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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
——潘金莲的叉竿（之一）
□胡杨

武松杀嫂，如果要追根溯源，那么，这
个缘由却是潘金莲手中的那根叉竿引起
的。

小说第二十四回写道：
那天，冬已将残，天色回阳微暖。眼看

着武大郞就要卖完炊饼回家来了，潘金莲
就同往常一样，先去门前，来收帘子。也是
合当有事，这时正好有一个人从帘子旁边
走过。这潘金莲正拿着叉竿去叉帘子，不
料一失手，那叉竿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那
个过路人的头巾上。

那个被叉竿打着的过路人就是西门
庆。

于是，就因了这根叉竿的缘故，便演绎
出了“王婆贪贿说风情”、“淫妇药鸩武大
郎”这些个情节，最终导致了武松杀嫂那血
淋淋的报仇场景的发生。而武松的人生之
路，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各位看官看到这里可能要说了，潘金
莲手中那根小小的叉竿，怎么就会成了武
松杀嫂的缘起呢？这我们先要从潘金莲的
心思来说起。

小说第二十四回，曾对潘金莲的身世
有过这样一番简单的交代。这潘金莲原是
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有
余，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想要纠缠
于她，潘金莲不肯依从，便跑去告诉了主人
婆。那个大户因此就怀恨在心，想好好恶
心一下潘金莲。于是，那个大户就倒陪了
嫁妆，将潘金莲白白地嫁给了人称“三寸丁
谷树皮”的武大郞。

有些人为了标新立异，就根据潘金莲
不从大户淫威这一情节，称潘金莲是个贞
节烈妇，说潘金莲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反
抗者。更有甚者，甚至把潘金莲说成是个大
胆追求个性解放、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新女
性。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小说原著的。

小说里的潘金莲，其实是个水性杨花

的绝色佳人。那么，小说是如何来写潘
金莲的水性杨花的呢？

小说在简单介绍了潘金莲的身世之
后，接着又写了这样一句话：自从武大娶
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
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

这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为什么会
常来武大郞的家里骚扰呢？小说是这样
解释的：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
人物猥琐，不会风流。这婆娘倒诸般好，
为头的爱偷汉子。有诗为证：金莲容貌
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风流清
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

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潘金莲之所以会让那些个浮浪子弟来家
里骚扰，之所以会对武大郞不满意，除了
武大郞长得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之外，武
大郞“不会风流”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所以，小说编写者就调侃潘金莲道：
“这婆娘倒诸般好，”但“为头的”却是“爱
偷汉子”。还写诗为证道：“若遇风流清
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本性老实的武
大郞不堪其扰，实在没有办法，只得举家
从清河县搬到了阳谷县的紫石街，赁房
居住，只图躲个清静。

应该说，潘金莲嫁给武大郞，她的内
心是不甘的。所以，后来潘金莲同武松
聊天时，曾多次这样评价过武大郞的愚
钝：“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
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他晓的甚么！
晓的这等事时，不卖炊饼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潘金莲当初之所
以不想从了那个大户的淫威，只是因为
才二十出头的她，不想把自己的如花岁
月就这样寄托在一个半老头子的身上。
潘金莲对自己的未来人生，还是心有所
盼的。如果潘金莲真的从了那个大户，
那就不符合潘金莲的性格了。

那么，小说又是如何来写潘金莲的
美貌风情的呢？

小说曾借着武松的眼睛，这样描述
了潘金莲的美艳妖娆。小说写道：武松
看那妇人时，但见：眉似初春柳叶，常含
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
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
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
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在武松的眼里，这潘金莲活脱脱就
是一个天生的尤物，美貌动人，风情万
种。

人生，总是充满着各种戏剧性的变
数。于是，才会变得如此的曲折，如此的
精彩。自从搬到人生地不熟的阳谷县之
后，那水性杨花的潘金莲便不得不心如
止水了。每天只是待在家里，与武大郞
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可是，生活却偏
偏给潘金莲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因为，
打虎英雄武松，就在这个时候出乎意料
地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小说第二十四回，是这样描写潘金
莲与武松的第一次见面的。武大叫一
声：“大嫂开门”。只见芦帘起处，一个妇
人出到帘子下应道：“大哥，怎地半早便
归？”武大道：“你的叔叔在这里，且来厮
见。”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便出来道：

“二哥，入屋里来，和你嫂嫂相见。”武松
揭起帘子，入进里面，与那妇人相见。

从小说的这段描写可知，潘金莲与
武松的第一次见面是隔着那领芦帘的。
如果那时有特写镜头的话，那么呈现在
读者面前的两个人的表情变化，都应该
是先疑惑，再震惊，进而欣喜的。

因为潘金莲没有想到，如此委琐的
武大郞，竟然还有一个长得如此英雄的
兄弟。而武松也没有想到，自己那个命
运不济的哥哥，竟然娶了一个如此美艳
动人的嫂嫂。

潘金莲与武松两人，就这样无言地
隔着芦帘，彼此吃惊地对望着。直到武
大郞挑担进了屋，再走出来喊武松进屋

去时，那武松还呆呆地站在那芦帘的
外面。

可以这样说，当武松揭起紫石街
那座小楼的芦帘，大踏步地走将进去
的时候，潘金莲的人生也就揭开了别
样的篇章。此刻的潘金莲，她的心情
应该说是十分喜悦、激动的。那一口
一个的“叔叔”，也是叫得满心欢喜
的。小说写道：

武松来到武大郞的家里后，潘金
莲和武大郞就请武松到楼上来坐坐。
这潘金莲看着一表人才的武松，便在
心里暗暗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
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
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
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象人，七分似
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
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
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
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

可以这样说，武松的出现，在潘金
莲那原本已趋平静的心底又激起了阵
阵涟漪。这潘金莲的心，动了。

如果说潘金莲起初不想从了那大
户是心有所盼,后来嫁了武大郞是心
有不甘的话，那么现在遇到了武松，潘
金莲就好像是在浓重的黑暗中，看到
了一丝触手可及的光明。她忽然觉
得，原来她嫁给武大郞的真正因缘，其
实却应在了这打虎英雄武松的身上。
所以，潘金莲会惊喜万分地感叹道：

“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
这一发现，无疑让潘金莲激动万

分。于是，小说接下来写道：那妇人脸
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叔叔，来这里
几日了？”

接着，潘金莲又问武松住在哪里？
可有相好？青春多少？从哪里来？那番
言语问得看似寻常，但却满含着关切，暗
藏着心思。

当武大郞高高兴兴地准备了一桌
子的酒肉果品之后，武松便与哥哥、嫂
嫂一起坐着喝酒聊天。小说写道：那
妇人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
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
不恁么理会。

于是，武松当日只喝了十数杯酒，
便起身离席了。依照武松的酒量和喝
酒的性格，这区区十数杯酒又算得了
什么呢？但武松还是离席走了。因为
武松觉得，他应该走了。他是个聪明
人。

小说编写者只用了一个“脸上堆下
笑”的“堆”字，一个“一双眼只看着武
松”的“只”字，便活写出了潘金莲见了
武松之后的那份喜悦之情，以及对武松
的动情之意。

于是，潘金莲就让武松从县衙里
搬到紫石街来，与他们住在了一起。
那潘金莲的理由是，如果武松不搬过
来住，那么武大郞他们两口子就要吃
别人的笑话了。

武松听从了潘金莲的建议，当天
就将自己的行李全都搬到了紫石街。
这潘金莲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自从
武松搬过来住之后，潘金莲就每天顿羹
顿饭，欢天喜地地服侍武松的起居生
活。用小说的原话说是，这潘金莲“却
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

因为，潘金莲觉得只有水到，才能
渠成。只要她潘金莲付出了，那么肯
定就会有回报。可是，潘金莲这次却
错了，而且错得是一塌糊涂。因为“英
雄只念连枝树，淫妇偏思并蒂莲”。所
以等待潘金莲的，只能是可悲的结
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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