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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编织故事 生动塑造人物

一
《西游记 》三调芭蕉扇的艺术特色

《西游记》有许多久传不衰的精彩篇章
,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就是其中的优秀章段
。

三调芭燕脚用了长达三回的篇幅
: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五十九回 )
、

《牛魔王罢战赴

华绝
,

孙行者二调芭燕扇)}( 六十 回 )
、

《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

孙行者三 调芭蕉扇》 (六十一 回 )
。

作者用如此浩瀚

的篇幅来写调取芭蕉扇
,

可见他是呕 心沥血
,

苦心孤脂
,

用尽心力了
.

但是
,

三调芭蕉扇并非吴承恩的独创
。

早在吴氏百回本之前
,

就有火焰山
、

铁扇公主
、

牛魔 王
、

红孩子等故事传说了
。 `
过火焰山

,

的故事
,

最早见

于宋代的 《大唐三粼取经诗话》 .

此书第六章写唐僧
、

猴行者路过
“
火类坳

,
时

,

有这样一段描写
: `
一道野火

连 天
,

火生烟焰
,

行去不得
.

遂将钵盂一照
,

叫
`

大 王
,

一声
,

当下火灭
,

七人便过此坳
. ,
这段 简 短 的 故

事
,

重点在于强调人与自然险阻的矛盾
.

这里不仅没有写取经人与妖精的矛盾
,

而且也役有让猴行者在战胜

自然险阻中发挥他的作用
,

故事情节并没有开展
。

到了《西游记杂剧》
,

故事情节
、

人物的性格形象才有了较大的发展
。

作者用了《迷路问仙 》 、

《铁扇凶威 》
、

《水部灭火》整盆三出戏的篇栩来描写这个故事
。

但杂剧中的铁扇公主并没有结婚
,

根本不是 牛魔王的夫人
,

更

谈不上是红孩儿的母亲
,

而是一个敢于反抗天宫权威
,

莱替不训的判逆女性
。

铁扇公主原是天宫管风神的祖

师
,

因带酒与王母相争
,

被贬下天宫
.

她有一把威力无穷的铁扇子
,

能
`
扇砚地狱门前树

,

卷起天河水上波
, 。

她不肯借扇
,

是因为孙悟空看她役有丈夫
,

丑态百出地调戏她
,

要与她婚配
,

两人便打起来
。

铁扇公主挥动

宝扇将孙悟空扇走
,

孙悟空再也不敢回来
,

只好去求观世音
.

最后观音调动雷公电母
,

风伯雨师
,

用水攻火

的办法
,

将山火熄灭
。

杂剧将正义斌予女妖铁扇公主
,

她不肯借扇是为了维护自己女性的薄严
,

正面人物孙

悟空被丑化为行为不端的无软
,

孙悟空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

令人抱恤的是《西游记平话》没有流传下来
,

仅在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 》的注解中
,

记有
“
火

焰山
’
的名字

。

出现在 《西游记平话》 之后的的 《销释真空宝卷》 , 已有
“
火焰山

’ 、 “
罗刹女

, 、 .
铁扇主

, 、

`
红孩儿

. 、 `
牛魔王

,
等人物的描述

,

但他们非亲非故
,

而是各自独立的人物
.

天才的文学大师 吴 承 恩 却

巧妙地将这些简单粗被
、

互不相关的故事情节
,

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

编织成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 网
,

把 铁

扇公主写成牛魔王的结发妻子
,

红孩儿的母亲
.

又穿插了牛魔王迷恋千年狐狸精玉面公主
,

遗弃铁扇 公 主

的一段艳情逸事
,

为波洲曲折的故事情节埋下 了伏线
。

而且作者在
`
三调芭燕扇

’
之前

,

已 用 了 长 达 三

回的篇幅
,

描绘孙悟空大战红孩儿
,

降伏红孩儿的故事
,

为调取芭蕉扇作了铺垫
.

五十三 回又写如意 真 仙

是牛魔王之弟
,

红孩儿的叔父
,

为报害侄之仇
,

不肯
“

落胎泉
`
之水

,

与孙悟空进行了一场恶战
,

暗示
`
过火

焰山
’
的一场激烈战斗将不可进免

。

作者将妖精组成一个强大营垒
,

让他的正面人物在强敌面前经受严 重的

考验
。

为了强调调取芭蕉扇的重要性
,

作者一开始就写了火焰山的可怕
: `
八百里火焰

,

四周寸草不生
.

冲

但它

又是西天取经的必由之路
. “
若得火山无烈焰

,

必须宝扇有清凉
` ,

但宝扇 的主人又是宿世冤家
,

非要报
`
夺

子之仇
,
不可

,

这就伏了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矛盾了
。

作者围绕调取芭燕扇的斗争
,

明确地将取经人与妖精分成两大对立营垒
,

部署 了两大阵营的主要力 t
。

作者倾注全力
,

通过斗智
,

斗力
、

斗变相结合
,

将敌我双方的主要人物性格清晰地反映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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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阵营中的主将是孙悟空
。

作者在展开故事之前
,

写 了他的闯龙宫
、

揽地府
、

闹天宫等
,

谱叙了他的

英雄历史 , 保唐僧取经以来又降妖伏怪
,

屡建奇功
。

他的英雄性格在读者心 目中已经树立起来
.

这次战斗
,

孙悟空的主要对手是铁扇公主和牛魔王
.

铁扇公主的作战本领倒也平常
,

但她那柄巨大威力的扇子却使孙悟

空难以抵档
。

牛魔王力大无穷
,

变化多端
,

本领不在孙悟空之下
。

他们的实力与取经阵营力 t 旗鼓相当
。

理过

三祝芭燕扇的激烈战斗
,

孙悟空机智勇敢
、

百折不回
、

积极进取的性格得到充分体现
.

在一调芭蕉扇时
,

孙行者并没有忘记牛魔王是他在花果山为王时结拜为七兄弟之一的盟友
. `
朋友妻

,

不

可欺
, ,

他没有把铁扇公主当作一般妖精对待
,

见面时彬彬有礼
,

口 称
`

嫂嫂
, ,

曾多次提及
“
牛大哥

, ,

一再

说明来意
,

执礼甚恭
。

但铁扇公主思想狭隘
,

不顾孙悟空再三解释红孩儿的事
,

一定要报
`
害子之仇

’ ,

坚决不

肯借扇
.

孙悟空对她的辱骂
、

无礼
、

甚至连砍几剑都一 忍再忍
,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

才与铁扇公主展开 了

一场殊死的斗争
。

按实战本领
,

铁扇公主远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

但她那把威力无穷的芭燕扇一扇
,

将孙悟空

扇得
`
双峨荡荡

,

左沉不得若地
,

右坠不得存身
, , `

滚 了一夜
,

直至天明
,

方才落在一座 山上
’ ,

这一扇能扇

八万四千里
,

幸亏孙悟空有留云之力
,

才峨出五万余里
.

第一次战斗的失利
,

孙悟空并没有恐俱灰心
,

灵吉

菩萨给了他一粒定风丹
,

马上精神抖数
,

重新回去战斗
。

在《西游记杂剧》中
,

孙悟空被铁扇公主扇得
“
滴溜

溜
, ,

峨出后再也不敢回来
。

吴承恩改变了这个情节
,

让孙悟空得定风丹后继续回来战斗
,

并且发挥他机智勇

敢
、

灵巧多变的战术
:

变作幼蛛虫
,

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进行挖心战术
.

使妖精束手待毙
,

躺在地下求饶
,

被迫交出扇子
。

利用挖心战术来制服强大的敌人
。

孙悟空得到宝扇
,

矛盾似乎解决了
,

读者为孙悟空的胜 利而高兴
.

但

是铁房公主交出的扇子却不是真扇
,

而是一柄形象相似的假扇子
.

孙悟空
,

不仅没有扇灭火焰山之火
,

相反
,

将 自己
“
两股毫毛烧净

, 。

《二调芭蕉扇 》组织 了新的故事情节
,

作者描写孙悟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

丢开铁扇公主
,

去找当年结拜

过的盟友牛魔王
。

但这时的牛魔王已不是当年结拜七兄弟时的牛魔王了
,

他已经蜕化变质
。

虽然如此
,

孙悟

空为了借取芭燕扇
,

对牛魔王 的弃旧友
,

报私怨
,

一 忍再忍
.

当魔王挥棍打他时
,

他还说
: “
哥哥要说打

,

弟也不俱
。

但求宝 贝
,

是我真心
。

万乞借我使使
, 。

正一场苦战胜败难分的时候
,

作者突然把笔锋一转
,

激烈的

战斗砚然而止
,

给读者描绘了新的场面
: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

他停下战斗
,

骑 上避水金睛兽到龙宫 赴 绝
.

这时孙悟空却急中生智
,

变作螃组闯进龙宫
。

在牛魔王与龙王等贵友杯酒交欢
,

谈笑兴浓之际
,

乘机变作牛

魔王的模样
,

盗走了避水金睛兽
,

去找铁扇公主
.

他利用铁扇公主被遗弃
,

生活冷落
,

盼夫心切
,

很容易将

芭蕉扇编到手
。

可是孙悟空得到真扇后
,

粗心大意
, “
只讨了个长的方法

,

不曾讨得个小的 口诀
,

左右只是那

个长短
。

没奈何只得攀在肩上
,

找 旧路而 回
. 。

而狡猾的牛魔王
,

却变作猪八戒的模样
,

又很轻易的将扇子抽

走了
。

由于 《二调芭燕扇》 的失败
,

作者紧接着写三调芭蕉扇
,

让孙悟空与牛魔王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苦战
。

这

场斗智
、

斗力
、

斗变相结合的战斗
,

写得惊心动魄
、

神变莫测
。

这种棋逢对手的战斗
,

是孙悟空西天取经 以

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

真可与大闹天宫时
,

孙悟空与二郎神大战时斗法
、

斗智
.

斗力相媲美
。

在第三次调取芭蕉扇的战斗中
,

耐人寻味的是
:
孙悟空在猪八戒的帮助下

,

经过苦战
,

牛魔王及铁扇公

主力尽技穷
,

孙悟空
、

猪八戒将要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时候
,

忽然如来
、

玉帝派兵前来助战
。

从孙悟空的金祖

棒下
,

将牛魔王救上天去
,

把大力王变成为他们效犬马之劳的御用工具
.

这是对神佛的一种巧妙的嘲讽和批

判里

通过
“
一调

” 、 “
二调

, 、 “
三调

”
的叙述和描写

,

作者对孙悟空的性格作了深入细致的刻划
,

人物性格丰浦
。

天笼元帅出身的猪八戒
,

是这个营垒中的第二员战将
.

这个人物虽然一身毛病
,

缺点很多
,

但总的来说
,

是一个慈而可爱的形象
。

在调取芭蕉扇的战斗中
,

他到
`
三调

.
才参加战斗

。

牛魔王变作他的棋样将扇子从孙悟

空手中编走
,

他特别气愤
,

骂道
. “
你怎敢变你祖宗的模样

,

驹我师兄
。

’
所以

,

他在攻打牛魔王及其妾妾的战

斗中特别卖力气
,

表现得特别勇敢
。

当孙悟空迫赶牛魔王时
,

让他带领火焰山土地和阴兵
,

去攻打玉面公主 的

洞穴
,

任务完成的特别出色
,

不愧为孙悟空的好助手
。

称得上取经队伍中的第二位英雄!

一向不被人们注意的沙和 尚
,

对取经事业矢心不二
,

忠心耿耿
.

虽然他在战斗中本领不突出
,

但沙和 尚

为人正派
,

论事公正
.

他既不象唐僧那样
,

胆小怕事
,

软弱无能 ,又不象猪八戒那样缺点满身
:

贪吃爱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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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自利
,

对取经今 t 信心不足
,

经常闹
`
散伙

’ .

孙悟空虽然勇敢坚强
,

积极乐观
,

富有进取
,

但他
“
秉性

骄傲
. ,

沙和尚则不然
,

他忠于职守
,

对自己分担的任务严肃认真
.

在调取芭燕扁的战斗中
,

虽然 没有直接

今加战斗
,

仅仅是担任守护师父
,

看管行李和马匹
,

但这种看守老营的任务
,

在任何战斗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

有的研究青认为这个人物可有可无 , 块乏鲜明个性
,

写得
“
很不成功

’
.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

一部长篇 巨著

要写很多人物
,

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典型
。

沙和尚正 是吴承恩塑造的
`
这一个

,
典型

。

因此
,

沙和 尚也是 《西游

记》 中描写的很成功的典型
。

唐僧师徒四众西天取经遇到众多的妖精中
,

唯一比较善良
,

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妖精要算铁扇公主 二这个

形象生动
、

遥真
,

个性特征鲜明
,

真正写出了
“
这一个

,

妖精的典型
。

首先
,

她不是神佛下界来行凶作恶
,

也不是什么山兽树怪成精后作恶害人
,

而是
`
自幼修持

,

得道的
“

女

仙
. 。

铁 . 公主主观上并没有想阻碍取经
,

也没有给取经人故愈设置障碍
.

铁扇公主不肯借扇
,

主要是因为孙

悟空降伏了她的唯一爱子牛圣婴
,

为报
`
夺子之仇

’ ,

才与取经人作对
。

其实
,

红孩儿作恶多端
,

又企图阻哥

取经
,

将店僧捉进润去
,

要燕要煮
,

应该受到孙悟 空的惩治
。

但她死抱着狭盛的母子之情
,

坚 决不肯借扇
,

遭成了西天取经的困难
.

孙悟空调取芭燕扇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理的
、

正 义的行动
。

这与《西游记杂剧》 的处理

完全不同
。

其次
,

火焰山之火
,

并非是她给人 民制造的灾难
,

亦非她恶意遗害人 民
。

她多年艰苦修炼而成的那柄威力

无穷的芭燕扇
,

虽然不肯轻意将火焰山之火熄灭
,

使人民免受炎热焦渴之苦
,

但每当播种收割季节
,

只要当

地人民送些礼物
,

她就出山灭火
.

虽然一定要收礼品
,

但收的却不很多
。

卖羔老人介绍
: “
这里人家十年拜求

九度
.

四猪四羊
,

花红表里
,

异香时果
,

鸡鹅美酒
. 。

她不象通 天河里的灵感大王组鱼精那样
,

每年都吃童男

童女 , 也不象红孩儿那样
,

将山神土地剥削得食不充 口
,

衣不遮体
。

铁扇公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妖精的第三个原因
,

是她同封建社会 以夫权为主体的许多妇女一 样
,

被丈夫

所遗弃
,

过粉妾凉冷落
、

孤独无依的活寡生活
.

在
“
三调

,

时
,

她与孙悟空变化的假牛魔王见面时的情景
,

可见

她的苦衷
.

她说
: `
大王宠幸新婚

,

抽擞奴家
,

今日是那股风吹来 ?
’ `
大王燕尔新婚

,

千万莫忘结发
,

且吃

一杯乡中之水
. ,
这里面有对牛魔王隐晦曲婉的遣责

,

另一方面也看出她的软弱多情
.

牛魔王贪恋千年狐狸

褚玉面公主的美貌和百万家私
,

喜新厌 旧
,

将她抛弃
,

不回芭蕉洞
。

孙悟 空假托铁扇公主派他请牛魔王回芭

燕润时
,

玉面公主大怒
,

拨 口大骂
: “
这残卑

,

着实无知
. 即 “

还不知羞
,

又来请他怎的 ! ,
这种 以小妇欺大妇

,

以新妇压 旧妇的行为
,

也可知铁扇公主的处境和不幸遭遇 !

第四
,

铁扇公主有和其他妖精一 样的共性
:

狡猾狠毒
。

一调芭燕扇时
,

孙悟空是那样执礼恳求
,

她坚决

不肯借扇
.

孙悟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

使用巧妙的挖心战术
,

她被迫答应借扇
,

但等孙悟 空从她肚子里 出来

后
,

她却用假扇子欺编孙悟空
。

但她与其他妖魔 又不 同
,

不顽 抗到底
.

她看到牛魔王斗孙悟空不过
,

劝牛魔

王交扇
。

当牛魔王被摘
,

性命垂危时
,

她
“
急卸了钗环

,

脱 了色服
,

挽青丝如道姑
,

穿绮素似 比丘
,

双手捧着

那柄丈二长短的芭燕扇子
,

… … 跪在地下
,

破头札拜道
: `

望菩萨饶恕我夫妻之命
,

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

功去也 l
’ 即
最后还献出根除火焰山的秘诀

.

表示
: .
再不敢妄作

, , “
从新 自立

, 。

孙悟空看她心诚
,

还其宝扇
,

不忍伤害
,

让她重新修行去 了
.

她确实
“
隐姓修身

,

后来也得正果
,

经藏万古留名
, 。

吴承恩对铁扇公主形象的塑造
,

既缝承了前人的成果
,

没有把她写得太坏
,

但又没有象《西游记杂剧 》那

样
,

把她写成一个判逆女性
,

没有损于孙悟空形象的完整
。

吴承恩是一个推陈出新的神工妙手
,

爱恨掌握得很

有分寸
,

既写出她具有妖精的共性
,

又写 出她不同于其她妖精而值得 同情的个性
.

作者对牛魔王的处理
,

则采用了另一种态度
。

牛魔王虽然不 同于其他恶意阻挡取经的妖精
,

五百年前 曾

与孙悟空结拜过七兄弟
,

但作者把他写成 一个背信弃义的典型
。

在
“
二调

,
时

, “
行者在傍

,

见他那模样
,

与

五百年前又大不相同
. ,
从他 的服装穿戴

,

抛弃结发之妻
,

另宠玉面公主
,
从他纵子作恶

,

还要报害子之仇
;

从他背弃当年的盟友
,

不讲旧情
,

等等
,

他的确成为
“
背信弃义

’
被谊责

、

批判的典型
。

他那执坳好斗的性格
,

不肯借扇的顽固性
,

确实也具有牛性的特征
.

现在的牛魔王
,

已不再是孙悟空 旧时的盟友
,

已变成孙悟 空的

敌人
。

在吴承恩百 回本以前的作品里
,

就仅能见 到的材料中
,

有关牛魔王的描写并不多
,

仅能见其姓名
.

三

月芭扇燕中牛魔王生动的性格
、

鲜明的形象
,

主要是吴承恩重新创造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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