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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文亦淫之余
文：陈立兴     画：陈明

立兴随笔
本报为陈立兴先生开设“立

兴随笔”专栏，取“道名不道
姓 ， 随 心 著 妙 笔 ” 之 意 ， 以
享“褒贬时弊、品味人生”之
美文。

陈立兴，男，中国辽宁朝阳
人，1968年出生。1990毕业于南
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多年来
一直专心读书、藏书和写作，
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
余篇，2010年出版经济学专著
《博弈、调控与国际协作》。
现与女儿陈明联手推出“立兴
随笔”专栏，既有客观严谨的
政经时评、意味深长的职场感
悟 ， 也 有 幽 默 风 趣 的 读 书 见
闻、情真意切的生活心语，希
望能与读者分享所思、所感、
所悟。

才子金圣叹读《西厢记》后的感受
是：“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
淫。”用这个原则，我找了本《西厢记》
来读，却没有什么感觉，既没有在文采方
面“上了个档次”，也没有在其反面有“-
GOING DOWN”的体会。于是我就挑战
难度，找一本《金瓶梅》来啃，果然没有
白费力气，在一阵亦文亦淫的思想斗争之
余，还看见了金圣叹大才子看不见的东西——当时的收
入水平、物价和房价水平。

前一阵子据官方测算，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收入
水平就要翻番了。高兴之余往前看500年，大概是《金
瓶梅》的时代吧，人们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按照当时大
米的购买力计算，当时的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500元
钱。西门庆所开药铺的前台掌柜的，工资是每月2两；
贴身的秘书，工资是每月3两；教音乐歌舞的家庭教
师，工资是每月5两；西门庆生儿子，连赏钱带工钱，
给接生婆5两银子；找了个奶妈，6两银子买断，比现在
的月嫂便宜多了；西门庆给妻妾做30件上等面料的衣
服，裁缝的工钱是5两银子；理发的伺候西门庆父子一
上午，工钱是5钱银子，应该是比较高档的发廊了。

西门庆的收入没有提到，可以看一下他的消费水
平。西门庆哥们过生日，10个人喝了一天，还找了两个
小优助兴，一共花了5两银子，便宜吧；西门庆出行常
骑一匹白马，值七八十两银子，从价钱上看可以算是宝
马了；喜欢潘金莲的时候，送给潘金莲的皮袄值60两银
子，现在的皮草也是这个价了。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给
他买的棺材值320两，应该是顶级品了，因为孟玉楼原
夫家的姑姑去世，西门庆给的棺材钱是5两银子，可以
说是天壤之别。

最后再说房价，西门庆的住房最贵，值3000两，
是名副其实的豪宅；西门庆的哥们夏提辖，买一所大宅
送人，开价1200两，最后1000两成交；一般的住宅要便
宜很多，一处“门面二间二层，大小四间”的平房，质

量一般，要35两银子；西门庆生活腐化，除了家里的
三妻四妾，还同时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他给
手下伙计的媳妇王六儿买的“门面二间，到底四层”
的商住两用房子，值120两。用前面药店伙计的工资计
算，房价收入比是5：1，还算正常。至于卖吹饼的武
大，当然买不起房子，只能“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
县门前楼上下二层房屋居住。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
净”，可见当时的廉租房的条件相当不错。

书中还有很多关于人口买卖、寻花问柳、卖官鬻
爵和腐败贿赂的交易，都是封建时代的糟粕，已经时
过境迁，没法和现在做对比了。而那些可以对比的收
入、房价和物价，变化的规律可能是涨跌的轮回，而
不总是翻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