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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哲学视野下金箍棒的心力寓意考论

王　 以　 兴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ꎬ山东 潍坊 ２６１０００)

　 　 摘　 要:在古代心性哲学视野下ꎬ结合悟空的象征意义ꎬ由金箍棒可随心意变化和适时隐现的基本特征ꎬ
可断定其实为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ꎮ 妖猴和行者的身份变化ꎬ致使金箍棒在悟空手中产生截然相反的

利害功用ꎬ本质上反映出人心在有无严格约束下的善恶之别ꎬ以及心力向野性和定力的不同演变ꎮ 悟空与金

箍棒之心、力关系的确立对于解读金箍棒的相关描写具有重要意义ꎬ尤其生动揭橥了定力在克制心魔之外ꎬ
所具有的方向指引和力量供给的修行功效ꎮ 悟空降妖失利的反复书写及金箍棒的丢失情节ꎬ乃人们修行过

程中因意志力薄弱而被心魔打败的真实写照ꎻ而求援于菩萨及其他神仙的故事创设ꎬ依据的则是孔子的“亲

仁”观念ꎮ 悟空成佛后心魔不再ꎬ金箍棒亦无存在必要ꎬ与紧箍一同归于空无ꎮ
　 　 关键词:心性哲学ꎻ金箍棒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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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游记»中金箍棒的寓意ꎬ清人张书

绅、刘一明等人均有简略的发明ꎮ 为人所熟知的

当属汪憺漪之论:“盖心猿者吾之心ꎻ而如意棒者

吾心之才也ꎮ” [１]１６今天学界主要有杜贵晨«说“如
意金箍棒”» [２] 和李洪武«论‹西游记›中金箍棒

的传统文化内涵» [３] 等文ꎬ认为金箍棒为“一心”
之象ꎬ或笼统判断为“心性”之喻ꎮ 论者虽提供了

丰富的文献材料和深刻的视角启发ꎬ仍有许多未

中肯綮之处ꎮ 只有在与悟空、紧箍、妖魔的多种关

系中明确金箍棒的基本特征ꎬ才能推断出金箍棒

真正的寓意所在ꎬ即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ꎬ在
此前提下对相关情节亦可作较为深入的解析和

考察ꎮ

　 　 一、金箍棒的心力寓意:从特征和功用
谈起

　 　 金箍棒在«西游记»中的寓意和内涵自然是

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具体描述中ꎬ那么ꎬ如何提炼和

总结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要素就成为关键ꎮ 在笔者

看来ꎬ金箍棒有两个显著表现和两个细节线索值

得特别关注ꎮ
(一)随“心”变化、适时隐现的存在特征与金

箍棒的心力象征

金箍棒ꎬ全名为“如意金箍棒”ꎬ曾是大禹治

水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ꎬ是一块神铁” [４]３２ꎬ
后收藏于东海ꎬ名为“天河定底神珍铁” [４]３４ꎬ或
“天河镇底神珍铁” [４]３５ꎬ长度、重量非比寻常ꎬ“约
有斗来粗ꎬ二丈有余长” [４]３３ꎬ重“一万三千五百

斤” [４]３３ꎬ无人能撼动ꎮ 然而却可以随着悟空之意

变化大小轻重ꎬ最后成为一个“只有二丈长短ꎬ碗
口粗细” [４]３３的趁手神兵ꎮ 而且ꎬ与八戒、沙僧随

时手提肩扛着自己的兵器不同ꎬ悟空会将金箍棒

变作绣花针藏于耳内ꎬ人不可见而近于无ꎬ只有

“但用时ꎬ方可取出” [４]１７６ꎮ
周知ꎬ悟空为“心猿”ꎬ即人心之象征ꎮ 在此

前提下ꎬ我们将金箍棒能够随着人心而变化大小ꎬ
根据需要时有时无的特征ꎬ放在中国古代心性哲

学视野下进行考察ꎬ就会发现它象征的应该是人

人具有的心力或意志力! 此处“心力”ꎬ非«现代

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说心思与体力的合称ꎬ或
思维能力、才智之谓[５]１５７６ꎻ而是特指一个人出于

某种心理动机而生发出的精神力量或意念能量ꎬ
与今天“意志力”大体相近ꎮ

王阳明曾反复解释“良知”“心” “意”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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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关系:“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 [６]１０３ꎬ“以其主

宰之发动而言ꎬ则谓之意” [６]８６ꎬ“其虚灵明觉之良

知ꎬ应感而动者谓之意” [６]５３ꎮ 就是说ꎬ人心一动

就有了某种意向或欲念ꎮ 这种意向或欲念会产生

与之相匹配的心理力量ꎬ谓之心力ꎬ或意志力ꎮ 也

就是说ꎬ心力或意志力的大小强弱与人的意念的

强烈程度相适应ꎬ可随之任意变化ꎮ 当我们内心

无善无恶、寂然不动时自然也就不需要意志力了ꎮ
金箍棒是遇悟空而现世的神兵ꎬ随着心猿(悟空)
之意而变化大小ꎬ且在无用之时归于空无ꎮ 如此

想象与中国古代流行的心动生意、意念生力之心

性哲学观念完全符合ꎬ从而可证金箍棒正为人之

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ꎮ
“心力”一词在«西游记»中出现过四次ꎬ均与

悟空有关ꎬ或出自其口ꎬ或用作对他的形容ꎮ 四次

分别见于第八十八回悟空收徒时对唐僧的感谢:
“自当年在两界山蒙师父大德救脱弟子ꎬ秉教沙

门ꎬ一向西来ꎬ虽不曾重报师恩ꎬ却也曾渡水登山ꎬ
竭尽心力ꎮ” [４]１１２４第九十二回悟空对唐僧不听劝

告而被犀牛怪所捉的抱怨:“师父啊ꎬ为你不识真

假ꎬ误了多少路程ꎬ费了多少心力ꎮ” [４]１１６１还有第

九十五回悟空与白兔精打斗时的全力以赴:“这
大圣用心力轮铁棒ꎬ仔细迎着看时ꎬ见那短棍儿一

头壮ꎬ一头细ꎬ却似舂碓臼的杵头模样” [４]１１９６及其

对天竺国国王等人的叮嘱:
此间不是我们说话处ꎬ请陛下与我

师出宫上殿ꎬ娘娘等各转各宫ꎬ召我师弟

八戒、沙僧来保护师父ꎬ我却好去降妖ꎮ
一则分了内外ꎬ二则免我悬心ꎮ 谨当辨

明ꎬ以表我一场心力ꎮ[４]１１９８

除第三例外ꎬ其他三处“心力”作心思与精力解未

尝不可ꎬ指悟空在服侍与搭救师父时的尽心尽力ꎮ
然而ꎬ四处“心力”与悟空的紧密关系ꎬ则又在提

醒和暗示我们应从悟空身上寻找切入点和突破

口ꎮ 于是ꎬ从悟空乃人心之象征的修辞角度进行

考察也就成为必然ꎬ进而可见由“心猿”所生之

“心力”实为人心所迸发出的意念力量ꎬ所谓“心
之力”是也! 那么ꎬ悟空如此三次表明自己在取

经路上的“竭尽心力”ꎬ就有了另外的深层含义ꎬ
即人们在日常修行之中必须时刻保持坚定不移、
昂扬不灭的斗志、信念和决心!

第九十五回连续两次使用“心力”ꎬ若将两处

联系起来作统一考察ꎬ则极易梳理出前后的逻辑

关联ꎬ即正是由于前面悟空“用心力”降妖的失

败ꎬ才有了后面的叮嘱和安排ꎮ 那么ꎬ所谓“以表

我一场心力”云云自然是说悟空向国王解释他如

此安排的用意ꎬ以彰显和证明自己誓要完成前面

未竟之降妖行动的志气与决心ꎬ而非仅为表明自

己所花费的心思和精力那般简单! 正因如此ꎬ在
后续与白兔精缠斗之时ꎬ悟空才表现出了一种除

之而后快的狠劲和恨意:“这行者愈发狠性ꎬ下毒

手ꎬ恨不得一棒打杀ꎮ” [４]１１９９

作者给“心力”赋予其“心之力”的特定含义ꎬ
将“心力”与金箍棒的意与象、本质与形式的密切

关系做了不动声色的提点和暗示ꎮ 只要进一步细

究即可发现ꎬ“悟空用心力轮铁棒”一句实为不符

合日常用语习惯的错误表达ꎮ 如此低级“错误”
本身就说明他采用的并非“心力”的常见义项如

心思、才智等ꎻ只有“心之力”的含义才能予以圆

融解释ꎮ 这显然是在提醒读者要从象征性角度对

悟空所有的“轮铁棒”行为作整体把握和深入考

察ꎮ 对此不难推知ꎬ悟空作为人心的象征ꎬ他手中

挥舞的铁棒正是人心之“心力”发挥效用时的艺

术呈现和形象载体ꎮ 同时ꎬ从物理学角度看ꎬ铁棒

自身仅有重量ꎬ必须在外力作用下运动起来方能

产生能量ꎬ即动能ꎻ也就是说ꎬ在取经路上只有被

悟空催动起来的铁棒方才具有降妖除魔的巨大威

力ꎬ张书绅对此细节的理解非常准确:“理欲交

战ꎬ全在心上用力ꎮ” [７]３３２因此ꎬ«西游记»中悟空

对战天神或妖魔时手舞铁棒上下翻飞的精彩情

节ꎬ虽然自有其基于故事题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ꎬ
但同时也客观体现了作者对心力或意志力之存在

方式和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ꎬ即作为形容人的激

情心理状态的抽象概念ꎬ心力或意志力因人心的

某种意念而产生ꎬ且以强烈勃郁的力量感存在于

“理欲交战”的动态过程中ꎮ
(二)金箍棒的利弊之用与心力的善恶之分

孙悟空学成归来消灭混世魔王又借得金箍

棒ꎬ先后大闹龙宫、冥府和天宫ꎬ搅乱三界ꎬ是为妖

猴ꎬ金箍棒在其手里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和危害

性ꎮ 在戴上紧箍成为取经路上的行者之后ꎬ他手

舞金箍棒大发神威ꎬ一路降妖除魔ꎬ保证了西天取

经的成功ꎮ
对于金箍棒如此截然相反的表现ꎬ需结合紧

箍和妖魔的寓意进行考察和阐释ꎮ 据学者考证ꎬ
紧箍源于唐时酷刑“脑箍”ꎬ近承自«西游记杂剧»
中“铁戒箍”ꎬ至于紧箍儿咒ꎬ又名“定心真言”ꎬ则
与佛教之“定学”相关[８]ꎮ 可见ꎬ小说中的紧箍及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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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箍儿咒ꎬ表面上看是佛教一种作为对信徒肉体

惩罚的清规戒律ꎬ实际则应视为现实礼法对人心

之严格约束和强制规训的形象化ꎮ 一路上的各色

妖魔实际是人类在外在诱惑下无限泛滥的种种本

能欲望的象征性表达ꎬ清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

批»对此有着反复的阐发ꎬ如“妖魔非别ꎬ即气禀

人欲之私也”ꎬ等等ꎬ可参看ꎮ
古人认为由于本能欲望的存在而导致人心一

动即分善恶ꎮ 如孟子指出小人之所以区别于君

子ꎬ就是因为不能守住本心而被泛滥的欲望所牵

制ꎬ谓之“放心”或“动心”ꎻ相反ꎬ君子则善于呵护

人人所具有的仁义礼智之“四端”并将其扩充放

大ꎬ以抵制富贵利达等外在诱惑和种种本能欲望ꎬ
即所谓“求放心”ꎬ从而最终达到“不动心”的境

地ꎮ 王阳明的“有善有恶意之动”之语更是言简

意赅ꎮ 判断善恶的标准或者说扬善抑恶的依据ꎬ
则无外乎礼、法二途ꎮ 孔、孟强调“礼”的规范和

约束作用ꎬ有“克己复礼” “博学于文ꎬ约之以礼”
(«论语颜渊»)和“以礼存心” («孟子离娄

下»)等反复阐述ꎮ 持“性恶论”的荀子在“礼”之
外兼重“法”ꎬ提倡“隆礼重法”ꎬ希望通过后天的

礼义教化和法律惩戒以达到“化性起伪”之目的ꎻ
而作为荀子弟子的韩非子则舍礼取法ꎬ侧重“刑
赏”分明的“法治”手段ꎮ 就«西游记»而言ꎬ作者

同样认为ꎬ人心只有在严加约束和强制规训下ꎬ才
有可能归入正道ꎬ否则必会心生杂念、扰乱清净ꎮ

如此看来ꎬ若心有约束ꎬ则一动必生善意、正
念ꎻ反之则为恶意、邪念ꎮ 由恶意、邪念而来的意

志力ꎬ对于道心仁心的修行、锻炼极具破坏力和危

害性ꎬ其本身已入魔道ꎬ故此时心力、意志力化作

魔力ꎬ或云野性ꎻ«西游记»中与之相对应的即是

悟空为妖猴时手持铁棒大闹三界的作乱情节ꎮ 由

善意、正念而生发的意志力ꎬ对于妖魔鬼怪所象征

的诱惑和欲望具有强大的压制和平抑之用ꎬ即佛

教所谓禅定之力ꎬ俗称定力ꎻ小说中悟空为行者时

手持铁棒降妖除魔的修行情节则为相应表现ꎮ
(三)金箍棒心力寓意的两个佐证

«西游记»既以西天取经故事为主体ꎬ那么金

箍棒象征定力的一面自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

表现ꎮ
一是作者对金箍棒前身“神珍铁”乃“大禹治

水之时ꎬ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的出处构想ꎮ
众所周知ꎬ大禹“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

经»)最终治水成功ꎬ从而完成了“众民乃定ꎬ万国

为治”(«史记夏本纪»)的丰功伟绩ꎮ 吴承恩则

巧妙地将这一伟业归功于神珍铁之力ꎬ不仅如此ꎬ
在完成治水事业后神珍铁被留在东海继续发挥了

镇压水祸的功能ꎬ所谓“开山治水太平时ꎬ流落东

洋镇海阙” [４]１１２３ꎮ 这种创造性想象的灵感ꎬ或来

自于大禹神话中的无支祁传说ꎮ 作为猿形水妖的

无支祁与行者在西游故事的演变中颇具渊源ꎬ
“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中写孙行者ꎬ有‘无支祁

是他姊妹’语ꎬ明吴承恩著«西游记»ꎬ更把无支祁

的神变奋迅的状貌移之于孙悟空” [９]３０８ꎮ 无支祁

传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关目ꎬ就是大禹命庚辰将其

锁在水底:“颈锁大索ꎬ鼻穿金铃ꎬ徙淮阴之龟山

足下ꎬ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ꎮ” [９]３０６ 需追问的是ꎬ
“大索”的另一端系在何处ꎬ若捆绑在水底岩石

处ꎬ似不大可能ꎮ 根据现实经验看ꎬ锁链另一端大

概率应系在插入水底的铁钉上ꎬ就如农村常将牲

口的缰绳固定在铁制牛马桩上一般ꎮ 这根由合理

想象而来的铁钉就是«西游记»中神珍铁的现实

原型ꎮ 如此不仅可补充学界对金箍棒源于古代僧

侣以棍棒为兵器的考察[１０]ꎬ更能解释金箍棒会变

作绣花针的原因ꎬ即绣花针与牛马桩形状极为相

近ꎬ可视为后者的缩小版ꎮ 于是ꎬ无支祁“辨江淮

之浅深ꎬ原隰之远近” [９]３０５的法力被转嫁到神珍铁

上ꎬ而铁钉大索“俾淮水永安流注海”的镇妖功能

和入海描写ꎬ也自然成为神珍铁“镇底”或“定底”
之名、之用的重要依据ꎬ以及神珍铁为何藏于东海

的合理说明ꎮ
不难看出ꎬ作者从大禹降服无支祁的神话中

虚构出神珍铁这一神物ꎬ目的是要在悟空凭借金

箍棒除心魔、定心性的修行与大禹依靠神珍铁测

江海、定水妖的神话之间搭建起一种互文性关系ꎬ
以便使读者可根据神珍铁的“镇”“定”之名、之用

和神话中“定九州”“安流”等表述ꎬ产生对金箍棒

即为“定力”之象征的顺势联想和肯定判断!
二是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的重量设定ꎮ

杜贵晨指出此细节源自道教内丹修炼之法即胎息

一日夜的次数ꎬ并引宋张君房«云笈七签 » 云:
“只要心不动移ꎬ凡一日一夜十二时ꎬ都一万三千

五百息ꎮ”并认为“金箍棒形象是‘一心’即‘心不

动移’的寓言 ” [２]ꎮ 笔者认为这一数字恰可证明

金箍棒为心力或意志力ꎬ具体来说就是定力的象

征物ꎮ 我们知道ꎬ儒释道三家均提倡静心入定的

修行方法ꎬ而“胎息”其实是一种通过意念诱导而

形成的高度柔和绵长的腹式呼吸法ꎬ可达到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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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凝的静定状态ꎬ正如俗语所云“静能生定ꎬ定能

生慧”ꎮ “一万三千五百”的胎息次数意味着修行

者入定境界的达成ꎬ此时心静如水ꎬ一尘不染ꎬ不
忧不虑ꎬ不动不摇ꎬ所有杂念被清除一空ꎬ任何引

诱亦无能为力ꎬ即“心不动移”之所指ꎮ 也就是

说ꎬ强大心力的形成即以一昼夜间一万三千五百

次的胎息为具体表现ꎮ 对比可见ꎬ“一万三千五

百斤”重的金箍棒正是“一日一夜”胎息背后之强

大心力的象征物!
总之ꎬ从金箍棒可随心变化且适时隐现的特

征可推断出其应为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ꎬ且
作者在小说中凡四次将“心力”一词与悟空绑定

在一起予以反复提示ꎻ结合紧箍和妖魔的象征意

义ꎬ则更可见出心力在有无强制约束下向着野性

与定力的正反演变ꎬ尤其对于定力一面ꎬ作者通过

神珍铁的出处想象和重量设定作了特别说明ꎮ

　 　 二、心、力关系视野下金箍棒之细节描
写的象征内涵

　 　 悟空与金箍棒的心、力关系的确立ꎬ对于重新

认识金箍棒相关的许多细节描写有着重要意义ꎮ
诸如金箍棒首次出现的时机及随着悟空角色的转

变而来的不同表现ꎬ读者往往将其视为故事叙述

的需要ꎬ而忽略了对其象征内涵的考察与挖掘ꎮ
(一)金箍棒的“如意”特性与危害象征

“如意”之名、之性ꎬ不仅体现在金箍棒的大

小轻重可随悟空之意而改变ꎬ而且其降临人世并

与悟空建立主从关系的时机安排也同样值得

关注ꎮ
悟空回到花果山消灭混世魔王之后ꎬ静极思

动突然有了争强好胜之念:
忽然静坐处ꎬ思想道:“我等在此ꎬ

恐作耍成真ꎬ或惊动人王ꎬ或有禽王、兽

王认此犯头ꎬ说我们操兵造反ꎬ兴师来相

杀ꎬ汝等都是竹竿木刀ꎬ如何对敌? 须得

锋利剑戟方可ꎮ 如今奈何?” [４]２９

由于人间普通兵器“不如我(即悟空)意”ꎬ四老猴

建议去东海求一件“称心”的神兵ꎬ遂有了“如意

金箍棒”的出现ꎮ 此即上述所谓心动生意而意念

必有心力相随之心性哲学观念的文学化呈现ꎮ
在悟空与金箍棒心、力合一之后ꎬ不仅威力大

增更是心狂气傲ꎬ虽名为美猴王ꎬ实已入魔道变作

妖猴:
他放下心ꎬ日逐腾云驾雾ꎬ遨游四

海ꎬ行乐千山ꎮ 施武艺ꎬ遍访英豪ꎻ弄神

通ꎬ广交贤友ꎮ 此时又会了个七弟兄ꎬ乃
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

王、猖狨王ꎬ连自家美猴王七个ꎮ[４]３６

汪憺漪«西游证道书»对“放下心”三字有着精彩

点评:“篇中忽着放下心三字ꎬ是一回中大关键ꎮ
盖心宜存不宜放ꎮ 一存则魔死道生ꎬ一放则魔生

道死奈何大道甫成ꎬ一旦心满意足ꎬ便忽地放

下心 乎? 此 心 才 一 放 下ꎬ 便 有 六 怪 相 随 而

来ꎮ” [１]１９只是汪氏将六魔王比作迷惑人心的“六
欲”ꎬ未必准确ꎮ 因为后文另有心猿灭六贼之事ꎬ
故此处美猴王与六魔王应该是人所共有之“七
情”的形象比拟ꎬ正与后文“六贼” (即六欲)相呼

应ꎬ只是作者没有拘泥于将七人与七情一一对应

罢了ꎮ
这一情节揭示出一个事实真相ꎬ即人们一旦

心生恶意邪念并有了强大意志力之后ꎬ必会继续

“放下心”或云“欺心”下去ꎬ种种本能欲求(此处

以“七情”代指)自然随之而来ꎬ原本澄澈清纯的

心之本体就会被逐步遮蔽和污染ꎬ最终的结果就

是人的野性力量被彻底释放ꎬ从而对固有的礼法

规则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ꎬ正如

«西游记»第七回回前诗尾句所云:“只为心高图

罔极ꎬ不分上下乱规箴ꎮ” [４]７７与之相对应的故事

情节ꎬ具体来说就是大闹龙宫、大闹冥府和大闹天

宫三幕“闹剧”ꎬ从中可见出时为妖猴的悟空对三

界的肆虐、侵扰之苦ꎻ尤其大闹天宫之时ꎬ他自封

“齐天大圣”ꎬ狂野至极:“盖大圣乃其自大ꎬ齐天

乃自齐ꎬ初非帝之大之齐之也ꎮ” [１]２７甚至欲与玉

帝争位ꎬ所谓“强者为尊该让我ꎬ英雄只此敢争

先” [４]８１ꎬ“皇帝轮流做ꎬ明年到我家” [４]８２ꎮ
我们看到在妖猴手中ꎬ金箍棒的破坏力和神

奇性得到了积极的展示ꎮ 比如ꎬ对于龙王赠送神

兵和铠甲的慷慨ꎬ悟空不仅没有感激ꎬ反而“弄神

通ꎬ丢开解数ꎬ打转水晶宫里ꎬ唬得老龙王胆战心

惊ꎬ小龙子魂飞魄散ꎬ龟鳖鼋鼍皆缩颈ꎬ鱼虾鳌蟹

尽藏头” [４]３３ꎬ或是直接“使动如意棒ꎬ一路打出

去” [４]３４ꎻ在将生死簿上的猴属名号一笔勾销之

后ꎬ依旧是“一路棒ꎬ打出幽冥界” [４]３８ꎮ 对于两番

手持铁棒弄神通的野蛮不训之举ꎬ汪憺漪认为原

因正在于“总来把柄在手ꎬ任从登山下海ꎬ上天入

地ꎬ横冲直撞ꎬ无所不可ꎮ” [１]２１(«西游证道书»)
而作乱天宫一节ꎬ则更直接显示出悟空之所以能

够搅扰得天地不宁、三界难安ꎬ正是借助了金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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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威ꎮ 在摹写悟空与巨灵神、哪吒、木吒、二郎

神及王灵官的对阵、打斗场景时ꎬ作者无不强调金

箍棒的神奇法力ꎬ如“猴王不惧呵呵笑ꎬ铁棒翻腾

自运筹” [４]５０ꎬ“如意棒是天河定ꎬ镇海神珍法力

洪” [４]６７ꎬ “ 金 箍 棒 是 海 中 珍ꎬ 变 化 飞 腾 能 取

胜” [４]７１ꎬ真所谓“大圣一根如意棒ꎬ翻来覆去战天

神” [４]６３! 但有不忿就从“耳中取出宝贝ꎬ幌一幌ꎬ
碗来粗细ꎬ一路解数” [４]４５已然成为此时悟空的招

牌动作ꎮ
显然ꎬ从古代心性哲学角度来看ꎬ悟空大闹三

界的精彩片段ꎬ实则是对在没有礼法约束下恶心

邪念及其产生的心力即野性之危害的象征性描

写ꎮ 而金箍棒如此醒目的威力加持ꎬ则说明了心

意虽有善恶之别ꎬ但最终结局如何却取决于心力

的大小ꎮ
(二)行者的持棍修行与心力的积极功效

改邪归正后的悟空以行者身份一路开山辟

路、降妖除魔ꎬ所借助者依然是金箍棒的威力ꎬ而
悟空手持金箍棒的相关描写实际上对应的是心力

的三个正面功用和积极意义ꎮ
如上述ꎬ妖魔形象从作者的整体构思看正是

人之本能欲望和外在诱惑的象征性表达ꎬ而在取

经路上悟空手持金箍棒降妖除魔的神勇ꎬ则证明

了金箍棒乃人心之意志力的变相即定力的比拟和

象喻ꎮ 这一寓意在作者笔下有着极为明确的揭

示ꎬ即“心猿归正ꎬ六贼无踪”一节ꎮ 六贼实为人

之“六欲”的象征:“一个唤做眼看喜ꎬ一个唤做耳

听怒ꎬ一个唤做鼻嗅爱ꎬ一个唤作舌尝思ꎬ一个唤

作意见欲ꎬ一个唤作身本忧ꎮ” [４]１８０此处特借“六
欲”泛指人之本能欲望ꎬ与前文之七魔相对应ꎻ悟
空自称其为六贼之“主人公”ꎬ即魔由心生之意ꎬ
所谓“心生ꎬ种种魔生”! 六贼轻易被金箍棒打

死ꎬ不仅印证了上述金箍棒乃人之心力或意志力

的论断ꎬ更表明后面所遭受的诸多磨难艰险不过

是此修行理念的反复践行罢了ꎮ
仅凭个人主观的自律和自觉ꎬ虽也能产生平

抑和克制七情六欲的定力ꎬ但也存在着不够持久

和稳定的危险ꎻ第十五回中未戴紧箍的悟空在遭

师父责骂后赌气离开ꎬ其设计依据即在于此ꎮ 如

上述ꎬ只有在严格约束和强制规训下ꎬ人心的向善

之念才能够恒定、稳固ꎬ紧箍儿咒因此又名“定心

真言”ꎬ并与随之产生的强大定力一同祛邪扶正ꎮ
于是ꎬ我们看到戴上紧箍后的悟空手持铁棒ꎬ

除了为读者所熟悉的降妖除魔之外ꎬ在取经路上

还发挥了两个重要作用ꎮ
一是开山辟路的方向指引ꎮ 若非被师父赶走

等特殊情况ꎬ在队伍前面开山辟路的必是手持铁

棒的悟空ꎮ 略举几例为证:
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ꎬ八戒担着ꎻ背

了白马ꎬ三藏骑着ꎻ行者肩担铁棒ꎬ前面

引路ꎮ[４]２４７

真个唐僧上马ꎬ沙僧挑担ꎬ行者前面

引路上山ꎮ[４]４１９

唐三藏攀鞍上马ꎬ沙和尚挑着行囊ꎬ
孙大圣前边引路ꎬ猪八戒拢了缰绳ꎮ[４]６９２

如此表述表面上是出于塑造悟空本领强大、心性

高傲之英雄形象的创作需要ꎬ背后却有着古代心

性哲学观念的内在依据ꎮ 在古人看来ꎬ心乃人之

主宰和主导ꎮ «荀子解蔽»云:“心者ꎬ形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ꎬ出令而无所受令ꎮ” [１１]４２９王阳明在

«传习录»中更是反复强调这一点ꎬ如“身之主宰

便是心” [６]４１ꎬ“以其主宰一身ꎬ故谓之心” [６]６ 与

“心者身之主也” [６]５３ 云云ꎬ可知修身即是修心ꎮ
那么ꎬ被严加约束的内心及其产生的恒定之善意

与强大意志力ꎬ对个人修行而言ꎬ则意味着前进的

准确方向和无穷动力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头戴紧箍、
手持金箍棒在前引路的悟空才是取经事业真正意

义上的领路人和指导者ꎮ 据此ꎬ我们经常看到作

为师父的唐僧在陷入困惑犹疑之时ꎬ反而是悟空

给予他积极的点拨和勉励ꎬ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ꎮ
二是震妖壮胆的力量供给ꎮ 在阴森恐怖、妖

气弥漫的环境中ꎬ悟空经常会舞动铁棒为唐僧扫

清迷障、鼓舞士气ꎮ 如第二十七回路经一险峻高

山ꎬ“那长老马上心惊ꎬ孙大圣布施手段ꎬ舞着铁

棒ꎬ哮吼一声ꎬ唬得那狼虫颠窜ꎬ虎豹奔逃” [４]３４１ꎮ
又如第八十回师徒遇到一片黑松林ꎬ唐僧害怕不

已ꎬ只见“孙大圣公然不惧ꎮ 使铁棒上前劈开大

路ꎬ引唐僧径入深林ꎬ逍逍遥遥ꎬ行经半日ꎬ未见出

林之路” [４]１０１９ꎮ 尤其是第三十三回中金银二魔王

想要捉拿唐僧ꎬ其用手连续三指ꎬ唐僧即连打三个

寒噤ꎬ而悟空特使一路棒来为其压惊:
　 　 好行者ꎬ理开棒ꎬ在马前丢几个解

数ꎬ上三下四ꎬ左五右六ꎬ尽按那六韬三

略ꎬ使起神通ꎮ 那长老在马上观之ꎬ真个

是寰中少有ꎬ世上全无ꎮ
剖开路一直前行ꎬ险些儿不唬倒那

怪物ꎮ 他在山顶上看见ꎬ魂飞魄丧ꎬ忽失

声道:“几年间闻说孙行者ꎬ今日才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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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传果是真ꎮ” [４]４２０

妖魔令唐僧打寒噤ꎬ而悟空舞棒又令妖魔惊怕ꎮ
可见ꎬ此类略显重复的情节同样蕴含了深刻的修

行观念ꎬ即人们在修行过程面对即将到来的诱惑

或心魔时ꎬ偶尔会滋生出动摇、犹豫、软弱等负面

情绪和消极心理ꎬ对此ꎬ只有善心、正念发出的强

大意志力才能让我们重拾信心、永葆激情ꎮ
整体来看ꎬ关于悟空手持铁棒辅助唐僧取经

的多方描述ꎬ折射出的是作者对定力在人们修行

过程中三个功用ꎬ即保证方向、坚定信念和克制心

魔的全面认知ꎮ 第二十七回对此有着完整、清晰

的展示:当唐僧看到高山峻岭心生犹豫时ꎬ是“好
猴王ꎬ他在那马前ꎬ横担着棒ꎬ剖开山路ꎬ上了高

崖” [４]３４１ꎬ强调了悟空的引路之职ꎬ而后则是上述

悟空手舞铁棒、敲山震虎之神威ꎬ最后才引出了火

眼金睛识真假、铁棒三打白骨精的经典桥段ꎬ乃定

力祛心魔的形象化ꎮ

　 　 三、修心主题视野下悟空失利情节及
金箍棒的归宿解析

　 　 取经路上ꎬ悟空的失利狼狈可谓比比皆是ꎬ早
为人所熟知ꎮ 故悟空前后反差巨大的战斗力自然

会引起古今读者的浓厚兴趣ꎬ张书绅在«新说西

游记总批» 中针对时人的疑惑给出了自己的

解答:
或谓孙行者大闹天宫ꎬ普天神将尚

且不能擒拿ꎮ 西天路上ꎬ区区小妖ꎬ反又

不能取胜ꎮ 似此荒唐ꎬ何乃自相矛盾?
初不知断章取义ꎬ其中原有至理ꎬ即如闹

天宫ꎬ原是写小人ꎮ 譬如有一小人ꎬ在此

横行ꎬ即有许多君子ꎬ实在亦无法可制ꎬ
此其一也ꎮ[７]３２６

张氏从妖猴身份解释悟空大闹天宫时的横行无

忌ꎬ颇有说服力ꎻ只是他对行者身份的悟空多次降

妖失利一事却未加探究ꎮ 若从小说的“修心”主

题及悟空与金箍棒的心、力关系角度去看待悟空

取经路上不甚光彩的降妖失利之事ꎬ则会另有

发现ꎮ
首先ꎬ我们只要明白悟空手持铁棒的降妖行

为实乃人心以意志力克制和消除心魔的文学化表

达ꎬ那么就可以极易推断出小说中悟空降妖失利

情节的寓意所在ꎬ即人们在修养身心、锤炼人格的

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诱惑和欲望太过强大ꎬ自己意

志力不足以胜之的情况ꎮ 这表明作者已清醒意识

到人类所普遍存在的意志力或定力薄弱和欠缺的

人性问题ꎮ 古代圣贤对此都有过积极关注ꎬ或明

或暗地指出缺乏强大的意志力正是导致人们不能

够超凡入圣的关键ꎮ 如老子认为普通人与圣人的

本质差别在于时常沉迷于外在的诱惑而不能自

拔ꎬ认为“五色令人目盲ꎻ五音令人耳聋ꎻ五味令

人口爽ꎻ驰骋畋猎ꎬ令人心发狂ꎻ难得之货ꎬ令人行

妨ꎮ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ꎬ故去彼取此ꎮ”(«道德

经»第十二章)孔子亦感叹于人们对德行的热衷

远不如对美色的本能追逐ꎬ即“已矣乎! 吾未见

好德如好色者也ꎮ” («论语子罕»)王阳明更有

“破山中贼易ꎬ破心中贼难”的名言ꎬ以及儒家“慎
独”思想和佛教禅定观念ꎬ均强调了修行过程中

意志力的重要作用! 不难看出ꎬ«西游记»中悟空

多次降妖失败的情节设计正是作者以文学形式向

思想界做出的积极呼应和良性互动ꎮ 既然一个人

因意志力薄弱而被强大的心魔打败ꎬ说明此时意

志力未发挥出应有的克制、平抑之功效ꎬ亦可以说

其功能已弱化近于无ꎮ 对照来看ꎬ金箍棒被青牛

精用金刚琢套去一节ꎬ就是作者对人们遭遇巨大

诱惑和欲望时瞬间沉沦ꎬ即意志力顿消于无之心

理状态的形象化呈现ꎮ 于是ꎬ我们看到一旦失去

金箍棒ꎬ桀骜不驯的悟空立马变得被动无奈ꎬ所谓

“行者朦胧失主张” [４]ꎬ他不仅自艾自怜:“岂料如

今无主杖ꎬ空拳赤脚怎兴隆?” [４]６５４而且在被葛仙

翁调侃为何前倨后恭时ꎬ也坦诚“老孙于今是没

棒弄了” [４]６５５ꎮ 根本原因就在于失去金箍棒意味

着没有了意志力的驱动和鼓舞ꎬ此时一个人即使

心存敬畏、善念依旧ꎬ但面对种种诱惑和欲望的侵

袭却无能为力而只好听之任之ꎮ
其次ꎬ金箍棒被偷的插曲象征了在修行过程

中因松懈大意而导致意志力消逝的情形ꎮ 第八十

九回写玉华国三位王子拜悟空三人为师学习武

艺ꎬ需依样打造兵器ꎬ遂将金箍棒等放在蓬厂间而

被黄狮精摄去ꎮ 作者将责任归咎于三人一时的懈

怠大意ꎬ所谓“失却慧兵缘不谨ꎬ顿教魔起众邪

凶” [４]１１３６ꎮ 这是作者对我们的善意提醒和警示ꎬ
即在修行过程中求道之念不可有一丝松懈ꎬ否则

意志力就会因之减弱甚至消逝ꎬ而心魔则定会乘

虚而入ꎮ 其实ꎬ这一小插曲的设计灵感和构思依

据源于儒家传统的修身理念ꎮ 我们知道ꎬ时刻保

持思想意识上的谨慎惕惧本是儒家圣贤所竭力强

调和践行的修身原则ꎬ如孔子的“君子三畏”:“畏
天命ꎬ畏大人ꎬ畏圣人之言ꎮ” («论语季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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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意的象征即雷霆更是畏惧至极ꎬ所谓“迅
雷风烈ꎬ必变”(«论语乡党»)ꎬ其目的正是为了

善心、正念的自我强化和巩固ꎬ从而保证顽强意志

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ꎬ以便能够随时对抗心魔、克
制欲望ꎮ

再次ꎬ悟空降妖失利而上天入地四处求援的

情节设计ꎬ其构思依据依然是儒家传统的“亲仁”
观念ꎮ 对悟空施以援手最常见的自是观音菩萨ꎬ
这种叙事套路被认为是作者才力不逮的表现ꎬ金
圣叹不无讥讽地评点道:“«西游记»每到弄不来

时ꎬ便是南海观音救了ꎮ” [１２]２２０或受金氏影响ꎬ脂
砚斋也认为«红楼梦»借癞僧、跛道二人来点醒迷

途之人的构思艺术更为高明:“非袭«西游»中一

味无稽ꎬ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ꎮ” [１２]１１９推崇者

如张书绅针对金圣叹的嘲弄从儒家证道说角度予

以反驳道:“«西游记»凡言菩萨如来处ꎬ多指心

言ꎮ 故求菩萨正是行有不得ꎬ则反求诸己ꎬ正是

«西游»的妙处ꎮ” [７]]３２９刘一明则根据道家内丹说

的理论内涵进行强调:“«西游»每到极难处ꎬ行者

即求救于观音ꎬ为«西游»之大关目ꎬ即为修行人

之最要着ꎮ 盖以性命之学ꎬ全在申明察觉之功

也ꎮ” [７]３４８二者所论看似合理ꎬ实有深文周纳之弊ꎮ
在笔者看来ꎬ作者反复描述悟空遇难求援之事ꎬ实
是对孔子所提出的“亲仁”之修身途径的又一积

极回应ꎮ “亲仁”见于«论语学而»:“泛爱众ꎬ而
亲仁ꎬ行有馀力ꎬ则以学文ꎮ”作为中国古代儒学

修身思想的重要内容ꎬ“亲仁”即亲近仁爱有德之

人ꎬ与俗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义ꎬ突出的是

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和感召效果ꎬ一直被历来文

人所重视ꎮ 案例则有著名的孟母择邻、割席断交

等ꎮ 可见ꎬ以修养身心为主题的«西游记»ꎬ对于

“亲仁”这一具体途径自然不会置之不理ꎬ而是一

再通过菩萨等神仙对悟空的搭救来强调仁爱君子

的榜样力量!
最后ꎬ关于金箍棒的最终归宿问题ꎬ至今似乎

只有杜贵晨先生从佛教的色空观念有过解释:
“猴王既已‘悟空’ꎬ‘心灭种种魔灭’ꎬ如意金箍棒

当然也就不再是一个必要ꎬ而只能归于无何有之

乡的‘空’了ꎮ” [２]当然ꎬ对金箍棒归宿的讨论只有

结合紧箍的结局描写才会更加深入ꎮ 当悟空蜕变

为斗战胜佛之时ꎬ内心已是一片澄澈通透、波澜不

惊ꎬ外在约束对他已无必要ꎬ因此紧箍“自然去

矣”而无需松箍咒儿[１３]７３－７９ꎻ此时任何诱惑对其已

毫无作用ꎬ而七情六欲也一并清空归零ꎬ那么作为

克制手段的心力或定力自然就不需要了ꎮ 所以

«西游记»未明确交代金箍棒的最终归宿ꎬ并非作

者创作构思的遗漏ꎬ实乃刻意为之ꎬ是在暗示此棒

与紧箍同样凭空消失了ꎬ而叙事的留白与金箍棒

的空无在此也达成了一种巧妙的统一ꎮ
概之ꎬ«西游记»对悟空手持金箍棒降妖失利、

金箍棒丢失及求援情节的反复书写ꎬ主要反映了人

们修行过程中意志力不足的普遍性问题ꎬ并借以提

醒和告诫我们修行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ꎬ应时刻

保持警惕之心不能有丝毫懈怠ꎻ而当外在诱惑和内

心欲望太过强大以致意志力减弱甚至消失之时ꎬ更
须通过亲近善人ꎬ以君子为友、以仁者为师来扭转

局面ꎮ 也就是说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力和仁者君子

的榜样感召力量合二为一ꎬ才是克制心魔的不二法

宝ꎮ 在此前提下ꎬ还要经过日复一日的长期磨砺ꎬ
即八十一难的象征所示ꎬ才能达到孔子直至“七十

而从心所欲ꎬ不逾矩”(«论语为政»)即“习惯成

自然”的至高境界ꎮ 此时意志力已无存在必要ꎬ金
箍棒遂自行消失ꎮ

综上ꎬ在古代心性哲学视域下ꎬ«西游记»作

者赋予金箍棒以人之心力的象征意义ꎬ且借紧箍

及紧箍儿咒的象征性书写ꎬ对心力向野性和定力

的演变作了本质区分ꎮ 尤其对于金箍棒作为定力

的意涵ꎬ作者不仅通过神珍铁的出处想象和重量

设定对其加以特别提示ꎬ更在金箍棒相关情节的

多方叙述中将定力在人们修行过程中的多种功

用做了全面呈现ꎮ 而关于悟空取经路上的降妖

失利甚至金箍棒丢失情节的反复书写ꎬ也同样

只有在金箍棒的定力寓意下才能得到合理的阐

释ꎮ 可见ꎬ在西游故事的传奇性和悟空形象的

趣味性方面ꎬ金箍棒作为一件独具特色的神兵

发挥了不言自明的积极作用ꎻ然而ꎬ若从其心力

寓意的象征角度出发ꎬ则会发现金箍棒对于全

面了解和深入把握«西游记»的叙事构思与意旨

表达同样意义重大ꎬ不容忽视ꎮ 以上不当之处ꎬ
敬请方家指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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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ｎｄꎻ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ｕｄｇｅｌꎻ 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
(责任编辑　 陇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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