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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算得上是《西游记》中的头号英雄，那猪八戒就称得上是《西游记》里的
笑星，他的出场赢得的笑声似乎多于其他几个取经的伙伴。在《西游记》的成书史
上，猪八戒却是一个迟到的弟子。在根据玄奘远行印度取经的事迹创作的《大唐三
藏取经诗话》和《大唐三藏取经记》当中，猪八戒都还没有登场，相反，孙悟空和
沙悟净的前身猴行者和深沙神却早已在西行路上。朝鲜刊行的《朴通事谚解》引用
元刊本里，才出现“黑猪精朱八戒”。那时候还是“朱八戒”而不是“猪八戒”。
今天我们读《西游记》，如果里边抽掉了好吃懒做而又是西行路上少不了的猪八戒
这个人物，那一定就少了很多趣味。 

写《西游记》的成书史和接受史，自然先要抓住孙悟空，但是不说猪八戒则像是
八字还少一撇。从日本江户时代起，《西游记》就是一部很受欢迎的书。今天的日
本从专家到普通读者，是从怎样的眼光注视这样一个形象的呢？武田雅哉关于猪八
戒专门写了一本《猪八戒大冒险》（三省堂），广告词说“猪八戒今天还在走，在
中国文明中撑船划桨”，说在这个人物身上“隐藏着中华二千年的机密”。书里从
猪八戒形象的形成（八戒的履历书）到现代有关戏剧漫画，全都涉及到了。这里恕
不赘述，再拣几部著述略述大要。 

孙悟空猪八戒首先就被看成是世界的。入谷仙介在所著《西游记的神话学——孙
悟空之谜》（中公新书）里，谈到孙悟空和猪八戒，说他们在神话的意义上都是
“恶作剧精灵”，他还说《三国志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李逵
等也带着“恶作剧精灵”的性质，在这些“恶作剧精灵”的身上，有原始神话或者
其他“恶作剧精灵”故事中先例不多的特征。原始神话中的“恶作剧精灵”通常是
一只狼，不听从任何人的指令，而孙悟空等则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头领，都处在一
个头领统制的集体之中，虽时有反抗，却是始终忠诚于首领，为他效劳，这或许是
中国“恶作剧精灵”的特殊类型。所谓“恶作剧精灵”或称“文化英雄”，是北美
印地安人等世界各地神话或民间传说中登场的超自然形象，他们狡黠而善变，兼有
创造与破坏、机智与愚蠢的两重性，他们既是冲破道德的羁绊，打乱社会秩序的捣
乱鬼，同时又是打破沉寂激活文化的机灵鬼。入谷说《西游记》写的正是为给大闹
天宫造成的宇宙混乱秩序拨乱反正，经过无数次的“死亡与再生”而完成西天取经
大业的故事。所谓“恶作剧精灵”，就是干尽傻事，耍尽把戏，在欺骗与被欺骗之
间，使得宇宙的伤痛得到平复，和平得到恢复，人类得到救济。世界充满了荒谬，
为了治愈世界的伤痛就必须搅翻世界大闹一场。《西游记》就是宇宙性的闹剧，而
孙悟空和猪八戒正是在这场闹剧中闹腾的滑稽角色。 

孙悟空猪八戒当然更被看成是中国的。《西游记》里本来就有用五行思想来解说
人物关系的内容，所谓“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之类就是。早也有悟
一子对孙悟空、猪八戒和沙悟净的五行相配做了复杂的解说。日本学者感到他的说
法还欠周全，西孝二郎专门写了一本《西游记的结构》（新风舍，1997）力图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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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更有中野美代子的《西游记的秘密——道与炼丹术的象征主义》（福武文
库），《孙悟空的诞生——猴子的民间故事学和西游记》、《西游记——探访恶作
剧世界》等将其五行搭配的变化细细说来。中野美代子不仅是《西游记》全译本的
完成者，而且把《西游记》当作自己的“悦乐之园”，写过好几本研究《西游记》
的书。《孙悟空是猴子吗？》（日本文艺社）、《三藏法师》（中公文库）等等，
好像《西游记》里有说不尽的话题。在她看来，在《西游记》那些看似荒唐无稽的
说法里面，正充满着人们解释宇宙的强烈愿望。由于是长期从事《西游记》的翻
译，书读得细，所以对孙悟空猪八戒就观察得格外细。比如她在《到天竺有多远》
（青土社，2000）说，猪八戒是歇后语的专家，懂得很多歇后语，同时也常出现在
歇后语中。她虽然是从道家、炼丹术、五行思想这些中国固有文化来解读孙悟空猪
八戒，但她的研究方法，却深受李约瑟、高佩罗等人的启发。中华书局已经出了她
的《西游记的秘密》等的中文本，读过就不难知道，《西游记》解释宇宙的想像
力，是怎样使她解释《西游记》的想像力发酵成熟的。 

孙悟空猪八戒还被看成是内心的。一个日本中学生就把猪八戒看成玄奘法师人性
的一个方面。日本每年都要举办青少年读后感比赛，这项比赛的口号是“读以扩展
世界，写以创造世界”。最近的第48届比赛当中，中学部门中获得内阁总理大臣奖
的，是东京都大田区立大森第三中学初三学生松本道生，题目是《西游记再考》。 

松本的文章说，他自小爱读《西游记》，说《西游记》有趣就在于有和玄奘三藏
一起去取经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悟净绝妙的组合。自尊心强、自己好就行而又自
我中心主义的猴子，虽是好人却又爱女人、好色贪嘴堪称俗人代表的猪，还有见钱
眼开的水怪。他们三个可以说就是“我”、“俗”和“不净”，即使得这部作品荒
唐无稽，又让它极其快活而充满魅力。在三藏从大唐往天竺的漫长的丝路苦难旅程
当中，他们时而让三藏陷入窘境，同时也成为救助他的力量。写到这里，松本笔锋
一转，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他说：“我这回重读这本书，忽然想到，这三者不也就是玄奘三藏本人吗？他虽
然是高僧，但也是人。他为了取经而长途跋涉。当然他是在与自我搏斗和与烦恼的
纠葛中完成巡礼壮举的吧。也就是说，悟空那心有所求而激烈的‘我’也好，甚至
连把那‘我’不能舍弃干净而与佛祖较量的愚蠢，都属于玄奘本人。当然，八戒那
为女人、美酒、佳肴所诱的‘俗’，也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本性。而且他知道唐都的
玄宗答应在此大业之后要给他很大的荣誉吧。悟净私利欲也不会一点没有吧。俗人
玄奘，在往天竺的行脚中，生存的艰难和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怀抱的热忱，正是这部
作品的原点吧。当我发现那三个妖怪和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感到
恍然大悟，明白这部作品为什么这么有意思了。”因此，他说《西游记》写了一个
高僧的天竺之旅行，也在讲述一个人的一生。 

不管是入谷仙介，还是西孝二郎，中野美代子，他们对孙悟空猪八戒的解读，虽
然有继承传统汉学文献学研究的地方，但是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现代
性的立场上去理解文本。至于初中生松本道生读的《西游记》，是君岛久子为儿童
编写、濑川康男插图的摘译本，他的读后感在专家眼里似乎跟“中国学”无关，然
而，或许美国的初中生或者欧洲初中生，都不会这样来理解孙悟空猪八戒。他把玄
藏取经后在河中洗浴场面，理解为舍身求往净土，说人的自我、与自己发生的漫长
的纠葛，是在越过死亡的界限时，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心立命。一个十五六岁的
少年，这样来谈论佛教，谈论人性，谈论死亡，虽然不能说他有多么广泛的代表
性，但产生这种感想的宗教思想土壤，不也可见一斑吗？这不也可以说明，日本中
国学，就产生在这样一种与中国有着特殊文化因缘的文化之中吗？ 

像中国与日本这样具有千年以上文学交流历史的国家，在世界上纯属罕见，因而
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今天的国外汉学研究中，日本中
国学无疑占有独特的地位，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投以热眼是极其自然的。然而，
从明治时代以来的“支那学”、“东洋学”，再到今天的中国学，都是日本近代学
术的产物，思想庞杂，内容多歧，方法各异。就是同一学者，在其生涯中，学术思
想和研究方法也自有变化。一般来说，中国学者对继承乾嘉考据学派学风的著述更
为关注，而对那些西方学术影响痕迹较鲜明或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成果则不太熟
悉。显然，对于国外汉学或者中国学，仅仅当作借鉴对象是远远不够的。 

 
（《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9日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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