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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极拳小史
胡晓明

太极拳是中国的国粹。 人无分男女

老幼， 地无分南北西东， 学无分老庄孔

孟， 时无分春夏秋冬， 只要有华人的地

方， 就有太极拳。 太极拳精深博大， 藐

予小子， 习拳几何？ 敢撰私史？ 然练的

人不写， 写的人不练； 有内史， 也有外

史； 有个人史， 有家族史。 小人物、 边

缘人、 旁观者， 也可以从各个侧面去丰

富、 注解、 诠释宏大叙事的历史。 对于

一个像太极拳这样无比深厚的对象， 当

然不是只有垄断的一种史。

先要说起我的太极拳 “前史”。 那

就得从外祖父讲起。 外祖父是贵州毕节

经商的， 长年在外东跑西颠。 他老人家

跟我讲小侠艾虎、 南侠展昭、 接镖还镖

的故事， 听得一帮子少年血脉偾张。 又

说他年轻时曾在地方上打过擂台， 将刘

四爷一脚踢翻下去 。 我便缠着他教几

招， 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体单薄， 经常受

到附近小孩子的欺侮。 于是我从他那里

知道了 “白鹤亮翅” “推窗见月” “青

龙出水”。 然而失望的是这些完全不能

实战。 据母亲说， 主要是怕我们弟兄出

去惹祸， 伤了别家的小孩子， 外祖父就

只教太极不教散打。 然而再后来我才知

道， 什么打擂台之类， 全是他老人家的

一番 “意淫”， 喝酒时下酒的幻象。 太

极拳不是拿来打架的， 这个我早就明白

了， 所以近年来拳坛上的那些有关打斗

的花花絮絮， 仿佛是穿越时光， 回到了

多年前外祖父微醺时分的酒话。 当然，

我的母亲十四岁受剑仙侠客书的影响，

带着三两闺蜜离家出走， 往四川峨眉山

访师求道， 差点回不来。 也因缘际会，

藉一副侠义心情转而投身革命， 这也是

史前史， 基因里的种子。

大学本科时喜欢武术， 就不讲了。

话说五年前， “师姐” （我太太） 从首

届太极拳班结业回来， 兴冲冲拉我一定

去第二届， 说好得很。 于是凌波微步、

六脉神剑、 打狗棒法、 独孤九剑……全

都 “隔窗云雾生衣上 ， 卷幔山泉入镜

中”， 这样成了 “黄浦拳校” （学校工

会的培训班） 第二期学员。

有一回， 我和 “师姐” 在长风公园

练拳， 特别是 “师姐”， 打得有点偏偏

倒倒的样子 （这文章不可告诉她看 ）。

旁边， 一个中壮年男子， 一直坐在长椅

上， 这时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前问 “你

们是跟谁学的？ 学了几年了？” 然后兀

自示范表演了一番陈家沟的老架七十二

式， 峭拔古腴， 高人在民间呵。 从此我

们都绝不敢轻易说出师傅的名字， 怕辱

没了师名。

师傅，陈家沟传人。最近看了我的视

频， 说了一句：“当初钱穆他们就是这样

打的。 ”———表扬乎？ 批评乎？ 师傅清刚

老劲， 大气磅礴， 拳风兴会飚举， 直入

画境， 无须我表彰， 吾校数百余名老师

员工， 人无分男女老幼， 都是他麾下的

“俘虏”。 噫！ 华东师大百千强， 无人不

知李富刚。

然而我五年的太极拳史， 之所以可

以成 “史”， 是罕有人像我这样不厌不

弃地坚持这个东西， 刮风下雨， 打雷闪

电， 几乎从不间断。 这是可以自表的。

出差旅游在外， 无论是北海道的雪地，

多伦多的空街 ， 甚至长途飞行的航班

机尾处 ， 轮船晃动的甲板上 ， 都留下

了我的身影 。 疫情隔离期间 ， 不是说

要增加免疫力么 ？ 也乘着月黑风高 ，

在小区里无人隐僻处 ， 不戴口罩坚持

每天打二十分钟 。 那段风险时期 ， 如

幽人往来 ， 孤鸿缥缈 ， 别有一番意味

在心头。 太极拳， 最重要的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坚持 ， 第二句话是坚持 ，

第三句话还是坚持 。 只有如此 ， 才对

得起如此千年国粹。

我的太极拳史， 分成好几个阶段。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验 。 第一个阶

段， 是探究神秘。 禅宗说一开始是看山

是山， 而我一开始就是看山不是山， 打

拳不是拳。 从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早期导

引图 ， 庄子说的 “吹呴呼吸 ， 吐故纳

新， 熊经鸟伸”， 就已有太极拳的身影

在其中晃动。 “导” 就是 “导气会和”，

引就是 “引体会柔”， 是呼吸运动和躯

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功夫。 我一开始就

认定太极拳不是体操， 也不是武术， 关

键就是要能行气， 这个太神秘了。 能不

能做到？ 如果找不到气感， 那就不过是

做一套操。 在培训班的时候， 我内心里

不时讥笑我们大家都不过是在一起做体

操。 然而， 李老师就从来不讲 “以气运

身” “炼气化神” 的那一套玄学。

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 中

国文化， 最神秘的就是 “气”。 有人说

此气就是神经， 有人说是生物电， 有人

说是人体内的一种特殊分泌物， 有人说

是人体内的一种特殊功能系统等等， 都

是乱猜，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是用现代

人的科学思维来替换古人的思维系统。

而且， 中国道家文化最讲自然而然， 不

要刻意去求一个东西。 庄子说的心斋坐

忘 ， 其实正是去执化滞 。 老子说的 ，

“抟之不得， 名曰微”， “复归于无物，

是谓无状之状”。 一开始就想如何 “神

气鼓荡”， 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个阶段

我得到的是平常心是道， 最奇崛者最寻

常， 把一招一式打好。

第二个阶段， 追求好看。 半套太极

拳 ， 二十多分钟 ， 翩若惊鸿 ， 婉若游

龙； 动如脱兔， 静如处子。 若是当文章

写， 像一篇骈文， 如庾子山 《为梁上黄

侯世子与妇书》： “想镜中看影， 当不

含啼； 栏外将花， 居然俱笑”； 若是当

律诗读， 或绮情丽绪， 纷蕤相引， 或气

静机圆， 襟怀高旷； 若是当书法撰， 又

像一副好对子： 花花自相对， 叶叶自相

当， 雷霆走精锐， 冰雪净聪明； 若是当

舞蹈看 ， 自我感觉有凌云气 、 吴带当

风， 古意盎然， 摆脱人世间种种凡猥，

而自入千古文人侠客梦。

这一个阶段比较久。 也有一些意外

收获。 那年在京都出差， 住的那个小酒

店没有院子 。 干脆 ， 顺着房子的消防

梯， 攀爬至楼顶处， 在水箱之间的狭窄

空地打了一轮。 打毕， 鸟瞰周边， 发现

不远处有一神庙 ， 庙有院落 ， 小而幽

静 。 第二天遂往神庙 ， 打的感觉特别

好， 思接千载， 遥想唐代东渡的僧人，

传播华夏文明。 后来每出差京都， 一定

要在神庙或古寺幽僻处练拳。 还有一次

在大阪的酒店旁边， 竟有松尾芭蕉刻石

题诗的小公园， 旁边有一大庙， 钟声悠

悠之间， 穿插跌宕自喜之一招一式。 当

然， 最难忘的是北海道那年， 有 《北海

道星野度假村晨起练拳三首》 纪其事，

第一首云：

千山鸟绝静无声，

门掩远村夜雪深。

莫怪冰寒不入骨，

九天风露鹤精神。

然后发朋友圈、 发朋友圈……让日

常生命富于美的享受， 这是太极拳所赐

之礼品。 但是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尤其是异国他乡， 人生地不熟， 时差倒

不过来， 后半夜起来打拳， 不免有些安

全之虞。 那年在多伦多开会， 酒店旁边

寻一空地， 街灯远近昏黄， 静寂之中，

偶有一二路人在寒风中踽踽而过。 我担

心安全， 幸而找到一处可以按紧急警铃

的柱子。 一边打， 一边留心周边情况。

然而打完之后， 发现原来是多伦多旧时

唐人街遗址， 无任何建筑物， 只有一长

列横排的说明纪事碑， 有图有真相。 怪

不得这拳打来神气鼓荡？ （今天想来，

城市建设中， 有无法恢复的故居旧街，

不要新造假古董 ， 也不要毫发不留痕

迹， 不妨如此标注一番， 存一份温情敬

意。） 另一次也是在加拿大， 温哥华本

拿比的一处自然保护区。大森林极美妙，

然打完拳之后，天刚亮，才看清一块牌子

上写的字：“请不要喂食郊狼。”———忽然

冷汗， 这拳能打狼不？

第三个阶段， 从累与烦中反省。 我

前面说过， 太极拳难就难在天天练， 风

雨无阻。 然而时间一长， 未免单调而重

复， 身心俱疲。 又不可能天天出差有好

风景， 再美的音乐与文章， 天天重复，

必生倦怠。 现代人是求新求变的动物，

似乎很难永远守住一个东西， 浮躁而趋

新， 是现代病的根子。 不过太极拳似乎

启示我们换另一副思路看世界。 生命是

要锤炼的， 身体不是拿来享受， 而是拿

来修行的 。 身体是一个九转灵丹的火

炉。 这正是古人区别于现代人的要义。

于是我这样又坚持了一两年， 渐渐地，

开始体会到其中一个 “慢” 字， 极有意

味。 “慢” 既是心性的修行， 也是身体

关节的耐力 ， 即肉身即性情 ， 炼气化

神。 “慢” 又是城市人生每天都有的桃

花源， 是这个快节奏重压力生活的对照

项 ， 就看你打开不打开 。 “慢 ” 还是

忍， 是舍， 是生命的反省回看与提醒，

提醒运动变化之际， 是否立身中正， 足

跟是否浮起飘渺无着落。

为了从单调与重复中反省， 又体会

得一个 “缠” 字。 有一回， 台湾大学的

李丰懋， 道教学者， 在一起吃饭聊天，

他问我打什么招式， 我说陈式。 他说陈

式最重要的是一个 “缠” 字。 后来看到

陈派学者如顾留馨、 沈家祯的文章 《陈

式太极拳特点之三 ： 顺逆缠丝的螺旋

运动 》， 更增加了对这一个字的认识 。

然而其实不止陈式 ， 全部太极拳的特

点也正是这一个字 ， 文章里说到的前

辈 ， “杨少侯先生在晚年独创的小架

子 ， 只见发劲 ， 不见运劲 。 此乃运劲

圈儿小到看不出 ， 仅将发劲显露出来

的具体表现 ， 是紧凑不见圈的纯熟功

夫”， 杨少侯就是杨式太极拳第三代高

人。 “缠” 有很多技术细节的讲究， 这

里且不表。 我的体会， 从古典学上说，

“缠 ” 义甚丰 ， 其一曰形体与身位的

“缠”， 如欲左反右， 欲起先沉， 欲外先

内等。 其二曰意念与心神的 “缠”， 如

虚中含实， 阴阳互缠， 刚柔兼济等。 其

三曰拳外功夫的 “缠 ”， 即苦乐一体 ，

执与不执的缠， 这里有很深的学问。 什

么叫苦乐一体？ 学者开始尝到太极拳是

苦， 才见真章， 那些表演， 我不太看得

起， 知道重要的是天天练， 天天练即天

天品尝人生之苦， 然而每练完， 通体舒

泰， 精神焕发。 如饮醇醪， 如吸那啥，

上瘾之后， 一日不练， 似乎六脉不通，

关节锁闭 ， 神情不喜 。 因而 ， 苦即是

乐， 痛即是爽， 病即是药。

讲了半天， 离题万里， 李老师会不

会看了又说： 民国那些读书人就是这样

看太极拳的。 朱熹说： “读六经时， 只

如未有六经， 只就自家身上讨学问， 其

理便易晓。” 所以读者诸君要原谅我拳

外说拳 。 我的每一阶段 ， 都是层层递

进， 后一阶段， 包含了前一阶段。 这最

后的反省还在继续， 它融汇了美的享受

与人天交感的神秘。 记得那年在浙江丽

水的一处深山里， 那天一大早， 青山浓

翠如滴， 山腰白云如纱， 在农家一空地

晨练， 抱桩、 起势， 金刚捣碓、 六封四

闭、 单鞭……噫！ 山谷里的白云， 竟不

期然而然， 随着身形手势而起舞， 而飘

动， 而升沉， 此情此景， 深意领略， 自

有解人。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从悟空的形象说到《西游记》的主题
陈大康

动画片 《大闹天宫 》 有段原著没

有的情节 ： 马天君视察御马监 ， 百般

刁难孙悟空 ， 悟空不甘欺凌 ， 反出天

廷 ， 回花果山去也 。 这个 “马天君 ”

纯是因 “马 ” 而杜撰 ， 编剧似不清楚

中国神话里 ， 华光天王因名马灵耀而

就叫马天君 。 电视剧 《西游记 》 将马

天君换成武曲星君 ， 掩去此破绽 ， 却

仍保留原著没有的悟空受欺负情节 。

按原著描写 ， 悟空上任后倒也勤勉 ，

“昼夜不睡 ， 滋养马匹 ”， 但一旦知道

弼马温只是 “未入流 ” 小官便勃然大

怒 ： “养马者 ， 乃后生小辈 ， 下贱之

役， 岂是待我的？” 先前他一听到太白

金星说 “请你上天， 拜受仙录”， 便笑

道： “多感老星降临。” 可见很乐意到

天廷当官， 但只给个小官可不干。

悟空从石头中蹦出后 “眼运金光，

射冲斗府 ”， 玉帝只是说 “下方之物 ，

乃天地精华所生， 不足为异”， 未采取

什么针对性举动 。 接着 ， 孙悟空到龙

宫强要金箍棒与披挂 ， 又大闹冥府 ，

强销生死簿上猴属死籍 。 玉帝原想遣

将擒拿 ， 后听从太白金星建议 ， 决定

既往不咎 ， 招悟空上天当官 。 悟空见

了玉帝只是躬身 ， 不拜伏参见 ， 玉帝

也原谅他不知朝礼 。 原著对悟空当弼

马温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楚 ： 玉帝招来

文武百官 ， “看那处少甚官职 ， 着孙

悟空去除授”， 因只有御马监少个 “正

堂管事”， 便下达了任命， 其间操作并

无羞辱意味 。 大闹龙宫 、 冥府后没事

还当了官 ， 天廷对悟空还算是宽宏 ，

悟空嫌官小就反出天廷 ， 说来多少有

点理亏 。 现在可以理解动画片与电视

剧为什么要改动原著了 ， 因为增添了

受欺负情节 ， 悟空身上便闪耀出反抗

压迫的光芒， 却不知这并非原著本意。

悟空回到花果山后仍做大王 ， 还

仿效天廷那一套 ， 让大小猴等与降服

的妖王 “排班朝拜 ”。 在鬼王怂恿下 ，

悟空新目标是当齐天大圣 ， 电视剧还

给他加了句 “与天高 ， 与地齐 ” 的台

词 ， 颇有自立天地的气概 ， 但原著却

写悟空还是希望由玉帝册封 ， 并让哪

吒传话 ： 封这个官衔 ， “我自皈依 ”，

如果不封， “定要打上灵霄宝殿”， 还

是想到天廷当官。 玉帝原想发兵征讨，

太白金星劝道： 那只猴子 “只知出言，

不知大小”， 不如给个空衔 “养在天壤

之间， 收他的邪心”。 见太白金星再次

到来， 悟空估测 “定有好意”， 便下令

“大开旗鼓 ， 摆队迎接 ”， 自己则整肃

衣冠， “急出洞门， 躬身施礼”。 齐天

大圣总算当上了 ， 悟空 “遂心满意 ，

喜地欢天”， 玉帝则告诫他， “官品极

矣， 但切不可胡为”， 只将悟空看作是

胡闹的猴子， 并无有心压迫的念头。

悟空在天上无事可干 ， 整天 “无

事闲游， 结交天上众星宿”， 玉帝怕生

出事端 ， 便让他去管蟠桃园 。 猴子管

桃园的结果闭着眼睛也能知道 ， 不久

便是 “树上花果稀疏 ， 止有几个毛蒂

青皮的”。 玉帝固然是用猴不当， 而悟

空监守自盗 ， 恐怕没有哪个上司能够

容忍 。 听说蟠桃会不曾邀请自己 ， 悟

空又径自前往 ， 肆意享用佳肴异品 ，

他的心思很显然 ： 你们不带我玩 ， 那

就让你们也玩不成 ！ 接着他又到兜率

宫 ， “如吃炒豆相似 ” 地扫荡了太上

老君的仙丹 。 悟空自知 “这场祸 ， 比

天还大 ”， 便 “使个隐身法逃去 ”。 事

件结局大家都知道 ： 悟空被如来压在

五行山下 ， 直到唐僧相救 ， 前去西天

取经。

胡适曾说 《西游记》 是 “一部很有

趣味的滑稽小说 ， 神话小说 ” ， 作者

“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 他至多不过

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鲁迅也说

此书 “出于游戏”， “我们看了， 但觉

好玩， 所谓忘怀得失 ， 独存赏鉴了 ”。

他们不赞同 “透过纸背去寻那 ‘微言大

义’”， 包括大闹天宫在内的整部小说，

只是让人看了感到 “好玩” 而已。 在较

长时期里， 这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

用阶级斗争理论诠释 《西游记 》

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 不过意见常不

一致 。 就拿猪八戒来说 ， 一些人认定

这是 “新兴市民 ” 形象 ， 更多人认为

他是 “农民小私有者的典型代表”， 但

具体分析却又有分歧 。 或认为八戒有

些 “小毛病 ”， 但 “到底是个正面人

物”； 或认为他是 “旧社会中一般俗人

的肖象”， 显示出 “私有者的可笑、 可

鄙以至可恨 ”； 或因八戒当过天蓬元

帅 ， 故而是 “原来阔过后来没落的劳

动者, 原来是剥削者后来变为被剥削者

的典型反映”。 讨论煞是热闹， 八戒的

成分却一直定不下来 。 悟空的成分倒

不难定 ： 拥有偌大的花果山 ， 平日大

小猴们前呼后拥地服侍 ， 定个地主并

不为过 。 不过人们忽略了这一点 ， 而

是将天廷视为封建统治的象征 ， 大闹

天宫则证明孙悟空是反抗封建剥削与

压迫的斗士。

问题好像得到了圆满解决 ， 可是

如何对悟空后来的表现作阶级分析却

成了麻烦 。 首先 ， 他之所以能从五行

山下脱身 ， 是因为诚恳地为大闹天宫

向观音认错： “我已知悔了”， 又向唐

僧承认 “犯了诳上之罪”， 用悔过换来

了自由 。 其次 ， 悟空扯出齐天大圣旗

号反叛时 ， 牛魔王立即声援 ， 自称平

天大圣 ， 可是后来悟空却剿灭了牛魔

王 。 以往都是悟空无奈时发出请求 ，

天廷才出兵相助， 这次却是不请自来，

可见早就在等机会拿下牛魔王 。 至于

西行路上打杀的那些妖魔 ， 其实都是

不服天廷管教的反抗者 。 第三 ， 悟空

对有些妖魔是手下留情 ， 金角大王 、

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烧火童子 ， 青

牛怪是他的坐骑 ， 都杀不得 ， 无底洞

的老鼠精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干女儿 ，

也不能杀 。 灵感大王每年要吃一对童

男童女， 可他是观音莲花池里的金鱼，

便安然无恙地回去了 ， 狮 、 象与大鹏

将一个城池的人都吃尽了 ， 可谓血债

滔天， 但狮、 象是文殊、 普贤的坐骑，

大鹏是如来的亲戚 ， 悟空眼见他们离

去也不出声抗辩 。 死在悟空金箍棒下

的是那些没有后门 ， 没有裙带关系的

妖魔， 而他们恰是纯正的天廷反抗者。

这些事实原著里都写得很明白 ，

于是就有人据此批评悟空 。 张天翼先

生是首开其调者 ， 他首先揭示天廷与

妖魔争斗的象征意义 ： “封建社会的

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孙悟空反抗失败

后 “投降了”， 西行时 “一路上和他过

去的同类以至同伴作恶斗 ， 立了功 ”，

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一员 。 《西游记 》

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也被涉及 ：

如果没有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 ,

“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样的神奇情节是不

能虚构出来的”， 而教育部颁布 《中国

文学史教学大纲 》 指导教材撰写时 ，

对评述 《西游记 》 也有明确规定 ：

“复杂社会生活与尖锐社会矛盾的反映

──统治者对叛逆者的迫害 （闹天宫

的起因与后果 ） ……” 指导意见只集

中于大闹天宫的反抗性 ， 对张天翼先

生提出的悟空皈依正道 、 镇压同类的

现象不置一词， 因为沿这个方向讨论，

悟空就得戴上 “叛徒 ” 帽子 ， 大闹天

宫的反抗性也会受到损害 。 孙悟空毕

竟是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学人物 ， 形象

之正面已不可动摇 ， 更何况后来又有

“金猴奋起千钧棒” 诗句的传诵。

上世纪八十年代 ， 又有人重提悟

空是叛徒的话题 ， 认为作者宣扬 “封

建统治是天经地义的 , 永恒的”， 悟空

“为起义农民树立了一个 ‘改邪归正 ’

的榜样”。 不过更多人却在反省， 用阶

级斗争理论去套神话小说 ， “显然是

一种穿凿附会 ”。 几十年来 ， 《西游

记》 主题被定为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

如今不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比附 ， 立刻

就出现了个新问题 ： 作品的主题究竟

是什么？

新的轰轰烈烈的讨论开始了 ，

1990 年至 2018 年， 主题说至少有 102

种表述 ， 按类归并后约有四十种 ， 其

中有些相当有趣 。 如认为 《西游记 》

主题是 “修心证道”， 其情节都是唐太

宗修炼时生理 、 心理的某一部分 ， 据

说这解释 “为人体生命科学的发展开

拓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有人认为主题

是王阳明的 “致良知”， 唐僧师徒一路

西行 ， “无不是在 ‘格物 ’ 无不是在

‘正念头’”。 更有人提炼出反腐倡廉的

主题 ： “以丑恶铸造涵盖广阔的匡风

巨镜， 教化世人鉴丑而敛行止”。 各种

西方文艺理论也都用上了 ， 如用桑塔

亚那的理论分析八戒形象 ， 用弗洛姆

的观点对玉皇大帝定位 ， 用卡西尔的

论述解释作品内容的复杂等等 。 年复

一年 ， 新主题不断涌出 ， 而此现象又

得到肯定 ： “主题的难解性像一块巨

大的磁石吸引着人们进行孜孜不倦的

探究”。 《西游记》 主题的讨论， 竟被

弄成了哥德巴赫猜想。

孜孜不倦地寻找主题源于惯性思

维 ，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着给课文

提炼中心思想 ， 经过十几年培训 ， 作

品得有个主题似已是天经地义。 然而，

即使给短篇故事提炼主题也不容易 。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里， 悟空不顾唐

僧念紧箍咒 ， 坚持打死白骨精 ， 主题

当是除恶务尽 ； 可是唐僧诸人看不出

眼前就是妖怪 ， 而悟空火眼金睛一眼

识破 ， 这岂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 一

个情节尚且如此 ， 整部书的主题就更

没法说了 。 问题出在 “主题 ” 这个概

念的使用范围 ， 先有人们对作品中心

思想的看法常常一致的现象 ， 然后才

有 “主题 ” 概念的抽象 ， 因此它只适

合于人们看法一致的作品 ， 而主题归

纳歧义迭出的 《西游记》， 并不在 “主

题 ” 概念的覆盖范围之内 ， 即还是应

该赞同胡适 、 鲁迅将它归为无主题 。

如果文学研究中对使用的概念能仔细

辨析， 无谓的争论大概可少些吧。

孜孜不倦地寻找主题源于惯性思维，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着给课文提炼

中心思想， 经过十几年培训， 作品得有个主题似已是天经地义。 然而， 即使给

短篇故事提炼主题也不容易。

胡适曾说 《西游记》 是 “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 神话小说”， 作者 “并

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 ， 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 鲁迅也说此书

“出于游戏”。 他们不赞同 “透过纸背去寻那 ‘微言大义’”， 包括大闹天宫在内的

整部小说， 只是让人看了感到 “好玩” 而已。

选自上海中国画院与文汇报社联

合主办的 “海上风标———谢之光 、 林

风眠、 关良诞辰 120 周年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