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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芳：《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经常有人问我，最近喝什么茶了，或者你平时都是
喝什么茶，大概是看到了我的一些茶文章，把喝茶与写
文章搅和在了一起。很多人受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误导，
认为文人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就写不出好文章。以
本人而言，家父在二十年前就经过研究，将自己的小儿
子定性为“酒后狂妄型”，也有朋友给我一个“酒后无德”
的评语。吾等类人，酒后是万不可动笔写文章的，否则
后患无穷，比吐酒的滋味难受。

我是坚决反对抽烟的，尤其在公共场合抽烟，那应
该定性为全民公敌，尽管消灭不了你，但会敌视你。我
甚至想，那些所谓的抽烟写文章的人，其实是拿着烟装
模作样而已。文思如泉涌，才高八斗，下笔如有神，哪还
用得着什么烟？

至于茶，也就这几年才刚刚入门，知道了一些茶的
品种，攒了几把真真假假的紫砂壶，还有茶罐，将良莠
不齐的茶叶装入其中，装个门面。倒是读了几本写茶的
书，慢慢体味人家说的那些茶事，还真的受益匪浅。在
民间，喝茶既是一种待客的方式，也有解渴的实际功
能。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家里来客人了，主人
会说，下茶喝吧，客人就会客气地推辞一下：不害渴。这
样的对话既是一种修养，也是对喝茶的一种认识，潜在
的意念是渴了才会喝茶，那就是相当于把喝茶当做喝
水，就是为了解渴止渴。

当然这也是一种待客艺术，我的老家地处潍县就
是现今山东潍坊市的东南方的乡下，《潍县志》和《潍县
乡土志》都有记载，称之为潍县东南乡东王松村。过去，

乡下人进城不是一件小事，来回在路上走的时间比在
城里待的时间还长。但是，回到村里那就是开口闭口人
家潍县城里的人如何如何，至少讲三年。有一位特别能
发现问题的人，总结了城里人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不
用到地里干活，坏处是不实在。他举例，城里人见面后
打招呼：老刘问，老李吃了没，老李答还没呢，老刘接着
来一句我刚吃了。如果老李说吃了，老刘就回没吃的话
就到我家吃。实际推来挡去都是一些客套话，喝茶也是
这样，你说不渴，他就说，过会儿渴了过来我下茶喝。你
说渴了，他就会说，等孩子他娘回来烧水咱下茶，也是
推来挡去地客气一番。那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都是紧
巴巴的，吃饭喝茶不是一件说到做到的事。这个故事是
说，老潍县城里的人懂礼数，善应酬，街坊邻居的见面
如此这般地调侃几句，使人倍感亲近。

现在完全不同，吃饭喝茶不在话下。无论到茶叶市
场，还是到茶叶博览会，或者被导游导进所谓的茶叶品
鉴会现场，坐下慢慢喝杯茶，品品滋味，聊聊茶品，都是
十分随意的事。有一年到武夷山旅行，晚上本来说好去
转转山色，结果被出租车司机忽悠到了一个种茶炒茶
的人家。主人热情招客，喝遍了武夷山各种好茶，最后
大家也是大包小包地满载而归。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这
帮人又凑在了一起，说起武夷山买的茶大呼上当，当时
喝的茶与买回的茶天壤之别，简直无法下咽。后来，他
们编了一个旅游景区的顺口溜，其中就有到海南不能
背媳妇，到武夷山不能到家里先品后买大红袍金骏眉。
记住这些训诫，我到景区或者茶馆，一般不动人家送上
的茶杯茶碗，生怕喝了人家的茶嘴软。可是，诱惑不得
了，今年初到某省看古建筑，因为古建筑对我的震撼，
爱屋及乌，也爱上了在古建筑里面摆着的红茶。结果不
言而喻，当时津津有味品尝过的红茶，回到家里就不是
那个味道了。所谓自家的茶园、二姐夫炒制、主要是自
己家人喝、看你喜欢就卖给你一点、卖给你我们就没得
喝了，这些听上去很实在的话，从一脸厚道的人的嘴里
憋憋屈屈地冒出来，很有感召力。其实，他们每天不知
说多少遍，当然，也不知有多少人信以为真，不一定受
骗耳朵根子的确有点软。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
说起来也不该怪罪什么。

明代的陈继儒曾经为喝茶下这样的定义：“品茶，
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一个人喝茶的时候，就
慢慢喝，仔细品，把茶味滋润到心里，喝出精气神。两个
人在一起喝茶，就可边喝边聊，品茶论茶，纵论身边大
小事，两人兴趣相投，其乐无穷。三个人喝茶就是以味
相投，要有对茶的认同，还要有“臭味相投”的习性、脾
气、爱好、认知。在闹哄哄的景区，在连忽加悠的氛围之
中，买点味道不纯的茶叶回家也是正常的。我的观点就
是，人到哪里就喝那里的茶。到六安就喝瓜片，曾是中
国十大名茶，到泰山就喝女儿茶，到莱芜就品品这里的
传统名茶干烘。平日里，你坚持喝什么那才是你的爱
好。与事茶达人高建华聊天，谈及烟酒茶，他说，烟不抽，
茶必喝，每天喝，上午喝下午喝，酒两三天要喝一点。此
论与我相投，所以，那天我们从中午开始喝酒，直到看
着太阳西去。席间，高建华说今年是“南茶北引”五十年，
他正在筹办一个纪念活动。我给出一个建议，在圣谷山
茶场建一座纪念碑，把这件惠及众民的大好事告诉后
人……

宋徽宗在《大
观茶论》中有言：

“韵高致静，致清道
和”。事茶者之山水
意境，在忘我的境
界中无论做茶、喝
茶、写茶，都会超然
于茶。

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中
国古代小说论集》里说，有哪部中国长
篇小说能和世界名著抗衡？毫无疑
问———《红楼梦》。

《红楼梦》是长篇小说里的“莎士比
亚”。莎士比亚几十部戏剧，创造了400多
个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曹雪芹一部没完
成的《红楼梦》仅仅前八十回，也创造了
400多个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
而且在莎士比亚戏剧当中，一些次要人
物，比如仆人、丫鬟，往往这个和那个分不
开，但是《红楼梦》，不管是仆人、管家、丫
鬟，都各一面。

《红楼梦》把人情小说发展到极致，小
说家在小说里面如何出现？中国古代的小
说家最常见采用的方法是第三人称，上帝
的万能的眼睛。另一个写法是第一人称

“我”。《红楼梦》不一样，石破天惊地采用
“石头叙事”。小说一开始就创造个神话，女
娲补天炼了36501块石头，36500块石头全都
补到天上了，剩下了一块没用，丢在青埂
峰下。不能补天是个什么概念？是不为主
流意识形态容纳，是这个社会的逆子。其
实这块石头就是曹雪芹。脂砚斋曾说“不
能补天是雪芹一生惭恨”。一僧一道把这
块石头变成通灵宝玉，随着贾宝玉来到人
间，像摄像机一样记录贾宝玉的故事，所
以《红楼梦》又叫《石头记》。这样的写法是
曹雪芹对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伟大贡献。

宝黛爱情是思想相通、

志趣相同的“三世情”

古代小说写男女爱情往往写一见钟
情，《红楼梦》不同。它写三世情，写思想相
通、志趣相同的爱情。林黛玉的前身是绛
珠仙草、绛珠仙子，贾宝玉前身是对绛珠
仙草有浇灌之恩的神瑛侍者。林黛玉下凡
是为了把一生眼泪还给贾宝玉。“还泪说”
也是曹雪芹创造的独一无二的模式。宝黛
恋爱有时是甜蜜的，但经常是酸涩的，不
断互相试探。宝黛桃花树下读《西厢》，贾
宝玉趁机对林黛玉来了段表白：好妹妹，
你就是那个倾国倾城的貌，我就是那个多
愁多病的身。这叫准爱情表白，我就是张
生，你就是崔莺莺，咱俩是一对。林黛玉本
来最不希望贾宝玉心里面有别人，他现在
心里面表示跟你是一对，你应该很高兴才
对。但是贾宝玉一表白，林黛玉立即翻脸，
脸通红，要告诉舅舅去，林黛玉是不是装
腔作势？这要看林黛玉受的教育，是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的封建淑女教育，林黛玉
都没有崔莺莺和杜丽娘的觉悟，她受的封
建教育太深了。

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实质是贾宝

玉人生道路的选择。他母亲和贵妃姐姐根
据家族需要，给他安排金玉良缘。薛宝钗，
富商之女，淑女典范。贾宝玉如果选她，是
走一条封建家长安排的人生道路。追求林
黛玉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林黛玉生活的
环境是什么？潇湘馆，大观园里最清静的、
凤凰居住的地方。凤凰对生存条件要求特
别苛刻，不是梧桐树不会落脚，不是纯净
的泉水，它不喝，不是竹子最嫩的尖不吃，
它太纯净天然了。整个大观园，谁的房子
底下有清清泉水流过？谁的房子周围全是
竹子？林黛玉。她在大观园做诗意的栖居。
贾宝玉的爱情选择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
贾宝玉和林黛玉要的是自由、独立、人格。
在人生道路上，只有宝黛是相通的，意趣
共同的。

贾宝玉是贾府的不肖子弟，“古今不
肖无双”，思想上和家族背道而驰。社会要
求男孩子读书做官，贾宝玉不愿意读圣贤
书，不愿意和利欲熏心的贾雨村来往。社
会讲究男尊女卑，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
骨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男人便
觉得浊臭逼人，见了女儿就清爽。贾宝玉
对十二金钗那都是香花供养。

凤姐理家是《红楼梦》两

条线索之一

宝黛爱情是《红楼梦》两条线索之一，
另外一条重要线索是凤姐理家。凤姐理家
写一个大家族的败落，而这个大家族败落
是以曹家作为原型。但是《红楼梦》不是曹
雪芹的家史，更不是清朝的秘史。

王熙凤何许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
之一。很多红学家认为，《红楼梦》男主角
是贾宝玉，女主角是林黛玉和薛宝钗。我
认为《红楼梦》是两个核心人物，贾宝玉和
王熙凤。如果上电脑统计，王熙凤的文字

绝对超过林黛玉、薛宝钗。她一方面承担
着家族盛衰的使命，另一方面她也是爱情
女主角，这是我和很多红学家观点不一样
的地方。

为什么说王熙凤承担家族盛衰？秦可
卿临死之前托梦王熙凤，说出了整个《红
楼梦》里面对王熙凤最高评价的一句话，

“婶婶，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那些束发戴
冠的男子都不如你”。秦可卿一死，王熙凤
协理宁国府。曹雪芹给她写了两句诗“金
紫万千谁治国，群钗一二可齐家”。秦可卿
和公爹扒灰死了，尤氏撂挑子，没人管家
了，宁国府乱套了，请王熙凤来。几天工
夫，王熙凤采取“包干到人”，奖罚分明，把
宁国府搞得井井有条。

王熙凤也是爱情的女主角，她是在不
合理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宗法制度下，要
求丈夫对自己专一，是理想主义者。王熙
凤一开始和贾琏的夫妻关系是很温馨的，
两个人青梅竹马，结婚后感情很融洽，逐
渐不融洽，就是因为贾琏在实行男权。王
熙凤生日的时候，贾琏和鲍二家的偷情。
王熙凤一场大闹，结果凤姐泼醋满盘输，
贾母亲自出来主持“公道”，教训王熙凤不
要吃醋。王熙凤还要向平儿赔礼，王熙凤
怎么办？她聪明极了，再出来类似的事儿，
完全换了一副嘴脸，这就是尤二姐之死。
曹雪芹说王熙凤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
算了卿卿性命”。王熙凤最后的结局是被
休，这是曹雪芹原来的“哭向金陵事更哀”。

《红楼梦》是长篇小说，又是中国
古代文化的结晶，你在里面能看到建
筑学，大观园是怎么建成的，你能看到
美食，你能看到中国古代哲学，庄子怎
么影响这些人，你能看到中国古代的
诗、词、文、赋、诔。特别是一开始，曹雪
芹就用自创的南曲给每一个裙钗定个
命运。《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
说，它又是一部“文备众体”的小说，是
中国文化的象征。有位著名红学家说
过一句似乎是比较过分的话，扬州国
际红学会闭幕式上，蒋和森先生说过
这样的话，他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
城，不可以没有《红楼梦》。似乎很夸
大。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现在，凡有
空气的地方大概就有华人了，在这个
地球上，华人想祖国了，你能到长城上
挖一块砖带着吗？不行。但是你可以在自
己的挎兜里边带本《红楼梦》，甭管走到哪
儿，你走到阿尔卑斯山，走到现在搞世界
杯的亚马逊雨林也好，在那里边，打开《红
楼梦》就看，中国文化扑面而来，这是中国
文化的精粹、中国文化的代表，我建议大
家好好地看看我们的不朽名著《红楼梦》。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
座，每周邀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6月28日，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瑞芳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读懂母亲的脆弱【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钟倩

今年过年，还没出正月，母亲的右腿
疼得不能下地走路了，我坐在轮椅上整
天码字，生活起居都是母亲照顾，面对这
个突然状况我束手无策。找亲友带她去
医院，医生说她是长期劳损导致腰椎间
盘压迫坐骨神经，再严重些要手术。母亲
一向很泼辣，可这次得病后她好像换了
个人，脆弱得像个孩子。白天打吊瓶、扎
小针，她不住地喊疼；晚上睡觉，传来她
疼痛的呻吟声，长一声，短一声的，“妈
啊，别让我疼！我疼怕了！”我听得心里一
阵紧一阵松的，说不上来的滋味。

经过治疗，母亲的病情没有多大改
善，疼痛反反复复，她泄气地说，“花了好几
千块钱还治不好！我不治了！”她情绪不稳，
吃不进饭，我心神不宁，写作也乱了套。上
网查询治疗常识，四处打听各种疗法，恨
不能让她一下子好起来。她急，我比她还
急，让她锻炼走走，她没走几步便停下来，
嘴里嘟囔着说“怕摔着”。我忍不住大发脾
气，大声地说，“你不能坚强点吗？咬牙坚持
一下！”说完，我立马后悔，可遇到她抹泪软
弱的时候，我还是这样“犯错”，那种复杂的
情绪使我欲罢不能。

朋友告诉我，她的母亲也是这种
病，吃药打针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要保持好心情。父母得病后心都会空
下来，失去重心，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
儿女的支撑。“你照顾不了她没关系，
但应多给她一些安慰，她很需要的。”

听到这里，我内心的愧疚感排山
倒海般涌来——— 我光想着找什么名医
或者药方让妈妈尽快康复，光想着多
写文章赚稿费让妈妈有良好的医治条
件，到头来却忽略了她的内心需求，实
在太不应该了。

接下来，我克制情绪，暂停写作。见
身体恢复得较慢，母亲着急上火，怀疑治
疗不对症，我很耐心地宽慰她说，“病得
在身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康复要有
一个过程，慢慢来。如果急能治好病，咱
一块儿急，你说能管用吗？”母亲不住地
点头，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眼看到了复
诊的日子，她说什么也不去，我知道她是
心疼花钱多。苦口婆心做了几次思想工
作，她仍然不去，我急得团团转。

后来，我想起一文友说过的事情。她
的母亲没有工作，节俭惯了，平时生病买
点药吃，坚决不去医院，后来查出患上癌
症，住院期间花了好几万，庆幸的是手术
之后没有大碍，劫后余生她的母亲感慨
万千。我把这些讲给母亲听，最后说道，

“你治好了能够照顾我，我是有妈的孩
子，如果你病倒了，我会掉在地上没人
管，写再多的文章也没有意义！哪怕是为
了我，你也要配合治疗，好吗？”母亲的眼
睛湿了，我强抑感情，没有哭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去复诊。
治疗的这段日子，我停下手头的

写作陪着母亲。我发现，她的需求很少

很少，只是渴望我能够积极地回应她，
和她多说说话，为她打打气；我发现，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盯着我的脸，
谨小慎微的样子。在她那里，我的说话
语气和态度原来是那么重要。在她心
中，我是她最好的药啊！

经过四个多月治疗，母亲的病情大
有好转，我欣慰不已。那天外出，母亲走
在前面，朋友用轮椅推着我在后面，看着
她那瘦弱矮小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很是
陌生，鼻腔里一阵酸涩。我暗自下定决
心，今后要多陪母亲，保证她不孤单，不
再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脆弱。

母亲这次生病，我悟出两个道理：尽
孝人人都会，但是方法不当，无视父母的
心灵需求，会弄巧成拙；父母老去，他们最
需要的不是生活上的丰裕，不是花不完的
金钱和吃不完的营养品，而是儿女们细心
而持久的陪伴，懂得他们的脆弱，给予他
们足够的情感支持。

该征文截止日期推延至9月30日，
欢迎继续投稿。

征文投稿邮箱：qlwbxiaoxin@163 .com

【问茶齐鲁之三十五】

事茶者
之山水意境
□许志杰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