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膏药的钱老儿
和神龙无尾的王进
——取名趣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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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接着上回的话
题，继续讲讲《水浒传》人物的
取名趣事。

其四、卖膏药的钱老儿
小说一百零二回，王庆因

为闪了腰，动弹不得，于是，就
去府衙前卖膏药的钱老儿那里
买了两个膏药。

钱老儿对王庆说道：“都排
若要好的快，须是吃两服疗伤
行血的煎剂。”说罢，钱老儿便
抓了两服药递给王庆。因为王
庆是东京开封府的副排军，所
以，钱老儿就尊称王庆为“都
排”。

王庆见钱老儿给自己抓了
两服药，就从口袋里取出一块
银子，大约有二三分重，讨了张
纸将那银子包了起来。钱老儿
偷眼看见王庆在包银子，于是
就故意把脸转向了一边，自顾
自地忙活。

王庆将包好的银子递给钱
老儿，说道：“先生莫嫌轻亵，将
来买凉瓜噉。”王庆的话讲得很
客气，说是这点银子您莫嫌少，
拿去可以买个凉瓜吃吧。

钱老儿却推说道：“都排，
朋友家如何计较，这却使不
得！”

可是钱老儿虽然嘴上说着
“使不得”这样的客气话，但他
的右手却早已从王庆手中接过
了那个纸包，揭开药箱盖子，丢
了进去。

小说编写者通过钱老儿看
见王庆包银子后的一连串动作
和所说的言语，极为传神地写
出了钱老儿那爱钱如命的性
格。所以，这钱老儿就有了一
个很贴切的姓氏，他原来姓

“钱”。
其五、柯引和云璧
小说第一百十四回，为一

举攻破方腊的老巢清溪帮源
洞，柴进向宋江主动请缨，想与
燕青一道，去方腊那里做个卧
底。

柴进道：“今愿深入方腊贼
巢，去做细作，或得一阵功勋，
报效朝廷，也与兄长有光。未
知尊意肯容否？”

宋江听了大喜。于是柴进
就化名“柯引”，燕青化名“云
璧”，来到了清溪帮源洞。

那么柴进为什么要化名为
“柯引”呢？

小说第一百十九回，对这
个问题有个明确的回答。小说
写道，柴进把“柴”字改作“柯”
字，因为“柴”就是“柯”；把“进”
字改作“引”字，因为“进”即是

“引”。所以，柴进就化名为“柯
引”了。

那么燕青为什么要化名为
“云璧”呢？

同理推断，大概燕子常常
穿行在云中，所以就把“燕”字
改作了“云”字。璧是美玉的通
称，而青玉则是玉中之宝，《吕
氏春秋·孟春》就有“（天子）载
青旗，衣青衣，服青玉”的记载，
加之“璧”又与“碧”同音，所以
就把“青”字改作了“璧”字。于
是，燕青就叫“云璧”了。

可以这样说，在小说里对
人物取名专门作出解释的，全
书中也就柴大官人一人有此
殊荣。

显然，柴进、燕青两人为了
当卧底，在给自己取化名时，着
实花了一番工夫。那么，他们
两人的卧底业绩，是不是也很
出色呢？

这个答案却是否定的。
虽然在攻打帮源洞的时

候，柴进、燕青两人都露了一次
脸。但是在宋江平方腊的整个
过程中，好像都没有柴进、燕青
这两个卧底什么事了。

柴进、燕青两人进入帮源
洞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无论
是情报的收集与传递，还是内
部的策反和反制，他们对宋江
平方腊来说，根本就没有起到
卧底应有的作用。这与安道全
和张清这两个内应相比，真的
是有天壤之别。

可以这样说，柴进、燕青两
人的卧底，当得并不怎么成功，
尽管他们各自为此取了两个挺
有意思的名字。

三、正话正说型
这是《水浒传》小说中给人

物取名的又一种方法，讲的都
是所谓的正面人物。

其一、神龙无尾的王进
小说第二回，写了王进私

走延安府的故事。
王进是《水浒传》小说开篇

描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但是奇怪的是，王进自从离开
了史进的史家庄之后，就再也
没有了踪影。

史进去找他的时候，无论
是在渭州城的小种经略相公
处，还是在延安府的老种经略
相公府，都没有王进的踪迹。
虽然就人物的描写来看，小说
对王进作这样的处理，好像是
只断了尾巴的蜻蜓。但是如果
就情节的推进来说，王进的出
现则对小说情节的展开有着巨
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金圣叹对王进这个人
物要作如此的感叹：“开书第一
筹人物，从此神龙无尾，写得妙
绝。”因为在王进这个人物形象

的身上，至少肩负着这样两重
使命：

一是暗示了宋江们的悲剧
命运。

我们曾在《〈水浒传〉主旨
之谜》一文中指出，《水浒传》小
说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梁山
英雄群体，尤其是其代表人物
宋江一生命运的描述，揭示了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全忠仗
义、忠君报国，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虽然功勋卓著、彪炳千秋，
但是最终却仍难逃奸佞毒手的
悲壮历程。

如果说洪信洪太尉的使
命，是在象征意义上揭示了“乱
自上作”的事实，那么，高俅高
太尉的出现，则是从现实意义
上指出了“乱自上作”的不堪。

所以金圣叹要这样评价高
俅：“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
则是乱自上作也。”“不容他（指
高俅）在家，却容他在朝，天实
为之，谓之何哉！”金老先生的
这两句批语，实在是批得在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
看王进的遭遇。

王进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
头，他之所以要私走延安府，只
是因为当年还是个泼皮的高
俅，在学使棒时曾被王进的父
亲王升一棒打翻在地，在家里
躺了三四个月，所以，睚眦必报
的高俅一旦得了势，就要往死
里来整王进，以报当年的那一
棒之仇。

如果王进不当机立断，陪
着老母亲私走延安府，那么，等
待他王进的只能是死路一条。
因为王进太了解眼下的处境
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俺的
性命，今番难保了。”

王进私走延安府的目的，
从小处来说是为了自保，但是
从大处来讲则是去镇守边庭，
所以，小说编写者在开篇通过
王进这个人物形象，为全书定
下了一个叙事的基调，那就是
避开当道的奸佞，去边庭为国
效力，当是一条报效朝廷的有
效路径。史进如此，杨志如此，
武松也如此。

可见这小说开篇所写的王
进的命运，其实是暗示了宋江
们最后的结局。

因为宋江他们“共存忠义
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
道，保境安民”的忠君报国思

想，显然是为高俅这些奸佞之
臣所不容的。更何况宋江他们
在惩治滥官污吏的时候，并没
有对高俅们那些贪婪的亲戚网
开一面，所以，宋江他们就更让
高俅们恨之入骨了。所以，无
论宋江他们如何忠心不负朝
廷，如何同著功勋于国，饮鸩而
亡必然是他们的最终结局。在
高俅们的手下，王进也好，宋江
也罢，必然难逃灭亡的命运。

二是引出了水浒其他英雄
的故事。

从《水浒传》小说独特的结
构形态来说，王进这一人物的
出现，起到了引出其他英雄出
场、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金圣叹显然看出了小说编
写者在谋篇布局上的匠心独
运，所以才会作出“高俅来而王
进去矣……王进去而一百八人
来矣”这样精到的评语。

所以，这“王进”的名字看
上去好像很一般，但其实却蕴
含着小说编写者谋篇布局的一
番深意。

其二、名符其实的蔺仁
小说第五十四回，宋江为

了救柴进，发兵攻打高唐州，杀
了知府高廉。可是，宋江他们
在高唐州的牢房里，却怎么也
找不到柴进的踪迹。这时，牢
里的节级蔺仁告诉吴用，柴进
是被他藏在后牢的枯井里了。

原来高廉专门委派蔺仁来
看管柴进。三天前，高廉就要
让蔺仁杀了柴进。可是蔺仁见
柴进是个好汉，不忍下手，于是
就推说柴进已病得快死了，没
必要动手杀他了。

后来高廉又来催蔺仁马上
杀了柴进。蔺仁就撒了个谎，
说柴进已经死了。蔺仁怕高廉
派人前来核实，于是就把柴进
藏到了后牢的枯井里。

果然，李逵从那口枯井里，
救出了已奄奄一息的柴进。

应该说，正是蔺仁的冷静
和仗义，才让柴进从高廉的魔
爪里死里逃生了。所以，这蔺
仁也就“仁”得名符其实了。

小说编写者给《水浒传》里
的人物取名字，貌似是个小事
情，但是却包含着小说编写者
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取舍。

所以，品品这些名字中所
蕴藏的味道，也是件挺有意趣
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