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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骷髅意象本身在文学作品中就具有超越生死和劝诫世人的意义。在《红楼梦》和《西游记》中更是通

过迷惑人心、真假难辨的特性体现出了其劝诫世人的教化作用。不同的是《红楼梦》中道士利用风月

宝鉴所传达出的戒色意义更多的是一种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欲之色，而《西游记》中白骨夫人所传达出

的戒色意义则更偏向于摒弃人性贪欲、色迷人眼，认识到人生无常、瞬息万变的真谛，传达出了更为

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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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keleton image itself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and admonishing the 
world in literary work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A Journey to the West”, its enlighten-
ing effect on the world is reflected through its confusing and difficult-to-distinguish true from fal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Taoist’s use of the Wind 
and Moon Treasure Mirror conveys more of a sexual desir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hile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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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to the West”, the White Bone Lady conveys more of a sexual desire that abandons human 
greed and captivates the eyes, recogniz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s impermanence and ev-
er-changing nature. It conveys a richer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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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骷髅”指人死之后的骨骼，骷髅用处繁多，如古人用先人骨骼制作骨器，除做一般器皿，还可追

思先人。此前，已有相关学者注意到《红楼梦》与《西游记》中的骷髅意象，如罗雁泽在《骷髅符号与

全真话语：<红楼梦>风月宝鉴新释》中将骷髅这一意象作为一个文学符号，进行了此符号在道教中表现

出的戒色思想研究；此外，宋珂君在其《<西游记>“白骨精”考辨》中亦将白骨精与佛教的“白骨观”

的修法和理念进行联系分析。以上两者虽以不同的宗教为切入视角，却均将“骷髅”这一意象放在宗教

视域下展开研究，均涉及到“色”这一宗教概念。诚然，“骷髅”意象与宗教密不可分，而叙述者运用

这一意象叙事时却各有特色。 

2. “骷髅”意象 

“骷髅”一般指人死之后留下的头骨。因为骷髅的特殊性，所以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文化

意义，首先代表着死亡，除了世人惧怕死亡这一常见的意义之外，还有追思先人、将头骨制造成器皿等

作用。在文学作品中，骷髅经常作为某种带有特殊意义的文学符号出现。 

2.1. 超越生死 

世人皆乐生恶死，面对死亡总是带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先秦儒家创始人孔子回答季路“问死”时，

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选择逃避回答这个不确定的问题。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面对死亡时，却

有不同于常人的豁达。在《庄子·至乐》篇中，庄子途中遇髑髅，为之怜悯哀叹，骷髅显梦： 

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

面王乐，不能过也[1]。 

通过骷髅说明这世间没有任何人可以躲避死亡这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且死亡之后的世界并非活人

所恐惧的那般，死亡是获得真正的自由的一种方式。肉身也不过就是尘世中的负累而已，因为没有了肉

身的限制，所以也就没有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羁绊，这显然已经超脱了“有待”这种境界，实现了真正

的自由，庄子主要在这则寓言中用骷髅进行内心辩白，用来表达超越生死，实现逍遥游的工具。 
因为道家的影响，后世也出现了许多表达乐死的超脱观念，如张衡的《骷髅赋》： 

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飞风曜景，秉尺持刀。巢、许所

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与道逍遥[2]。 

显然是表达超脱现实的名利之争，实现灵魂自由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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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劝诫世人 

骷髅的形象对于人类来说代表着死亡，而死亡之后的世界是未知的，未知的东西往往会让人产生无

所适从的恐惧感。所以骷髅往往通过让人产生巨大的恐惧感来引起人类的思考。骷髅作为肉身的内核，

通常也会被用来警示世人远离声色犬马，以起到规训教化的功用。如谭处端《骷髅歌》： 

骷髅颜貌丑，只为生前恋花酒。巧笑轻肥取意欢，血肉肌肤渐衰朽。渐衰朽，尚贪求，贪财漏罐不成收。爱欲

无涯身有限，至令今日作骷髅。作骷髅，尔听取，七宝人身非易做。须明性命似悬丝，等闲莫逐人情去。故将模样

画呈伊，看伊今日悟不悟[3]。 

以骷髅之衰朽警示人们去除贪欲，远离名利声色。骷髅的特点即是脱离肉身剩下的空壳，这样的中

空结构正如佛教的空幻观。空，意为空无、空虚，即任何事物都虚幻不实，自然万物包括人的生老病死

都只是暂时的因缘和合，最终归于寂灭。所有世人不过是带肉的骷髅，人们迷恋的美色情爱、富贵荣华

也都如过眼云烟。以骷髅警戒世人远离名利声色也在黄庭坚的《骷髅赞》中出现： 

黄沙枯髑髅，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当时恨不见。业风相鼓转，巧色美倩盼。无师无眼禅，看便成一片[4]。 

表达出世事变幻无常，红颜与骷髅的转换只在一瞬，世事轮转，是非成败转头空，变化才是真正的

永恒。这首诗用红颜和枯骨的强烈对比劝导世人不可执着于表象，沉迷于情欲。在《红楼梦》和《西游

记》中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劝诫功能，道士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中的骷髅与王熙凤；美女、鹤发老妪、老

翁与白骨夫人同样构成强烈的对比，这两组对比同样具有很强的醒世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红楼

梦》与《西游记》之间的骷髅表现方式和传达出的具体内涵又不尽相同。 

3. 两者的共同性 

骷髅与肉身共同构成人类完整的身体，骷髅意象逐渐与美丽妖娆的容颜联系起来演化为“粉骷髅”

意象。在《红楼梦》和《西游记》中最为典型的“粉骷髅”即是风月宝鉴中的骷髅和尸魔白骨精这两个

角色。这两个角色之间有着极高的相似性。 

3.1. 皆有迷惑人心的特性 

无论是在《红楼梦》还是《西游记》里的粉骷髅，均具有魅惑人心的特点。在《红楼梦》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贾瑞色迷心窍对王熙凤欲行不轨，在王熙凤的一番捉弄

之下，大病一场，奄奄一息。道士送来镜子风月宝鉴，这面镜子分为正反面，正面是内心欲望的投射，

反面是骷髅。道士告诫贾瑞万万不可以照正面。但是贾瑞无视道士的劝阻，照了风月宝鉴的正面，此时

在风月宝鉴中出现的是面容姣好的王熙凤，这对于贾瑞来说具有极其强大的诱惑力，王熙凤本身婀娜多

姿、外形美丽，正是贾瑞所思所想之人，而风月宝鉴的正面又可以放大人内心的欲望，所以在进入镜子

之后，贾瑞： 

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嗳哟了一声，一睁眼，镜

子从手里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5], p. 166)。在正反面之间反复了几次之后，贾瑞暴毙而亡。而后烧风月

宝鉴的时候，镜子哭道： 

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乱真，何苦来烧我([5], p. 166)？ 

这说明镜中正面的王熙凤是假，反面的骷髅是真，即是说美色也就是骷髅即死亡的另一面，不过像

贾瑞这样的纵欲之徒不能明辨是非，看不见事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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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中，白骨夫人幻化成妙龄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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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放海棠笼晓月，才开芍药弄春晴([6], p. 329)。 

姣好的容颜迷惑了八戒的心，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同样也让唐僧心生怜悯。直到被孙悟空识破，将

她打杀，才化作一堆粉骷髅。 
不论是王熙凤还是白骨夫人，这两者均有美丽的外形，曼妙的身姿，这两者对应的是附着在骷髅之

上的肉体，具有迷惑人心的作用。但是在肉体之下却是令人发指的森森白骨。对于普通人来说，认识不

到实质，真假难辨，难免会被表象所欺骗。 

3.2. 具有极强的劝诫意义 

在这两部小说中，实质与表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中隐含了作者的劝诫话语。美女喻“色”，骷髅喻“空”

[7]，即红颜不过只是粉色的骷髅，不值得世人迷恋。跛足道人所赠的镜子有“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

世保生之功”([5], p. 166)，主要用于戒除色欲。镜子背面的骷髅是风月宝鉴用以戒色的关键所在。而镜

子的正面是王熙凤，王熙凤是为容貌靓丽的女性。镜子正面和背面的骷髅和美女构成一体两面。利用主

体对正面的美人与背面的骷髅形成对比，通过迁移恐惧达到戒色目的。此外，叙述者不仅仅是将沉迷美

色的表象展现出来，更是给出了沉迷美色的严重后果。贾瑞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最终泄精而亡，自食

其果。故脂砚斋评曰“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梦里人”。道人送“风月宝鉴”旨在告诫世人色欲即

死地，不要为色所迷。 
而在《西游记》中，白骨夫人所幻化的姑娘、老妇、老翁这三者虽不尽然像《红楼梦》中的美色通

过肉体来蛊惑人心，但是这三者与王熙凤对应的骷髅之间均有真假难辨的特点，在表象的迷惑之下，心

地善良的唐僧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白骨夫人所欺骗，甚至因此将孙悟空撵回了花果山。 

唐僧见他言言语语，越添恼怒，滚鞍下马来，交沙僧包袱内取出纸笔，即于涧下取水，石上磨墨，写了一纸贬

书，递于行者道“猴头！执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6], p. 337) 

唐僧误信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师徒之间多年感情和信任竟然在白骨夫人的捉弄之下倾然颓塌。事实

上，世间万物，真假难辨，有时即使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不一定能窥探到事情的真相。 
两部作品通过对虚拟人物的描写以达到劝诫世人的作用，旨在告诫世人节制欲望。欲望乃是无底深

渊，当世人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世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均有表象和内核，眼之所见不一定就是

事情的真相。 

4. 两者的差异性 

尽管骷髅呈现出许多相同之处，风月宝鉴中的王熙凤和白骨夫人都是粉骷髅，同样具有迷惑人心、

劝诫世人的意义。但是在这些相同之下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构建起了角色的独特性意义，

也丰富拓展了劝诫的更多意义。 

4.1. 普通意义上的戒色 

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将美女和骷髅联系起来形成对应关系。道人所给的风月宝鉴这面镜子

本身的名字，就有着明显的意义。“风月”一词一般指男女之间情爱之事。而镜中人与镜外人之间就是

这样的关系，道人一再强调只能照反面不可照正面，反面是骷髅，正面是王熙凤。可是问题在于，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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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晓照正面的后果，为何不将正面打碎呢？实际上，这体现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即好坏往往

只在一念之间，如果控制不住自己，那么就应当承担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风月宝鉴背后的骷髅与

其说是美色的真实体现，不如说是欲望的本来面目，贾瑞面对的骷髅其实也是他自己欲望过剩结果的投

射，一旦欲求过剩，就会将自己置身于万劫不复之地，而风月宝鉴正面的王熙凤其实只能代表贾瑞当下

所想之人，假如贾瑞此时喜欢的不是王熙凤而是林黛玉，那么在镜中之人则应当是林黛玉才是。 
贾瑞沉迷王熙凤的美色，殊不知，色字头上一把刀。最后终于将自己年轻的生命交付于此。但值得

注意的是，作者曹雪芹并没有将女性放在红颜祸水的立场上进行批判，而是转而将矛头对准男性，制作

风月宝鉴的警幻仙子在《红楼梦》第五回中说： 

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5], p. 87)。 

曹公立场显而易见。从全文来看，“《红楼梦》并没有将纵欲问题笼统归罪于女性的诱惑，相反，

他在纵欲问题上大力批驳的反而是薛蟠、贾瑞这类浪荡轻薄的男性。从这种角度进行理解，可以发现

风月宝鉴中骷髅符号的内涵与整部书的思想体系相吻合，巩固了《红楼梦》思想结构的完整性与统一

性。”[8] 
综上所述，《红楼梦》风月宝鉴中的“粉骷髅”传达出的仍然停留在男女欲望上的戒色，然而《西

游记》中所呈现出的戒色却与此略有不同。 

4.2. 宗教意义上的戒色 

在《西游记》中，作者所用白骨夫人呈现出的戒色观相比于《红楼梦》来说更具有宗教色彩。尸魔

白骨夫人和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遇到的许多的妖怪相同，均想要吃下唐僧的肉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可是世事无常，瞬息万变才是世界的运转之道，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永恒，妄图在变化万千的尘世求得永

恒不变这本身就是痴心妄想。白骨夫人就是执着于长生的一个代表，“那妖精在云端里，踏着阴风，看

见长老坐在地下，就不胜欢喜道： 

造化！造化！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

寿长生。真个今日到了([6], p. 328)。 

不需要刻苦修行即可得到修行长生不老，这种捷径的诱惑力看起来似乎不可抵挡。为了追求自己的

长生，剥夺别人的生命，“这就是《西游记》当中描写的大多数想吃唐僧肉来获得长生不老的妖精的基

本思维模式。”[9]事实上，这些妖精也是世人的一种映射，文学来源于生活，却又超越生活。这世间有

太多想不劳而获的人，通过窃取别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劳动成果为生。 
其实，这种对于长生以及对尘世中万物的执念，对应到佛教经常提到的“色”“空”观。佛教《楞

严经》卷五《二十五圆通法门》中说道： 

观不净相，生大厌离，悟诸色性。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成无学道[10]。 

佛教徒修持白骨观的功德，可以总结为三：一是升起对无常的感受，使人对此世的声色货利之执着

松动；二是看到白骨的不净，升起对红尘的彻底厌离，从而断除贪淫；三是证得空性，就是说一切都是

不净无常的，同时又是佛性的妙用显现，学人应不取不舍，远离贪嗔，证悟成佛，这就是“空色二无，

成无学道”的内容。但妖精的思路与此正好相反。由自私邪恶的利己思维，演化出其细致的谋划： 

八戒是天蓬元帅，沙僧是卷帘大将，他的威气尚不曾泄，故不敢拢身([6], p. 328)。 

于是设定连环计，试探分化唐僧师徒。“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白骨夫人将“色”看得太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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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贪欲造就了自己被灭的结局。 
面对白骨夫人的戏弄，身为取经圣僧不仅不能加以辨别，反而信以为真。白骨夫人忽而女身，忽而

男身，这本身就寓示着人生的寿命无常，甚至连性别、身份都在变化之中，所以理应放下执着，回到心

性修行的正路，回到西天取经的正途。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人生无常、变幻莫测的道理充斥着佛

教大小乘各类经典之中，这些朴素的人生哲理，认识层面的知道很容易达到，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很

少有人能真正地参透。只有破除了贪欲，心性才会真正地被解放，佛禅这一盏心灯，往往会在人迷失方

向时亮起微弱的光亮。作者用白骨夫人传达出这样的人生哲理，旨在劝诫世人认清真实，断除贪欲从而

达到解脱，走上正途。 
综上所述，在《西游记》这部小说中，作者用白骨夫人传达出的“戒色”观内涵与《红楼梦》所呈

现出的男女情爱之欲有所不同，《西游记》更加偏向于佛教中“色”的观念，只有破除这种“色”的羁

绊，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忏悔自己的过错，只有摒弃对外物的依恋和迷恋才能走上真正的修行之路。 

5. 结语 

《红楼梦》与《西游记》中骷髅意象同中有异，前者是风月宝鉴中反面的骷髅和正面的王熙凤；后

者是白骨夫人与美女、老妪、老翁，前后两者之间都构成了一种骷髅与肉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两部作

品中的骷髅均借用肉体来达到迷惑人心实现自己的利益的目的，作者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劝诫世人远离

声色犬马、贪婪虚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小说所传达出的戒色意义有所差异，《红楼梦》是单纯劝诫

世人远离过剩的男女之欲，而《西游记》所传达出的戒色意义更加广阔，更偏向于佛教之中的“色”，

旨在劝诫世人远离贪念，辨识真假，认识变幻，从而走上真正的修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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