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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金瓶梅风物铭【11】

从银鱼汤到鸡尖汤

□马瑞芳

宝玉挨
打想喝小荷
叶 小 莲 蓬
汤 。一 碗 汤

写尽豪门享受，是红学家津津
乐道的话题。其实借羹汤话沧
桑并非曹雪芹发明，兰陵笑笑
生早就做过，且是“羹汤二重
唱”。先是潘金莲用银鱼汤激打
孙雪娥，后是春梅用鸡尖汤将
孙雪娥送上不归路。

孙雪娥本是西门庆前妻陈
氏的陪房丫鬟，西门庆娶潘金
莲前突然将其定为“四娘”，仍
掌管厨房。孙雪娥不明白，作为
西门庆小妾，即便不能满足西
门庆淫欲的离奇要求，至少可
以凭借侍候他的胃站稳脚跟。

“愚笨+任性+多嘴”是孙雪娥的
软肋，也是她在跟潘金莲和春
梅争斗中屡战屡败、先“被激
打”后“被自缢”的主要原因。

潘金莲做了西门庆小妾，
如何在西门府立足并求发展？
她“擒贼先擒王”，对嫡妻曲意
趋奉，甜言蜜语，哄得吴月娘晕
头转向。西门庆二妾李娇儿和
四妾孙雪娥成了潘金莲主要

“政敌”。如何跟她们过招？聪明
的潘金莲主攻相对弱势的孙雪
娥。专在西门庆饮食上制造孙
雪娥的“鸡毛狗不是”，调唆西
门庆揍她！此前潘金莲将春梅
送给西门庆做玩物，相应有了
亲信、死党、冲锋陷阵的打手。

春梅受了潘金莲的气到厨
房撒火，孙雪娥跟她开玩笑“想
汉子便别处去想”，春梅立即跑
潘金莲跟前添油加醋，“他还说
娘教爹收了我，俏一帮哄汉
子。”孙雪娥并没提西门庆收用
春梅，春梅为何给她栽赃？为了
挑唆潘金莲闹事。此时孙雪娥
已成春梅“第一假设敌”。

孙雪娥能从丫鬟提小妾，
春梅为何不能？春梅诚心跟孙
雪娥过招。潘金莲正恃宠生骄
又喜欢听篱查壁，听了春梅挑
拨，对孙雪娥怀恨在心，借西门
庆住她房里的时机进谗言，含
沙射影说孙雪娥“百般指鸡骂
狗，欺负俺娘儿们”，摆出弱者
姿态，激发西门庆“英雄救美”。

第二天早上，秋菊和春梅

先后受命到厨房催西门庆的早
饭。孙雪娥按常规准备了稀饭，
西门庆却要吃荷花饼、喝银丝
鱼汤。孙雪娥本可以布置家人
媳妇分头做鱼汤、烙饼，半个饭
时满足西门庆的要求。愚笨的
孙雪娥却行动缓慢并大发牢
骚。西门庆等了两个饭时还没
见他点的早餐。春梅见缝下蛆
回报西门庆：孙雪娥只顾在厨
房骂人不做饭，还说西门庆改
早餐是“马回子拜节——— 来到
的就是”(这话本是讽刺春梅)。
潘金莲趁机调唆，西门庆大怒，
跑到厨房踢打孙雪娥。

孙雪娥几次说到潘金莲和
春梅，都是大实话。孙雪娥对一
丈青说潘金莲和春梅“主子面
前轻事重报”，说得极准确，潘
金莲主仆正是先造谣后借题发
挥。孙雪娥到吴月娘跟前说潘
金莲“霸拦汉子无所不为”，“比
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
成不的”，“把亲汉子用药摆死
了跟了来”，也是事实。正因为
孙雪娥句句是实，她才倒霉。孙
雪娥不知道，在腥风血雨的西
门府，讲真话没好结果，说瞎话
却可受益。得学会给他人的话
断章取义，学会歪曲他人的话
甚至编瞎话，才能生存。而这一
点是潘金莲的拿手好戏。

进入西门府，潘金莲身上
的“小”发酵膨胀。在西门庆跟
前给孙雪娥递“小话”，暗地给
孙雪娥穿小鞋，无所不至。孙雪
娥的“名分”几乎被她抹掉。孙
雪娥喜欢自称“四娘”。五娘潘
金莲就造舆论：什么“四娘”？只
不过是西门府厨娘头儿！

西门庆死了，春梅却时来
运转。她被卖给周守备，因年轻
美貌立做姨奶奶，生儿子后当
家理事，迎来了第九十回“雪娥
受辱守备府”。孙雪娥为来旺盗
拐被送到官府，春梅派人将其
买回守备府。“与我把这贱人扯
去了鬏髻，剥了上盖衣服，打入
厨下，与我烧火做饭！”

春梅将孙雪娥买进守备
府，是出于报复心理，折磨对头
寻开心。陈敬济出现后，孙雪娥
却成了春梅心腹之患。陈敬济
做了道士后跟泼皮刘二争风吃
醋，刘二是守备府张胜的小舅
子，他将陈敬济打了一顿，扭送

守备府。周守备下令打不守清
规的陈道士。恰好张胜抱着小
衙内看审案。小衙内要陈敬济
抱，直哭到后边春梅跟前。春梅
看到了昔日情人，对周守备说
陈道士是她“姑表兄弟”，求守
备放人。

春梅想：“剜去眼前疮，安
上心头肉。眼前疮不去，心头肉
如何安得上？”孙雪娥是“眼前
疮”，陈敬济是“心头肉”，是两
个有深刻内涵的对应词。陈敬
济不过是潘金莲命她“也睡一
睡”才勾联上，怎会成了“心头
肉”？秘密藏在小衙内身上。

周守备“喜似席上之珍，过
如无价之宝”的小衙内，跟陈敬
济像一个模子刻出来。小衙内
见到陈敬济就要他抱，不让抱
就哭，这叫什么？父子天性。而
可能揭开春梅和“心头肉”陈敬
济这一惊天秘密的人，就是“眼
前疮”孙雪娥。

孙雪娥是春梅命中魔星。
在西门府，孙雪娥一出手，就将
春梅、潘金莲、陈敬济轰出西门
府；在守备府，孙雪娥再出手，
必将洞穿春梅严守的机密，把
春梅的春梦彻底击碎。

于是，春梅设计摆布孙雪
娥。她故意叫孙雪娥做鸡尖汤，
一会儿嫌淡，一会儿说咸，孙雪
娥忍不住咕哝一句：“姐姐几时
这般大了，就抖搂起人来！”春
梅立即大怒，派人抓来孙雪娥，
亲手揪打问罪，还用孩子挟制
周守备。周守备立即下令将孙
雪娥打得皮开肉绽。接着，春梅
叫来薛嫂，吩咐将孙雪娥卖入
娼门。春梅替潘金莲报了仇，也
为自己跟陈敬济重新私通排除
了障碍。

孙雪娥被西门庆激打，因
为一碗银鱼汤；被春梅找茬卖
掉，因为一碗鸡尖汤。西门庆管
理厨房的四妾命运竟由两碗汤
决定！

战士死于沙场，厨娘死于
羹汤，真是什么身份办什么事。

《金瓶梅》专门着眼于西门府的
鸡零狗碎，鸡毛蒜皮，鸡争鹅
斗，还有最后的鸡飞蛋打。女人
之间不见硝烟的战争，惨烈性
不亚于曹孟德和小周郎的赤壁
之战。兰陵笑笑生把人情小说
章法发挥到极致。

□马光仁

在济南市长清区
档案局档案馆里，珍藏
着一道康熙十四年十
二月十四日颁发的圣
旨，该圣旨长 1 7 6 厘
米，宽 30 厘米，分别用
汉字和满文书写，上面
盖有乾隆皇帝的玉玺
印章。

说起这道圣旨，还
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那是 1993 年 7 月
初的一天，一位同事告
诉我，在前刘官村一赵
姓老人家中收藏着一
道圣旨，惜之如金。同
事所说的这一赵姓老
人叫赵丰刚，恰巧是我
的一位表大爷，表大爷
曾对我讲过他们的家
史。他家的第八先祖是
赵见知，赵之屏是第九
先祖。在清顺治八年，
赵之屏曾任济宁州训
导，十三年
升博兴县
教谕，康熙
三年为滕
县教谕，康
熙十年致
仕回原籍。
其为官清
正廉洁，深
得康熙皇
帝赞赏，这
道圣旨就
是康熙皇
帝在赵之
屏入国子监学正期间表彰和
奖励其父赵见知教子有方的
敕书。

据史载，赵之屏康熙十年
(公元 1 6 7 1 年 )任国子监、学
正，康熙十五年(公元 1676 年)

任户部司务所司务。
表大爷的先祖们一直把

圣旨和家谱珍藏着，并且传到
表大爷的手中。1967 年春天，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红
卫兵来到表大爷家中，翻箱倒
柜，要清查四旧，他们在柜子
底翻出了圣旨，如获至宝，押
着表大爷就上街游行，还给表
大爷糊了一个高帽子，上面写
着：梦想翻天的地主分子。当
时村里正搞农田基本建设，在
村南扎着工棚，红卫兵把圣旨
张贴在工棚前，召开了一场批
斗会，批斗完之后，让表大爷
挑土，进行劳动改造，一直干
到太阳落山。

表大爷回家后，又是窝火
又是累，老祖宗的荣耀竟成了
自己的罪恶。不管怎么说，圣
旨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
丢，表大爷夜不能寐，躺在床
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工棚里有看守的，怎么弄回圣

旨呢？何不在看守人熟
睡时，把它偷回来。凌
晨两点多钟，表大爷穿
上衣服，开了大门，悄
悄地来到村南工棚，蹑
手蹑脚地在工棚外一
听，看守人鼾声如雷，
睡得正香。他慢慢来到
圣旨张贴处，把圣旨揭
下来，掖在怀里，就回
了家。回到家后，他在
猪圈后面挖了一个坑，
找了一块塑料布把圣
旨包好，又拿来一个罐
子，把塑料布放进罐
子，埋好，不一会儿，天
就亮了。

出工的人来到工
棚，一见圣旨不见了，
就怀疑是表大爷偷走
了，再三审问，表大爷
装傻卖聋，“为了那个
烂玩意，你们都批斗我
一天了，我还要那玩意
干吗？再要，你们还不
把我批斗死？”

红卫兵听表大爷说的也
是个理，只好草草了事。

直到 1985 年，全国规模
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结束之
后，表大爷才把圣旨从地下挖
出来。挖出来的那天，表大爷
买上鸡、鱼等供品，郑重其事
地像办喜事一样。

《农家珍藏康熙圣旨》的
报道最先在 1993 年 7 月 14 日
的《济南日报》报道，随后《大
众日报》也作了报道，当时长
清县档案局张局长、王局长得
知这一消息后，派人来到表大
爷家中，商议圣旨由档案局收
藏，圣旨持有人还是表大爷，
可以由后人继承持有。表大爷
很痛快地答应了，圣旨因而被
收藏进了长清区档案局的档
案馆里，成了镇馆之宝。

为了鉴定圣旨的真伪，档
案馆又想方设法收集到了前
刘官庄赵氏的家谱档案。档案
馆又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进行了联系，根据赵之屏生平
材料，对该圣旨做出鉴定，“此
件系敕书真品”。它已成为长
清区档案馆收藏最早、也是省
内仅有的非常珍贵的文物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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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雪娥被西门庆激打，因为一碗银鱼汤；被春梅找茬卖掉，因
为一碗鸡尖汤。西门庆管理厨房的四妾命运竟由两碗汤决定！

■齐鲁文物

圣旨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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