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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新年伊始 ,本栏目理应揭开新的篇章。不曾发表过的《西游记》研究 ,或许就是其新意的表现之

一。 《西游记》名列明代长篇章回小说 “四大奇书”,本期发表的两篇力作 ,对其主旨有新的探究 ,对其作者的

研究有新的发现。

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先生《〈西游记〉“归一”论》认为 ,对这部小说“归一”内涵的研究 , 是认识此书主旨

的一大捷径。该文以详尽的证据进行了严谨的论证 ,全面补充和修订了作者以往的看法 , 表现了学术研究的

进展和良好的学术风范。

美国斯克德摩尔学院的胡令毅先生通过全面深入的文献考证 , 提出了《西游记》的原作者是唐顺之 , 而

校改者是其子唐鹤征这一新说。本期发表的是胡先生系列考证中的第一部分 ,论文博采文献 ,细致地剖析了

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陈元之原序 , 认为唐鹤征是《西游记》的校改者 ,实际上唐氏 、华阳洞天主人 、陈元之

是三位一体。胡先生的一系列推论对《西游记》作者 、主旨乃至成书过程的探讨 , 将会有所推进。

《西游记 》 “归一 ”论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西游记》于诸数理最重 “归一” ,而 “一”以贯之。其 “归一”之旨表现为两个层次 ,即 “三教归一”归于佛 ,

尤归于 “一藏之数”;“万法……归一”归于 “一心” 。其意在表明世人学佛 , “卷尽五千四十八”, 其要在归于 “一

心”。而 “一心”之境非他 ,乃石猴本为 “心猿(源)”而 “法名叫做孙悟空”是也。因此 , “悟空”才是全书 “归一”

之本旨 ,而诚如黄周星评曰:“《西游记》一成佛之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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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heoryof“BeConvertedtoOne” ofThePilgrimagetotheWest

DUGui-chen
(LiterarySchool, ShandongNormalUniversity, ShandongJinan250014, China)

Abstract:CountingfromThePilgrimagetotheWest“beconvertedtoone” appearsthemostand“one” runsthroughitwhichreflects
intwolevels, “Threereligionsconvertedintoone”, convertedtoBuddhaespeciallyto“thenumbersofBuddhistScriptures”;“All
lawstoone” , to“onemind”.ThemeaningofitistoshowthatallpeoplelearnBuddhismby“finishingreadingthousandsofvolumes”
anditsaimistoconvertto“onemind”.Therealmofitisnothingelse.SotheStoneMonkeyoriginallywas“mindape/source” and
itsBuddhistnameisSunwukong:comprehensionofemptinesswhichistherealaimof“convertedtoone” ofthisbookjustasHuang
Zhoupinremarked“ThePilgrimagetotheWestisthebooktoconvertinto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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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数之始 , 除用于计算之外 , 还是我国古

代哲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以至于百家异说 , 却并

尊 “一”为体道之数。如:《周易·系辞传下》:“天下

之动 , 贞夫一者也。”《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

惟危 , 道心惟微 , 惟精惟一 , 允执厥中。”《孟子·梁

襄王上》孟子答梁惠王曰:“(天下)定于一。”《春秋

繁露·天道》:“故常一而不灭 ,天之道。”《二程遗书

·伊川先生语一 》:“涵养吾一。” 《阳明传习录·

上》:“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道家尚 “无”, 但是也

以 “一”为道之体 , 宇宙之本原 , 修真之要妙。 《老

子》除有“一生二”云云之外 , 还说:“是以圣人抱一

为天下式。”而 《庄子 · 齐物论 》曰:“道通为一。

……凡物无成与毁 ,复通为一。”所以 , 《周易》有“太

极” ,唐人孔颖达混同儒 、道 ,疏曰:“太极 , 谓天地未

分之前 ,元气混而为一 ,即是太初 , 太一也。故老子

云`道生一 ' , 即此太极也。”《大般涅槃经》云:“菩

萨了知一切生皆归一道。一道者谓大乘也。”又 ,

《六祖坛经· 般若品第二》云:“一切即一 , 一即一

切。去来自由 , 心体无滞 , 即是般若。”总之 , 仅以

儒、释、道三家而论 , 虽宗旨有异 , 但是无不以 “一”



为体道之数 ,而皆如《论语·里仁》载孔子所说:“吾

道一以贯之。”从而这个能作为各家之 “道”的共名

的 “一” ,在《西游记》这一糅合诸家之学 “倚数”以

为小说的古典文学名著中 [ 1]最方便用为全书中心思

想的代码。 《西游记》作者颇明此理 , 撰作中甚重此

道 ,结果形成《西游记》主旨 ,或被称为“证道”, 或被

指为“谈禅” ,或被释为 “收放心”等等 ,虽持论不一 ,

但就其解释的具体对象而言 ,都可以归结到书中所

谓 “归一”的 “一”。因此 , 对《西游记》“归一”内涵

的研究是认识此书主旨的一大捷径。

《西游记》第一回回目曰 “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

修持大道生” [ 2] ① ,开宗明义 ,点出此书主旨只在“心性

修持”以“生”,即明悟“大道”。这里“大道”即“一”,

“心性修持”以明悟“大道”的过程就是“归一”。这表

现在《西游记》中的 “归一”是对修行者基本的要求 ,

书中曾多次加以强调 ,如:第十七回:“去去还无住 ,如

如自有殊。总来归一法 ,只是隔邪躯。”第四十七回:

“行者……对君臣僧俗人说道:̀……今日灭了妖邪 ,

方知是禅门有道 ,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

教归一 ,也敬僧 ,也敬道 ,也养育人才 ,我保你江山永

固。' ”第四十九回回中诗:“禅法参修归一体 , 还丹炮

炼伏三家。”第八十四回回中诗说:“法王灭法法无穷 ,

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 , 三乘妙相本来

同。”第九十回回目说:“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

九灵。”第九十八回回中诗说:“六尘不染能归一 ,万劫

安然自在行。”诸如此类等等 , 都以 “归一”为万全之

道 ,而主要强调的是两个层次 ,即 “三教归一”与“万

法……归一”。对于这个问题 ,虽然笔者在过去的论

著中已多少有所涉及 [ 3] ,但语焉未详 , 仍有必要作一

专门的讨论。因此 ,虽然以下论述的某些内容难免有

与旧作重复之嫌 ,但笔者认为对这一题目的讨论 , 在

总体上仍是新的。

一 、“三教归一 ”归于佛

《西游记》“三教归一”的 “一”实指佛教 , 其具

体象征为 “一藏之经”, 而最后的指向是 “一藏之

数”。

读者周知 , 《西游记》写孙悟空的师傅乌巢禅师

授学 , 是 “说一会道 , 讲一会禅 , 三家配合本如然”

(第二回)。其所谓“三家”即儒、释、道三教;其他具

体描写也仙 、佛并尊 , 其共同成全唐僧奉诏取经以祈

保大唐 “江山永固”的实际是儒家治世的事业。

如此看来 ,作者似乎于儒、释、道一视同仁 ,不分

高下了。其实不然。我们看书中没有出现儒家的圣

人 , 但它写以儒教立国的唐王朝 , 却在那 “贪淫乐

祸 ,多杀多争 , 正所谓口舌凶场 , 是非恶海”的南瞻

部洲 , 必须得唐僧取了真经回去 “劝化”;而以玉帝

为代表的道教神仙集团 ,虽然高居天宫中 ,却养尊处

优 , 大都庸碌无能 , 以致孙悟空 “大闹天宫”,最终还

要靠观音菩萨乃至如来亲自出面维持;“西天取经”

取的是佛经 , “五圣成真”除唐僧之外都是 “弃道归

佛”;又书中所写几乎没有一个能干的儒者 ,做坏事

的大都是道士 , 不过除了观音院的 3个和尚(第十

六回)之外 ,佛门弟子却几乎都是好的。注意到这

些 , 就可以知道作者虽曰 “三教合一”, 却不是轮流

坐桩 ,而是于三教中更推崇佛为第一高门。

对此 , 书中不少描写有象征或可推论而出的意

义。如:第九十八回有一段写取经人将近西天佛祖

所居的灵山 ,而先到了玉真观下 , 有玉真观金顶大仙

迎候接引;大仙指引唐僧等前去灵山的 “本路”———

“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 , 就自观宇中堂穿出后门便

是”。毫无疑问 ,这里玉真观 、金顶大仙是道教的象

征 , 其在灵山脚下与仅为接引的地位 ,就标志了虽然

入道与成佛都在同一条路即成佛的 “本路”之上 , 但

“道”近而 “佛”远 , “道”在下而 “佛”在上 , “道”为卑

而“佛”为尊。又同回写传经之后 , 如来对唐僧说

“此经……虽为我门之龟鉴 , 实乃三教之源流”云

云 , 就直以 “我门之龟鉴”凌驾于儒 、道两家之上。

所以 ,通观全书 ,给人的感觉和印象不能不是儒、道

虽各有妙用乃至神通 , 但是都不如佛教上可以 “安

天” ,中可以济世 , 下可以度鬼怪妖魔 , 为无量大法。

所以 , 《西游记》说“三教配合”只是门面话 ,它真正要

凸显的是儒不如道 ,道不如释 , 因而 “三教归一”只能

是归于佛教的“不二门”(第一百回)。

由此可以顺便说到 , 至少是从作者的用心看 ,

《西游记》不独与“农民起义”风马牛不相及 , 即使其

中颇多阴阳五行、姹女婴儿 、金丹烧炼的描写与说

教 , 诚然是关乎道教的内容 , 但它的主题决非道教

“金丹大旨”, 而是表面上的佛、道并尊 ,以佛济儒 ,

而实质上是以道济佛 , 以儒衬佛 , “归一”于对佛法

的推崇与弘扬 , 即第七回中有诗所谓 “万相归真从

一理 ,如来同契住双林”。

但长期以来 ,有学者以为《西游记》有讽刺佛教

的倾向 ,其实是出于对几处描写的误读。一是书中

写唐僧常常“敌我不分” ,看来好像是对佛教徒之迂

腐的有意讽刺 , 其实不然。取经途中的唐僧尚在

“心性修持”的学佛过程中 , 未达明心见性的境界 ,

有这种世人以为迂腐等等的表现 , 正是其需要大力

修持以见性成佛的证明。这是唐僧学佛未至的局

限 , 而决非佛教的缺陷 , 是对学佛未至者心性愚迷的

讽刺 ,决非对佛教本身的讽刺。二是有学者常常提

到《西游记》中孙悟空多有“谤佛”的话头 , 如说观音

“活该一世无夫”、“如来哄了我”、“还是妖精的外

甥”之类 , 以为这就是此书并不敬信佛教乃至 “造反

派脾气”的根据 , 这也是一个误会。那其实只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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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急切中真性情的流露 , 只比他和八戒常在背后称

唐僧为 “那老和尚”略甚 , 不仅不是真正的毁谤 , 而

且有些恃宠撒娇的嫌疑。此等写法与第九十八回为

西天作接引的玉真观金顶大仙对唐僧所说 “我被观

音菩萨哄了”为同一机杼 , 可相参观。三是西天传

经要“人事”的描写 , 也常常被视为讽佛的表现 , 其

实是禅机公案 ,完全不必当真 [ 3] 。总之 , 读小说亦如

读诗 , 绝妙处当但睹性灵 , 不见文字。在这样的地

方 ,读者若想有真正的理解 , 正需要有一点 “妙悟”

的功夫 ,打破 “文字障”而直视作者用心。

《西游记》“三教归一”归于佛的具体象征物为

“有字真经” , “五千零四十八卷”。按《西游记》所

写 ,西天取经在取经人是为了成正果 , 但是 , 西天取

经是为了大唐 ,更是为了实现佛祖传经东土的宏愿。

所以 , “五圣成真”在唐僧等固然是修行目的 , 却是

“西游”的“副产品”。就 “西游”而言 , 把如来所传

“有字真经”取回到东土 , 交付唐王 , 才是终局。所

以 ,对世俗读者而言 , “五千零四十八卷”是《西游

记》“三教归一”归于佛教的最后象征。 《西游记》不

结束于 “五众”到达西天 , 而结束于交付唐王 “五千

零四十八卷”以后 , 此虽然是文学常识就可以理解

的事实 ,但从全书情节发展来看 , 却正有以此 “五千

零四十八卷”为坐实“三教归一”归于佛之主旨的重

大作用 ,故称其为 “点睛之笔”,决不为过。

但是 , 《西游记》“三教归一”归于佛的主旨 ,却

没有停留在 “五千零四十八卷”, 而是进一步归结到

这 “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数盖合一藏也”。 “此数”

即 “五千零四十八”, 书中甚重此数 , 如写 “八戒笑

道:̀我的钯也没多重 , 只有一藏之数 , 连柄五千零

四十八斤。' 三王子问沙僧道:̀师父宝杖多重?' 沙

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 ”(第八十八回)又

写观音菩萨为唐僧等计算途程说:“共计得一十四

年 ,乃五千零四十日 , 还少八日 , 不合藏数。”(第九

十八回)又都重在强调其合于 “一藏之数”。书中描

写凡说及取得经卷 , 都特别提点其为 “一藏之数”。

如写传经时 “传了五千零四十八卷 , 乃一藏之数” ,

之后如来催促唐僧等东归 , 也说是 “以完一藏之

数”,唐僧东归后报告太宗说 “宝阁传经 , 始被二尊

者索人事未遂 , 故传无字之经 , 后复拜告如来 , 始得

授一藏之数”,等等 , 都直接把 “五千零四十八卷”称

为“一藏之数”,给予特别突出和强调。这里“数”即

“道”,其言 “数”不言 “卷”即弃 “象”言 “数”的用心 ,

就是表明《西游记》于 “西天取经”,比较经卷本身 , 更

重其真义 ,即佛家宗旨的“空”,也就是书中所称孙悟

空所 “解得是无言语文字 , 乃是真解”(第九十三回)

的境界 [ 4] 。但更具体说来 ,则应该是书中写唐僧等弃

而不取的“无字真经”。仅是因了为俗众说法 ,作者不

得不写唐僧终于取回了“有字真经”, 即如佛祖所说:

“白本者 ,乃无字真经 , 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

生 ,愚迷不悟 ,只可以此传之耳。”(第九十八回)

二 、“万法……归一”归于 “一心 ”

《西游记》于诸教中除从总体上以 “三教归一”

归于佛独尊佛教之外 ,还在包括佛教各门派在内 ,于

三教九流中强调“万法……归一”归于 “一心”,以弘

扬佛法“悟空”之旨。

我国古代三教的最大融通之处在于并重心性。

这表现在 “一心”很早就成为儒、释 、道修学的最高

境界 ,如:《四书·大学》:“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一人之心

即天地之心。”《朱子语类》卷九《学三· 论知行》:

“心包万理 ,万理具于一心。”《庄子·人间世》:“唯

道集虚 ,虚者 , 心斋也。”《云笈七签》卷五六《诸家气

法部一》:“夫至人含怀道德 , 冲泊情性 , 抱一守

虚……比于赤子。赤子之心 , 与至人同心。”《五灯

会元》卷二 《保唐无住禅师》:“唯有一心 , 故名真

如。”同书卷十四《大洪报恩禅师》:“故西天诸大论

师 , 皆以心外有法为外道 ,万法唯心为正宗……三教

一心 ,同途异辙。”为学就是修心体道。这同样是三

教公认的道理 ,如《二程遗书》卷第一上《二先生语

一》:“持国曰:̀道家有三住 , 心住则气住 , 气住则神

住 , 此所谓存三守一。' 伯淳先生曰:̀此三者 , 人终

食之倾未有不离者 , 其要在收放心。' ” 《二程遗书》

卷第一上《二先生语一》:“圣贤千言万语 , 只是欲人

将已放之心 ,约之使反 ,复入人身来……”邵雍《皇极

经世书》卷十三《观物外篇上》说:“先天学 , 心法也 ,

……先天之学 ,心也。” 同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又

说:“心为太极 ,又曰道为太极。”又说:“心一而不分 ,

则能应万变 ,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人心当如止

水则定 ,定则静 ,静则明。”如此等等 ,虽具体处总不免

有异 ,但最重“心法”一点 ,诸家实无根本不同。

《西游记》正是承我国古代三教并重心性的传

统 , 把“万法……归一”归为“一心”。这是此书开篇

就著明的 ,其第一回称 “心性修持大道生”, 明是写

悟空学道 ,暗亦点明此书 “究天人之际”的根本就是

“心性修持”,即 “涵养吾一”的 “心法”或曰 “心学”;

第十七回甚至借菩萨之口说:“悟空、菩萨、妖精 , 总

是一念;若论本来 , 皆属无有。”悟空听了这话 , “心

下顿悟”。可知《西游记》写菩萨之教也就是它的宗

旨 , 不过是使人 “心下顿悟”禅学南宗的 “本来无一

物” [ 5]而已。书中有关显示不胜枚举 ,而以孙悟空形

象的塑造最切此义。

《西游记》几乎就是一篇 “悟空传”,而写悟空有

便即点“心”字 ,称“心猿”。如写其前身为仙石 , “上

有九窍八孔 ,按九宫八卦”下 , 李贽评曰:“此说心之

始也 ,勿认说猴。”黄周星评曰:“不过只是说心耳

……”又写 “一日迸裂 , 产一石卵 , 似圆球样大”下 ,

黄周星评曰:“此是心之形状。”又写石卵 “因见风 ,

化作一个石猴”下 , 黄周星评曰:“心字出现。”当是

以猴子垂腕勾肘 ,合于“心”字形象 而后来不仅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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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学道之“灵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仍是“心”字之

象 ,而且全书凡涉及情节意义处都称孙悟空为 “心

猿”,摘录有关语句列表如下(见表 1):

表 1　《西游记 》称孙悟空为 “心猿 ”统计

序号 回目 摘　　句

1 七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2 十四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3 十九 金性刚强能克木 ,心猿降得木龙归。

4 意马胸头休放荡 ,心猿乖劣莫教嚎。

5 二十八 却说唐僧听信狡性 ,纵放心猿 ,攀鞍上马。

6 三十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7 意马心猿都失散 ,金公木母尽凋零。

8 三十一 金顺木驯成正果 ,心猿木母合丹元。

9 三十四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10 三十五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11 三十六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12 四十 正是:未炼婴儿邪火胜 ,心猿木母共扶持。

13 四十一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14 四十六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15 五十一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16 五十四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17 五十六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18 五十七 五行生克情无顺 ,只待心猿复进关。

19 六十一
自到西方无对头 ,牛王本是心猿变。 今番正好会

源流 ,断要相持借宝扇。

20
道高一尺魔千丈 ,奇巧心猿用力降。 若得火山无

烈焰 ,必须宝扇有清凉。

21 六十三 木母遭逢水怪擒 ,心猿不舍苦相寻。

22 六十五
驯猴秉教作心猿 ,泼怪欺天弄假象。 嗔嗔恨恨各

无情 ,恶恶凶凶都有样。

23 七十五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24 八十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25 八十一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26 八十二 正是:心猿里应降邪怪 ,土木司门接圣僧。

27 八十三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28 一个是天生猴属心猿体 ,一个是地产精灵姹女骸。

29 八十五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30 八十八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31 九十九 贬退心猿二十难

32 心猿遭害三十难

33 再贬心猿四十五难

以上“心猿”之称在《西游记》百回前后大致均

匀分布有 27回书中出现 33次 , 除第二十八回之例

出现于正文叙述之中 , 其他各例均出现于回目(第

九十九回的 3例视同回目)与诗词之中。清刘一明

《西游原旨读法》云:“《西游》每回妙义 ,全在提纲二

句上。提纲要紧字眼 ,不过一二字。”以 “心猿”二字

在全书回目等处出现之频繁 ,可见 “心猿”正是关乎

全书 “妙义”的 “提纲要紧字眼”。这在第七回有诗

说“猿猴道体配人心 ,心即猿猴意思深”,已自点明。

其意即以 “悟空”为 “心猿”修真的最高目标 , 也就是

经万千磨炼 , 使石猴能悟心即是空、空即是心的道

理。但是 , “空”不可见而可见于 “一”, 所以 “悟空”

的过程为悟“一”,使心能“定”、能 “正”、能 “一”, 然

后能 “空”。换言之 , 即经由 “归一”而 “悟空”。这

在书中也还有更多具体的象征 ,如:写花果山为“百

川汇处擎天柱 , 万劫无移大地根”, “擎天柱”即是

“一”之造型 ,寓有 “一”即“灵根”之意;又孙悟空使

“如意金箍棒”的创意 ,可能起于佛教禅宗 “棒喝”的

传统 , 《水浒传》写宋太祖也是说 “一条杆棒等身齐 ,

打四百军州都姓赵”,不必深论 ,而也能肯定是 “一”

之造型 ,又说它本是 “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 就

进一步寓有“一”即 “定”之意。正是靠了这根棒 , 悟

空才得为 “斗战胜佛”;而第九十八回写过凌云渡走

的“独木桥”也显然是 “一”字的造型 , 寓有经由

“一”然后才能 “空”之意。悟空 “顿悟”早 ,能 “一”,

所以能过 “独木桥”,唐僧等未至于 “归一”, 所以仍

要乘 “无底船” ,不能从“独木桥”过去。

但是 ,全书更多点染的是 “一心”之修持。如第

四回写玉帝无奈封悟空为齐天大圣 , 有官无禄 , “且

养在天壤间 ,收他的邪心”, 句下有黄周星评曰:“收

邪心是一部书中大主意 , 于此轻轻逗出。”而天宫为

悟空 “起一座齐天大圣府 ,府内设两个司:一名安静

司 , 一名宁神司”,自然也是为“收邪心”的。直到第

七回被如来压于五行山下 , 题曰 “定心猿”, 第八回

500年后观音菩萨经五行山下看望悟空 , 悟空表示

“知悔……情愿修行”, 做取经人的徒弟 , 书中遂称

“那大圣明心见性归佛教”。第十四回写菩萨送唐

僧紧箍 ,使收伏悟空 , 并传授 “紧箍儿咒”, 又称 “定

心真言”, 黄周星评曰:“明明说出一篇宗旨。”第十

七回菩萨用金箍擒了黑熊怪 , “那黑熊才一片野心

今日定 ,无比顽性此时空。”第二十回有偈语云:“法

本从心生 ,还是从心灭。生灭尽由心 , 请君自辨别。

既然皆己心 ,何用别人说。”第二十四回悟空道:“只

要你见性志诚 ,念念回首处 , 即是灵山。”第八十五

回唐僧道:“千典万典 , 也只是修心。”又乌巢禅师的

《颂子》说:“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汝心头。人

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可见《西游记》写

取经而意实不在经之本身 , 全部大书只是关于修心

的寓言。故清人陈士斌评点 《西游记》自号 “悟一

子” ,尤侗则称陈士斌评点之《西游记真诠》为 “悟一

之书”(《西游真诠序》), 就都是看到了《西游记》中

“一”即道 、道即 “一”, “万法……归一”归于 “一

心” ,然后才至于“万法皆空”的道理。

(下转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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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强科研与宣传工作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服务外包产业发

展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 ,及时掌握国际服务外包

产业发展趋势及欧美日等主要业务发包国的市场动

向。要研究国内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展情况 , 及时

总结可借鉴的经验 , 为我市把握和促进服务外包产

业快速 、健康发展提供重要资讯。加强对服务外包

产业的宣传力度 ,组织媒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宣传昆

明市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意义、有关政策 、产业

导向和产业进展情况 , 宣传报道取得显著成绩的服

务外包企业 ,在全市营造有利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的良好宣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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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　论

此外 , “八十一难”的描写也集中体现全书 “一”

以贯之的数理。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 三

三行满道归根”, 写唐僧等取经回程 ,于通天河淬水

湿经 , 为八十一难最后一难 , 所以回目说 “数完” 、

“行满”, 而所谓 “灭尽”其实即俗说 “九九归一”。

“一”为数之始 , “归根”亦即 “归一” ,也就是回到第

一回所谓之 “灵根”、“元”或 “源”。本回所谓还归

遇鼋者 ,即还 “元”归本的“归一”之意。而通天河之

难 ,明为显示取经之难原有定数 ,缺 “一”不可 , 暗中

也象征取经已过八十难 , 终还需得 “一”而成的数

理。这个“一”, 既是 “八十一”之 “一”, 更是 “九九

归一”、 “逢九进一”之 “一”, 即 “元”。 “归根”之

“根”与还“鼋(谐 “元”)”之 “元”, 分别即开篇第一

回 “灵根”之 “根”、“源流”之 “源” ,与结末 “反本还

元”(第九十八回)之 “元”。这样全书前后照应 ,实

现了“一”以贯之的宗旨。作者于此安排极为周密:

取经来回十万八千里 , 刚好等于悟空一个筋斗的路

程 ,其数又是开篇 “会元功”之“每会该一万八百岁”

之数的 10倍;而通天河为唐僧等取经回程第 1站 ,

黄周星评曰:“或曰:金刚之欲完一难 , 何以必于通

天河? 盖适当五万四千里之半途也。”也就是说 ,以

全部取经程途论 , 通天河是 “五万四千之半途”, 以

取经人东归论 , 通天河是回程即 “归根”、 “还鼋

(元)”之始。也正是为此 ,作者于取经归途之始多

一波折 ,点明全书“归一”之旨。另外 , 按五行之说 ,

黄周星评曰:“通天河何以遇老鼋? 还元之也。还

元何以堕水? 水者 , 天一所生 ,地六所成 , 为天地最

初之数。三藏抛江 , 回东堕水 ,盖八十一难 ,与贼相

终始 ,亦与水相终始也。不堕水 , 安能完难? 不完难

安能还元? 不还元 , 安能正果!”也就是说 , 这个以

水贼始以水贼终的安排 ,也体现 “一”以贯之的中心

思想线索。

综上所述论 , 《西游记》“归一”之旨表现为两个

层次 ,即 “三教归一”归于佛 , 尤归于 “一藏之数”;

“万法……归一”归于 “一心”。其意在表明世人学

佛 , “卷尽五千四十八”, 其要在归于 “一心”。而“一

心”之境非他 , 乃石猴本为 “心猿(源)”而 “法名叫

做孙悟空”是也。因此 , “悟空”才是全书 “归一”之

本旨 ,而诚如黄周星评曰:“《西游记》一成佛之书

也。”(第九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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