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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宝玉在姨妈家吃鹅掌鸭信时，醉了！
曹雪芹的一支生花妙笔，把富贵之家

公子的醉态刻划得跃然纸上，又入木三
分。姚铉说：“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
前后左右。”曹雪芹写宝玉醉酒，同时也写
了醉前醉后及宝玉左右的大小人物。这些
人物被曹雪芹描绘得活灵活现，贴切、形
象，各人显现出各人的性格，内蕴丰富，耐
人寻味。

醉前，主要人物自然是黛玉和宝钗。
在吃冷酒还是吃热酒的问题上，宝玉说
自己只爱吃冷酒。宝钗笑道：“宝兄弟，亏
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
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
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它，岂
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宝玉听这话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暖
来方饮。宝钗姓薛，“薛”与“雪”谐音，雪
总是和冷联系在一起的。宝钗一生似乎
都离不开这“热冷”二字，从小得了一种
怪病，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只有吃了“冷香丸”才能收到一点暂时的
疗效。从她配制的“冷香丸”，就知宝钗对

“热”与“冷”的研究已经出神入化了，加
之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见多识
广，把宝玉说得口服心服。因此宝玉放下
冷酒，命人暖来方饮。

黛玉磕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可巧
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
黛玉因含笑问她：“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
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
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
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她的话。
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
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黛玉这番话，
不仅奚落了宝玉，也讽刺了宝钗，不仅一
箭双雕，同时也显示出自己说话尖酸刻薄
的性格。正如李嬷嬷说的那样：“真真这林
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

在宝玉醉前，曹雪芹重点写了宝钗和
黛玉；宝玉醉后，曹雪芹突出写的是晴雯
和袭人。

宝玉一到自己的卧室，只见笔墨在案，
晴雯先接出来，笑说道：“好，好，要我研了
那些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丢下笔
就走了，哄的我们等了一日。快来与我写完
这些墨才罢！”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
因笑道：“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里呢？”晴雯
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府里去，
嘱咐贴在这门斗上，这会子又这么问。我生
怕别人贴坏了，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这
会子还冻的手僵冷的呢。”宝玉听了，笑道：

“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这就是
曹雪芹笔下的晴雯，她聪明伶俐、我行我
素、锋芒毕露的个性似黛玉又不同于黛玉，
她不因宝玉醉了而有丝毫让步。可怜，醉了
的宝玉还得替晴雯渥手。

袭人又是怎样的呢？袭人在里间炕上
和衣而睡。原来袭人实未睡着，不过故意
装睡，引宝玉来怄她玩耍。先闻得说字问
包子等事，也还可不必起来，后来摔了茶
杯，动了气，遂连忙起来解释劝阻。早有贾
母遣人来问是怎么了。袭人忙道：“我才倒
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杯子。”一面
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撵她也好，我们
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势连我们一齐撵
了，我们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服侍
你。”宝玉听了这话，方无了言语，被袭人
等扶至炕上，脱换了衣服。不知宝玉口内
还说些什么，只觉口齿缠绵，眼眉愈加饧
涩，忙服侍他睡下。袭人伸手从他项上摘
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
褥下，次日带时便冰不着脖子。这就是让
宝钗感到“有些识见”、“其言语志量深可
敬爱”的袭人。她与宝钗越是默契，就越与
晴雯格格不入。袭人讨好贾母、谎话连篇、
全身都是狐媚味的作派与品情高洁的晴
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宝玉醉酒之后，
曹雪芹不仅写出宝玉对她们二人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她们二人泾渭分明的
性格特征。

在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曹雪芹描写
了贵族家宴上主奴大笑的场面，因那笑声
笑态切合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向来为广大
读者所神往，其艺术功力之高，在世界文
学史上登峰造极。在宝玉醉酒时，曹雪芹
写出了醉前醉后及宝玉左右的人物个性，
同样令人击节赞赏、叹为观止。

近日，由四川民族学院吴明刚教
授主持的国家民委教改项目古代汉
语实训研究成果之一《古代汉语实训
研究》一书出版问世。本书以培养能
力为指针，创新性地构建了古代汉语

“基础知识—技能训练一实践应用”
的教学格局。

《古代汉语实训研究》解决了传
统课程教学内容设置安排与社会迫

切需求相矛盾，教学内容多与课时不
足矛盾，以及教学重理论轻实践，重
学术轻应用的问题。实训中形成的

“三心四步法”，即“以学生发展、学生
学习、学习效果为中心”和“问题导入
—自主探索—引导比较—合作升华”
的教学环节，解决了传统教学重灌输
轻引导的问题。

《古代汉语实训研究》具有较深

的社会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古代汉语
专家吴继刚表示，该书教学性、实践
性强，在四川民族学院院推广使用，
学生学习效果提升显著。西南科技大
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张俊之认为，该书

“情景植入，自主探索，收获学习，归
纳升华”的教学法，为古汉语实践教
学找到了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该书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值

得推广和应用。
据了解，2020—2021年《古代汉语

实训研究》被确立为四川民族学院一
流本科课程。吴明刚教授指导的张小
娟、张永强同学于2018、2019年申报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汉字

‘溯古追今’实践教育”“小学国学经典
实践教学”成功，并按时结题。

记者 兰色拉姆

《古代汉语实训研究》出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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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东坝镇南三

公里处，有一奇秀山峰，

酷似凤凰，人称定觉山。

定觉山西有一山垭叫凤

凰嘴，凤凰嘴下有一通大

庙，便是上乘寺。上乘寺

始建于汉晋时代，原是蜀

汉硕儒谯周的祖业。

谯周字允南，公元

201年（汉献帝建安6年）

出生在巴西郡西充国县

（今南部县），他幼年丧父，

孤苦伶仃，只得随舅父生

活。虽然生活困苦，但他废

寝忘食，熟读典籍，往往读

到精彩之处还不住自言自

语。他精研经史，通晓天

文，尤善书札。公元223

年（蜀建兴二年），丞相诸

葛亮推举他为劝学从事，

后又擢升典学从事，负责

学校、考核、升免等事。在

蜀汉时还任中散大夫、光

禄大夫，位列九卿。谯周

生平著述颇多，主要有

《法训》8卷、《古史考》25

卷和《五经论》、《巴蜀异

物志》等。公元271年（晋

武帝泰始6年），谯周病

逝，终年70岁。

蜀 / 地 / 风 / 物

在格萨扎然的夜晚
这个夜晚，感觉在帐篷里吃

的苹果是再好吃不过的了。因
此，记住了在康定格萨扎然所吃
苹果的滋味。

在格萨扎然所吃晚餐为锅
盔、卤牦牛肉、麻辣萝卜干。许
是吃得太咸的缘故，到了晚
上，口干舌燥，加之又睡不着
觉，便想起今早收拾行囊时放
进登山包里的 2 个苹果——
只装了 2 个，怕徒步时背包越
背越重。从睡袋里艰难坐起
去 翻 苹 果 ，找 到 。问 光 岚 吃
不？她说不吃。我便拿出一个
苹果，用湿巾纸揩了，张口便
啃，稍后，开始细咀慢嚼。就
甭提在这时吃到的苹果是多
么香、多么脆、多么解渴了。
忽然感到，我像是专为享用
苹果之最好吃的滋味而来的
——苹果的滋味是要变的，
不是个定数，有时一般有时

好吃有时最好吃。什么时候
是最好吃的呢？是在这时，在
野外，在口干舌燥的当儿，在苹
果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一个苹果在津津有味中被
消灭掉了，人又倒下去睡。还是
睡不着，感到口渴，于是又惦记
开了另一个苹果，同时回味着刚
刚吃过的那个苹果的香。终于，
又不顾一切地坐起来，问光岚吃
苹果不？她回道，她不爱吃水果。
我再一次享受苹果在最好吃时
的滋味了。

在苹果变得最好吃时的时
候开吃，并再吃，这是多么巨大
的一种享受啊！凡事还要讲个机
缘，想必我是在格萨扎然找着与
苹果的机缘了。

由此及彼，感觉吃苹果一事
还蕴藏着户外运动的真谛：户外
运动追求的是一种苦中之乐，这
种苦中之乐也包括缺中之足，稀

中之贵等。一直觉得在野外吃什
么都好吃，现在似乎找到了其理
论依据。

在野外，有限的、应急性的
物质让我们珍爱珍惜，细嚼慢
咀，细细品味，这是对事物的重
新认识并深度记忆。今晚，在格
萨扎然，除了苹果，光岚、火、帐
篷、睡袋等也莫不让我心存感
激，因为今晚的确是太过寒冷，
冷得让人害怕过不了夜。帐篷
外，正飘着小雪。

一系列由此生发的思想在
汩汩流出……

也许，我们正是为认知和铭
记苦中之乐才去吃这份苦的。如
果没有这份苦，我们是难以认知
和铭记与之相关的人事物的。

就让我们在苹果变得最好
吃的时候才开始吃吧。也是为了
让苹果变得最好吃，我们风餐露
宿，万水千山走遍。

今年夏天，冒着如注大雨
造访上乘寺，听着当地土著的
解说，踏上长长的石阶，不由得
肃然起敬。上乘寺依山而建，规
模宏大，颇为壮观。沿山门拾级
而上，便进入第一重殿天王殿，
天王殿画栋雕梁，飞阁流丹，由
于陆续的修缮，尽显华丽富贵。
天王殿后有一块狭长空地，立
着两尊高大的香炉，在天王殿
的中轴线上，建有第二重殿大
雄宝殿。大雄宝殿为明代建筑，
青瓦红墙，斑驳陆离，飞檐斗
拱，造型独特，历经千年风雨，
仍旧庄重敦厚。大雄宝殿后为
法宏殿，法宏殿原为七间，现仅
存四间，为清雍正年间重建的
建筑。第四重殿为观音殿，但早
已荡然无存。在主殿两边，原有
前后相连的厢房，为钟楼、鼓楼
和僧人住房，原建筑早也毁坏，
现为后人新修建筑。

在大雄宝殿外，陈放着十余
块明清以来的石碑，记录着上乘
寺的有关史事。有一块明嘉靖年
间的残碑刻有“乃三国谯大人之
业耳”的字样。清乾隆年间一石
碑记载：“定觉山上乘寺，古名刹
也。历代相传，前朝谯大人之俗
产，义官周尚澄置买而建佛殿
焉。”从石碑上可以得知，上乘寺
本为谯周的家业，后为周尚澄买
得后扩建成寺庙。

由于上乘寺为谯周故里，
风光旖旎，历代有不少显贵文
人寻访凭吊。明嘉靖年间，曾任
四川按察司佥事的杨瞻多次路
过上乘寺，留下了十多首吟咏
诗作。1542年，他还拨专款在观
音殿侧空地增修了一座虚白
堂，并作《上乘古寺虚白堂序》
以纪念：“南部县东南六十里许
有上乘寺……余巡历过之，遇
晚留宿于此。因逐观殿侧雄伟
焉，廊则宏敞焉。佛殿后山麓，
仍余隙地，余发公帑为筑一堂。
堂成，僧续忍来请名，余题曰：

虚白堂。胡谓之虚？唯其无欲；
胡谓之白？唯其无色。虚焉，受
善；白焉，受采，载虚载白，以匡
不逮，慎克有终，斯谓之善事主
宰。”其中还有一块顶部雕有二
龙戏珠图案的残碑，“虚白堂
铭”四字清晰可辨，可惜虚白堂
早已成为尘埃。

陈年的法宏殿的隔墙早已
破损，从脱落的泥坯下可以看
到已经蛀得百孔千疮的竹篾。
轻轻一捏，那看似坚固的篾条
便轻易化为齑粉。前朝留下的
上乘寺终将以旧换新，然而，曾
经在这里秉烛夜读的谯周将永
远定格。

上乘寺东面有一个山湾叫
周家湾，当地人说这里原叫谯
家湾，有谯氏祖坟，不时还有谯
姓人家过来祭拜，这是怎么回
事呢？公元263年冬，魏将邓艾
攻克江油，直逼成都，为避战
乱，谯周家眷迁至西充，并将谯
家湾改为周家湾，以掩人耳目。

与此同时，后主刘禅早已
仓惶失措，群臣多劝南逃或投
吴，蜀汉政权摇摇欲坠。谯周知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他念及蜀中父老已饱经战乱，
民不聊生，于是力求统一，力主
后主降魏封王，这样既能够保
证后主不至于身败名裂，又能
使全蜀百姓不至于生灵涂炭。
后主刘禅采纳了谯周的建议降
魏，三国鼎立的格局从此瓦解。
谯周因有“全国之功”被魏国封
为阳城亭候，后又被授予骑都
尉、散骑常侍，但谯周身为蜀国
旧臣，均称病未就。七年之后，
谯周在矛盾抑郁之中病逝于洛
阳，誓死不穿魏王赐予的寿衣。
谯周曾居安汉，故宅在今南充
市顺庆区五里店谯贤铺，其长
子谯熙遵父嘱言，将灵柩运回
原籍安葬。1559 年（明嘉靖 38
年）迁墓于城西十里。后墓地被
损毁，1988年，南充市人民政府
拨款修复谯周墓，墓地移入工
人文化宫后院大花园中。

谯周死后，时局果然如他
所料，蜀入魏两年后，司马炎建
立西晋，公元280年，晋灭吴，至

此，中国长达84年的分裂割据
局面终于结束。对于谯周的降
魏主张，在以忠义为本的封建
时代，无疑是违背忠义之道的，
他在当世和后世都遭到许多非
议。在吟咏上乘寺的古诗篇中，
人们都自然的回避了这位曾经
的主人。1939 年，谢觉哉也作

“宋无秦桧谁下金牌，蜀有谯周
惯修降表。”一联痛斥汪精卫卖
国之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谯周与汪伪集团有质的不同，
谯周的举动，可以说是为中国
统一和民族团结立下了不可低
估的一大功劳。

谯周的功过，自有公论。但
他对学生陈寿的影响，不能不说
是功柄千秋。谯周学识渊博，在
他悉心教导下，陈寿熟读史著，
产生了研究历史的志趣。谯周勇
于批儒创新的精神，使陈寿能秉
笔直书，“有良史之才”。谯周身
体力行，悉心研究巴蜀史，又焕
发了陈寿研究史事，著书立说的
热忱。谯周因“体貌素朴，性推诚
不饰，无造次辨论之才，然潜识
内敏”而形成的语言质朴、力戒
浮华的文风，使陈寿的《三国志》

“善叙事”，“文质而洽”，以简洁
概括见长，无繁冗芜杂之弊。也
由于谯周多次告诫陈寿“卿必以
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
也，宜深慎之”的教诲，使得陈寿
在仕途蹉跌之中仍有不坠青云
之志，最终使得有不朽华章《三
国志》留芳后世。

陈寿在《三国志》中著有
《谯周传》一篇，传记中说谯周
幽默风趣，连诸葛亮都曾被其
逗乐。就这样一位亦庄亦谐的
南充古人，却在无奈之中左右
了三国割据的格局，改变了历
史的进程，他用一生的名节换
来了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也
用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引导
了一名伟大史学家的成长。谯
周，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话题。

风雨之中追忆故人，泣沥
不停的雨声或许是古人满怀酸
楚的诉说。放眼四望，眼底稻黍
满畴，青山如洗，正如那千秋功
过，又有谁能分得清谁苍谁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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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作坊 ◎毛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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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