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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刘姥姥，不解她的怪诞，只觉得

她痴傻疯愚、可怜可笑，直到被现实狠狠

推了一把，跌跌撞撞才恍然大悟，她乃是

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活得通透的人物。身

未动，心中已演千百遍，胸有惊雷而面如

平湖。

刘姥姥初入荣国府，是来“打秋风”

的。要见到掌管府中大小事务、能够施以

援手的远亲王夫人，首先要通过周瑞家的

引荐，而周瑞家的可不是什么善茬，典型

的看人下菜碟，若没点智慧还真无法与之

游说。周瑞家的在与刘姥姥交谈中摆弄首

饰、眼神乱瞟、轻拍衣服等动作，无一不

展示自己的傲慢和对庄稼人的轻蔑。在已

猜到刘姥姥此行目的时，周瑞家的故意挖

坑 发 问 ：“ 您 今 儿 是 路 过 ， 还 是 特 意 来

的？”若是路过，可就不许提“打秋风”这

一档子事了，若是特意来的，便指责刘姥

姥平日里不走动，遇到困难了才想起她，

无论如何都有说法，可见这个忙她是绝不

愿意帮的。刘姥姥一听对方的话语来势汹

汹，便以退为进道：“原是特意来瞧瞧嫂子

您，二来也请姑太太(王夫人)的安，要是能

见一面更好了。”既说明自己是来看望的，

又表达了想见王夫人，因为她知道周瑞家

的并没有接济她的资本，就算有所图，所

图也不为她。周瑞家的不说话了，低头想

着回绝之策。刘姥姥却是不给她时间思

索，抓住了她要面子爱显摆的心理，又

道：“若是不能啊，就借重嫂子您替我们致

意吧！”此话一出，周瑞家的如果再不引荐

刘姥姥见“真佛”，那就等于是告诉她自己

地位太低了，万一再给刘姥姥传了回去，

周瑞家的脸上哪还挂得住？所以，刘姥姥

见到了替王夫人接待的王熙凤，并带回了

20 两银子。然，谁的心里还没一杆秤？刘

姥姥并不似扮相般笨拙，她几息间的思

绪，便决定了事情的发展走向，是去是

留，空手或缠腰，都由自己争取。有我之

境也，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

光。刘姥姥实际上与贾家并没有什么关

系，只因她女婿的祖父曾做过小京官，又

与王夫人父亲同姓，这才偶然连了宗。而

就是这样一个“槛外人”，为何却能让贾母

一句句亲切地叫着老亲家？

刘 姥 姥 带 着 新 鲜 的 瓜 果 蔬 菜 前 来 看

望，事情被得知后，惜老怜贫的贾母便以

想与积古的老人说话为由，将其请到了跟

前，两位深谙世事又心地善良的老太太此

时终于会面了。乡下人一穷二白，有也只

剩些可口瓜果和新鲜事。刘姥姥之前都是

被动回话，如今见到贾母了，要主动发挥

说 些 新 鲜 趣 事 了 。 面 临 如 此 “ 有 我 之

境 ”， 我 们 且 看 刘 姥 姥 是 否 真 有 龙 蛇 之

变。刘姥姥把她的见闻说给大家听，当说

到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雪夜独身出来

抽柴火时，下人的一句走水啦 （失火） 打

断了他们。众人慌忙出门看察，待火情稳

定，贾母做的第一件事情并非善后，而是

让人快去火神跟前烧香，可见她是信奉神

佛的。贾宝玉此时还不合时宜地催促刘姥

姥续说漂亮姑娘的奇遇，贾母有些愠色，

道：“都是刚刚说抽柴火才惹出走水这一

事，快别说了。”而柴火故事是刘姥姥说

的，保不住会迁怒于她。刘姥姥立马道：

“这神佛面前的事可马虎不得”，既表明了

自己对神佛敬畏有加，也中断了先前故

事。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关于神佛的

轶事：说的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天

天吃斋念佛，在菩萨面前烧香，观音菩萨

被她虔诚所感动，启奏了玉皇大帝，于是

原该绝后的老太太有了孙子，之后更是有

了孙女。故事说罢，众人眉头紧锁、缄默

不言，或许是在揣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只有贾母在哈哈大笑，因为刘姥姥的这个

故事直击她的内心，肯定了她的坚持：这

神佛还是有的。刘姥姥凭借她的超高情商

在贾府游刃有余，几句话之间就赢得了贾

母的好感，不得不令人钦佩。

游完大观园后，王熙凤与鸳鸯商量着

如何整蛊刘姥姥，以悦众人，于是就有了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牙牌共 32 张，每张

牌分上和下，都刻上了骰子一样的点数，

上下可以是 1—6 任意点数，其中 1、4 点用

的是红色，2、3、5、6 点用的是绿色。酒

令大如军令，在行令时，不论尊卑，惟令

官是主。令官选出三张牌，说一张，受令

者答一句，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

上一句，都要叶韵，错了的罚一杯，三张

令牌，皆由同一受令者对答，最后凑成一

副，应令者需根据牌面发挥想象。首当其

冲的是贾母，然后由令官挑人来受令，过

程中有对得妙的、中规中矩的、支支吾吾

的，各不相同，最后由刘姥姥压轴。她的

第一张牌，上下都是四点，又叫人牌。鸳

鸯道：左边四四是个人。刘姥姥想了半

日，说道：是个庄稼人罢。鸳鸯又道：中

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对：大火烧了毛毛

虫。牌面上面三点是绿色的，像条虫子，

下面四点是红色的，像一团火。鸳鸯再

道：右边幺四真好看。刘姥姥再对：一个

萝卜一头蒜。“幺四”指上一点下四点的

牌，都是红色。鸳鸯最后道：凑成便是一

枝花。刘姥姥两只手比划着道：花儿落了

结个大倭瓜。至此，酒令完结，刘姥姥在

“鸿门酒宴”上大放异彩，她用“一条毛毛

虫”来比上面斜着的三个绿点，用“一团

大火”来比下面四点红，虽不高雅，却形

象生动，令许多大家小姐都自愧不如。奈

何，规矩是他人制定的，对不出来的得

喝，对得好的贾母不用喝，对得好的刘姥

姥却要被灌得酩酊大醉。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

迎，终到了离别之际。刘姥姥此行虽是来送

菜报恩的，可大户人家贾府哪有收了东西不

回礼，让人空手而归的道理？加之刘姥姥的

风趣幽默，且故作丑态供人取乐得到了大家

的认可，所以这次，王夫人出手十分大方，给

了刘姥姥一百两银子，让她回家做个小买

卖，贾母也给了刘姥姥一些新衣裳，以及一

些没吃过没见过的东西，这些丰厚的馈赠，

都是对刘姥姥智慧的嘉奖。

高堂市井都不自由，饱囊空腹各有哀

愁，多远才叫远方，怎样的成功才算成

功？倒不如像刘姥姥一样大智若愚，已识

乾坤之大，而忧怜草木之青。

城中阅读见乡野
曹荣芳

书中有义理，足以养性；书中有草木，可

供养颜；书中有动物，可焕真情；书中有山水，

可资栖居；书中有日月，可照心魂。古人云：

“风雷雨露，天之灵；山川民物，地之灵；语言

文字，人之灵。”居乡野、勤阅读，都是好事。

先说说读书。关于读书，《菜根谭》曰：“德

随量进，量由识长。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

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识。”一个人的德和

摄取知识的量成正比，因此，想要德高，识必

得厚积。曾国藩认为：“吾辈读书，只有两件

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读书让求

知者、无知者都拥有知识。读书养静气，长才

干，博文采。腹有诗书气自华，读无用之书，养

浩然之气。日积月累，光华自现，德行自高。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读得越多，

才越知道自己是谁，越知道什么书才是“好

书”，多读，读到后面，人的进步，就会呈几何

式增长，最后，返璞归真，精神殿堂火光明亮，

不但自燃，亦可照人。

对人尤其是读书人来说，弃读贻害无穷。

苏轼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

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士

大夫三天不读书，对心则义理不存，揽镜则相

貌可憎，与人则言语粗俗。黄庭坚说：“一日不

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

不读书，面目可憎。”一天不读书，四下尘灰，

书上架上心地上，怕都落满了灰；两天不读

书，一旦开口，言语必然恶俗难耐，无趣无味

无营养；如果达到三天不读书，真是糟糕了，

连脸面都会丑到惨不忍睹，没办法看下去了。

读书属个人私下修德养心无固定法则之

事，外力强求不得。“五柳先生”陶渊明，读书

往往不求甚解，他“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王国维认为，读书有三层境界：博览，思考，归

真。拾级而上，方成好事。无论读什么书、怎么

读，古人强调：开卷有益。鸟欲飞先振翅，人欲

进先读书。

但读书也有些讲求。最羡慕“不方便”的

古人，自然光作灯、油烛照书，麻衣裹体，体力

与脑力并在，没有电子产品伤害明眸，没有边

框眼镜、隐形眼镜日日架于鼻梁，不会肉体沉

重，灵气渐少。古人也不必天天冒着被吸进资

讯黑洞的危险，不会人和人、事和史边界不

分。

落雪之日，开窗、听雪、烹茶，持书坐于窗

下，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看看雪；雨落之时，

虚掩门窗，供凉风从厅堂吹过，人或翘足，或

斜躺，眼中书页逐渐清晰，乃至于雨声竟成思

想舞蹈的伴奏乐声……如此种种，岂非妙哉？

一种文心，四季天地，八方添识，十分舒逸。扁

舟江湖也好，采菊东篱也好，有山峦在心、墨

香伺侧，乡野既得，可于此间见天地、见众生。

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有三种：物质的，精

神的，灵魂的。生养于乡间，我总以为，乡野生

活将与我一直同在。不料后来，城里一住三十

年，再也回不去，仿佛进了谁的圈套。理想生活

是一直在乡野：吃的用的，出自田里地里：鸡鸭

鱼、牛羊猪，虫子野草稻谷养大；稻黍麦、姜葱

蒜，土肥养土里长。闲来持书，静坐小院；无所

事事时，迎风、听雪、观雨、弄花弄草、逗猫养

狗。无车马喧嚣，无肺腑污染，无需镜子，不知

容颜衰颓，不知日月移易。

来了塔什干，直奔乡间租房。与本地乡民

欢欢喜喜共住了近半年，读了近半年书，房子

漏水了。我不得不迁回市里，重做城里人。熬

了一个月后，终于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明人陈继儒道：“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

处净土。”说得好，我现在正是陈式生活：处

喧哗市井，自我沉静，乐于耕读。如此，才能

得见城中乡野，并用以安顿灵魂，栖心、谋

心、养心。

周末，打开简媛的 《缓缓人生》，如一

阵清风拂过心田，读着读着，心生欢喜。

读完此书，我仿佛走入了一个山清水

秀的世界，书中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故

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深情，对生活的观察

和感悟。文字优美灵动，抒情与哲思交

融，风格清新可喜，3D 影院式的观感，令

人久久回味。

不同于小说的虚构，散文写作是离不

开真我的，哪怕是纯粹描写风景，都有

“我”的身影。大千世界，人人心中有，眼

中看，如何写出不同的韵味？

简媛的散文有鲜明的辨识度，我最欣

赏其中的情与思。不论是写一棵树，一只

猫，一朵花，还是老长沙的街巷，西南的

镇远小镇，或西北辽阔的星空，在她笔下

都如此神奇、多情而美妙。

在她笔下，点点滴滴的美好都被用心

收集，化为文字。写亲情，她不落俗套，

《曾有一念》 看得我潸然泪下，她选取了一

个独特的视角，父母常常为了不麻烦子女

而隐藏自己的需求，“大家习惯了父亲的迁

就”“也许不久，父亲会不再认识我，甚至

对所有熟悉的过去感到陌生，而我记得，

父亲曾有一念：想吃大个儿的桃子。”

对故乡，她念念不忘，许多篇章中都

提到故乡，她会因为友情的波折而黯然神

伤，却又被老街巷的风情所治愈；写爱

情，她把深深的情蕴藏于淡淡的笔调里，

《石屋》 如悠扬的乐曲，回荡在读者心中。

在 书 中 ， 出 现 频 率 很 高 的 词 语 有 喜

欢、欢喜、喜爱，在日常的生活中，她找

到了清欢，平淡的日子因而熠熠生辉。她

写道：“目光行走在字里行间，文字顺着时

光隧道钻入心灵，浸润心灵。如此焕发出

的气质是独特的、珍稀的，却也是一眼能

看出惊喜的。”她在长沙的那些老城区，感

受生命里的沉静之美，令我也跟着沉醉。

一花一天国，一沙一世界，“我早已把

它当做老友，我们各自生长，各自春秋，

相遇时并不牵绊，只是默视和陪伴。”栾

树、石楠是知己，樟树花、丁香亦是知

己，她赴会星空，凝望白云，和万物有心

灵的交流，万物也因此变得有情起来。

在她的文中，处处透着哲思的力量，

“在远离喧嚣的世界里听到各种声响，却又

安然处于声响里的静谧。”“湘江源隐形的

力量非目光所能领悟，它所有的沉默与安

然，都倾注成一种向前的力量”“独处的欢

乐呈现在我的脚下，如同那黑夜星空般纯

粹”……这力量，让她无论在哪里，都能

收获美好，都能让笔下的生活散发淡定而

从容的气质。

作 者 笔 下 的 世 界 ， 是 美 好 的 ， 纯 真

的，有情的，充满了温暖的人间烟火味

道，对她来说，发现与相遇，同样是美好

的缘分。每一辑都是作者精心打造的明

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有位名人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

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简单，所有人都

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

常深”。其实，文学作品也应如是。很多人

总有一种误解，觉得散文是最容易写的，

实际上，文学评论家张燕玲说过：散文就

是照妖镜，作家余光中也说：散文是一切

作家的身份证。

简 媛 的 这 本 散 文 集 ， 中 小 学 生 可 精

读，文学爱好者可细品。阅读此书，我们

可以享受书带给我们的愉悦、安然和松弛

感，感受它持久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

“紧绷的土壤里长不出耀眼的花”。都

市的人们大多行色匆匆，怎么面对眼前的

苟且和一地鸡毛？读读 《人生缓缓》 吧，

缓缓人生路，和简媛一起，心怀欢喜地走

下去。

细微绘万物
人生归心安

《云上行——屈钢钢笔画》品读
胡耀军

4 月 29 日清晨，屈钢先生给我发来微信，说

给我寄了一套他著的书。中午下课回到家，我收

到了屈钢先生著的 《云上行——屈钢钢笔画》 一

书，心里很是愉悦，急切地打开快递包装，拿出

这套新书翻看，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新书淡雅的

油墨香味。

这是由四川美术出版社 2024 年 4 月出版上架

的一本新书。全书共有三册，随书附赠了一本

《闲庭信步 屈解人生》 的小册和一套屈钢先生钢

笔画的精品活页作品集。该书文图并茂，内容新

颖，装帧十分精美。出版社用一款简洁别致的

“云上行”书盒，将全三册装在一起，显得十分古

朴、典雅，极具欣赏、收藏价值。

我与屈钢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与我虽不

同姓，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屈钢先生 1958 年

生人，我长他 4 岁。当年因家里的原因，我们在

很小的时候，就不在同一个家庭生活，却始终同

在一个厂区里长大，也在同一所子弟学校学习成

长。

我参加工作后，进了 6〇1 中学当老师，屈钢

则成了我的学生。他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当了知

青，后返城进了 6〇1 厂，在车间当工人。屈钢因

有过人的绘画才能，他从 6〇1 的维修车间，调到

厂子弟中学任美术老师，那时我已是 6〇1 厂子弟

中学的校长，我又成了他名副其实的领导。

上个世纪 80年代末，屈钢离开 6〇1厂，选择

南下深圳发展，我们从此天各一方。屈钢在深

圳，长期从事职业经理人，他凭借长期积累起来

的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跻身专业的企业管理培

训行业，屈钢很快就成为这个行业有影响力的资

深导师。我受他的影响，退休后也加入企业管理

培训。在这个行业，我则成了屈钢先生的徒弟。

人生风雨几十载，我们兄弟俩的身份角色虽

然在不断发生转换，但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却

始终坚守如一。

记得两年前，我还在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工作

时，曾收到过屈钢先生发给我的钢笔画作。在我

的印象中，只知道屈钢先生精通于国画和工笔

画，却没想到他的钢笔画居然也是神来之笔，如

此之妙，令我惊叹不已。

屈钢先生能在一年多的修行中，独辟蹊径，

用一支 0.5毫米的普通墨水笔，在信笺的背面画了

500多张钢笔画，真是非同一般。要用墨水笔芯在

信笺上画出素描的效果，并非易事。屈钢先生却

能沉得住气，耐得了寂寞，静得下心。为了控制

墨水和笔画线条的粗细，他细磨笔芯。他的钢笔

画全都是用单一的黑色、并从小尺寸中去展现不

同的大景观，勾勒出不同年龄人物的肤色，描绘

出各种动物的皮毛眼神，体现出玻璃石材的质

感，展现出车船的漆面及所反射出来的光影和山

水远近虚实，等等。

屈钢用他的钢笔，给每一件画作赋予了鲜活

的生命与灵魂。他的钢笔画的细腻之处令人惊

叹。屈钢用笔尖捕捉到的每一个细节，就如同摄

影师用镜头捕捉到的每一个瞬间，令人感到无比

真实和深刻。屈钢的钢笔画可谓活灵活现栩栩如

生，让人身临其境。

随书附赠的一套钢笔画活页共集有屈钢先生

的 30 幅钢笔画精品，既可集中成册，便于爱好者

珍藏；也可单独装裱，悬挂于室内便于欣赏。

随书附赠的 《闲庭信步 屈解人生》 一书，收

集了屈钢先生近年创作的百余幅美轮美奂的手机

摄影作品，还有屈钢先生所撰写的 10 篇散文，并

收录了作者多年的人生感悟。屈钢先生的人生感

悟之语，如一串妙珠，值得细细地品味。这些感

悟看似零散、简单，但都发自内心。或许我们也

能从屈钢先生的悟语中，多少找到一些对我们有

帮助有价值的东西。

我一口气看完了屈钢先生写的书，觉得这本

书既有美感又有深悟，令人畅快淋漓。在我看

来，《云上行——屈钢钢笔画》，不仅仅只限于钢

笔画，还有摄影，有美文，更有对人生的看法与

感悟，这是一本值得拥有和收藏的书。

书评

画评

杂谈

悦读 读《缓缓人生》，心生欢喜
高求忠

小人物的大智慧
——评《红楼梦》中的刘姥姥

陈易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