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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怡红院或者说在贾府，晴雯就是一道光
彩夺目的风景线。她水蛇腰、削肩膀、眉眼有些
像林妹妹，其花容月貌在一众丫头中间是妥妥
的第一位。凤姐曾评价过晴雯：若论这些丫头
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连痛恨她的
王夫人和王善保家的也说她像个西施的样子。

还不止于此。阅人无数的贾母公开夸奖：
“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我的意思这些丫头
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
以给宝玉使唤得。”因此晴雯被送予宝玉，一来
伺候主子，二来备着将来做姨娘，足可见老太
太对晴雯的重视——模样好，针线好，言语爽
利，就是有貌有才个性爽快，正契合古时男人
择偶的标准。事实上老太太的目光是雪亮的，
宝玉也百般呵护着晴雯，当知己一样欣赏喜
欢，舍不得让她干重活，赴宴时有好吃的给她
带回，生了病还端茶送水地好好调理，娇宠得
俨然是怡红院里的大小姐。

晴雯虽然不是级别最高的丫头，但作者对
晴雯着墨最多，用情最深，其形象也最为饱满，
名列“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的第一名。晴雯单独
在回目中出现就有三回，如“撕扇子换千金一
笑”“勇晴雯病补孔雀裘”“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而且都有精彩的表现，足见曹翁对晴雯的偏爱
与怜惜。

晴雯的女红针黹是一绝，不只在贾府第一，
京城也找不出第二个。宝玉的名贵雀金裘被烧
了个洞，京城的裁缝都不认得是什么东东，谁敢
补？紧要关头，唯有晴雯，因要用“界线法”织
补。正如麝月所言，“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

了你，还有谁会界线呢？”于是晴雯不顾病体，连
夜补好。事后袭人还妒忌地说：“我们都去了使
得，你却去不得”“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
你去了谁可会补呢……”

晴雯的美是贾府公认的。她不但长得美，
也追求美，精心养护的红指甲染了金凤花，有两
根足有三寸长，就令人艳羡，直至临终才齐根铰
下送与宝玉。她撕扇子时的开心笑容，可以说
是全书中令人难忘的经典桥段。可贵的是，晴
雯的行为也美，她疾恶如仇，知道小丫头坠儿偷
了虾须镯，气得又打又骂直至将她撵出怡红院；
她胸怀坦荡，品性高洁，不齿于袭人、麝月她们
与宝玉的鬼鬼祟祟，她虽然爱着宝玉却不会耍
手腕去勾引；她比袭人正直聪明，知道宝黛之间
的秘密，但不会搬弄是非，更不会去告发，为自
己搭建上进的台阶。她一直当自己是怡红院的
当家人，一辈子也不要出去，因此她不愿怡红院
有污点，竭力维护其良好形象。

都说是“晴为黛影，袭为钗副”，读者常将
晴雯与黛玉相提并论，譬如伶牙俐齿，心高气
傲——有才干的人大多如此；她从不规劝宝玉
去读八股文章钻研仕途经济，却帮助宝玉装病
来对付贾政的“盘考”。甚至与黛玉一样，追求
与宝玉精神上的平等，她与宝玉不像主仆，更像
是朋友、知己，有快乐一起分享，有困难一起面
对，宝玉有不对，她马上指出来，甚至敢于冲宝
玉大吵大闹，非得占了上风才好。在宝玉面前，
晴雯是真实的，甚至是任性的，骄蛮的，因为她
明白宝玉欣赏她，她也爱宝玉，她以为“大家横
竖是在一处”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晴雯是一个敢作敢当、
没有奴性的人，在贾府内无人能比。她看不惯
在主子面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讨主子欢心的
人，嘲笑小红“爬高枝儿去了”，挖苦秋纹“眼皮
子浅”，讽刺袭人“服侍得好”才挨了窝心脚，她
甚至敢抱怨宝钗有事没事到怡红院坐着，拒绝
深夜给她（其实是黛玉）开门。更为突出的是，
抄捡大观园时，晴雯不畏强权，挽着头发闯进
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
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虽为丫
头，但她勇敢地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包括
黛玉、迎春、惜春这些主子在内，谁能比得上晴
雯。便是被赶出怡红院，她也绝不求饶。眼泪
也不掉一颗。凡此种种，在大观园也仅此一
人。

当然，晴雯也不是没有缺点。她永远那么
高傲，任性，心直口快，得理不饶人，丫头当中基
本没有她能看得上的人，也没有真正的朋友。
这样的脾气决定了她会得罪不少人，到底败给
了他人的算计。她美丽大方，人家说她妖精模
样；她洁身自好，有人说她勾引宝玉；她光明磊
落，但到底输给了背地告密的小人。输得很惨，
病入膏肓了，被剥去所有衣物，仅剩贴身内衣离
开怡红院，叫了一夜娘，孤独地死去。

“身为下贱，心比天高。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毁谤生”。表面上看，晴雯是输给了自
己的性格，实际上是输给了别人的算计，输给了
残酷的社会等级制度。

通读红楼，丫头之中，晴雯最是美丽可爱、
光彩照人，让人难忘、不平、扼腕叹息。

光彩照人的晴雯
朱秀坤

红楼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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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云淡》是当湖高级中学退休教师秦自黑所作的一本散文集。
从“小桥流水人家”的静谧温馨，到“月涌大江流”的壮阔浩渺，再到“波撼岳阳城”的震撼人心，秦自黑

老师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洞察力，将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化为文字。
云卷云舒随风意，风轻云淡自悠然。让我们在秦自黑老师的字里行间，一同寻回内心的宁静与诗意

的远方。本文为《风轻云淡》序）

《风轻云淡》
秦自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老秦是我在当湖高级中学任教时的老同事
和老朋友。

1998年 6月的一天，校长跟我说：“等会儿
有位老师要来校应聘，你一起去听一下课吧。”
来的人就是老秦，四十开外的年纪，很精干又很
儒雅的样子。他的名字很有特点，所有在场的
人一下就记住了，我甚至据此推想，这应该是一
个有故事的人。听校长说，老秦来自湖南，很优
秀，在当地还担任校长。新学期开始，老秦就成
了我的同事。他儿子初二转学过来就读于我校
初中部。第二年，以我校高中部教师为班底，加
上新招聘的教师，成立了一所新的高中——当
湖高级中学。我带完一届高三，回到高二任年
级组长并做班主任，老秦刚好高一上来，也是班
主任，于是接触多了。几个班主任都非常投合，
而老秦年纪最大，为人温厚随和，做事认真严
谨，管理班级很有办法，所以，大家都愿意向他
讨教。后来我调离了学校，但在市教研活动中
我们还经常碰面，还一起研讨、命题、批卷。他
给我的印象还是勤勉随和，严谨敬业。老秦从
教34年，一半时间都在当湖高级中学。

2015年，老秦退休，闲居北京，彼此间的联
系少了。日前，手机响起，一看竟是老秦！老秦
说，趁着“当高”老师的出书热，也想凑个热闹，
出一本书，让我写一篇序。我虽感惶恐，但还是
非常感谢老秦的信任，于是欣然允之。打开老
秦发过来的书稿一看，内容真不少，文类兼及小
说、散文、诗歌和随笔等，其中过半作品都是退
休以来7年多时间内所创作的。看到他退而不
休，老有所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真是让我钦
佩有加。

读着老秦的书稿，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真
真切切的亲近感。

一则是因为我们曾在同一片文学的沃土里
耕耘过。2000年10月，在老组长潜问根老师的
倡导下，我校语文组创办了自己的教师文学刊
物《垄上行》。教学之余，老师们为诗为文，自娱
自乐，开开心心“垄上行”。这在当时的全国中
学界好像很少见，一时引来了许多关注的目
光。刘国正、肖复兴、于漪、顾之川、郭永福等众
多语文教育专家及文学名人欣然为《垄上行》题
词，这更激发了老师们的创作热情。这期间，老
秦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与者，每期
必有他的大作，而且质量很高。他的作品逐渐
见诸《嘉兴日报》《嘉兴教育》《中国教师文学》等
报章杂志，多篇作品收录于国内几家出版社出
版的文集。2003年我因工作需要调离了学校，
但《垄上行》一直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几年下
来，每位教师都积累了不少作品，2005年，学
校从已刊出的 9期《垄上行》中精选了部分作
品，每人编成一个小专题，结集正式出版了《垄

上行——同行共赏一路歌》一书。2014年，又
出版了续集《当湖听潮》。之后，随着积累的日
渐丰厚，教师个人的作品集便应运而生了。先
后有潜问根老师的《长不大的圆圈》，许明观老
师的《一苇杭之》，翁文松老师的《白莲飘幽香》，
陈年兴老师的《难忘的岁月》，沈国强、俞蓓蓓老
师的《盐河棹桨》等，现在又有老秦的这本《风轻
云淡》。有人曾以“白马湖现象”作比，那是万不
敢当的，我们只不过是草根写作。但教师的文
学创作确成一时之盛且经久不衰，既激发了学
生的写作热情，同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这是实实在在的。

二则是因为老秦的文字中有我熟悉的水的
音韵在流淌。从大的地域来说，我们同属江南
人。所以，水是老秦文章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
也增添了文字的灵动，这让我这个水乡人读来
倍感亲切。如果要说有所不同，那就是平湖属
于河湖密布的水网地带，多的是温婉流转的“小
桥流水人家”；而老秦出生的鄂州和曾经工作的
岳阳面对的是长江和洞庭这样浩瀚的大江大
湖，有的是“月涌大江流”“波撼岳阳城”这样的
雄阔气象，而且两地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
所以他的文字更显大气概，更有文化味，特别是
写家乡的那组文章，极有地域特色和文化韵
味。而从出身来说，我们同属农家子弟，也一样
经历过连吃饱饭都成为奢望的年代。不同的
是，比我大几岁的他家里兄弟姐妹更多，还做过
几年真正在泥土里跌打滚爬的农民，对生活的
艰难更加刻骨铭心，体味也就更为深刻。所以
他写父母兄妹、写母校故土、写劳动生活的那些
文字体察细微，感情丰沛，直击人心。

旅行随笔和游记在老秦的文集中占了很大
篇幅，也是极具特色的一组文章。和一般见闻
式的游记不同，老秦的游记特别丰厚，历史人文
和现实世界相交叠，自然景观和人生感悟相交
融，纵横捭阖，联想丰富，自有一种格调。比如
《魅力敦煌》“洞窟与人物”一节，既有冒着高温，
忍着干渴，在全无商业气息的莫高窟“愉悦地享
受着纯净的文化气息”的现场感，又有对莫高窟
开凿历史，洞窟建筑、彩塑、绘画三位一体综合
艺术的娓娓叙说，还有对洞窟发现者王圆箓、壁
画临摹者张大千和当今守护者樊锦诗的联想式
补叙和精当评说，再加入个人对莫高窟曾经遭
遇的悲剧及当今毁坏文物的事情还屡有发生的
感悟和慨叹，整篇游记内容丰满，视野开阔，收
放自如，极具立体感。

大凡语文老师，都曾怀揣过文学的梦想，但
亲身实践、试水写作的实在不多，而能一以贯
之、终身写作的更是少之又少。而老秦就是这
少之又少的终身实践者。和老秦的为人和治学
相一致，他对文学创作始终怀有一份虔诚和敬

意，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他对写
作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写作不是自娱，而是
自省；不是炫耀文字，而是践行责任。”他也的的
确确一丝不苟地坚守着自己的这一写作原则。

作为一位语文教师，老秦平时亲自“下水”
和学生同题写作，每年高考之后，他还和本校其
他老师一起写高考下水作文。“仰望固然能带来
美的遐想，但也可能产生错觉；近观虽然可能少
些美感，但更易接近事物的本真：所以无论是看
人还是论事，我们都要校准角度，拉近距离，并
多取客观公正的平视。”（下水作文《〈星星〉的启
示》）像这样的理性思考正是学生所缺少的，而他
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感悟启迪学生，用自
己的写作来更好地履行教书育人的崇高使命。

老秦不是一位专业的写作者，却把写作完
全融进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并用写作来承载一
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愿有‘游刃有余’、‘运斤成
风’的本事和‘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
里’的磅礴力量，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和挑战，创造出绚丽精彩的人生，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生命的姿态》）像
这种关注当下社会生活、传递正能量的警策之
句在老秦的文章中俯拾皆是，让人获益良多。

所以，他的文章多了一种社会主人翁的精
神，多了一份忧患的意识。对现实世界的真切
观照、对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对师友亲朋的真
情抒发，都是老秦这本文集给我的阅读感受。
他的文字纯净而不夸饰，真实而不造作。特别
是退休后，他对生活仍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对世
界仍保持着探究的热望，对社会仍保持着敏锐
的触角，这是极为可贵的一种文人品质。

这本集子就是老秦数十年来和这个世界的
人、事、物的真诚对话，是社会世态的真切映
射。读着，读着，脑海里突然闪出稼轩的词句：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若我们
看到这个世界绿水长流、青山不老，那么，世界
同样会把灿烂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心田。

绿水长流，青山不老
平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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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牵马牵
拖拉、勉强。
上班时间要到了，还牛牵马牵勿肯动身。

木搭搭
形容臃肿迟缓。
衣裳穿得介多，看起来有点木搭搭。

吃得落
吃得下；担当得起。
①伊真吃得落，一顿要吃三顿饭。
②格桩生活叫伊去做，伊吃得落格。

看相
看中或想得到；外观。
①伊是一直勒看相隔壁小区里格房子，可惜呒没
钞票。
②有种东西看相蛮好，就是勿实用。

骂山门
骂街、谩骂。亦作“骂天倒地”。
伊是脾气恘来海外，只要勿称心就要骂山门。

前世
上辈子；表示坚决的态度。
格种地方吾前世阿勿去。

活络
灵活。亦作“活珑”。
做人要活络点，要多动脑筋，不好死板。

方言学堂方言学堂

内容简介:揭开宋词的璀璨光芒之
下，十二位豪放词人的风雨人生。北宋
文臣范仲淹，刚正耿直，几经沉浮，以慷
慨之气开豪放之风，顶流才子苏轼，超然
洒脱，历经坎坷，以乐观之姿写尽千古风
流；大将军辛弃疾，豪迈不羁，“醉里挑灯
看剑”，以肃杀剑气铸就不朽词意；一代
名将岳飞，精忠报国，奋勇杀敌，以滚烫
血泪吟诵千古悲歌……他们从宋词中款
款走来，演绎着沙场秋点兵的豪迈，国破
山河在的忧虑，栏杆拍遍的愁思……或
澎湃，或悲戚，或释然。

他们命运的轨迹与历史紧紧相连，他们人生的抉择都与宋
词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用凝结了一生的思想精髓铸就了中国
文学史上的璀璨新高峰。他们从未离去，因为文化的薪火相传，
我们总是会在文字里相逢。

《踏月万里》
夏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博览群书博览群书

内容简介:法英交流协会
2003年度伊尼德·麦克劳德文
学奖《新政治家》年度图书。这
是拿破仑第一任妻子、法兰西
第一帝国第一任皇后约瑟芬的
传记。一直以来，约瑟芬都被
拿破仑一世的光环遮盖，但在
当时，拿破仑却为她着迷甚至
发狂，她与拿破仑相互成就，她
的个人名声甚至要好过伟大的
皇帝，她用智慧和魅力在湍流
奔涌的年代里开拓了属于自己
的道路。安德莉亚·斯图亚特
再现了约瑟芬人生的各个阶段，如马提尼克岛童年赋予她的特
殊气质，第一段婚姻对她的改变，丰富的社交生活与卓越的社交
才华，大革命时代她的情感、地位的变迁，以及她与皇帝的爱情
和她在帝国中扮演的诸多重要角色，展现了法国殖民地的社会
风貌、巴黎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动荡与个人
沉浮。这不单是一部皇后传记，更是一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
国乃至欧洲的社会史。

《马提尼克玫瑰》
[英]安德莉亚·斯图亚特 著

余南橘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江南，一个长期以来繁华
富庶、文风昌盛的地区，士大夫，封建王
朝里一个尽享荣华、地位超然的社会群
体，在晚明政事纷纭、世风日下的时代大
势下，都难逃倾颓的命运。

本书聚焦于晚明时期六个围绕江南
士大夫发生的故事。他们或因朝堂争
端，或因乡间龃龉，而泥潭深陷。轻则地
位不再，财势散尽；重则被逼上绝路，家
破人亡。被裹挟其中的，除却名臣豪绅、
莘莘士子，还有平民、胥吏、奴仆等社会
阶层，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历史片段中
挣扎沉浮。在历史的主流叙事中，这些

普通个体的声音极其微弱，但作者深挖时人档案文书，以生动、
细腻的笔触力求还原真实的人物故事，带领我们于历史细微处，
感知大时代之下每个人的生死抉择。

《江南困局》
唐元鹏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十一月，市图书馆推出时光印记——历史类图书专架，精选了
一系列古今中外历史典籍，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知识盛宴。

在这里，每一本书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承载着过往的辉
煌与沧桑，引领读者在字里行间漫步历史长河，探寻文明的足
迹，感悟时代的变迁。

在历史中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