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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芙蓉女儿诔》到底为谁而作？
贾政召贾环、贾兰、宝玉三人作《姽婳词》，宝玉不

仅巧用古体且立意新颖，得到了大家夸奖，贾政也是满
心欢喜。但晴雯的死，让宝玉心中很是凄楚；晴雯走
后，自己也未能到灵前祭吊，这让他心中很是不安。猛
然见到池中的芙蓉花，他想到小丫头说晴雯做了芙蓉之
神，就灵机一动，不如在芙蓉花前祭拜吧，既尽了礼又
显别致。于是，宝玉就杜撰了一篇长文，即有名的《芙
蓉女儿诔》。

在这篇千言诔文中，宝玉几乎用了人世间最美好的
词汇，来赞美晴雯，以金玉、星月、兰蕙、嫩柳、冰雪
来比喻她的高贵品格。同时，用群花蕊、冰鲛穀、沁芳
泉、枫露茗四种纯洁之物做祭品；他发出了“钳诐奴之
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愤怒吼声，
将现实中的无力抗争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将谗言诽
谤者、打击迫害者比喻成鸠鸩、芒草、狂风、骤雨。他
回想起晴雯眉上的青色，仿佛还是他昨天刚画的；她冰
冷的小手，今后还有谁再为之温暖？炉上药罐药渣还
在，衣服上的泪痕还没干透，镜子碎了，鸟儿也失去了
伴侣；鳷鹊楼空，七月初七的夜晚，再也见不到她穿线
乞巧；鸳鸯带断了，还有谁能用丝线将它们再接上呢？
寒露浸上苔阶，她打帘子的声音再也传不来；秋雨绵
绵，连院外幽怨的笛声也很少听到；屋檐下鹦鹉的叫
声，就像在呼唤她的名字。一字一句，真的是声声泪，
滴滴血，片片情！想到之前晴雯喜欢躲在屏后，脚步很
轻捉迷藏，那是何等的天真无邪啊！再看《吴姬扣扣小
传》中，冒说扣扣“时于屏侧作雏莺声”，都是一样的青
春少女俏皮逗乐，人生多么美好的年华就这样逝去了。

“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涉芳园；今犯慈威，复泣杖
而遽抛孤柩。……”拄着拐杖来吊唁，这似乎不能说明
宝玉有多悲伤，而恰恰在无意中透露出，写祭文的人也
就是作者，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冒
辟疆创作《红楼梦》时，已是超过五十岁的人了。吴扣
扣死于1661年，此时的冒正好是五十一岁，这也完全符
合第一回中，作者所言的“半生潦倒”之说。

这篇诔文文采飞扬，寓意深刻，意境高远，所悼之
人决不是一个丫头，而是主人的心爱之人；诔文中用到
的“镜分”“鸾别”“鸳鸯断带”“共穴”“汝南”“同灰”

“画眉”“温手”等词，都是描写爱人、描写夫妻间恩爱
的专用词典。而现实中吴扣扣死后，冒辟疆认为因小宛
的离去，自己写了诔文已江郎才尽，所以请陈其年写了
《吴姬扣扣小传》，无论是用情还是驭词，扣扣的小传都
无法与冒的《亡妾董氏小宛哀辞》比肩。所以说《芙蓉
女儿诔》应该是宝玉明诔晴雯、暗悼黛玉的泣血之作。
脂本第七十九回有脂评：“非诔晴雯，诔风流也。”直接
验证此论断。此诔文是宝玉诗文创作的最高峰，格式巧
妙，情感真挚强烈；想象丰富，文采别具一格。是宝玉
倾注心血和情感喷薄的血泪之作，句句动人心弦感人泪
下；更是冒辟疆写小宛诔文的补充与升华。

三、“绛珠草”黛玉魂归离恨天

宝玉的这篇诔文，直接将《红楼梦》的悲剧烘托上
了高峰。它所突显的主题和表现手法，和《葬花词》《红

楼梦十二支曲》有共同的格调，那就是凄美！字里行间
透出无限的哀怨，又有一种让人怜、让人爱的情愫，不
忍直视又按捺不住!其目的都是“悲金悼玉”，是作者在

“悼红轩”中，为所有高洁如水般的女儿们，所作的一首
首动情的挽歌。而“绛珠草”黛玉魂归离恨天，更是将
悲剧拉上了顶端。

1. 小宛最喜临黛玉说的《曹娥碑》。宝玉正在祭拜
晴雯，这时芙蓉花丛里出现了一个人影，丫鬟吓得叫道

“不好，晴雯真来显魂了！”紧接着黛玉就从芙蓉花丛里
走出来了。只见她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
文！可与《曹娥碑》并传了。”宝玉听了，有些不好意思
地答道：“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
新样……”随后，她和宝玉调侃，要将诔文改削改削。
二人一番斟酌后，将“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
中，女儿薄命。”改成了“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
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勃然变色，心中满是狐疑觉得
很不吉祥。此番描述，完全勾勒出作者的艺术构思，就
是借晴雯之死来预料黛玉的离去，用晴雯的悲惨遭遇衬
托黛玉的不幸结局。

对照书中全部人物的诗文，宝玉的《芙蓉女儿诔》
也是别具一格，十分醒目的。但它的出现，让人甚感突
兀，且与晴雯身份地位极不相称。而黛玉说的《曹娥
碑》，是东汉年间，人们为颂扬曹娥投江寻父的孝行而立
的石碑。照理说，宝玉写的《芙蓉女儿诔》是主人祭奠
女婢的，而《曹娥碑》是写女儿孝敬父亲的，两个祭奠
的内容大相径庭。黛玉的这个说法，好像跟书中要表达
的晴雯之死毫不相干。作者在这里忽然插入一个《曹娥
碑》，到底想说什么呢？但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曹娥
碑》的由来，以及这个碑几千年来流传的那个字谜，我
们可能就知道作者的用意了。相传原来是蔡文姬的父
亲，东汉的文学家蔡邕书写此碑，并留下“绝妙好辞”
的一段字谜。千百年来风雨沧桑，后又由宋朝王安石的
女婿蔡卞重新临摹，一直保存至今。也有人认为《曹娥
碑》是祭文的典范，但其实碑文为后人杜撰，与赞语并
不相符。

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其博学多才，而又精通
音律。早期嫁给河东卫仲道，因卫仲道早亡且无子嗣，
蔡琰便又回到自己家里。兴平二年（195），中原先后有
董卓、李傕等作乱关中，匈奴趁机劫掠，蔡琰被匈奴左
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了十二年，并生有二子。曹操统
一北方后，用重金将蔡琰赎回，并将其嫁给董祀。当年
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里，认为顺治董鄂妃就是董小
宛，她是在家中被强人夺去，冒辟疆无奈只能对外称董
去世，但众多的哀辞似有隐情。就如宝玉作诔文前，就
曾有过一番思想分析，“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
可；竟也还要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
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已见，
自放手眼……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
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
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明白地说明诔文，是
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情节，来褒贬、讥评当时的现实，又或隐藏作者想表达
的真事。比如说屈原的《离骚》，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
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8.《红楼梦》中大多诗句隐含作者思念董小宛之情。
只要读者真正明白《红楼梦》的真事隐，那么贯穿全书所载诗词中

的“怀金悼玉”之情，就会透彻明亮地展现在眼前。今仅撷取滔滔爱河
中的几朵浪花，与大家共同欣赏。

（一）借探春《咏白海棠》眷念董白。
在第三十七回，作者借探春之口在诗社作诗《咏白海棠》：“斜阳寒

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
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这
首诗的关键在首联的第一句，即“斜阳寒草带重门”。斜阳，意即在日字
上面加一斜撇，成为“白”。寒草带重门，表意是秋草连接着重重的院
门。其寓意是“草”字加“重”字，组合成草头“董”字。全句寓意指
向深切思念董白。

（二）借香菱学写咏月诗眷念董白。
在第四十八、四十九回中，香菱共作了三首咏月诗。经过前面两首

诗的探索之后，香菱终于摸到了作诗的门径，第三首诗出，顿放异彩，
成为一首真正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诗的内容是：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诗中核心秘密在“一片砧敲千里白”之句。“千里白”与“千里草”

相关。砧是草木之质，草与“千里白”组合成“董白”一词。再与“缘
何不使永团圆”对接，就明白全诗的主旨，就是冒辟疆期盼与董白团圆。

（三）借用第五十回中的“葭动”眷念董白
该回写众女子在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时，有段含义极深的内容，蕴含

在李绮的句中，即“年稔府粱饶，葭動灰飞管。”其中的关键词，就是
“葭動”。葭字的意思，是初生的水中之草——芦苇。葭動，就是草動，
而作者对其赋予了极深的含义。如果把“草”字头与“動”字的左边组
合成一个新字，就是董字。况且，動和董字也是谐音字。

另外有一个蒹字，意思是没长穗的芦苇。与葭字的含义相近，都是
水中草芦苇的代词。而意义相似的蒹和葭字，又与古诗《蒹葭》密切联
系。《蒹葭》古诗的作者为先秦·无名氏。《红楼梦》的作者用大观园女
子之口，借芦苇之物，诉说怀念离别者的深衷。古诗中有“宛在水中
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三段短句，开头都是“宛”字。与上
文的“董”字，组合成“董宛”一词。

由于“葭”字的意思，是初生的芦苇。“蒹”字的意思，是没长穗的
芦苇。都是没有成熟的“小”芦苇。所以窥测作者的言下之意，就是用

“葭動”来表达思念进入清宫的董小宛。
《冒辟疆全集》第1439页，在载冒襄《和同束先生七夕匿峰庐排律

十五韵》中，就有“菡萏（古称“水芙蓉”）天将曙，蒹葭水一方。”之
句，意为“水芙蓉”青莲即董小宛，将迎来曙光。

（四）借黛玉拈榛瓤射覆眷念董白。
第六十二回写有一句诗：“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
书中写众人在大观园红香圃内为贾宝玉、宝琴、平儿等4个人摆了

生日寿宴酒，其间以“射覆”娱乐。宴席上行酒令轮到黛玉又拈了一个
榛瓤时，道出“酒底”：“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

“榛”与“砧”音同而义异，作者写这句设问式“酒底”语，有意提
醒读者要特别留心“砧”字。意在强调，由可以食用的榛子，联系到隔
院砧木捣衣服发出咚咚的声音，咚与“董”为谐音，是作者的意图所
在。“万户捣衣声”，源自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的《子夜吴歌》
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
虏，良人罢远征”。

“酒底”的含意是，作者眷念着有情之人——“砧木捣衣声之‘咚’
（谐音董）”，并借用了李白的字“白”和号“青莲”，企盼早日扫平“胡
虏”后，夫妻团圆。也寓意着董白的去向——已经落入胡虏手中，即进
入宫廷。

由此看出，冒辟疆反清廷思念爱姬董白（董青莲）的情结深藏在
“酒底”之中。

最后结语，洋洋洒洒万余言，明明白白真事隐。
（此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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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举行成立十周年纪
念活动。市政协主席顾留忠出席会议。

会议中，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刘桂江回顾总结
了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成立十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研究成
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新的目标。十年来，在全国
乡村文化产业创新联盟主席、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坚，
江苏省委原副书记顾浩等老领导的关怀下，如皋红楼
梦研究会始终坚持“双百”方针，以《红楼梦》文本
为根本，以丰富的如皋历史文化为载体，尤其是结合

如皋方言及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生平史料，针对
《红楼梦》诸多未解之谜，进行了持之以恒的探讨。
目前，该会及会员共计出版相关专著8本，撰文上百
篇，见诸报端，还举办多场学术研讨会。如皋市委书
记何益军对如皋红楼梦研究会多年来开展的多种形式
的研究表示鼓励，希望研究会再接再厉，在下一步研
究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与会人员还观看了相关专题片《风雨兼程十年
路》。大会表彰了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优秀研究员、先

进工作者，并进行了颁奖。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会员代
表作交流发言，相关专家顾问介绍了红楼梦研究的有
关情况。

顾留忠在讲话中鼓励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抓住时代
机遇，把稳时代脉搏，以红学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以推崇开放的合作心态，争做“星火燎原”
的人文开拓者，助力如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通讯员李姝君

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

黛玉 晴雯

（本版由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