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熙凤和王夫人都是 《红楼
梦》里的重要人物，她们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心狠手辣，
但是，读者往往只看到王熙凤的
狠毒，没有看到王夫人的伪善。
这就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这是
一种反讽，大恶之人往往有着大
善的面孔，就像当今的许多贪
官，在公开场合大众面前是一副
廉洁奉公的面孔，背地里骨子里
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王熙凤对上阿谀奉承，对下
苛刻严厉，偏偏又是一个能力极
强的人，正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时所说的：模样又极标致，言谈
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一
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倒是上下无
一人不称颂的。王熙凤的狠主要
表现在管理方面，她在协理宁国
府操办秦可卿丧事时所表现出来
的精明强干和大刀阔斧精神，是
一般男人也做不到的。短短几天
时间，她就把原本懒散混乱的宁
国府整治得井井有条，正如宁国
府中的都总管来升所说的：那是
一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
时恼了，不认人的。而荣国府里
的下人们对她又多是不满，正如
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是所说的：
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
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
是一把刀，合家大小除了老太
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她的。

其实，宁荣二府里面最狠毒
的人不是王熙凤，而是都称她是
大善人的王夫人。王熙凤的狠毒
是本真的，是摆在门面上的，也
是大家公认的，她联手贾蓉贾蔷
毒设相思局直接害死了贾瑞，她
又用花言巧语将尤二姐骗入大观
园，恩威并施间接害死了尤二
姐。而王夫人整天烧香拜佛，阿
弥陀佛，除了在贾母面前请请
安，尽尽孝，似乎没有什么大作为，好像什么事都不怎么
关心的样子，一副菩萨心肠大善人的面孔。其实，王夫人
的善是假的是伪装的，如果说王熙凤指使家人旺儿想害死
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而不成，她手里只有贾瑞和尤二姐这
一条半人命，那么王夫人直接害死了金钏、晴雯和司棋，
手里是有三条人命的，是王熙凤的一倍。

金钏和晴雯原来都是贾母身边的人，后来分别“下
放”给王夫人和宝玉了。贾母是看好晴雯的，说她模样爽
利言谈针线多不及她，准备以后放在宝玉身边给宝玉做姨
娘的。司棋与鸳鸯是从小儿耳鬓厮磨一起玩大的，又是管
家王善保的外孙女，而鸳鸯又是贾母的心腹，可见她们三
个都是有些背景的人。但是，王夫人还是找了一个借口，
先斩后奏，把她们三个一个个都给处理掉了。王夫人这样
做也是借此向贾母叫板，越是贾母看好的人她越是不要。
贾母毕竟高高在上，不可能管得那么细那么具体，县官不
如现管嘛！

金钏是王夫人身边的大丫鬟，正在服侍王夫人睡午
觉，闲极无聊的宝玉见王夫人睡了就去惹她，要讨她到自
己屋里，结果被醒来的王夫人发现了，或者说王夫人根本
就没有睡着，她是在假寐。醒来的王夫人打了金钏一大嘴
巴子，并叫来她母亲白老媳妇领了去，被撵出去了。金钏
当然不服气，本来应该是宝玉的错，王夫人却把污水泼到
她头上，她有嘴无处申辩，有理无处诉说，只有以死来抗
争，结果回去以后就投井而死了。这种为泄私愤或达到个
人某种目的，不问青红皂白地处置下人，分明就是蛇蝎心
肠，哪有一点善心可言！

晴雯死得更冤，就是因为她生的太好了，长得太漂
亮太好看了，王夫人说她像个病西施，怕她带坏了宝
玉，就把她撵出去了。晴雯本来正在生病，撵出去后又
没有父母疼爱，宝玉虽然偷偷地去看她，但也救不了
她，结果是含冤忧郁而死。司棋是迎春的丫鬟，因从小
儿和姑表兄潘又安在一处玩笑，长大以后一个有情一个
有意，于是在大观园里私下幽会，由于被鸳鸯冲撞弄丢
了五彩绣春囊，被傻大姐捡到交给了邢夫人，引发抄检
大观园的危机。事情败露后，司棋被王夫人撵出去了，
结果是撞墙而亡。

其实，王夫人并不是读者表面上看到的无所作为，
她是真正的实力派和实权派，是贾府里一个说一不二的
人物。别看王熙凤在荣国府里掌握着财政大权，管理着
内部事务，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要啥有啥，想治谁
就治谁，但是，如果没有王夫人给她撑腰，凡事没有王
夫人点头，她啥事也干不成。贾母虽然喜欢王熙凤，但
贾母只管大政方针，不管具体事务，实际权力都掌握在
王夫人手里。

王夫人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她又不是长
房，长房媳妇是邢夫人，一般大家庭都是长房媳妇当家
的。因为邢夫人不是原配，她只是贾赦的填房，一生又没
有生养，不能母以子贵，而且，她的娘家也比较清寒，这
从邢大舅邢岫烟身上就能看出来。不像王夫人，家族显
赫，哥哥王子腾不仅与贾政同朝为官，甚至级别还在贾政
之上，而且，王夫人还生了贾珠贾元春贾宝玉，有二男一
女垫底。贾珠虽然早逝，毕竟还有一个聪明争气的孙子贾兰。
而元春贵为皇妃，宝玉又生得极像祖父，深得贾母的喜爱，因
此，王夫人最有
实力又最有资格
掌握荣国府的大
权。而王熙凤又
是王夫人的亲侄
女，邢夫人又是
王熙凤的婆婆，
王熙凤只要把
贾母“花”好了，
她没有理由不
在荣国府里飞
扬跋扈，甚至
把丈夫贾琏也
不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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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
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
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
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
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
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
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
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
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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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晴朗这么多天，起早看日出，海
上日出。少年时候读过巴金文章《海上日
出》，与后来看见的老版本略有不同：

天空变成了浅蓝色，很浅很浅的。转眼
间，天边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儿扩大了它的
范围，加大了它的光亮。我知道太阳要从那
天际升起来了，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里就出现了
太阳的一小半，红是红得很，却没有光
亮。这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
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走来，到了最后，
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那颜
色真红得爱人。一刹那间，这深红的东
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光亮，射得人眼睛
发痛，同时附近的云也着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入云里，它的光线却仍从
云里透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
人要分辨出何处是水，何处是天，很不容
易，因为只能够看见光亮的一片。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
出来时，人却不能够看见它。然而太阳在黑
云里放射出光芒，透过黑云的周围，替黑云
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到后来才慢慢儿透
出重围，而出现于天空，甚至把黑云也变成
了紫色或红色。这时候，光亮的不仅是太
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海行杂记·海上的日出》（开明
书店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初版）

快三十年，我才见到海上的日出。快
一百年了，年轻的文章依旧年轻。

一九二七年初巴金去法国途中，船上
无事，写了一些见闻权当家书，寄给兄长，
是为《海行杂记》。巴金一路走一路看一
路写，那个时代的风景依然纠结进对国与
家的期盼。

巴金的散文一辈子朴实无华，令人心
静。他的文笔清新自然，读来颇清爽，清
风徐来，淡写流年，缓缓笔触流淌了一生
时光，浸满文字中的深情，胜过激昂胜过
曲折胜过艰涩。巴金小说更是暗夜之光，
照过太多人青涩的岁月。年轻时候读
《家》《春》《秋》，读《寒夜》，难忘凄冷的寒
夜的氛围。寒夜来临，在黑暗中穿梭，不
知在何方，不知向何处。人人都有自己的
寒夜，只是有些人在夜里死去，有些人却
迎来黎明之光。

今日要去石屿，众人候着，伺风而
动。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孟子世居陆地，不通海事，海上航行，
怕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航船
入海，天时第一，天意谁也不敢违抗。

海边有祭海风俗，多在正月十三日，据
说这一天是海的生日。人备好猪头、鸡、鲤
鱼、馒头等祭品，焚化香纸，燃放鞭炮烟花，
朝大海行叩拜礼。用鲤鱼来祭祀海龙王，
是取鲤鱼跳龙门的寓意。渔民会把头年捕
到的最上等的渔获作为祭品，在祭海时摆
作贡品，祈求来年渔季捕获更好的海产。

出于敬畏，渔民每每出海之前，先在船
上祭祀神祇，烧化疏牒，俗称“行文书”。将
酒肉抛入大海，称“酬游魂”，以求平安无
事。有些地方，出海时，还放一副棺材在船
上，寓意入土为安，避开海上滔滔巨浪。

在大船眺望良久，四面海水茫茫，哪见石
屿踪影。换小舟进发，水声轰隆作闷雷声，不
知行经几里，岛屿在望，现出一道淡淡的墨
痕。海鸥纷飞，点点洁白舞动如散花玉屑。

进入礁盘，涌波小了些许。水尤清
澈，恨不得就船舷一饮而尽，又想纵身跃
入化作锦鳞游弋而去。水底皆礁石，不见
间隙，如完整一块，有纹路有颜色，若蟒纹
若鱼鳞，也像兽皮像羽翼。小鱼细密似麦
芒，不计其数，如箭如电，出没水石间，看
得人恍惚，若处世外。

上得石屿，不过茅屋庭院大小。闲坐岸
边，各色各形礁石，瘦、肥、透、奇、干，
参差有致。石缝别无他物，杂生无数碱蓬，
皆肥硕肉滋，令人称奇。碱蓬耐盐耐湿耐
贫瘠耐寒薄耐寂寞，它是我的知己。光
照如火炉，海风冷清吹过，冷热交替，
不独石屿如此，人生亦如是。

石 屿

世情信笔扬尘

我乃痴怪之人，码字须码出个画面感，
蓝咸肥满，刀劈腌渍，都不怯，怯的是浮于
表面的虚蹈。

痴怪之人必遇上痴怪之人。因为懂
得，所以慈悲。我欢喜为痴怪立传，欢喜以
重彩铺陈。多年田野调查，在那些渺小的
渔村、寂寥的孤岛，他们的特立独行打动了
我，不得不写下什么以平心中的浪涌。

莱州土山镇提家村，那段时间，我总
会遇到一个醉醺醺的渔把式。他说，如果
当年拜在酒师傅门下，可能就不出海了，
反正赚多赚少都不愁没酒喝。渔把式离开
酒不能活，我甚至怀疑，他是为了找回船
行海上的摇晃感而喝的。这么多年，他已
经不习惯在陆地行走，只有摇晃的海路才
能让他找回从容。

斋堂岛的渡船上，老船工跟我吹嘘，
他的爷爷是把好手，可以驾着船在海上漂
七天七夜，有一次，大风把爷爷送到了很
远的地方，爷爷看到了真正的鲸，兴奋不
已，甚至想融入那群精灵，爷爷觉得自己
能听懂它们的语言，能够和它们交流。

在沐官岛，2015 年为配合水库的建

设，65户岛民即将搬迁至泊里镇，李姓渔
婆年已花甲，自20岁嫁到岛上，她将青
春镶嵌在天海之间，用潮汐染白了乌发。
她告诉我，这一下子搬走了，心里真是舍
不得。不过，她说，十多年前，岛上有小
学，后来都到尧头村上小学，村里每天派
条小船接送学生，不方便，搬走了也好。

在琅琊镇胡家山，上了年纪的老渔夫
会谈及一位几百年前遇到海难的先人，他
在民间传说中成为本地的海神。老渔夫作
为他的后人，每当船行海上时，总感到他
在水底望着自己的船，他的目光穿越了层
层的鱼群，阳光照透水底，不时有鱼影在
他脸上闪过。老渔夫心头一阵微温，觉得
自己是安全的。

大管岛，横岭侧峰，柴胡、天门冬、
牛藤、益母草等药材植物随处可见，最是
47棵古老耐冬，最老的那株已650多岁，
巨幅树冠几丈，透过枝叶的罅隙，白日照
进的是阳光，黑夜跌落的是月光。传说当
年仙道张三丰将耐冬移植崂山下清宫，后
来成就了蒲松龄笔下的“绛雪”。青岛土
著老王已在岛上“浪”了十数年，众友慕

其名寻来，老王应接不暇，索性在岛上承
包了三排民房，搞起渔家宴。老王似乎已
经把相关史料吃透了，导游一样侃侃而
谈：很久以前，这岛子曾是即墨城乡绅黄
氏的地界，到了清雍正三年 （1725），被
鳌山卫镇廉家庄廉氏买下，在岛上建窑烧
炭，逐渐定居下来。

大沽河平度和即墨段，曾有人钓上了
40斤的白花鲢鱼，足有一米多长。做了一
顿全鱼宴，招呼了十八个人都没吃完。过
程是这样的：两名钓客等了大半天，一直
没有鱼咬钩，他们有点沮丧。突然鱼竿发
生了剧烈晃动，是大鱼！他们兴奋又紧
张，死死握住鱼竿，生怕即将到手的大鱼
逃走。顶着烈日，两名钓客合力和大鱼

“智斗”了约40分钟，方才大功告成。这
么大的白花鲢鱼还是头一回见啊。两名钓
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众哥们。当晚，这
鱼被带到了一家苍蝇馆子，请来灶上厨王
做全鱼宴，从水煮鱼片、酸辣鱼汤到泡椒
鱼头、红烧鱼杂、白灼鱼唇，总共八道，
醍醐灌顶，无比欢快。

我受邀加入其中，又尽情地痴怪了一回。

痴怪之人
阿 占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苏轼不仅是北宋的文坛巨擘，在诗、
文、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造诣极深，同
时还是实干笃行、泽被一方的政府官员，其
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做了许多有益于
人民的事，譬如在兴治水利和抗洪救灾方
面，他更是身先士卒，无私奉献。2019年，
水利部公布了12位历史治水名人，苏轼名
列其中。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苏轼深刻认识
到治水的重要性，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
法》一文中指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
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
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深刻揭示了洪
灾水患和人类生产活动，特别是盲目围垦
河滩地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苏轼认为治
水的关键是要在“水理”和“人情”之间取得
一种和谐，顺应和利用河流的自然之理，保
护河流的自然生态空间。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奉诏任
徐州知府。刚到不久，徐州地区连续大暴
雨，加上黄河在距徐州城北50华里处的澶
州曹村决堤，滔滔洪水如脱缰野马直逼徐
州城下。当时一些富商大贾眼见城将不
保，纷纷逃离，人心惶惶。在此危急关头，
苏轼第一个举措是稳定民心，他立下誓言
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便派人把他
们拦阻回来。紧接着，苏轼积极组织民众
用柴草、土石堵塞城墙隙穴，开通北部的清
冷口，疏浚下游河道，将洪水引入黄河故
道，从根本上解除威胁。

此外，他还积极寻求首都卫戍部队（禁

军）的支援。按宋代制度，首都卫戍部队归
朝廷直管，知州不得轻易调动。但为了治
理水患，苏轼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穿
着草鞋，拄着木棍，亲自到武卫营禁军驻
地，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
宜为我尽力。”卒长被苏轼誓死抗洪的精神
感动，当即就紧急调动士兵拿着簸箕铁锹
出营，从城外东南方的戏马台开始，修筑防
洪大堤至徐州城，作为防洪的外围屏障。
与此同时，苏轼还一边积极组织救援人员，
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发干粮和水，救助-
灾民；另一边则严令官吏、军民分段防守，
责任到人，职责明确，并互相照应。这期
间，苏轼白天在抗洪一线指挥调度，晚上就
睡在城墙上的临时帐篷里，几过家门而不
入。严防死守历时70余天，洪水退去，终
于保住了城池。

苏轼曾两次任职杭州。元祐四年
（1089），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
州担任地方官时，他发现原来风景如画的
西湖因长期未治理而淤塞过半，湖泊干涸，
长满野草，非常影响农业生产。春则大雨
成灾，夏则大旱成患，水旱灾害又引发疫病
流行，群众苦不堪言。面对日益严峻的生
态环境，苏轼下决心要治理西湖。他在经
过一番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立即上书朝
廷恳请拨款。但是，朝廷所拨款项却少得
可怜。这并没有难倒苏轼，他发挥自己笔
墨功夫好的优势，写字作画义卖筹款，同时
提出以工代赈，动员大家参与疏浚西湖工
程。在他的精心调配下，不仅成功治理好
了西湖，还修复了唐代以来就在杭州城开
掘的六口古井，彻底解除了当地饮水安全
上亮起的红灯。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湖的清淤过程中
出现了一道难题：挖出来的淤泥应该如何
处理？经实地查看，苏轼本着“以水治水”
的原则，决定取用杭州赤山含铁量高的土，
拌上这些葑草、淤泥等物，在湖中堆筑起一
座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
公里，堤宽平均36米的长堤。并在堤上栽
植芙蓉、杨柳等观赏性植物，修建亭阁，使
其成为集实用与美观为一体的水利景观。
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
将其称为“苏堤”。

治理完了西湖，苏轼并没有躺在荣誉
簿上睡大觉，而是把眼光盯在了如何防患
未然上。为防止西湖周边水草再生，苏轼
将湖面派给百姓种菱角。为保障菱角丰
收，租户必会及时清除葑草，这样，西湖
也就不会再度淤塞了。同时，他还专门组
织成立“开湖司”，专职负责西湖的疏浚
和整治，对破坏西湖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
监督。在湖的中心地带划了一个三角区
域，在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建了三座小石塔
为标志，相望为界，约束租户不得再擅自
侵占扩大水面种植葑草与莲藕。如有侵
犯，报告者赏钱五贯，由侵犯者支付。这
三塔便演变成今日著名的西湖景观“三潭
印月”。“我凿西湖还归观，一眼已尽西南
碧。”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修复六井、
疏浚河道、治理西湖，造福了百姓，深得
当地群众的爱戴。

苏轼的治水功绩，为世人留下了许多
佳话。今天，当我们漫步“苏堤”“三潭印
月”时，切莫忘了他在治水方面所表现出
的高超智慧，以及为后世所做出的巨大水
利贡献。

苏东坡治水
刘昌宇

世情史海泛舟

壮美山河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