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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一!春申君相楚

春申君黄歇（前？—前 !"#），著名
的“战国四君子”之一，吴中及上海地
区早期的统治者，《史记》中有其列传。
但其列传的写法颇为奇特，即在其开始
“相楚”以后，转为类似“编年体”的
写法；而更为奇特的是，虽然其“相
楚”与楚考烈王在位起讫同时，但其列
传中“编年体”的纪年，却并不采用考
烈王的纪年，而是用其“相楚”来纪年。
于是，我们就看见了满目的“春申君为
楚相四年……五年……春申君相楚八年
……春申君相十四年……春申君相二十
二年……春申君相二十五年……”（以下
引文除标示者外，均出于 《春申君列
传》）这是 《史记》其他列传中所没有
的，即使同为“战国四君子”的其他三
君子的列传，也并未采用这种“编年
体”，更不要说采用这种纪年法了（除信
陵君不曾相魏外，孟尝君曾相齐，平原
君曾相赵，但皆不闻有纪年之事）。

春申君与楚考烈王的关系，颇似吕
不韦与秦庄襄王的（所以在《春申君列
传》中，对照着写吕不韦的兴废，以为
春申君事迹的呼应）。在考烈王尚为太
子时，时任左徒的春申君，与他一起入
秦为人质，在秦同甘苦共患难。当顷襄
王病重时，春申君不顾个人安危，帮助
太子先逃离秦，而后自己又机智脱身。
顷襄王死后，他辅佐太子即位，是为考
烈王。考烈王为报答他，即位伊始，便
以他为相 （令尹），并封为春申君。他
跟吕不韦一样，终于“投机”成功。他
刚为相时，“是时楚益弱”（《楚世家》）；
而他为相不到十年，“当是时，楚复
强”，颇有中兴气象。但同时，他也
“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
国持权”（荀子于春申君之“巧宦”颇
为洞达，见《战国策·楚四》“客说春申
君”条），所以人家要对他说：“君相楚
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

不过，虽然考烈王形同虚设，春申君
“实楚王也”，但无论如何，《春申君列传》
不用考烈王纪年，而用“春申君相楚”纪
年，这都有点说不过去，至少是很不得体
的，颇有点“君不君，臣不臣”的可疑味
道。“建号纪年，天子之事；诸侯而僭之，
越礼犯分莫甚焉！”（林象德《东史会纲》
卷二）倘依此说，则用“春申君相楚”纪
年，是僭之又僭了。

但这种“春申君相楚”纪年法，其
实并非出于司马迁的手笔，而是应当有
别的史料来源。《春申君列传》 的“楚
考烈王无子”以下，基本同于《战国策·
楚四》的同名条；而在《战国策》的该
条中，也明白无误地出现了“春申君相
楚二十五年”，与《春申君列传》的“春
申君相二十五年”相同———可见它们有
共同的史料来源。由此类推，既然此条
（包括纪年） 有别的史料来源，那么，
《春申君列传》中其他“春申君相楚”的纪
年条目，虽然在现在的《战国策》里没有
对应物，但也应有类似的史料来源。

我们大胆推测，《春申君列传》 及
《战国策》所共同取材的原始史料，很
有可能出自春申君的宾客们之手。“春
申君相楚”纪年法的应用范围，应该是
在楚国的境内，尤其是在春申君的封地
里，更有可能是在他的宾客们中间。他
们采用“春申君相楚”纪年法，以拍春
申君的马屁，彰显春申君的重要性；同
时，他们不用考烈王纪年，也是考烈王
形同虚设、春申君“实楚王也”的表
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比起其他三君
子的宾客来，春申君的宾客实在是“有
为”多了。

我们还可以追问，在 《春申君列
传》里，虽非出于司马迁的手笔，但保
留了“春申君相楚”纪年法，那么，司
马迁是否别有用意？是否用了“春秋笔

法”（暗示春申君擅权，是实际的国
君）？“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
城，宫室盛矣哉！”这种来自实地实感
的冲击力，对他是否也不无刺激作用？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

二! 经理切火鸡

此时我们忽然联想到，在普鲁斯特
的《追忆似水年华》里，有一个“经理
切火鸡”的搞笑情节，对理解“春申君
相楚”纪年法也许不无参考意义。话说
在“我”入住的巴尔贝克大旅馆里，经
理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有一天，
他竟然亲自动手切火鸡了！于是无论在
他自己，还是在其伙计们中间，这都成
了一件盘古开天辟地般的大事：

一天# 他亲自动手切火鸡$$打这

一天起# 历法变了# 人们这样计算%

&那是我亲自切火鸡那天的第二天'(

&那正好是经理亲自切火鸡八天以后'(

就这样# 这次火鸡解剖就成了与众不同

历法的新纪元# 好像是基督诞辰# 或是

伊斯兰教历纪元# 但它却不具有公元或

伊斯兰教历的外延# 也不能与它们的经

久实用相提并论。（第四卷 《索多姆和
戈摩尔》）

普氏的夸张和比较让人忍俊不禁。
粗看起来，他的比较好像极为荒唐，但
普氏当然别有用意。普氏视隐喻为揭示
事物本质的不二法门，并且主张隐喻双
方相距越远越好。创造种种异想天开的
隐喻，一向是普氏的拿手好戏。在“经
理切火鸡”的场合，他把“经理切火
鸡”上升为“新纪元”，一边固然是强
调、夸张、讽刺经理的自恋以及此举在
巴尔贝克大旅馆范围内的“重要性”，
一边也是顺便暗示、反讽、祛魅基督
教、伊斯兰教的创立纪元也不过相当于
更大时空范围内的“经理切火鸡”而已！
（可别忘了普鲁斯特生活在尼采宣布“上
帝死了”的时代，他的同胞勒南的《耶稣
传》刚把耶稣还原为凡人……）一道智慧
之光就这样照亮了本来毫不相干的两个
事物，在二者间建立了典型的普式联系，
让读者对二者都有了新的认识，取得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其实也正是比
较文学的不二法门）。

我觉得，唯其因为夸张得荒唐可笑，
所以理解了“经理切火鸡”，也就理解了
“春申君相楚”，骨子里它们没有什么不
同，具有同样的功能和意义———无论对
于春申君本人，还是对于他的宾客们，
“相楚”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是值得
上升到“新纪元”高度的———这个正如
“经理切火鸡”一般了。

其实，了解欧美习俗的人都会知道，
“切火鸡”也绝非那么容易的：操刀者既
须是座中之尊者（类“祭酒”），切得均匀
也绝对是个技术活。陈平年轻时为社宰，

分祭肉分得均匀，遂视“天下”亦为“肉”，
自认有“宰天下”之才，后来果然做到了
大汉丞相。“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
已远矣！”（《史记·陈丞相世家》）———焉
知善于“切火鸡”的经理，就没有“切
法国”的“远意”呢？
（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

坊》里，写麦琪有一次到姑姑家小住，在
她那些表兄弟看来，她简直美若天仙，如
同仙女下凡，于是她到来的那一天，就被
看作新纪元的开始———以“知慕少艾”为
纪年法，比“切火鸡”纪年法还要有趣。）

三!时间的秩序

推而广之，纪年法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它其实是一种“时间的主权”，一种
“时间的话语权”，目的是建立一种“时间
的秩序”。大至宗教上的纪元（如基督教
纪元，亦即所谓的“西元”、“公元”，又如
犹太教纪元、佛教纪元、伊斯兰教纪元），
君主登基后的改元，附庸国用宗主国纪
元……小至一个人的生日和年纪等等，
其实无不是纪年法的应用。新中国建立
伊始，胡风心潮澎湃，写长诗《时间开
始了》，表示老皇历作废，新纪元开始，
活用纪年法，以站稳立场，歌功颂
德———尽管新中国采用“公元”，并未
建年号与纪元；尽管对于胡风自己来
说，“时间”不久就要结束了。

各种纪年法的唯一区别，正如普氏
所说，只是适用范围有大小，使用时间
有长短而已。比如宗教纪元适用于悠久
广大的时空，“春申君相楚”纪元适用
于其宾客、封地乃至楚国，“经理切火
鸡”纪元适用于巴尔贝克大旅馆……而
一个人的生日和年纪，大概只对他的亲
人才重要。对于恋爱中的男女来说，如
果忘记了对方的生日，尤其是忘记了女
方的生日，那后果会有多么严重，相信
大家都一清二楚。这是因为，通过记住
对方的生日等，你就进入了对方的时间
秩序，表示了无条件的臣服；而忘记生
日等则意味着“不臣”。“没有天哪有
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
有你哪有我……”《酒干倘卖无》 的这
几句歌词，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
解———对方的生日，或者你们相识的日
子，就是你的新纪元，“时间开始了”！

! ! ! !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全文不过百
把字，却是一篇传诵的名文：

婢# 魏孺人媵也' 嘉靖丁酉五月死#

葬虚丘' 事我而不卒# 命也乎)

婢初媵时# 年十岁# 垂双鬟# 曳深绿

布裳' 一日# 天寒# 爇火煮荸荠熟' 婢削

之盈瓯' 予入自外# 取之食# 婢持去不

与' 魏孺人笑之' 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

即饭# 目眶冉冉动' 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回想是时# 奄忽便已十年' 吁# 可悲

也已)

“嘉靖丁酉”是 $%"&年，是年归有
光 "!岁，寒花 !' 岁。十年前，即 $%!&

年，归有光 !!岁，初婚，娶魏孺人，寒
花 $'岁，是陪嫁丫头。
陪嫁丫头长大了，会成为通房丫头或

妾，寒花也是这样———“事我”就是这个
意思。“事我而不卒，命也乎！”

按理说，“事我”应该会有什么“结
晶”吧？最近发现了该文的另一个版本，
在第一句“婢，魏孺人媵也”后面，还有
“生女如兰。如兰死，又生一女，亦死。
余尝寓京师，作《如兰母传》”几句佚文。
《如兰母传》今不存，但在归有光的文集
里，《如兰圹志》却确乎是存在的。那么，
事情就清楚了：寒花曾经为归有光生过两
个女儿，其中一个叫如兰，但她们都不幸
夭折了。当然，本来还可以继续生的，但
现在寒花自己也死了。“事我而不卒，命也乎！”看来，
除了“封建思想”以外，还有实际的考虑和浓重的遗憾
在里头。
而且，据说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为地位低下的婢

女写墓志的很少。一定要找一个出来，那么在归有光之
前，写过 《青衣赋》的汉末文人蔡邕差相仿佛，虽然
“赋”还不是墓志。

学者们关心寒花的身份，关心寒花与归有光的关
系，关心《寒花葬志》佚文的文献价值，当然都有其道
理。不过我总觉得，如果把《寒花葬志》作为一篇文学
作品来看待，那么其实学者们关心的这些都无关紧要。
不仅无关紧要，而且那几句佚文实在还是佚去的好。我
甚至怀疑那是归有光本人之所为。

这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了作者选取的那个时间节
点：寒花前十年与作者无关，后十年才与作者有关；作
者写不了她前十年的生活，却又全不写她后十年的生
活，而只是写了她十岁时的几件小事。
作者仅用寥寥数笔，三二细节，便写活了一个小女

孩，让她活在自己的文章里，获得了永恒。那个垂着双
鬟，穿着深绿衣裳，吃饭时“目眶冉冉动”的小女孩，
永远定格在了十岁，占据了读者的心灵。用时尚的话来
说，她挠着了读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后来的十年
岁月遂不复存在。
而且，她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她与“主人”的关

系如何，她为“主人”生过几个孩子……对于后代的读
者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多写那几句，作为“葬志”，
固属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文章，却徒嫌辞费、画蛇添
足了，反而破坏了一个小女孩的完美形象。
像现在这样，作者用文字抓住了小女孩生命中最华

彩的瞬间，用文字让她人生中最美好的画面定格。瞬间
变成了永恒，催化剂是文字。
“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

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惟此可歌泣之
精神，长留天壤。”（黄宗羲《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这就是《寒花葬志》的魅力，也是归有光文章的魅力。
与归有光的《寒花葬志》相似的写作手法，我在约

四百年后的普鲁斯特笔下看到。话说叙述者马塞尔的外
祖母死了，

几小时后# 弗朗索瓦丝能够最后一次地* 不会引起

任何痛苦地梳理外祖母那漂亮的头发了' 她的头发仅仅

有些斑白# 看上去始终比她本人年轻# 可是现在它们成

了衰老的唯一标志# 而她的脸却焕发出青春# 多少年来

痛苦在她脸上留下的皱纹* 收缩* 浮肿* 紧张* 弯曲都

消失得无踪无影' 她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回到了她

父母给她定亲的时代# 脸部线条经过精细勾画# 显露出纯

洁和顺从# 脸颊重又闪耀着纯真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

甚至又重新闪射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快乐' 这些美好的东

西已渐渐被岁月毁灭' 但是# 随着生命的消失# 生活中

的失望也消失了' 一缕微笑仿佛浮现在外祖母的唇际'

死神就像中世纪的雕刻家# 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 安卧

在这张灵床上'（《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盖尔芒特家
那边》）
岁月带走了外祖母的少女时代，那个无比美好的少

女时代，可死亡又把它送了回来。于是在普鲁斯特的笔
下，外祖母战胜了所有的时间，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定
格在了定亲的时候，重新成为天真无邪的快乐的少女，
一如归有光笔下那个永远的小女孩。
于是我们知道，在他们的笔下，在美的面前，时间

可以不存在，岁月也无能为力。

永
远
的
小
女
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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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春申君相楚”与“经理切火鸡”
" 邵毅平

! 春申君像

! 普鲁斯特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