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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之人香菱
戴萦袅

! ! ! !人们常用“小姐身子丫鬟命”来形
容薄命红颜。《红楼梦》里便有这么一
位可怜可爱的女子香菱。她本名甄英
莲，是姑苏富人甄士隐的独生女儿。甄
士隐淡泊名利、风雅怜才，妻子“情性
贤淑，深明礼义”，如能在这样的家庭
长大，是一种福气。不幸的是，英莲五
岁时去看元宵灯火，被拐子拐走。
英莲长大后，被卖到薛宝钗家，得

到了宝钗和薛姨妈的怜爱。宝钗为她起
名为“香菱”，想来是
因为她容貌美丽、秉性
纯良、气质高雅，像清
香的红菱一样娇艳可
爱。贾府上下对香菱的
评价很高，惋惜她竟成了宝钗的哥哥、
“呆霸王”薛蟠的妾。

后来，薛蟠远行，香菱住进大观园
中，拜才女林黛玉为师，学习作诗，又
向宝钗和湘云请教。香菱学诗，是全身
心地投入。她为了完成黛玉布置的咏月
诗，整日苦思冥想，被人称作“诗呆子”。
黛玉推荐王维的诗，她便逐字逐句地反
复品味。读到“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
烟”，还联想起上京时所见到的景致，
充满柔情地回忆道：“那日下晚便湾住
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
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
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
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红楼梦》中虽然没有详细描写香

菱的进京之行，但从上文看，却是充满
心酸和凄楚的。拐子养大香菱后，先将
她卖给乡绅之子冯渊，又偷偷卖
给薛蟠。两家争执不下，薛蟠仗
势将冯渊打成重伤身亡，又生拖
死拽，将香菱带去京城。可是面
对当时未卜吉凶的前途，香菱还
能专注欣赏沿途的风光，久久不忘，让
人又好笑、又心疼。

曾有大师认为，香菱对作诗的着
迷，实乃虚荣心作祟。其实，曹公笔下
的香菱，有点“一根筋”!做事无比专
注认真。比如，众人去看惜春画的大观
园，香菱见画中有几个美人，还要细细
辨认，这个是宝钗，那个是黛玉。又比
如，宝玉生日，香菱和女伶们斗草，香
菱说自己有夫妻蕙，详细解释道：“一
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有两
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
者为夫妻蕙。”牙尖嘴利的荳官，调侃
说香菱一定是想念丈夫了。香菱害臊
了，和荳官打闹起来，弄脏了自己穿的
石榴红绫裙。
石榴裙，指的是石榴花一般鲜艳夺

目的红裙。石榴红的服饰，不仅是深闺
弱女的心头好，也深受沙场悍将喜爱。
《水浒传》中，宋辽两军开战，辽国的
先锋琼妖纳延，身穿“石榴红锦绣罗

袍”，英姿勃勃，愈显骁勇。
轻薄的菱裙，染上明丽的石榴红，

则平添几分娇娆的美感。“石榴裙”的
美称，最早出于梁代简文帝的 《乌栖
曲》：“芙蓉为带石榴裙”。想来是诗人
在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看到了穿红裙的
佳人，因此有了这样美丽的比喻。晚明
的蒋一葵，也戏笔曰：“石榴花发街欲
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
尽，剩将女儿染红裙”。

唐代的妓女特别偏
爱石榴裙，如万楚《五
日观妓》 的戏剧化描
写：“眉黛夺将萱草色，
红裙妒杀石榴花”。唐

代传奇《霍小玉传》中，女主角死后，
魂魄与负心汉李益相见，穿的也是石榴
裙。青翠的眉毛和鲜红的绸裙，似乎都
在苦苦恳求薄幸的情郎“勿忘我”。
石榴裙也风靡宫闱。武则天所作的

情诗《如意娘》曰：“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
箱验取石榴裙”。传说，这是武则天在感
业寺出家时，写给唐高宗李治的。无论
是否属实，这首诗都饱含炽热的爱情和
深切的思念：泪眼婆娑的女子，恍恍惚
惚，将红色看作绿色，更是泪滴石榴裙，
留下斑点。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
中，探春也曾打趣爱哭的黛玉，说她住
在竹林茂密的潇湘馆，将来思念丈夫，
也会像娥皇、女英那样泪洒翠竹成斑。
值得玩味的是，香菱和荳官滚在草

地上打闹，石榴红裙拖在积雨中，想必
也沾染了青草的汁液，真的是
“看朱成碧”了。香菱所作的咏
月诗中，有思妇彻夜捣衣、倚楼
望归的描写，更有直抒胸臆的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

团圆”。曹公似乎是在暗示，香菱对纨
绔子弟薛蟠，竟有强烈的思念之情，堪
称一位“认真”的妾。
更令人咋舌的是，香菱得知薛蟠要

娶夏金桂为妻，心中盼她过门，比薛蟠
还急十倍，巴不得主母嫁过来后，诗社
又添一员。然而事与愿违，香菱判词
称：“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
乡”，是指夏金桂阴狠毒辣，将香菱折
辱致死。贾宝玉好心为香菱担忧，还遭
她抢白，只因她看过的书、接触到的人
中，但凡才貌双全者，都是典雅和平
的。脂批称：“直是浑然天真之人，余
为一哭。”
宝钗规劝宝玉时说过，他若是有香

菱的苦心，学什么有个不成的，宝玉没
有回答。其实，香菱属于“学而不思”，
她专心致志地汲取知识，却悟不到世态
人情。而宝玉，则属于“思而不学”，
时常被琐碎的情思捆住，荒废了学业。
所以，皆难以成大器。

谢晋的乡情
吴伟余

! ! ! !因为搬家，历年来堆积的
书籍当在清理之列。在一叠叠
本应归于“扫地出门”的旧书
中，我忽然瞥见封面嵌印蓝底
碑拓的车马花纹，中间直排 "

个红字的一本 《上虞乡贤文
化》。考虑到不日出生上虞的
连襟将由德国来沪休假，我便
将该书重又捡起，思忖着届时
送他，以解其多年离家的乡愁。
捧书在手，刚启扉页，“谢晋，
#$$%&'&%(”几个灵动飞扬的书
体映入眼帘。于是，)( 年前
与已故著名大导演谢晋先生午
后茶叙的情景记忆随即打开。
记得那天下午，我按约叩

开谢晋先生工作室的房门。谢
导身着白色衬衣，外套一件军
绿色马甲，是惯常人们在影视
新闻镜头里看到的形象。甫一
握手，我连声称赞谢导是艺术
常青树，在影视领地屡屡“东

山再起”，不愧是谢安后人。
谢晋听我说到东晋大政治家谢
安，这位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
少有重名的谢氏先贤，那双镜
片后的眼睛，霎时闪出一种神
采。我赶忙又补了一句：“你
拍战争片，可谓极尽谢门风流。
既有谢安大将军的格局，又有
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气韵。
《高山下的花环》战争场面气
势磅礡，纵然是硝烟弥漫，战
地黄花依然芬芳扑鼻，战争大
片完美地处理出一份诗情，深
深感动了我们这一代人。”谢
晋听罢，只见他将头后仰在沙
发的靠背上爽朗大笑。那种轻
松快意的心情，似乎温暖了整
个房间。早已跨过古稀之年的
谢导，解开了他的军绿色马
甲，青春勃发地同我聊起他的
谢氏高祖，可爱的家乡。

谢导说，“上虞历史底蕴

深厚，人文荟萃，风光秀丽。
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梁祝传
说中的英台故里。我出生上
虞，我的谢氏根脉的老祖宗就
是晋人谢安。我是他第 '"代
子孙。”史传这位隐逸上虞东
山的谢安，(* 岁时，面对国

难当头，毅然下山，阻止了桓
温篡晋，有了“东山再起”的
成语。公元 +,+年，他运筹帷
幄，率领谢氏家族督练的八万
“北府兵”，击败了前秦百万入
侵大军，创造了以弱胜强，以
少胜多的奇迹，有了史称
“淝水大捷”的经典战例。

“你知道上虞地名的来历
吗？”谢导边热情示意我品用

上虞精品茶叶冲泡的茶水，边
和蔼地问我。我一时无从应答。
谢导却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了
《水经注》上对上虞的记载。《水
经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云：
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县名。百
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
云，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
（古字娱通虞），故曰上虞。

谢导所指 (-$$ 年前“舜
会百官”，以及尧禅让舜的传
说，可谓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开
山基石，也是读史者开篇要
目。除了舜和谢安两位历史名
人外，彪炳史册的上虞著名人
物其实还有很多，如古时提出
唯物论断的王冲等。尤其流芳
中外的东汉上虞人曹娥的孝道
事迹.在谢晋孩提时父辈就口
耳称颂。谢晋在叙说曹娥这个
人物故事时，动情地用手向我
比划着曹娥投江的场景。他

说，曹娥是中国孝道的一代楷
模，我一直有将她拍成电影的心
愿，力图通过电影语言让人们真
切体会曹娥感天动地的孝道凄
美，感受中华孝道文化的精髓。

在上虞家乡仅上了一年小
学，便随父母举家到上海生活的
谢晋，此后为避战乱，颠沛流离
过大半个中国，为拍摄电影又走
南闯北，见识了太多的山川江
河，但当谈起四明山下的上虞，
眼神仿佛来了电，时间仿佛会倒
流。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与生俱来的乡情，一定是母亲播
种在游子心底的情感密码！这样
想着，谢晋生前伏案签名赠我那
本《上虞乡贤文化》的画面重又
在我面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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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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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学生的各种各样的面试中，面试
官总是要问一问被面试者有什么业余爱
好。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学生能够参
加面试，说明笔试已经通过，何况各门
功课的成绩也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要全
面了解这个学生，考察其业余爱好便显
得尤为重要。这种对于业余爱好的考
察，可以推而广之，甚至可以用来考察
一个职场人员的智商、情商，乃至价值
取向。因为从根本上说，职业，或者工
作，其基本的目的是谋生。那么，我要

了解你的话，知道你是能够很好地谋生了，还应该去
考察些什么呢？
历史上，没有职业的文学家。从孔子编《诗经》，

屈原写《离骚》，到曹氏父子著诗赋文章，到唐宋八
大家，他们的文学成就，说白了，都是业余爱好的产
物。陶渊明、李白等，看似无所事事，或隐居于山野
林下，或游历于五湖四海，总不能说他们的职业是写
作吧？就是从书画方面来说，也是一样的。曹雪芹写
《红楼梦》，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也不是他们谋生
的职业，而是业余爱好。
事实上，业余的水平往往比职业的要来得高。你

看看奥运会，那是业余爱好者的运动会。而这个运动
会的本意是“/012”.也就是游戏的意思。游戏是什
么？爱好！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实应该翻译成
“奥林匹克游戏会”的。来参加的各路大神，自然应
该是业余爱好者。也正因为如此，美国职业拳坛和
345的运动员，一开始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正因为
是爱好，自己喜欢的，才会用心去做，也才会做得
好。如果抱着“为国争光”的高大上的目的，则如同
装上了核动力，可以一往无前了。但是，如果抱着

“拿了冠军就发财了”这样的功利的目
的去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科学的历史也是如此。从亚里士多

德，到哥白尼，到牛顿、孟德尔，他们
欲穷自然的奥秘的原动力，与谋生关系

不大。就说牛顿，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的“职业”
是数学家，只不过是一不小心“业余”成了物理学
家。至于达芬奇，首先是工程师，然后才是画家。这
种“跨界”的例子是很多的，为什么他跨界？为什么
他能够跨界？爱好，爱好而已。这与白天上班，晚上
去开滴滴，完全是两码子事情。
如今，申请项目经费成了大多数科研工作者的第

一要务，科学家成了让年轻人望而生畏的苦行僧。科
学家没日没夜地工作，业余爱好之说，根本无从谈起
了。我认识一些海外华人学者，他们不仅是科学家，
还是社会活动家，“生活享受家”，出的科研成果却不
少。为何？他们有一种悠然的态度，他们已经从“谋
生”中跳了出来，开始做他“爱好”的事情了。
中国的文化，有许多表达，正反都是对的。要是

断章取义，则非常害人。如“玩物丧志”，一般会引
申到“玩就是不好的”这个意思上去。
其实，许多创造性的思维，都是在“玩”的状态

下修成正果的。

帕米尔!闯关"

王奇伟

! ! ! !喀拉库里湖是帕米尔
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然而，要摘取这颗“明
珠”，没有足够的勇气是
不行的。
清晨，我们离开喀什

城，沿着中巴公路急驶。
车过红山后，地势越来越
险峻，只见车窗一侧是陡
直的荒坡野岭，另
一侧是湍急的盖孜
河水，汽车紧贴崖
壁蠕动，车顶上那
些悬岩仿佛随时都
会松动滚落下来。由于洪
水的侵袭，途中好几处路
面被扭曲得面目皆非，汽
车不得不绕临时铺就的沙
道迂回前进。
一会儿，公路前方出

现了许多险峰、巨岩，犹
如一把把双刃刀横在路中
央，背后是银色的公格尔
雪山，尽管海拔高达
66$$ 多米，看上去却近
得触手可及。汽车经过山
口时，呼呼的寒风透过窗
隙直往里钻，冷得我们不
禁打起了哆嗦。

据陪同的导游介绍，
公格尔山是一座桀骜不驯
的山峰，地形复杂且气候
多变，每年登山者十有八
九葬身于雪崩或冰川。与
之相比，毗邻的慕士塔格
山要温和得多，“他”像
一位慈祥的老人，终日笑
盈盈地迎候四方来客，我
们的目的地库里湖就在这
位“冰川之父”的脚下。
抵达库里湖时，风势

反而小了一些。阳光把湖
水、沙山、雪峰映照得通
体透明。一个穿红上衣的
柯尔克孜姑娘，正在湖边
搓洗一大堆衣物；几匹马
安详地在沙滩上啃嚼青
草；偶尔间，湛蓝的湖面
掠过一两只野鸭，朝白皑
皑的雪峰飘然飞去。尽管

景色很美，但强烈的高原
反应困扰着我们，同伴中
有人出现了头痛、恶心、
四肢乏力等症状。大家放
下背包刚要歇一会儿，导
游却不停地挥舞小旗催我
们吃饭，说是归途中有两
处险关，山间的融雪每天
都会准时流经那儿，水大
时甚至能把汽车也一块卷
跑，因此必须赶在下午四
点前越过去。

大家匆匆扒了几口
饭，就跟着导游返回车
内。下山时一路空荡荡
的，几乎看不到任何车辆
和行人，汽车翻过一个山
冈时，迎面驶来一辆大
巴，车内全是金发碧眼的
老外。也许是在荒无人烟
的地方相遇，彼此都显得
格外惊喜。老外们隔着车
窗频频招手，两车相交的
瞬间，有几个还推开窗
门，特意竖起两指向我们
祝贺。
此时，窗外的风又大

起来了，狂风把满地的沙
石卷到空中，然后噼噼啪
啪地反弹到车身上；阳光
被厚厚的沙雾遮住，天色
顿时暗了许多。在犹如撕
裂布帛般的震耳风声中，
汽车突然一个急刹车，原
来导游所说的险关已在眼
前，抬腕看表恰是 ( 点
*$ 分。车前的路面被拦
腰切出一道沟壑，几块汽
车残骸遗弃在路边的沙丘
上，沟壑里传来哗哗的水
流声，幸好水量不大，大

家赶紧下车，让空车先过
沟，接着一窝蜂钻进了车
厢。
返城途中，我们一边

为自己终于脱险而庆幸，
一边不免替那些老外担
忧：他们能不能平安闯过
那道“封锁线”。

闽东霞浦山
游归赋此
秦史轶

! ! ! !南国息胡笳! 东闽聚

客畲" 山风多瑞气! 蜃雾

拥烟霞"

沧海升明月! 秀峦夕

照斜" 红泥怀嘉木! 烂石

出珍芽!"

后垅深峡古"! 官洋

圣渍花#" 负籯在幽谷!

采撷向阳崖"

热渴生行旅! 捻揉有

茗茶" 人间寻至味! 此地

乐无涯"

! 烂石，《茶经》谓：
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
砾壤，下者生黄土”。

" 跋涉后垅峡谷五
十余里，蝶舞鸟飞与行，
花红树绿迎送，沿途犹多
古亭、古宅、古寨、古廊
桥，触目景物既古且佳，
非言语可及。

# 圣渍，官洋立一
石隐约有蚓迹兰茎痕。传
上仙喜此地茶，多饮，溺
石所致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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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竹能医俗
沈永安 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