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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武松在蒋门神的酒店
里，对蒋门神的小妾做出了许多挑衅行
为，想以此来激怒蒋门神的小妾。

对武松的这一行径，金圣叹是看得很
清楚的。所以，金老先生在《水浒》小说的
这一段描写中，对武松在蒋门神酒店里所
做的种种行为，作了好几处的批注。这些
个批注的中心意思，无非就是两条：一是

“寻闹”，二是“撩拨”。应该说，金老先生
的所见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武松就是在借酒“寻闹”，在借酒
“撩拨”。而武松借酒“寻闹”“撩拨”的目
的只有一个，就是想以此来引出蒋门神，
以便找一个打蒋门神的由头。

小说第二十九回写道，这几个酒店里
的酒保，只被武松三拳两脚，就全被打得
屁滚尿流。这中间有个乖巧的，就独自一
人逃走了。

武松见了道：“那厮必然去报蒋门神
来，我就接将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众
人笑一笑。”

那个酒保，果然是去向蒋门神报信
了。那正在绿槐树下乘凉的蒋门神，一听
说自己的酒店被人砸了，不由得大吃了一
惊。于是，蒋门神一脚踢翻了交椅，丢了
那蝇拂子，正如武松所预料的那样，急急
忙忙地赶了过来。

武松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既然“寻闹”成功了，“撩拨”也到位

了，那么，武松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醉
打蒋门神的第二步，要痛下杀着了。

只见武松大踏步地从酒店里走了出
来，当街迎着那个匆匆赶来的蒋门神。武
松就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打翻了那蒋门
神，好给施恩出了这口怨气。

那蒋门神见了醉得东倒西歪的武松，
以为武松醉了，所以，只顾赶将过来，要与
武松讨个说法。

这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武松先把
两个拳头去蒋门神的脸上虚影了一下，然
后，就忽地转身便走。那蒋门神见了大
怒，抢过来要打武松。武松寻了个空档飞
起左脚，一脚踢中了蒋门神的小腹。那蒋
门神便双手按了小腹，痛得蹲了下去。这
时，只见武松又转过身来，飞起右脚，又一
脚踢中了蒋门神的额头，打得那蒋门神往
后便倒。然后，武松又追入一步，一脚踏
住了蒋门神的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的
拳头，往蒋门神的头上便打了下来。只几
拳，就把那蒋门神打得当街躺在地上，直
求饶了。

这就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前后经过。
有的看官看到这里可能就要问了，这

武松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他为
什么会自降身份，心甘情愿地去充当施恩
父子的打手和帮凶呢？

俗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其
实，武松在安平寨的所作所为，都是由他
的性格所决定的。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巨著《制度、制
度变迁和经济成就》有一条非常简洁明确
的理论脉络，那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
（群体或家庭个人，也是一样），会受到起
始条件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武松青少年时期的特殊经历，给他的性格
形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武松从小就是个问题少年。自幼父
母双亡的他，是与哥哥武大郞相依为命
的。在清河县时，年轻的武松总爱与人喝
酒打架，所以经常要吃官司。用武大郞的
话来说是：“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
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
个月净办，常教我受苦。”

有一次，武松酒后又与人相争，一时
怒起，就一拳将那人打昏了过去。武松以
为自己打死了人，所以就逃到沧州柴进的
庄上躲灾避难。当宋江遇见武松时，武松
已经在柴进庄上待了一年有余了。

所以，从武松的人生经历中，我们不
难看出，正是武松出身的低微、儿时的失
教和成长的孤独，使得武松非常享受被人
关爱的温暖、被人尊重的愉悦和被人需要
的满足。

对武松来说，被人关爱、被人尊重、被
人需要，是一种非常幸福、非常满足的情
感享受。所以，只要给武松一点点的阳
光，他就会无比灿烂；只要给武松一点点
的温暖，他就会感恩戴德。

所以，当柴进的庄客冷落了武松的时
候，武松便会不看柴进的佛面，要对那些
庄客拳脚相加了。

当宋江对武松关爱有加、以礼相待的
时候，武松感动万分，主动结拜宋江为兄
长。甚至在与宋江分手时，洒泪而别。

当阳谷县的知县相公念武松是个打
虎英雄，而且为人忠厚仁德，所以就参他
在县里当个步兵都头的时候，武松便对知
县相公感恩戴德，跪地称谢，后来还心甘
情愿地替知县相公冒着危险去东京押运
财物。

当潘金莲给予武松久违的家庭温情
的时候，武松也以成倍的尊重来回报嫂嫂
的照顾。

当张青夫妇让刚失去了兄长的武松，
再次感受到了那兄嫂般的温暖的时候，武
松便同张青义结金兰，而视张青那杀人的
黑店于不顾。

所以，我们也就好理解张都监让武松
做个亲随体己人的时候，那武松竟然会做
出跪地称谢这样奇怪的行为了。

金圣叹从武松拜见张都监的那份谦
恭中，看出了其间的意味。于是，金老先
生便在七十回本里大笔一挥，把武松来都
监府“参见”张都监的“参见”一词，改成了

“恭见”。虽然只是一字之改，但却更加写
出了武松对张都监的恭敬之心。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明白，武松为
什么会自降身份，心甘情愿地去充当施恩
父子的打手和帮凶了。在安平寨里，武松
觉得自己被人尊重了，被人需要了，这是
武松最大的情感满足。于是，武松便会不
辨是非、不明道德地帮着施恩去重霸快活
林。

在武松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是在知恩
图报，是在伸张正义，他所做的都是英雄
好汉的仗义之举。武松并没有觉得，他这
样做是在帮着施恩“黑吃黑”。

所以，武松醉打蒋门神，根本不是武
松自己向别人所标榜的“我从来只要打天
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更不是有些《水
浒》评论者所说的，是英雄好汉的正义之
举。这个在快活林里意气风发的打虎英
雄，充其量只不过是施恩父子为了满足一
己私欲而豢养的一个打手和帮凶而已，这
就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实质。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武松醉打蒋门
神，非但没有给武松的形象加了分，反而
使武松大大地失了分。于是，武松这个曾
经光彩夺目的打虎英雄，就在醉打蒋门神
的那一片欢呼声中变得黯然失色了。

对武松为什么要帮施恩重夺了快活
林，容与堂本有个评语是这样写的：“士为
知己者死。设令今日有施恩者，一如待武
二郞者待卓吾老子，卓吾老子即手无缚鸡
之力，亦当为之夺快活林，打蒋门神也。
不知者以为为口腹也，不知者以为为口腹
也。”卓吾先生的这个评语，只不过是“借
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已，实不足
为训。

（未完待续）

武松的想法
——武松醉打蒋门神（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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