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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
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

处人丁都齐集庆贺，闹热非常。忽
有门吏忙忙进来，至席前报说：“有
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的贾
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
那夏守忠也并不曾负诏捧敕，至檐
前下马，满面笑容，走至厅上，南面
而立，口内说：“特旨：立刻宣贾政入
朝，在临敬殿陛见。”说毕，也不及吃
茶，便乘马去了。贾政等不知是何
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

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
定……在大堂廊下伫立。邢夫人、
王夫人、尤氏、李纨、凤姐、迎春姊妹
以及薛姨妈等皆在一处。听如此信
至，贾母便唤进赖大来细问端的。
赖大禀道：“小的们只在临敬门外伺
候，里头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后
来还是夏太监出来道喜，说咱们家
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
德妃。后来老爷出来亦如此吩咐小
的。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速请
老太太领着太太们去谢恩”……于
是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
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
沸不绝。

贾府只要一过生日，准出事。
不出大事也得闹点儿什么出来。比
如：

第二回提到，宝玉一周岁抓周，
他爹贾政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
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
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
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
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
大不喜悦。

第十一回贾敬生日，俩事儿：秦
可卿生病，贾瑞见熙凤而起淫心。

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好好的
看个戏，爱说爱闹的史湘云偏没心

没肺地跟黛玉开玩笑，说有个小戏
子长得像她，惹出一场风波。虽是
小孩子们闹着玩儿，但直接引出来
宝玉参禅。这对他最后“悬崖撒手”
出家的结局来说，实际上是一次重
要的皴染。

第四十四回王熙凤过生日，闹
出人命来，搭上一个鲍二媳妇。

第六十三回宝玉过生日，大观
园青春狂欢节：正玩笑不绝，忽见东
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老
爷宾天了。”众人听了，唬了一大跳，
忙都说：“好好的并无疾病，怎么就
没了？”家下人说：“老爷天天修炼，
定是功行圆满，升仙去了。”贾敬
Over了。

第七十一回贾母生日，大事没
出，鸡零狗碎的烦心事一大堆，主要
是邢夫人作妖，“嫌隙人有心生嫌
隙”。

……
这天更是有事。按说当爹的过

生日，大闺女封妃，这不是一桩天大
的喜事来得巧吗，可是刚一听说太
监传旨，全家却惊恐不已，不知吉
凶。庚辰本此处脂批：“泼天喜事却
如此开宗，出人意料外之文也。”

七十多岁的老诰命老封君贾母
在廊下伫立大半天等待消息，心中

“惶惶不定”。她嫁入贾家五十多
年，很是经历了一些“大惊大险千奇
百怪的事”，很是明白那道传来的圣
旨祸福皆有可能。荣华富贵、杀头
灭门全在皇帝一个心思、一句话。

莫看传旨的太监“满面笑容”，
哪回上门来找茬儿的客人不是脸上
带笑、肚里藏刀——第三十三回，死
对头忠顺亲王府来的长史官，见了
贾政，也是从进门笑到出门，客客气
气，一口一个“下官”“相求”“请教”，
结果把贾政吓得死去活来，把宝玉

打得死去活来；续书第一〇五回锦
衣军来抄家时，也是赶上贾家设宴，
进门时，贾府奴才正要通报，带队的
赵堂官却说“我们至好，不用的”，说
着径直就闯了进来，见了贾政，却也
是“满面笑容”，还拉着手寒暄了几
句，随后就封门抄了个人仰马翻
……

人心叵测。天下最难测的，又
是天子的心。这些年，荣宁二府老
太太的这些儿孙，精神状态如何，所
作所为如何，她虽整天说“我老了，
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
也没了”，尽量眼不见心不烦，但其
实最有数的就是她。家势颓败、入
不敷出，子孙不肖、安富尊荣，招灾
惹祸、政敌觊觎——这么老牌的国
公府，树大招风，有点儿负面新闻，
耳目众多的皇帝没个不知道。要出
事，那是分分钟的有可能。

别的不说，单看赖大跟贾母禀
报的贾政从受宣入朝“在临敬殿陛
见”后、抬脚就“又往东宫去了”这个
细节，就显出招灾惹祸的端倪。

荣国府与“东宫”交好交密，是
个挂在荣禧堂对联上的人尽人皆知
的事实。

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在“正经
正内室”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
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
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
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
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

金字匾额，这是皇帝御笔了。
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联牌，

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

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

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又出现了银字对联——

周汝昌先生著《红楼夺目红》
（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中
有一篇文章《座上珠玑“照”日月》，
关于这“赤金”“錾银”的“一匾一
联”，是这样说的：

受刘心武先生的提示，我方注
意考证黛玉入府，目中所见，一匾一
联，匾是“赤金”，是为皇帝御书规
制；而联是“錾银”，正合“千岁”（太
子）品级（犹如俗言“金銮殿”与“银
安殿”之分）。“同乡世教弟”，指他们
皆来自辽东，历代亲谊。“东平郡
王”，东是太子“东宫”之义。“穆莳”，
莳是种了花木又复移植的一个不多
用的专词——隐喻太子胤礽立了
废、废了立、最后遭黜的命途变动。
而联文“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
焕烟霞”，又合胤礽“楼中饮兴因明
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见《居易录》
所载）的风格句法。

因此可证：荣禧堂大匾是康熙
御笔，对联是太子所书。

曹家“获罪”，正因胤礽是雍正
的政敌和“心腹之患”。

……
送元春喜讯的太监偏姓“夏”，

也不是什么好兆头。贾府的好日子
都在春天，“春”是他们家的幸运
LOGO。“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
寻各自门”。“三春”去后，便是“夏”。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
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夏”一来，他
家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愣把一桩

“泼天喜事”报信儿报出惊悚效果来
的，是这个夏太监；七十二回说到三
天两头派人找贾琏凤姐打秋风讹银
子、恨不能把贾家的钱都搬到他家
去的，还是这个夏太监。

后面还出现过两个姓夏的，夏
婆子和夏金桂，也都是搅家精、丧门
星。

“不知是何兆头”
钱杰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青少年励
志苦读，最终功成名就之人。他们
的事迹被凝练为一个个成语、一个
个故事。诸如凿壁借光、囊萤映雪、
牛角挂书、头悬梁锥刺股等，成为一
代又一代青少年励志苦学的典范。

醴泉寺
这些名人虽留下众多苦读故

事，却未留存苦读的遗迹。如今我
们所了解的这位大家，不仅留下了
醴泉苦读、见财不取、划粥断齑的故
事，还留存有当年读书时的遗址。
他便是被誉为北宋第一完人、第一
名臣，集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
育家于一身的范仲淹。在今天的邹
平醴泉寺，当年他苦读时的山洞，被
后人称作“范仲淹读书洞”。历千年
风雨，至今依然是青少年们瞻仰谒
拜的圣地。

春入黉堂岭，岩壑尽湛明。
浮云自来去，袅袅如有情。
范公读书处，满溪碧玉清。
白鸟时一下，绿满九节生。
月出万缘寂，静听木鱼声。
明末邹平籍著名诗人张实居的

这首《醴泉寺诗》描绘了范仲淹在读
书洞读书时周边的景色。

《邹平县志》记载：“醴泉在县西
南三十里黉堂岭下。唐中宗时，寺
僧仁万至京师大荐福寺校勘经律，
获赐宝函一藏，归寺宣演，适东岩醴
泉出，诏赐今名。宋范仲淹尝读书
寺中，偶见窖金，覆之不取，后为西
帅，僧求为修寺，公始发之，适周于
用。”此段亦记录于《山东通志》。

旧《志》中亦载：“宋齐间有高僧
栖此山，传是庄严法师创建。寺宇
久圯废，唐中宗时僧仁万重建。寺
成之日，东岩醴泉出，特赐名醴泉
寺。”

明代青城人杨梦衮曾有《记》：
“长白山最胜处，在醴泉一寺，寺据
山腹，负阳而抱阴，三面青嶂，北面
空阔，入山取道有二，东北来浒山
铺，西北来青阳店，山麓绵远，行数
十里以渐而高。翠微中，万木苍苍，
乃醴泉寺也。”

杨梦衮，字岱宗，年少时刻苦自
励，为诸生时便在青城县颇有声名。
登万历己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转兵科给事中。因上疏弹劾魏阉同
党而被夺俸三月。不久迁太常寺少
卿，进太仆卿，加工部尚书督修宫

殿，晋少保兼太子太保。当时魏阉
擅权，党祸惨烈，公虑及灾祸，天启
年间告归，隐迹田野之间，徘徊长白
之巅，变更姓名，自号“长白山樵”。

范仲淹读书洞
杨梦衮多年在醴泉寺周边隐居

生活，他的这篇《记》完整记录了醴
泉寺和范仲淹读书洞的情况。如：

“寺有范文正公祠，祠面南，祠后佛
殿面北，如尻相对，殿台高数尺，台
北有阁。”2004年，邹平县重建醴泉
寺和范文正公祠时，方位上便严格
按照杨梦衮的记述进行还原，寺与
祠“如尻相对”。这种格局在全国寺
观建筑中也是罕见的。“南岩上绝险
处有石洞，可容三两人，四旁乱山无
数，人迹不到，唯一鸟道可侧足行，
相传为文正公读书处，俗呼上书
堂。”这里提到的“读书处”，就是今
天“范仲淹读书洞”的原址。

范仲淹为什么要到醴泉寺读
书？为何又要到远去寺庙三四里的

“绝险处”读书？
众所周知，范仲淹原籍苏州，四

岁随母改嫁来到当时的京东路淄州
府长山县，受母亲和继父进士家庭
的影响，从小酷爱读书，十多岁时便
少有大志，以圣人之心为心。学颜
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习孟子“天将
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

十二岁时，长山县遭契丹游骑
兵剽掠，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家强
大的重要性。于是，他访谏议姜遵，
师剑术名家张蕴，拜易学大师、音乐
家崔遵度，友王镐、周德宝、屈应元
……然仍觉自己学识浅薄，需进一
步深造。然长山已无书可读，无名
人可师，于是遍求学问之地、名家之
院，终寻得京东路齐州府有醴泉寺，

内存典籍无数，寺僧皆博览群书之
人，更有有识之士于寺内研究学问，
乃长白读书圣地，堪比小型书院。
范仲淹拜求父母，得入醴泉寺读书。

寺中典籍虽可供二十岁的范仲
淹浏览，疑问有高僧帮助释疑，然此
时的范仲淹已深深懂得议经思文的
重要性。富弼曾言：“公为学好明经
术，每道圣贤事业，辄跋耸勉慕，皆
欲行之于己。”晚上尚可，寺中清静。
杨梦衮《记》中曾言：“此山泉甘木
茂，谷中产柿、栗、胡桃之属，涧中鱼
虾，历历而已，蟹仅钱大，亦可啖。
第山田瘠，确治生为难，又瓜蔬稀
少，酒脯更乏，客至沽酒，必抵青阳
店，往返二十余里，所喜者尘嚣不
及，堪以习静。”

然白昼香客游人不断，诵经、钟
鼓、木鱼声齐鸣，思考问题时常被外
因打断，于是，范仲淹生出了去寺外
寻幽静处读书的念头。

初时，于寺之近旁觅得一洞，然
此洞常为游人香客所扰，不得安宁。
范仲淹为求静心向学，遂复往南行
四五里之遥，终在深山沟壑绝壁之
间寻获一佳处。此处别有洞天，旁
有清泉潺潺，可供饮用，且有野韭、
野葱、野蒜、野山芹诸般野菜，可解
口腹之需。

自此，范仲淹常夏秋之季于此
洞潜心读书。为谋生活之便，自备
铁锅、碗、筷，亲为炊煮之事。每日
夜间，范仲淹依既定之法，量米注
水，于小灶内生起拾来之木柴，煮熬
米粥。待一锅米粥煮就，子时已过，
身心俱疲，便和衣而眠。次日清晨，
起身视之，锅内米粥早已凉透，凝固
成圆整之状。遂取出小刀，于粥块
之上划十字，整锅之粥遂分为四块，
早晚各食其二，配以野菜细末，佐以
盐醋，草草果腹。

范仲淹曾针对这段生活写过一

篇《齑赋》，赋中写道：“陶家瓮内，腌
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
徵。”在他看来，陶制的缸中能够腌
制出诸如黄瓜、青红辣椒、萝卜等各
种颜色各异的咸菜，放入口中，竟能
嚼出动听的音乐之声。

范仲淹于此艰苦环境中，心志
不移，奋发图强，这便是“划粥断齑”
典故的出处。宋•魏泰《东轩笔录》
中有载：“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
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
块，断齑数十茎，酢汁半盂，入少盐，
暖而啖之。”

杨梦衮亦言：“文正公读书寺
中，划粥断齑，事最著，学士大夫至
今慕之。四方来游者不绝，壁上题
咏，玉石错杂，僧称公为‘范爷’，称
其祠曰‘圣人殿’，尸祝之若畏垒然，
隆中抱膝，岘首堕泪，又何让焉。”

“划粥断齑”的故事，激励着千
百年来的文人学士励志苦读。

读书洞谒圣之旅
笔者多年来，久有拜谒范仲淹

读书洞的念头。
真正目睹读书洞真容，是在今

年9月7日下午。河南省原鹤壁市
委书记、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
事范修芳，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范小红等一行数人来到邹
平拜谒范公，寻找范仲淹在邹平的
遗迹。

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我们直
至一处绝壁之下，便寻得了这一方
不大的洞天。初临洞口，一种古朴
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洞内漆
黑，那曾遭受烟熏火燎的痕迹，似乎
在诉说着往昔范仲淹在此苦读的艰
辛岁月。

改造后，读书洞前视野颇为开
阔。左手边，一棵不知其名的树紧
贴石壁顽强生长，半幅枝叶如同天
然的华盖，遮在洞顶上方，仿若默默
守护着这方神圣之地。

读书洞内增设了青年范仲淹在
洞中读书塑像，周边修筑了石墙，增
添了护栏，还设置了平台，平整了地
面。读书洞前方，多年干涸的溪流
再次潺潺流淌。据《邹平县志》记
载：“范公泉，在上书堂侧，巨石环
抱，泉涓涓出岩下，承以石坎，文正
公尝读书于此，故名。”“范公泉”水
声清脆，如一首灵动的诗篇。

山风轻轻拂过，似乎在低语着
范仲淹的故事。站在读书洞前，我
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沧桑，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读书洞重修，古泉复涌，当年范
仲淹读书场景复现，岂非邹邑之盛
事，可喜可贺！

作者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
理事

范仲淹读书洞:读书人励志圣地
朱振波

新 华 社 南 宁 11 月 15 日 电（记 者  
余俊杰 陈露缘）记者15日从中国作协
获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自2022年
启动以来，至今已支持四期62部作品，
其中48部作品已出版或发表。

中国作协推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以来，各
地作协、各文艺类出版社和文学期刊、图
书公司等积极参与，广大作家积极响应，
努力创作思想精深、彰显现实深度和时
代高度的文学作品。入选两个计划的作
品既有名家新作，也有青年力作。截至
目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
作品29部，已出版13部；“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已支持四期62部作品，其中
48部作品已出版或发表。

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进会11月
15日在广西南宁召开，旨在总结新经
验、探索新路径，推动两个计划取得突破
性进展，助力新时代文学攀登新高峰、创
造新辉煌。

据了解，“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主
要依托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
期刊等，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
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
调，推动文学精品的传播、转化；“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主要聚焦新时代中
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
面的巨大变化。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与读者
交流对话、获得反馈、形成联动，让两个
计划的优秀成果被更多人看到、让人民

“阅卷”；不断探索新的传播规律，让优秀
文学作品更有效地抵达更多读者。

62部作品已获中国
作协“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支持

新华社厦门11 月16 日电（记者  颜
之宏  胡梦雪）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16日晚在福建厦门揭晓。《第二十条》获
最佳故事片奖，雷佳音、李庚希分别获得
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

除斩获最佳女主角奖外，李庚希主
演的《我们一起摇太阳》还同时收获最佳
编剧奖。王骁凭借《三大队》获得最佳男
配角奖，刘丹凭借《乘船而去》获得最佳
女配角奖，陈凯歌凭借《志愿军：雄兵出
击》获最佳导演奖，同时，该片还获得评
委会特别奖。《孤注一掷》收获最佳剪辑
奖。

《守龙者》收获最佳美术片奖。张裕
笛导演的《倒仓》获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获最佳中小成本
故事片奖，《里斯本丸沉没》获最佳纪录/
科教片奖，《屋顶足球》获最佳儿童片奖，
《安国夫人》获最佳戏曲片奖，《奥本海
默》获最佳外语片奖。

此外，《飞驰人生2》同时包揽最佳
录音奖和最佳美术奖，《三大队》获最佳
音乐奖，《热烈》获最佳摄影奖。

颁奖典礼上，徐光耀、谢飞获颁中国
文联终身成就奖（电影）。

第37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揭晓

   《第二十条》获最佳
故事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