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瑞桓

紫鹃原名莺歌，是贾母的二等丫头，因贾母见
黛玉从老家带来的雪雁太年幼，就把她给了黛玉，
改名叫紫鹃，由此成为《红楼梦》中的四大丫鬟之
一。作为黛玉的丫鬟，紫鹃自然也没啥实权在握，
不像贾母的大丫鬟鸳鸯，在贾府经济危机时能帮
王熙凤“偷”二箱贾母的宝物，暂渡难关；不像凤姐
的丫鬟平儿，是贾府总管王熙凤的得力助手，佣人
们有个大事小情都来求她；也不像宝玉的丫鬟袭
人，只要她愿意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紫鹃服侍
的小姐不仅寄人篱下，父母还双亡，在都长着一双

“富贵眼”“尺水也能兴波”的大观园，紫鹃管理下
的潇湘馆却是一方没有是非争端的净土。紫鹃本
人也很少有离开黛玉独自出演的戏份，唯一一次
的“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就“飞起玉龙三百万”“搅
得周天寒彻”。

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姐的丫鬟，手里也没什么
好牌，怎么就能“炸了”大观园呢？

第一，目标精准。宝黛虽有木石前盟的三世情
缘，但在传统的俗世红尘，仅凭爱情是难以到达婚
姻殿堂的。婚姻是家庭稳固的基石；家族利益的相
互输出；家业传承的承载。而黛玉自幼父母双亡，
本人又孱弱多病，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都不符合
做宝二奶奶的人选。贾母再疼爱这个外孙女，为了
家族的绵延，大概率也会做出牺牲黛玉的抉择，更
不用说本来就不喜欢小姑子的宝玉的妈妈王夫
人。所以能促成木石前盟的唯一人选就是宝玉本
人。而宝玉却天性喜聚不喜散，他这女儿国的保护
神，唯一的心愿就是与姐姐妹妹们能永远在一起。
他爱黛玉，但婚姻对于他绝不是火烧眉毛的急事，
所以紫鹃的“王炸”就是：女儿大了必然要出阁。

宝玉虽然客观上知道黛玉来府是因父母亡故
年龄小，但主观内心世界里一直认为林妹妹就是
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宝玉见到林妹妹的第一句
话就是“这个妹妹我见过”！因而当紫鹃说：“在这
里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闲钱吃这个(燕窝)”
时！宝玉就奇怪地问：“谁往哪个家？”紫鹃却斩钉
截铁地道：“你妹妹回苏州家里去。”宝玉一听就笑
紫鹃简直是大白天说胡话。而紫鹃冷笑着道：林妹
妹“大了该出阁了，自然要送回林家，终不成林家
的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这话的含义是：贾家
是你的家，不是林妹妹的家，你在一二年之内不把
林妹妹变成宝二奶奶，就会永失妹妹。

第二，文化背书。紫鹃强调林家是书宦大家
族，是最懂礼最守礼的。“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
疼他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来此住几
年”。只要林家房族中还有人，便是穷到没饭吃，也

“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落人的耻笑。所
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
亦必有人来接”。这里紫鹃倚仗的是无形但却强大
的文化背景。宝玉即便再叛逆，也撼动不了家族文
化的强大，阻挡不了女大当嫁的铁律。黛玉要常住
贾家，就像华山自古一条道，只有嫁给宝玉成为宝
二奶奶。

第三，虚实相接。紫鹃借晚间和黛玉的私房话
之实，把虚理变成无可争议的现实。“前日夜里姑
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小时玩的东西，有他
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的打
叠了在那里呢”。当然这话是不是真是黛玉所说，
曹公没交代；但曹公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黛玉与
紫鹃“夜里”平心静气说的私房话，不是黛玉怄气

时的气不择言。所以宝玉听到这，终于绷不住了，
“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木呆地回到怡红
院，“眼也直了，手脚也凉了，话也不说了”，被人掐
也没反应，人死了大半个。

紫鹃这一试，试出了宝玉的大底：“活着，咱们
一处活；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林妹妹就是
宝玉的半条命。可这惊天一炸，并没能把木石前盟
往前推进一毫一厘。当贾母知道宝贝孙子是因紫
鹃说黛玉要回苏州老家而发的病，心就放下了大
半：“我当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这关
乎黛玉性命且迫在眉睫的大事，在贾母眼里却不
是“什么要紧的大事”，仅是个玩笑而已。

贾母的这种态度，不但使紫鹃的这惊天一
“炸”瞬间烟消云散，反而给宝钗的母亲——— 金玉
良玉的制造者薛姨妈，吃了一颗定心丸。薛姨妈见
贾母说紫鹃：“你知道他有呆根子”“平白哄他作什
么！”就趁机劝贾母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
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俩一起长了这么大”“这回
子热刺刺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
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宝黛这即将要面临
的生离死别，就这样被消解成了一场普普通通的
告别，剧中人成了自编自演的笑话。

但凡“红楼”读者，无不关心宝黛钗的婚姻结
局，其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
颦”这一回就隐喻了答案。宝玉心里只有林妹妹，
那自然是非妹妹不娶；贾母爱宝玉也疼黛玉，但她
其实已在心里做出了弃黛玉的抉择。虽然她轻描
淡写说黛玉回苏州是句玩话，但这话却是流着泪
说的。这泪不是为宝玉流的，宝玉好了应该是大欢
喜，而贾母却老泪垂目，她应该预料到将来有一天
黛玉不能嫁给宝玉，绝望的黛玉将是一种什么情
景。

在宝玉“发疯”好了后，薛姨妈做了二件事，一
是给薛蝌说媒娶邢岫烟；二是故意说要给黛玉保
媒宝玉。给薛蝌保媒，是为了提醒老太太，宝玉比
薛蝌大，也该定下婚姻大事了；给黛玉保媒，实则
是警告黛玉，只要贾母不拍板，宝玉就不是飞不了
的煮熟的鸭子。“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
他”“若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
与他，岂不四角齐全”。没承想紫鹃听见，忙跑来笑
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
去？”薛姨妈见自己的虚套要被戳穿，瞬时就拿出
令女孩最难堪的杀手锏：“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
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
当薛姨妈的虚情假意被紫鹃抓住时，登时变了老
脸。对一个年轻女孩这等的羞辱，一是恶毒，二也
恰恰反映了薛姨妈嫁女的心切。

宝钗已过将笄之年，这在十五岁之前就要定
亲的古代，宝钗已是“大龄剩女”，薛姨妈不可能不
为女儿婚事着急。但在钗黛PK中，贾母却相中了突
然来府的宝钗的堂妹薛宝琴，幸好宝琴早已许配
了人家，对宝钗没能构成威胁。但从贾母对宝琴的
喜爱和对薛蝌婚姻的“硬做保山”，薛姨妈嗅到了
贾母对孙子婚姻大事的迫切，也进一步感受到了
金玉良缘的任务重时间紧。

《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其实是一场婚姻大决
战。紫鹃用她的智慧以传统文化做矛，虽然能刺醒
混沌但有真情的宝玉，却撼不动这群文化的掌舵
者，最终真情还是会被市侩战胜。宝黛的木石前盟
不可能再续，大观园中也不会再有“你放心”这样
最真的爱情誓言。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济南大学文学院）

□文鹍

母亲最喜欢吃苹果。早晨散步回来，
最大的奢侈就是吃个苹果。当然了，前提
是家里有苹果，且比较多。

中秋节，天气尚有余温，大地还有积
蓄的热能。这时的苹果只为赶个好行情，
其实口感一般，也不耐储存。我知道母亲
爱吃，就少买了些。

除了苹果，我拎着大包小包回到老
家。像往常一样，我直奔冰箱，准备往里
面放东西。可打开冰箱门的一瞬间，我整
个人愣住了。

前些日子我买的那些吃食，就像被
时间遗忘般，原封不动地躺在里面，分毫
未动过。母亲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初的
生活困难，好多东西情愿一直放着，也不
舍得吃。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母亲生日。我又
买了好多吃食带回去。我问母亲：“上次
给你买的苹果，吃了没有？” 母亲说，

“等着冬天再吃吧。”
我愕然，抓紧从冰箱里搜出那袋苹

果，一半已烂掉，一半变得皱皱巴巴，仿
佛在诉说着时间的流逝。

我有点生气地说：“留、留、留，都留
烂了不是？”

母亲沉默不语，拿起一个早已被时
光雕琢的苹果，那青色的外皮上，赫然有
个硬币大小的烂洞，像是岁月留下的疤
痕。母亲想把那个苹果的烂洞削掉再吃。
我硬生生地拦下了：“别吃了，吃坏了肚
子咋办？”

母亲笑而不语，笑容中似乎蕴含着
对生活的淡然和接纳。她嘟囔着，“这么
好的苹果，扔掉可惜了。”我暗自高兴，幸
亏我在家监督，否则，她肯定会吃掉。

母亲很不情愿地将烂苹果丢进垃圾
桶，有点惋惜又有点自责，“啥东西都是好
的时候不舍得吃，这个毛病就是改不了。”

这点我深有体会。我上高中的时候
住校，一个月回家一次。家里有好吃的，
母亲准会留到我回家时再吃。很多时候，
要么不新鲜，要么过了保质期。

我上了大学，路途漫漫，一年寒暑假
只回来两次。母亲依然如此，好像担心我
在外面吃不到家里的香甜。

甚至我工作后，亦然。我开玩笑说，
“别给我留着了，我在外面吃的好东西肯
定比家里多，不会比家里少。”

从苦日子里挣扎过，母亲仿佛陷入
了一种无形的执念之中，好吃的宁愿坏
掉，也要给我留着。她常说，太新鲜的食
物，老觉得下不去嘴，总要留留。我知道，
这习惯除了源于节俭，更是她表达牵挂
和爱意的一种方式。

所以，每次回老家，我都会看看冰箱
有什么东西需要清理，还有什么东西快
过期。

母亲年龄渐长，记性大不如以前，许
多东西往床底下一放，就忘了。今年中秋
节，我居然在床底的角落里，发现一盒去
年的月饼。这次我没吱声，趁她不注意，
悄悄地拿出去扔掉了，不然她又要嘟囔
很久。

小雪节气过后，气温明显变低，冬天
的寒意更浓了。这时候的苹果好吃又耐
储藏。我打电话给母亲，“这些日子，我老
是出差，咱村就有集市，你多买些苹果，
存到家里，想吃的时候随时吃。”母亲答
应着。其实，我心里清楚，她舍不得多买，
也舍不得买好的。

这次回老家，我提前买了几箱好吃
又耐保存的红富士苹果。母亲看到如此
多的苹果，反而责备起我来，“看看你，买
这么多，放坏了怎么办？”我说：“要是怕放
坏，那就赶紧吃，买少了，怕你不舍得吃。”

母亲笑了笑，“你这孩子啊。”
切开一个苹果，我跟母亲分享，好吃

很甜。
文鹍（笔名），现供职于山东某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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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会“出牌”的紫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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