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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人物雜談——寶琴之識
《紅樓夢》中人物眾多，美女如

雲。可細細考較起來，這些美女的活
動天地實在有限，轉來轉去離不開
「兩府一園」（即寧國府、榮國府、
大觀園），大多是足不出戶的「籠中
鳥」。寶釵、黛玉、湘雲等雖也出過
遠門，但也只是從原籍到京都必須經
過的旅程。惟獨寶琴是個例外，其遊
歷之廣、見識之多，不要說在大觀園
這個女兒國裡，就是在那個時代的女
孩中也不多見。用薛姨媽的話說：
「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母
四山五嶽都走遍了。他父親是好樂
的，各處因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
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
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
古人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看
成是人生歷練的兩大門徑。如果把讀
書看作「閱歷」，把行路看作「履
歷」，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履而
知之比閱而知之更重要。因為「紙上
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真
正的大世面在路上，而不是在書堆
裡。由於走的地方多，寶琴的見聞十
分廣博。八歲那年，她隨父親到西海
沿子做生意，還接觸過一個十五歲的
外國女孩。「西海沿子」不是具體地
名，而是地域泛稱。在我國古代特別
是清朝，通常把西部邊陲及其以遠的
沿海諸邦叫作「西海沿子」。究竟是
哪裡，曹翁沒有明說，今人的考證則
莫衷一是，有說是阿拉伯半島的伊斯
蘭國家，有說是荷蘭所屬的東南亞島
國，有說是裡海沿岸國家，還有的說
法具體為真臘（柬埔寨）、印尼、車
臣等。我原以為是口外的蒙古地區，
細看原著又不太像。有一點可以肯
定，這個金髮女郎來自異域，或有歐
羅巴血統，疑似外商或傳教士的後
代，且在華語圈子中長大，熟習中國
詩書，否則就不可能作詩填詞，並寫
出如此地道的五言詩：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從這首五律描述的地貌和氣候特徵

來看，這位「外國美人」僑居的地方
無疑是一個山林疊嶂、雲霧繚繞的島
國，且屬於漢文化圈地區。也正因為
如此，就有了更多的考據和比附。其
實呢，這些考據和比附是當不得真
的，因為《紅樓夢》原本就是一部文
學名著，其中的風土人情儘管有原型
可依，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都
是虛構的。作者開篇就說，因曾歷過
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
「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
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你把它看
成家史和傳記來研究，並無不可，但
那是紅學家和紅迷們的癖好，對讀者
來說，不會也不必搞得那麼玄虛，約
略看來，不過是富貴人家榮辱興衰的
故事而已。
同樣是故事，出自不同的時代，不
同人的手筆，所反映的人文風貌也不
同。曹雪芹生活的十八世紀中後期，
封建王朝正處在一個由盛轉衰的節點
上，西方則處於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
發軔之始。這一時期，世界上出現了
許多人文主義大師，早些時候的丹尼
爾．笛福以及與曹雪芹同一時代的菲
爾丁、伏爾泰、盧梭、康德等。這是
一個新思維不斷湧現、思想空前大解
放的時代，由於中國仍然處於封閉狀
態，曹雪芹雖然初具人文理念，但也
僅僅是夢幻而已。即便如此，他所塑
造的人物形象仍然反映出一定的精神
追求，並已經從書中走進人們的心
中，如同曾在世間生活過一樣，200多
年來一直被人們緬懷，被人們提起，
絲毫也不遜於歷史上那些有據可查的
名人。寶黛的叛逆情懷自不必說，寶
琴的識見更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相對於大觀園裡那些人間奇葩，寶琴
就像一個「外星人」，其所見所聞，
都是園中姐妹們聞所未聞的。她的到
來，將外面世界的奇聞異事傳遞進

來，給粉香脂濃的溫柔之鄉帶來了些
許異域風情，增添了些許斑斕色彩。
寶琴年齡不大，才貌俱佳，視野開

闊，見聞廣博，文思敏捷，趣味橫
生，有着超時空的近現代眼光，這不
僅反映在她的言談舉止中，更多地反
映在她所創作的詩詞中。曹雪芹在書
中構設了多次雅集盛事，通過賦詩聯
句，來展現她超凡脫俗的才情。其詩
風清新，韻致弘遠，令寶玉稱奇，讓
黛玉艷羨。吟紅梅詩，她技壓群芳；
填柳絮詞，她獨佔鰲頭。蘆雪庵爭聯
即景詩，不僅烘托了「琉璃世界白雪
紅梅」的驚艷，活畫出「脂粉香娃割
腥啖膻」的真趣，也把寶琴妙句迭出
的詩興推向了極致。最能體現寶琴閱
歷、見識和心智的，當屬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這十首懷古
絕句，以素昔所經各省古蹟為題，每
首內隱一件物品。眾人看了，都稱奇
妙。有意思的是，她的詩作還引發了
一場類似今天的「作品討論會」。
寶釵認為：「前八首都是史鑒上有

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
得，不如另做兩首為是。」黛玉忙攔
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
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鑒上無考，
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
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
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
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
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
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
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
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
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
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
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
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
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
夫子的墳多，自古來有名望的人，那
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
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
求的簽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

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
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
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
着。」寶釵聽說，方罷了。類似這種
古跡的考據和爭議，於今不是更多
嗎？李白出生地之爭倒也罷了，西門
慶乃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人物，爭搶他
的故里就有些無厘頭了。
「前身定是瑤台種，無復相疑色相
差」。借用寶琴的這句《詠紅梅花》
詩來比擬，寶琴本人恰是《紅樓夢》
中鬼使神差的「外星人」。她半路上
飄入大觀園舞台，待到曲終人又不見
了。她雖然未入金陵十二釵冊籍，但
其見識和理念卓然超群，堪稱大觀園
中一枝獨秀的智慧女神。若從文學藝
術的角度看問題，由於受理想化情結
影響，寶琴形象的塑造還不夠獨到，
心理的刻畫還不夠深刻，人物內在的
個性未能凸顯出來，給人的印象平
板，缺乏立體感，儘管賈母說她比畫
上畫的人物還好看。

九龍自1860年割讓給英國以來，幾經大規模開山填海，今已
面目全非了；其後又因地鐵開通，地名每每以站名為依據，此
所以要還原歷史，首先要還原地理，地圖當以1860年之前的版
本為準。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1630 -1696）所撰《廣東新
語》云：「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門東，佛堂門西。宋景炎中。
御舟駐其下，建有行宮。」據此，位於急水門東、佛堂門西的
官富山是地名的重要線索。
另有顧祖禹（1631-1692）所撰《讀史方輿紀要》，亦記有官

富山、官富場及官富寨：「《行朝錄》：宋景炎二年正月，南
狩幸此。今有石殿遺址。又西南八十里大海中有官富山，山之
東有官富場。《行朝錄》：景炎二年四月，帝舟次於官富場。
是也。舊《志》：官富山，在東莞縣西南二百八十里。」又
云：「官富鎮即官富場也。宋景炎二年，蒙古將塔出等以步兵
追二王於嶺南，其別將唆都由泉州取道泛海，期會於廣之富
場，謂此。今有官富巡司。《志》云：本官富寨，洪武三年
改。」
據此，九龍寨城原址即宋代之官富寨，有駐軍負責海防，並

有官富巡司管理九龍的鹽務。北佛門堂有一塊南宋咸淳十年
（1274年）石刻，載有宋人嚴益彰抵達官富場履任，共一百零
八字，堪可作證：「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遊
兩山。考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鄭廣清，堞
石刊木，一新兩堂。續，永嘉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人
辛道樸鼎刱於戊甲，莫考年號。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
之；道義又能宏其規，求再立石以紀。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
書。」
官富山也者，泛指香港九龍半島以北群山，而官富場即位於

急水門東、佛堂門西（約為今日九龍灣至土瓜灣一帶）的鹽
場。官富場有鹽官主理，至南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產
鹽驟減，曾一度廢置，其後鹽產量回升，始恢復設置。至康熙
元年（1662年），清廷為阻止沿海居民接濟鄭成功政權而實施
遷界令，沿海居民向內陸遷界五十里，鹽場亦因而荒廢。
其時急水門與佛堂門俱設有清關，東有九龍城寨（官富

寨），西有深水埗（名稱待考），據此，今日觀塘理應叫官
塘，與官涌相呼應。今日藍田，原稱鹽田，乃官富場鹽田的一
部分。而茶果嶺天后廟又稱茜草灣天后廟，始建於道光年間，
由四山（茶果嶺、牛頭角、茜草灣及鯉魚門）集資籌建；有部
分學者指出，茶果嶺天后廟為當時「四山頭人」聚集及議事之
重地。
據1819年編撰的《新安縣志》，載有官涌村與官涌汎，信是

斯時有官兵駐守的村落與河涌。1909年，因興建油麻地避風
塘，將官涌山夷平以採石築堤，在原址建官涌街及官涌街市，
至1941年又建成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新安縣志》所說的
官涌村，由官富司所管轄，官涌村旁有官涌山，為戰略要地，
官涌地名源於此山。

虎山長城是明長城遼東鎮的最東端。遼東
有長城，好像是近幾年才被認識，其實這是
一個誤解。我的家鄉在山海關，少年時就聽
慣了「萬里長城東起山海關」這句權威性的
介紹，直到對長城有了研究，才知道山海關
外還有長城。
其實遼東長城在明史中有大量記載，只是

因為清初不再提及這段長城，便漸漸地被歷
史所淹沒。明遼東防區主要在今遼寧省境，
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其地理位置十分
重要，如同一條巨大的臂膀，橫亙在北京東
側，構成一道拱衛關內的軍事屏障。
洪武四年（1371）七月，明朝設置遼東都

衛於遼陽城（今遼寧遼陽），任命馬雲、葉
旺為都指揮使，鎮守遼東地方，領轄遼東諸
衛軍。從這時開始，遼東地區就成為明長城
最東端的軍事防區。鴨綠江邊的虎山長城，
就是明代遼東鎮長城的最東段。
從丹東市區出發，沿着風光迤邐的鴨綠江
岸，往上游再走大約20公里，江南岸有一座
很峭拔的山峰，挺立在鴨綠江邊，這座風光
秀麗的山峰是虎山。虎山臨江的一面很陡
峭，山的背面從半山腰開始，與另一座矮一
點的山峰相連，虎山長城就依靠
在峭壁上，以此為起點，一直順
着山勢向內地延伸。虎山平地孤
聳，視野開闊，若站在上面，鴨
綠江兩岸的風光一覽無餘。拂去
歷史的塵埃，想像幾百年前遼東
大地硝煙瀰漫的戰爭場景，廝殺
聲猶在耳畔。
遼東長城在萬曆年之前，主要

防禦對象是蒙古各部族。此後，
便是逐漸強大起來的女真族。萬
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明軍
分四路圍剿後金，會師赫圖阿
拉。努爾哈赤集中八旗優勢兵力

打殲滅戰，分頭擊敗了明軍。這就是歷史上
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薩爾滸之役，改變
了明與後金力量的對比，此後，後金乘勝攻
取遼寧各地，突破了明長城防線，從此明遼
東鎮長城的遼河以東地區長期處於明與後金
拉鋸的狀態。
此時的明王朝的軍事防線，已經只有遼東

地區的西部。明王朝的最後幾十年，主要的
軍事力量都調到了這裡。
天啟初年孫承宗為遼東經略時，面對殘

局，還是力挽狂瀾，積極整治軍隊，修繕關
隘城堡，局勢得以穩定。又奏請集兵18萬，
分守靉陽、撫順、清河諸要地。挑選精悍兵
卒乘隙輪番襲擾，使後金疲於奔命，然後相
機進剿。從這個計劃可以看出，連雄心勃勃
的孫承宗也不敢奢望收回鴨綠江畔的長城。
孫承宗在遼東的一年多時間裡，後金不敢輕
舉妄動。
魏忠賢手下的閹黨分子高第接替孫承宗任

遼東經略，高第這個人並不懂軍事，從來就
沒打過仗。上任後，推翻了孫承宗的部署，
下令撤掉寧錦防線，把山海關外的兵力全部
撤到關內。於是，山海關外駐防的明軍將
士，除鎮守寧遠的袁崇煥外，都撤回山海關
裡。明朝山海關外的軍事防禦能力頃刻陷入
瓦解狀態。當時，抗命不從的袁崇煥死守寧
遠，結果努爾哈赤十幾萬軍隊，攻不下袁崇
煥萬餘人防守的寧遠城。努爾哈赤也在這場
戰鬥中被明軍火炮打傷，數月後不治而亡。
長城垮，則明朝亡，但這個長城並不僅僅

指城牆。明王朝東部地區的運轉和維繫不斷
內耗，長城防禦體系最後也失去了防禦能
力。
（節選自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走過

萬里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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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茶葉筒，倒出最後一點茶葉，曾經刀槍劍戟般的猴魁僅剩殘片和細
碎的末子。開水注入，碎片細末漫杯飛起，舞起，傾盡氣力，有種壯麗的
美。待碎末兒填滿縫隙，碎片們參差挺立，杯底漸有嵯峨之勢。方寸之
間，雄峰峻嶺，層巒疊翠，凌亂的、不規則的碎片，組成一幅美妙而完整
的畫面，驚艷了杯外的眼睛。
輕晃杯子，碎末冉冉升騰，雲蒸霞蔚裡，眼前依稀晃過兒時的餅乾、紅
薯乾的碎末，從小碎花紅襖的口袋裡搜羅出來，手心裡攤開，倍加珍貴。
記憶如碎片，在外物觸動心靈的時候總會念起。時間向前走，往事往後
推，一片片的舊時光次第鋪開，山重水複般地錯落有致，想起了，拾起一
片，看裡面的笑聲淚影，感慨一番。卻不知，此時的感慨，正在定格，成
為以後回憶的片斷。
時光飛逝。滄海桑田，彈指一揮間。自然世界，碎裂與完整瞬息萬變。
看山川河流，草木竹石，總在碎裂之中呈現出別樣的生命之美。雲任意
飛，不想被風揉成絲絲縷縷，化作千萬形容；雨顧自落，落下細碎的低
語，潤澤廣袤大地。堆積的雪，經不起稍稍一碰，即為碎玉；而蒲公英輕
輕一吹，四散開去的，卻是美麗的夢的旅程。峻峭的山，看去如人似物，
生動逼肖，其實經歷過無數次的山體碎裂；安靜的水，游魚嬉鬧，落葉造
訪，無時不經歷着破碎與平復，便是微風起時，也有滿面褶皺。瀑布遠望
如練，飄逸瀟灑，近前，才知它撲下之時的奮不顧身，或作散碎水滴，或
為濛濛水汽，散開，碎裂，跌落深潭，隨勢而去。大自然中每一次碎裂的
過程，驚心動魄，平淡優雅，又美輪美奐。
碎片裡的大自然又呈何景？有時無意中造成的遺憾，反給我們另一個世
界。朋友轉來幾幅圖片，只看一眼，頓感窒息的美！鏡面支離破碎，折射
出大自然的美麗圖景，成各種大小不一的形狀，透過碎片，看到同樣殘損
零星的樹木、夕陽與天空，不完整的色彩，不連貫的圖案，組成一串串精
美絕倫的生動剪影，在每一片中閃耀。
有一種碎片，雖為人工，卻似天然，將碎裂與完滿結合得恰到好處。
園林中的小徑地面，多用磚、碎石與瓦片鋪就，古樸雅致。蘇州網師園
裡單腿獨立的白鶴是以白、黑瓦片與黑、黃卵石及青磚鋪成。拙政園有象
徵財富和吉祥的套錢紋鋪地，材料為青藍石、紅石和黑瓦片，又兩個菱形
相疊、壓角的方勝紋，另有無數可愛碎石相陪，圖案與景色渾然天成，碎
而精緻的美，正堪觀賞，怎忍踩踏？
「百圾碎」，瓷器開片冰裂紋的一種，起於宋代哥窯，開片小且交錯重
疊，或先有大塊開片，其間又有不等邊細小裂痕，見之如百條裂痕。上海
博物館藏有兩件宋代哥窯瓷，葵口碗與輪花碗，碗口自然如花，開片細密
優美，縱橫有致。瓷器釉面的裂片，原是製作中的缺陷，卻優雅耐看，氣
韻生動，流淌着一種自然天成的趣味。
那自然的珍貴的「碎」，鋪作圖景，鋪排了流年。泱泱華夏，綿延數千
載；烽火硝煙，遙看幾朝代。間又四分五裂，興衰榮辱相接。方見得高樓
廣廈，歌舞繁華，然轉眼間殘垣頹井，顛沛流離，恰似木牘竹簡，片片相
連，連成歲月長河，連成不朽青史，一頁頁一篇篇，大氣恢宏又細緻散
碎，散碎處，是不盡的宴飲，遊賞，歡聚，離別，花開花謝，月圓月缺，
在紅塵的俗世光陰，恬淡的幽雅情懷之外，迴旋不絕地散發着無窮魅力的
音樂、舞蹈、繪畫、辭章、口耳相傳的上古傳說、深埋地下的殘破物件，
給後人無限的想像，在想像中拼接了那時的歲月，和歲月中燦爛輝煌博大
精深的中華文化。
那時，今日，片片如飛，都作了過往，若能遇到有緣的，珍藏喜愛的，
相守癡心的，縱有瑕疵，成零散，又何妨？短如片斷的人生，也會因此而
豐富綿長，溫潤留香。

■文：翁秀美

流年「碎」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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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江南
聆聽悠徐曼緩的運河水
聆聽魂牽夢縈的故鄉
那扣人心弦的絲竹聲聲

聆聽江南
聆聽碧葦搖曳的古村老宅
聆聽每一片黛瓦每一朵薔薇
那邈遠清幽的鏗鏘迴響

聆聽江南
聆聽花團錦簇的社區
聆聽枝葉葳蕤的林蔭道
那燕語鶯聲的曼妙歌唱

聆聽江南
聆聽遍插茱萸的庭院
聆聽窗明几淨的書房
那英俊少年吹奏的笛聲悠揚

聆聽江南
聆聽紅霞滿天的黎明
聆聽曙光初照的綠茵場
那縈繞太湖的笑語歡歌

金色黃昏
晚霞在夕陽的孵化中
濡濕了一幅五彩繽紛的風景
百靈鳥馱着故鄉的落日
躲進林蔭深處最安詳的地方

金黃的禾稼站在
一往無垠的田疇間
沒有一幀雕塑能比這更偉岸
父親的臉龐沁溢出豐稔的嚮往

暮色裡的遠山大氣磅礴
翠綠的松竹依山綿延
浩瀚的太湖朦朧成雲煙霧靄
漁舟唱晚的水域飄過白帆煙綠

挺拔的農家樓宇沐浴在霞彩中
裊裊炊煙繚繞着沁人的溫馨
熙攘的集市顫動着迷人的韻律
遠方的遊子獨斟着這酣醉的暢想

儘管山輝川媚歲月不再陌生
也許四季的征途上開遍了鮮花
可遊子的憧憬永遠定格在故鄉
那一個個抵達心靈的金色黃昏

──走過萬里長城之二

■丹東虎山長城。

■虎山長城形勢會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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