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话红楼梦一场

□ 王晓煜

秋雨从 9 月开始， 就淅
淅沥沥。 因了雨的缠绵，晚
高峰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听着嘈杂的电台音， 我的
目光走走停停， 街道两边

的银杏树已染上了秋色， 一半青
绿，一半金黄。

他约我在小城一家餐厅见面。 十年未
见了，而我也不是念念不忘。 只是这十年
来，总有他的消息从同学口中传来。 十年
光阴，会带给彼此怎样地改变？

这是小城里挺文艺的一家店， 此刻咖
啡的浓香氤氲，借着柔和的灯光，我寻找那
个熟悉的陌生人。径直走过去，和他面对面
而坐。他怔了一下，然后笑了：“你的样子几
乎没变。 ”我不经意地打量他，眉宇之间还
是洋溢着当年的骄傲。 只是 10 年的光阴，
让我们成熟；10 年的距离，也让我们陌生。

记忆，就是一个漂流瓶，当你把记忆寄
给大海，它就随着洋流奔赴远方，而 10 年
后， 那个装满记忆的漂流瓶又回流到你的
岸边，你不得不开启。

小城很拥挤，商场连着银行，菜市场连
着厂房。沿着老旧的街道，拐进去是两所学
校，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仅一墙之隔。小学
操场的墙角，有一株雄银杏；中学的操场墙
角 ，有一株雌银杏。 我很好奇，趁着下课的
空儿，跑到银杏树下，看落叶，辨雌雄。他也
好奇，跑到银杏树下，捡起满地黄。

在这个秋天， 这两棵相距不到 200 米
的银杏， 是黑瓦灰墙校园背景中的一抹橙
亮金黄。风一吹，两株银杏的叶片早已不分
彼此。 我们在树下仔细辨认银杏叶片上的
裂痕，雄树的裂痕较深，裂度达叶子的三分
之二左右。而雌树的裂痕较短，一般只在叶
子上部开一个小口……

他是我的同学，坐在后排的高个男生。
他说，他是好奇我而来的。 “你可以做成书
签”“你也可以做成书签！ ”大家笑笑，把雌
叶片、雄叶片分类，装进布书包。

我在每本书里都夹上一叶银杏， 他好
像也是这样。每天，银杏叶在期待中一点点
风干， 有时还晕染了书页， 印下青绿的叶
痕。日子在听课、温书、嬉笑中重复，等到寒
假考试，银杏叶基本干透了，一叶金黄如丝
如绸，走向枯黄，也走向永恒。

“我们交换书签！ ”漫长的寒假即将开
始， 自从树下捡落叶后， 他第一次找我说
话。我羞涩得没说话，却鬼使神差地翻开生
物课本，书里有一张最漂亮的银杏书签。我
摩挲着他送的雄银杏叶片，清晰的脉络，游
弋沉稳的叶片，这种美，不动声色，却动人
心弦。

大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在彼此
心中都种下了一棵银杏树。每年秋天，我们
望着雌树结满一颗颗圆润的果实， 看着风
卷起纷飞的黄叶， 然后把捡起来做成新一
年的书签。只是我们不知道，校园这两株银

杏是怎么窃窃私语的，是风，还是飞鸟，就
像我和他一样，默默地读书，默默地参加中
考。

转眼一个暑假， 我们在同一所高中相
遇，只是他变成了隔壁班的男生。新校园没
有银杏树， 只有高考的冲刺， 只是每年秋
天， 我还是会收到他的银杏书签， 不同的
是，每一片银杏叶，他都写上了字。

三年后， 我到了一个城市读大学，他
到了另一座城市读大学。 当大学的新鲜劲
一过，看大学校园里飘飞的银杏叶，我就
禁不住想他，我拾了一叶银杏，想寄给他，
但是没有地址， 成了一封寄给自己的情
书。 没有想到的是，在另一个城市的他，写
了一封长信给我，同样成了一封无法寄达
的信件。

大学第一个寒假返家，我们相遇了。刚
回到大学就收到他的信， 还有那一封没有
寄出的长信。我捧着信喜极而泣，最幸福的
事，就是我喜欢的人，恰巧也喜欢我。

大学四年，我们的书信就像银杏叶，在
两座城市间纷飞，我们憧憬着毕业，憧憬着
在一起。他打来电话说，在学校的毕业预分
会上，他选择到我所在的城市，可不知为什
么，再无音讯。那时整幢学生宿舍楼只有一
部电话，我天天等着电话，天天给他学校打
电话，但我找不到他了……过了两三年，我
才知道，他去了北方，而我在南方。

今晚， 那个在北方工作生活了 10 年
的人，回到了南方的小城。 他欠我的不是
一个道歉，而是不辞而别。 是不是年轻的
时候，我们都不懂告别？ 他说，他的女儿也
爱捡银杏玩，他给女儿讲 ，可以用银杏做
成书签，送给喜欢的同学。 小小的女儿呆
呆地望着他，他明白了，有些话只能说给
自己听。

窗外 ，雨渐渐停了 ，可能明天会是一
个晴天。 我们该说再见了，或者再也不见。
似乎，所有的成长，都在失去中得到。 非黑
即白、爱与不爱，往往都不是生活的真相。
又是银杏飘落的时节，我明白 ，在一样的
风景里，因为有他，我看到了不一样。

□ 胡晓莉

我们都不够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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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读红楼，读到的是里面闺阁绣户中的情
痴欢怨、风雅诗词，尤为宝、黛之间的爱情纠结惋
惜，至心痛处是黛玉焚稿断痴情，每读此处必陪着
黛玉一起伤痛欲绝，潇湘风雨孤寒，冷月无声葬花
魂！ 这悲剧的力量真正是把美好毁灭给人看。 黛玉
逝去后便大失了阅读的兴趣，不愿再读下去。

岁至中年，当初读红楼痴迷于宝黛爱情的一怀
情愫已渐渐淡出生活。 如今回想红楼，消却了痴男
怨女的爱情，对里面所记叙的“虚幻”部分如还泪之
说、太虚幻境等还颇有一些疑惑与阅读兴趣，于是将
作品的前两回和后三回细细地品读了几遍，因兴趣
所致又查阅了中间相关的一些章回，不想竟有了一
些不同于往日的收获。

神瑛侍者、顽石、甄宝玉、贾宝玉四者的关系

通常人们都认为贾宝玉即是神瑛侍者在人间
的转世，这样便能合理地解释黛玉报恩还泪之说。
若仅此而已， 作品中为何还塑造甄宝玉这一形象
呢，况且甄宝玉与贾宝玉之间又有着那么扑朔迷离
的关系，尤其是在五十六回中，两人在梦中的相会，
仿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这四者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从作品中
透露出的信息来看，甄、贾两府似乎在上演着一个相
似之人大致雷同的故事，只是在女主角黛玉仙逝后，
甄宝玉和贾宝玉才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命运结局。 从
作品的立意来看，太虚幻境之门上的这句阐诗：假作
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假虚实的对照是我
们理解本部作品的关键。那么孰为真？孰为假？孰为
实？ 孰为虚？ 如此，我们可以这样猜测：贾宝玉名贾
（假），实为真，甄宝玉名甄（真），实为假，贾宝玉乃是
神瑛侍者游离红尘之“真”心不忘，甄宝玉乃是他受
世俗沾染之“妄”心所终，而真假亦是一体的两面，如
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本自一体，故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 而顽石即是附着在神瑛侍者之真心上而游历红
尘，后破迷开悟，以还至青埂峰下。 而通灵宝玉后的
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永昌，旨在提醒宝玉不要在
红尘之虚妄中迷失了这颗“真心”。

这样一来，便能够理解在一百七十一回中宝玉
要将玉还给那和尚时说的话：“如今不再病的了，我
已经有心了，要那玉何用？”这里的“心”即是指的一
颗于天地间澄明无碍的“真心”，顽石正是在历尽世
事后获得了这颗真心，看清了世间幻相、诸般繁华
秀丽不过似梦一场，唯有真心不动，不来不去，于是
还自归处。

作品最后一回借甄士隐之口道出了神瑛侍者
与顽石的各自归处，“宝玉，即宝玉也，那年荣宁查抄
之前，钗黛分离之时，此玉早已离世”。 这里的宝玉，
即指真宝玉（神瑛侍者的真如本心），在黛玉离世之
前已返回了天宫，因黛玉还泪已尽，夙愿已了，所以，
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都已了结尘缘，各归其位。 剩
得无心之顽石与宝钗完婚，在人世继续历练，并开启
了寻回“真心”之旅，而被人世染着的妄心甄宝玉也
彻底脱离了“真心”，与贾宝玉各复其命，走上了不一
样的红尘之路。

由真妄之辨看钗黛合一

关于钗黛合一之说，历来的红学家们和红迷们
都找过各种各样的证据并做过各种各样的猜测，最
直接有力的证据就是宝钗和黛玉的判词是合为一
首的，而其他人的都是单立一首。 同时在小说的最
后一回中甄士隐的话：钗黛分离之日，则暗指着宝
钗与黛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前文对神瑛侍
者真妄之心幻化人型的假设便不难理解宝钗与黛

玉的真妄一体， 黛玉则是仙草在人间的真如本心幻
化而成，宝钗这是她在人间被染着的妄心幻化而成，
跟神瑛侍者转世为人一样，提供了两种选择的可能，
也展示了两种选择的结果，如同那面风月宝鉴。

这样便可更好地了解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说
的关系，所谓木石前盟乃仙界之盟，是仙草与神瑛来
人间还泪之约定，既是还泪，故而泪尽而各自归真。
而金玉良缘则是人间之缘， 是指仙草之妄心与顽石
之妄念的结合，故待顽石寻回真心之时，必是缘尽已
空，顽石离尘去妄归真之日。

木石对金玉，前者是天然无修饰之物，暗指人
之真如本性，而金玉乃人间俗物，暗指具有分别执
着的尘染妄心。而仙草转世还泪之念必牵动人间一
系列妄念而生， 并借这些妄念而达成还泪之夙愿。
泪尽之日必是了结之时，了结即是了劫，仙草转世
只为渡这一世还泪的情劫，方可化解心中郁结的缠
绵之意，而归其真。

钗黛的合一与分离、 甄贾宝玉的合一与分离让
我们看到了生命两种不同的选择和道路，一是还真，
二是迷妄，在人世的幻相中，你选择的不同就会呈现
不同的道路和命运。

由风月宝鉴探红楼之真意

风月宝鉴是出现在本书十二回中为治贾瑞相
思病的一面仙镜，同时也是本书的一个别名，那这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看这面镜子的特
点，它是境幻仙宫的仙物，专治人邪思妄动，这面镜
子的神奇之处在于两面皆可照，但治人邪思妄动只
可照反面，不可照正面。

在作品十二回中，跛足道人将风月宝鉴借与贾瑞
治病，贾瑞照反面是一具骷髅，吓了一跳，却没有听从
跛足道人的警告，只照反面，三日可康复。他偷偷的照
了正面， 见正面真是他日思夜想妖娆妩媚的凤姐，这
一照就一发不可收拾，以致一命呜呼，把小命给照没
了。当别人要摔了这一面镜子时，镜子却说话了：谁让
你们照正面了，你们以假为真，何苦来害我？

可见，妖娆的凤姐是假，骇人的骷髅为真，真假
只是一体的两面，世人若贾瑞一般，执假为真则是
死路一条， 所以面对人间幻相千万不可着幻迷假。
这风月宝鉴也是全书的一面镜子，警示人们，这大
观园乃至人世间的情痴繁华、风流韵事实为幻相之
假，一切不可执迷贪念，而这累累白骨则为假后之
真，若人能见真，不被幻相所迷，便能从幻相之枷锁
中走出来，自由地游走在幻相中而不受其害。

所以，《红楼梦》也是一面风月宝鉴，世人是从
正面还是背面去照见它会看见不一样的内容，若人
跳出迷幻，了知有无，“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
有还无”，便能见其真假虚实两面合一的真意，只可
惜很多的世人都执假为真，妄解了本书的真意。 如
此才有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人间红楼，风月情愁，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
场，不过是衰草枯肠，梦一场！

感叹作者构思之深远精妙，不同的人处在不同
的人生阶段不同的人生境界会读出不一样的红楼，
或许垂暮之年再翻起红楼， 又会读出不一样的味
道。 而每一种解读可能都不过是解读了它的一二，
这样的经典才堪称绝世奇书。

我相信未来的某天，某个雨后的清晨，我还会
再翻起《红楼梦》，岁月经年，于一切爱怨别离之幻
梦与现实的演绎之中，风轻云淡，以不变的真心应
世间变化万千。

□ 姚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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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读高中时的一位同桌，名叫郭辉。因我们
是从同一个城市来，又住同一间宿舍，自然就成了一
对好朋友。我们两个属于进取心都很强，学习刻苦认
真而又天资聪颖的女孩，每次考试，班里的前两名基
本上都被我们两个人垄断了。那些日子阳光灿烂，我
们在学习上齐头并进，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那段
年少时光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但我们的友谊却经不起嫉妒的考验。 那是进
入高三后，升学压力巨大，为了挤过高考这座独
木桥，同学们之间竞争得非常激烈。 不知什么时
候， 我发现她买的高考辅导书不愿借给我看了；
早上悄悄一个人起床，不愿像以前一样把我喊醒
后两个人一起看书了；我遇到数学难题向她请教
时 ，她开始变得躲躲闪闪 、支支吾吾的 ，不愿作
答。在一次摸底考试中，我考了全班第一名，那次
她发挥失常，只考了第九名。 她把试卷撕了，跑回
宿舍号啕大哭，此后更加发奋地读书，不再理我。
我终于明白了个中缘由。 当时年轻气盛，少不更
事，我也不愿向她低头，也不再理她。 后来，我们
分桌而坐，不再联手作战，而是各自为政，为考试
成绩明争暗斗。

我原本想象我们的友谊会地久天长， 没料到
却如此不堪一击，终于相信了一位名人说过的话，
女人之间、 男人与女人之间从没有真正的纯粹的
友谊，友谊只存在于男人之间。女人之间也存在着
短暂的友情，但一旦双方地位、环境发生了变化，
这种友情就将破碎。 这样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两败
俱伤，1997 年那年高考， 我们两人出乎所有人的
意料全部败北。或许这就是年轻的代价、成长的代
价吧。 第二年回校复读时，我又见到了她，只是相

见已无言，我们脸上都流露出苦涩的笑容，一切都
已释然，我们握手言和，但再也回不到过去，再也
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 我们学着做普通朋友，不再
彼此伤害。98 年高考还算顺利，我考取了河南一所
师范学院，她则考上了郑州粮食学院。 后来，我再
也没有见过她， 最近听高中的一位男同学说她毕
业后没找到满意的工作， 现在在郑州边打工边准
备第三次考研，我知道她是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
决不罢休的人。

二十年后 ，我已工作了多年，经历了人间的
喜怒哀乐，体会了世态炎凉，对人生和社会有了
更深切的理解。 回想高中那几年时光，真为自己
当年的幼稚和轻狂感到好笑。 现在明白了女人天
生是喜欢用彼此做参照的，“比较”在女人生命中
占了太重要的位置，女人的生命坐标大多是在看
别人怎么活的情况下建立的。 不光在一个层次上
要比，就连不在一个层次上也要比，见到“你”，马
上就要想到“我”，这一比，自然是“生癞的羡慕生
疮的”。 所以，用不着奇怪，你仅仅只是往那儿一
站，怎么就能凭空得罪了她？ 实在是因为天下的
女人都是同行。 也用不着愤愤不平地指责谁，这
原是人与生俱来的弱点。 要套牢一位女友，最贴
心、最牢靠的礼物莫过于“我不如你”。 假如你足
够聪明，应该明白，如果你的女性朋友在你的情
感和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让你难以割舍，
一定要提醒自己，给她提供在你面前有优越感的
机会，敢于在她面前公开示弱。 或者，鼓足勇气，
带着自己的歉疚站在她的身后。

我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多时候，我们
还远不够聪明。

相传很久以前，南方的一群猎人，过着
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原始生活。 有一天，
一只硕大的野兽脚印， 深深地吸引着猎人
的眼球。 他们急忙循着蹄印，翻山越岭，沿
途纵横万里追到四川西南的白坡山， 来到
了一个名叫麻陇的地方。

这里溪流交错，草木茂盛，蕨苔、竹笋、
磨菇、松茸……野味十足，应有尽有；雄鹰、
喜鹊、野鸡、野猪、鱼、石蚌……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来来往往；不同季节生
长的桃花、梨花、杜鹃花、山茶花、菊花……
花花绿绿，猎人们再也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于是，这群猎人砍树取水，安营扎寨。 一天，
他们带来的粮食，在烧火煮饭的过程中，有
谷粒散落在地上，没过多久，竟然长出了禾
苗，他们便开始开荒种地，边打猎边农耕，
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天堂生活。

舒适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 有个天大
的问题摆在这群猎人的面前：来时容易，回
去怎么办？ 毕竟遥远的家里，妻子、儿女和
老人们一遍又一遍、 一年又一年焦急地呼
唤着他们！

猎人们也焦急万分，最后只能顺河而下，
寻找家的方向。最终，这群猎人与久别重逢的
家人团圆了。刚到家里，猎人们用九天九夜的

时间摆谈了他们在麻陇的所见所闻， 乐得妻
儿和老人们垂涎三尺，哈哈大笑。 终于，这群
猎人逆河而上，举家迁徒到麻陇定居。

谁最先到麻陇？ 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回
答。后辈们只能按照传说口头传承。他们看
到麻陇的草木茂盛时， 触景生情地给儿女
们取姓为“柴”；他们看见麻陇的山河壮美
时，含情脉脉地给儿女们取姓为“河”；他们
看见麻陇地形像马槽时， 饱含深情地取名
为“姆陇”（寓意为身在马槽，志在千里，俊
马腾飞等之意）。山河作证，日月腾飞。最初
游走的猎人，成为了麻陇的主人。 麻陇也成
为了彝人世代守候的家园。

麻陇四面环水，沟壑纵横。 整个麻陇彝
族乡从四周到中间构成蜘蛛网似的水源体
系，有名的、无名的形成“沟沟有水，山山有
河；一沟一景，一山一故事”的自然奇观。 如
今， 麻陇优质的水资源已经得到重视和利
用，下游县城一半的饮用水就来自这里。

麻陇的水有如母亲甘甜的乳汁， 不仅
哺育着全乡各族儿女；灌溉着麻陇“盆地”
万亩桃花、油菜花及全乡农作物，带动着养
殖业和种植业的长足发展； 而且用麻陇的
水还酿出不少的美酒，远近闻名、被人们誉
为“麻陇五粮液”，畅销远方。 麻陇的水汇集

成楠木河，沿河两岸绿树成荫，时而陡峭、
时而平坦，变化莫测，蜿蜒百里。 水上漂流、
休闲观光依河而建，美不胜收。

山高路远挡不住，醉美彝乡入梦来。 步
入新时代的麻陇， 继续走绿色发展和绿色
惠民道路，充分发挥水资源优势，努力打造
山水名片，麻陇正续写着新的时代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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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银杏的长诗

国画 《柳色新如染 梅花香满村》 120mmx50mm 伍立杨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刚进到
德阳孝感红伏村， 便看见了唐代诗人王维
的这首古诗《山居秋暝》。

红伏村， 地处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孝
感镇红伏村，由红光村和伏凤村合并，离德
阳主城区仅 1 公里， 是德阳市政府重点打
造的农业观光景区。走进红伏村，映入眼帘
的是“同心旌阳·印象红伏”八个鲜艳的大
字，一股浓郁的乡野气息迎面扑来。

接踵而至的是现代农业气息的产业
园，红伏印记的村史馆，村民集聚点，还有
孩子玩耍的小型游乐园……城乡融合发展
的共振共享模式， 已经把乡村振兴的美好
未来刻画出来了。

沿路有各种柑橘、沃柑、春见、爱媛，一
个个黄澄澄的，甚是惹人喜爱。田里的农作
物长势良好，绿绿的蔬菜养着我们的双眼，
田农正忙着收菜，路边停着大卡车，已经装
了多半车厢，问菜农，说是运到外地，可以
卖到不错的价钱。

“果树人家”“诗意田园”“放飞原野”
……田园里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不断呈
现在我眼前。 沿路走来， 已经俨然是一副
“房前瓜果香，屋后树成行”“满院蔬菜层林
染，生态庭院好农忙”的世外桃园的生产生
活景象。一路下来，休闲小路、骑行道、咖啡
馆、小型游乐园等等，这样的环境，难道不

是一座美丽的乡村公园吗？
走进“归去来”休闲小院，就有一种宾至

如归的感觉。 各种多肉琳琅满目，妖娆多姿：
虹之玉、生石花、玉蝶、紫珍珠、乙女心、冬美
人，显然，这里的多肉已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难怪取名为“归去来精品多肉馆”。坐下来，喝
一杯果茶，看着养眼的多肉和各种盆景，真是
令人惬意。这里的女老板叫毛萍，她和我聊起
了她创业的经历。 她 2008 年从凉山州会理
县来到旌阳区，2016 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认
识了多肉植物，因为喜欢，就在实体店买了
近 200 株多肉，还专门学习了养殖技术。 通
过 4 年的学习， 从喜欢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最初从孝泉开始发展， 后来辗转于德阳周
边，最终落户于红伏村，利用当地的蔬菜大
棚，建起了“归去来”休闲小院。 正如毛萍所
说：“这里距离市区不远， 周末或者节假日，
人们来这里不仅可以阅读、品茗、喝咖啡，还

能观赏各种多肉植物。 虽然创业很艰难，但
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实现自我价值，也
算不忘初心，回报社会。 ”看着面前 81 年出
生的毛萍，我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来。

最后的目的地是染云美院 。 美院于
2021 年投资建设，走进美院 ，看见工作空
间覆盖近千平米，以体验为核心，同时设
有高品质公益图书阅读馆。 “以手作为媒，
做美的创造。 ”“以传统为基础，立国际化
目标”，这是染云美院的核心。 “立志谱写
好乡村振兴，致力于美学探索 ，研究学习
家乡文化 ，打造既有本土特色 ，有传统文
化积淀，但又国际化，并独具青年特色的
文创产品和艺术活动中心。 ”染云美院店
长周晓慧如是说。

这边是田园美景，那边是产业发展。在
红伏村另一头， 是现在农业产业园区。 目
前，园内已培育出华阳农业、优禾上品、娜
芽植物园等多家优秀的农业合作社和农业
开发公司。

产业上， 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 推进
农、文、旅、教等产业融合，在保持“原水、原
树、原村”的基础上，推动“四大革命”，提升
人居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打造全域美好乡
村，创造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一幅“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美景正在红伏村徐徐展开。

□ 万晓英

红伏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