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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

贾政这一天带着宝玉去游园
了，你可以看到他们题咏山水，行
走于园林之间，他们有与众不同的
文化格局。

他们到的第一个景点，有一块
“镜面白石”，就是“迎面留题处”。贾
政回头笑道：“诸公请看！此处题以
何名方妙？”有人说“赛香炉”，因为
古代很有名的风景之一就是庐山，
庐山有一个形状很像香炉的山峰，
叫香炉峰。也有人说叫“小终南”，

“终南”是指终南山，传说是当时修
道炼仙的人住的地方。还有人想了
别的名字，其实不管“赛香炉”还是

“小终南”都蛮俗气的。作者在这里
特别点出，贾政旁边这些文人清客
都知道，这一天贾政真正要考的是
宝玉，不是他们。这些人非常聪明，
知道不在这个时候抢风头，所以他
们故意讲一些不太好的名字来敷
衍，这样宝玉讲出来的东西就会脱
颖而出。这种帮闲文人最懂得什么
时候该表现、什么时候不表现。

“贾政听了，便回头命宝玉拟
来。”宝玉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正
景，下面还要有很好的风景出现，
不宜用太重的字。他说：“莫若直书

‘曲径通幽处’。”弯弯曲曲一条小
路，带我们到那个非常幽静的所
在。大家都说：“是极！二世兄天分
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
当然这些人是有点奉承的。贾政觉
得不能随便宠坏了小孩，就说：“过
赞了。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
取笑罢了。”

他们接下来就进了石洞，看见
“奇花闪灼，一带清流”，水开始出现

了。这个园林里面有一条水流从头
到尾贯穿着，不管到潇湘馆、稻香
村，还是蘅芜苑，你会发现水流一
直跟着。水成为园林的一个主题，
它就像我们戴的珍珠项链的那一
根线，有时候你看不见，可是这根
线是贯穿所有珍珠的一个真正的
脉络。

他们要为这个水命名。贾政想
到《古文观止》里欧阳修有一篇很
有名的文章《醉翁亭记》。欧阳修在
做安徽滁州太守的时候，曾经盖过
一个亭子。亭子盖好后，他让人用
当地非常好的泉水酿了酒，然后他
喝醉了。人家叫他为亭子命名，并
写一篇文章，因为已经喝醉了，人
变得懒散自在，他说自己醉了，就
用“醉翁亭”命名。你们现在到安徽
还会看到醉翁亭，它变成了文化上
的一个重要记忆。贾政看到这个地
方刚好有水“泻出于两峰之间”，这
是《醉翁亭记》里的句子，想要用这
个“泻”字。可是宝玉觉得这个地方
是用来欢迎贵妃娘娘回来的，用

“泻”字不好，欢迎皇家的人应该有
一种贵气。而且他认为“泻”字只点
出了水，没有点出花。因为这个地
方不但有水，旁边还种满了花。所
以，他用了两个非常漂亮的字———

“沁芳”。沁芳后来就变成这条小溪
的名字，沁芳亭、沁芳闸都是沿用

“沁芳”二字。
“沁”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

到了，古人的诗里面“沁”字用得很
多，比如宋词中的词牌“沁园春”。

“沁”这个字有一点女性味，可以用
来形容泪痕。沁是什么？是渗透，不
知不觉慢慢地渗透。泪水浸透了衣
襟也叫沁，玉上面有的痕也叫沁。

“沁”是岁月久远以后不知不觉感
染到的气息。“泻”是比较表面，比较
粗暴的，“沁”是阴柔而美的，当然比

“泻”字漂亮。“沁”下接一个“芳”字，
是说水沾染了落花的香味，有花的
芳香，可见古典文学的训练到最后
是在生活里随处可以用的。

十四岁的宝玉观察到了这里
的景致：看水看花看落花，其实“沁
芳”只有两个字，大家都觉得漂亮
得不得了。我们也会发现贾政还有
他身边的人都没有这个感觉，因为
他们在官场太久，对于“沁”这种比
较温柔的有感染力的东西，不太有
感觉了。

“贾政拈髯点头不语。”有没有
发现，大多时候父亲赞赏孩子只是
点头摸胡子，他不会讲什么好听的
话。然后他说：“匾上二字容易。再作
一副七言对联来。”还要继续更难
的考试。宝玉“立于亭上，四顾一望，
便机上心来，乃念道：绕堤柳借三
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绕堤”对

“隔岸”，“柳”对“花”，“借”对“分”，
“三篙”对“一脉”，“翠”对“香”，全部
是工整的对仗。“三篙”是说水很深，
水深了以后才会有清澈的绿色，使
得旁边的柳树都增添了绿色，所以

“绕堤柳借三篙翠”，柳树借了水的
绿色，主题不是柳，而是水。“隔岸花
分”，就是水在流，两边都是花，整条
水都是香味，主题还是在一脉水。

“三篙”和“一脉”是真正的主题，都
是在讲水。这个对联的精彩在于它
不只对仗工整，更重要的是意境，
主题完全是水。

接下来，他们“出亭过池，一山
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随
后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带粉
垣，里面数楹精舍，有千百竿翠竹
遮映”。一提百竿翠竹，这个地方就
是潇湘馆了，它的主题就是竹子。

“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
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二三间房
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
打就的床几椅案。”一个小小的房
舍，很适合林黛玉这样喜欢幽静的
人住。

贾政笑着说：“这一处还罢了。

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
一世。”他一天到晚都在忙公务，此
刻忽然觉得很遗憾，说如果能够在
有月亮的晚上，在这样的房间里读
读书，就此生无憾了，意思是讲他
已经没有机会了。“说毕，看着宝玉，
唬的宝玉忙垂了头。”宝玉对父亲
所有的眼神都很害怕。大家赶快打
圆场，说这个地方应该题四个字，
贾政就问哪四个字，有人说“淇水
遗风”。因为《诗经》里面讲到淇水的

“绿竹猗猗”，贾政就说“俗”，觉得不
好。另外一个人说“睢园雅迹”。“睢
园”是汉梁孝王刘武营建于睢阳的
花园，也叫修竹园，全部用的是竹
子。竹子中间是空的，文人常常强
调虚心，做人要谦虚；竹子有节，文
人讲究节操，不该要的东西不要。
虚心与节操使得文人越来越爱竹
子，把竹子作为君子的象征。可贾
政也说“睢园雅迹”俗。

贾政问宝玉，刚才众人所说有
没有可用的，宝玉回答：“都似不
妥。”贾政就冷笑道：“怎么不妥？”宝
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
颂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
人现成的，何必再作。”他说用“有凤
来仪”。“有凤来仪”出自《尚书》，《尚
书》是比《诗经》还要古老的典籍，是
讲天下太平之后，经济繁荣了，治
国治到最好的时候就是“箫韶九
成，凤凰来仪”。“箫韶”是指音乐。做
官的人不用那么忙于政事，可以坐
下来听音乐了，引得凤凰也飞来一
起欣赏。就是说，治国到最后不只
是感化人，甚至连动物都能被感化
了。这是《尚书》里非常美的一个句
子。“有凤来仪”刚好讲贵妃回来，不
仅仅是典故，而且气派很大。可以
看到，宝玉的确没有读死书，他的
才学在这些地方用得非常好。

（摘选自《蒋勋说红楼梦》，有删
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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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出来之后便迅速冲上热搜，而其中最吸引人
的当数全国甲卷中以《红楼梦》的一个片段为材料引出的作文题。作文题目
中所提到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是《红楼梦》第十七回的内容，这也是书中
非常重要的一回。这一回中，为了迎接女儿贾元春省亲，贾府修建了一个很
大的园林，而这个新建的园林，恰好成了贾政对贾宝玉的一次“试才”。

蒋勋在《蒋勋说红楼梦》一书中对“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进行了详
细解读，认为宝玉在对答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片天
地来自他对大自然和人世间所有美的关心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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