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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封神演义 》 民间故事
叙事的属 生

— 与 “文人小说观 ” 商榷

李建武

提 要 】根据格雷马斯时俄罗斯民间童话叙事模式的分析视角 , 《封神演义 》也具有国外 “英雄

重建社会秩序 ”和 “社会契约型 ” 民间叙事模式 , 确认它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特征 。从中国本土民间

故事叙事的内在文法去观照该小说 , “吕字型 ”人物板块结构 、隐含的当时神话与民俗 , 与中国民间

故事叙事思维的深度同构性等 , 皆证明了 《封神演义 》有民间叙事的基本属性 、特征 。从而进一步确

定它的民间色彩 , 回应 了浦安迪的文人小说观 。

关键词 】明代小说 《封神演义 》 民间故事 叙事 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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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浦安迪把明代小说 “四大奇书 ”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和 《金瓶梅 》都

看成是写定者独立创作的文人之作 , 因而标榜 “文人

小说” 的提法 。①这言下之意就是 “四大奇书 ” 是文

人叙事 , 个性特色很强 。而中国学术界 , 对于文人

或作为文人的写定者 在 “̀四大奇书 ” 中究竟起到

多大作用 , 还是有许多争议的 , 最有代表性的是 “世

代累积型集体创作 ” 的说法 。② 以飞仙浪漫情调谱写

先秦时代商周之战的明代小说 《封神演义 》 以下简

称 《封神 》 , ③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

《封神 》 作者目前虽然主要有三大说法 一是 日

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明金司舒载阳刊本的 '̀许仲琳编辑

说 ”, ①二是张政娘 、孙楷第 、柳存仁的 “陆西星著作

说 ”,③三是 “李云翔删改说” 或章培恒的 “许仲琳原

著 、 李云翔改写说 ”⑥ , 但各版本的 《封神沙在正文

文字上基本没有什么不同 。也正因于此 , 这似乎更加

表明 《封神 》 是由某一个文人原创或编写的 , 从而证

明它是独立文人的作品或文人意味很浓的作品 。

对于 《封神 》是不是文人许仲琳或其他文人独立

创作 , 基于目前文献有限 , 笔者无法作出更深人的判

断 。但笔者通过细读这部小说 , 却发现它有着深厚的

民间叙事的特征 , 这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确定它的民

美〕浦安迪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 沈亨寿译 , 生活 ·读

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

参见徐朔方 《从宋江起义到 水浒 成书 》 《中华文史论

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辑 徐朔方 《 金瓶梅

成书新探 》 《中华文史论丛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辑 。

本文所论 《封神演义 》 内容均来自 《古本小说集成 第四

辑 ·封神演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古本小说集成 第四辑 ·封神演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柳存仁 《陆西星 、 吴承恩事迹补考 》, 《中华文史论丛 》

上海占籍出版社 年第 辑 , 第 页 。

章培恒 《 封神演义 作者补考 》 《复旦学报 》 年第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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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与国外 民间叙事 的叙事
模式相吻合

符合民间童话 中的 “英雄重建社会秩序 ”

模式

法国著名学者格雷马斯在 《论意义 》 中谈到 “英

雄和社会秩序 ”在普罗普所分析的俄罗斯民间童话中

的表现 。这些童话在欧洲相当流行 , 是整个欧洲民间

虚构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些童话里 , 首先是

社会秩序被打乱 , 英雄出现 , 被赋予成一个自救任

务的社会权威 , 他担负着一个任务 任务的目标就

是消除异化 , 重建被扰乱的社会秩序 。并且让英雄

扮演守信者的角色 , 与他建立一种契约关系 , 也就

是如果他完成了契约 , 就会得到某种奖赏 。 由此看

出 , 俄罗斯民间童话很多是演绎 “英雄重建社会秩

序 ”的故事口①

《封神 》其实也正好符合这种关于社会秩序重建

的叙事 , 其中的姜子牙就是不知怕为何字的英雄 。他

屡次探险 , 接受封王军队的征伐以及后来主动征讨封

王 。他经历了 “七死三灾 ” 而无所畏惧 , 就是为了重

建正常的社会秩序 。小说的开篇就写到了封王淫乱的

本质 , 这为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埋下了祸根 。为满足

淫欲 , 封王宠幸由狐狸精变来的姐己 , 炮烙大臣 , 杀

害忠良, 害死姜皇后和大臣黄飞虎之妻 , 造酒池 、置

肉林 、 建蚕盆 , 朝纲政纪丧失殆尽 , 社会秩序混乱 ,

四方反叛 , 天下大乱 。姜子牙为挽救社会 , 在元始天

尊指示下建立封神台 , 给各路人仙大加封赐 即封

神 , 最后宣读封神榜 。他正是被作者赋予成一个自

救任务的社会权威 。他在一人之下 , 万人之上 , 是周

营的承相 , 武王的相父 , 同时又被武王拜为大元帅 、

大将军 。他担负的任务就是消灭残暴荒淫的封王 , 废

除暴政 , 重建仁政 , 重建被扰乱的社会秩序 。姜子牙

最终完成了封神契约 , 得到了武王的 “奖赏 ” 一 被

封为齐侯 , 名列于五侯九伯之上 第 回 。

符合民间童话中的 “社会契约型” 叙事模式

《封神 》里命中注定的封神榜既要求阐 、截教双

方都有阵亡 , 也要求姜子牙打败商封和截教 , 最后封

神 , 周朝建立 。用前文提到的格雷马斯的术语说 , 它

就是社会契约 。②这是在支使者 、 封神榜和对

头 封王之间形成的巨大冲突 , 用符号表示就

是 , , 。与此同时 , 主角姜子牙 和对头

、 封王之间也形成巨大冲突 , 用符号表示就是

, 他们之间的关系实是社会契约的直观展现 。该社

会契约总的来说 , 就是 “封神契约 ”。

对头 封王企图与封神榜 、天命抗争 , 与姜子牙

抗争 , 这就违背了社会契约 。但对头 得到了保封文

臣武将的支持 , 又得到截教中人的帮助 , 可以说在封

王和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地方契约 。这个地方契约可

用 “ 、 ” 表示 。它的功能就是阻逆 、 对抗

社会契约 , 可用 “ , ” 表示 。 而主角

姜子牙及其助手们 如黄飞虎 、 苏护 、 邓九公 、 土行

孙夫妇 、 李靖父子 、 洪锦夫妇等 与武王之间建立了

另一种地方契约 , 可用 “ , 、氏 ” 表示 。姜

子牙顺应天命 , 完成封神大任 , 这叫顺应社会契约 ,

因而姜子牙及其助手与武王之间的地方契约又可称为

“社会契约” 的 ' 子̀契约”, 与封王集团的地方契约相

对立 。这种对立形式可用 “ ” 表

示 。正是由于姜子牙及其助手的努力 , 兴周灭封大业

得以成功 第 回 , 对头封王抵抗不了命运的安

排 不得不自焚而死 阐截二教的恩恩怨怨也在此完

结 , 封神榜被宣读 , 姜子牙完成封神 , 社会契约才去

掉神秘面纱 , 而以完整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 或者

说 , 是 “封神契约” 这一社会契约的履行 、 完成与标

举 , 社会秩序重新被确立 。

由此我们便知整个 《封神 》 故事的叙事模式 , 如

下所示

对头 罪孽产生 “封神榜 ” 社会契约

出现 第一个地方契约 对头 派兵镇压西岐

和阐教 」 又 次 第二个

地方契约 主角与助手们迎击商军和截教

, 只 次 “封神榜 ” 社会契约的

完整呈现与重新确立 第 回 。

这个叙事模式就是 《封神 》 故事的深层语法 , 即

一种社会契约型的叙事模式 。 当然 , 从中可看出 , 该
叙事模式与普罗普在俄国民间童话故事中发现的某些

模式有些相似 。但由于目前尚未发现 《封神 》 受到外

国民间文化直接影响的文献材料 , 因而 , 笔者只能从

上述叙事角色 、 功能与模式的比较中作出推断 推断

的目的不是用来说明 《封神 》 的叙事是国外民间童话

叙事 , 而是指出其叙事带有民间童话色彩 , 具有世界

普遍意义的民间叙事特征 。

法 格雷马斯 《论意义 》·冯学俊 、

花文艺出版社 年版 第 生一 巧 页 。

法习 格雷马斯 《论意义 》 冯学俊 、

花文艺出版社 。。 年版 , 第 页 。

吴乱缈译 百

吴护弘缈译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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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与国内本 土 民间叙事 的
关系十分 密切

其实 , 《封神 》不仅具有国际通行的民间叙事特

征 , 且具有典型的中国民间故事叙事特征 。以下就从

与中国本土的民间故事叙事的关系角度来考察 。

中国本土民间叙事中的 “吕字型” 结构与 《封

神 》 人物板块

何谓 “吕字型结构 ” 这是笔者借用地质学上

“板块 ” 的概念 , 用 “人物板块 ” 指紧密关联的众多

人物构成的一个最高级别的集合 , 如 “吕 ” 含有两个

“口”。每个 口̀”代表着属于同一集团的人物所形成

的一个 “人物板块 ”。 吕̀” 就是两大板块 。① 吕字型

人物板块结构可谓就是中国民间故事角色模式的 “隐

形结构 ”。

考察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 我们发现两两对立的角

色模式是其很重要的特征 , 如常有相互对立的两种人

物 , 他们或为亲兄弟 , 或情敌 , 或朋友 , 或分属地主

与下层农民 。而关于两兄弟纠葛的故事相当多 , 流传

广远 , 其中两个主要类型流行至今 一是 “长鼻子”,

二是 “狗耕田 ” 。②

“长鼻子 ” 故事类型是 弟弟虽受哥哥欺负 , 但

却能意外地进入深山野地 , 获得宝物而致富致强 哥

哥因贪心驱使依样画葫芦 , 却遭到 “长鼻子 ” 等形式

的惩罚 。我们不妨借用数据来显示这一类型故事的众

多 。 。世纪有 年代艾伯华编的 《中国民间故事

类型 》 收有此类型故事 篇 年代丁乃通的 《中

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 收有此类型故事 篇 年

代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 出版 , 华中师大刘守华等人

统计此类型故事已达百篇 。③具体故事有陕西 《赵富

与赵宝 》、四川 《长鼻子哥哥 》、鄂西土家族 《金壶和

银壶 》、云南侃族 《贪心的哥哥 》 等 。这类故事人物

一般都简单 , 仅分为性格 、 品质迥异的弟弟与哥哥 ,

而叙述者往往同情受欺凌的弟弟 , 憎恨心地邪恶的

兄嫂 。

“狗耕田” 类型的民间故事则一般讲兄弟分家 ,

弟弟因为老实而受哥哥的欺负 , 只分得一条狗 , 但狗

能耕田 故弟弟能致富 后来哥哥也仿效 , 借狗耕

田 , 但狗不听使唤 , 哥哥将狗打死 , 结果哥哥遭到报

应和惩罚 。具体故事有 《诚实得福 》、 《两弟兄分家 》、

四川的 《弟弟和哥哥 》、 广西水族的 《老大和老二 》、

福建的 《哥哥与弟弟 》 等 。

还有一些民间故事是讲两位朋友的 , 被刘守华

等人称为 “两老友 ” 类型 。如汉族的 《好心大哥和

坏心大哥 》 、 《两伙计 》, 白族的 《两老友 》, 普米族

的 《本分人和狡猾人 》, 怒族的 《好人与坏人 》, 壮

族的 《张三和李四》, 水族的 《阿东和阿西 》, 毛南

族的 《爱实与爱勾 》 伙佬族的 《两老庚 》等 。这两

个朋友一个心地善 良 、 老实本份 , 一个心地狠毒 、

贪婪残忍 。①

这些民间故事来自中国国内的不同民族 , 但都鲜

明地呈现出 “二元对立 ” 的特点 , 两个主要人物一好

一坏 , 构成矛盾的双方 , 结尾大多是好人好报 , 坏人

恶报 。这种角色模式的 “隐形结构 ”其实就是笔者所

谓的 “吕 ”字型结构 , 即角色人物分两大块 , 但两大

块又不是完全相等 , “吕” 字是上面的 “口” 小 , 下

面的 “口” 大 , “口” 大的一方是作者 或叙述者

同情赞扬的一方 “口” 小的一方是作者批评痛恨的

一方 。但整体来讲 , 吕字型结构强调的是对立的两
块 。这种吕字型结构的角色模式最大的作用就是造成

对比鲜明的效果 。

而 《封神 》 的人物也主要分为两大板块 阐教与

截教 , 或周岐方与商封方 , 自然可谓形成了吕字型板

块结构 。③ 由此可见 , 其完全符合中国民间故事叙事

的基本角色模式 , 具有相当的民间叙事性 。

《封神 》人物安排与中国民间说唱 、 戏曲表演

艺术两两对出的人物布局

早在中国早期民间表演艺术中 , 就常有人物两两

对出的模式 , 这二人常处于对立或反衬的关系 , 即一

人为正面角色 另一人为丑角 。民间这种叙事 或表

演 模式 , 从戏曲俗文学的渊源上 , 可往上溯 , 如以

唐代盛行的 “参军戏 ” 为例来考察 。 “参军戏” 就是

将人物分为两个主要角色 , 一为参军 , 一为苍鹊 —

这种模式可以留给读者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

由参军戏演变而来的旦本 、 末本的元代杂剧和生

旦各领一线的元代南戏与明代传奇也遵循了两两对出

李建武 、 孙之卓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 “口 、 吕 、 品 、

器 ” 字型人物板块结构 》,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

刘守华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 年版 第 一 页 。

刘守华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 年版, 第 页。

以上民间故事出处均引自刘守华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研究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第 一 页 。

李建武 、孙之卓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 '口 、 吕 、 品 、

器” 字型人物板块结构 》,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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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模式 。南戏和传奇叙事讲生旦各领一线 、齐头

并进 , 如 《琵琶记 》 中蔡伯嘈和赵五娘苦乐交替 。这

种人物布局与安排很容易给 《封神 》作者以深刻的启

发 , 如 《封神 》对阐 、截二教战斗过程的叙述就是对

正邪两方的交替叙述 。 《封神 》作者常用 “不表 ”、

“且说 ”、 “话说 ”来进行转换 , 一会儿叙述阐教故事 ,

一会儿叙述截教故事 , 一会儿叙述周营 , 一会儿叙述
封营 , 形成阐 、截二教或周 、封两方各领一线 、齐头

并进口两条线索交错发展 , 互相映照 、补充 , 最后在

第 回姜子牙封神时重合 。因而 , 我们不排除认为 ,

《封神 》作者受到了中国传统社会里民间说唱文学

如戏曲 叙事思维的极大影响 。

《武王伐封平话 》、 “姜子牙斩将封神说词” 为

《封神 》具有中国民间叙事渊源提供了文献佐证

《封神 》本来就是由史书 、民间传说 、讲史话本

发展而来的 。武王伐封故事很早就在民间流传 , 孟

子 、 荀子 、 韩非子等人在他们的著书中均提过 “武王

伐封 ”, 司马迁则将之写入 《太史公书 》 即后人所谓

《史记 。后来 , 元代民间说唱艺人汲取 《史记 》 的

“武王伐封 ”母题 , 加以改写 , 写成了 《武王伐纷平

话 》加以说唱 、流传 。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传说逐渐

传播开来 。时至明代 , 民间仍有大量的 “姜子牙斩将

封神说词 ”流布 。如明代的李云翔就说 “俗有 姜̀

子牙斩将封神 ' 之说 , 从未有缮本 , 不过传闻于说词

者之口 , 可谓之信史哉 ”①据此类文献推测 , 在 《封

神 》成书之前 , 民间的确广为流传 “武王伐封 ” 故

事 、 “姜子牙斩将封神 ”说词 。这些为 《封神 》具有

中国民间叙事渊源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佐证 。

《封神 》 大量神话与民俗的存在是其民间叙事

又一力证 。

《封神 》与 《西游记 》一样 , 都具有民间神话的

基本思维 , 那就是想象释佛与神仙具有超凡的魔法 、

法宝 , 构成能上天人地的动物 、植物神等 。民间有很

多关于佛 、神仙的传说 。而 《封神 》采用了老子 、元

始天尊 、燃灯佛等民间神话中有关佛 、神仙传说的内

容 , 并以此为基础 , 想象编织出一个缤纷绚烂的神佛

世界 。 《封神 》作者还注意充分地吸收当时民俗养料 ,

这使得作品呈现出一定的民间思维 。首先 , 其很多人

物就是民间道教信仰的神 , 如元始天尊 、 老子 、 伏羲

与神农 第 回 、 “三清 ” 上清 、 玉清 、 太清道

人 , 第 回 , 其他有土地 、二十八宿星君 、雷公 、

电母 、风伯 、雨师 、 山神 、河神等 。其次 , 其中许多

信仰与元明民间习俗一致 。如第 回云霄三姐妹封

为 “坑三姑娘之神 , ”其执掌的 “混元金斗即人间之

净桶 。凡人之生育 , 俱从此化生也 ”, 规定不论仙人 、

圣人 、君王 、庶民 , 投胎落地前都要在混元金斗中经

过一番 “转劫 ”。这就是明代民间的马桶与厕神信仰 。

殷郊封为执年岁君太岁之神 , 管当年的休咎 杨任封

为甲子太岁正神 , 掌管人间过错 。这些隐含了那时

“太岁头上不可动土 ”的民俗 。第 回杨哉收梅山七

怪的故事则涉及二郎神和哮天犬的民俗信仰 。第

回姜子牙收妖时念的 “孽畜不落 , 更待何时 ”隐含了

“姜太公在此 , 诸神退位 或归位 ” 的民俗 。 由以上

民俗可见 , 《封神 》在本质上濡染了民间故事叙事的

内涵 。

三 、 封神 》 与 民间故事叙事

思维 的同构性

综上所述 , 民间故事叙事的确给 《封神 》作者以

巨大的影响 。从深处溯源 , 就是 《封神 》 叙事思维与

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民间故事叙事思维呈现着同构性关

系 。归纳起来 , 这种同构性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

整体设计上的同构 。如前所述 , 一些民间故

事在整体上就只是设立好坏分明的两个主人公 。 其

中一个道德卑劣 , 一个道德高尚 一个是主角 , 一

个是对头 。道德卑劣者往往嫉妒并陷害道德高尚者 ,

故两人之间隐含着相互的矛盾与斗争 。这就是人物

整体结构上的 “阴阳双构 ”, 或者说 “吕字型 ” 板

块 。 《封神 》在整体上也是先确定周文王 、武王与商

封王的对立 , 然后将道教分成对立关系的阐教和截

教 , 其叙述的主要内容就是周 、商之争和阐 、截之

争 。 阐教辅助武王 , 截教辅助封王 , 界线分明 , 构

成矛盾对立的双方 , 分成两大人物板块 。这种板块

式的简单划分便于读者领悟 , 是讲究 “二元对立 ”

的叙事思维的体现 。 《封神 》这种二元对立的 “吕字

型 ”板块思维正好符合民间故事中角色对立的模式 。

故可以说 , 《封神 》在基本事件的设计上与民间故事

叙事是同构的 。

人物属性设置上的同构 。民间故事中好人坏人

本是相仿的 , 或为兄弟关系 “长鼻子 ”和 “狗耕田”

类型 , 或为朋友关系 “两老友 ” 类型 , 但他们分

属不同的道德类型 。 《封神 》也善于设置一些相仿但

又属性相对的人物阵营 。如阐教和截教本都是道教鸿

① 《封神演义序 》, 《古本小说集成 第四辑 ·封神演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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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道人旗下的派别 , 但前者道德较高尚 , 后者道德较

卑劣, 前者保护仁德的周武王 , 后者支助残暴的商封

王 。姜子牙和申公豹同为元始天尊的弟子 , 但前者

助周 , 后者助商 , 两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郑伦和

陈奇被称为哼哈二将 , 本领相仿 , 都会从鼻孔里出

气 , 但两者分属道德迥异的周 、 商阵营 。阐教土行

孙和截教张奎 , 都会土遁 , 但两人是冤家对头 , 也

分属周 、商阵营 。再如邓蝉玉和高兰英 , 两人本领

相仿 , 一人会撒五光石 , 一人会使太阳神针 两人

都为人妻 , 前者是土行孙之妻 , 后者是张奎之妻 。

但两人也是冤家对头 。可见 《封神 》 的人物两两对

出 、 呈对称性的出场与民间故事中人物属性设置的

思维是同构一致的 。

作者感情态度上的同构 。民间故事中的好人是

叙述者同情欣赏或赞扬的对象 , 而坏人或贪婪卑鄙的

人是叙述者鄙夷的对象 。这种叙事的好处是读者从阅

读中 , 或听众从聆听文本中能清晰地感受到叙述者的

思想态度 、感情倾向 、叙事伦理和叙事立场 , 而不会

出现大的误判 读 《封神 》也是如此 , 读者会很容易

地了解到作者赞扬阐教为正教 、 贬抑截教为邪教的感

情倾向 。这种清晰而鲜明的情感态度说明作者深受民

间故事叙述模式的影响 。

故事结局安排上的同构 。民间故事中的结局一

般为 “好人终有好报 ”, 变得富贵或飞黄腾达 , “坏人

终有恶报 ” 遭到无情的惩罚 。从前述 “长鼻子 ” 、

“狗耕田” 、 “两老友 ” 故事类型就可以看出这点 。 《封

神 》也是如此 , 品地较纯正 、道德修养较好的阐教取

得彻底胜利 , 而心术败坏 、 道德卑劣的截教遭遇全军

覆没的悲惨下场 , 其通天教主最后是孤零零 、尴尬地

被师父鸿钧道人带走 。 《封神 》这种结局安排实由民

间佛教故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 的叙事思维而

来 , 两者呈现同构一致性 。

从以上深层的叙事文法 、叙事逻辑的剖析中可以

看出 , 《封神 》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的确存在

着诸多同构性关系 , 说明作者受民间叙事模式的影响

很深 。不管这个作者是不同时代的人的集体 , 还是独

立创作的写定者 , 我们都能发现 , 作品本身的文本已

经刻上了相当深的民间叙事的痕迹 , 或者说 , 至少在

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层面 , 《封神 》 作者已经深深打

上了民间故事叙事的烙印 。

而 《封神 》 不仅具有中国本土民间叙事的属性与

特征 , 且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民间叙事特征 见前文

论述 。故可以说 , 在叙事的本质属性上 , 《封神 》就

是一种民间叙事 , 具有充分的民间性和鲜明的民间色

彩 。这也算是从 《封神》 研究的角度对浦安迪的 “文

人小说观 ” 作出的回应和商榷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年度重点项 目

“秦汉文学史”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

目 “秦汉文学史 ” 一 、 教育部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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