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寅（曹雪芹祖父）在扬州的时候，扬州
姚思孝故居被山西襄陵盐商乔承望获得，乔
承望儿子乔逸斋将其改造为东园。乔国桢
字逸斋，其弟国彦，兄弟与曹寅过从甚密，曹
寅兼职两淮巡盐御史尝寓于东园。曹寅亲
自为东园景点逐一取名，逐一题诗，即《寄题
东园八首》。也就是这一段时间，曹寅派自
己的幕僚好友余九迪前往山西介休调研民
俗。

曹寅《送余九迪之介休》曰：“⑴名士谁
能到奇雅，散人终是忆沧浪。知君托赠非无
意，留与东园作报章。⑵眵光囊箧皆金石，
自策青骡向太原。郭有道碑书谷口（近有郑
八分），几时封寄达东轩。⑶豪奢人思金介
休，红莲一幕尽风流。谁知啸咏无余事，布
策真堪作厕筹（九老善勾股法，因忆涌幢小
记中有可笑者，故及之）。⑷荻戟嬉游如昨
日，修髯不见又多年。相思日日翻京报，凭
杖由余到汝前（忆秋原表兄太原太守）”。

关于该诗理解，目前还不见有专题研
究。笔者直观感觉，该诗与《金瓶梅》小说有
直接的关系，其主旨在于说明曹寅派遣幕僚
余九迪前去山西汾州介休，去调研小说《金
瓶梅》的一些故事背景。

余九迪与姚潜同为曹寅在扬州任职两
淮巡盐御史期间所养之明末遗民，姚潜有

《雪夜移榻余九迪斋中》一诗。余九迪精通
数学，故曹寅修缮扬州东园的时候，余某或
许就是设计师之一。余九迪前往介休应该
是受曹寅派遣而去的，去干什么？笔者研究
发现这四首诗分别写了《金瓶梅》作者、背景
地、女主角、男主角等内容，调研的目标是为
撰写《红楼梦》打基础。余九迪、姚潜、顾景
星等都是曹寅红楼梦创作团队里的参与人。

第一首即点明了派遣余九迪去介休调
研“嘉靖大名士”。“名士谁能到奇雅”，金瓶
梅作者有“嘉靖大名士”说，金瓶梅则有第一

奇书说。“散人”一词当是曹寅自喻，“报章”
即回信。故该绝句译文：嘉靖大名士是何
人竟能达到第一奇书的高雅？他让我终身
不能放下汾水之沧浪。我今日派遣知己余
九迪兄前往考察，我在扬州东园等待着余先
生的回复。

第 二 首 叙 述 了 对 太 原 民 俗 的 渴 望 之
情。介休隶属汾州府，而汾州府隶属太原
府，所以诗中的太原、介休皆是汾州的代指，
曹寅在有意回避自己故乡汾州永和王府。
眵 chī，俗称眼屎，引申老眼昏花。“青骡”指神
仙，引申义灵魂出游。“郭有道碑书谷口”指
汉碑，曹寅借此暗语清人为胡人，郭有道碑

为东汉名士郭林宗墓碑在介休。郑八分即
郑谷口 (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明
末遗民，拒绝事清，专攻汉碑达三十余年。
该绝句译文：老眼昏花满眼书籍就是爱金石
碑刻，我的灵魂跟着余先生去了太原汾州。
太原的汉碑啊（隐语太原汉家民俗），什么时
候能随余先生来到我现住的东轩。

第三首叙述了渴望了解《金瓶梅》女主
角的心情。曹寅知道汾州有郭有道碑。特
别是“红莲一幕尽风流”，不就是说《金瓶梅》
与潘金莲吗？显然透露了介休所在的汾州
乃金瓶梅小说的诞地。“布策真堪作厕筹”，

“厕筹”指搅屎棍，“布策”指布列算筹的木
棍，曹寅调笑善于勾股计算的余某人勾股就

是搅屎，搅屎不就是抖臭吗，曹寅在这里比
喻暴露文学《金瓶梅》抖臭西门庆。最后曹
寅还说明了他写这首诗的原因：效法朱国桢

《涌幢小品》将“可笑者”就记下来。“可笑者”
与“兰陵笑笑生”不也是一种照应吗？本诗
译文：渴望了解《金瓶梅》里豪奢人生活地汾
州以及介休，以潘金莲为主的朱门妻妾故事
显尽风流。尽管西门府故事与余老先生没
有关系，而余老先生的算筹也堪比笑笑生的
抖臭文笔厕筹。（余九迪老先生擅长数学勾
股法，因忆《涌幢小记》序言中“有可笑者”即
记载的话，所以提及这些词汇）。

第四首叙述了渴望了解《金瓶梅》男主
角的心情。自注里的太原太守秋原，应该是
曹寅杜撰的，清代并没有个“太原太守”，也
不 知 道 曹 寅 朋 友 圈 里 有 什 么 叫 秋 原 的 表
兄。所以笔者揣度所谓“太原太守”隐语明
代藩王晋王府永和郡王，秋原一词引用自明
代仇十洲画《秋原猎骑图》。修髯即虬髯，

《虬髯客传》所记汾州灵石遇虬髯公仙人张
三哥。邸报别称京报，指传入京城的消息。
该绝句译文：无忧无虑如童年的王府生活仿
佛还是昨日，虬髯公故事所在州府离开已经
很久。我思念汾州经常翻阅京报看看有没
有新消息，今天委派余九迪先生去你那里拜
见（遥想怀念秋原兄，他曾是太原太守——
汾州藩王）。

总之，曹寅之所以派出余九迪来汾州考
察，是为了调查了解汾州永和王府的地理历
史知识，为撰写红楼梦积累资料。《红楼梦》
十六回记载大观园建造“全亏一个老明公号
山子野者，筹画起造”，潜台词即大观园建筑
模式全靠明遗民老先生数学家余九迪调研
考察而写出来的。明代著名的园林设计专
家叫施绍莘（1581-1640），字子野，华亭（上
海市）人。那么，“山子野”应该是山西的子
野，如此推断余九迪可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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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曹村的豆腐选用的豆子品种优良，传统
配方精良，加工制作精细。磨浆细腻如乳，烧
浆用卤恰如其分，所生产的豆腐有三绝：一是
细腻鲜嫩，口感绵软；二是质地柔韧，易于加
工；三是比重轻盈，营养价值高。吃南曹村豆
腐，细腻滑嫩，绵软可口，沁人口脾，令人心旷
神怡。

据民间口碑和相关文字资料记载，自唐宋
时代起，孝义南曹村就以“豆腐村”闻名三晋，
明清时代达到鼎盛，延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的历史。南曹村的豆腐是以大豆为原料，经浸
泡、磨浆、过滤、煮浆、卤点、加细、凝固、成型等
工序加工而成为最广大、最大众化的烹饪原料
之一，是人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被人们誉为

“植物肉”。
如今，南曹村九州香豆制品有限公司吸收

传统验方精华，更用现代科学技术，精心制作，
品质越发优良，产品声誉大振，远销三晋大
地。伴随着豆腐业的蓬勃发展，吃豆腐的方式
方法也在不断创新，除一般的吃法，如凉拌豆
腐、油炸豆腐、豆腐羹、豆腐干、豆腐乳、豆腐
皮、豆腐脑、老豆腐、家常豆腐、麻辣豆腐、虾酱
豆腐、酱油豆腐、韭菜炒豆腐、铁板豆腐、拔丝
豆腐、锅踏豆腐、一品豆腐、朱砂豆腐、可仁豆
腐、虎皮豆腐、砂锅豆腐、草鱼豆腐、蘑菇炖豆
腐、瓤豆腐、豆腐盒、豆腐汤、酸辣豆腐、玉籽豆
腐、虾仁炒豆腐、豆腐丸子、香椿拌豆腐、小葱
拌豆腐、豆腐八珍汤等等以外，还有色、香、味
俱佳的高级吃法，如雪霞羹、豆腐西施、豆腐罗
汉、三美豆腐、马兰头拌豆腐干丁、烧豆腐，堪
称世界食品奇迹之一的“豆腐宴”。孝义南曹
村豆腐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孝义南曹村豆腐孝义南曹村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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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砻流玉落琼浆，

素雪无瑕伴乳香。

三晋传承寻美味，

曹村远誉润芬芳。

嫩柔细腻冰心寄，

劲韧酥脂宝月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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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派余九迪来汾阳调研《金瓶梅》
□□ 吕世宏吕世宏

相传，在古汾州的城北乡罗城村有一
位姓周的老汉，由于他与老伴勤实肯干，又
能够节俭度日，致使家中囤里有余粮，柜里
有存钱，属村里的富裕人家。老两口深受
村里人钦敬，大家筹资制作了一块横幅木
质牌匾，上刻两个引人瞩目的“勤俭”大字，
敲锣打鼓地送到他们家，并悬挂在大院正
房的房檐下。周老汉以此为荣，经常对大
儿子周平、二儿子周安说：“勤与俭是咱们
周氏家族的传统家风，你们俩只有继续传
承这一家风，就会永保生活富裕。”

十几年后，周老汉与老伴相继去世，周
平、周安兄弟俩在分家产时，把那块木质横
幅牌匾锯为两块，周平分得一块“勤”字牌
匾，周安分得一块“俭”字牌匾。周平谨记
父亲生前教导，以牌匾上的“勤”字为座右
铭，起早搭黑，精耕细作，促使所经营的十
亩农田年年获得丰产丰收，但却因大手大
脚，胡吃乱花，导致家庭生活十分艰难。他
的弟弟周安也没有忘记父亲生前的嘱咐，
同样以牌匾上的“俭”字为生活规则，平日
里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简直把一分钱都想
掰开来花，但又因喜欢游手好闲，懒惰生
性，所耕种的十亩农田年年收入甚微，造成
全家人竟连温饱生活都难以为继。兄弟俩
都陷入困境，相谐去找家族族长求助。族
长深知他们两家家情，于是便语重心长地
对他俩说：“听你们的父亲生前说，要想过
上富裕生活，必须既勤又俭，两者缺一不
可。可你们两人一个只勤不俭，一个只俭
不勤，若想改变现状，还需互相学习，互补
缺陷。”兄弟俩听罢，恍然大悟，两人当日就
把“勤”字牌匾和“俭”字牌匾又重新合并为
一块，从此，周平改掉挥霍浪费的坏习惯，
周安也成为“闲不住”的勤快人。随着，两
家人的生活逐步又都好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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