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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金瓶梅6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士人,但他们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面前, 都以不同的形式败下阵

来。这种现象表明, 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 士商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 /尊士抑商0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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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Status of In tellectua ls andM er chants w ith the R ise

of Comm odity Econom y Seen from J in P ingM ei and The Scholars

CHEN Q ingfang

( Fu jian Institute ofE conom ics Managemen,t Fuzhou Fujian 350002, Ch ina)

abstr act: In Jin P ing Me ithere appear var ious intellectuals. But competing w ith merchants represented by X imen

Q ing, they fail in differentways. It shows that with the rise of commod ity economy the status of inte llectuals and

merchants underwent some subtle changes. The trad itional idea of " respecting inte llectuals and depreciating

merchants" was be ing subv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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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知识,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

书高0人人耳熟能详。隋唐科举制实行以后, 有幸

得以登榜者,更是全社会艳羡的对象,因为他们中的

一部分,从此平步青云,进入官僚阶层;即使未入仕

者,也享有诸如免除赋税和兵役,领取廪膳等许多特

权。封建社会所谓 /士农工商 0的排列,正显示了读

书人傲视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然而, 随着明代商

品经济的兴起,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日益崛起,与之

相伴随的则是士阶层的渐趋黯然。这种现象在明代

长篇小说5金瓶梅 6中得到深刻揭示, 小说不但表现

了新兴商人阶层的巧取豪夺,穷奢极欲,而且揭示了

金钱是如何睥睨士人的清高,嘲弄他们的穷酸,从而

悄悄改变着 /尊士抑商 0的传统观念。

一

5金瓶梅6中出现的士人并不多, 但涉及了上、

中、下三个层次,而作者笔触所及,上至状元进士,下

至穷酸秀才,无不在商人面前败下阵来。他们的失

败, 既表现在经济方面, 也表现在精神层面甚至人格

方面。

5金瓶梅6第 36回写新科状元蔡蕴和同榜进士

安忱,省亲途中因囊中羞涩只好到商人西门庆家中

打秋风,西门庆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给予厚赠, 使这

两人感激涕零, 一再表示 /此情此德, 何日忘之! 0

/倘得寸进,自当图报。0金榜题名,正是封建士子人

生最为得意之时, 但这二位士中骄子却不得不有求

于区区一商人,金钱在这里已然显示其居高临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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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至小说第 49回,已点了两淮巡盐的蔡蕴,上

任途中也到西门家拜访。这一次, 他不但接受了西

门庆的美酒佳肴厚礼, 还承蒙西门庆 /厚爱 0而宿

妓。至此,士子的清高与矜持已匍匐在金钱和女色

面前。而一夜风流之后, 小说中更有这么一段耐人

寻味的描写:

次日早晨,蔡御史与了董娇儿一两银子,用红纸

大包封着。到于后边,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笑说

道: /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 这个就是上

上签了。0因交月娘每人又与了他五钱银子, 从后门

打发去了。
[ 1 ] 649

细细品味这段文字, 三人心态如现眼前: 就蔡

状元而言, 他自认为出手已极为大方, 一两银子

呵! 所以他用了很夸张的 /红纸大包 0。就妓女董

娇儿而言, 显然早已历经西门庆之流富商巨贾的一

掷千金, 所以对这一两银子甚为不满, 她甚至不屑

一说, 只拿与西门庆瞧。而西门庆呢, 表面打着哈

哈为蔡御史开解, 并替他找补五钱银子, 心里的鄙

夷却不言自明。

在商人面前丢份的上层士人并不止是蔡、安这

两个刚出科场的人物, 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已跻身于

官僚阶层的士人, 在西门庆面前也纷纷败下阵来。

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曾上本参劾贪肆不职武官,其

中也罗列了山东理刑副千户西门庆的种种劣迹。西

门庆得知后派人星夜赶往东京送礼。经太师蔡京一

番拨弄,曾孝序被黜往陕西。接着蔡京又借陕西巡

按御史宋盘之手劾其私事,锻炼成狱,最终将曾孝序

废官流放。而 /立下战功 0的宋盘后调山东, 也收受

了西门庆大量的钱财。在这个事件中出现的几个士

大夫, 或在政治较量中败下阵, 或为黄金白银所俘

虏。尽管失败的形式不同,但是,他们同样都输在商

人西门庆手下。

如果说上层文人凭着自己的官职地位还可在西

门庆面前摆点谱,那么中下层文人在他面前则已根

本不敌。5金瓶梅 6第 7回写富孀孟玉楼意欲再嫁,

前来提亲的一是商人西门庆, 一是士子尚举人。嫁

给西门庆只能做妾,嫁给尚举人则可为继室。且这

尚举人 /他又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 颇得

过日子 0,按理说条件明显优越, 但孟玉楼却义无反

顾地选择了西门庆, 她有自己的主见: /常言道:世

上钱财淌来物,那是常贫久富家? , , 休说买卖的

人家, 谁肯把钱财放在家里! 0
[ 1] 84
一个足不出户的

女人, 也认识到了商人是可以让银子流动起来、/以

钱生钱0的人, 这应该是代表着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反过来推论,那些只懂得死守祖上庄田, 死背 /之乎

者也 0的士人,最终必然穷困潦倒。果然, 到小说 62

回, 尚举人再次出场, 这次是因进京赶考缺乏盘缠,

只好把家里一副为母亲准备的好棺木卖给西门庆装

敛李瓶儿;而到 77回,尚举人临上路时,又到西门庆

家借皮箱。按理说,举人在士子中也算中等人物了,

但这个人物出场三次,其生活水平却显示出日见窘

迫,而这恰恰又反衬出西门庆的日渐财大气粗。孟

玉楼在择嫁时宁当商人妾不做文人妻,似乎令人不

得不佩服其远见卓识。

中等文人尚且如此,处于末流的士子们更是不

堪。小说第 56回通过应伯爵充满戏谑的介绍,展示

了一个下层文人 /自由落体 0式的人生轨迹:曾经家

道殷实、清高自傲的水秀才, 在应举中被人挤掉了名

次, 随之而来的是家业变卖掉了,老婆跟人家跑了,

孩子死掉了,最后连他自己深引为傲的节操都被人

剥夺了。这个 /才学果然班马之上, 人品则是孔孟

之流 0的秀才, 此时除了被应伯爵用来逗西门庆开

心,别无其他价值。而另一个被西门庆雇佣的温秀

才, 号称 /大才盛德 0,其实无德无才, 后来因为鸡奸

书童而被西门庆扫地出门。这种描写进一步揭示了

士人阶层不但在经济地位上已不敌于商人, 而且精

神的衰颓和道德的沦落也已日现, 无怪乎成为西门

庆们鄙夷凌辱的对象。

二

5金瓶梅 6出现的 16世纪, 中国正发生着一种

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封建社会已渐入晚年,积弊重

重, 各种矛盾加剧。为维持专制统治,统治者以程朱

理学、八股科举等钳制士人的思想;由于朝政黑暗,

世风日下,仕进无望, 导致大量士人精神委顿, 理想

幻灭,甚至自甘堕落;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入

侵, 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

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 表现出新兴阶层的勃勃生

机。尤其是商人,凭借积极的创业精神、精明的经营

谋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而引人注

目, 其重利趋财的价值观有力地冲击着传统价值观。

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 很快波及到意识形态领

域,思想界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进步潮流。明嘉靖

四年,哲学大师王阳明在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的

墓志铭中就明确指出: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 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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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焉一也。士以修治, 农以具养,工以利器, 商以通

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 以求尽其

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 则一而已。0
[ 2] 940

肯定了商人在有益于民生方面发挥着与士、农、工一

样的作用。他反对 /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 0

的价值取向,
[ 2] 940
认为 /治生 0与 /治学 0并不矛盾:

/果能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 不害

其为圣为贤。治生何妨于学? 治学何妨于治

生? 0
[ 3] 1171

作为儒学宗师,王阳明对商人的社会价值

给予明确的肯定,代表了当时士阶层对工商业态度

的变化,这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另一个思想家

李贽则直接质疑 /商贾亦何可鄙之有? 0认为他们

/挟数万之资, 经风涛之险, 受辱于关吏, 忍诟于市

易,辛勤万状, 所挟者重, 所得者末。然必交于卿大

夫们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 , , 0
[ 4 ] 47
对商人艰

辛谋生和官吏挟权谋利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褒贬,这

种是非取向显然是对 /尊士抑商0传统观念的公开

挑战。另一方面,进步思想家们对 /存天理灭人欲 0

的封建说教也大张挞伐, 充分肯定私利人欲的合理

性,如李贽就指出 /如好货, 如好色, 如勤学, 如进

取,如多积金宝, 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 博求风水为

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 0,
[ 5 ] 36
都是人

的正常欲望,是无可非议的。这种言论在当时不啻

石破天惊,为被程朱理学桎梏的国人凿开了正视世

俗人生、世俗人心的大门, 拜金趋利由此不再羞羞答

答,而成为社会公开的追求。 /凡是商人归家, 外而

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 只看你归来所得的利息多

少为轻重。得利多的, 尽皆爱敬趋奉, 得利少的,尽

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

一般。0
[ 6]
而官僚阶层或出于有求, 或出于艳羡, 也

自觉不自觉地向商人靠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商

人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

反之,中国传统士人,因长期接受 /无恒产而有

恒心0之类的儒家信条熏陶, 向来耻言治生, 不追求

经济上的自立, 在当时的背景下则难免腰杆不硬。

在明代话本小说 /三言 0中,士子李甲之所以向商人

孙富出让杜十娘,其软肋就在于他经济上无法脱离

父辈而独立;而卖油郎秦重之所以能 /独占花魁0,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自食其力。 5金瓶梅6描写

西门庆以经济实力使士人仰其鼻息, 就是这种时代

背景的写照。身为文人的兰陵笑笑生, 带着赞赏的

态度表现西门庆强烈的金钱欲和多样化的聚财手

段,对同一阶层的士人之描写则明显睥睨甚或不恭,

表现出的就是当时 /好货 0倾向畸形膨胀下社会价

值观的紊乱。

三

当然,尽管雄踞四民之首的 /士0之地位在 5金

瓶梅 6时代已出现动摇, 但士与商的搏弈此时毕竟

还处在初级阶段,商人虽有了被认可的一面,但在政

治上仍无权无势,因此他们的优越感也还是有限的。

西门庆之所以不惜重金地交结衙门,攀附权贵,甚至

心甘情愿地接受宋御史们的敲诈勒索,就是为了夤

缘一份官职,跻身权势之列, 谋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

位的发展。另外,在很多时候,西门庆会自觉或不自

觉地做些附庸风雅的事,比如学点文人腔,说些文绉

绉的话,比如把手下的小厮命名为书童、琴童、棋童、

画童,实际上都是传统的 /以士为尊0思维的无意识

体现。他希望儿子官哥儿将来长大要挣个文官,

/不要学你家老子, 做个西班出身, 虽有心头, 却没

十分尊重。0
[ 1 ] 771
这也是商人阶层内心自卑感的表

现。又如当地缙绅乔大户主动提出与西门家结娃娃

亲, 西门庆还嫌弃乔家是平民出身,认为不般配。可

见潜意识里他认可的仍是官宦之家。这种现象体现

的是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古老的封建经

济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一种特殊关系。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日渐浸润,金钱的魔力日

益扩大,士商地位的沉浮日见分晓。到了清代,穷愁

潦倒的士子已数不胜数,象 5儒林外史6中中举之前

的范进,在他卖猪肉的丈人面前,唯有低头挨骂, 接

受施舍的份。另一迂腐士人周进, 则是靠一拨商人

的同情赞助才得以圆了中举之梦。这二人的潦倒无

能以及得志后的种种丑态, 揭示出士阶层在经济上

和人格上的彻底沦落。固然, 皇祚旁移带来的民族

压迫是清代汉族士人失志的主要原因,但长期以来

耻言治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拎,也是导致这些人落魄

的重要因素。如 5儒林外史 6中的另一个老秀才倪

霜锋, /拿不得轻,负不得重0,毫无谋生能力, 6个儿

子死的死,卖的卖, 到晚年老秀才终究醒悟, 靠修补

乐器糊口,也算弃文从商给自己找到了一条活路。

经济上的节节败退无情地侵蚀着士阶层的自尊,

5儒林外史 6中已出现世家子弟竞相巴结盐商, 争着

与之做亲的情节, 更有不少秀才干脆沦为盐商手下

的伙计。而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士人也表现

出了向商人靠拢和模仿, 小说中严贡生的唯利是图

和严监生的悭吝守财, 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凡此种

种, 不啻是当年西门庆欲与官宦攀亲、模仿士人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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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面观! 而那些坚持士阶层的清高与自尊, 撑着

架子不肯向所谓 /暴发户 0们俯首的士子, 则显得迂

执而无奈,他们或作着苍白无力的抵抗,如余有达弟

兄;或愤世嫉俗而被视为变态, 如虞华轩、金寓刘;至

于小说中作为正面士人出现的杜少卿, 尽管品行高

尚,具有传统士人风范,然而,生活在一个已完全商

业化了的市井社会之中, 他要保持传统士阶层诗酒

度日的生活方式,结果是很快就从家底殷实的世家

公子沦落到依靠典当衣物为生的境况。可以想象,

他日后的生活也难免与当初的范进、周进一样穷酸

潦倒。可以说,至此, 士在与商的较量中可谓威风扫

地,传统的士阶层在经济地位与精神世界方面走向

了式微。

从 5金瓶梅6到5儒林外史6的一个多世纪里,士

与商之间地位的互变昭示了经济对文化的制约,中

国几千年将 /劳心者 0与 /劳力者0对立的价值观已

不再具有说服力。 5儒林外史 6结尾将四个具有一

定文化修养的小工商者作为 / /述往思来0的人物加

以赞美,而更晚几十年的 5红楼梦 6中出现的豪门世

族, 从经济生活到精神世界, 都已基本商业化, 这一

切似乎都表明,士与商的融合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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