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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曹雪芹心中有个
孙悟空，这还影响到他创造王
熙凤。凤姐和孙猴的性格基调
甚至语言特点极其相似。

孙悟空是灵霄宝殿的齐
天大圣，神魔界踢天弄井；王
熙凤是大观园的齐天大圣，闺
阁界踢天弄井。孙悟空把神佛
世界搅得昏天黑地，竖起“齐
天大圣”旗帜；凤姐把男性世
界搅得黑地昏天，立起“管家
凤奶奶”旗帜。孙悟空用定海
神针金箍棒打遍天上地下，打
出神猴的威风；凤姐用精神金
箍棒打遍宁荣二府，打出“凤
辣子”威风。

曹雪芹写凤姐时，好像有
意透露出她跟孙悟空有关联。
贾母喜欢叫凤姐“猴儿”。第二
十二回凤姐说贾母蠲资给薛
宝钗做生日的二十两银子是

“勒掯”她。贾母感叹：“我也算
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儿？”
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凤姐
与张道士开玩笑，贾母说：“猴
儿，你不怕下割舌地狱？”第三
十八回，凤姐拿贾母少年时受
伤开涮，说贾母头上的坑跟寿
星老一样，寿星脑门上本也有
个坑，因万福万寿盛满了，倒
凸高出些来。众人笑软，贾母
说：“这猴儿惯得了不得了！”

贾母最喜欢看的戏是《西
游记》，在贾母印象中，凤姐是
像孙悟空一样活泼可爱的“猴
儿”。“猴儿”的主要特点是爱说
会说、嘴尖舌快，自诩会说的贾
母也不及她，恨不得要撕她的

油嘴。贾母当众讲过一个笑话，
调侃凤姐“吃了猴尿”嘴巧。

我发现，凤姐跟孙悟空在
八个方面极其相似：一曰好大
喜功；二曰好戴高帽；三曰心
高气傲；四曰冒险好动；五曰
聪慧好奇；六曰没上没下；七
曰口若悬河；八曰善于谐谑。

这八个方面都可以从两
部小说找到互相对照的具体
例证。王熙凤和孙悟空最相似
的是：生命力强悍、创造力丰
富，总不停地琢磨事，总想做
点儿分外的事、新奇的事、好

玩的事、过去没做过的事，都
有一刻也不安宁的“猴性”。

孙悟空喜欢揽事，好卖弄
能力。跟妖精斗，多么艰难？他
却说是“捉个妖精耍子”。孙悟
空最喜欢管闲事。西天取经路
上，有不少磨难根本是他显能
揽事找来的。

凤姐不会七十二变，但是
她的好动、好奇、好胜、好揽
事、好显能，跟孙猴子如出一
辙。比如：“史太君两宴大观
园”时，凤姐居然抢船娘的“买
卖”，亲自撑船，贵族少奶奶撑
船，岂不太离谱？“芦雪广争联
即景诗”时，凤姐毛遂自荐起
头，不识字偏要写诗，岂不太
离奇？贾府庆祝元宵节时，凤
姐到大观园亲自放炮仗。撑
船、写诗、放炮仗，都是生活琐
事，但都表现出凤姐不同寻常
脂粉的“猴性”。

凤姐跟孙悟空还有个突出
的共同点：都擅长说似乎犯上
作乱的谐语。孙悟空跟天界、神
界主宰打交道，常信口开河，说
不合规矩不靠谱的话。仔细想
想，孙悟空通过没上没下没尊
没卑的话，既达到取乐目的，又
叫天界主宰“为我所用”。当面
叫玉帝“老官儿”，调侃如来佛
是妖精的外甥，孙悟空都是为
了让他们帮助自己完成保护唐
僧西天取经的任务。

凤姐也擅长在至高无上
的贾母跟前说似乎是犯上作
乱的话，仔细思考，无一不是
似抑实扬、锦上添花，达到老

祖宗为我所用的目的。这一
点，凤姐跟被招安的孙悟空非
常相似。凤姐语气之诙谐、措
词之巧妙，也时刻显示出“比
猴还精”的特点。

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
手心。凤姐亦然。凤姐跳不出
的“如来佛手心”是什么？是

“树倒猢狲散”，贾府必然灭亡
的命运。

孙悟空曾被压在五行山
下，但是他荣幸地遇到取经
僧，从此开始了新生活，虽然
头上不得不戴着观音菩萨“陷
害”他的金箍。凤姐的“五行
山”，是贾府“忽喇喇似大厦
倾”，她给压到“五行山”下，已
盼不来“取经僧”，只能眼睁睁
等待毁灭。何况，凤姐给压到

“五行山”下之前，头上已戴了
金箍。凤姐的金箍是由封建宗
法制决定的。这金箍就是：男尊
女卑、夫为妻纲。念紧箍咒的，
有时是最宠爱她的贾母。

孙悟空跟随唐僧，跋山涉
水，千辛万苦，最后取得真经，
他头上的金箍，随着他成为

“斗战胜佛”，自然消失。
王熙凤跟随贾母，兢兢业

业，机关算尽，随着“盛筵必
散”，她头上的金箍越念越紧、
越紧越念，新仇旧恨一齐找，新
账老账一齐算。凤姐内外交困，
心劳力拙，最终要了她的小命。

说曹雪芹写王熙凤时心中
装个孙悟空，有没有几分道理？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这里
不比孩子

岳岳进幼儿园时就是一个
活泼好动的孩子，每次父母去
接他，都会听到老师的“诉苦”。
有一次，岳岳在教室里上蹿下
跳，老师为了使岳岳“安定”下
来，就把他单独放在教室一个
围有木栅栏的角落里。但是没
过多久，岳岳就出现在众人面
前，这一举动让老师惊讶不已。
后来老师又把岳岳放进栅栏里
并躲在门后观察，这才看到：不
足两周岁的岳岳凭着自己良好
的身体素质从一个比他还要高
的木栅栏里爬了出来。这是友人
沈安平先生讲述自己孩子当年
在国内上幼儿园时的故事。这个

“不守规矩”的孩子当年给他的
父母带来了诸多烦恼，但当这个
孩子到美国来上幼儿园时，他的

“不佳表现”却成了优点。
沈先生讲述了岳岳来美国

后开始受教育的情况，这让他感
受到一种与之前对比非常强烈
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其中我感受
最深的是岳岳的老师对沈先生
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的孩子
和班里其他孩子相比表现如
何？”“我们这里不比孩子！”老师
平淡直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岳岳来到美国上幼儿园
时，他的父母很担心孩子在学
校是否还跟以前一样表现“不
佳”，让老师不喜欢。当老师第
一次和家长见面时，岳岳父母
心中很忐忑，不知孩子究竟表
现如何、老师如何评价。他们没
有想到，幼儿园老师带着微笑，
评价完全是正面的，一点没有
责备之意。

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岳岳
活泼好动的习惯没有太大改
变。当父母对岳岳的多动性格
表示担忧时，学校的老师总是
告诉他们：那就是他的个性，他
会有出息的。从老师真诚的语
气中，他们看到了老师对岳岳
的喜爱和理解，这给了他们极
大的安慰。

创新型人才大都是那些
“不安分”的孩子。从成长经历
看，岳岳幼时就表现出来的不
安分特质，反倒在他之后的发
展中帮了忙。大学毕业后，岳岳
没有选择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而是选择来到硅谷创业，他组
建了自己的公司，每天有很多
人因使用他们的网站而搭到旅
行的便车。也因为创意，岳岳被
遴选为“总统创新学者”，离开
硅谷，来到华盛顿，为美国联邦
政府创新项目服务。

创新型人才是现代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按照多伦
多大学查理德·弗罗里达教授
的研究，现代经济最重要的要
素是创意人才。我国现在缺乏
的就是这类具有创造性的人
才。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把缺
乏创新人才的重要原因归于我
们的扁平化教育，在这种教育
模式下，尖子型人才被压制，因
为这部分人大多有个性，在老
师眼里“表现不佳”。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
和特长，是无法与其他孩子比
较的。即使可以比较，也不应该
把班级里的孩子排出名次来。
孩子间不相互比较，这是美国
教育中的一个主流理念，这个
理念从教育家杜威开始就奠定
了基础。以儿童的发展为中心，
让儿童自由发展，心灵健康成
长，是杜威儿童生活教育理论
所倡导的，指导着美国的基础
教育实践。

（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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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名士中，我最喜
爱的一个群体是“竹林七贤”，
原因很简单，文人自古不爱抱
团，多故作清高，像李白、杜甫
这样的好朋友并不算多，况且

“人多了乱，龙多了旱”，七个人
能喝到一块去，以啸酒、纵歌为
最大乐趣，堪称奇迹。

据记载，竹林七贤盛名时
期经常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地
方，在河南辉县一带。七人当
中，嵇康是安徽宿州人，阮籍是
河南尉氏人，王戎是我老乡，山
东临沂人……这哥几个是怎么
聚到一块的，详细情节不得而
知，但怎么分的大家都知道，因
为政治分歧，他们闹掰了。所以
竹林七贤带给我们的教训就
是：好好吃饭，别谈政治。

在北京我们有一个酒局，
一共六个人，叫六根，酒局叫醉
醒客。六人都是北漂，在城里漂
来漂去不知怎么地就漂到了一
起，酒局持续了九年之久，至今
没有要散的迹象，反而是一段
时间不聚，就有人在微信群肉
麻地说：“喝一下吧？想你们
了！”于是约一地儿，不醉不归。

有人叫我总结六根酒局持
久不散的秘诀，我想了，有三
点：一是没有目的性，就是喝酒
吃饭闲聊侃大山，随性而来尽
兴而归，没有压力。二是彼此熟
悉，十分了解，因此时常童心大
发，不用戴着面具，时间长了，
有了情感依赖。三是满足于食
物的分享，以吃为中心话题，符
合原始社会的社交初衷。

我深深地想过一个问题，
之所以那么乐意与几个大老爷
们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聚
在一起吃饭，最深层次的原因，
不是满足口腹之欲，也不简单
是追求童年的感觉，而是寻找
并维护一种友情的温暖不要消
失。食物不仅是社交的载体，更
是促进情感交流的工具，所以
对中国人见面最日常的问候语

“吃了吗”不要有小看心理，它
貌似肤浅、重复、无聊的背后，
隐藏着老祖宗千百年来积累下
的人际智慧。不少外国人来到
中国，第一面就被“吃了吗”这

句话拿下，从此以后成为宁死
无悔的中国粉。

我喜欢的一位写作者，就
是自谦“二流作家中排名第一
位”的毛姆，来到中国后就被中
国人吃饭程序的繁琐与细致、
豪华与盛大惊呆了。西方人的
宫廷宴，与中国小城一个地主
生子的庆祝宴相比，都粗陋得
像“茹毛饮血”。作为一名性格
内向、温和、特别擅长讨人喜欢
的文人，毛姆老师在中国期间
显然吃得心满意足，写了三部
书，也交了《阿金》中描写的一
帮朋友。

中国人喜欢扎堆吃饭。这
事是从皇帝那儿开始的。无论

是古代典籍还是历史演义，包
括那些烂大街的古装影视剧
中，皇帝动不动就大宴群臣。能
参加皇帝饭局的大臣们自然开
心得不得了，能享用美酒佳肴
倒是次要的，和皇帝一起吃饭
才是大事，饭都吃不到一块去，
怎么能成为“心腹大臣”？

皇上请吃饭，一般都挑节
日，像立春、元宵、端午、重阳这
样的时候，正儿八经地请大伙
儿吃一顿。不过几乎所有的皇
帝都任性，有时没来由地开心
了，想要“行礼”，于是便传旨下
去，让家近的大臣们先把手头
的事情放放，陪皇帝喝上一杯。
据《明史》载，宣德五年冬，“久
未雪，十二月大雪，帝示群臣

《喜雪》诗，复赐赏雪宴”，下个
雪都能成为大吃一顿的理由，
可见朱瞻基也算是性情中人。

皇帝请吃饭是顶层建筑的
聚会，竹林七贤的吃饭是古代
中产阶层的抱团，其实在中国
民间，集体吃饭更是一种传统、
一种文化。久远的不说了，在我
童年时，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
农村，邻里之间就弥漫着一股
挥之不去的饭香，谁家蒸了白
馒头，谁家包了韭菜鸡蛋馅的
水饺，谁家炖了一锅令人馋掉
牙的下水，在空气里随便闻一
闻就知道。孩子们的鼻子最灵，
发现空气里有不一样的香气，

循着味儿就过去了。多数时候，
谁家饭好吃，就在这家就地解
决了肚子饿的问题；少数时候，
邻居们会端着碗把好吃好喝的
送过来。

我在2 0 0 0年前后来到北
京，同时也把乡土习惯带了进
来，同一个小区里，住的邻居多
是来自安徽、河南、山东、江苏
的外地人，那还是BBS时代，在
小区的网络论坛上，认识不久
就约上了，以家庭为单位轮流
请客吃饭。每每到请客那天，请
吃饭那家无不倾其所有，把珍
藏的好酒、拿手的好菜端将上
来，三五个家庭，大人小孩十多
口人，有座位的坐着，没座位的
站着，吃得不亦乐乎，间或点评
各地菜的风格、味道，酒足饭饱
后就地解散。

以2 0 0 3年“非典”为分水
岭，我们这个小区的家庭聚餐
取消了。仿佛约好了似的，以前
聚得挺欢的诗人饭局、文人饭
局，在频率上也骤降。再后来的
年份，大家都显得越来越忙，一
年能聚一次的，都算是有不错
的交情了。如果两帮刚认识的
人在一起寒暄“有空吃饭”，通
常这个约定可以视为客气话的
一种，这样的约饭，可能永远不
会实现。每每在握手告别时，我
不由自主地说出“有空吃饭”，
内心总有点说谎般的歉疚感。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
处是他乡。”“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故人具鸡
黍，邀我至田家。”“盘飧市远无
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中国
的饭局，充满了仪式感，被提炼
出来那么隽永的文化味道，也
灌注了如此众多的情感元素。
互联网让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个
孤独旋转的个体，饭局文化也
变成了人手一个手机刷朋友
圈、抢红包，好好地吃顿饭，居
然变成了一件难事。

有时候真想穿越到古代，
或者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童年，
体会一下吃饭作为一个盛大节
日的味道啊。

（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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