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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出于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
喜爱和信任，我买了他这一套六
卷本的《一生的故事》。

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自
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写他童年
时和流浪乐师的贫穷女儿丽莎之
间的友情，写得真是令人感动。

他常常到流浪乐师的住处，
找丽莎一起玩。当警察驱赶走流
浪乐师和他的女儿的前一天夜
晚，他们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只
有寒酸的黑面包、烤番茄和几块
不干净的硬糖。他很晚才告辞，
丽莎一直把他送到他家门口，分
手时塞给他一个粉红纸包，里面
包着的就是那黏糊糊不干净的
硬糖，然后很快跑下了楼梯。“我
好久下不了决心去拉门铃，害怕
因为回来得太晚而挨骂。”孩子
之间纯真的友情，被他写得多么

温馨而曼妙，纯净而透明。
巴乌斯托夫斯基极其注重

景色的描写，他以为那是俄罗斯
这块土地给予他的财富。他善于
运用它来抒发感情。不是我们所
说的那种惯常的写景来衬托心
情，而是融化在他全部的情感和
文字当中，成为他这部自传无法
剔除的重要内容和角色之一。

我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这
样的文笔。

他写他在树林里看星星：
“夜里树梢仿佛消失在空中，如
果起了风，星星宛如萤火虫在树
枝间飞来飞去。”他把星星写得
富于灵性。

他写他在外祖母家看花：“那
时候我好像觉得花就是活生生的
人。木犀草是一位穿着打了补丁
的灰衣服的穷姑娘，只有奇妙的

香味暴露了她童话般的出身。”“三
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是一些
穿着色彩缤纷的舞衣的舞女———
一会儿穿蓝的，一会儿穿淡紫色
的，一会儿又穿黄色的衣服。”他把
花写成了美妙的童话。

在写上述的那个流浪乐师的
女儿丽莎和他分手的时候，他写
了这样一大段夜晚景色：“高空中
第一颗星星亮起来了。秋天的华
丽的花园默默地等待着夜晚，他
们知道，星星是一定会落到地上，
花园将用自己像吊床一样的浓密
的叶丛接住这些星星，然后再那
样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地上，
城里谁也不会因此惊醒，甚至都
不会知道这样的事情。”

他不是渲染男女的离情别
绪，而用这样美丽得如诗如画的
景色，将一对孩子的分别写得如

诗如画。在他的这部浩浩六卷的
长篇自传中，他都没有渲染那些
东西，或致力描写离奇怪异的东
西，而是写那些美的东西。他不愿
意把自己的笔弄脏，因为他知道
笔弄脏了，所写的东西就都脏了。

原来自传或传记也可以这
样来写。而不仅仅是市面上流行
的名人或明星的隐私的露点、隐
情的咀嚼、亲情的煽情，或小题
大做的浓妆艳抹，或些许小事水
发海带一样的膨胀，或过五关斩
六将的表扬和自我表扬，然后，
配以挑选和剪裁过后容光焕发
却矫揉造作的个人照片……

当然，那样的写法，也许广有
读者，但书的写法和读法是需要
一点品位的，这样的品位，需要培
养，而这样的培养，需要如巴乌斯
托夫斯基一样从童年开始才行。

童年的底色，需要多方面的营养，
文学是必不可少的一种。

我们现在忽略了文学对于
童年底色的作用，以为文学就
是花花绿绿的报刊或网上的笑
话和段子，或者把文学仅仅和
考试的作文联系起来，以为从
小写作文就可以说谎，等同于
文学的瞎编。童年的底色，关乎
人整个一生的成长和成熟。否
则，我们只会认识周迅，而不认
识鲁迅，我们只会吃点心、买铂
金，而不会结识冰心和巴金。我
们便也只会从家具城买回席梦
思软床，以肉体在上面抒情，而
怎么也不会想出把花园做成一
张吊床，去接住那些从夜空中
掉下来的星星。过于现实的我
们，大概再也不会相信从夜空
中能够掉下来星星。

近来，明星、大款们制造的“吃
饭门”事件又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
扬。大款们一掷千万，明星们奔钱
“吃饭”，一场豪门“盛宴”，让百姓
大开眼界。笔者在惊叹之余，也想
凑凑热闹，聊聊吃饭。

其实，吃饭本很普通，其功能
不过是向身体提供营养，维持人的
生命，因而进行起来也很简单：只
需嘴巴一张，牙齿一嚼，再把嚼烂
的食物吞进胃里，就完成了整个吃
饭过程。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吃饭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它已从简
单的维持生命演变成具有多项社
会功能的载体，在影响人生和历史
上都起着重要作用。纵观古今，我
们可以发现有多种多样的吃饭，但
主要的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亲友往来的吃饭。亲友之
间，聚散往来，摆酒设宴，觥筹交
错，借吃饭来联络感情、密切关系、
增进了解，这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习
俗，至今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
种吃饭，既给人以美味享受，又使
人享亲情温暖，它有利于人生，也
有益于社会，所以历久不衰。

二是彰显气节的吃饭。吃饭
要有骨气，这是古人追求的高尚，

最明显的例子是伯夷和叔齐的“不
食周粟”。这兄弟二人本是商末孤
竹君的儿子，因不愿继承君位而跑
到周国；又因周武王伐纣，他们认
为大逆不道，苦谏不听，遂矢志不
食周粟，跑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当饭
吃，最后活活饿死在山上。他们不
食周粟，捍卫的是君臣有序的“正
义”，坚守的是贤德为重、礼义为先
的美德，展示的是“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孔子语)的高尚气节，因而在
历朝历代都备受赞扬。

三是施展政治权谋的吃饭。
这方面的例子也不鲜见，如秦末
项羽邀刘邦赴的鸿门宴、宋代赵
匡胤杯酒释兵权等，都属此类。
这种吃饭，杯盘狼藉中闪着刀光
剑影，推杯换盏间尽显文韬武
略，常常一杯酒能喝退千军万
马，一席饭可改变江山社稷。名
曰“吃饭”，实则是斗智斗勇的政
治博弈，虽然乏善可陈，但自有
其历史的光彩。

反观大款、明星们的“吃饭
门”，既无气节可言，又无亲情可
讲，更非政治权谋可比，说穿了，不
过是钱色交易的丑恶勾当而已。如
果勉强归类，只能算作“伤风败俗
型吃饭”。究其“特色”，一是缺德：

这种肮脏交易本身，就违背社会公
德，为正直人所不齿；二是无耻：当
全国还有数以千万的贫苦农民尚
未解决温饱，严重干旱地区的百姓
连喝水都困难时，这些人却在那里
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耗费巨资寻
欢作乐，这哪里还有天良可言？正
因如此，他们的丑行一在网上公
布，便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网民的
痛斥。

其实，大款、明星们的“吃饭
门”交易，看似得意，却未必善终，
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害人害
己。从明星来说，大款的便宜并不
是那样好占。正如谚语所说：“别人
给你一块肉，是要牵你一头牛。”你
即使能从他们手里捞到一笔“外
快”，失去的却是比生命还宝贵的
名誉、人格、尊严，很可能因此而身
败名裂。而大款也不必高兴得太
早，尽管你腰包鼓得很满，但那大
多是别人的血汗，把这些钱用来胡
作非为，伤天理，违民心，犯众怒，
无疑会遭世人唾弃，到头来很可能
自己掘坑自己埋，反把自己葬送。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不乏前
车之鉴。那些锒铛入狱的腐败分子
前仆后继，许多人不就是栽在“吃
饭门”中吗？

晴雯之死，主要情节在《红楼梦》卷七十七，而
致其死的原因，“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判词颇多迷
信色彩，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姑娘，“风流灵
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其结局似乎已经命定
了。虽然从根本上说，晴雯是死于腐朽僵化的封建礼
教制度，但是大观园内嫉贤妒能、恶美仇直、谄上欺
下、尔虞我诈的恶劣风气，却是导致晴雯之死的直接
原因。而恶奴王善保家的谗言陷害、“副小姐”袭人的
告密中伤显然脱不了干系。

我非“红学家”，但我隐约感到，贾宝玉为纪念晴
雯撰写的《芙蓉女儿诔》，似乎预示了荣国府的发展宿
命。贾宝玉在诔文中，对于晴雯死因，可谓纸笔含泪，
情辞带血。“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贞烈遭危，巾帼
惨于雁塞。”——— 是从抽象的、间接的角度进行的分
析；“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疾。”——— 是从具象
的、直接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导致晴雯之死的内因是
什么？那就是她本人的“高标”及“贞烈”，而外因则是
庸主及恶奴的“见嫉”、“遭危”或“蛊虿之谗”。王善保
家的向王夫人进谗言道：“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
样比别人标致一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在人跟前能
说惯道，抓尖要强。”(卷七十四)袭人则对宝玉说：“太
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心里是不能安静的，所以
很嫌他。”(卷七十七)由此可见，晴雯的倒霉，是因其
“美”、因其“直”、因其“能”，而这似乎成了庸人、丑人、
谄人面前的镜子，恰恰反衬了人家的无貌、无能与无
德，而这就是晴雯倒霉遭殃的必然原因。虽然宝玉认
为，晴雯质贵金玉、体洁冰雪、神精星日、貌色花月，以
至于“姊娣悉慕媖娴，妪媪咸仰慧德”，然而，这“悉慕”
与“咸仰”却是不可能的，倘如此，庸人、小人、坏人岂
不失去了生存空间。

诚如宝玉所说：“诼谣謑诟，出自屏帷；荆棘蓬榛，
蔓延窗户。”这说明，宝玉深知导致晴雯之死的“诼谣
謑诟”、“荆棘蓬榛”就在屏帷之中、窗户之下，就在自
己身边；同时还说明，妒风盛行，谣诼遍地，也并不局
限于大观园的屏帷闺阁，而是社会的大环境。古来的
教训证明，在中国社会中，“高标峻尚，雅操孤贞”，很
难生存。只有磨去棱角，折去锋芒，与庸人共舞，同陋
习相尚，方为生存之道。而宝玉在诔文中指出的：“鸠
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
菹！”这个概括就不仅仅适用于晴雯，其所反映的却是
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宝玉这篇诔文，带有浓重的模
仿气息，而其模仿的文本正是《离骚》，而《离骚》的主
人公屈原，不也是由于这“诼谣謑诟”和“荆棘蓬榛”而
自投于汨罗江的吗？其实，这种恶习并非到了《红楼
梦》问世的年代才格外肆虐。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
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古
人之言总是前代得失的经验之谈。可见，这嫉贤妒能、
恶美仇直已是“古已有之”的，虽然不好断定这类社会
病毒“于今为烈”，但此类现象的确无代无之、无地无
之。

在《红楼梦》中，晴雯之“既怀幽沉于不尽，复含罔
屈于无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王夫人指斥为“狐
狸精”。虽然晴雯并无有伤风化之事，也无僭越礼教之
处，然则，一个“莫须有”的“狐狸精”，却构成了迫害晴
雯的唯一罪名。然而，靠给王夫人打“小报告”来提升
自己地位的袭人姑娘，虽然已与宝玉上过床，试过“云
雨情”，反倒被王夫人认为“行事大方，心地老实”，在
晴雯被害死之后，不仅开始享受“准姨娘”的工资待
遇，而且被内定为宝玉的“预备二奶”。

通观这篇《芙蓉女儿诔》，在宝玉笔下，他与晴雯，
没有了主仆间的界限，反而体现了同志式的共识，他
完全站在晴雯的立场，对迫害晴雯的恶势力给予了痛
切的控诉与抨击———“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
之心，忿犹未释！”由于宝玉遣词用语的泛指性质，也
可以理解为他是对旧制度、旧礼教的控诉与抨击。

花园像吊床一样接住星星

初探“吃饭门”

晴雯之死

□戴永夏

有一幅漫画，是好多年前看过
的，至今不忘：一个年轻小伙子站
在滂沱大雨中，对着手中紧抓的收
音机，恶狠狠地吆喝道：“我叫你说
是晴天，我叫你说是晴天！”

这幅传神的漫画，是讽刺气
象台的：你们有着那么现代化的
仪器，为什么刚刚说过艳阳高
照，怎么就来个大雨倾盆？明明
听广播说天气转暖，为什么突然
来了个大降温……

后来听曾仕强先生在央视《百
家讲坛》讲《易经的奥秘》，才知道
近代物理学上有个很重要的定律，
叫测不准定律。它和《易经》中的哲
理不谋而合。许多事情的发展轨迹
为什么常常测不准？因为一切事物
都处在不停地变化之中，甚至可以
说是“瞬息万变”。

最近，从报上看到一篇文章：
《天气预报，各国都测不准》。“有时
一栋楼、一棵树的存在，都会改变
风的方向和大气的流动”。由此，我
想到了“蝴蝶效应”。说是巴西的一
只蝴蝶，一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
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
这也说明“测不准”往往是由许多
因素造成的。

再比如，今天乘车出行，甲
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现象。明天
我要改走乙路，因为乙路一向人
少。结果，想不到第二天乙路更
加拥堵。为什么？因为许多人和
你一样，都是这样猜测的，他们
也都由甲路转向了乙路，所以，
乙路也出现了拥堵。

股市更是如此，一会儿猛
涨，一会儿猛跌，很难测得准。有
人调侃说，“老板进去，瘪三出
来；人才进去，棺材出来；杨百万
进去，杨白劳出来；进去的时候
想发财，出来的时候想发疯；想
学巴菲特进去，被扒层皮出
来……”当然也有因为买卖股票
发了大财的，否则，谁还进股市？

由测不准定律，我不禁想到了
历史上那些专制独裁的皇帝佬儿
们。他们之中有几个不是和测不准
定律对着干的？统一六国的秦王嬴
政，更是大搞“个人崇拜”，自以为
品德超过三皇，功勋超过五帝，于
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我”也
不叫“我”了，叫“朕”。并且狂妄地
说什么：“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
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万
世，传到无穷。”

想不到测不准定律和他开了
一个大大的历史玩笑。他的所有王
子、公主，居然被他的小儿子胡亥
一网打尽，杀头的杀头，车裂的车
裂，自杀的自杀。更让他做梦也想
不到的是，秦帝国二世而亡。

人的健康状况，也很难摆脱
测不准定律的制约。笔者有一朋
友，健壮如牛。在篮球场上，带起
球来，大步如飞；投起篮来，如入
无人之境。平时连感冒之类的小
病都不敢惹他。谁能想到，半年
前的一天夜里，他会突然脑溢
血。幸亏抢救及时，命虽然保住
了，但走起路来，就像“小品王”
赵本山扮演的残疾人。遗憾的是
没有掌声，只能让人同情。
既然“测不准”，那么，我们是不

是就不测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
仍旧要继续测下去。就说天气预报
吧，虽说“全世界都测不准”，但是能
测准90%、80%，不是也很好吗？一个
人，将来得什么病，在他健康的时
候，很难测得准，但你只要注意膳食
平衡，注意锻炼身体，同时又有良好
的心理状态，每年进行必要的身体
检查，虽然测不准你会不会长命百
岁，但起码你不会短寿吧？

由“测不准定律”想到的
□郭振亚

风过留痕

生活直击 读书偶得

冷眼旁观

□肖复兴

□安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