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皋红学】A4 2023年7月28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彭 潍 E-mail：rgrbfk@163.com QQ群：193593770

地址：如皋市惠政东路188号 邮编：226500 电话：全媒体采编部 87658897 政务服务部 87658336 如皋市金鼎印刷有限公司 87515115

清康熙二年汲古阁刻本《隐湖倡和诗》
有陈玄芝《分赠四美》诗，乃陈玄芝分赠董
青莲、王靓生、董慧生、赵来青四位美人之
作。董青莲即董小宛，董慧生名下自注：“青
莲妹”，可见此乃董小宛之妹，青莲系董小宛
字，慧生则应是董年之字。《赠董慧生》诗
云：“座中巧把慧名藏，侧影搓肩作雁行。可
爱月斜人静后,背灯拈出韵犹香。”“慧名藏”
三个字可与董年之字慧生相参,“雁行”之语
可知董年的美色绝不输与董白。《清代声色
志》卷下条云：“董年,秦淮绝色与小宛姐妹
行，艳治之名亦相颉顽。”钟山张紫淀作“悼
小宛少君”诗一首：“美人生南国，余见两双
成，春与年同艳，花推白主盟。娥眉无后
辈，蝶梦是前生。寂寂皆黄土，香风付管
城。”可作考证。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吴伟业 《梅村
集》卷三《清凉山赞佛诗》四首之一：“王母
携双成”，王母即西王母，“双成”典出《汉
武帝内传》：(西王母)又命侍女董双成。从这
句诗句中可知董小宛曾做过孝庄皇太后的侍
女。这可以看成是顺治七年十二月份多尔衮
突然暴毙后，多尔衮的妻妾都进入宫中，董
小宛成了皇太后的侍女，在充当侍女时和顺
治结识。在嫁给襄亲王后和顺治产生私情。

冒辟疆在 《亡妾董氏小宛哀辞》 中写
道：“缅昔己卯……双成十六。”可知董小宛
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张紫淀的“紫
淀”是字，在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一
《张文峙》中写道：“张可仕，字文寺，更名
文峙，字紫淀。楚人，家金陵，能诗。”张文
峙人品正直，学有本原。撰《南枢志》一百
七十卷，纂《明布衣诗》一百卷。他是一个
具有民族气节的明遗民，诗当允称信实。

上面悼小宛的诗和下面的一首悼小宛的
诗可参照一起看：“铁网谁能举，珊瑚烂几

柯。群花悲月坠，百鸟瘗鸾讹，落叶哀蝉
曲，秋风团扇歌，人间真局促，埋玉借山
阿。”这两首诗分明指出如玉一般的董小宛在
八月十九日死了是埋葬在山中，而并非在平
原地带的如皋。董小宛袝葬于昌瑞山孝陵。

冒辟疆把董小宛称为“双成”，张紫淀指
出是“两双成”，可见是指董白、董年姐妹
俩，而且作“姐妹行”。陈玄芝更是写得明
白，指出她俩姐妹乃是雁行，即是指并肩而
行，行在一处，都是进京入宫为妃了。所以
在冒辟疆的诗文中把董小宛在苏州半塘的小
楼称为“双成馆”。在冒辟疆著作的《红楼
梦》中有赵飞燕、赵合德俩姐妹，她们是汉
成王的两个宠妃，“汉成王”三个字中有一个

“成”字，那么董氏姐妹和赵氏姐妹一样，被
称为“两双成”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红楼
梦》中还有尧生的两个女儿女瑛和娥皇，都
嫁给了舜为妻。冒辟疆把其比喻为湘妃竹，
也就是潇湘妃子。冒辟疆心目中的潇湘妃子
是两个人，一个是董白，为水芙蓉；另一个
是董年，是木芙蓉。冒辟疆把董年的字由慧
生改为晓生是有深刻含义的。晓可以分为日
和尧两个字，日为光明，即大明。晓为大明
的尧，他所生的女儿为晓生，即董年就是娥
皇和女瑛二个女儿中的一个，另一个是董
白。陈玄芝写的“隐湖倡和诗”很有意思，
整首诗都把董年当作了董白的影子，第一句

“座中巧把慧名藏”，这个“座中”是哪一个
人，是顺治、是康熙还是冒辟疆？可以说这
三个人都把董年藏了起来。前二个是有意
藏，后一个是没奈何藏。董年虽与董白作雁
行，但是董年仅是董白的倒影，而且是搓肩
而行，不能堂而皇之地飞翔。只能在月斜人
静之后，才能背着灯花放出她具有韵味的芳
香，这和董年的身世和经历何其相似。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下令将京

西名刹“善法寺”改名为“定慧寺”，善法寺
座落在永定河畔，康熙为定慧寺亲笔题写

“慈云广覆”匾额，康熙五十一年 （1712）
《敕赐定慧寺碑记》载：“定经始于康熙四十
一年蒇事于本年四月，具奏以请，皇上赐名
定慧，复为亲洒宸翰，御书寺名，并‘慈云
广覆’四大字，龙飞凤翥，日丽呈辉，永为
法门镇宝。”定慧寺位于北京十里庄（今称八
里庄），附近还有慈育院和慈集寺。《日下旧
闻考》九十七卷引“五院寺院册”云：“十里
庄有慈育院、慈集寺、定慧寺。”慈育院旧称

“碧霞元君庙”，康熙四十六年（1707）下诏
重修赐名“慈育院”，其正殿是康熙御笔“慈
育群生”匾额，楹联曰：“弘育群生敷恺泽，
顺承坤德蔼慈云。”慈集寺门额亦为康熙御
书。

以上文字有几处值得注意，第一是时
间，乃康熙四十一年（1702）冒辟疆逝世于
1693年，董年在碧霞阁参与了冒辟疆的遗作
《红楼梦》的五次增删，正如甲戌本“凡例”
中所言：“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
常。”董年在1702年离世，从1693年到1702
年正好十年。

通过以下几点分析，可知董年是在1702
年去世的。首先，董年的二百八十二亩祭田
是 1702 年买的，1703 年康熙第四次南巡
后，康熙下旨，把董年使用的銮驾交给了白
云寺主持玉明和尚，显然在董年的百年之
后，皇宫也不是这副銮驾妥当的去处。就像
顺治在白云寺圆寂后，回不了皇家陵墓一
样，毕竟当初已经宣布顺治得天花暴毙，董
年也随葬了。康熙考虑到顺治和董年在白云
寺多年吃斋念佛，把鸾驾放回白云寺也就顺
理成章了。

其次，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二
十五日，康熙就已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南巡，

并携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及皇十三子胤
祥随行。十月初四日到达德州后，因皇太子
生病，在德州行宫耽搁数日后返程回京。据
《康熙事典》记载：“十月，命从行的皇十三
子胤祥祭泰山。”可见，胤祥是在南巡途中

“祭泰山”的。这就奇怪了，历代皇帝都去泰
山都是为祭天，哪有单派个皇子去泰山祭天
的道理？很有可能《康熙事典》记载的胤祥

“祭泰山”的真实去处，就是董年在如皋的住
处碧霞阁所在的“泰山土丘”。

值得关注的是，1957年原中国历史博物
馆的王宏钧先生将他早前收藏的三回又两个
半回的 《石头记》 抄本送给吴恩裕先生鉴
定，经吴研究后认为有可能是《己卯本》散
失的部分，吴还发现此残抄本上有避讳的

“祥”字缺笔，因而怀疑有可能是避怡亲王弘
晓（弘晓是怡亲王胤祥的儿子）的讳。后来
吴恩裕约王宏钧去北京图书馆查核原《己卯
本》，在查核过程中，发现了多处“祥”字缺
笔。此后王宏钧又借到了原抄本的《怡府书
目》即怡亲王府的藏书书目，上面钤有“怡
亲王宝”“讷斋珍赏”“怡王讷斋览书画印
记”等图章。在这个抄本书目里同样有避
讳。自此，他们确定这个三回又两个半回的
《石头记》残抄本，确是《己卯本》的散失部
分，而且还进一步确定这个《己卯本》是怡
亲王府的抄本，主持抄藏此书的人当是怡亲
王弘晓，这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一次重
要发现。由于发现了《己卯本》是怡亲王府
的抄本，红学家们又提出并探讨一个新的问
题，这就是怡府过录《己卯本》时所用底本
的来源问题。如果1702年，康熙派怡亲王胤
祥“祭泰山”就是为处理在“泰山土丘”碧
霞阁的董年身后事而来，这个困扰红学专家
多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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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字入手，情催文出、以文传
情，情文并茂、文丽情深，是“忆语体”文
学的最大特色。

综观“忆语体”小说，如 《影梅庵忆
语》（明末清初冒辟疆）《浮生六记》（清·沈
复）《香畹楼忆语》（清·陈裴之）《眉珠庵忆
语》（清·王韬）《小螺庵病榻忆语》（清·孙
道乾）等，都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佳作，也是
让读者一次次地受到感动的佳作。其原因不
仅在于作品中主人公的至善、至德、至美，
而且还在于作者的真感情和自然淳朴的笔
致，它们“所叙述的各种事情，都是实实在
在的，并不是出之于向壁虚造。”可以说，大
多忆语体文学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的挚
情挚爱，篇篇都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
写情文字。

“忆语体”文学大多是作者追忆其妻妾或

爱女的文字。作者以特别赏识的笔调，满怀
深情地叙述了笔下人物的美丽风韵、出色的
才艺和美好的心性、善良的品格，令读者为
之感动，为之赞叹不已。如《影梅庵忆语》
中香姿玉色、神韵天然、忠于爱情、敬上爱
下、针神曲圣、书画诗文的董小宛；《乔复生
王再来二姬合传》（李渔）中“曲师教歌，只
须三遍。”“出诸天授而非由人力”“舞态歌
容、超群脱俗，扮生演旦、珠联璧合”的乔
复生、王再来等。在作者笔下都非常“完
美”。她们不仅具有美丽的外表，出色的才
艺，而且还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开阔的胸襟。
她们勤劳、朴实、善良、宽容、谦和，她们
既是美女、才女，又是高人、达人。读着这
样的书，一群美人、才人、达人鲜活在眼
前。怪不得文中抒情主人公是那样的情深义
重，那样的刻骨铭心，无可忘怀。

“才人多感”本是极平常的现象。而“忆
语体”文学的这种体悟尤甚。真正体现了才
人“多感”的情绪。综观“忆语体”文学作
品，所有作者几乎无一不仅为篇中女主人公
的善德、善行而感动，而且也为她们遭逢不
幸而产生无穷的慨叹，特别是作者在经历国
破家亡、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惨境之后，能幡
然悔悟，就非常难得。“忆语体”文学作者大
多为官宦子弟且自己亦为官者，从豪华的享
受中陡然坠入穷困潦倒的境遇后，他们却能
冷静思考，洞察世情，体悟人生，这是他们
灵魂上一个“质”的飞跃，给后世读者提供
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也是“忆语体”文学
的价值所在。

至善、至美的文字，总是拥有广泛的读
者，并无数次地打动读者的心。其原因不仅
在于作品中主人公的至善、至美，而且还在

于作者的真感情和自然淳朴的笔致，每篇文
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的挚情挚爱，篇
篇都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写情文字。
在艺术上，均达到“写物则曲尽其姿态，言
情则深入于肺腑，述事则细达毫芒，析理则
明如水镜”的效果，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和美的感受。特别是书中抒情主人公或以封
建时代达官显宦、或以贵胄才子的身份，最
大程度地肯定和彰显女性，尤其是肯定和彰
显下层女性的才华和美德，极大热情地肯定
和歌颂了她们营造和睦家庭与和谐社会氛围
所做的贡献，并不惜笔墨向以“下九流”为
目的之歌女和姬妾树碑立传，这在当时已是
相当难能。“忆语体”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传统
美德，诸如女主人公的谦和、宽容、克勤、克俭
等高尚品德将跨越时空，感化后人，对当今和
谐社会的构建仍然产生着积极的促进意义。

“忆语体”文学琐谈（二）

——以《影梅庵忆语》为例
□张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