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骄纵而美丽
骆玉明

    贾府的小戏班解散以
后，分到宝玉房里当丫鬟
的是芳官。

芳官年纪小，淘气，
任性，不知高低。要说宝
玉房里的女孩，晴雯本是
个“心比天高”的人，可
是连她也觉得芳官太骄傲
了。有一次芳官跟夏婆子
起了冲突，晴雯就说：
“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
狂的什么也不是，会两出
戏，倒象杀了贼王，擒了
反叛来的。”这是嫌芳官
气派太大。
第六十回有一段好看

的情节。
当时芳官奉命到大观

园的小厨房去，跟管厨房
的柳嫂子交代宝玉要一个
凉拌菜。柳嫂答应了芳官
的话，又笑着邀请芳官进
厨房逛逛。她为什么对芳
官这么殷勤呢？因为柳嫂
想通过芳官求宝玉办一件
事。这就是说，芳官在宝
玉那里是得宠的。
芳官才进来，这时又

来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
个碟子，碟子里放着一块
糕。芳官就开玩笑说：
“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
块儿。”边上有个叫蝉姐
儿的女孩一手把碟子接过
去，不愿给她吃。这蝉姐
儿是夏婆子的外孙女。因
为夏婆子对原来戏班子里
的女孩子有怨恨，所以蝉
姐儿跟她们也不好。
柳嫂见了，赶紧说她

这里有才买下的，说着便
拿了一碟出来，递给芳
官。“芳官便拿着热糕，
问到蝉姐儿脸上”，你要
注意这句话，什么叫问到
蝉姐儿脸上呢？就是一边
把碟子塞到蝉姐儿的脸

边，一边得意地责问。这
简直是写绝了！
她说什么呢？“稀罕

吃你那糕。你给我磕个
头，我也不吃。”说着，
就把手里的糕一块一块掰
了，扔着打雀儿顽，嘴里
笑着说：“柳嫂子，你别
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
你。”

小女孩的放肆骄纵，
顾前不顾后，真是活灵活
现。
第六十二回，宝玉等

人在芍药栏红香圃举办生
日酒宴，中途宝玉想起好
半天没见芳官了，连忙回
到房中去找，只见她脸朝
着里面睡在床上，这是赌
气了。芳官是个低等的丫
鬟，岁数又小，酒宴上没
有她的位置。既然没有请
我，那好，我就睡觉了，
不跟你们玩。
后面写柳嫂派人给芳

官送来了晚餐。一个食盒
子，里面是：一碗虾丸鸡
皮汤、一碗酒酿清蒸鸭
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
还有一碟是四个奶油松瓤
卷酥，再有一大碗热腾腾
碧荧荧蒸的绿畦香稻粳米
饭（一种高级的大米做的
饭）。
《红楼梦》 里多次写

到菜肴，这一套也是很精
致。你觉得这跟芳官的身
份不太般配是吧？确实
是，柳嫂有她自己的私
念。这样一顿美味晚餐，
芳官应该满意了是吧？不
是的，芳官说：“油腻腻
的，谁吃这些东西。”只

把汤泡饭吃了一碗，拣了
两块腌鹅就不吃了。这个
三等丫鬟有小姐的气派。
当天晚上怡红院里众

丫鬟又单独为宝玉开了一
桌酒宴。这里写到芳官的
衣着打扮。上身是三色缎
子拼接成一个个“田”字
形图案的紧身小夹袄，腰
上束着一条柳绿的汗巾，
底下是浅红色点缀着不规
则花朵的夹裤，然后散着
裤腿。如果以清代作为背
景，当时女性裤子是穿在
裙子里面的，不作为外面
的衣服，而裤腿是束起来
的。但芳官好几次出现，
都是把裤子作为外
服，散着裤腿，直
接穿在外面。这样
显得自在。
她的耳朵上的

首饰是不对称的：右耳的
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
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戴
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红宝石
镶金的大坠子。对称的美
一般端庄一些，不对称的
美就活泼而调皮一些。
《红楼梦》 很多地方

写到女孩神态与扮饰之
美，写芳官的一节是精彩
的例子。芳官年纪小，原
来只是唱戏，没干过伺候
人的活，她还不曾真正知
道环境的严酷。在她的美
丽之中，包含着更多的天
真活泼和自由放任。
孔夫子说：“唯女子

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
不逊，远之则怨。”这是
老孔说过的最不讨人喜欢
的一句话，他也肯定不喜

欢芳官的样子。芳官是
“不逊”的，有时候任性
得不成样子。而之所以如
此的缘由，是宝玉对她亲
近，对她放纵与宠爱。他
们俩玩起来特别开心。
认真说起来，芳官讨

嫌的地方还真是不少。可
是宝玉为什么特别喜欢她
呢？因为这孩子虽然身份
低微，却还不曾被世界扭
曲，所以在她身上，无论
是令人心动的地方，还是
由于过分张扬而令人不喜
欢的地方，都体现着生命
的真实。在宝玉的纵容
下，她有时候甚至很骄
傲。而宝玉就是在这些地
方看到了女孩的美，也愿
意成为她的守护者。一个
女孩，你要欣赏她的美，

你要让她拥有自
由，不自由的女孩
是不会美的。

我不得不补写
一句： 《红楼梦》

通过描写芳官所揭示的道
理，在现代女性主义者看
来是不值一说的。但我们
总是要考虑时代的因素；
在曹雪芹所处的历史条件
下，他已经做得够好了。
《红楼梦》 里涉及很

多西洋物品，所以宝玉也
知道几个外语词汇。他给
芳官起了一个法语名字，
叫“温都里纳”，意思是
金星玻璃。这个名字令芳
官的故事带有奇异的色
彩。而芳官的结局，是被
王夫人逐出大观园，之
后，她以命相搏，得到最
后一个选择———进了尼姑
庵。《红楼梦》写到尼姑
庵和尼姑没有一点好感，
但这已是芳官能够做的最
好的选择。幻想很美，而
世界寒冷又潮湿。

红楼札记

七夕会

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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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笔记簿
王汝刚

    我有一本笔记簿，从头至尾也没
有多少字，而且书写格式统一，第一
行金额数字，第二行亲笔签名，第三
行写上日期，可谓简单至极。但因为
本子里有近百名著名艺术家的亲笔签
名，记载着一段上海文艺界热情参与
公益活动的往事，使我格外珍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任南市区
委书记李伦新忧心忡忡
对我说起：老城厢有一
段明代墙城，年久失
修，资金欠缺。几天
后，我遇到关栋天、曹
可凡、孙徐春、赵志刚、梁伟平等几
位梨园好兄弟，说起这件事，引起他
们的兴趣，你一言，我一语，出了个
好主意：发动上海文艺界师友，进行
募捐，为修复南市老城墙贡献一份绵
薄之力。

于是，我们利用演出、开会、上
门动员等方式分头行动。为了让文艺
界更多的人参与公益活动，我们首先
去找了黄佐临、秦怡、白杨等众多艺
术大家，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接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记得我与赵志刚去拜访甬剧表演
艺术家徐凤仙，还闹了个笑话。

徐老师说着一口“石骨铁硬”(非常
地道)的宁波话接待我们，她说：
“格(这)是好事体，虽然阿拉堇风
甬剧团还没有恢复，我手头不宽
裕，但是，也要尽一份力，唉。”她
叹了口气，继续说，不过，一口宁
波话却难倒了我：“这种好事体，非但我
会做，阿拉小仙人还会做的，小仙人从
前还捐献钞票买飞机大炮，送到桥西(朝
鲜)打敌人……”

我听得如坠云雾，心想：“小仙人是
谁？喔，大概徐老师演多了古装神仙
剧，所以脑子会出现仙人、妖怪？”徐
老师在小本子上写上金额，签了名。
我用大兴 (不正宗) 宁波话向她道谢：
“拖好了 (太好了)，谢谢徐老师，谢谢
小仙人。”徐凤仙听了一愣，旋即眼睛
也红了，吓得我拉着赵志刚飞快而去。

我请教老演员后这才知道，徐凤
仙的丈夫是已故的著名甬剧表演艺术
家贺显民先生，艺名“筱显民”。原
来，我把“筱显民”听成“小仙人”，
阴错阳差，都是方言惹的祸。从此，
我学习方言的兴趣更大了。

上海越剧院老院长袁雪芬在家中
接待我，她衣着朴素，居家打扮，穿
件白底小花圆领衫 (称为越南衫)，配

条黑色丝绸长裤，手持团扇，真是典雅
大方。她嘱咐老保姆：“请为客人泡杯
茶，麻烦你了。”我暗暗称道：功架一
流，好像在演方言话剧《雷雨》，扮演
女主角“蘩漪”。
袁院长说的嵊州官话，特别有韵味：

“我早已耳闻，你们几位青年演员在做好
事，这样热的天气，跑东跑西，真正难为

你们了。”她取出早就准
备好的善款：“热心公益
是我们文艺界的光荣传
统，这次你们带了好头，
王汝刚同志、关怀同

志、孙春徐同志都是好样的……”
我轻声纠正：“是孙徐春。”老院长

嫣然一笑：“我知道的，前不久，我还
去观看他的个人演唱会，观众很喜欢这
位孙春徐同志呀……”我频频点头，无
意再纠正，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心
中能留下美好的印象，何等荣耀。
在张瑞芳老师家里，我看到了一幕

喜剧：瑞芳老师正在与她丈夫严励“吵
架”。瑞芳老师快人快语对我说：“你来
评个理，老严要去打麻将，我该不该让
他去？”严先生满脸尴尬：“我们几个老
朋友搓卫生小麻将，凭啥不可以？”瑞芳
老师理直气壮地说：“当然不能去，你是
老革命，让群众知道了，影响多不好啊。”

严先生据理力争：“我们又不是赌
博，没有一分钱输赢……”“不行，
不行……”

望着他俩认真的模样，我做
起了和事佬：“我听说，老年人偶

尔打打麻将有益健康，不会患阿尔茨海
默病。”瑞芳老师扑哧一声笑了，转身
对丈夫说：“关键在于你打麻将太投入
啦，连吃饭也忘了。”

严先生真诚表态：“我又不是小
孩，会照顾自己的，你放心吧。”瑞芳
老师顺水推舟，笑着说：“脚长在你身
上，要去就去吧。”严先生如遇大赦令，
满脸笑容，转身就走。
目睹这一幕，我浮想联翩，这不正是

电影《李双双》中，丈夫喜旺与妻子李双
双评理的现实版吗？真是精彩绝伦！

如今，簿
子上许多德艺
双馨的艺术家
已经离开人
间。时光流逝，
记忆犹新，这
本珍贵的签名
本，我怎肯轻
易抛下？

稻香浙东
徐渭明 文/摄

    金秋的浙东，清风送爽，丹桂飘
香。

这时，一片片被山海挤压得瘦瘦
细细的平原、被山地围困得高高低低
的梯田里，金黄的稻浪正昭示着丰收
的景象。

从中国地图上看，浙江东部的
耕地少得可怜。只
有在比例较小的分
区地图上，才能找
着一些属于田园的
印记，而且这样的
田园周边，时常密布着村镇的名字。

但是，一直受着地少人多困扰的
浙江人始终保持着对耕地的呵护、对
粮食的敬畏，并用绣花般的妙手，打
理着少得可怜的耕地。在平原，通过
土地整理，一些零散的土地又连成了
片。

在山区，一代代的山民向山坡要
地，梯田耕作一直延续着。浙东余姚
拥有七千多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出
土过大量的栽培稻谷和野生稻原种，

是世界公认
的水稻的原

乡。因此，浙
东人对稻米、
对耕地，有着
跨越时空的朴素而深厚的感情。
“我行自喜有胜事，夹道黄云禾黍

秋。”行走在秋天浙东的田野，稻田的
金黄扑面而来。稻穗亲昵地划过裤管，

随即沉甸甸地轻摆起
来。不远处的小河边，
桕树的红叶簇拥着秋
风，闪红烁橙；稻田间
的阡陌上，水杉透着深

沉的褐黄，成行成阵地排列着。
一些诗句在这样的氛围里，随炊烟

轻轻飘过：
“村径绕山松叶暗，野门临水稻花

香。”
“湖田十月清霜堕，晚稻初香蟹如

虎。”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

场。”
这样的诗句，已经存活了千百年，

就像生生不息的黄皮肤，就像生生不息
的黄穗子。无论时空如何变幻，有些东
西是不会变的，也是不应该变的。

我心似秋月
丁祖荣

山野之气
茶，生于草木间，汲取山野之

气。茶人，汲取日月光华，做茶也
悟道。
常年山中，不多言，似乎所有

的话都留给虫子和鸟了。他与我相
识，人浅语深。常常是默然，好像
所有的动作都托付给猴了。我们都
动了动嘴，话没说出来，任茶与水
缠绵。
问茶。茶亦有道。黄山顶级的

茶，都与猴相关。
三道茶人，信奉自然，在太平

湖畔守得三五亩茶园，不作添加。
只与猴论道，以猴道行人道。茶
园，杂花生树，云蒸霞蔚，山湖氤
氲。厚实中透出灵性。
月明星稀，手工揉制，炭火催

新茶，滋味弥散。初饮时，感觉与
猴魁相类。肥瘦新老，恰到好处。
回味时，微苦透着甘甜，猴道亦人
道。
茶道猴道人道，三道循环，茶不

欺，猴不欺，人不欺。诚不虚也。
微风拂面，茶当酒。量少，有

些不安。略显珍贵。
五队毛峰，产自九华山地区，

佛缘绵绵。既是五队，小队而已，
三五百亩茶园。山起伏，有霄坑，
自然会有故事。没有月光的夜晚，
天漆黑。远远的狗吠，山愈深愈
远。天开曙色，雄鸡高鸣，该采茶
了。
九华山，天下闻名佛教圣地。自

古好茶产于寺。茶禅一味。五队队
长，早年习武。虽习武，人却冲和，谦
谦，做出来的茶也淡淡溢香。

也是有缘，清明前后，他随学
兄来山下论酒。酒后与茶。唐人齐
己有诗：地远劳相寄，无来又隔
年。茶是时令之物，若不及时烹煮
饮用，再享山野之气得又一年。近
年，人们注重保养，信奉远酒近
茶。酒之于好之者，无论浓淡，都
是超脱和旷达的载体，难以或缺。

我以为，酒和茶俱是妙品，茶尤
胜，生长氛围和制作过程，都极具
美感，兼具了中国文化和哲思的内
涵，受人信奉，而且信奉得理直气
壮。
前些年，我喝的是小红罐五队

毛峰茶。沸水之下，气韵升腾，精
神为之一爽。这次队长自山中亲来
奉茶，连说这个好。好在于自制，
好在于山野。

山野之气缭绕，自是禅机随
现。

尼雅茶境
大约十一点样子，天边突然涌

入光明。银灰色的天空渐次展开，
像潮水一样。然后半月跳出，不一
会儿就到半空，一下子空灵起来。
禅家视“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为
最高境界。月笼入，人澄明。风有
些凉，凉到了寒。四散的沙漠下，
清辉就这样映照，无人感应。

人来时，各色人等，各各心
意。半月升空时，层层星星让位于
几个闪亮的。此时，万籁俱寂，感

觉到人与尼雅，是渺小与无垠、短
暂与绵久之间流转。

这边声息了。突然的情境让我
心动。老叶，从车里取出茶具，余
火温暖和催烧着壶水。一套喝普洱
装备赫然在列。我与老叶对坐，先
喝了一饼生茶。老叶不为外界所
动，没说看什么月光，更没有在月
光下散步，或作什么遐思。他安静
娴熟地泡茶喝茶。我变得有些享受
了，闻着生普洱的清香。我们讨论
着茶。更多的，我听他说。他似乎
很享受在尼雅的时空，泡一壶人生
的普洱。

一会儿，老袁加入。换了另一
饼熟普洱，和畅醇厚。在这个有限
时空里，老叶竟然带了生熟普洱和
煮茶工具。他说着茶，而老袁表现
对文化的热爱。我说了很多徽州。
洗换工具后，又煮了一壶祁红，红
汤纯粹，色香味涌发。普洱和祁红
裹着时间的沧桑，是我等历历人生
的映照。

突然，我发现每个人都是一本
深奥的书。我和老叶、老袁抵足品
茶，人物、光影、时空都恰到好
处。我们长一句短一句说着话。这
是大漠深处的思乡。老叶广东人，
老袁甘肃人，我是安徽人。在中秋
后三日，汇聚在尼雅夜空，喝着
茶，细细回味，甘之如饴，安享大
漠星月。

愿意这么入座，
闲静。静静享受尼雅
夜空，这月光，还有
高悬的星星。此境近
于茶，心似秋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