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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脚下的这条长长的石
板街，在春阳的抚慰下，
泛出荧然而淡红的光泽，
那是千年云烟流岚与阳光
雨露滋润后的雍容幽逸。
石板街更有一个美丽的名
称“胭脂红”，把历史深
处的江南风情演绎得五色
斑斓而奇谲瑰丽。
漫步在昆山千灯镇古

街的这条石板街
上，仿佛有一种前
世今生的熟悉和邂
逅今朝的相约。屋
檐相衔，天成一
线。隔窗传茶，对
门呼饭。深感岁月
的静好与尘世的安
然，从而能涵养乡
梓的锦绣与人文的
璀璨。在石板街的
尽头，呈现在人们
眼前的是一座粉墙
黛瓦、花木扶疏的明清古
典建筑，简朴而庄重的门
厅上方，是著名书法家顾
廷龙先生用小篆所书的横
匾 《顾炎武故居》。金黄
色的题字辉映着石板街的
胭脂红，那么不动声色地
将曾经的书香诗情与远去
的风云际会，悄然地传递
与保存。
一个人，一句话，能

成为整个民族的座右铭。
这样的人在华夏历史上是
屈指可数的，因而是人杰
中的人杰，精英中的精
英，而这位顾炎武就是其

中之一。当年他所发出的
呐喊：“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曾激励了无数志
士仁人，感召了全体华夏
儿女。
故居是整个宅第的主

体建筑，分为传统的五进
结构。穿过门厅、轿厅，
便是古藤攀墙、翠竹摇
曳、绿苔封石的小小庭

院。故居的正厅，
又称明厅与楠木
厅，朱牖飞檐里显
气宇轩昂，漆柱抱
联中见古朴典雅。
顾炎武，原名

绛，字宁人，号亭
林，世称亭林先
生。!"!# 年降生
于此，自幼聪慧，
青箱家学，渊源有
自。少年时即参加
复社，志存高远。

清兵进军江南时，杏花春
雨之地亦烽火四起，他不
顾个人安危加入抗清的义
军。兵败后孑然一身，拒
绝庙堂召唤，绝意仕途官
禄，耐得寂寞，甘守布
衣，专注于学业笔耕与授
课讲经，“心骛八极，神
游万仞。”终成一代学术
巨擘，被尊为清代的“开
国儒师”、“清学开山”，
于经学、史学、文学、小
学、金石学、方志舆地学
等均有建树，力倡“君子
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
也。”一生著作达三百七

十卷，其中以 《日知录》
《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
志》为三大经典。俯看着
《顾炎武全集》，尤如一座
耸立于天地间的丰碑，承
载着的是一介书生的忧患
意识与担当职责，彰显的
是一位志士的家国情怀与
奉献精神。
正厅后是顾家的住宅

楼，北侧是顾炎武十年寒
窗的读书楼，在那荡漾轻
拂着的春日惠风中，依稀
可听到他当年清朗的诵诗
声。沿着鹅卵石铺成的曲
径向南而行，步过一个圆
形的门洞，一座景色明丽

旖旎的园林展现在人们的
面前，这就是著名的顾
园。碧池清溪相拥着明轩
晴阁，玲珑山石掩映着亭
台小筑，秀木嘉树呵护着
奇卉名花。进入园中的慈
母阁，内是一组彩塑，一
位贤淑清秀的女子正在专
注地教儿读书，她就是顾
炎武的母亲王氏，从小就
给他讲屈原的气节傲骨，
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
的宁死不屈等，在这个小
小少年的心中播下了一颗
爱国的种子。后来，当清
廷的高官邀请名满学界的
顾炎武出山为皇家修史
时，顾掷地有声地以死抗
争：“果有此举，不为介
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
矣！”唯其如此，顾炎武
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迸发
出千秋名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为了远离朝廷，顾炎

武晚年长期漂泊流亡在异
地他乡，对于顾园他有说

不尽的思念与放不下的乡
愁，其在《塞下曲》中含
泪吟唱道：“即今三月莺
花满，长作江南梦里人。”
清康熙二十一年（!"$%），
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
他的嗣子顾衍生等扶柩魂
归故乡，下葬在顾园旁。
如今的墓园，松柏森森，
柳叶青青，芳草萋萋，墓
道的前方是一尊顾炎武的
全身塑像，霜尘满鬓、风
骨傲然的他正临风而立，
似在遐思，似在倾听，似
在叩问，又似在憧憬。莫
非是要将一种抱负与信
念，融入当下青春的中国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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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婢女
戴萦袅

! ! ! !贾宝玉身边，春日有红花，冬日有
红妆，四季还有银红色的“霞影纱”来
糊窗槅，再加上他平时爱捣鼓的胭脂，
简直就是一个红色的世界。在他搬进怡
红院前，就给自己的居所起名“绛芸
轩”，取的即是红、香二意。爱红的宝
玉，住在红楼中，而他的婢女中，也有
两个名字里带“红”的：茜雪和小红。
“茜”指的是茜草染成的一种暗红

的颜色，但很多时候，
也泛指红色。比如《红
楼梦》 中的“茜纱”，
指的就是窗屉上的霞影
纱。宝玉的大丫鬟中，
麝月、檀云和绮霰，名字和茜雪是一个
系列的。麝月的名字源于《〈玉台新咏〉
序》中“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
竞爽”。这篇序本属骈文，讲究押韵和
藻饰，因此，“麝月”其名过于华丽别
致，而“檀云”和“绮霰”，匠气就更
重了。唯有“茜雪”这一名字，可谓清
丽脱俗。
“茜雪”字面含义是红色的雪，比喻

飘摇而下的红色花瓣。欧阳修《千叶红
梨花》就有“风轻绛雪樽前舞”之咏。后
人为了纪念欧阳修，还在湖北夷陵修建
了“绛雪堂”。“绛雪”不仅是红梨花的
美誉，也可以描摹其他红花动人的姿
态。比如故宫御花园内的“绛雪轩”，
便是因为海棠得名，这倒是对应了以
“女儿棠”著称的怡红院。

可惜的是，茜雪却无缘入住
怡红院。《红楼梦》 第八回中，
她把枫露茶孝敬了宝玉的奶妈李
嬷嬷，惹得宝玉酒后大发脾气。
这件事后，茜雪离开了绛芸轩。第十九
回中，李嬷嬷气头上说，茜雪是因为枫
露茶被撵出去的，而庚辰本脂批却称，
这个“撵”字，是“屈杀宝玉”了。可
见茜雪的离开，原因远比一碗茶来得复
杂。脂批又说，她日后会到狱神庙慰问
宝玉，可见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堪当
“茜雪”之名。只是那个时候，贾府早
已败落，宝玉也无法享受怡红院中的荣
华富贵了。而《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文
稿佚失，读者也无从得知茜雪离去的真
正原因。
另一个丫鬟小红，本名林红玉，是

荣国府管事林之孝夫妇的女儿，为了避
讳，改了名字。有趣的是，林黛玉是绛

珠仙子下凡投胎而生，而红玉名字里的
“红”，正和绛珠仙子的“绛”相对。小
红模样俏丽，说话、办事条理清晰，还
很有抱负。黛玉这样才貌双全的小姐，
追求的成就是在诗词文墨上力压众人。
而小红，只是个丫鬟，她所能争取的，
就是在宝玉面前露脸。只可惜，宝玉身
边有头有脸的丫鬟，个个都牢牢把持自
己的位置，对那些企图“僭越”的二等

丫鬟，就像孵卵的母鳄
鱼一样，张牙舞爪，恨
不得冲上去撕咬。一
次 &小红难得给宝玉倒
了一次茶，就被兜脸唾

了一口，还被百般挖苦。受到排挤的小
红郁郁寡欢，萌生了去意。她感慨说：
“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

小红后来凭借自己的容貌、才干，
得到了王熙凤的赏识，风风光光地离开
了怡红院———这在宝玉的丫鬟中，是很
少见的体面结局。她还和贾府的远房少
爷贾芸互生情意。贾芸捡到小红遗失的
手帕后，托小丫鬟坠儿，将自己的手帕
带给她，相当于交换了定情信物。小红
和贾芸的结局，曹公来不及交代。有学
者认为，“绛芸轩”便是暗伏了两人的
结合。但《红楼梦》蒙府本第二十六回
后的总评却说：“喜相逢，三生注定；
遗手帕，月老红丝。幸得人语说连理，
又忽见他枝并蒂。难猜未解细追思，罔

多疑，空向花枝哭月底。”读来
像是小红的判词，暗示她和贾芸
并未修成正果。
这两个名中带“红”的丫鬟，

在怡红公子身边却待不长，很值
得细究。介绍染色的《天工开物·彰施》
云：“凡红花最忌沉、麝，袍服与衣香共
收，旬月之间其色即毁。”说明麝香会
使红色的料子褪色。曹公生长于织造世
家，想来洞悉这一原理。而宝玉屋中，
恰恰有一个名字带“麝”的麝月。她温
和细心，“公然又是一个袭人”。比袭人
强的是，她伶牙俐齿，又很懂分寸。宝
玉生日掣花签时，麝月抽中“开到荼蘼
花事了”，暗示她会长久地服侍宝玉。
荼蘼是一种白色的花，和“月”相映，
与“红”相对。相比能干、忠心的麝
月，茜雪长情却不会审时度势，小红精
明却争着出头。这两个女子虽然性情鲜
明，但在麝月面前，纷纷黯然失色。

成都小面
苑丛梅

! ! ! !成都的面馆大都很小、很
窄，开在那些布满绿荫的小街
深巷里，不奢华却很有人气。
常见睡眼惺忪的男男女女，身
着睡衣睡裤、脚穿拖鞋从小区
走出来，专程到小街面馆吃上
一碗小面。那些在家整日打麻
将的人，懒得开火，打个电话
到附近面馆，伙计便用托盘送
面上门。小区停电、停水时，
人们会吃顿面应付一下，这时
面馆生意特别地好。成都人将
小面视作简易美食，价格低
廉、经济实惠，是应时之需，
一种居家生活的点缀和调剂。
然而，身处美食之都，不

讲究一点就难以生存。除举世
闻名的川菜外，成都小面也颇
有特色，之所以能成为成都人
不可或缺的美食，在味道上很
下了番功夫。
传统的成都小面，品种繁

多，有红汤、清汤、杂酱之分。
论浇头，又有红烧鳝鱼、红烧肥
肠、红烧牛肉、红烧排骨、海味
臊子等。论品牌，担担面、谭豆
花面、牛王庙怪味面层出不穷。
当地电视栏目《食不可挡》深入
民间探访美食，绘声绘色向大众
推荐小街深巷的
各色美味及做
法，收视率极
高，对小面的繁
荣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蹄花面、猪肝面、脑花
面、鸡杂面是近年来涌现在成都
街头的后起之秀，迎合成都人嗜
吃内脏的刁钻胃口。周边市县也
不甘寂寞，纷纷抢滩成都，宜宾
燃面、邛崃奶汤面、羊马查渣
面、兰州拉面、荣昌铺盖面、广
汉金丝面令成都人大快朵颐，口
色生香。我那些成都出生的同学
们，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

然每提及成都小面的滋味，就会
乡愁萦怀，唯有在微信互动的图
片中聊以慰藉。
小面虽小，做好了赢利却不

薄。成都老百姓想做点生意，首
选开面馆。近年来，小面馆遍地
开花，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做面

馆虽然辛苦，却
比开餐馆等相对
简单容易。成都
人口稠密，食客
众多，只要人勤

快，延长营业时间，味道过得
去，总会有点毛利。倘若身怀绝
技，有一两个当家面品，就会顾
客盈门，集腋成裘。
我工作单位地处东区，附近

的居民区开了一家豇豆面馆，同
事们口口相传，说味道上乘，于
是前去一试。面馆仅豇豆面一个
品种，!' 元一碗。油噜噜的猪
肉臊子、香喷喷的泡豇豆粒覆盖

在热气腾腾面上，将面和匀，品
之咸甜微辣，有蒜香、芝麻香、
面香，确实美味可口，让人欲罢
不能。店内窄小，设施简陋，人
手仅 %人，老板娘煮面，老板收
钱兼收拾碗筷。老板说，每天只
卖中午一顿，但回头客来了一拨
又一拨，就好这一口。同事们暗
地里分析(一天要卖几百碗，加
之成本低廉，利润颇丰。问之美
味秘笈，老板笑道：关键在于佐
料地道，如产自本地的酱油、
醋、辣椒、蒜、白糖等，离开了
本山本水的滋养，就难以成就一
碗看似简单的成都小面。
豇豆面的味道固然不错，但

在成都，美味的小面数不胜数，
这是成都人的口福，也是成都人

的骄傲。
奶奶的乌

米饼，让人想
念至今。

说 !忙"

胡中柱

! ! ! !据传，仓颉造字，鬼神夜哭。为什么要哭？因为
从此天下间的机密都从字里面泄露了，鬼神对于人来
说，再也没有优势了。确实，我华夏民族通用的汉
字，是纸上跳跃的二维密码，蕴含着也许是字典里未
曾解释的意义。
“盲、忘、忙”三字也颇值玩味，盲字浅显，失

去了眼睛当然就是盲人。可后二字意思相差甚远却用
了相同的形声手法，都是将心作为形傍意符，而用亡

作为音符声旁。那么，是
不是也有会意的成分在
内？忘是写实，而忙是警
告，告诫我们这些子孙后
代，千万不要在繁杂纷乱

的事务中迷失了本性。司马迁曾言，“天下熙熙，皆
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些熙熙攘攘，大
约就是忙的注解了，却都是为了利，也许可以再加个
名。而对于这种忙，元代的马致远在他的曲子里是用
“密匝匝蚁排兵，闹哄哄蝇争血，乱纷纷蜂釀蜜”来
形容并加嘲笑的；曹雪芹先生则在 《好了歌》中以
“荒塚一堆草没了”，“及到多时眼闭了”来劝解执著
于功名钱财的痴迷者。在这些文化大师的眼中，这种
忙不但是无谓的，而且是可笑的。
我华夏民族的文化，除了认为“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之外，还非常推崇那种“小园香径独徘
徊”的优雅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
前者是“兼济天下”的治世之道，而一旦要“独善其
身”时，后者便成了追求的目标了。这种文化已经延
续了数千年了。可是在新旧文明转型之时却不断地遇
到磨难，真正得到大发展之时，又恰好碰上了经济大
潮。于是，那种优雅和闲适被认为是落伍，一天到晚
忙忙碌碌的人才是成功人士。如果这种忙是为国为民

而鞠躬尽瘁，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遗憾的是那种一天到晚把“忙”挂在口
上的人，很多是马致远笔下的“蝇蜂”。
假如奔忙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倒也罢
了，可是，很多时候，钱的多少与幸福

快乐无多大的关系。西方有“钱能买到豪宅，却买不
到家，能买到性与床，却买不到爱情”，东方有“大
厦千间，夜眠七尺，良田万顷，日食一升”的谚语。
世界级富豪李嘉诚也说过“钱再多一天也只能吃三顿
饭，又不能吃八顿”的话。如果过于追求金钱而牺牲
悠闲甚至健康，恐怕就是迷失了本性；倘若为此违法
乱纪，那更是丧失了良心。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诗中呼吁浮躁忙碌的人们，
“停留一下吧，让灵魂休
息一会。”成功的标志不
是金钱、官位，而是灵魂
的高尚。乐山大佛旁的乌
尤寺内有副意味深长的对
联，“事到无心皆为乐，
人非有品不能闲”。领会
了联意，就知道罗丹所说
的“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的
真正原因，是因为这个社
会太功利了，放弃了这
个，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
都是美好的；而在这熙熙
攘攘的环境中，依然能保
持悠然观照之心，当然是
品位极高的人士。当年，
陈毅元帅在外交部长的位
上，就说过自己是“一闲
对百忙”。对于那种一直
朝着你“忙啊！忙啊！”
念叨的人，可以用一句从
北京传来的话客气地应对
“您忙您的”。

十日谈
风味小吃连连看

玉波亭
邱 生

! ! ! !会稽有一位王姓的皮
匠勤劳致富后，在鉴湖边
开了一个茶亭，施善给路
过的行人。徐文长于是结
识了这位茶亭主人，便
说：“好人，好茶，此亭再题个好名吧！”江南怪才
就题写了“玉波亭”三字，顿时风雅大作，仿佛气氛
也不一样了。

众人不知，这个绝妙的廋辞中隐含了诸多意思：
“玉”字里，既含有主人的“王”姓，又象征富丽和
文雅；“波”字中，已暗示了主人出身皮匠，也点明
茶亭的位置在鉴湖边；还有“玉波”呢，其原意是指
月光下的水面，如今则成为清茶的美妙称喻了。

毛里求斯写意!象龟园 王钰斐

! ! ! !置身象龟园，放眼四周，大大小小的象龟填满了
你的视野，找了块平坦厚实的石头坐下歇个脚，刚一坐
下，“石凳”动了，仔细一看，原来坐象龟背上了。

避无可避是红尘

秋声两岸叶晓色万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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