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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在最後近十年的
時間親自修訂的《紅樓夢》
手稿，都題為《脂硯齋重
評石頭記》。脂硯齋在手
稿的字裡行間，寫下了許
多硃砂批語。脂硯齋的批
註被稱為「脂批」，這種
抄本就是「脂本」，都是
由手抄過錄而成，全部以
曹雪芹親修手稿為底本，
書頁上保留 脂硯齋的硃
砂批語，它不朽的價值就
在於脂硯齋的批註，這些
批註就像一把鑰匙，總是
在曹雪芹才思奔湧、故設
迷局時，它就會把讀者引
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開闊之地，去領會字裡行
間的豐厚味道。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中有兩條臨終絕筆似的批
語，寫在曹雪芹所題「都
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的眉端：「能解者，方有
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
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
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
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
兄，奈不遇癩頭和尚
何！」「今而後，惟願造
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
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
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
筆！」這兩條批語明顯是
作者的未亡人的口氣，由
此可以看出，脂硯齋是曹
雪芹的患難伴侶。

曹雪芹的好友敦誠和敦敏的詩中說，曹雪芹死後有
遺孀在世，她正是脂硯齋。脂硯齋在批註中指明，曹
雪芹死於壬午（1763年）除夕。後來張家灣出土的
「曹雪芹墓石」上確有「壬午」的紀年。脂硯齋在甲午
年（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尚在人世，卻已風燭殘
年。脂硯齋和曹雪芹感情深厚，曹雪芹去世後，脂硯
齋並沒有停止對紅樓夢的批註，她以不斷批註紅樓夢
來寄托自己對曹雪芹的懷念。「余嘗哭芹，淚亦待
盡」，正是脂硯齋在曹雪芹去世後的悲苦心境。
脂硯齋應該和曹雪芹從小青梅竹馬，脂批中許多言
辭可以看出這一點。比如，紅樓中寫到史湘雲設螃蟹
宴，寶玉叫拿合歡花浸的酒來喝時，脂硯齋批道：
「作者猶記矮幽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
歎歎！」曹雪芹寫史湘雲住處有合歡花釀酒並非憑空
虛構，而是以二十年前他和脂硯齋曾一起釀製的童年
往事寫成的，曹雪芹不但沒有忘記這溫馨的童年往
事，還把它寫進了《紅樓夢》，留下一段永遠美好的回
憶。脂硯齋對此也記憶猶新，足見她和曹雪芹之間青

梅竹馬的情愫。第一回甄士隱家被燒時有段眉批：
「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所謂「南直召禍」，應是入獄
和抄家之禍。曹雪芹了解脂硯齋的身世，脂硯齋對南
直召禍的隱情更是一清二楚，所以才有了這樣的批
註。「南直召禍」直接導致了家道衰落，導致了脂硯
齋的身遭離亂。對這段傷痛的往事，脂硯齋耿耿於
懷，多處流露，她第十三回在「一日倘或樂極悲生，
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句上批道：「樹倒猢
猻散之語，今猶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傷哉，寧不
慟殺！」抄家之後，七零八落，一片蕭條，發出「樹
倒猢猻散」的感歎，在情理之中。
脂硯齋能清晰地記住她父親生前常常說的這句口頭
禪，並在批書時發出悲嘆，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心情。
第一回寫英蓮的「有命無運，累及爹娘」八個字上，
脂硯齋批道：「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
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
脂硯齋寫下這樣沉痛的長段批語，是有感而發。
脂硯齋有一條批註說：「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
今知者寥寥矣，（寧）不悲乎！」說明脂硯齋不僅確
是女子，她還曾在大觀園裡生活過。當曹雪芹寫到
「就是後一帶花園子」時，有一段問答式的批註：
「『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墜淚，故不敢
用『西』字。」顯然是脂硯齋在問，曹雪芹在答。看
來，脂硯齋早年曾住在曹家的西花園。
脂批中有「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的
句子，也說明了「脂硯先生」是女子。「作書人將批
書人哭壞了」等批語，顯然也是女子的口氣。曹雪芹
對脂硯齋很尊重。脂硯與雪芹感情深厚。脂硯齋是曹
雪芹生命的最後十年中親密無間的伴侶。曹雪芹每修

訂一次紅樓，就將它交給脂硯齋批閱，脂硯齋對紅樓
中的處處描述，都如同和曹雪芹一起經歷 或經歷
過，脂硯齋在批註中對紅樓描述的事件原型非常熟
悉，令人驚嘆，曹雪芹處處設謎，脂硯齋處處揭謎，
這似乎成了曹雪芹和脂硯齋之間，在兩人同甘共苦的
生命時光裡，在「舉家食粥酒賒賒」的悲苦生活中唯
一的一種情趣。正是如此，「脂本」紅樓的價值難以
估計。
歷史上，曹雪芹祖母李氏的娘家兄弟是蘇州織造李
煦，李煦的孫女李蘭芳，童年時和曹雪芹在南京一起
生活，後來，李蘭芳歷經抄家之變，流落市井歷經被
變賣等磨難，曹雪芹遷居燕京，家道再次敗落之後，
他和李蘭芳「遇合」於「燕市」，並結為夫妻。脂批中
有蘇州方言，據此可知，脂硯齋確是蘇州人，那麼，
李蘭芳就應該是撲朔迷離的脂硯齋了。第十三回針對
鳳姐治理寧國府「五病」，脂硯齋批道：「舊族後輩，
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
十年後，令余悲慟，血淚盈面。」可知脂硯齋在三十
年前生活在豪門，後遭變故。按甲戌年為1754年（乾
隆十九年），前推三十年為1724年（雍正二年），雍正
二年曹家尚未被抄家，因此脂批中的「余家更甚」，顯
然不是指曹家，而是指脂硯齋自己家中「樹倒猢猻散」
的傷心舊事。曹雪芹在乾隆甲戌（1754年）、丙子
（1756年）、已卯（1759年）、庚辰（1760年）四次修訂
了《紅樓夢》，也就是現在能看到的前八十回，後書部
分當時業已完成，但脂批說不幸被借閱迷失，曹雪芹
於乾隆壬午（1762年）年除夕「淚盡而逝」，無法再把
後書補完，實在是千古憾事。四次修訂的書稿只有八
十回，其中丙子和已卯兩版脂硯齋沒有落批。這四個
本子都是傳世至今的抄錄本的底本，早已遺失。
脂硯齋用的脂硯，「文革」前尚存，《文物》雜誌
1973年第二期曾刊登此硯的照片，脂硯原是明朝江南
名妓薛素素心愛之物，硯側刻有「脂硯齋所珍之研其
永保」10個字。硯背刻有明朝著名文人王稚登題詩：
「調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點，余潤拂蘭
芝。」硯匣底部刻有「萬曆癸酉姑蘇吳萬有造」。脂硯
陪伴 曹雪芹和脂硯齋創作並批註了《紅樓夢》。脂硯
齋在離開曹府後，以此硯為號，繼續過 隱姓埋名的
生活，這其中有萬般的無奈和隱痛。
《紅樓夢》一書凝聚了曹雪芹和脂硯齋無盡的憂

歡。也許正因為如此，脂硯在臨終前才流 淚寫道：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
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紅樓夢》中脂硯齋以七律
形式寫過這樣一條批語：「浮生 甚苦奔忙。盛席華
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謾言
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
年辛苦不尋常。」其中「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
不尋常」，更是膾炙人口，被經常引用。脂硯齋在《紅
樓夢》第一回寫有這樣的批語：「能解者方有辛酸之
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
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
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如果脂硯齋和曹雪芹之間
沒有繾綣深情，是難以寫出如此血淚交融的文字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修訂7版

作者：（清）曹雪芹　作家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在世界盃足球賽的綠茵場上，人們除了特別關注那些大牌球星
外，對那些年齡老大不小、性情動靜各異的教練也很感興趣。這
些足球場上的領軍式人物，不少是受僱於他國的外籍教練，也正
是得益於這些外籍教練，有許多球隊方能殺入32強之列。這一現
象，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客卿」制度頗有相似之處。
自平王東遷後，周王室掌控天下的能力逐漸下降，各路諸侯開
始明爭暗鬥，強者想當老大，弱者但求自保，歷史就此進入了春
秋戰國時期。幾個回合拚殺下來，那些有點本錢的諸侯王感到，
單憑蠻力相搏，一時難以奏效，於是轉而搜羅人才。這就使這一
時期的歷史舞台呈現出一個鮮明的圖像：前方，是對城池的爭
奪；後方，則是對人才的爭奪。在這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人才
的流動完全不受疆界和部族的限制，楚國的人才可以為晉國所
用，晉國的人才可以為秦國所用。「朝秦暮楚」這個成語，通常
被解讀為「反覆無常」而為世人所不取。若把它用在春秋戰國時
期的人才流動上，倒是恰如其分。那時的文臣武將，選擇諸侯的
自由度很大，今天在秦國供職，明天說不定會跑到楚國效力，根
本就沒有「從一而終」這一說。
既然大家都想招兵買馬，自然就會形成人才交流的自由市場。
由於堪稱奇才的人物供不應求，使得這個市場一度成為賣方市
場，這對諸侯王來說，不花一定代價，不下一番功夫，難得群賢
畢至。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招賢掌故很多，如：燕昭王築黃金台、
「戰國四公子」養士等。其中，能夠長久堅持並最終一統天下的
是秦國廣攬外籍人才的「客卿」制度。
在西周時期，秦還是個西北邊陲的小部族，後因派兵趕走了威
脅周室的西戎，才引起周天子的垂顧，被特許稱侯，並可以在那
些蠻荒的邊塞地區拓展疆土。經過數代君主的努力，到了穆公手
裡，秦國雖然小有名氣，但仍難與齊、晉、楚等國比肩。秦穆公
深知，要想發展壯大非革故鼎新不可，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
打破地域觀念，不拘一格引進人才。當他得知在楚國為奴的虞國
老農百里奚是個難得的人才，就急不可待地要用高規格的儀式迎
接他。公孫枝認為，用這樣的陣勢去贖一個奴隸，會因驚動楚人
而不可得，於是就用五張羊皮把百里奚換了回來。秦穆公與百里
奚頗為談得來，想拜他為相國，百里奚謙辭不受並推薦了宋國的
蹇叔。經過一番周折，不僅請來了蹇叔，連他的兩個兒子也一起
請來了。隨之，蹇叔被拜為右相，百里奚被拜為左相。接下來，
他又將西戎的由余納為上卿。正是在這一干外來人才的輔助下，
秦國才在大西北站穩了腳跟，奠定了霸主的基業。
秦孝公繼位後，以情辭懇切的「求賢令」昭告天下，吸引了不
少東部士子前往秦國。衛國的商鞅入秦後實行變法，使秦愈發強
盛起來。商鞅死後，惠文王繼續任用外籍人士，拜魏國的張儀為
相，採用連橫的方針，削弱了其他六國的力量。在秦國發展的關
鍵時期，秦昭王更是任用了一大批外籍人士治國，使秦成為七國
中最強的一方諸侯。秦莊襄王任用的呂不韋、秦始皇任用的李
斯，也都不是秦國人。這些被拜為客卿、享有優厚待遇和特權的
外來人才，使得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有了長足的發
展。
在用人制度上，秦國的客卿制度雖然也曾遭遇過波折，出現過
麻煩，但敢於突破宗法格局，大膽起用外籍人士，無疑對秦國的
崛起發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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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東
籬
還
屬
於
陶
公
的
，
那
麼
宋
代

柳
永
的
︽
玉
蝴
蝶
．
重
陽
︾
詞
﹁
西
風
吹

帽
，
東
籬
攜
酒
，
共
結
歡
遊
﹂
中
的
東
籬
，

已

柳
三
變
之
色
彩
了
。
詞
中
只
見
東
籬
，

不
見
菊
花
。
但
重
陽
之
時
，
怎
無
金
甲
？
東

籬
與
菊
已
融
為
一
體
。
只
要
東
籬
在
，
可
聞

菊
花
香
。
東
籬
成
了
柳
郎
的
飲
酒
賞
菊
的
歡

遊
場
。

東
籬
是
種
菊
的
地
方
，
它
容
不
得
雜
植
其

它
。
即
使
是
桃
之
夭
夭
、
李
之
灼
灼
都
不
在

其
中
。
李
清
照
的
閨
怨
詞
︽
醉
花
陰
︾﹁
東
籬

把
酒
黃
昏
後
，
有
暗
香
盈
袖
﹂，
此
時
的
東
籬

已
不
是
荊
棘
橫
陳
，
雜
草
叢
生
，
而
是
詞
人

﹁
人
比
黃
花
瘦
﹂
的
愁
緒
寄
托
所
在
，
東
籬
成

為
她
情
感
的
棲
息
之
地
。

陸
游
卻
不
然
，
他
將
東
籬
據
為
了
己
有
。

他
在
︽
東
籬
記
︾
中
寫
道
：
﹁
放
翁
告
歸
之

三
年
，
闢
舍
東
茀
地
，

⋯
⋯

插
竹
為
籬
，
名
之

曰
﹃
東
籬
﹄
。
﹂
在

︽
讀
呂
舍
人
詩
追
次
其

韻
︾
中
寫
道
：
﹁
言
歸

鏡
湖
上
，
日
日
醉
東

籬
。
﹂
並
加
自
註
：

﹁
東
籬
，
予
小
圃
名
。
﹂

東
籬
竟
成
了
宦
遊
之
子

歸
鄉
後
開
闢
的
一
塊
圃

園
淨
土
。

再
後
來
文
人
在
詩
詞

中
用
東
籬
，
就
像
在
自
家
園
子
裡
摘
菜
，
隨

心
所
欲
。
東
籬
與
菊
形
影
不
離
了
。
如
明
朝

的
馮
惟
敏
有
曲
詞
﹁
恰
東
籬
勸
插
黃
花
，
又

南
浦
催
斟
綠
酒
﹂。
清
朝
鄭
板
橋
在
︽
畫
菊
與

某
官
留
別
︾
中
寫
道
：
﹁
進
又
無
能
退
又

難
，
宦
途
跼
蹐
不
堪
看
。
吾
家
頗
有
東
籬

菊
，
歸
去
秋
風
耐
歲
寒
。
﹂
東
籬
和
菊
已
得

了
人
的
靈
性
。

從
東
晉
以
來
，
﹁
東
籬
﹂
在
文
人
心
中
扎

了
一
千
餘
年
的
根
，
它
隔
開
了
世
俗
的
紛

爭
，
官
場
的
虛
偽
。
在
東
籬
中
，
文
人
墨
客

精
心
呵
護

一
種
瘦
瓣
如

的
植
物
，
那
就

是
素
雅
傲
霜
的
菊
。

﹁
東
籬
﹂
是
文
人
的
精
神
家
園
，
菊
是
家

園
裡
有
氣
節
的
花
。

■
張
峪
銘

菊
花
總
開
﹁
東
籬
﹂
下

上回談過「樂壇長毛」周博賢
在〈阿曼的球場〉，如何藉足球與
貧童之間「遙不可及」的關係，
處境化第三世界國家的慘況。周
博賢社會觸覺敏銳，敢於書寫各
式各樣的社會時事題材。近月香
港社會形勢波譎雲詭，周博賢也
先後寫出指涉菜園村的〈石徑〉
和寫於516公投前夕的〈女兒
雄〉。其中成績較為突出的，則要
數到談網絡紅人「犀利哥」的
〈乞丐王子〉。
流浪漢露宿者，似是近年異軍

突起的香港流行歌詞題材。早年
雖有向雪懷的〈拾荒者〉和鄭國
江的〈東方之珠〉，詞壇創作大勢
仍未直接觸及流浪漢露宿者一類
社會邊緣人物。2006年周博賢
〈愁人節〉打開了關顧弱勢社群的
詞風新一頁，同期李峻一〈宇宙
大王〉亦抽繹了八十年代卡通片
集《IQ博士》中宇宙大王的人物
特性，盛載起大城市中流浪漢的
非主流價值面貌。最近阿Y〈紙箱
國〉以「 天橋底」的露宿者自
我剖白，質疑世間功利的愛情
觀。周博賢〈乞丐王子〉更鎖定
「犀利哥」的非典型個案，審視
「犀利哥」「被成名」背後的病態
社會心理。
2010年2月，一位網友隨手拍下
兩張「寧波帥丐犀利哥」的照
片，讓「犀利哥」程國榮一夜之
間成了網絡紅人。他的照片以混
搭服裝、憂鬱眼神，驚現網絡秒
殺觀眾，被網民稱為「犀利
哥」；「犀利哥」風潮更席捲港
台日，甚至被英國媒體報道。與
此同時，「犀利哥」悲慘遭遇、
患上精神病的來龍去脈亦被揭
露。一夕爆紅網絡的「犀利哥」
被家人接回家後，才知道其妻和
父親在尋找他的途中已遇車禍身
亡。後來「犀利哥」因過人名氣
受聘於順德碧桂園時裝表演隊，
最新消息則是「犀利哥」與家人

出席電視節目時，受驚發抖拒絕
現身上台！
對於「犀利哥」這個傳奇人

物，周博賢〈乞丐王子〉首先描
繪出他的奇異打扮和被發現時精
神狀態，十足受傷小動物─
「披搭 污穢破碎故衣／執拾 棄

置膠袋似失理智／那灰黑眼窩憂

鬱帶點失意／生活在下層談何容

易／坑伴饅頭被浸濕都不介意／

耐性進食不放肆」。然後，筆鋒一
轉就談到「犀利哥」的「被成名」
經過─「突然被世界注視千萬

次／留言像諷刺／衣 具創意／

人氣飆升不止」。詞人一針見血地
點出，人們其實並不真正關心這
個「討最低工資都不可以」的窮
人，只是把「犀利哥」視作茶餘
飯後的消費對象─「他身處赤

貧有誰會在意／他身世永被當玩

笑玩意／他心理變異還是理智／

為何全沒鬥志／變餐桌間的事⋯

⋯為何隨地上廁／要窺探得個

知」。
作為浮躁社會集體「圍觀」的

病態心理下的「被成名」個案，
「犀利哥」為大眾帶來並非關顧弱
勢、反思社會不公義的啟發，反
倒是一系列排山倒海的「哥們姐
們」紛紛登場，如三輪哥煙卷哥
低碳哥勝利哥奔跑哥雪碧哥力量
哥小說姐鳳姐 姐等無日無之。
充當社會展品的「哥們姐們」，並
沒有扭轉嫌貧愛富的社會大勢，
正如〈乞丐王子〉的感喟，如果
現實生活中出現「犀利哥」這樣
的一個乞丐，相信大家還是會對
之退避三舍的。「犀利哥」的可
愛和吸引，或許只能存於媒體中
那些安全適當的距離─「可是

現實拿窮人歧視／爭逐上游沒契

機灰心喪志／受壓過度失理智⋯

他穿梭鄉鎮每日拚命試／找生計

過活卻遇上敵意／身邊每位眼光

懷疑／憎厭這男兒／討最低工資

都不可以」。

以詞論詞，〈乞丐王子〉在一
些遣詞用字上未許沒有斟酌之
處，如「乞男兒」一詞稍見怪
異，相信是遷就旋律刪減字彙的
結果。然而，〈乞丐王子〉從
「犀利哥」的人物形象身世故事出
發，最後落實到對社會集體病態
心理的鞭撻，再一次表現出周博
賢深刻的社會批判眼光。與其說
〈乞丐王子〉繼承了〈愁人節〉以
來談社會弱勢的獨特題材，毋寧
說〈乞丐王子〉其實延續了周博
賢在〈姿色份子〉、〈開卷快
樂〉、〈字裡行奸〉揭露社會歪風
和病態價值觀的尖刻批判路線。
因此〈乞丐王子〉要談的根本就
不是「犀利哥」的故事，而是在
「圍觀」「犀利哥」的千千萬萬個
你我他。

乞丐王子
主唱：周柏豪

作曲：周博賢

填詞：周博賢

披搭 污穢破碎故衣

執拾 棄置膠袋似失理智

那灰黑眼窩憂鬱帶點失意

生活在下層談何容易

坑伴饅頭被浸濕都不介意

耐性進食不放肆

充當瘋漢半輩子

給笑太過癡

突然被世界注視千萬次

留言像諷刺　衣 具創意

人氣飆升不止

他身處赤貧有誰會在意

他身世永被當玩笑玩意

他心理變異還是理智

為何全沒鬥志

變餐桌間的事∼

他一切照舊每日繼續試

找生計過活卻未太如意

身邊每一個都介意

這個乞男兒

討最低工資都不得已

Oh∼

出身清苦無財無人事

低學歷卻有不死鳥的意志

每天工作擔舉洗刷都可以

可是現實拿窮人歧視

爭逐上游沒契機灰心喪志

受壓過度失理智

充當瘋漢半輩子

給笑太過癡

突然被世界注視千萬次

留言像諷刺　衣 具創意

連遠方鄉親也知

他身處赤貧有誰會在意

他身世永被當玩笑玩意

他心理變異還是理智

為何全沒鬥志

變餐桌間的事

他一切照舊每日繼續試

找生計過活卻未太如意

身邊每一個都介意

這個乞男兒

討最低工資都不得已

世態詭異

雖耕種肯去試

期望會結果實幼稚

即使滿腔戰意

永不躲懶實幹過日子

因果已前後倒置

滅貧仍沒有法子

他多悲慘哪有誰會在意

他身世秘密當玩笑玩意

他心理變異還是理智

為何隨地上廁

要窺探得個「知」

他穿梭鄉鎮每日拚命試

找生計過活卻遇上敵意

身邊每位眼光懷疑

憎厭這男兒

討最低工資都不可以

Oh∼

乞丐王子

■梁偉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