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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葬花魂”，是研究《红楼梦》不得不提的
重要诗句。从写景角度讲，诗中有画；从文字角
度讲，字字珠玑；从考证角度讲，暗示林黛玉死亡
之谜。

在清代的各个版本中，庚辰本第七十六回原
本是“冷月葬死魂”，后被点改作“冷月葬诗魂”；俄
藏、甲辰本和程高本作“冷月葬诗魂”；戚序、蒙府、
梦稿本作“冷月葬花魂”。庚辰本的“死魂”一词，
文字粗鄙且与场景不合，被一致认为属于讹误。
大体说，庚辰本是误把“花”看作“死”。支持“花
魂”的主要以周汝昌、蔡义江、郑庆山等各位红学
家以及香港学者宋淇为代表；而赞同“诗魂”的以
冯其庸先生和台湾的徐少知先生等为代表。从阵
势看，似乎持“花魂”说的学者阵容更强大一些。

蔡义江和林冠夫先生考据出“葬花魂”出自明
代叶绍袁《午梦堂集·续窈闻记》。该书记载：叶小
鸾鬼魂受戒时，其师问：“曾犯痴否？”其答曰：

“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
另有薛洪勣先生在《“冷月葬花魂”还有更早

的渊源》一文中提出“这些名句似乎还有更早的
渊源，这就是北宋王山的《笔奁录·盈盈传》”。薛
先生认为，《红楼梦》中有“痴男怨女”的话，“盈盈
就是一个在中国小说史上较早出现的林黛玉型
的怨女”。薛文先引《盈盈传》：“盈盈酷爱予（按：
王山自指），尚情，颇学词于予。每花色破春，老
叶下柯，闲幌凉月，青楼夏风，往往沉吟章句，多
叙幽怨，流涕不足。久之忘归，必援筝一弹。幺
弦孤韵，撇入人耳，能喜人，能悲人。予尝悯其情
之太极……因语通倅王公曰：‘此子弟恐不复永
年’。”又引了盈盈《伤春曲》一阕：“芳菲时节，花
压枝折。蜂蝶缭乱，栏槛光发。一旦碎花魂，葬
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余栏槛对寒月。”之后
得出结论：“其人其诗与林黛玉确有某些相似之
处。特别是，一眼即可看出，‘碎花魂，葬花骨’

‘空余栏槛对寒月’等句，与‘冷月葬花魂’不仅在
字面上类似，意境也较贴近。因此，我认为这是
林句的更早的渊源。”

近有石问之先生提出：判断此处是“花魂”还
是“诗魂”，主要是回归文法、文理和文艺本身，以

“三文”即“文法、文理、文艺”为准据，而不应以有
没有历史出处为准据。历史依据充其量只能作
为一个辅助标准。（石问之《冷月葬诗魂与冷月葬
花魂意境之别》）我赞同“花魂”说，但觉得这些红
学专家的考证过虚。为什么他们笔下会“虚”
呢？因为他们心中那个作者“曹雪芹”本就是个
子虚乌有的存在呀。至于石问之先生的“三文”
论更让我哑然失笑。我知道，冒辟疆的《石头记》
原稿就是“冷月葬花魂”，而且，它的直接出处是
冒辟疆红粉知己吴蕊仙《和金陵难女宋蕙湘诗》
的小序。我们先读一下吴诗及序：

宋蕙湘者，年方妙舞，家本秦淮。自留都既
摧，为游骑所掳。三秋毳幕，月葬花魂；千里鸣
笳，风凋玉骨。因过邸舍，题词壁间。嗟乎！断
红飘零，能不伤心；青冢黄昏……爰和以志一痛。

城头万骑截飞鸦，磷火无声湿露华。
帐下红颜悲薄命，夜深马上听飞笳。
香烬炉寒犹袅烟，残钟敲断不成眠。
可怜此夜看明月，各抱单情别一天。

“冷月葬花魂”一句中，五分之四来自这里！
诸位，惊奇没有？

关于冒辟疆和吴蕊仙的关系，我在《吴蕊仙与
妙玉》文中有详尽的介绍，有兴趣者可以一读。冒

辟疆这个多情的“贾宝玉”，把与自己相交的许多
闺阁奇女子都写入《红楼梦》中。诸如董小宛、陈
圆圆、李湘真、吴蕊仙、周羽步、吴扣扣。其中妙玉
就是吴蕊仙的化身。吴蕊仙一心要做冒辟疆的
妾，而冒辟疆未能应许，只是买下一尼姑庵给吴蕊
仙安住。冒辟疆对吴蕊仙是心存愧疚的。冒吴之
间有许多诗词来往，冒对吴的诗词文章自然烂熟
于心，可以信手拈来。比如，妙玉栊翠庵前红梅白
雪之景就来自吴蕊仙的诗：“于是走至山坡之下，
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
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花开
的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
趣！”（《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与君别江树，十年滞行迹。忍使田园芜，可
怜秋水碧。道远梦何由，雁促音难绎。一朝顾柴
关，白云惊艳客。涧松青若故，野人贫似昔。午
饭供新葵，晚香论周易。早梅覆屋红，积雪映峰
白。一溪鸟语溶，四壁琴书泽。任运有虚舟，放
闲无火宅。相对绿樽开，起舞南山石。”（吴蕊仙
《山中早梅雪后喜闺友任归见访》）

于是乎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
晶馆联诗悲寂寞”描写林黛玉、史湘云中秋联诗
时，冒辟疆自然而然的信手借用了吴蕊仙的诗
序，而且自然而然地让吴蕊仙的化身妙玉出来给
林、史联诗续接一段结尾。冒辟疆对吴蕊仙终是
深情不忘。吴蕊仙的“月葬花魂”，是哀悼秦淮佳
丽宋蕙湘的不幸命运的。那么，冒辟疆借用此意
象，其指向当然就是哀悼林黛玉的不幸命运，以
及哀悼《红楼梦》中所有奇女子的不幸命运。

研究文学作品，当然要以文法、文理、文艺为
准据，但是历史出处也是十分重要的依据。而关
键的关键是要找到真作者，才能靠船下篙，做出
有根据的文章。

三、茶的诗句
冒辟疆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多篇诗作都涉足茶，粗略统

计有23首之多。下文所引用冒辟疆的诗作，因限于篇幅，诗
题偏长则简略只取前四字；诗篇则采撷与茶有关的联句。

1.岕茶偈《答和孺子谢送岕名三律原韵……》
三年贫病极，并缺悦生茶。至味何从得，非香蔑以加。

报春思谷鸟，水涌忆金沙。岕有鸟名“报春”，立夏后即唤“春
去了”，促人采茶。负笼穿云去，归来泛碧霞。

纵有相如渴，三杯病即除。谁曾盈此欲，妙更叹难如。
幽谷芳兰静，涵虚璚露余。蛾眉无分捧，自洗独观书。苏东
坡茶歌：“分无玉椀捧峨眉。”

汝予真厚福，嗜芥老能真。天上一星照，人间陆羽神。
味圆能养舌，服久可飞身。妙向同侪说，谁来问玉津。天上
岂独少茶星。山中制茶，供鸿渐为龟神。

2.与诗友间的唱和八首，如：
《老友叶淡生以岁寒四律……》第四律“冰雪寒侵骨，摧

残孰有家。性情堪寄讬，生意復萌芽。墨戏云山画，瓷香顾
渚茶。大颠来岭外，万里共梅花。”

《钱麟图副戎招集……》“深坐顿忘冲滑去，瓷传紫笋嗽
秋芳。”

《中秋后十日……》“供以庙后茗，挹露荐三危。”
3.赠友人、离别等共六首，如：
《赠雪珂上……》“採茶无量花开日，捧腹多罗树老时。”
《庐亨一抚……》“月茶歌拟玉川异，文武才兼子干同。”
4.举行的雅集茶会有三首，如：
《除夕前一日同其年孺子诸君……》
其一：“梅花香战雪，茗椀碧于秋。”
其三：“西阁精茗理，孤松掩白云。兔瓷清梦断，花月怨

离群。病渴谁能慰，埋香杳不闻。今宵拂炉火，鼎沸涌千
军。”

《杜门七载不下堂者……》“罗浮香梦小阁深，品茶论诗
饮醹醁。”

5.答谢、祝寿、随笔等五首，如：
《峻度寄到岕片……》“兰露沾庐椀，灵芸閟药房。”
《和》“何日一帆寻大隐，茶经丹龟屋西偏。”

四、与茶人的交往
冒辟疆不种茶，不制茶，只是煮茶、品茶，他的茶基本是

专人供给，他与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且有诗词唱和。
1.吴人姓柯，与冒辟疆交往十五年，专供阳羡（今宜兴）

茶，品种达十多个，给冒辟疆留下“味老茶香，具芝兰金石之
性”的深刻印象。

2.苏州半塘顾子兼，是在董小宛归冒辟疆以后专门提供
茶叶的，时间长达二十年。难能可贵的是，顾子兼贫病后，也
从不中断向冒辟疆供茶。

3.长兴金沙的于象明，专供冒辟疆茶叶二十年，冒辟疆对
此茶的评价是“极真极妙”。

4.吴门老人朱汝圭，七十三岁以后，每夏、秋两季携茶过
江送给冒辟疆，其茶质可与于象明所供媲美。冒辟疆对朱汝
圭更是赞不绝口“指爪齿颊与语言激扬赞颂之津津，恒有喜
神妙气与茶相长养”“八十人如桃面红，陆卢奇嗜芥山中。”

《红楼梦》中的茶

翻开《红楼梦》，读者稍稍关注一下，就会发现“茶”字常

常出现，几乎每一回都有，可谓：“一部红楼梦，满纸茗茶香。”
第四十一回，“茶”字索性上了标题：“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
红院劫遇母蝗虫”；第八回中，宝玉因为知道了李嬷嬷喝掉了
为他泡的枫露茶，气得摔掷了手中的茶杯。在有些章节中经
常会有一种情况，仅四五十字的片段，使用“茶”字就达七八
个之多。

一、涉“茶”的诗词
1.甲戌本第二回开篇诗云：“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

尚逡巡。”
2.第十七、十八回，贾宝玉题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

棋罢指犹凉。”
3.第二十三回，贾宝玉作《四季即事》诗四首，其中
《夏夜即事》云：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
《秋夜即事》云：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4. 第五十回，薛宝琴接的联：烹茶冰渐沸。
5. 第七十六回，妙玉诗：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二、贾府使用的茶具
有茶碗、茶盅、茶盏、茶盘、茶盂、茶隔、茶托、茶

筅、茶奁、茶吊、茶炉子等等。
更有茶具珍品：细茶杯、小洋漆茶杯、旧窑茶杯、绿

玉斗茶杯、填漆茶盘、小连环洋漆茶盘、官窑脱胎填白盖
碗等等。

在第四十一回中，妙玉递给贾母、宝钗、黛玉和宝玉
等使用的茶杯，那更是珍品中的精品。

还有专门的茶房，专管茶的女人。

三、茶的品类
贾府中用过的茶有：普洱茶、六安茶、老君眉、女儿

茶、龙井茶、枫露茶、杏仁茶。另有酽茶、茶卤。
书中还提到了茶泡饭、面茶（不同于北方的面茶）、年

茶、三茶六饭等涉茶话题。特别是第五回警幻提到的“千
红一窟”茶（意会茶）。

四、茶与人
《红楼梦》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对茶有着特殊的喝法和癖

好，书中也是给予特写“镜头”。
1.贾宝玉的夏茶。宝玉夏天喝茶有特殊做法，把新汲来

的井水放盆里，取已泡好茶叶的茶壶浸放在水盆中，每隔
一段时间，再换水盆里的井水继续浸泡。这样，不仅保证
了茶水的清凉，又保持了茶水的原汁原味。

2.贾母的偏好。贾母面对妙玉的敬茶，说：“我不喝六
安茶”，当妙玉解释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才接过
茶盘。随后又问是什么水泡的，妙玉答：“是旧年蠲的雨
水”，贾母方喝了半杯。由此可见，贾母平时不仅喝的是贡
品茶，而且泡茶的水还必须是往年密闭封存的雨水。

3.妙玉的讲究。当贾母将剩下的半杯茶给刘姥姥喝完
后，道婆收拾茶具，妙玉当即让道婆把刘姥姥用过的茶杯
扔到外面去。招待宝黛釵时，用的茶杯更显名贵。而泡茶
所用的水，则由妙玉亲手蠲制，是五年前从梅花上收的
雪，存放进釉色深青的瓷瓮里，埋于地下，五年后的夏天
才开瓮取用。妙玉的茶品，一是奢华，二是洁癖，三是精
细。正如红学家们推测的，妙玉绝非普通的出家人。

冒辟疆与茶及《红楼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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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