们必须护持唐僧 ,奋力西行 ,才有出头之日。这几方面的原因 ,已将小说的文势蓄积如山。

吴承恩尚不满足 ,又给悟空戴上见肉生根的紧箍儿 ,用强力拴定他的拜佛心志 ;观音菩萨赐悟空三根救

命毫毛 ,许他叫天天应 ,叫地地灵 ,用恩义鼓励他尽心西行。小说还让浮屠山乌巢禅师告诉心志本坚的唐

僧: “路途虽远 ,终须有到之日 ,却只是魔瘴 (障 )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 ,凡五十四句 ,共计二百七十字。

若遇魔瘴 (障 )之处 ,但念此经 ,自无伤害。” [2 ]
(第 231页 )唐僧耳闻一遍 ,即能记忆 ,“悟彻了《多心经》 ,打

开了门户” ,写一篇偈子 ,说“只须下苦功 ,扭出铁中血”。又一次坚固唐僧取经的信心。到了第 23回四圣

试禅心 ,黎山老母、南海观音、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对取经队伍来了个全体教育 ,连心志最易动摇的八戒

也下了保证: “从今后 ,再也不敢妄为。就是累折骨头 ,也只是摩肩压担 ,随师父西域去也。”至此 ,小说的

文势蓄积完毕。

《西游记》从第 13回起 ,写唐僧动身 ,经过的地方尚属大唐管辖。第 14回 ,他到达两界山 ,收悟空为

徒 ,才算正式开始西天行程。前面 13回的文势已经蓄积得相当丰沛 ,故而西行事业正式启动。接下来的

几回书 ,主要讲沙僧、八戒、玉龙的皈依故事 ,观音菩萨几次亲临现场 ,慈语训导 ,仍在增添文势。 只有到

了第 23回 ,取经的准备工作才峻工。从文势的角度看 ,《西游记》是从第 24回起 ,认认真真开始了西天取

经之行。

23回的蓄势 ,能量有多大呢? 按吴承恩的估算 ,这个势头管得起从贞观十三年到 27年共十四个寒

暑 ,东土大唐长安到西天大雷音寺十万八千里往返的消耗。

唐僧见人必自称是东土大唐僧人 ,要往西天拜佛求经。他多次忆起太宗皇帝 ,感叹何时能功成而返。

师徒在各种场合介绍自己的身世和取经缘由 ,都紧扣“大闹天宫”、“江流儿”、“梦斩泾河龙”、“自身罪

孽”、“观音教化”等故事。这些无不表明《西游记》采用了一朝蓄势、 10年消耗的叙述方式 ,与那种随消随

蓄的悬念叙述划开了界限。

《西游记》续书《后西游记》未识母本蓄势之妙 ,又弃悬念增势之法 ,亦步亦趋地仿袭《西游记》第 24

回之后的文字 ,写孙小圣等保护大颠和尚一山一池地降妖捉怪 ,奋力西行 ,虔求真解。 表述缺乏内在动

力 ,平铺直叙。鲁迅评价它“其谓儒释本一 ,亦同《西游》 ,而行文造事并逊” [ 1] (第 140页 )。

一般做文章 ,但有因果 ,便可敷衍成文。小说何尝不如是? 何必非要蓄势? 但是 ,蓄势与否 ,正可区

别平庸与天才。凡大手笔做文章 ,必要灵性飞动 ,要飞动则必蓄势。苏东坡写《潮州韩文公庙碑》 ,必待得

了“匹夫而为百世师 ,一言而为天下法”一句 ,才可乘势运文而下。施耐庵必要武松喝酒与店家斗口一回 ,

才许他上山打虎 ;罗贯中必使刘备三顾茅庐 ,方让孔明露面 ,皆蓄势也。

董斯张对文势非常敏感。他为《西游记》做续书 ,首先要顾及的就是文势。如果像人们历来的成法 ,

在母本终结处做续书 ,文势必得自己再造。 采用悬念造势 ,太小家气 ;模仿《西游记》一次把文势养足 ,小

说的篇幅一定比较长。董斯张的设计是:从母本中间插入 ,借用母本那充足无比的文势。如此一来 ,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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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减 ,叙述轻灵。 于是 ,他创造了一种续书的方式——补书。

《西游补》“在火焰芭蕉之后 ,洗心扫塔之先” ,形如《西游记》的一个小板块。首回云: “话说唐僧师徒

四众自从离了火焰山 ,日往月来 ,又遇绿春时候。唐僧道: `我四人终日奔波 ,不知何日得见如来。悟空 ,

西方路上 ,你也曾走过几遍 ,还有许多路程?还有几个妖魔?’ ”末回道: “行者便喝退土地 ,一心化饭 ,急忙

跳在空中 ,看见那边有个桃花畔 ,一条烟丝从树林中隐隐透起 ,登时按落云头 ,近前观看 ,果然是一好人

家。行者跑入里面 ,正要寻人化饭 ,忽然走到一个静舍 ,静舍中间坐着一个师长 ,聚几个学徒 ,在那里讲

书。你道讲那一句书? 正讲着一句`范围天地而不过’ 。”两处的表述与母本神韵格式简直一样 ,实现了无

缝连接。上引的末回结尾段落 ,初看似与母本风格相异。 如果我们把《西游记》每章末的结束诗和“毕竟

不知几时才得正果求经 ,且听下回分解”之类句子略去 ,则其尾句模样如何呢?试看随便从书中摘出的几

例: “那木叉按祥云 ,收了葫芦。又只见那骷髅一时解化作九股阴风 ,寂然不见。三藏拜谢了木叉 ,顶礼了

菩萨。”“那沙和尚却卷起铺盖 ,收拾了担子 ;孙大圣解缰牵马 ,引唐僧入林寻看。”“正走间 ,只听得路旁

叫: `唐圣僧 ,吃了斋饭去 ,’ 那长老心惊。”结句都十分平和 ,而且现成 ,不显雕凿痕迹。《西游补》末回结句

跟它们一样风格 ,本应为: “……静舍中间坐着一个师长 ,聚几个学徒 ,在那里正讲着一句`范围天地而不

过’ 。”但无下文 ,不便以“且听下回分解”收束 ,于是 ,作者略施薄技 ,一句变作两句说 ,出一上句: “你道讲

哪一句书?”应一下句: “正讲着一句`范围天地而不过’ 。”轻轻把全文收煞住。

《西游补》对《西游记》的恭顺 ,关键就在一个“补”字 ,它是母本特殊的蓄势方式生出的特殊续书品

种。要说谦逊 ,这是最根本的。

《西游补》为什么从三调芭蕉扇之后补入呢? 这与《西游记》的情节特点有关。 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

取经 ,一路上遭遇无数千娇百媚的女人 ,毫不动心。 见了娇滴滴女妖 ,好言语无一句 ,立时金箍棒狠狠打

去。但三调芭蕉扇是个例外 ,为借芭蕉扇 ,悟空只得变化成牛魔王模样 ,被动地接受罗刹女调情。这是悟

空生平第一遭戏弄妇人 ,也是取经途中仅有的一次。 董斯张凭着敏锐的眼光 ,找到了这个可与“情根”扯

上关系的特例 ,从此补入。

董斯张设想的阅读对象是那些熟悉《西游记》的读者 ,《西游补》必须屈从《西游记》已经设定的许多

情形 ,而屈从又为《西游补》的惊人之笔奠定了基础。

《西游记》的故事发生在唐朝 ,唐僧取经途中 ,每晚寻人家借宿或上朝参拜外邦君王 ,便自报大唐僧

人的身分。闻者无不惊喜 ,说“原来是东土大唐来的高僧”。 《西游记》作者是向往大唐盛世的 ,对“唐王

朝”、“唐太宗”、“唐三藏”、“唐僧”这些带“唐”的名字 ,反复提及 ,一片赞美。 “唐朝”、“唐太宗”两个名字 ,

深入《西游记》读者心理 ,不仅成为一种牢固的时间观念 ,而且植入了深厚的情感因子。 《西游补》的作者

以“唐朝”作现在时间 ,或写唐之前的故事 ,或记唐之后的历史 ,给人奇幻感。就《西游补》读者而言 ,绿珠、

虞姬、项羽是古人 ,唐皇、唐僧也是古人 ,在心理感觉上本应没有什么不同。宋朝奸相秦桧 ,卖国杀飞 ,人

所共知。那段历史到了明代 ,也无任何新鲜。一写进《西游补》 ,为什么读者感到奇幻呢? 原因就在于《西

游记》对读者的心理定位。读者潜意识里以唐人自居 ,忽然看到唐以前的项羽 ,唐以后的秦桧 ,如何不奇?

《西游记》讲述故事 ,严格遵守时间的先后顺序 ,不仅把取经的时间总长度交待得清清楚楚 ,是从贞

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起程 ,至贞观二十七年取经回到大唐长安 ,历时 15载 ;而且常在每章开头 ,点明

季节时令。取经途中的四季变化有条不紊 ,一如现实生活 ;作者一般不随意更改。例如 ,第 15回开始 ,刚

进入蛇盘山 ,气候是“腊月寒天 ,朔风凛凛” ,末段写“此去行有两个月太平之路 ,相遇的都是些罗罗、回

回、狼虫虎豹。光阴迅速 ,又值早春时候。但见山林锦翠色 ,草木发青芽 ;梅英落尽 ,柳眼初开。师徒们行

玩春光 ,又见太阳西坠。”至第 18回 ,“正是那春融时节。 但见那:草衬玉骢蹄迹软 ,柳摇金线露华新。 桃

杏满林争艳丽 ,薜萝绕径放精神。 ……”到第 20回 ,“且说他三众 ,在路餐风宿水 ,带月披星 ,早又至夏景

炎天。但见那: 花尽蝶无情叙 ,树高蝉有声喧。野蚕成茧火榴妍 ,沼内新荷出现。”津津乐道地交待季节变

化 ,描述时令景致 ,是《西游记》的一大特色 ;即使《金瓶梅》、《红楼梦》描述时令 ,也不如它那样频度高、位

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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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细腻的季节过程 ,给读者强烈的时间流逝感 ,也突出了时间永远向前的方向性。 《西游补》

对母本那种时间秩序来一个逆转:行者拿到历本 ,“翻开看看 ,只见打头就是十二月 ,却把正月住脚。每月

中打头就是三十日 ,或二十九日 ,又把初一做住脚。”现实生活中的月日是顺的 ,谁也不会在这一点上多

加思索。《西游记》不厌其烦地描述时令 ,使月日也成为一件事 ,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西游补》突然一反 ,

未读过《西游记》的人会惊奇 ;读过《西游记》的人更会惊奇: “未来世界历日 ,先晦后朔 ,尤奇。”

在《西游记》里 ,唐僧师徒往西天取经 ,从大唐长安出发 ,向西天大雷音寺前进。其自东渐西的方向非

常显明 ,给读者留下了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印象。取经队伍刚到火焰山时 ,热气蒸人 ,“三藏勒马道: `如

今正是秋天 ,却怎反有热气?’ 八戒道: `原来不知。 西方路上有个斯哈哩国 ,乃日落之处 ,俗呼为`天尽

头’ 。若到申酉时 ,国王差人上城 ,擂鼓吹角 ,混杂海沸之声。日乃太阳真火 ,落于西海之间 ,如火淬水 ,接

声滚沸 ;若无鼓角之声混耳 ,即振杀城中小儿。 此地热气蒸人 ,想必到日落之处也。’ ”强调了他们正在西

行路上 ,离大唐已经很远。《西游补》从“三调芭蕉扇”之后续写 ,第一回为与母本相接的过渡文字 ,第二回

才算是小说的真正入口。第二回一开始 ,就出现了迷惑人的“新唐”:行者在空中见一城池 ,“城头上一面

绿锦旗 ,写几个飞金篆字: `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行者蓦然见了`大唐’两字 ,吓得一身

冷汗 ,思量起来: `我们走上西方 ,为何走下东方来也? 决是假的。 不知又是甚么妖精 ,可恶! ’ ”为了强调

空间上的颠倒 ,小说让悟空穷尽心神智慧 ,发了一通《天问》式的问天后 ,又闯上灵霄殿 ,要见玉帝辨明真

假。作者用意只在造奇 ,写悟空用尽千般计 ,也没能辨出“新唐”真假后 ,要突出空间对比的目的已经达

到 ,马上笔头一转 ,讲述其他事去了。悟空辨别“新唐”时 ,是以《西游记》东土大唐和取经的自东渐西方向

为根据 ,进行种种猜想。没有《西游记》作参照系 ,则“新唐”不奇矣。

吴承恩笔下的唐僧师徒 4人 ,悟空形象最为丰满。 《西游补》选取悟空作为小说的主角 ,读者会自觉

不自觉地把从《西游记》获得的各种印象拿来补充。 这样一来 ,无需多花笔墨为悟空塑形 ,就能在读者眼

前显现一个活生生的悟空。 《西游补》写悟空在万镜楼中 ,“忽然见一兽纽方镜中 ,一人手执钢叉 ,凑镜而

立” ,竟然是当年五行山下的打虎太保刘伯钦 ;一到未来世界 ,又撞见当年的六贼 ;阴司审秦桧后 ,太上老

君叫小鬼带紫金葫芦与悟空 ;唐僧点兵时 ,悟空变成六耳猕猴模样跳出来……。这些从《西游记》带来的

星星之火 ,尽管对《西游补》的情节发展贡献不大 ,却把它们联系着的《西游记》故事在读者心中重新燃

亮。悟空在《西游补》中不是典型人物 ,而是一个主视角 ,是很容易概念化的。但由于母本在背后支撑着 ,

悟空的形象并不苍白单薄。

《西游记》的唐僧师徒性格固定 ,故事情节发展方向专一。这些稳定的东西在 81难中反复出现 ,给读

者烙下了心理成见。面对这样的读者 ,《西游补》不得不顺从他们从《西游记》带来的思维惯性。 例如 ,悟

空见八戒睡着 ,就喊: “`悟能 ,休得梦想颠倒。’八戒在梦里哼哼的答应道: `师父 ,你叫悟能做什么?’行者

晓得八戒梦里认他做了师父 ,他便变做师父的声音 ,叫声: `徒弟 ,方才观音菩萨在此经过 ,叫我致意你

哩。’ 八戒闭了眼在草里哼哼的乱滚 ,道: `菩萨可曾说我些背么?’ ”两人表现的性格特征与《西游记》相

符 ;行者想辨明大唐真假 ,“便按落云端 ,念动真言 ,要唤本方土地问个消息。 念了十遍 ,土地只是不来”。

又叫值日功曹 ,“望空叫了数百声 ,绝无影响”。拘土地唤功曹 ,是悟空的习惯作法。因没人答理 ,“行者越

发恼怒 ,直头奔上灵霄 ,要见玉帝 ,问他明白”。 这与《西游记》里悟空动辄闹上天廷一样 ,读者都很熟悉。

可见 ,《西游记》不仅限制了《西游补》的叙述大方向—— 往西天取经 ,而且规定着叙述细节的走势 ,即讲

故事必须从顺承母本开始。母本给予《西游补》沉重压力的同时 ,也赐予了一个产生奇文的机会。试看上

面两个顺承片段的后半部分:八戒想知道菩萨背后说他些什么没有 ,悟空则回答: “菩萨说罢三句 ,便一

眼看着你道: `悟能这等好困 ,也上不得西天。你致意他一声 ,叫他去配了真真、爱爱、怜怜。’ ”然而 ,八戒

的反应让人大吃一惊 ,他说“我也不要西天 ,也不要怜怜 ,只要半日黑甜甜”。熟悉《西游记》的读者怎么也

没料到 ,好色的八戒听见“真真”等美女名字 ,竟然不像往常那样“一骨碌爬起” ,而是“又哼的一响 ,好如

牛吼”地贪睡。另半个片段 ,行者要上灵霄殿见玉帝 ,“却才上天 ,只见天门紧闭。 行者叫: `开门 ,开门! ’

有一人在天里答应道: `这样不知缓急奴才! 吾家灵霄殿已被人偷去 ,无天可上! ’ 又听得一人在旁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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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 ,你还不知哩!那灵霄殿为何被人偷去?原来五百年前有一孙弼马温大闹天宫 ,不曾夺得灵霄殿去 ,

因此怀恨 ,构成党与 ,借取经之名 ,交结西方一路妖精。忽然一日 ,叫妖精们用些巧计 ,偷出灵霄 ,此即兵

法中以他人攻他人 ,无有弗胜之计也。猢狲儿倒是智囊 ,可取 ,可取! ’ ”与《西游记》里悟空上天的通行无

阻及众天兵打恭问询全然不同。类似这样的情节尚有许多。小说先承顺母本 ,缓缓消解母本传来的惯性

压力 ,把读者拉一把 ;正当读者的想像顺着母本的常规展开 ,警觉放松 ,情节忽然逆转 ,将读者猛推一把 ,

造成惊奇。母本的规范束缚成为《西游补》俘虏读者的陷阱。如果没有前面承顺的部分 ,就无法使读者掉

进陷阱 ,决不会取得惊人效果。

《西游补》从《西游记》借得文势 ,省去许多闲笔 ,仅以短短的 16回 ,就画出了一个神奇的青青世界。

它又往往以《西游记》植在读者心中的成见为靶子 ,旁敲侧击 ,靶子顿破。离开《西游记》的支撑 ,《西游

补》不足观矣。

二

《西游补》吸吮了母本足够的乳汁 ,变得肌骨丰隆 ,是一个方面 ;努力挣脱母本的怀抱 ,以求俏生生地

婀娜独立 ,是《西游补》更重要的另一面。

《西游记》的主角是唐僧师徒 4人 ,悟空因为本领大 ,得到了作者较多的笔墨 ,但从总体布局看 ,除沙

和尚稍次 ,唐僧、悟空、八戒则是鼎足而三的角色 ,尤其是悟空和八戒 ,谁也不能离开谁 ,否则 ,两人的形

象便生动不起来。到了《西游补》 ,沙和尚、八戒几乎退出表演舞台 ,唐僧也只偶尔露露面。主角剩下悟空

一人 ,绝大多数事件围绕他的活动展开 ,悟空是传达作者主意的中心媒介。 《〈西游补〉答问》云: “天下情

根不外一`悲’字。”如何在悟空身上体现悲的意蕴 ,成了塑造悟空形象的关键。诞生悟空的《西游记》已经

是一部名著 ,对相关的故事具有强大的吞噬力。 那些分量不够的神魔故事经《西游记》的阳光一照 ,便会

萤火失色。 《西游补》作为后继小说 ,只有突破《西游记》设置的几个障碍 ,才能取得成功。

障碍之一: 体例难谐　一部成功的小说 ,无论它的故事是否讲述完毕 ,读者都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文

本的终结而在心中划一个句号。如果读者认可小说的权威性 ,也就一定会接受由于文本终止产生的强制

性句号 ,而不在乎故事的内部延续是否真的走到了头。像美国女作家米契尔的小说《飘》中的斯嘉丽的结

局究竟如何? 《红楼梦》的宝玉出家后 ,妻子宝钗的命运怎样? 她们的故事并没有完 ,但小说不可避免的

文本终止 ,在读者心中划了一个句号。既然作者停止了叙述 ,读者也就心安理得地认为故事已经完毕 ,从

而对于别人的续讲产生排斥心理。

任何想为斯嘉丽或宝钗安排结局的小说 ,除了面临母本小说的艺术成就的挑战外 ,首先还得化解读

者的心理排斥。但斯嘉丽和宝钗毕竟留下了供人发挥的话题 ,凡有兴趣的作者尽可以一试笔墨。 《西游

记》与《飘》和《红楼梦》都不同 ,它的故事在唐僧师徒成佛后宣告结束 ,不仅是文本的终止 ,而且是内容的

完成 ,没有留下什么非答不可的问题。为它写续书 ,难度更大 ,简直是找了件画蛇添足的事来做。母本故

事设在读者心里的那个句号 ,像一道不便架桥的河流 ,使得续书无论怎样模仿母本的风格 ,都难以与母

本连为一体 ,被不客气地搁置在对岸。续书与母本之间总是或多或少存在隔阂 ,两者的不协调是普遍的

事实。 这方面 ,《后西游记》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写唐半偈在孙小圣、猪一戒、小沙弥保护下 ,往西天取佛

经真解。人物设置和情节发展皆模仿《西游记》 ,推测作者本意 ,是希望与母本融为一体。但正是这种模

仿 ,加深了续书与母本的隔阂。 读者从孙小圣、孙大圣 ,猪一戒、猪八戒 ,沙弥、沙僧 ,唐半偈、唐三藏的关

联 ,马上想到《西游记》。《后西游记》好像一个长相不靓的姑娘 ,单独看时未必没有几分媚态 ,但她走到哪

里胸前都挂着一幅绝色母亲的写真 ,还提醒人 ,“瞧 ,我是她的女儿! ”相形之下 ,自己便不足观矣。如何平

滑地联入母本 ,是《西游记》续书要想成功必须迈过的门槛。

障碍之二: 角色相犯　如果续书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在母本中已经清晰可感 ,它会受到母本的干扰。

续书角色与母本中的前身形象太相像 ,读者会因雷同而生厌 ;与前身不太相像 ,读者又会因差别过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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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排斥。要化解角色前身的干扰 ,续书作者必须有高明的技巧 ,把握好“度” ,在似与不似之间求其妙。

愈是在母本中形象生动的角色 ,进入续书受到的母本干扰也就愈大。碰上这种情况 ,要把角色的前后身

作无缝连接 ,所要求的技巧难度更高。具体到《西游记》与《西游补》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活跃的形象 ,

又将进入《西游补》充任主角。 《西游记》全书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热烈气氛 ,悟空走到哪里笑到哪里 ,没有

任何磨难能让他低头。如果把这样的悟空带入《西游补》 ,显然与情根之“悲”相冲突 ,因此 ,必须对悟空的

形象加以改造。 《西游补》是写给熟悉《西游记》的读者看的 ,对悟空形象的改动稍有不慎 ,就会引起读者

的排斥心理。 如何处理悟空的形象 ,成了《西游补》的一大难关。

董斯张似乎要在掌上跳舞 ,有意选择故事已经完毕的《西游记》作母本 ,拿母本中已经浮雕般凸现的

悟空作主角 ,与母本形成很大的对抗张力。 只要他找到办法克服上面所论的两大障碍 ,便可收到重拳出

击的效果 ,《西游补》就成功了一大半。我们来看看 ,他是如何做的?

开创新体例　如果对中国古代小说来一翻巡视 ,不难发现 ,“中国长篇小说创作 ,有续书的传统 ,明

代`四大奇书’ ,每部都有续书” [3 ]
(第 285页 )。《水浒传》下面是《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 ,《金瓶

梅》之后跟着《续金瓶梅》。 《西游记》后面“除了《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这样的续书以外 ,还有与《西游

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源流关系的神魔小说 ,前者如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杨致和《西游记传》 ,

后者如吴元泰《东游记》、余象斗《南游记》、《北游记》以及许仲琳《封神演义》、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

俗演义》等” [3 ]
(第 250页 )。以上诸续书作为母本的仿效之作或删改本 ,成就是有限的。在中国古代小说林

里 ,后书占绝对优势地充当着续书角色。董斯张却别出心裁地创立补书。创新体例 ,是为了熨平母本与

子本之间的皱折。董斯张在《〈西游补〉答问》一开始 ,就对自己新创的体例作了说明: “问: 《西游》不阙 ,何

以补也?曰: 《西游》之补 ,盖在火焰芭蕉之后 ,洗心扫塔之先也。”交待补书的特点是试图以钉子的形式楔

入母本 ,成为母本的一个部分。 依照这样的体例 ,补书比后书有优势。后书在母本的文本终止号之后接

着叙述 ,是从外面挂上去的一段 ,母本与子本截然分成两个部分。补书从母本的中间嵌入 ,避免了被终止

号隔开的尴尬 ,从外在形式上初步成为母本的一个构成部分 ,为实现无缝连接作了很好的铺垫。

纯洁称呼　孙悟空在《西游记》里有多个称呼: 美猴王、大圣、悟空、行者……。 八戒、沙僧称他“师

兄”、“猴哥” ;唐僧呼之“贤徒”、“泼猴”;悟空当敌人面 ,爱自称“孙外公”、“祖宗”等。讲述故事中 ,要逗乐 ,

则称“弼马温”、“猴哥儿”、“猴头”等 ;要夸赞 ,则呼“好大圣”、“好猴王”、“孙长老”等。其他几人称呼也不

少 ,唐僧又叫三藏、长老、唐御弟、圣僧 ;猪八戒叫悟能、呆子、夯货、老猪 ;沙和尚也称悟净、沙僧、卷帘大

将。这些称号蕴含不同的感情色彩 ,视场合需要而用。唐僧亲口为 3个徒弟取下别名 ,奇怪的是 ,他自己

几乎从不用别名称呼徒弟 ,一向只称“悟空”、“悟能”、“悟净”。 这是小说家的安排。唐僧称呼弟子正名 ,

显露出他不苟言笑的庄重仪态。 3个徒弟富有特色的别名和其它诨称 ,被用来灵活转换叙述气氛。悟空、

八戒的称呼尤其多 ,那些称呼不是赞许意味明显 ,就是调笑成分浓厚 ,是形成《西游记》诙谐明快风格的

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设想 ,如果让那一大串令人捧腹的别名、诨名随着悟空、八戒一齐进入《西游补》 ,青

青世界将是一片喧笑之声 ,与小说“天下情根不外一`悲’ 字”的立意相悖。为免此困 ,《西游补》严于择名 ,

对于唯一的主角孙悟空 ,极少用“大圣”、“泼猴”之类字眼 ,叙述的主要称呼始终是“行者”。 提到二师弟

时 ,用“八戒”和“猪悟能” ,舍弃了“呆子”、“夯货”、“老猪”、“呆根”等令人发笑的诨号。 一般说来 ,称呼总

是在人物交谈中才会频繁出现 ,交谈对象一旦确定 ,所用的称谓就被彼此间的关系缚住。 悟空在《西游

记》里与妖精、神仙打交道 ,龙王尊他“大圣” ,土地呼他“大圣爷爷” ,魔王骂他“泼猴头” ,他自称“老孙” ,

这些称谓不同于作者的叙述用语 ,全部出于人物角色之口 ,具有强制性。 《西游补》要屏蔽那些诙谐滑稽

的称呼 ,必须慎重选择悟空的接触对象 ,才能避免称呼用语的失控。作者确实是这样做的。 悟空进入青

青世界 ,主要在人间社会活动 ,甚至冥司审案 ,与之打交道的也是秦桧、岳飞等世间俗人 ,几乎不与知道

他底细的神仙、菩萨、妖精接触。尤其是母本小说中与悟空形影不离的笑料人物猪八戒 ,被果断地放置在

青青世界之外 ,与悟空分开。八戒的故事少得可怜 ,活动状态呈现出异常的低调。如此一来 ,《西游补》既

避免了兄弟间不离口的“弼马温”、“猴哥”、 “呆子”等诨称 ,又杜绝了伴随八戒的各种调侃叙述如“长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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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和尚”、“造化低了”、“那猪八戒睡梦里听见说吃好东西 ,就醒了”、“沙僧 ,你且上前与他斗着 ,让老猪

出恭来”等。 我们对悟空的称呼作上述分析 ,是不是高估作者而小题大做呢? 不是。试把《西游补》正文

与《〈西游补〉答问》做一比较 ,可以发现《〈西游补〉答问》从头至尾 ,共 11次提到孙悟空 ,全部用“大圣”称

号 ; 《西游补》 16个回目 ,直接提到悟空有 10次 ,这 10次的分配是: “大圣” 4次 ,“行者” 2次 ,“心猿”和

“猿”共 3次 ,“悟空” 1次 ;小说正文称呼孙悟空约 520多次 ,“行者”占 400多次 ,“大圣” 40次左右、“悟

空”约 30余次 ,“老孙”约 20多次 ,其他 30多次。从《〈西游补〉答问》以及回目标题大量采用“大圣”看 ,董

斯张个人是偏爱“大圣”这个称呼的 ,因为序言较少受正文的内在牵制 ,写起来可以畅所欲言 ,往往是作

者的内心表白 ;回目标题也不像正文内部的叙述流程那样被上下语意挤压 ,它有相当的灵活性 ,一样的

正文可以用不同的题目 ,比较能表达作者的个人兴趣。可以推断 ,小说正文占绝对优势地使用“行者” ,是

立意的需要 ,乃属刻意为之。 《西游补》主要用“行者”称呼悟空 ,感情色彩平淡 ,举重若轻地消除了《西游

记》里“好猴头”、“好大圣”、“大圣好手段”等让读者起舞跳跃的快乐气氛 ,营造了一个冷色调的环境。

错觉诱导　“悲”往往与静止、柔弱相联系 ,惟静惟柔 ,方可能传达《〈西游补〉答问》要求的“凄风苦雨

之致”。 如果人物事件附上坚硬、迅猛、凶悍等显示力量的特征 ,就只能令人精神振奋 ,慷慨激昂。 《西游

记》里的悟空在八卦炉里锻炼成铜筋铁骨 ,火不能焚 ,水不能淹 ,是力量之王。一个能上天入地的猴王 ,是

很难给读者凄悲感的。 《西游补》要在悟空身上寄寓情根之悲 ,必须让悟空静下来 ,尽量不显现能量充足

的大动作。如何让悟空由动变静呢? 直接否认他通天彻地的本领 ,或歪曲其“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的猴

性 ,会引起读者反感 ,显然行不通。 《西游补》的处理颇有技巧:一是增强敌人的能耐。 悟空的本领在《西

游记》中已经量化 ,主要由 72般变化加上观音赐给的 3根救命毫毛构成。西行过程中 ,每次碰上法力巨

大的妖魔 ,都得上天请菩萨来降服 ,没有出现敌方本事愈强我愈强的浮动上涨。这真是个有机可趁的特

点 ,让《西游补》抓住了。于是 ,出现了青青世界。往日 ,叫天天应 ,喊地地灵 ;一句咒语拘得土地公满地乱

转 ,一声召唤慌得值日功曹即时现身——这是由《西游记》定型好了的悟空。一到青青世界 ,情况就变了。

悟空想辨大唐真假 ,“念动真言 ,要唤本方土地问个消息。念了十遍 ,土地只是不来”。又叫功曹 ,“望空叫

了数百声 ,绝无影响”。 要上灵霄殿 ,天门紧闭不得开 ;在新唐看到使者飞马出城 ,传诏唐僧 ,登时飞一个

“梅花落”追赶 ,“出了城门 ,现原身望望使者 ,使者早已不见”。本领大不如昔 ,但又是可信的 ,因为小说设

置了一个与他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鲭鱼精 ,神通比他大。

让悟空的神通受到冷遇 ,是《西游补》弱化悟空力量的又一妙招。在《西游记》里 ,悟空动辄变成

虫儿 ,门关得再紧 ,照进不误 ;要看人或探路 ,跳起在半空中 ,火眼金睛能辨清千里之遥。《西游补》有意不

让悟空使用神通。他在新唐追赶使者时 ,是以粉蝶儿现身的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本事搁置未用 ,竟让

使者从眼皮底下溜走 ;在紧闭的天门前 ,也只拳打脚踢 ,不肯变个虫儿钻进去。不使用神通 ,并不表明没

有神通 ,但使读者产生悟空缺乏神通的错觉。旁人对悟空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西游记》里 ,妖魔

闻得悟空之名就胆寒 ,侥幸拿住了唐僧 ,也要一等再等看风头 ,不敢就吃。可是 ,《西游补》里的踏空儿误

认为悟空是个怕事的可怜虫 ,说西方大慈国王把西天大路铸成通天青铜壁后 ,“唐僧大恸 ,行者脚震 ,逃

走去了。”还说“只是可怜孙行者 ,下界西方路上又恨他 ,上界又怨他 ,佛祖处又有人送风 ,观音见佛祖怪

他 ,他决不敢暖眼。看他走到那里去! ”这是故意由小说中人物贬低悟空。旁人贬语 ,未必是事实 ,但积毁

销骨 ,一样能弱化悟空的刚强形象。

美化容貌　自古以来 ,丑陋总是联系着凶猛 ,表征着力量 ,这是一种普遍的民间心态 ,中西方概莫能

外。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描绘的那些魔鬼 ,往往生着一副可怕的嘴脸 ,吓得死人 ;《格林童

话》、《安徒生童话》里的巫婆 ,本领超人 ,丑陋无比。中国古代神话描绘的蚩尤 ,兽身人语 ,铜头铁额 ,吃沙

嚼石。《山海经》记载的刑天 ,头断后 ,竟以双乳为目 ,肚脐为口 ,拿着盾牌斧子反抗天帝 ,畸形相貌使其斗

志更显得凶猛骇人。而美丽多是弱柔的 ,“怜香惜玉”、“吹弹得破”等成语 ,说明了美丽的弱不禁风 ,需人

护卫。所以 ,中国古典小说描写人物 ,增一分猛 ,则增一分丑②。 《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许褚猛得惊人 ,也

丑得怕人 ;《水浒传》的李逵是梁山好汉中最勇的一个 ,也是最丑的一个。《西游记》继承了传统:丑中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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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悟空长个雷公脸 ,三分像人 ,七分像鬼。 人初见他 ,无不唬得脚软身麻 ,惊叫“鬼来了! 鬼来了! ”但

“丑自丑 ,却有用 ,一路降妖伏魔亏他之力! ”唐僧长得俊 ,却很柔弱 ,像徒弟们说的 ,“经不起摆布 ,一摆布

就是死了。”《西游补》著意淡化悟空的丑陋 ,彻底抛弃了“雷脸毛公”、“雷公嘴”等《西游记》里频繁出现的

词语 ,转而强调悟空的平实可亲。如悟空在冥司作阎君 ,是以本像出现的 ,其本相从来令人骇怕 ,书中却

这样写: “正要勾那造历人来问他 ,只见一个判官上堂禀: `爷 ,今日晚堂该问宋丞相秦桧一起。’行者暗想

道: `当时秦桧必然是个恶人 ,他若见我慈悲和尚的模样 ,那里肯怕?’便叫判官: `拿坐堂衣服过来。’行者

便头戴平天九旒冠 ,身穿绕蛟袍 ,脚踏一双铁不容情履。”写他自认为是“慈悲和尚的模样” ,既没否认已

在《西游记》中定型的外貌特征 ,又给读者造成悟空长相慈悲的错觉。悟空在万镜楼被几百条红线缠住难

以挣扎 ,其元神化作一个慈悲的老人 ,救自己脱险。悟空盘问老人来历 ,越问越蹊跷 ,使叙述忽生波澜 ,提

起了读者的精神 ,结果是“突然一道金光飞入眼中 ,老人模样即时不见。 行者方才醒悟是自己真神出现 ,

慌忙又唱一个大喏 ,拜谢自家”。 暗地将毛脸雷公丑悟空扮成一位和善的老翁 ,没有引起读者不满。

《西游记》写孙悟空 72变 ,变螃蟹、 虫、大跳蚤、花脚蚊、跛道士、丑小妖时候多。偶尔也变人 ,但

尾巴变不了 ,藏在衣服底下 ,屁股上那块红疤仍在 ,总被猪八戒认出来。他不屑于变女人。在通天河陈家

庄住宿 ,他和八戒需要变做陈家小儿女去替祭。 论理该由乖巧的悟空变俊秀小女孩 ,粗夯的八戒变顽劣

的小男孩 ,才最便当。但实情是 ,悟空自己变做男孩陈关保 ,却逼着身子郎伉的八戒变作女孩一秤金。结

果八戒脸面变了 ,肚子胖大不像 ,还是靠悟空吹了一口仙气 ,才变得与女孩一样。 《西游记》里 ,悟空总共

变过 3回女人。一次在平顶山莲花洞 ,变做妖精老奶奶 ,她“貌似菊花霜里色 ,形如松老雨余颜” ,已经与

老公公没有差别。 另一次变过黄袍怪的浑家宝象国公主百花羞 ,而百花羞并非凡人 ,实是偷下凡间的天

廷披香殿侍香的玉女。 只在高老庄时 ,悟空变作猪八戒浑家翠兰 ,算是花容玉貌 ,却“跳起来 ,坐在净桶

上” ,对老猪喊“你先睡 ,等我出个恭来” ,粗俗可笑 ,气质上仍是丑男人。 72般变化 ,包括了大千世界的种

种物象 ,《西游记》侧重展示悟空变丑变怪的能力 ,突出刚猛的一面。《西游补》里的悟空 ,总是变做柔美的

东西。 或者化身为“粉蝶儿” ,飞一个“美人舞” ,再飞一个“背琵琶” ,或者变成娇娇滴滴的“虞美人” ,或者

幻做乖乖巧巧的“六耳猕猴”。他变女子非常到位 ,不仅有“洛神髻 ,祝姬眉 ,楚王腰”的容颜 ,更有袅袅婷

婷的女人仪态。行者变做虞姬 ,将到天歌舍梳洗时 ,还怕“若是秃秃光光 ,失美人的风韵”。便摘一瓣石榴

花叶在手里弄来弄去。到天歌舍 ,“行者见了镜子 ,慌忙照照 ,看比真美人何如 ,只见镜中自己形容更添颜

色”。对自己的美人角色如此投入 ,是《西游记》没有的。《西游记》里的悟空根本不愿变成女人 ,偶尔变成

女人 ,也外貌是女人 ,情性是猴子。

遮盖放大　《西游补》有时采用一种类似照相技术的“聚焦放大” ,刻意对人物的某个点面加以突出 ,

获得预期的设计效果。 此种手法 ,古典诗歌中常见。 读李颀诗《古意》 ,其“辽东小妇年十五 ,惯弹琵琶解

歌舞。 今为羌笛出塞声 ,使我三军泪如雨”句 ,将一位略带野性的妙曼女子推到读者眼前。 可是 ,诗句没

有描写女子的容貌。 “辽东”的地点 ,“小妇”的身分 ,“十五”的年龄 ,“惯弹琵琶解歌舞”的技艺 ,这些全可

由一位貌寝的少女担当。读者感到辽东小妇美丽 ,原因在于 ,诗句把“辽东”的幽远 ,“十五”的芳龄 ,“惯弹

琵琶解歌舞”的雅技 ,加以集中 ,产生了放大效果。张先《减字木兰花》词: “垂螺近额。 走上红茵初趁拍。

只恐轻飞 ,拟倩游丝惹住伊。　文鸳绣履 ,去似杨花尘不起。舞彻伊州 ,头上宫花颤未休。”只提及雏妓的

发式、鞋子和舞态 ,几桩玲珑的意象堆叠在一起 ,产生强烈的美感诱导 ,对于小姑娘 ,读者只能往乖巧俏

丽想。 这既是一种放大技法 ,也是一种遮盖法: 放大美丽 ,遮盖其他。此种技法 ,妙处不可思议。 对于一

个长相平淡的妇女 ,只要写道: “她穿一件红单衣 ,灯下 ,细心编着那根乌黑的长辫子。”描述没有丝毫的

失真 ,只是遮盖了她的脸部 ,突出了她的发辫。立刻 ,她变得清纯美丽。《西游补》为了塑造悟空的新形象 ,

就采用了这种技法。小说从不提及悟空的毛脸 ,用的是遮盖法。

《西游记》的悟空勇武好斗。从诞生那天起 ,悟空见风就长 ,然后学爬学走 ,目运两道金光 ,射冲斗府。

接着出海求仙 ,学成 72般变化 ,一身好武艺 ,自封为齐天大圣 ,大闹天宫。后保护唐僧西天取经 ,一路降

妖捉怪。性喜打斗 ,唐僧骂他是惹祸的猴头 ,八戒讥笑他听见有妖可降 ,比见亲爹老子还高兴。取经事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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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封他为“斗战胜佛” ,强调了他的神勇。悟空识字 ,曾在如来佛手指上写过“齐天大圣 ,到此一游”。但

从来没有题诗做文 ,其文才究竟如何 ,是个未知数 ,读者可以自由想像。 董斯张利用这种自由 ,放大悟空

文雅的一面 ,在《西游补》里把悟空写成一个典型的文士。小说一开始 ,悟空就显出了文人气 ,见到红牡丹

他发议论 ;杀了春男女他写“送冤”文。他的“送冤”文是“呜呼! 门柳变金 ,庭兰孕玉”、“胡为乎三月桃花

之水 ,环佩湘飘”的赋家手笔。在万镜楼 ,还评论时文: “哀哉! 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

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 ,名曰秀士 ,百年只用一张纸 ,盖棺却无两句书! ”握香台上 ,悟空假扮虞美

人 ,吟出“忏悔心随云雨飞”的诗句。按照我们民族的心理习惯 ,文被视为武的对立面 ,其特性偏于柔弱和

静止。“行动斯文”、“手无缚鸡之力”这类成语 ,曾被用来形容文人。悟空变成文人 ,也就由神勇而软媚了。

对母本精神面貌的变异反转 ,使《西游补》风格凄郁 ,与《西游记》的活泼乐观全然不同。

注　释:

①　《西游补》的作者长期被认为是董说 ,误。 应是董说的父亲董斯张。

②　中国古典小说里也存在关羽、赵云、武松几个相貌堂堂的猛士 ,但比起美丽而弱柔的小说人物形象 ,他们在数量上不

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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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s to Pilgrimage to the West: Modesty and Pride

HE Liang-hao

( W uhan Univ er sity Journals Press, W uhan 430072, Hubei, China )

Biography: HE Liang-hao ( 1969-) , male, the Tujia nationality, Associa te edi to r, W uhan

Univ ersi ty Journals Press, ma jo ring in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Wondering what his a rtistic abili ty w ould be, DONG Si-zhang made up his mind to

chal lenge the Pilg rimage to the West by inserting a supplem ent to the former. This resulted in tw o

fea tures of his Supplements to Pi lg rimage to the W est. Fi rst, enough thing s f rom the Pi lg rimage to

the W est kept in DON G 's novel. Second, DONG tried his best to make his M onkey SUN dif ferent

f rom W U Chen-en 's Monkey.

Key words: Supplements to Pilg rim age to the W est; Pilg rimage to the West; Monkey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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