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为图利猎奇 只为传承文化

■李 鑫

《金瓶梅》乃是成书于明代中

晚期的长篇小说，共 100 回，虽说

写的是市井之事，但描述各色人

物 2000 余名 ，号称 “四大奇书 ”

之首。然而不论从最早的《金瓶梅

传》手抄本之流布，还是《新刻金

瓶梅词话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

梅》之刊印，其出版之路，就备受

艰辛，因为与“奇书”之名相并列

的，是其“淫书”之名。 所以，明清

两朝和近代的民国政府都曾对该

书有所查禁。 正是因为《金瓶梅》

在问世之后流传的 “遮遮掩掩”，

造成了世人多半认为它是色情

小说，而《金瓶梅》似乎也成了黄

色内容的代名词。 实际上，这样

的认为，恰恰是“标签”性质的认

知，而大学者们则从来不把《金瓶

梅》当作黄书来看，如鲁迅在《中

国小说史略 》 中写道 ：“（《金瓶

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

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

露而尽相 ，或幽伏而含讥 ，或一

时并写两面……同时说部，无以

上之。 ”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同

样重视 《金瓶梅 》价值的还有胡

适、毛泽东等人，而毛泽东对《金

瓶梅 》的重视 ，则直接导致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金瓶梅》

的首次出版。

1957 年版的《金
瓶梅 》被戏称为 “部

长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

泽东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提起 《金

瓶梅》，并认为“《金瓶梅》是《红楼

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

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

者，不尊重女性。《金瓶梅》没有传

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

它只暴露黑暗”（严真：《小议 〈金

瓶梅〉出版之坎坷》，《河南图书馆

学刊 》1993 第二期 ）。 1956 年 2

月， 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

作汇报时， 对万里等干部们说：

“《水浒传》 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

的，《金瓶梅》 是反映当时经济情

况的。”次年，毛泽东亲自拍板《金

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各省委

书记可以看看。 在得到毛泽东首

肯之后， 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便

主持了 1949 年后《金瓶梅》第一

个版本的出版。

1957 年 11 月， 人民文学出

版社以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

学出版社副牌 ）之名义 ，全文影

印《金瓶梅》，不删节，宣纸印刷，

一共两函 21 册，内部发行，总计

2000 套。 销售对象为副部级、省

委副书记以上干部，高校和科研

单位的学者。 所有购书者名字均

登记在册，并且编号。 当然，购买

此书的读者还得满足另外两个

条件，即已婚、年满 45 岁。 这样

看来，1957 年版的《金瓶梅》是作

为内部读物发行的，读者对象不

仅有职位要求 ，也有身份 、年龄

之要求，所以 1957 年版的《金瓶

梅》被人们戏称为“部长本”。 据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

室编辑秦顺新说 ，“部长本 ”《金

瓶梅 》 在刊印后送了很多领导

人 ， 其中就有看线装书的毛泽

东。 而金学家王汝梅则说，当时

吉林省只有两个人得到了《金瓶

梅》， 一个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教

授、《解放军军歌》的作者张松如

（公木），一个是吉林省委第一书

记吴德。

人文社的洁本和

齐鲁社的“尚方宝剑”

1970 年代后，人民文学出版

社开始策划公开出版《金瓶梅》的

校勘本，于是就有了 1985 年版的

《金瓶梅》。但实际上早在 1980 年

9 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

编辑部弥松颐编审就在 《光明日

报》发布了该社出版“中国小说史

料丛书”的消息，并公布了《金瓶

梅词话》 在内的首批六种书目。

尽管弥松颐明确说明《金瓶梅词

话 》是删节本 ，但仍然引起了很

大反响。 只不过， 从 1980 年到

1985 年 ，中间相隔五年 ，而这五

年期间， 其他几部小说都已相继

出版。 从现在的解禁批文和戴鸿

森先生的“校点说明”来看，这五

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业务主管

部门打报告与批复的五年。 因为

戴鸿森的“校点说明”提到校点工

作完成于 1980 年9 月 18 日 ，而

当时主管业务的文化部出版局之

批文却在 1985 年初。这份文件的

全称是“文化部出版局批复《金瓶

梅词话》删节本出版事”（1985 年

1 月 31 日）：“……报告已悉。 鉴

于该书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价值

及当前研究工作的需要， 经中央

宣传部同意，可印一万部，内部对

口发行， 主要供给文学研究工作

者，其它出版社，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排印发行《金瓶梅》一书的任

何版本。 ”（《出版工作文件选编》，

辽宁省出版总社编，1986 年编印）

文件虽然是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但还抄报抄送给了中宣部、全

国的地方文化局和出版社， 所以

此次《金瓶梅》的出版还是人文社

的“专利”，其他出版社还是不能

“碰”该书。只不过本次出版的印数

大大增加了。

在人文社社长韦君宜的主

持下 ，此次的 《金瓶梅 》出版 “删

去性描写的文字 19061 字， 其中

大描写 36 处， 小描写 36 处 ，挑

选无性场面的图 36 幅迁入正

文 ”，共分上中下三册 ，故有 “洁

本 ”之称 （严真 ：《小议 〈金瓶梅 〉

出版之坎坷》）。

两年之后， 齐鲁书社出版了

王汝梅教授点校的 《张竹坡批评

第一奇书金瓶梅》，这是张评本在

中国大陆的首次正式出版。当然，

在此之前， 齐鲁书社也获得了一

口“尚方宝剑”，即国家新闻出版

局（86）456 号文件的批准函。 批

文肯定张评本在回目、 文字上自

成特色，有学术参考价值，所以同

意出版删减版， 但印数不得超过

10000 部。 1987 年 1 月，《张竹坡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分上下两

册正式出版，印数 10000。 此次出

版的张评本删去字数合计 10385

字，相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洁

本”来说，王汝梅先生专门保留了

性风俗、性文化遗产等内容，以供

学界研究。

关于出版《金瓶梅》

的大胆而谨慎的通知

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齐鲁

书社的做法被诸多出版社效仿，可

见文化部出版局 1985年的一纸批

文并没有打消各地出版社出版此

书的念头。 所以，1988年新闻出版

署发出了《关于整理出版〈金瓶梅〉

及其研究资料的通知》。 《通知》首

先说明《金瓶梅》及其研究资料的

需求 “日益增大”，“先后有十余家

出版社向我署提出报告，分别要求

出版《金瓶梅》的各种版本及改编

本，包括图录、连环画及影视文学

剧本等”， 但话锋一转， 明确提出

“《金瓶梅》一书虽在文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但该书存在大量自然主

义的秽亵描写，不宜广泛印行”。

但“不宜广泛印行”不是不印

行，在《通知》里，新闻出版署分四

种类型加以批示：

一，对于“足本”，署里批准北京

大学出版社申请影印 《新刻绣像批

评金瓶梅》（崇祯本）2000部， 批准

山东齐鲁书社于 1989年年内整理

出版 《金瓶梅》 崇祯本的校勘足本

5000部。 “以上两种，均须内部定

向发行，以保证教学、研究用书”。

二，对于“节本”，《通知》同意

浙江古籍出版社提出的申请，将

该书纳入《李渔全集》出版（浙古

提出李渔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

点者），但配套内部发行，不得另

外印行单卷本。

三，对于“改写本、改编本”，

《通知》明确提出，“《金瓶梅》一书

无普及的必要，改写亦属不易。因

此不安排出版该书的缩写本、改

写本以及影视剧文学剧本。 以青

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连环画，

更不应改编《金瓶梅》出版”。

四，对于“续书及资料”，《通

知》 提出 “《续金瓶梅》《金屋梦》

《隔帘花影 》，1987 年经我署批

准，（齐鲁书社）出版少量删节本，

内部发行。以上三书，不再批准其

他出版社重复出版。 北京大学图

书馆馆藏《三续金瓶梅》抄本，从

未见流传， 具有一定的版本及研

究价值。 批准北京大学出版社申

请，可于年内据以影印两千本，内

部发行。 尔后，凡整理出版《金瓶

梅》续书及前人的有关资料，需严

格选择，并事前专题向我署报批”

（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编：

《图书出版管理手册》，杭州：浙江

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就目前来看 ，20 世纪 80 年

代新闻出版署的这一通知是大胆

的，也是谨慎的，其在推动学术研

究的同时，力避副作用的产生。而

上文所说的十余家出版社，在《通

知》里仅能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

齐鲁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三家，

至于还有哪些出版社当时提出了

申请，现在不得而知。

民间的关注与

海外的盛况

此一时期， 除去官方的正规

出版之外，民间人士对《金瓶梅》

一书的刊印也有极大兴致， 只不

过未必以喜剧收场。

1983 年，部队作家韩英珊把

100 万字的 《金瓶梅》 改编成 17

万字的《金瓶梅故事》，发表在《剑

魂》上，结果《剑魂》被停刊，而韩

本人还丢了军籍。 四年后， 韩将

《金瓶梅故事》 交作家出版社出

版，刊印 30 万册，结果图书在上

架之后旋即遭到禁售封库的命

运。事后，新闻出版署专门召开会

议进行讨论，决定书不能发行，但

对作者不作处理。

在中国人对《金瓶梅》又爱又

禁的时候， 海外已经对此书比较

“热”了。据 1992年第六期的《中国

出版》 所载：“《金瓶梅》 已被译成

日、俄、英、法、德、朝等 13 种外文

版本，涉及语文之多，译本出版量

之大， 都已超过 《三国演义》《红楼

梦》等其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985

年，法语译本《金瓶梅》出版时，法国

总统为之发表谈话，法文化部出面

举行庆祝会，称《金瓶梅》在法国出

版是法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金瓶梅》的研究价值，目前

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学范

畴，明史研究、服饰研究、饮食研

究等领域的学者都可以从中找

到自己需要的素材。 2000 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点校版

《金瓶梅》，不过此次的点校者不

是戴鸿森，而是南开大学文学院

教授陶慕宁。 陶慕宁重新点校了

《金瓶梅》，删去性描写 4300 字。

《金瓶梅》的此次出版，还被出版

社列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纵

观 1949 年后《金瓶梅》于各个历

史阶段出版的不同版本，可以说

是老一辈出版人遗留下来的宝

贵财富，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

图利或猎奇 ， 而是在于保存价

值，传承文化。

（本文作者系山西人民出版

社编辑）

———1949 年后《金瓶梅》的几次出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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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李渔全集”中的《金瓶梅》。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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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 《金

瓶梅》，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