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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如此特殊的生命经验，感染着曹雪芹，体现在《红楼梦》里优

美的诗词曲赋、精致物品的细腻描述。

元妃，本名贾元春，是贾宝玉的长姐。十三四岁时入宫，

后晋封为贵妃，使贾府的荣耀达到鼎盛；所谓省亲，指的是宫

里嫔妃获准返家，探望父母或其他尊亲，以尽孝道。贾府为了

迎接元妃归来，特别修建了省亲别院——大观园。大观园，是

元妃失去青春、与家人短暂相聚的乐园，也是贾宝玉与众金钗们，

在其权力的庇护下，仿佛遗世独立的青春乐园，更是曹雪芹缅

怀过去，繁华已逝的失乐园。此次展出的清代乾隆时期金镶东

珠猫睛石嫔妃朝冠顶，长 16 厘米，座径 4.8 厘米，从中可以一

窥清代嫔妃的服饰造型。所谓冠顶，依身份不同，层数、东珠、

珍珠及宝石数量等，皆有相应规范。累丝金凤二层，以匀圆东

珠相连及点缀，计有十一颗；凤首、腹及尾羽饰有不规则小珍珠；

顶衔棕褐猫睛石一颗，由此可见应属嫔妃之朝冠顶。

除了皇家之物，《红楼梦》对居家生活瓷器的描述，曾提

到不少宋代名窑，像汝窑、定窑，也提到明代官窑，像宣窑、

成窑等，装点着贾府、大观园的日常。曹雪芹将这份日常的奢华，

包裹在精致讲究的古董瓷器里。特别是定窑，在书中宝玉生日

开夜宴，就以40个定窑碟盛酒馔果菜。低调奢华，令人印象深刻。

再如探春房中的紫檀架上，放着“大观窑的大盘”。这是小说

仅此一次，以“大观窑”代称“汝窑”。暗示着探春掌权理家

之后，明法守礼，革除弊害，是唯一具有“大观精神”的金钗。“大

观窑的大盘”盛着“娇黄玲珑大佛手”。佛手，是清宫喜爱摆饰、

取其清香的果品，也是书里慈悲的象征。老妪刘姥姥之孙板儿

与最小金钗贾巧姐，在探春房中玩耍、传递佛手，暗示着姥姥

将拯救抄家流离失所后的巧姐。

一番梦幻

“假作真时真亦假”是《红楼梦》里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暗示着书中所及，

是真，也是假。曹雪芹透过虚幻的“补天

未用”之石，通灵下凡，引领读者看见真

实世界里的繁华与衰败，看见女性生命的

美丽与哀愁，以及不同形式的悲剧。曹雪

芹特别用了许多具象之物——

荷包是书中经常出现的小物件，这

是一种满族随身佩戴之盛物小包。男性

使用时，悬挂于腰带两侧成对使用。在《红楼梦》里，“泪光

点点，娇喘微微”是宝玉初见黛玉时的描述。出身世代袭爵的

黛玉，是贾母宠爱的外孙女，灵气脱俗，却总在生病与流泪。

她身体孱弱，鲜少针线，“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

林黛玉亲手做荷包给宝玉，更加凸显荷包的可贵，谁想到一回

误以为荷包被宝玉转赠他人，生气回房。事实上，宝玉怕荷包

被人拿去，一直戴在里面的衣襟上。如此珍重，如此贴近自己，

通过对荷包的描绘，将二人之情感细节展现无遗。

再如清代的玉锁形佩，外观即锁形，一面牡丹，一面“玉堂

富贵”。以络子络上，得以随身佩戴。立即让人联想到有着“金

玉良缘”之说的薛宝钗。宝钗身上总是佩

戴着金锁，錾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与贾宝玉所佩通灵宝玉的“莫失莫忘，仙

寿恒昌”成对。她生于皇商家庭，从小读

书识字，品格高洁，素喜雅静。曹雪芹说

她装扮朴素，“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

屋子摆饰如“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

这些描述与宝钗戴在脖子上的“金锁”皆

暗示着宝钗最终的归宿与命运。

本周博物

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1715年—1763

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

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

清朝小说家、诗人、画家。少

年时家居南京，后随家迁移北

京。少年时代经历一段极为富

贵豪华的生活。1727年，其

父曹頫因事株连，以亏空款项

等罪被革职、抄家，家族遂败

落，随家移居北京。晚年住在

北京西郊，举家食粥，更为艰

难。为生活所迫，妻死子亡，

穷困潦倒而死，年不及50岁。

《红楼梦》是曹雪芹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是曹雪芹以自身亲历亲闻的生活为基础，以“真事隐去”“假

语村言”的方式，书写其人生阅历和感悟。深邃丰厚的内容、

诗性的叙事、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和感人肺腑的情节，使其具

有永恒的魅力。

戴敦邦绘曹雪芹肖像。

清代红锻金银线绣荷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