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报道48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2年3月25日

NEW WORLD TIMES

三打白骨精，一场诡谲的中式“权力的游戏”
各位好，给大家讲讲《西游记》，这第一

篇究竟从哪里开始写起好，我其实犹豫了很
久，后来觉得，还是从那个所有人都最熟悉
的桥段开始吧：三打白骨精。

我觉得我们最熟悉的戏，是你读懂整部
《西游记》的一个楔子。

1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这是郭沫若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郭老师这个人，写的名诗不少，但好诗
不多，你比如这一首，我觉得能留到今天主
要意义就在于引出、并衬托那首更为著名的
领袖与他的唱和之作。

但这首诗的确说出了很多中国人对“三
打白骨精”这段戏的一般认知，那就是唐僧
不分好歹、不辨善恶，“对敌慈悲对友刁”，错
怪了孙悟空。所以这是一场让人感觉很憋
屈的误会。郭老师比较激进，直接喊出了

“千刀当剐唐僧肉”这样的口号。所以严格
意义上说，唐僧大约是中国人民一起痛骂的
第一个“圣母婊”。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中
国人就痛恨“圣母婊”胜过真恶人。

这个思路一直影响到了86版《西游记》，
在这部剧当中杨洁导演对唐僧的形象做了
一些美化，但依然是奔着“他就是太善良了”
这个路子去的。

杨洁导演手法非常高明，她把唐僧因为
过于善良、错怪悟空、失误将其赶走，后来又
解开误会冰释前嫌的情节，进行了空前的强
化。甚至还为此原创了一个狐狸精的角色，
让她活到了下一集黄袍怪的故事中，为的就
是让唐僧认识错误，迷途知返。应当说这个
逻辑，到了杨洁导演这里，圆的已经算很完
美了。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从郭沫若到杨洁导
演，他们的这种解读是原著百回本《西游记》
想要表达的原意吗？

很不幸，并不是。
三打白骨精这一段，是中国人最熟悉的

《西游记》章节，却也是被误读最多的章节。
必须指出的是，郭沫若说的那个“看《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看的其实不是小说，而
是依据小说改编的绍兴剧。在中国古典小
说中，《西游记》因为它非常特殊的单元剧结
构，特别方便后世作者们单挑出某一章节来
做各种戏剧化改编。

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对《西
游记》这部书了解特别“颗粒化”，很多人看
了无数西游记改编的作品后，仍分不清女儿
国、车迟国、灭法国等等这些“难”之间孰先
孰后。分不清，我们也就觉得不重要：反正
都是某个妖精作妖，悟空上去一棒子打死，
或者请来救兵收走，然后继续踏上西行路
呗。

但《西游记》这些看似独立的单元剧之
间其实有着极强的联系，作者在其中安排的
人物情绪与动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通过
这种不易察觉却又确实存在的前后勾连，作
者暗写了取经一行人关系的变化与心性的
成长，而这才是《西游记》这本书真正想表达
的主旨。

我们就先试着按这个思路解读一下《三
打白骨精》中的玄机。

2别看后世非常出名，但在原著百回本
的《西游记》当中，三打白骨精这一难，并不
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
了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
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

而与之相对的，在此之前，作者刚刚花
了二十四回到二十六回整整三回的篇幅写
了另一件事：唐僧一行人与镇元子的误会与
矛盾。

这个安排初一琢磨其实挺不合理。因
为白骨精即便在小说中的众妖怪中也算对
吃唐僧肉特别执着的。吃唐僧肉无非为了
长生不老，而镇元大仙那里的人参果就有同
样的效果，白骨精跟镇元子做了邻居，岂不
是跟让孙悟空看蟠桃园是一个效果么？

但你读过了前面的故事，就会发现作者
这样安排是深意的。在唐僧师徒取经这一
路上，镇元子算是他们遇到过的地位最高也
最有善意的“地头蛇”，由于是“地仙之祖”，
镇元子没到天宫里去享清福，而守在地上。
但他的身份可不低，从小说描写中我们看
出，他跟元始天尊、观世音菩萨的量级是相
似的。

这么一号人物，在接待唐僧一行之初，
原本自然是冲着唐僧“金蝉子转世”的面子
去的。明面上镇元子说的是唐僧前世敬过

他一盏茶，但为了报这么一盏茶之恩，镇元
子就拿出宝贝人参果来招待，这谁都能看出
来，这是非常明显的笼络、结交之意。唐僧
此去西天取经，修成了正果就能位列仙班
了。提前笼络一下，这是人之常情。

但有趣的是，当双方一通误会、斗法闹
完之后，镇元子发现一个问题：取经队伍里
能耐最大、跟他最投脾气的，居然不是唐僧，
而他那个大徒弟孙悟空。所以风波过后，镇
元子居然纡尊降贵与孙悟空结拜了兄弟。

这个事儿什么概念？你假设一下，你们
单位领导亲自领队去跟某大公司谈生意，一
通谈下来对方老总对你领导不冷不淡，却觉
得你非池中之物，上赶着跟你拜把子称兄道
弟。领导表面上不发作，回去一定如果不找
机会给你小鞋穿，那他肯定就当不好这个领
导了。因为领导是最要面子的，或者说，领
导的权威性。如果他压不住你，你们的上下
级关系是无法继续维系了。

从镇元子那儿出来以后，唐僧想的肯定
也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取经这一行
人刚刚凑齐，孙悟空就给他来了这么个下马
威，在万寿山上祸是这猴子闯、屁股是这猴
子擦、跟镇元子结拜还是他，唐僧全程和个
摆设一样没存在感。以后这取经团队听谁
的？这事儿必须得说明白吧？

果然，到了白骨精这段，给悟空的小鞋
就来了。

作者在该章的开头特意写明，唐僧一行
是在镇元子府上吃饱喝足、休整数日之后才
上路的。临行前唐僧还吃了什么“草还丹”，
吃过之后的效果是：“真似脱胎换骨，神爽体
健。”

相当于在泉水里重新刷好了血槽，加齐
了buff，状态好得不得了。

可刚出门走到白虎岭山前，唐僧就不走
了，说是肚中饥饿，非要悟空给他化斋。

悟空第一反应是，不刚出门吗，又要
吃？况且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儿去化斋
啊。

唐僧借机就闹了起来，你注意，唐僧这
里话说的非常狠：

“你这猴子！想你在两界山，被如来压
在石匣之内，口能言，足不能行，也亏我救你
性命，摩顶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么不肯
努力，常怀懒惰之心！”

在《西游记》整本小说中，唐僧如此系统
的翻他曾救过悟空命的旧账，我印象中有且
仅有这一次。原著西游里这个唐僧虽然是
个“软善人”，但并不像《大话西游》里那么唠
叨，也没郭沫若以为的那么蠢，什么时候说
什么话，他是很有分寸的。这个时候放这个
杀手锏，敲打孙悟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你这泼猴翘什么尾巴？你忘了当初是个什
么熊样？我怎么救你的了？谁听谁的你还
分不清？

孙悟空斗嘴斗不过唐僧，又怕紧箍咒，
只好答应去给唐僧摘桃子。而唐僧一听说
悟空肯为他，马上就转怒为喜。说你赶紧去
吧，为师在这里等。

如果事情到这里作结，其实也算了解
了。唐僧通过一顿敲打，压灭了悟空越长越
高的威望，重新攥住了取经队伍的领导权。
归根结底，要你化斋是假，要你表态服我才
是真。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又让两人本已被遮
掩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为白骨精出场了。

3在小说中，对白骨精幻化的少女的描
写相当限制级：

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
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
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

这般姿色，不仅把猪八戒迷得五迷三
道，唐僧竟然也有点把持不住。小说中写的
是：

三藏一见，连忙跳起身来，合掌当胸道：
“女菩萨，你府上在何处住？是甚人家？有
甚愿心？来此斋僧？”

你注意他这一连串动作，唐僧是“跳”起
来，然后不等人家说话就连发四问：美女，你
住哪儿？家庭啥情况？有什么要求？为啥
给我吃的？

像什么？像相亲。
需要注意的是，原著小说中唐僧虽然不

是什么真“圣僧”，但也不是猪八戒那样看见
美女就走不动道的色鬼。《西游记》师徒四人
的人设属性是完全不重合的。唐僧对女性
的一般看法是：女人只会影响他念经的速
度。

此前的四圣试禅心、此后的女儿国、盘
丝洞、老鼠精、玉兔精，唐僧面对女菩萨或女

妖精的表现都没有这次这么过激。
那唐僧为什么这次表现这么不寻常

呢？恐怕还是跟在之前万寿山的上的遭遇
有关——这一路行来吗，受了那猴头一肚子
鸟气。而男人么，同性之间的权场上失意，
就会想在异性的情场上找补回一点来——
即便不能真的和美女成好事，搭讪一下，被
人家叫几句“长老”“圣僧”，也是很开心的。

于是唐僧就怀着这样的心思去跟美女
搭讪，不巧却又被那泼猴撞破了。

孙悟空化完斋回来，见此情景他怎么
说？

那行者道：“师父，我知道你了，你见她
那等容貌，必然动了凡心。若果有此意，叫
八戒伐几棵树来，沙僧寻些草来，我做木匠，
就在这里搭个窝铺，你与他圆房成事，我们
大家散了，却不是件事业？何必又跋涉，取
甚经去！”

在西游记里，孙悟空一直是个“吐槽
役”，但一般都是点到为止，尤其对唐僧，会
很留情面。但这一段吐槽吐的实在太狠了，
说的连画面感都出来了。原因也无他，无非
是因为两人经过镇元子那一劫，唐僧此番又
一压他，悟空心里也憋了一口气。所以干脆
来了个打人就打脸。

而这番吐槽，也正好踩在了唐僧的逆鳞
上。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唐僧凭什么领导取
经团队呢？因为他虔诚，一心想取回真经。
离开了取经的虔诚信仰，唐僧神通不如孙悟
空广大、武艺也不如猪八戒、沙和尚高强。
就是个据说前世有福报、百无一用的和尚而
已。

孙悟空这样说，等于直接在质疑唐僧的
领导权，两个人方才通过“化斋”重新建立的
上下级默契荡然无存。所以唐僧的反应是：

“那长老原是个软善的人，那里吃得他这句
言语，羞得个光头彻耳通红。”

这个期间唐僧其实也在犹豫，他到底管
不管得住这个猴子？但纠结到最后的结论
还是，不行，我管不住这手下，还是让他滚
吧。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猪八戒和沙僧两个
人态度特别耐人寻味。

原著中，猪八戒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一直
在拱火的，想让唐僧赶走孙悟空。这里又涉
及到一个需要联系前文的地方：小说在二十
七回以前，孙悟空在猪八戒面前其实一直没
漏过什么真能耐。前世天庭之上弼马温与
天蓬元帅的过节是86版电视剧原创，而在高
老庄，孙悟空收猪八戒的时候两个人是大战
了百余回合不分胜负（这里很明显是孙悟空
放水了）。

猪八戒这个时候对孙悟空的观感应该
是：“你谁啊，凭什么就冒出来压我一头？当
了取经团队的大师兄？”进而他产生的一个
想法就是：把这个惹是生非的猴子赶走了，
我不就成了唐僧首席弟子了么？

所以八戒在这一回里挑拨离间、煽风点
火干的特别卖力——你想想现在很多企业
项目的三把手怎么跟大老板挤兑二把手就
知道了。

而沙僧的态度就更有意思了，86版《西
游记》里给他加了很多提孙悟空开解的话，
显得沙僧特别像个赤胆忠心的老实人。

可在原著中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沙僧
在这一回里一句话都没说，当了一整回的透
明人。为了加重沙僧的这种透明感，作者还
特别安排孙悟空临走前跟他说了一大段话。

“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
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
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
闻我的手段，不敢伤我师父。”

面对这么一段可以说掏心掏肺的嘱咐，
按写小说的一般法则，怎么也该让听话人回
句话吧？没有，沙僧这里还是一个词儿都没
蹦。

为什么？
要理解沙僧在这里为什么装木头人，你

就会发现，沙僧是在二十二回才加入取经团
队的，其后就是四圣试禅心和镇元子风波，
等于到了三打白骨精这会儿，沙僧还一次妖
精没打，孙悟空、猪八戒各有什么本事他都
没见过。

其实在原著里，沙和尚这人是典型的拨
一拨转一转、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性格。当初
观世音布置下“等唐僧取经”的任务之后，悟
空和八戒都是收了心性、安心等唐僧来，唯
独沙僧是继续潜在流沙河里，干吃人营生。

所以在看不清局势的时候，让他下注站
队是不可能的。沙僧这类人只能在形势明

朗后龙胜帮龙，虎胜帮虎。
更何况孙悟空临走前，还说了一句特别

招忌的话：“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
（唐僧）手下无人。”

我这里要再强调一句：原著中的唐僧，
绝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脑子转不过弯儿
来的蠢人。而是一个普通但却精明的领导。

你看他一听悟空说这话，马上就抓住把
柄，把话茬接过来，来了个反戈一击：“这泼
猴越发无礼！看起来，只你是人，那悟能、悟
净就不是人？”

得了，就这一句话，已经把悟空推到整
个取经团队对立面，猴子完全成了孤家寡
人。这下他不走也得走了。

唐僧这个领导，如果带个一般的内卷型
团队，他这个智商绝对是够的。你看他在团
队内部，敌友分的特别清——团结八戒、争
取沙僧，孤立对他构成挑战的悟空。推拉打
捧，玩的溜溜的。

至此，第一届取经团队领导权争夺大赛
落幕，唐僧完胜，孙悟空完败。

如果不是后来取经路上又遇到大波折，
不得不把这个能人请回来。孙悟空就真如
他自己感叹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被喜
闻乐见的祭献掉了。这种事儿真的太常见
了。

4虽然在民间那么出名，但三打白骨精
在原著小说中确实不是什么大难，篇幅总共
一章，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
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
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
经团队内部爆发的对团队领导权威的第一
次激烈冲突。

在《西游记》这整部小说中，唐僧与孙悟
空这两人的师徒关系磨合问题，一直是伏在
一个个故事背后的暗线。两人的关系一直
处于矛盾积累（遇镇元子）、爆发（遇白骨
精）、化解（遇黄袍怪）、再积累（经女儿国）、
再爆发（真假美猴王）、再化解（祭赛国师徒
扫塔）的循环当中。

作者在这个进程中，借孙悟空的磨难
史，上位史，暗喻了很深刻也很先进的处世
技巧、人生哲理乃至社会理想。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把这个系列写出来，
会为大家慢慢拆解、点评。

而在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当中，孙悟空
就上了他在团队中生存的第一课：在一个中
式团队中，当领导真的下决心跟你“争是非”
的时候，一定是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得不爆发
的时刻。他争的一定不再是这一事的是非
了，而是权威。

你若此时还没做好准备，那就大难临
头，左右皆无路了。

所以，白虎岭上“女菩萨”和她的父母真
的是妖精变得吗？唐僧到底有没有错怪悟
空？这些问题其实都不重要。你看原著后
来写黄袍怪那一章（捎带说一句，这一难整
整写了四回，大有意味），师徒重逢之后，唐
僧对孙悟空说了什么？

唐僧压根就没有提白骨精是人是妖的
事儿，因为师徒俩都清楚问题根本不在这
儿。唐僧这时说的话特别高妙：

“贤徒（不再是‘猴头’了），亏了你也，亏
了你也！这一去，早诣西方，径回东土，奏明
唐王，你的功劳第一！”

不提对错，只谈功劳，说明唐僧是个明
白人。我把功劳让给你，相当于认了你的权
威。那还什么对不对？错不错怪的？有权
就对，有功就对。咱不一直就是这个规矩
么？不言自明了。

但更高妙的，还是悟空的回答。
孙悟空是个灵性通达的“心猿”，经此一

遭，他什么都明白了。
面对唐僧第一次主动让权，他能主动领

下来么？怎么可能呢？这个时候人心、时机
都还不成熟，领唐僧这么个空头许诺有个屁
用？

所以，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
话儿，足感爱厚之情也。”

注意，孙悟空这里没有像电视剧里般情
真意切的喊“师父”（俩人这会儿其实没啥师
徒情谊，你喊也没用），更没有直接答应下

“功劳第一”的事儿。而是冷冰冰、又很委婉
的提了一个最现实、也最务实的要求：你别
动不动就念紧箍咒了！

别整那些虚的大话，抓住一切机会，微
小、渐进但不可逆的约束一下上位者的皮
鞭，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从此之后，心猿不再是“金箍当头，欲说
还休”的奴隶，他成了“贤徒”，让他大道成佛
的取经路，真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