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1

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余秋雨先生的《中国
文脉》，时隔近一年，很多内容都忘了，可他
下笔“胸有成竹”的气势却记忆犹新，句句皆
是撰史式的定论，相信让很多没有国学基础的
读者读了不得不作醍醐灌顶状。

可事实上 《中国文脉》 真的是中国文脉
吗？

我觉得为中国定“文脉”是一个极为浩瀚
的工程，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因为它
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对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
位，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和审美趣味。比
如历史上每一次整编文化的工作都是一帮人在
参与，一是工程浩荡，二是可以纠正个人的感
性因子。如唐朝以孔颍达为首的 《五经正义》
的编订工作，人数多达一个部门；清朝以纪晓
岚为首的《四库全书》的编订工作参与人数更
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参编人员呢？最起码要
对史文哲三脉文化做过精透的研究，才可能有
机会入内参与。当然，也有很多国学大师写
史，但他们写的大都属一“枝”之史，不是哲
学史，便是美学史，不是美学史，便是断代
史、书画史或文学理论史……皆不敢涉及“中
国文脉”这个博广无边的大问题。

在《中国文脉》一文中，作者想借巧力化
乾坤，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为文化立史，不是不
可以，但是这种代表个人声音的文化史，也要
求作者对文哲史有“以一贯之”的深厚内功，
学术研磨不但要深广，还得有打通各脉文化的
能力。可是看完 《中国文脉》，发现作者一直
在用他才子型的感性目光，企图穿透中国文化
这口深不见底、浩如烟海的文化海洋，而事实
上，他的学术视野没有走出文学的和感性的局
囿。

文化和文学一字之差，却是主杆和分杈的
大别。

比如文中在谈及道家文脉时，将庄子的贡
献定在老子之上，便是凭着感性认识想当然的
结果。我认为如果余秋雨先生真的站在整个文

化的大框架下，应该不会如此草率地将“老庄”改写成“庄老”。
老子和庄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以及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
审美方式的贡献和影响力，简直有点难分伯仲。可事实上还是
能分伯仲的，古人定的“老庄”顺序并非单单的时间序列，因为

《庄子》只是从方法论上延续并细化了《老子》一书中的思维方
式和认知方式。庄子以寓言为主的方法论，本来是为了更清楚
地阐明没法用语言直说的本体“道”，不想却无心插柳柳成荫，
他以事象为中转站的论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美学、中国文
艺，甚至语言哲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用大白话说就
是老子对中国美学、中国文艺起的是引领大方向的作用，就像
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领导人，而具体的执行人不是他，而是庄
子。庄子从言义关系论道时，借用事象这个中转站曲线论道，
恰恰给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留下了很多具有实战经验的方法
论。但是，系统地磨研了中国哲学史就会发现，在哲学领域庄
子的影响力却不及老子。也就是说，庄子和老子的贡献不属于
同一领域。但从老子来说，他们又在一个领域，因为无论是讲
美学、文论、诗学、书画、存在学……凡讲庄子，必得先说老子，
而讲老子时，却不一定就要说庄子，这就是老子和庄子的区别，
这就是“老庄”叫了几千年的理由和原因。可是余秋雨先生却
在《中国文脉》中将庄子定在老子之上，显然不是立足在文化
史，而是立足于中国文艺理论史。而事实上他在文中为老庄定
文化地位时，并没有说出这个原因。好像历代大师是他手中的
棋子，或面南称文王，或朝北称文臣，全在作者的“一念之
微”，没有原因，只有定论和结果。

如果说《中国文脉》是文学之脉，如果说作者是以文论家的
审定眼光在为古人定伯仲，那他在给曹丕曹植两兄弟定高低
时，又把曹植定在曹丕之上，这着实又很让人费解。因为研磨
过中国文论的人都知道，曹丕写了一篇对中国文论发展史影响
很大的《典论》，除此之外，曹丕还让“气”的概念进入了文学，并
从哲学元气里独立而出，与庄子之象一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论概念：气象。这是何等大功！

固然曹植的诗很好，很有才，可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构
不成改天换地的影响。换句不敬的话说，没有曹植，中国文学
史没有太大变化；可是没有曹丕，中国的文论史就得改写，中国
的文学史也得改写。《中国文脉》一文，不是站在整体文化框架
之上鸟瞰文化，不是站在文学史的框架下仰视文化，而是站在
中国诗学的一隅在“感觉”中国文化，貌似文脉，其实成了诗
脉。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性认识为诗人和小说家
排名列位，但是以“中国文脉”为题目虽然漂亮，可惜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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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览堂笔记

出差路过某城市，到达时将近傍
晚，有好几个小时等待转车。同行的同
事说，我在这里有个好哥们儿，让他请
我们吃晚饭。我问事先告诉人家没有，
否则很唐突。同事说，你放心，凭我和
他的关系，只怕他高兴还来不及。电话
讲了很长时间，同事的脸色越来越不
好看。最后他说，要不我请你，你再忙
总要吃晚饭的嘛。结束电话，同事骂了
一句粗话。

后来的旅途上一直是我在劝这位
同事：也许人家真的忙得走不开；也许
有更重要的聚会不便推辞；也许什么
事也没有，就是没有心情。毕竟，每个
人的私人空间都有自己做主的绝对自
由，任何冒昧的“闯入”和“占有”都不
能说是天经地义的。你的朋友有拒绝
的权利，并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何况
人家“忙”，无论真忙还是假忙，都已经
给了你台阶，很礼貌了。

为了让同事真正放下这次不愉
快，我又把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五
儿子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
故事做了另一种解读给他逗闷子：王
子猷某夜一觉醒来，看到大雪纷飞，一
片洁白，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
想起了画家、音乐家戴安道。当即起程
上船，连夜去拜访远在剡县的戴安道。

船冒着风雪行了一夜，到了戴安道家
门前，他却又让船掉头返回。问他这是
干吗呢，他说：我是乘着兴致来的，兴
致没了自然返回，为什么一定要见人
呢？

魏晋人物往往神神道道的。笔记
小说《世说新语》里记录的这个故事，
人们耳熟能详，表现的自然是王子猷
率性任情的名士风度。但我以为，似乎
也不能排除不想让朋友笑他轻狂的考
虑，再说折腾了这一夜也该消停了。

同事听了，扑哧一笑。
我讲这个故事的真正意思是想

说，对真正的好朋友来说，见不见面并
不重要。好朋友并不是拿来应酬的，重
要的是在你人生要紧的时刻，他的情
感和心灵是不是跟你在一起。至于一
般意义的朋友就更不应该随意打扰。
除非自己渴望见到的人，一个人正一
心一意忙着自己的事，忽然被人突如
其来地打扰，的确是很不爽的事。生活
中我们自己也并不缺乏这样的经验。
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事先打个试探性的
电话，得到积极反应才说出自己的行
止和意图。如果对方不便，自己也有转
圜的余地。

偶尔看到一则关于酒店员工的手
册，把“不要在出洗手间时当众系裤

带”和“不随意打搅和干扰别人”连在
一块说，可见二者性质的相近。有人甚
至专门设计出了既不想受别人打搅又
不想关机而使自己的手机号码变成空
号的办法。可见免受不想开罪的人的
打扰成了现代心理的一种。

因此，不随便打扰别人，尤其是不
随便打扰不想开罪你的朋友，就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门功课。在这方
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有一次得到一
位我很敬仰的作家的赠书，受宠若惊，
竟至于忘乎所以，觉得书里作家自己
画的插图不错，想也没想就去信，要拿
自己的字交换对方的画。对方回信，只
说眼下没有画画的想法，至于“交换”
则一字没提，很婉转很礼貌地给了回
绝。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可笑：别
人干吗要给你画画，干吗要跟你交换？
这些都没想好就冒失要求，那就只能
是一种无理打扰。

小孩读的《弟子规》就有“人不闲，
勿事搅”，人家正在休息或做事还去麻
烦，人家门上明明挂了“请勿打扰”还使
劲敲门，人家已经说了无数遍“好的”还
不肯挂电话……之类，都是不得体的。
与人交往时，还是应该懂得察言观色，
不能只想到自己而不顾及别人。那样最
终受伤害的一定还会包括自己。

每进入腊月，年味就渐浓了。贾府也是
如此。这一边，王夫人命凤姐置办年事。那一
边，贾珍打开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又
打扫上房，以备悬遗真影像”。忙乱之间，贾
蓉捧着一个黄布口袋进来。贾珍见那黄布口
袋上印有“皇恩永锡”四个大字与吏部祠祭
司的印记，又写着一行小字：“宁国公贾演，
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份，净折
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
堂领讫。”下面是一个朱笔画押。贾珍于是带
着贾蓉来到荣府，回过贾母、王夫人、贾赦与
邢夫人，再回到宁府，取出银子，“将口袋向
宗祠内大炉内焚了”。之后，拟定请吃年酒的
日期单子，去大厅看“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
案、金银供器”。这时一个小厮手里拿着禀
帖，并一篇账目，回说：“黑山村的乌庄头来
了。”贾珍展开单子，只见上面写着：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
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
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
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
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
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
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
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
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
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
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
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
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
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

看过单子，贾珍很不满意，对乌进孝说：
“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我算定了，
你至少也有 5000 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
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
有两处报了旱涝，你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
别过年了。”乌进孝解释，九月里一场碗大的
雹子，打伤了庄稼，连人带牲口也打伤了不
少，“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

里只 100 多里，谁知竟大差了。他现管着那
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
只这些东西，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
饥荒打呢。”

根据乌进孝提供的单子，一部分是大
鹿、鸡、鱼、柴炭、胭脂米、碧糯米等实
物地租；一类是外卖的粱谷、牲口各项折
银 2500 两。大鹿等实物折合多少银两，这
里不算，只算那 1000 石米，乾隆十六至十
八年每石米为一两二钱，1000 石则约为
1001两白银。

分析贾珍与乌进孝的对话，宁府有八九
处庄子，每处庄子每年至少有 5000 两银子，
但今年的黑山村却只有2500两，让贾珍很不
高兴。对此，乌进孝的解释是，相对荣府，宁
府已然好多了，让贾珍知足吧！依据贾珍的
计算，正常年景，一处庄子不算实物，至少应
交5000两银子，8处便是4万两，荣府也应如
此，两府相加是 8 万两。但这只是贾珍的理
论，实际则要打折扣。比如，今年，荣府的 8
处庄子统共也只有 5000 两上下，难怪凤姐

“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除地租外，贾府还有一笔进项，即：男性

的岁俸。根据乾隆十九年（1754 年）钦定的
《大清会典·户部俸饷》 ：“亲王岁支俸银万
两，世子6000两，郡王5000两，长子3000两，
贝勒 2500 两，贝子千 300 两，镇国公 700 两，
辅国公500两，一等镇国将军至奉恩将军，凡
十有三等，禄自 410两每降一等，减 25两，宗

室云骑尉85两，授云骑尉品级者80两。”又规
定“禄米自王公至文武官弁均以俸定数，每
俸银一两支米一斛”。以亲王为例子，每年
的俸禄是 1万两白银和 1万斛大米。以此类
推，一等镇国将军岁俸是：银 410 两，米 410
斛；二等镇国将军是：银 385两，米 385斛；三
等镇国将军是：银360两，米360斛；一等辅国
将军兼一云骑尉是：银335两，米335斛；一等
辅国将军是：银310两，米310斛；二等辅国将
军是：银 285两，米 285斛；三等辅国将军是：
银 260两，米 260斛；一等奉国将军兼一云骑
尉是：银 235两，米 235斛；一等奉国将军是：
银 210两，米 210斛；二等奉国将军是：银 185
两，米 185斛；三等奉国将军是：银 160两，米
160 斛。在红楼人物的谱系里，贾赦是一等
将军，贾珍是三品爵威烈将军，他们应该对
应哪个系列的将军呢？这当然只能假设。
假设他们都属于最高级别的镇国将军系列，
则贾赦的岁俸是：410 两白银、410 斛大米。
贾珍是：360两白银、360斛大米。在清代，一
石等于两斛，如果折合白银，则410斛大米折
银为 205 两 401 钱，360 斛大米折银为 180 两
360 钱。二者相加而取其整数，贾赦是 615
两，贾珍是540两。

那么，贾赦的兄弟贾政，他的岁俸是多
少？在贾府被抄家之前，贾政没有爵位，而
是在工部任职，先是做主事，后来擢为员外
郎，到了第九十三回，当年京察，“工部将贾
政保列一等”，而“放了江西粮道”。工部主

事是正六品，员外郎是从五品。那么，江西
粮道呢？这就牵涉到道员的出身。在清代，
由京堂（在京之寺、卿）等官补授道员者，为
参政衔，秩从三品；由掌印给事中、知府补授
者，系副使，秩正四品；由各部郎中、员外郎、
主事或同知补授者，系签事，秩正五品。贾
政从员外郎外放江西粮道，应该是正五品。
六品、从五品、正五品的岁俸禄是多少呢？

《大清会典·户部俸饷》规定：“在京文职八旗
武职，一品官 180 两，二品百 55 两，三品 130
两，四品 105 两，五品官 80 两，六品官 60 两，
七品45两，八品40两，均正从同禄。九品33
两，从九品 31 两，各有奇。未入流与从九品
同。笔帖式七品 33 两，八品 28 两，九品 21
两，文职于正俸外增加一倍，曰恩俸。又，从
一品至九品，月给银5两至1两有差曰公费。”
禄米也是“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据此可
知，贾政做工部主事时岁俸是 60 两，恩俸也
是 60 两，公费以 2 两计算，60 斛米折银 30 两
60 钱，总计 152 两 60 钱。做员外郎时，岁俸
80 两，恩俸 80 两，公费以 2 两 500 钱计算，80
斛米折银 40 两 80 钱，则为 102 两 588 钱。至
于江西粮道，其正俸与京官同，只是恩俸转
变为养廉银，姑且以10倍计算则为800两，这
样贾政任江西粮道期间的岁俸应为 902 两
588钱。但是，贾政在这个位置上，由于属下
贪渎而受到牵累很快落职，因此这部分岁
俸，可以不计，仍以其任职最久的员外郎岁
俸计算，这样贾赦、贾政、贾珍三人的岁俸取
其整数，应为1221两；而地租，不计算实物地
租，只计算上交的银两，正常年景应是8万两
白银，与贾赦等人俸银相加总计 81221 两白
银，现在可折合人民币14721306.25元。※

贾府的地租与岁俸大抵如此。

※2013年 3月 10日和讯白银 K 线，每克
白银的买入价是人民币 5.79 元，卖出价是
5.81元，折中为5.8元，以此为准进行兑换，旧
制一两折合31.25克。

贾府的地租与岁俸贾府的地租与岁俸
□王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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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特工，或称秘密工作者）
古已有之，《孙子》十三篇的最后一
篇就是《用间》；到三国时代间谍活
动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手段五花八
门，有许多著名的故事。

人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三
国特工有两位：男的蒋干，女的
貂蝉。

蒋干盗书乃是最一般的窃取
情报。据《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
计》的描写，蒋干本来是奉曹操之
命以老同学的身份到周瑜那里去
当说客的，游说不成他就顺手偷了
一份情报，而弄来的所谓秘密文件
却是周瑜专门为他准备的，结果让
自己的主公中了对方的反间计。弄
巧成拙，有苦说不出。这样蒋干就
成了一个著名的喜剧人物，在舞台
上须由丑角来扮演。这个蒋干无非
是一名自作聪明的业余间谍，水平
低下倒也难怪。

不过这个著名的故事乃是小
说家的创作，据《三国志·吴书·周
瑜传》注引《江表传》，历史上蒋干
并无盗书之事，说客是当过的，虽
然没有成功，但他仍然是一个正面
的形象。真正的蒋干不仅美仪容有
才辩，而且识得大体，一旦发现对
方决非游说可以动摇者，就一言不
发，只是笑笑，知其不可而不为，很
快回去复命；虽然没有完成主公交代的使命，但名士声誉
如故，智商亦毫发无损。这同小说戏剧里那个小丑完全不
可同日而语。

顺手牵羊窃取假情报的故事很好玩，小说作者的想象
力和叙事技巧很值得佩服。蒋干这个形象给读者和观众印
象甚深，而历史上那个真正的蒋干则早已被人们忘却了。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

事实上三国时代确有真正的间谍，其故事亦复曲折有
味，只是人们不大关心。试举两个例子来看。

孙吴方面著名的间谍周鲂原为孙权手下的鄱阳太守，
他假装背叛孙氏投靠曹魏，自愿提供情报，并称双方打起
仗来以后，将主动充当曹魏的内应。黄武七年（228年，亦即
曹魏方面的明帝太和二年），他向魏方大将曹休提供7条精
心编造的假情报，核心内容是说吴方中心城市之一的武昌
防务空虚，建议曹休举兵来袭，自己则里应外合，共建奇
功。曹休大喜，“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结果一
头栽进周鲂与东吴大将陆逊安排好的口袋里；等到他发现
中计之后，又自恃兵多硬着头皮打到底，结果几乎全军覆
没。曹休本人侥幸逃出，不久疽发于背而死。周鲂立了大
功，晋升为裨将军，赐爵关内侯。孙权为他举行盛大的庆功
酒会，兴奋地说：“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三国志·吴书·
周鲂传》）。

曹魏方面吃了大亏以后，也打起了间谍战。太和四年
（230年，亦即孙吴方面的黄龙二年），魏明帝派遣一个名叫
隐蕃的高级战略间谍入吴。隐蕃是青州（今属山东省）人，
只有22岁，却是一位天才的特工，他假装背叛曹魏，来为孙
吴效力。由于他应对机敏、才华四溢，很得赏识，当朝大臣
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尤其看好他，以为其人有王佐之才；
隐蕃利用有利形势，根据出发前魏明帝的指示，“求作廷尉
职，重案大臣以离间之”，昏头昏脑的孙权本人也很器重
他，就安排他当了廷尉监。

这位顺利得手的高级间谍走马上任以后，“众人以
（朱）据、（郝）普与（隐）蕃亲善，常车马云集，宾客盈堂”
（《三国志·吴书·胡综传》注引《吴录》）。当时只有侍中胡综
保持着比较高的警惕，反对给予高位，主张对此人进一步
加以考察，谨防上当。这时候没有人肯听他的。

隐蕃打入孙吴上层以后不久，不幸暴露了自己特务的
身份，他迅即逃走，但还是被抓住了，遭到严刑拷打，始终
不屈，没有任何口供，很有高级间谍的风骨。但他的种种
活动也还没有来得及给孙吴方面带来多大的损害。处死
隐蕃以后，孙权本人当然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只是严厉地
责备廷尉郝普，郝普自杀；又处分左将军朱据，将他软禁了
一段时间。大有先见之明的胡综则得到升迁。

胡综不仅是一位反间谍的行家，他自己在秘密战线上
也曾主动出击，颇有成效。在隐蕃事件的前不久，当他了
解到曹魏方面镇守河北的振威将军吴质受到中枢的猜疑
时，别出心裁地用吴质的名义写了一份向孙吴方面投降的
信，又故意将此信散布出去，结果曹魏方面很快解除了吴
质的兵权。吴方没有费什么大事就把对方的部署打乱
了。吴质既是元老级高官又是著名的老作家，而胡综模仿
他的文字风格几可乱真，表现了很高的水平。长期以来以
孙权名义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也出于他的手笔，我在一本
旧著中曾将胡综作为孙吴方面的知名作家之一略有论列

（《建安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出版，第 63页），
或可参看。

在当时的三分天下中，军事实力当然是曹魏最强，而
单就间谍战这一端而言，则孙吴方面明显胜出一筹。所以

《三国志演义》写周瑜借蒋干来游说的机会巧施反间计并
取得辉煌的战果，虽然是出于艺术虚构，倒也符合当时间
谍战南强北弱的大趋势，自有其“通性之真实”。

至于著名的美女间谍貂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创造，
在史籍中毫无凭借；而后来竟然同西施、王昭君等历史
人物并列为几大美女之一。据《三国志演义》第八回《王
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及其稍后的描写，貂
蝉原是司徒王允府中的歌伎，年方二八，“色伎俱佳，（王）
允以亲女待之”。下决心除掉权奸董卓的王允安排下一道
妙计：先将貂蝉许配给猛将吕布为妾，然后又献给董卓，人
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角恋，焦点人物貂蝉在其中作出了非凡
的表演。于是怒火中烧的青年将领、董卓的干儿子吕布发
作起来，在董卓入朝时突然将其刺死。小说中这一相当火
暴热闹的段子完全出于艺术创造。历史记载中只是说王允

“乃潜结（董）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
之”（《后汉书·王允列传》）；《后汉书·董卓列传》比较详细
地写到这一事件的细节，也根本没有提到有什么美女间谍
貂蝉在其中发挥作用；成书在前的《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也是如此，只是在《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提到“（董）卓
以（吕）布为骑都尉，甚爱幸之，誓为父子”，而“卓常使布守
中閤，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中不安”。小说作者大
约从这个偷情的侍婢身上获得灵感，竟渲染出一大段锦绣
文章来。

所以，人们在谈到三国时代的间谍时，真正干特工
的隐蕃、周鲂、胡综等大抵不甚为人所知，倒是小丑蒋
干和美女貂蝉大放光彩。小说往往要比历史书影响大得
多，而美女间谍即使是虚构出来的，也很容易名扬天
下——读者反应和社会心理往往如此。《三国志演义》不
愧经典之作，其中值得揣摩研究的地方很多，两位间谍
盖仅其小焉者耳。

程多耀油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