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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一定要說，否則鐵定會被碎碎唸。)

好啦，終於該謝的都謝了。

呼一一謝天謝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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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過程與存在的探討

一世本〈西遊記〉前七回試析

一、前言

〈西遊記〉從故事的情節來看一般都會組略的分成三個階段，第一

階段通常指的是第一回到第七回，敘述孫悟空的出生、學道、鬧三界以及

終被壓在五行山下的故事。從這七固的回目關鍵詞「靈根」、「心性」、

「心猿」來看，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孫悟空所代表的角色定位、性格與功能。

一般關於〈西遊記〉的研究，許多學者都嘗試尋找一個主題來貫穿，

試圖闡發〈西遊記〉作者寫作的意圈。這裡筆者特別針對孫悟空的出身(也

就是世德堂本〈西遊記〉的前七回) ，參以張靜二認為的「成長小說」概

念，觀察世德堂本〈西遊記〉前七固的寫定，是在作者以怎樣的知識組接

狀態下所完成的定調。也就是說，廣為大眾所喜愛的世德堂本〈西遊記> ' 

無論它原先的故事來源是從哪些傳說故事或神話原型組合而來，這些原型

l 本文所引之{西遊記〉內文，是以吳承息著，繆夭攀校注(西遊記) (台北:

三氏 '2∞1 年 8 月重印二版二刷)為主，此後為行文方便，直接於引文後方標明
頁數，不再另外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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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故事被作者以這樣的組接狀態進行訴說，且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同與喜
愛，這就表示組接故事所貫穿的深層意涵是普遍被大眾所接受，甚至可說
是極為穩定且可反映文化意念的。所以筆者將以細部爬梳的分析 ，試圖找
出作者的書寫規則以及作者以何種理念來完成組接寫定的工作，來理解作
者的知識組裝情說，以及對於世界的認知與想望。

二、宇宙空間的構成與人類的出現

〈西遊記〉開頭便以詩的方式敘述宇宙萬物的生成，從「混沌」神話
開端，認為天地原先是一片黑暗、未分的狀態，這樣的狀態是在盤古開天
闢地(即天地二維的觀念出現)之後，天為覆，地為載，才清濁分辨，萬
物始生，而且是以「善二的本質存在。接著依照開場的述說，天地之數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為一兀'一元文分為十二會，故每會為一萬八千歲。 就
敘事者以一日的十二時辰來說明可知，整個時間、空間觀念的開展，是以
一日十二時辰的倍數向上開展，以簡御繁，構成「日」→「月」→「歲」
→「會」→「元」的概念，而以此順序的逆向來陳述。

在這樣一個可以等分的和諧時間流中，以日昇日落的天文觀察所演成
的「易」的觀念，從十二會中的「子」開始，運用「一陽初動J 輕清上
騰，而有日、月、星、辰四象的產生，然後近丑，濁氣下降凝結成地，始
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謂之五行;最後至寅'發生萬物，天清
地爽，陰陽交合，生人、生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也就是說
在作者的認知裡'天地時空的構成，是人觀察一天女陽的運行情況，以此
為基礎，由一到多，向上向下、層層疊疊，建構出來的。

而在人的文明開端與地理版圖的呈現，則是受到盤古、 三皇 、五帝的
影響，所以「成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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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洲 J 0 (2) 四大部洲的區分，來自「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

這樣一個「裔系傳統 J 顯示道統說在當時是一個頗為定謂的說法，而且

廣為大眾所熟知。接著 ，四大部洲以「四面」的空間，即「東西南北」四

個方位展開 ，至此「時間 」 、「空間」被架構了出來，成為一個立體的狀

態。 2

從視點的角度來看，時空維度的開展鳥轍，變成平面到線至點

的描述，焦點的集中，使得石猿的出生顯得特別而轟動。花果山位

於東海的一小島，山上一石頭卵化成猴3 近射金光，驚動天地，這

樣的出生擬「日出東方」的形象一一「太陽卵」、「宇宙蛋」 4 ，有著

濃厚的「太陽誕生崇拜」的神話痕跡，蘊涵「生命力」的深意。 5這

隻猿猴沒有「名字 J '以石生的狀態結合「猿猴」的外在形象，姑且

稱作「石猴」或「石猿 J 。這裡「無名」便是一種「不特定」的指稱，

可以看成是一種「象徵」而非「特殊個體」。這裡要注意的是，天地

2 這樣的天地宇宙四方觀念益非作者獨創，早在秦漢時代中國人就有這樣的空間認

識。有關中國人對於時空宇宙的蔡構與認識，相關的研究論文頗多，概咯的整理

可參考葛兆光著: (中國思想史第一卷) (上海:復旦大學， 2001 年 12 月) , 

頁 143-157 。在許總主編的{理學文藝史網) (小說卷之五: (西遊記〉一一藝術
化的心學〉中，認為這樣的宇宙觀是宋明理學家對於夭地形成遑論的展現。(南

京:江蘇教育， 2001 年 1 月) ，頁 766-771 。

3 石頭(包括岩洞)在中國是具有 r ，生命力」的象徵，如同「子宮」。石頭生人的

神話在中國各民族中十分普遍，參見劉錫誠著(象徵: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

考察) (北京:學苑， 2∞2 年 l 月) ，頁 55-60 。在〈西遊記〉裡「一條潤塾雄
矗密，四面原堤草色斬。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板」、「山上一仙
石」的石頭化生 (2) ，亦是十足的男女性生殖之原始象徵。

4 參見陳勤建著越地雛形盤古神話與太陽島信仰> '收錄於〈中國民間文化〉

1994 年總第十三鏢，頁 1-14 。

5 關於太陽神話相關研究不少，如較新的著作有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 (北

京:中央編譯， 2003 年 l 月第一版第一刷) ，頁 53-99 ; 197-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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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之後，人、獸的出現，有一段這樣的敘述:

天清地爽，陰陽交合。再五干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
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於寅。 (2)

一 這段話點明了人、獸、禽的出生，天地生化萬物是以一定的規則在運
行著，但石猿並不在其中，這一個在分類上的岔出，我們在孫悟空後來勾
消生死簿時可以了解敘事者的想法:

嬴蟲、毛蟲、羽蟲、昆蟲、鱗介之屬，俱無他(孫悟空)名。
又看到猴屬之類，原來這猴似人相，不以人名;似嬴蟲'不
居國界;似走獸，不伏麒麟管;似飛禽，不受鳳凰轄。 (33-34 ) 

作者認為「猿猴」在分類上，不同於「人」、「禽」、「獸」。從「嬴
蟲、毛蟲、羽蟲、昆蟲、鱗介」的分類來看，其分類的標準十分模糊。以
猿猴有人的樣子，卻不用「人」來稱呼，將「人」和「猿猴」區別開來。
透過「猿猴」和人的相似(石卵化猴時說這石猴「五官俱備，四股皆全 J) , 

表面上「猿猴」與「人」的差別便只是「稱名」上的問題，可是實際以故
于的後續發展來看，孫悟空一直想成為「人J 中間還有許多必須克服的
部分，不過這已是後話。至少在這裡我們從作者的敘事中了解了當時人對
於宇宙萬物、人類由來的一個普遍而叉易懂的解釋與描述。這裡作者以大
量的筆墨所架構出的世界，在整部〈西遊記}故事中，並非古重要位置，

反而所有磨難產生的地點集中在西天取經的路途上，可見這裡的筆墨安排
是為了凸顯天地萬物「自然生成」的觀念，尤其是在「人類的出現」這個
焦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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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類的進化與文明的開展

以「猿猴」做為人的原型 r石猿」叉為「太陽誕生崇拜」與「猿猴」

形象的結合，充滿神話性的象徵，如此「石猿的出生」亦是作者對於「人

的出現與存在」的一種神話理解展現，順此可了解作者是如何看待人類進

化與文明出現的問題。 6

世間萬物的「存在J 命名是第一個「被認識」的要件，石猴自我的

存在確立，第一次被提及，是在通過山潤，尋到「洞天福地的水簾洞」下

被突出的。石猿依照約定帶大家進到水簾洞中，使得大家從「居無定所」

的狀態變成得以「安身立命 J 連帶生活所需的物件、器血，也以「憑空」

的方式進入生活。石猴的這一個重大貢獻(從移動的居住樣態進入固定的

穴居形式) ，將牠推向猴中之王的位置，並在泉猴排班朝拜下被尊稱為「千

歲大王 J 更自此將「石」字掩去，名為「美猴王 J 0 (4-5) 

在這一個遮風避雨的棲息之所，石猿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r列位呵 ，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lJ ......J (5) r 穴居」的突破，接下來是以「人」

來形容身處的團體，即把自身的位置也定位在「人」這個階層上，要求「信」

的被實踐，也就是一種「低位 J (猿猴)向「上位 J (人)的追求。在「信

守」的「人 J r我」關係確立下 r我」的凸顯，是藉由「他者」的相對

認同而產生，甚至開始類似社會結構性的「序齒」行為，可看出作者以「信」

做為「人」和「猿猴」之間一個跨越的衡量標準，亦為「人」之所以為「人 J ' 

6 石猿變成了美猴王，有詩為詮曰 r三陽交泰產群生，仙石施令日月精;借卵化

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內觀不識因且在相，外合明知作有形;歷代人人皆屬
此，稱王稱聖任縱橫。」其後又說到美猴王如何領群猴分派君臣佐俊，獨自為王

( 5-6) ，儼然便是以猴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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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有信」是必然判準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基準。順此 r千歲之
王」 、「美猴王」的稱謂，使得石猿有別於其他的猿猴，牠不再是無意義
的「任何人 J 而是一個被認識的「有意義個體」。

當認識「自我」的「存在J 凸顯了「自我」的重要，個體意識自我
而產生的第二個焦慮便呈現在「生命」的本身。因此，美猴王開始注意到
壽命的有限，尋求可以延長生命的方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思
考」的產生，向「人」叉跨進一步。對於死亡的抗拒與超越死亡的可能;
在作者的設定下，延年益壽或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出路是在「佛、仙、
神聖」之上。 (6) 也就是以當時釋、道、儒的終極目標做為生命脫離限制
的「可能」。

有趣的是，這樣的一個出路，當下的起步是從「尋師」、「學習」開
始。美猴王告別了往日舒服快意的生活，駕著木能渡海，通過「水」的意
象，開始牠的「學習J r水」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改換身分的象徵，甚至
是文化進程必須出現的一個意象和過程。 7依照故事的進行 r學習」的第

一站，是穿上衣服， r學人禮，學人話 J 0 (8) 這裡體現了羞恥感的出現，
以及初生的社會型態，文化的產生，是以接受「外來文化」的方式移接。
這是從「神話」的階段，斷然和人為的「文明」相組接的過程。從「神話」
至U' 文明 J '中間的演變十分突然，甚至沒有原因可尋，直截了當的以「心
的認識「學習」開始，順此著意於「儒」的現實規儀。入世的與社會接ι
習得待人處世的道理，似乎是作者認為必須先於求「道」求「佛」的步驟。
也就是必須先變成「人 J 成為人的代表一一「儒J 然後從「儒」的身
分，再轉進於求「道」或求 r~弗」。這中間的差異或許是儒家重視的是實

7 參見房間吟、翟胡安主編: (中國象微文化) (上海:上海人民， 2001 年 7 月) , 
頁 328-3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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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當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分際，而道、釋，在肉體上、形而上的追

求較為凸顯，也呈現了作者對於「儒」、「釋」、「道」三者在人生階段

的定位。

石猿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向外學習與闖蕩，直到遇到林中的樵夫，才被

點出外緣於物的學習，無法幫助自身脫離輪迴，到達不生不滅的境界。想

要求「道 J 其實不假外求，只在一「心」。樵夫說:

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

那洞中有一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 (10)

「靈臺方寸」、「斜月三星」指的都是「心 J r須菩提祖師」這個

名稱雖然參合了佛、道的用語，卻也表明了無論是求佛或修道，需要的也

都在於「一心」之上。而這樣的修行，只能由人引進門(如樵夫) ，至於

真正的修煉卻要靠自己，這也是樵夫說 r你自去，自去。 J (10) 的原

因。

「修心」的過程，作者在情節的安排上是以價常的「過仙」橋段來組

接，從林中遇樵夫，樵夫的意象和所唱的歌謠，大量的使用遇仙傳說(如

觀棋柯爛、靜坐講〈黃庭〉等等) ，時間的作用在這裡停滯(成為永恆) , 

然後是接引入洞的 r 11山童」形象(外在的時間飛逝，但修行者永保童顏) , 

直至洞內的瓊樓玉宇這一個封閉空間，切斷了石猿之前與「人世」的連接，

進入一個有別於人世的特殊時空，其體的由外在表象轉進以「心」的抽象，

進行內在探討。

修心的肇基，一樣從定位自我、認識自我開始，為了使「我」明確，

需要一個「名字 J 這名字和乳名不同，因為它是「學名」。須菩提祖師

給美猴王起的新名字，作者花了許多筆墨說明， r孫」是「縣字去了獸旁，

乃是個子系。子者，見男也;系者，嬰系也。正合嬰兒之本論 J 0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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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哪一種階段 r取名」是將個體與過去的身分作一個區隔，並為將

來設定一個「期許J r孫悟空 J 以孫為嬰見 r，悟空」是佛教修行法
名之一寸，是「體悟真如」的意思，作者也藉此界定了「孫，悟空」這一個角
色在故事中所象徵的意義與功能。

祖師問「姓 J 美猴王答一生無「性J 衍生出的是「禪宗」式的佛
趣。( 12) 而悟空接下來的修行過程，我們也看到許多從「禪宗公案」移
接而來的敘事，但深層的來說，談的還是自我存在的問題。在第二回開頭
的詩裡，我們看到:

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妙演三乘教，精微萬法全。慢搖塵尾
噴珠玉，響振雷霆動九夭。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
本如然。開明一字皈誠理，指引無生了性玄。(14)

儒、釋、道雜然交錯，須菩提祖師到底講的是什麼大道?原先打算教
孫悟空的「道」字門三百六十旁門，也是龐雜廣徵'這叉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孫悟空進了斜月三星洞，首先學的無外乎是「洒掃應對，進退
周旋之節J ( 14) ，然後是「與眾師兄學言語禮貌，講經論道，習字焚香......

閑時即掃地鉤圈，養花修樹，尋柴燃火，排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不
備。 J (14) 如同之前美猴王離開水簾洞出外求長生，學習的步驟仍是以
學「做人」開始，進而才說大道、傳心訣、道長生。因此儒、釋、道在作
者觀念中或許是相互滲雜的，但在以修命的層次上，則照著儒→道→釋的

世本〈西遊記〉前七回試析 107 

層級推進。 8在須菩提祖師這裡'孫悟空學得的充其量都是「道家」之術，

便在禁不起師兄弟的態蔥、下，起了好名虛榮心，因而被須菩提祖師趕出斜

月三星洞。 (21)

對於〈西遊記〉到底是以 rt需」、「釋」、「道」哪一家的思想要義

為主要的貫穿主軸，歷來學者在這上頭的研究與闡述頗多，就連孫悟空所

代表的心正合「嬰兒」本論，指的是道家或釋者對於心的理解與曹喻，還

是根本直承宋明理學或受李蟄〈童心說〉的影響，已到了眾說紛耘的狀況。

這裡筆者比較偏向注意「儒」、「釋」、「道」三者的相互滲合，甚至是

易學加入的部分。 9中國思想兼容並蓄的特性，以儒家思想為骨幹主軸，涵

B 雖然儒釋道都投到「心」的問題，但作者在敘事安排上或以儒家重實際群我闖餘，

道家強調肉身的修練，所以「心」的問題，以致最後「心」的消解，使歸為佛家

所要面對處理的重要議題。所以雖然在內容上給以儒釋道的各種說法，但實際在

程序上，仍係有作者的主觀想法。

9 其中，儒家為了對抗與日興盛的佛學，不得不在形而上祭橋一套遑論，所以偏向

從固有的易學、學膚、這家，甚至陰陽五行思想攝取管養，但在方法工夫上由於

心學盛行的原因又向佛家禪宗靠攏，再加上在政治上中央集權高壓統治，使得儒

家原先「內聖」、「外王」的益重，移向集中關注於「內聖」的追求，這都被整

個儒學在面對心性問題時，幾乎無法脫離釋、道的陰影。因此在〈西遊記}這鄧

小說裡，只要提到「心」的追求與修養工夫，很容易以「釋」、「道」的概念入

手，儒家的觀念反而模糊了。除了儒釋道之外， (西遊記〉還有一個重要的敘事

祭構是以〈易經〉的思想做為開展。如在為安迪的〈中國敘事學) (北京:北京

大學. 1995 年 11 月)程就已經大略提到這一個研究方向。李安網在他一系列的
{ 西遊記〉研究論文裡也從道教的觀點進入或直接就以品經卦象來探討{西遊

記) ，尤其是在孫悟空的人物形象上便有(美猴王與易卦) (收錄於{山西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3 年第三期，頁 12-19 )這樣的專篇論文。當然，在

眾多的研究中認為{西遊記〉和儒家思想有密切關餘的論文亦不少，但和以易學、

釋家、道家思想為研究切入的論文來比較，在量上就顯得不足。一般以儒家觀點

切入的論文，都以較大的原則性概念作切入，如「心I!pJ.莖」、「性善」、「性惡」
等這樣的大思想方向，故很難以文本細部爬梳的方式做論言登，且又和釋道概念相

近，頗草書釐析出純屬儒家思想的部分，所以說服力明顯減弱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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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轉化的狀況十分驚人，這在世本〈西遊記〉的寫作上似乎是可以明顯的
看出。張錦池甚至認為，宋元取經故事演化到世本的〈西遊記> '是潛在

非宗教意識不斷發展為世俗的情感哲學和濟世之道，使顯性的弘揚佛法的
思想不斷蛻變為一抹宗教光環的過程。 10

四、修心的阻礙即存在的疑惑

「 孫，悟空在師兄弟的態愚下逞變化之能，說是虛榮心，其實是為了得到
存在」的外在認同。在修行的過程裡必須先「認識我 J '並在充分的「認

識我」之後「放下我J 才能達到「無我」的境界。孫悟空執著於「我 l 一
追求:被看見」、「被承認」、「被肯定 J 以至於他被趕出斜月三星呵，
回到「花果山水簾洞」。回到「花果山水簾洞 J 象徵回到原始非人非獸

的猿猴狀態。「名」的追求，是孫悟空在「內心」向上深層修行失敗的原
因，孫』悟空此一時期表現出一種急需被「他人」認同與肯定的焦躁，這使

得他再回到花果山，必須先搶回自己王者的地位。

搶了水簾洞的是號為「混世魔王」的妖怪，這妖怪就住在水簾洞直北
下的水臟洞中。在孫悟空眼裡'混世魔王是「腰廣十圍，身高三丈」的「磊
落兇模樣 J 0 (23) 而面對混世魔王「誰是水簾洞洞主」的詢問，孫悟空

則喝道 r這潑魔這般眼大，看不見老孫! J (23) 我們發現，以混世魔
王的裝扮，雖然和當時叫戰的孫悟空似僧似道的模樣有極大的差異，但和

往後孫悟空出龍宮的裝扮倒有幾分相似。「心」與「臟 J 面對一個這樣
龐大的「自我投射J 孫悟空從一個極懂進退的學道模樣，變成以「老孫」

10 參見張錦池著: (宗教光環下的塵俗治平求索一一論世本{函遊記〉的文化特徵) , 
枝條於{文學評論} 1996 年第六期，頁 132-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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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稱的托大。往後「孫悟空」的名字是否被妖魔知道，以及是不是被看

在「眼」裡，成了孫悟空最在意的一件事，亦即「名」成了未來以至於取

經路上，孫悟空必須克服的最終問題，而這樣的設置，似乎是作者對應以

rt需」 為本，為消解「名」所產生的問題而來。在美猴王出洞尋佛仙神聖

之道，敘事者有一段這樣的話:

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更無一個為身命者。正是那:爭

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騎著驢驛思駿馬，官居宰

相差王侯。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繼子蔭孫圈

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8)

名利是世人最喜追逐，但對長生或跳脫輪迴卻是一大阻礙。名利除了

對於自身的榮華富貴、安逸生活享受之外，更重要的是能「繼子蔭孫」。

孫悟空在打敗混世魔王，救回他的猴子猴孫，說的是 r小的們，叉喜我

這一門皆有姓氏。」眾猴一聽大王姓孫，全都鼓起掌說 r大王是老孫，

我們都是二孫、三孫、細孫、小孫，一一一家孫、一國孫、一窩孫矣! J 

( 25 )這兩句誡諧趣味的對白，對照著「真個是合家歡樂」、「貫通一姓

身歸本，只待榮遷仙簽名 J (25) ，點出作者對於傳統的家族延續，仍是

十分的在意。由此可知，跳脫輪迴得到永生，是當時大部分人所渴望的目

標，但在面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子闊的永傳關係到族

群的延續，是不能因為跳脫輪迴或得到永生而有所擁棄，以至在小說的安

排上，往往會產生一種折衷的方式來解決這道難題，這也頻繁出現在各個

修仙故事中，成為極為固定的敘事模式。

第三回開頭寫孫悟空為求自保，尋找兵器來守護山場的故事。在人類

學的研究中，懂得使用「器物」做為「攻擊」與「護身」的武器，可算是

人類生活型態叉向前一步的「進化」。起先孫悟空到傲來國偷搬了許多兵

器，可是任何一件人間的武器，都不合孫悟空的心意，孫悟空最後在四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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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下，至龍宮取得了大禹治水的定海神珍，也就是「如意金鑑棒J
做為自己的武器。

「 孫悟空象徵的「心 J '回到花果山水簾洞這個本初之地，便是「野性」、
妖魔化」的恢復 。 對於「心」來說，人間的任何武器，都是不適合於心

的，因為「意J 也就是「心之動J 比任何一種有形的武器都來得有一
傷力。

定海神珍的取得，是在水簾洞鐵板橋下，水通的東海龍宮裡。「海 l
這個字的意象，不論是來自佛教或中國傳統本身，都有「無限寶藏」、「注
廣」、「危險」、「未知」、「神祕」的意義，甚至更和「慾望」結合，
成為「慾海」一詞。那麼「野性」、「本初」、「原始」、「妖魔化J的
干簾洞，其下的深層是「無限寶藏」、「深廣」、「危險」、「未知 l
l申祕」的「慾海 J 而孫悟空取得的「如意金結棒J 叉為當初神話神
人大禹治「水」所用的定尺，如意金貓棒隨孫悟空(心)的意指而可大可
小，正是「意念」的根本樣態( r如意」為「像意J ) ，即以「意念」做
為武器/機變，因此金鑑棒是「意念」的延伸或是定「海/慾望」的量尺，
其作用的不同，存乎一「心」。在龍婆、龍女的口中，如意金鑑棒是「海
藏」中 r天河定底的神珍鐵J (29) ，更可看出這是人內心深層意念底
的一種純化粹取，通過文學筆法的轉換，形象化的成為一種不同於刀劍(具
直接殺傷力)的武器。 I1

在「心」、「意」相合，自我意識膨脹之下 r死亡」的問題叉尾隨
而至。回到原始本初「野性」的孫悟空，對於生死問題的再度浮現，這一

11 筆者甚至懷疑楊景言雜劇車里的孫行者一再強調自己的性器官，最終到了{西遊記〉
2;咒于27333:37武器做了形象上的結合。金牌代表意念的同時'

世本〈西遊記〉前七回試析 111 

次是用武力，強勾生死簿來解決。「心」執「意念 J 以強制的方式抗拒

生死的束縛，我們強烈感受到作者對於「死亡」的抗拒，使得生死問題在

短短的七回中，重複的出現。

孫悟空回到原始的「本心」狀態 r鬧海」、「鬧陰司」展現了作者

認為人內在有著兩大深層的「焦慮」存在一一一是慾望的抗拒;一是死亡

的擺脫。以空間維度的開展來看，龍宮是在水簾洞鐵板橋下流水可通達的

「鄰家 J 而陰曹地府索性是直接在水簾洞相對之下的陰間，通過睡夢，

甚至是「無距離J 猶如「倒影/陰影」一般的存在。那麼在作者不同的

空間維度安排下，不論作者是否有此意識(或者根本是一種無意識) , r 心」

具有深層不可知、大片如「海」的「慾望 J 是通過「意」來展現(或者

是一種類似控制閥的東西) ，而在這之內，還有更根本是直接相應於生命

本身最基本的「存在」需求。

五、外在社會的定位與自我內在的協調

人的存在除了內在的認知與統協之外，還需要外在群我關係的互動，

以找到一個存在的價值意義。天庭鎮壓孫悟空，便是外在環境與內在「協

調」下的矛盾抗爭。孫悟空(心) ，以「意」之棍，協統「慾望」與「生

死」的基本需求，但當「慾望」與「生死」的需求遭遇外在環境的「誘發 J

變成「放馳」的狀態，這在「儒」、「釋」、「道」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太白金星的獻策招安，以太白金星的形象與作為，不難理解此為「文

人」、「儒者」的轉化共相。那麼孫悟空(心)先行到天門，太白金星才

柵冊來遲，甚至在天庭上，太白金星對玉帝的畢恭畢敬，而孫悟空卻目無

一切，就為一個有趣的儒者「理念先行卻不切質際」、「外恭內傲，行為

不一」 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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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馬溫」是孫悟空第一個和外在關係上的「職稱」定位。「自我 ，
進入社會，期待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職務名稱」在社會人主
自係中，代表一個人對於社會的功能、貢獻，這是一個有高低位階的定位。
『聽馬溫」是社會他者衡量孫悟空地位的一個依據，這個「被命名」也展
現了當時社會以「職業 J 甚至是「官位」來衡量人的價值。

「 、 另外戶第四回的回目 r官封粥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來看，
心」、 I 馬」、「意」這些關鍵字被擺在一起呈現，即「心猿」、「意

馬」在這裡以極形象的方式被表現出來。孫，悟空擅養馬的情節安排，直接
是「心」與「意」的轉化。這時的孫悟空就如初出茅廬的人一樣，對於社
會的定位意義不太了解，只是充滿幹勁的將交予的工作完成。當孫悟空知
道「粥馬溫」根本是一個「不入流」的官職，也就是發現自我的社會定位
微不足道，與內在的自我定位相差太大，便執「意J (金鐘棒)打出「御
馬」監，回到原始野性的花果山水簾洞，還招來更大的妖力，加入了兩個
獨角鬼王。

引起孫悟空(心)在這一次「招安」失去控制的原因，是外在的定位
和內在自我的肯定產生極大的差距，亟欲受他者肯定的自我因此起了反抗
之心。獨角鬼王的角色被安排成「前部總督先鋒J 象徵「心」在受到傷
害之後的「帶刺」防衛狀態。「被命名」的看低，引起自我的反彈，受傷
害的「心」以膨脹自我來彌補、抗拒外在的不重視，所以在鬼王的態蔥、下，
孫悟空自命「齊天大聖」。

招安不成，玉帝御令「托塔天王」與「那托三太子」率領天兵擒拿孫
悟空 。 姑且不論「托塔天王」 與 「那托三太子」 在佛、道二教間的複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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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狀態，光從兩者「緊張」的「父子關係」出發12 ，再加上擒妖大隊的先

發將軍為「巨靈神 J 可知作者結合中國傳統「父子」、「君臣」關係的

雙重意義與力量，來鎮壓「心」的放馳。「父子」、「君臣」這個「巨靈 J

在故事的安排中並非孫悟空的對手，相當程度的表現作者對於「父子」、

「君臣」壓制力量的一種抗拒渴望。

那陀的失敗，天庭叉在太白金星的建議下運用招安的手段，打算以「有

官無祿」的方式，平撫孫悟空的造反。從「喝馬溫」到「齊天大聖 J 說

服天庭接受，並迎接孫悟空到任的，都是儒者象徵的「太白金星 J 可見

十分凸顯 rf需者」對於「名」的在意。再度回到天庭的孫悟空，代表外在

環境對於反抗的暫時妥協 r心」這一次在「坐大卻無實質」的「空名」

下得以安撫，還設了「安靜司」與「寧神司 J (48) ，象徵意味十足。

孫悟空二次回歸「天庭 J '回歸「社會 J '空有名分而無實際的執掌，

心的閒適所引起的社會焦慮是害怕「閒中生事」。畢竟空有的「虛名 J

無法「循名責實 J '對於個人的行事行為便無法用一個公定的準則來衡量，

也就是完全不受任何的「規約」控制與管束，這對整個社會狀態來說，便

是一個潛在的「動亂」危機。為防閒中生事，孫悟空擔任起看管西王母蝠

桃園的職事 。 「蝠桃」是神仙故事中常出現的仙果，由於栽種不易，結果

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服食之後可以延年益壽甚至羽化登仙，所以播桃是

連神仙都難以抗拒的「誘惑」。滿園的播桃，滿圓的誘惑，這裡寫孫悟空

偷桃寫得非常細膩:孫悟空支開所有的人 r脫了冠服J 爬上樹，從大

的桃摘著吃。以孫悟空的神通，要吃桃根本無須如此大費周章，但孫悟空

12 在〈西遊記〉裡'那咱和托塔天玉的關 f毒、其實是非常緊張的，這在第八十三田中

托塔天玉對那吃的舉動大驚失色可看出。(I00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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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脫了冠服，回歸猴性，爬樹吃桃，還從大的吃起，這裡是寫「心」受不
了外在的誘惑，叉回到放馳的狀態。

吃飽的孫悟空，變成一顆半紅半白的桃子。桃子的形狀似「心 J 至
此孫悟空(心)是完全的慾望化了，所以被吵醒的孫悟空，首先是變出「金
鑑棒」逢人就攻擊。在七衣仙女告饒之下，孫悟空在意的是「蝠桃盛會」
自己有沒有被邀請。為求得答案，孫悟空開始一連串的賺騙、盜酒、偷丹，
釀下了滔天大禍 。整個事件看來 r心」在慾望的誘或下迷失了方向，最
終為了「名 J 開始不斷的犯錯、放縱，直到一發不可收拾，為避責罰，
索性叉回到狂妄無忌的「花果山水簾洞」。

「鬧天宮」寫的是「心」與外在社群關係的互動，天宮的一切擬仿當
時朝廷的描寫便是一個例證。 13這中問我們看到「心」在自我與群體之間
不斷挪移，有所遷就也有所反抗，外在環境也同樣產生相應，試圖磨合。
但在慾望的驅使下，對於「名」的渴求再度被挑起，也就是在他者眼中是
否受到重視、認同，終於使心因為難忍「羞辱」而不擇手段，犯下更大的
錯誤。從男一個角度來看，孫悟空自稱無父無母，卻是個「天地生成」的
石猴 (12) ，他大闊天宮，要玉帝讓位子 ，說的是 「玉帝輕賢 J 深層的
意義其實已經是對於君權、父權的反抗，就從玉帝的處理來看，兩次的武
力鎮壓，派的都是父子檔的李靖、那時，更是清楚的傳達這樣的欲想。 Z
樣的緊張關係是基植在彼平的價值觀念不同叉缺乏適當的溝通管道， T
及背後文化積累的鴻溝 u弗姐告訴孫悟空玉帝是經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才修
得至尊的地位，便是象徵父權巨大體制的形成，以及其不可侵犯的斷裂)。

1 3 闖於這方面的論述亦不少，大致都認為天庭是作者對於當時所處時代朝廷皇帝無
對?位于主主iz:1;對立?于為薩孟叫(西遊棚中國古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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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帝一味的只想息事寧人，不是安撫便是暴跳如雷的鎮壓，而孫悟空對於

玉帝，不外乎衝撞 、無禮，更多的是不當一回事，有趣的反映普遍存在的

「父子」 關係。

第二次收伏孫悟空，父子關係組成的收妖大隊，幾乎搬動了所有的天

兵天將 ，甚至連那陀的哥哥惠岸也加入，可見父權的不容動搖。必須注意

的是，此次的收妖 ，觀音的加入與建議，是成功的主因。觀音的形象雌雄

同體，代表了「與女神相會和向父親贖罪 J 0 14觀音建議玉帝，商請二郎

神收妖。 15具治水能力的二郎神，如同之前提到大禹治水的「神珍鐵 J

14 坎伯針對東方文化裡的菩薩，尤其是中國和日本傳說極的觀音，有極為深入的研

究。坎伯認為觀音菩薩奇妙之處有三:一、雌雄同體代表與女神相會和向父親贖

罪，從此英雄會發現或想起自己就是他要尋找的事物。二、生命與生命的解脫(愛

與死、愁望與破壞)之區別的決除， !!p 永恆與時間的一致。三、第一奇妙之處是
第二奇妙之處的象徵， !!p 時間的世界是偉大的母親子宮，父親產生的生命中，混
合了她的黑蜻與光明。我們在母親質量內孕育，離開父親而駐世，但當我.們死亡、

通過時間子宮時，我們誕生於永恆，又被交回父親手中。參見坎伯(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諱(千面英雄) The Hero 昕'th A Thousand Faces ( 台北縣
新店:立給文化， 2001 年 1 月初版四刷) ，頁 160-179 0 觀音「她 J 女性形象
的出現，調和父權壓制的情況，這和〈封神演義〉中，二郎神收梅山七怪裡的白

猿精，是接受女蝸的幫助，情況是相同的。「女蝸」在〈封神演羲〉裡代替了觀

音的形象，而女蝸的造型向來是「兄妹纏繞」或「雌雄肉體 J 這裡可以看出無

論是{西遊記〉或〈封神演教) , r 觀音」或「女蝸」的現身相助，是有其深層

的象很意義存在﹒早期另有研究指出二郎神、女蝸、孫悟笠、觀音、牛魔王、巨
靈神都與「治水」神話有關，如{中國的水神) (台北:台灣大學，水神相關論

文合印本) 0 r 水」本身對中國來說即為「生」與「死」的矛盾概念的結合。

的 前言主提到， (西遊記〉捏在在悟空和二郎神門法的故事，和〈封神演技}被二郎神

合同那咕收梅山七怪十分雷同，在不知畫像滲透誰的，情況下，可以雄定的是，兩部

神魔小說共同運用了同一故事原型來做為故事的敘述。二郎神的故事在當時十分

流行，根據王平的研究，灌口二郎神傳說主要是來自四個方面，其中以二郎神為
李冰之二子、費城山越且以及{寶蓮燈華山救母}狸書生楊天佑與張仙姑所生的
兒子三說較為普遍，參考王平著: (中國古代小說文化研究) (濟南:山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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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壓抑「慾望」的象徵，像一個「控制閥J (意) ，貼合二郎神擅於變
化的神性。 16和孫悟空「放持的心」不同的是，二郎神是成正道的神祇'
並不是魔性的「妖 J 所以他有所變有所不變，並不墮到「賤下」的狀態，
見孫，悟空變成低賤的花疇，便以「原身」射彈來對付「至賤至淫」的花鴨。

在老君當年「化胡為佛」的金剛獨相助之下，孫J悟空自是逃不出二郎
神、嘯天犬和梅山六聖的圍攻。以天律來論，罪該萬死的孫悟空，無論斬
首、火燒，都奈何不了他，最後用老君的八卦爐鍛鍊'他也能毫髮無傷，
于至還因此意外得到了「火眼金睛」的特殊能力，變得更能看出「真伊 a 。
逃出丹爐的孫悟空，叉是執棒便打，在一連串的「詩日」鋪敘下，哥們
清楚看到作者對於別面的故事安排，是為了表達「心」無止盡放馳的可能，
以及其所能造成的無限傷害。尤其是寫到孫悟空變成三頭六臂，還將金鐘
棒變成三條，舞得泉神不能相近時說: 一

圓陀陀，光灼灼，互古長存人怎學?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
溺?光明一顆摩尼珠，劍載刀錯傷不著。也能善，也白色異，
眼前善惡憑他作。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並帶角。無窮
變化鬧天宮，雷將神兵不可捉。

1998 年 10 月) ，頁 298-301 0 黃芝絢則認為二郎神的演變先後為李冰之子→越旦
→鄧遐→棚。黃芝的(中國的水神) (上海:上海文藝， 1988 年初版)。
;zr糊「斬妓 J r 治水」有關，顯示二郎神最早被崇拜是以「平悅色」

16 鄭明赫j整理了前人研究的資料歸納出孫悟空可能部分受中國傳說與民間故事中
fff才說:?響。參見氏著{西遊記探源) (土) (台北:文間，即年

l7 :2?ZZf: 桔的是能穿透「人」的外在形象，分辨出潛藏於內的是「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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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孫悟空做為「心」的象徵'是針對「所有的心」來說的。

不論神、佛或人、妖， r善」、「惡」全憑「一念 J 這一念亦是「菩薩」、

「妖精」的差別。

面對孫悟空的再次逃脫，玉帝請來佛祖，才將神通廣大的孫悟空，壓

在五行山下。「心」只能鎮壓，不能毀漲，因為在未來「修」的過程中，
「心」占了主導的地位。在佛教中，佛祖在菩提樹下所面對的誘惑，是「迦
摩一魔羅 J 這字的字面意義是「慾望一破壞」或「愛與死 J 也就是幻
想的魔術師。 18孫悟空「心」的放失，是在「名」這個慾望的膨脹，而「名」

之前我們已經已經討論過，它代表著自我存在的被認同，也就是「愛與死」
的問題。這就算被放到中國的五行思想來看，住在「西方」的佛陀 r西」

代表著「秋 J 即為「肅殺」與「豐收 J 體現的也正是「生與死」的辯
證觀念。且以孫悟空出生的「太陽神話」的角度來說，東方升起，西方降
下，也正合於當時對於天象比喻人事的觀察。另外比較有趣的是，這一連
串的收妖步驟，仍是一貫的從 r f:需」→「道」→「佛」的歷程lY ，而且最

終孫悟空/心，是在「道 J (五行山) r佛 J (佛祖的手掌)下，被鎮壓
了下來，用的咒語更是以民間與佛教教義相雜生成的〈觀音六字大明咒〉一
「畸嘛呢叭咪吽 J 意思是「蓮花上的摩尼珠J 0 20 

18 參見攻伯著之前揭書，頁 172 。

" 這樣的收妖次序，一再的出現於往後的故事中。孫悟空一行對於妖魔總是先講
霆，講還不成便以武力收妖。收妖的過程往往先借道教神祇的幫助，是去仍行不通，
便有觀音、如來可求救打聽，甚至就這遭遇道教神祇的座騎作怪，也以這樣的模

式構成故事。

20 蓮花在這有「世界」的意思，神佛手上的蓮花除了取用高潔的象徵意思之外，亦
有掌握世界的意思。「摩尼珠 J I!p r 寶珠」。這極和孫悟空大闊天宮後，大戰夭
神峙的詩 r 光明一顆摩尼珠，創戰刀給傷不著。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
他作。」相對應，則可看出以此咒鎮壓孫悟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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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 ￡去去萃
， 、、" 0170

「 經過討論與挖掘，我們發現從「衝天 J (孫悟空出生)→「齊天」→
逆天」→「安天J (收伏孫悟空之後的安天大會) ，孫悟空/心確實是

干一個人如何安身立命於天地之間的成長過程。這樣的「衝天」、「齊"7(，
逆天」、「安丸 r天」可以是個人面對整個社會、體制甚至是如七
可代表，也可以是「心」的一個成長象徵。而正如蒲安迪的看法'這裡的
，心 J 無法明確而純粹的釐析出「儒」、「釋」、「道」的思想，反而
有「一以貫之」的傾向，所以觀察出的該是「心學 J 即是當時以「心」
為主的所有「學問 J 0 21 

整個〈西遊記〉一到七回，代表了作者對於「成長」的理解，更為中
國人對於成長的看法與態度的展現:從宇宙時空的開展 、 社會的秩序到自
我的存在，這三個層面的關注從先秦到當時仍持續而穩定的受到認識與關
注，而在人自身的成長中，認為「成長」的過程有著內在與外在的問題需
要克服與解決，以達到協調安定的狀態。人生的目標由傳統儒家對於「名
利」攸關生命的存在與子繭的傳承之外，更進一步的向上向內求心靈的慰
于昇華與永恆，以達脫離苦難的輪迴世界。因此我們看到了 r~需」、「釋 l
'道」的常識性知識'是如何被充分的運用到人生的每個步驟與角落，〉日
何安置人生所遇到的種種衝突與危機。

男外我們也發現，孫悟空的出生伴隨著無止盡的破壞，如同那時的出
世即帶著一連串的死亡，展示的是「生與死」、「愛與破壞」的母題，這
和佛洛依德所認為的並沒有不同，直指的是人因何「存在」的問題。所以

21 周前揭書，頁 142-1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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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連串的討論中我們不斷遇到孫悟空面對「名」與「存在」、「生」與

「慾望」的糾葛，這些也正是普遍大眾所關心的最根本議題。不過要特別

注意的是，所謂以「存在」為深層意義的「名 J 所涵涉的並非只是單純
的「生命存有 J 更有在肉體之外，有關於人我社群乃至精神哲學上的意

義。從全書的結尾安排來看，雖然書中一再強調「道」、「佛」境界的追

求與超脫，但終究作者將關懷的眼光留在「現世 J 這從取經人取得經書

受到天位的「冊封 J 故事卻未因此而結束，唐僧一行人還是回到中土就

可看出。作者的眼裡'面對這樣一個大千世界，大環境處處充滿著不公與

災難 r存在」也因此出現了困難與掙扎，對於如何安身立命叉不違自身
所認定的恆常之道的困難問題，作者提供了對外以幽默的嘻笑怒罵，笑眼

相對，來表現個人對於世界的關懷與期望，對內則進入如「道」如「佛」
的境界追求，以求心靈的寧靜。這樣的人生哲思，也提供了我們面對人生

境過起伏一個不錯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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