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人堂

A152025年3月26日 星期三 责编/郑娅敏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

扫描二维码
可欣赏全文

不喜圣贤书的贾宝玉主动要求去
家塾读书了，这可是一件大事。上学第
一天早上，他忙不迭地与众人辞别。在
辞别对象中，小说对其他人都一笔带
过，而重点记述了三个人，三人三景，情
态迥异。

其一，袭人的“闷”和“劝”
这天清晨，他的贴身丫鬟袭人一早

就已经包好“书笔文物”，把宝玉上学
的准备工作做得“停停妥妥”后，便独
自“坐在床沿上发闷”。这“闷”中有淡
淡的“喜”：喜宝玉终于肯“归正”读书；
这“闷”中更有深深的“忧”：忧其学业
压力、身体安危，也忧别后的那些落寞
时光。

宝玉察觉异样，便关切询问“难道
怪我上学去丢的你们冷清了不成”，她
则笑着回答“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
潦倒一辈子”，并抓住时机进行规劝：

“只是念书的时节想着书，不念的时节
想着家些。别和他们一处玩闹，碰见老
爷不是顽的。虽说是奋志要强，那工课
宁可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则身子
也要保重。”

袭人的规劝，核心是两条：在学习
上，你得用心，你得认真，不要贪多；在生
活上，你得保重，你得自律，不要和其他
人玩闹。随后，她更将大毛衣物、手炉脚
炉一一打点，连炭火添换亦再三交代，以
至于脂砚斋也忍不住感慨“长亭之嘱，不
过如此”。

其二，贾政的“怒”和“训”
在拜别祖母与母亲后，宝玉又兴冲

冲地去向父亲“请安”。正与清客相公们
相谈甚欢的贾政，一听儿子要去上学，竟
当即沉下了脸，“冷笑”着说：“你如果再
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
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

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
一直希望儿子好好学习、

光宗耀祖的他，在儿子主动
“弃邪归正”时，非但不给勉励

和表扬，反而冷嘲热讽：一句“连我也羞
死了”，直接判定儿子朽木难雕、不可救
药；两个“脏”词，更是将儿子划归为浊臭
之蠢物，给他以严重的心灵摧残。如若
不是清客相公们给及时解围和李贵那

“呦呦鹿鸣，荷叶浮萍”的阴差阳错，真不
知道最后会怎么收场！

其三，黛玉的“谑”和“喜”
三个辞别场景中，作者着笔最少但

意趣最浓的，是与黛玉的告别。整个场
面不到150字，期间黛玉只说了短短两
句话：

第一句：“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
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

当时黛玉正在对镜理妆，忽听宝玉
说去“上学”，就笑侃他定是要“蟾宫折
桂”了，戏谑中满是娇媚和俏皮。宝玉没
有正面应答，而是给了这位“好妹妹”一
个特别的叮嘱：务必等他放学后共“吃晚
饭”、同制“胭脂”。

第二句：“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
姐呢？”

在宝玉“劳叨了半日”就要离开时，
黛玉又问了他这个问题。如果说第一
句是在调侃中透着娇俏，那么这一问则
是在“探询”中暗藏着窃喜和得意。而
宝玉的回应则是“笑而不答”。没有回
答，便是最好的回答，两个心照不宣的
人，此刻唱响了一曲无声的“懂你”。在
蒙本的这个场景后面，脂砚斋这样侧
批：“黛玉之问，宝玉之笑，何等神工鬼
斧之笔。”

曹公笔下，辞别非止仪式，更是人物
关系的微缩镜。贾宝玉上学前的这三次
辞别，跃然纸上的，是袭人以“理”规劝之
细腻，贾政以“礼”责难之严苛，黛玉以

“情”牵念之灵慧，和宝玉的悲悯、叛逆与
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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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喜欢
司马懿？

司马懿在《三国演义》中存在感不强，他
既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刘备的以德
服人，更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甚至在“空
城计”中被诸葛亮玩得团团转。

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司马
懿。在司马懿身上，反映了很多人的人生，也
投射了他们的理想。

首先，司马懿代表健康。
司马懿出生于公元179年，逝世于251

年，享年72岁，熬死了曹操、曹丕、曹叡三代。
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相对于三国同

时期的人，司马懿便是长寿的代名词。
在电视剧《军师同盟》里面，司马懿更是

习得了华佗真传“五禽戏”，并依靠该技能一
直保持着健康。

近年来，人们健康意识显著提升，最常见
的祝福已经不是什么“恭喜发财”了，替代
的却是一句简单的“身体健康”，故而健康
的司马懿成为很多人的目标。

其次，司马懿代表隐忍。
周瑜遇见孙策，诸葛亮遇见刘备，都是一

段佳话。
然而，司马懿遇见曹操，竟然在领导面前

装病、装疯、装瘫痪。
公元201年，司马懿才22岁，曹操想要

征召他进入朝廷为官，他认为汉室衰微且局
势复杂，故而以“风痹症（痛风病）”为理由拒
绝了曹操。

多疑的曹操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就派人
在夜间突击检查，结果发现司马懿一动不动
地躺在床上，演技爆表，就像当年曹操装病瞒
过他叔叔一样。

之后，曹操认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就
对他多有防范，因此在曹魏三代君主期间，司
马懿一直都在隐忍。

在现实生活中，平凡的我们没有主角光
环，也没有家财万贯，但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
己的光芒和梦想，并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原
则和信念，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故而隐忍的司马懿成了很多人的偶像。

最后，司马懿代表逆袭。
公元249年，70岁的司马懿又用“装病”麻

痹了对手，并在曹爽等人离开洛阳前往高平陵
扫墓的时候，趁机发动兵变，从而夺取了政权。

一场高平陵事件，让司马懿及其家族成
为三国时代最大的赢家，引来无数人眼红。
虽然司马家族在三国时期也算有名望，司马
懿并不算草根，但在高平陵事件之前，他确实
是一只职场被打压、生活不如意、体弱还多病
的菜鸡。

司马懿70岁高龄发动高平陵之变，印证
了《终身成长》里的话：“人生没有太晚的开
始。”在当代年轻人被35岁焦
虑困扰时，司马懿用行动证明：
真正的高手都在做时间的朋
友。他的逆袭不是爽文套路，
而是数十年积累的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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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第一天上学前的

三次辞别三次辞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