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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东坡吃茶》

周重林（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一代文豪苏东坡，是个琴棋书

画诗酒茶俱全的生活家。而后世

论起东坡的生活趣味，对他在饮茶

一道上的品位与情趣，少有谈及。

其实苏东坡爱茶爱得紧，对茶叶、

用 水 、茶 器 、同 饮 之 人 都 很 讲 究 。

茶是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诗词文章中也处处有茶的身

影。苏东坡的茶生活，也是宋代茶

文化发展繁荣、宋人生活美学的一

面镜子。

作者细细梳理了苏东坡与茶

相关的五十余篇诗、词、文章，辅以

权威注释、白话翻译，钩沉出一个

精细、闲雅、清欢、充满人情味的东

坡茶世界。以茶喻人，最重要的是

“清白”；以茶喻生活，最佳的滋味

是“清欢”。

近日，唐山市开平区作协

主席刘云芳、唐山实验学校初

中部校长冯翠红、唐山四十九

中教师孟祥红与数十名“小诗

人”做客唐山书城，大家一起

欣 赏 小 朋 友 创 作 的 诗 歌 ， 几

位 嘉 宾 也 探 讨 了 儿 童 诗 歌 的

创 作 以 及 文 学 启 蒙 带 给 儿 童

的意义。

刘云芳是一位擅长写散文

与儿童文学的作家，一直致力

于推广儿童文学启蒙，并且做

了很多儿童诗歌创作方面的实

践。此次活动围绕着她的育儿

手记 《陪你变成鱼》 展开。她

表示：“诗歌是特别注重心灵

的文章体裁，也是最能抒发强

烈情感的体裁，所以孩子们一

定要善于从平淡无奇的事物中

发掘那种美，还有生活中的诗

意。要善于把自己独特的感受

与思想、感情巧妙地融合在一

起，再加上丰富的、合理的联

想和想象，它就会变成一首又

一首精美的小诗。”冯翠红和

孟祥红两位老师认为孩子是天

生的诗人，写诗让他们发现了

生活中的美好，也让他们的内

心 变 得 富 有 。 这 次 分 享 会 ，

让 唐 山 书 城 全 民 阅 读 区 充 满

着 童 真 与 诗 意 ， 也 让 孩 子 们

在 心 中 种 下 了 一 颗 爱 诗 、 写

诗的种子。

（王慧丽）

书香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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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姥姥去遛弯儿》是保冬妮“小时候”

中国图画书系列中的一本，其余三本是《铁门

胡同》《小金鱼》《水牛儿》，描绘的都是上个世

纪 30 年代至 90 年代末老北京孩子眼中的北京

风貌、市井故事。作为外地人，北京给我的印

象是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和一众的博物馆。

读过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北京人眼中的北京：

是舌尖上的老味道，是喧嚣热闹的庙会书场，

是胡同、四合院里的朝朝暮暮……

绘本的前环衬展示的是和姥姥遛弯儿的

全景地图，书中出现的隆福寺、地安门、银锭

桥、白塔寺被一大一小的两行脚印连在了一

起。一句“头伏的饺子二伏面，三伏的烙饼夹

鸡蛋”串起了整个故事的时间线。让我们跟着

姥姥和胖妞出发，一起去书里解锁老北京那些

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地方吧。

“头伏的饺子刚吃完，姥姥就把胖妞喊”，

一条胡同展开在眼前，姥姥站在院门口正喊胖

妞呢。画面上叫卖金鱼的小贩、玩跳房子的孩

子们、门口的石墩、房檐下的酱缸带着我们穿

越回了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原来是隆福寺的

庙会开张了，姥姥要带胖妞去转一转。在热闹

非凡的隆福寺，姥姥和胖妞进了一家饭店，店

小二热情地招呼着，好吃的艾窝窝、豌豆黄和

驴打滚都摆上了桌，胖妞两只手不停地往嘴里

塞。看着外孙女大快朵颐，姥姥在旁边露出了

慈爱的笑。

从隆福寺出来奔后海，银锭桥上卖荷花和

莲蓬的摊子摆了一大溜，桥下还有人在撑着船

采莲蓬，一片沁人心脾的绿色中透出的是夏季

难得的清凉。下一站是到地安门，这里有各色

的店铺：成衣铺、铜锡店、万昌号让人目不暇

接。姥姥带胖妞买了羊头肉，夏日里，切成薄

片、蘸上花椒盐的白水羊头肉也是一道独具风

味的美食。

到中午回了家，大树上知了“伏天、伏天”

叫得欢，树荫下姥姥做着针线活儿，胖妞叠着

纸船，晾衣绳上的衣服被风吹得飘飘转转，屋

顶的小猫们也安然入画。书中的画面让人有

特别熟悉的感觉，斑驳的树影，穿堂而过的微

风，小院里的清净午后，是我们这代人记忆里

共同的岁月静好。

转眼到了赶集的日子，姥姥又带着胖妞出

了门。白塔寺书场里人声鼎沸、锣鼓齐响，吆

喝叫卖声不绝于耳，姥姥跟卖布鞋的大叔聊着

天儿，胖妞的眼睛却被戏台上演着的霸王别姬

吸引走了……接着是初八去逛前门大栅栏，走

走看看后，来上一碗致美斋的馄饨，再买一块

月盛斋的酱牛肉，孩子的心里忘不掉的总是这

样的美味时刻。

转 眼 到 了 二 伏 天 ，又 会 有 什 么 好 吃 的

呢？看，姥姥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手擀的

切面，黄瓜条、萝卜丝、青豆黄豆、豆芽儿菜、

香椿末、肉丁齐全的菜码，姥姥的手艺凝结在

了这一碗香香的炸酱面里。面香引来了胡同

里的小猫们，也引来了回家的爸爸妈妈。吃

完二伏的面，还有三伏的烙饼夹鸡蛋可以期

待，故事在这里结束了，可老百姓的日子总会

有美食相伴。

书中祖孙间暖暖的互动，也让我想起了自

己跟在姥姥身后的童年。小时候，姥姥的小脚

总是走得飞快，家里的活计干完，就会带上我

出门去玩。跟胖妞一样，跟着姥姥，春天的野

菜、夏天的冰棍、秋天的煮松塔、冬天的糖葫芦

和冻梨都进了我的嘴巴。儿时的记忆里，爸妈

总是在忙，可在姥姥身边的日子，每天都不急

不缓。看着姥姥布满皱纹的笑脸，闻着灶台间

传出的香气，那些悠然的岁月，无论什么时候

想起来都温润心田。

《跟着姥姥去遛弯儿》这本书里藏着一个

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北京。书中的地道小

吃、传统美食有没有让您心动呢？这个夏天，

也许我们可以带上孩子，顺着读过的路线走一

走，一起去找寻绘本里的夏日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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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跟着姥姥去遛弯儿》

□ 杨双琪

《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贾琏的小厮兴儿

对尤氏姐妹“演说”荣国府，提到黛玉时说，

“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一肚子文章，只

是一身多病”。因为兴儿这句话，许多人认为

尤三姐与黛玉像。

红楼女儿众多，作者明确说明长得像黛

玉的就有可卿、晴雯、龄官等。可卿指的是太

虚幻境中的警幻仙子之妹，作者说其“鲜妍有

似宝钗，袅娜妩媚风流又如黛玉”，可见可卿

与黛玉的相似之处是其袅娜的身段与风流的

气质。而晴雯的“眉眼有点像”黛玉，却是通

过王夫人之口说出来的。龄官则是作者直接

写道：“眉蹙春山，眼颦秋波，面薄腰纤，袅袅

婷婷，大有黛玉之态”。除此之外，还有宝钗

生日宴上，贾母出钱雇来的戏班里的小旦，凤

姐笑言“这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结果被湘

云一语道破：是像林姐姐的样儿。

可是若单凭小厮一句话就认为尤三姐像

黛玉，我不认同。

当然，林黛玉与尤三姐都是美人，也许美

得不相上下。黛玉之美，作者说是“稀世俊

美”，三姐之美，宝玉称她为“绝色尤物”。可

是美人与名花一样，万紫千红，各有风情。黛

玉之美与尤三姐之美怎么会相似呢？

气质不同

首先两个人的出身不同，气质自然是迥

异的。

黛玉之父林如海是前科探花、巡盐御史，

林家祖上是列侯，既是钟鼎之家，又是书香之

族。黛玉之母贾敏是鼎盛时期的贾府里最得

宠的小女儿，是“千尊万贵的大小姐”，连王夫

人都望尘莫及。黛玉作为林如海夫妇的独

女，从小得尽宠爱，是在“爱如珍宝”中长大

的，又得到过贾雨村的教授，因此黛玉的气度

不凡。即使是在外祖母家，与贾府三春相比，

不但不会相形见绌，反倒更胜一筹。

初次见面，王熙凤夸到：“天下竟有这般

标致的人儿”，倒不是曲意奉承贾母，而说到

“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是外孙女，竟像嫡亲

的孙女”，反而是她八面玲珑的表现。因为在

封建社会里，嫡亲的孙女是比外孙女更亲的

血缘关系，在贾府三春面前，凤姐既要夸赞黛

玉，又不能碾压贾氏姊妹，因此说了这番话。

在“神仙似的”林妹妹身上，我们看到的贵族

少女的娴静清雅，再加上她酷爱诗书，黛玉周

身浸润着袅袅书香。

尤三姐则是平民之女。她父亲在世时，家

境尚可，尤二姐与皇庄头之子张华定过亲，两

家应该是门当户对的。可是尤氏姊妹不幸幼

时丧父，只得随母亲再嫁到尤家。尤家并非什

么大家士族，应该是小康之家。因为尤家若门

第甚高，那尤氏之父不至于娶一个带着两个拖

油瓶的寡妇；可是若尤家门第太低，那尤氏嫁

给贾珍做续弦恐怕也不太可能。因此我推断，

尤家应该就是个家境殷实的平民之家。

作为“拖油瓶”的尤三姐，生存状态一定

是极艰难的。尤其在尤氏父亲死后，别说读

书了，她们母女三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要靠

贾珍的周济过活。不同于黛玉的养尊处优，

尤 三 姐 从 小 就 看 尽 世 间 冷 暖 ，吃 尽 人 间 甘

苦。这样的经历使这个刚烈的少女犹如带刺

的玫瑰，形成了泼辣的性格。她美艳却绝不

端庄，她绰约风流，却绝不贞静自守。这一点

从她大骂贾珍、贾琏兄弟中就可略见一二。

因此，黛玉有“风露清愁”的气质，尤三姐

却是热烈奔放，二人迥然不同。

相貌各异

其次，从长相上来说，二人也未见得有多

相似。

尽管兴儿说黛玉与尤三姐“面庞、身段”

“不差什么”，可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意思不

过是黛玉与尤三姐都是极出色的美人。记得

在甄家的仆妇来贾府请安时，见了宝玉便说

与她们的甄宝玉长得一模一样，贾母便说过

一段话：“大家子孩子们养的娇嫩，除了脸上

有残疾十分黑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的齐

整。”兴儿说的这个话大致也可以用贾母这番

话来理解，那就是，同为美女，黛玉与三姐面

容与身材都属上乘。

黛玉多病，弱柳扶风，姣花照水，其身材

自然是瘦弱的。尤三姐可能也身段苗条，但

是不会像黛玉一样弱不禁风。黛玉之美是娇

弱的，三姐之美是张扬的。

至 于 面 庞 ，黛 玉 是“ 两 弯 似 蹙 非 蹙 罥 烟

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尤三姐生着一双

“秋水眼”，“柳眉笼翠雾，檀口点丹砂”。

先说眼睛。黛玉之含情，是一段“脉脉此

情谁诉”的蕴藉含蓄，将黛玉的多愁善感活化

出来。三姐的“秋水眼”，典出唐诗。唐代许

多诗人将女子清澈的眼眸比作秋水。如“一

双瞳仁剪秋水”“双眸剪秋水”等。至于“秋水

眼”到底长什么样，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

念，只觉清亮透彻的眼眸一定是漂亮的。可

是这样的秋水眼，作者偏偏抓住她酒后添得

的“饧涩、淫浪”，让人过目不忘。

再看眉毛，“似蹙非蹙罥烟眉”，将黛玉的

如烟轻愁集中在了眉宇之间。黛玉的眉，与

眼一样，竟不是为了实写眉毛的形状，却是为

了写黛玉的意态。黛玉的眉眼，究竟长什么

样，作者的刻画是很写意的，除了美，我们竟

不能描摹和形容。后面写晴雯的时候，也借

用王夫人一句“眉眼有点像你林妹妹”，点染

出晴雯之美，映衬出黛玉的妙眉美目。相比

来说，尤三姐的眉就写实得多了。“柳眉”就是

柳叶一样的眉形，“笼翠烟”是说眉毛从眉峰

的浓黑到眉梢的渐淡渐无的风情。与其“秋

水眼”一样，三姐的眉眼具体可感，我们可以

想象，可以比较。正如她的“檀口点丹砂”一

样，我们可以联想到宝钗的“眉不画而翠，唇

不点而红的”天生丽质。

装束意态不同

至于二者的脸型，书中没有做描述，我们

也确实只能凭想象。就算二人同一脸型，也

未必有相似的“面庞”。因为一个人的长相除

了五官，还受意态、穿着打扮的影响。

黛玉的服饰作者很少提到，因为黛玉是

“神仙似的妹妹”，再华丽的服饰都是身外之

物。“深闺有奇女，绝世空珠翠”，宝玉眼中的

黛玉只有“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而

无其装束的描写。作者只在芦雪庵作诗一回

里 ，描 写 了 雪 天 黛 玉 的 穿 戴 ：“ 红 香 羊 皮 小

褂”，“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金心闪

绿双环四合如意绦”。黛玉的打扮俏丽高贵，

亦体现出她的体弱特征。

而尤三姐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

她“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

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双金

莲或敲或并”“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

三姐的打扮是“出色另式”的，这样的打扮，与

她做出的“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相得益彰，

反衬出她在污秽的环境下的激烈抗争，读罢

令人不忍，徒增一声叹息。

黛玉与三姐都美，但是二者的美，一个如

出水芙蓉般清新，一个像烈焰玫瑰一样撩人，

并不相似。

作者的倾向

再就是，作者也并没有表达过二者有相似

之处，相反，作者在第六十四回却是将黛玉和

尤氏姊妹对比来写的。这一回的回目是《幽淑

女悲题五美吟，浪荡子情遗九龙佩》，“幽淑女”

指的是黛玉，虽对应的是“浪荡子”，但是所指

之事显然是贾琏与尤二姐的“风流债”。这一

回在列宁格勒藏本中，有一首诗，在回目前，正

文后：“深闺有奇女，绝世空珠翠。情痴苦泪

多，未惜颜憔悴。哀哉千秋魂，薄命无二致。

嗟彼桑间人，好丑非其类。”显然“深闺奇女”指

的是黛玉，“桑间人”却是指尤氏姐妹。此典故

出自《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

男女亦亟聚会，生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

音。”后多用“桑间”以称淫风，“桑间人”指的是

“品行有缺”尤氏姊妹。

作者虽对尤氏姊妹的遭遇抱有深深的同

情，但是他的思想不可能到达将尤三姐与林

黛玉一视同仁的高度。

误会来源

既然如此，又为何会有人认为尤三姐长得

像黛玉呢？大约是“轻信”了小厮兴儿的话

吧。作为一个小厮，兴儿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

仔细观察黛玉的面容体态，因此他的话竟不必

全当真。另外，兴儿虽人小言微，可是却是个

极聪明油滑的小厮。他说出黛玉“面庞、身段

不与三姨差什么”的语境是尤氏姊妹给他酒

喝，与他聊天的情境之下。“小厮与家母饮酒”

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中是严重违背礼教的，本该

明令禁止。这种情况下，小厮受宠若惊，对她

们肯定是尽拣好听的话儿说。黛玉之美雅俗

共赏，连薛蟠偶然见了还“酥倒”呢，自然是美

的代名词，用来奉承尤三姐不会有错。

综上，兴儿的话虽不一定全是“胡诌”，但

凭一句“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来判断

黛玉与尤三姐形似甚至神似，略显草率。

尤 三 姐 与 林 黛 玉 长 得 像 吗
□ 杜海红

在《世说新语·言语》中，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

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刘尹即刘惔，他说人们想象王荆

产人才出众，就等于想象高大的松树下必定会有清风。

很显然，他的话并不是夸王荆产的。

王荆产，就是王微，一作王徽，字幼仁，小字荆产，历

任尚书郎、右军司马。遗憾的是，他的资料有限，但能确

定的是其祖父为平北将军王乂，父为荆州刺史，叔父为太

尉王衍，可谓出身名门，是世代官宦人家。也正是这样的

原因，刘惔说王荆产身处巨松之下，纵有清风，也是有赖

先人，言外之意还是说他不够优秀。

清风留松间，是这个故事里的“结”，王荆产解不开，

他之后的南朝张融一样放不下。张融的《别诗》云：“白云

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这首诗

很短，却景象万千，既有白云飘过，又有清风拂面，未写送

别之人，却把离别之苦刻画得很深刻。

诗句“清风松下歇”的“歇”字极妙。青松长绿，清

风来去自如，可此时的它偏偏如人一样被他们的情谊

感动，故短暂停留，以陪伴诗人。读到这里，我们心里

顿生欣慰。如此细腻的笔触，自然而然流露的真情彰

显了真实与纯粹，诗人的文采与笔力果真不凡。

有意思的是，张融也出身贵族，虽为人形貌短丑，

但 精 神 清 澈 ，奇 谲 狂 放 ，自 视 甚 高 ，其《门 律 自 序》称 ：

“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据《南齐书》载，他于波

涛中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后以示镇军将军

顾 凯 之 ，顾 见 而 赞 曰 ：“ 卿 此 赋 实 超 玄 虚 ，但 恨 不 道 盐

耳。”玄虚，是西晋辞赋家木华的字，他也写有一篇《海

赋》，顾凯之认为张融之作超过了木华，但也批评其未

道盐。

张融援笔立就四句：“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

春，飞霜暑路。”这里说的“漉沙”指削土、水淋之法，“熬

波”即是煮海，为熬煮海水为盐。构白、出素、积雪、飞

霜，形容的都是海盐熬制既成时的形态。一链构白，凌

波素洁，如积雪堆砌于艳春之时、飞霜瀑洒于溽暑之途，

俱美极。

王荆产是否真如刘惔所说无才，恐怕也不是没有实

据。若王荆产如张融这般具有才气，便是狷介孤傲，不合

于群，大概也不会招来全赖先人遗风的批评。不知道，某

种层次上来说，有赖《世说新语》和刘惔的话留名于世的

王荆产，是算幸运呢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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