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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朱元璋三儿朱 封晋王，永乐年间晋
王的四儿、六儿同胞兄弟封庆成王、永和王，居
汾州城，庆成王为东府，永和王为西府，其府邸
皆为敕造。正是《红楼梦》小说里宁国府、荣国
府的理想模型。

《红楼梦》贾府分两支，东府宁国公为兄长
地位高，西府荣国公为弟。这一格局与汾州二
王府相同。庆成王排行老四，《红楼梦》所谓

“宁”可理解为丁、宫二字合成，丁则甲乙丙丁
排行第四。“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暗示宁
国公为四哥。冷子兴描述宁荣二府：“百足之
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
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
日繁，事务日盛”与庆成王生百子的典故暗合。

“荣”字与永字读音和字形都接近。小说
里贾母特别强调“我不喝六安茶”，避讳永和
王乃晋王“六子”呢，于是妙玉会心地拿出“老
君眉”表示对藩王府的尊重。此笔墨酷似金
瓶梅里西门庆强调“我不吃金华酒”，皆有点
题之隐。贾母“六桥梅花香彻骨”也是一例，
六桥本是多座桥的统称，但贾母这里则专指
六桥的梅花，六桥是一个有梦的地方，是六府
家桥，是怀乡之隐，借用自陆游的咏梅词有亡
国之痛。曹寅将自己的梦想写为“六梦”，其
实就是乃族永和王之梦。曹寅《广陵同人多
和不寐诗再迭前韵》：“六梦纷纭倦考 ，灯窗
自视息休休”。《江阁晓起对金山》诗云：“淮海
维扬 席间，卧游终日似家山。破窗风影千帆
过，欹案茶香六梦删。”六梦，古代指各类梦的
总称。曹寅作为个体有他自己的梦想，他的

“六梦”显然不是说他有各类梦，而是形容他
自己内心里的与现实矛盾的某种梦想。曹寅

“六梦”难以实现，所以只好放弃了删除了不
去 考 究 了 ，而 且 六 梦 与 家 山 有 关 ，那 么 这 个

“六梦”可以理解为他自己独特的“红楼梦”，
也就是老六永和王家族的朱楼旧梦了。百家
讲坛胡德平老师认为“家山”指北京西山，此

说 需 要 商 榷 。 曹 寅 出 生 时 父 亲 在 内 务 府 任
职，母亲在宫中任职保姆，年龄稍长即迁居南
京，后来作为皇宫侍卫也不可能定居北京西
山 ，他 哪 里 来 的 西 山 记 忆 ？ 所 以 这 里 的“ 家
山”是一种梦幻中的山西永和王旧梦。朱彝
尊孙子给曹寅题诗有“烹茶六一泉……尽日恣
洄汾”也提到了六字。西湖六一泉乃纪念欧
阳修六一居士而命名，曹寅喜欢在杭州六一
泉饮茶，也是自己“六梦”洄汾之会意了。贾
宝 玉 是 荣 国 府 ，其 势 力 在 宁 国 府 之 下 ，是 弟
弟，与汾州永和府同。贾雨村描述贾宝玉出
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
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
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
风，洽然溉及四海”。祚永、和风，暗示贾宝玉
生于永和府。宝玉佩玉八字“莫失莫忘仙寿
恒昌”宝钗金锁八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也
是永和之谶语。而且汾州永和王第四代朱奇

谥号荣怀王，第八代谥号荣懿王，而荣国府
号荣禧堂。小说里水月庵在城南为宁国府墓
地所在，水仙庵在城北为荣国府墓地所在，汾
州庆成王墓地多在城南二十里处，而永和王
墓地多在城北十里处。

《红楼梦》贾母为什么不吃六安茶？红迷
有三种说法，其一六安茶绿茶性寒不适宜老人
喝。魏琴心《贾母不喝六安茶》指出康熙朝名
臣张英说“六安尤养脾，饱食最宜”，六安茶显
然是适宜老人喝的。另外，贾母将老君眉看成
六安茶，说明两者差不多都是绿茶，而且刘姥
姥说淡，也说明一样是绿茶。故此性寒说不正
确。其二洪升派认为避讳六六大顺，因为李自
成“大顺”，然而为什么贾母还说“六桥梅花香
彻骨”？忠顺王又该怎么理解？显然大顺说不
成立。其三摆谱说，贾母爱挑三拣四，故意摆
谱贡茶也喝腻了。贾母摆谱，为什么妙玉就已
经预见了？六安茶是当时的贡茶，老君眉并没
有记载，他摆谱应该摆出更有名的茶才对。贾

母是十分迷信的一个人，吃了肉进庙就觉得对
不起菩萨了她还摆什么谱，显然仅仅为了摆谱
之说也不成立。

《红楼梦》第五回秦可卿判词：“漫言不肖
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而贾宝玉是荣国
府后裔，尽管也是不肖子孙，但没有宁国府干
的坏事多。又见《红楼梦曲好事终》：“箕裘颓
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箕裘”是指先辈
的事业，再一次将责任归咎于宁国府。此诗将
李自成报复汾阳朱氏的责任归咎于庆成王（宁
国府）。汾州二王府中东府人多势众民愤较
大，与小说也一样。汾州庆成王家族发达与嘉
靖帝多次褒奖有关，“贾敬”学界多人肯定即嘉
靖音转。第七十八回，“庆国公”与贾政等寻赏
桂花时，见贾宝玉作诗，“庆国公”单赠了一个
旃檀香小护身佛，小说“庆国公”隐指庆成王后
裔。“咱们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淌
海水似的”当指明武宗游太原故事。

《满床笏》是演绎汾阳郡王郭子仪故事的
剧本，《红楼梦》多次提及这一剧本，将其作为
贾府兴旺的象征，潜在暗示贾府是封居汾州的
郡王世家。第二十九回贾母在清虚观打醮时
神佛面前点的三场戏：白蛇记、满床笏和南柯
梦。《白蛇记》讲沛公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象征与
沛公同乡域的朱元璋起义建立明朝，《满床笏》
象征朱氏后裔封居汾阳为郡王度过了一段锦
衣玉食的生活，《南柯梦》象征着明朝的衰亡昨
日已成红楼梦。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阵，夏收接近尾声
的时候，农户的人们照例是要去交公粮的。

那时候给国家交的农业税，农村里的人们
叫征购粮，统一给指定的粮站交小麦，每年夏
收割麦时节，县上向各公社分派任务，公社向
各大队摊派，大队向小队的农户下具体的数
量，据说县上下的任务不是很多，每个村民所
负担的粮食旱地区 130斤左右不等，水地区要
180 斤上下，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叫交公
粮，有的地方叫交爱国粮。

交粮的时候，农民们的积极性大都是很高
的，大队的高音喇叭里一宣布交粮的日期和数
量，各家各户就忙碌起来，赶着晒干、扇净、装
布袋过秤，去交粮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要拣成
色好颗粒饱满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小麦去交，
这样省去许多麻烦，到了粮站也顺利。

我们成家庄公社几十个村交粮的地点是
成家庄粮站，我村距成家庄粮站 8 公里的路
程，那时候还没有水泥路，村民们也大都是用
骡马车，人力车运输，只有个别户有台手扶拖
拉机，而且马力小，承载能力也有限，车马往返
一来回，仅算路程没有三四个小时是不行的，

到了粮站还要排队、验麦、过秤、入库，交粮往
往需要一整天时间，不顺利的话，在粮站待上
一到两天也是常有的事。

到成家庄粮站交粮的经历，我只有过一
次，那一年我十三岁，人们都忙着要去交粮了，
我缠着父亲非要跟着坐坐骡马车，看看热闹，
瞧瞧稀奇，父亲在爷爷的劝说下答应带我。那
一天，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我打扮得像过年
一样，穿着干净的粗布衣服，母亲做饭便准备
了窝窝头做干粮．父亲拉骡子套车，扛粮袋子
装车，粮是头天下午精心挑选后装好布袋的，
我们全家六口人的公粮将近 8百斤，装了足足
八九个布袋，父亲装好车，用绳子捆结实，让我
坐在布袋上抓牢绳子，他牵着骡子，手拿长鞭
出发了。天刚蒙蒙亮，我村交粮的人群便纷纷
上路，有赶着马车的，有赶着驴车牛车的，有拉
着人力车的，大家像赶集似的，急急忙忙向东，
一路赶去，各色的车辆排成了一条长龙，马路
上尘土飞扬，鞭声阵阵，偶尔传来突突的马达
声，赶上来一台手扶拖拉机超越了我们。同人
们搭上一两句话，一会儿便消失在飞扬的尘埃
中。

早晨八点钟左右的时分，我村送粮的队伍
陆陆续续到达成家庄粮站，这是柳林县成家庄
规模还算不小的粮站之一。是由旧社会的寺
庙改扩建而成，场院宽阔，粮库高大，坐南向北
的古式建筑大门外早已排成了长龙般的畜力
车队，大门口进进出出的各种车辆连绵不断，
我们排在了大门口不远的地方，听交粮出来的
人说，院内的车马很多，还有好几个村子的人
在院内等着，显然人家比我们早到了许多时，
富有交粮经验的父亲说上午交不成了，只好慢
慢等了，我在骡车上吃着干粮，喝着自带的凉
水，父亲则找熟人闲聊去了。好长时间，车马
才能往前走一段，中午的时候，父亲才好不容
易将车赶进粮站大院，人、车、牲口满院都是，
各种车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人们不时地发着牢
骚，焦急地来回走动着，吸着随身携带的旱烟，
粮站不远处成家庄街头那诱人喷香的炒菜味
道，那可口松软的豆腐菜谁也不舍得花钱去买
去尝，口渴难耐的喝上几口自带的凉水，没有
带水的花上二分钱买上一根冰棍润润嘴唇喉
咙，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奢侈了。院里的人群，
牲口车马数量绝对超过当时全县的任何一处
集市的骡马牲口集，人们急切地盼着粮站工作
人员叫号，一听 X 村的到 X 号粮库，人们便呼
啦啦地向前涌动。

若大的粮站院里没有一棵树可以纳凉，只
有墙背背有少数阴凉处可以纳凉，人群聚集在
高大的仓库房檐下的阴凉处，更多的人不敢远
离车马，牲口们晒得直喘粗气，身上水淋淋的，
在火热的阳光下熬煎着，淳朴善良的普通农民
们，为了交上爱国粮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不时
地拽下搭在肩上的羊肚毛巾擦把汗，有时禁不
住地发上一两句怨天太热的牢骚。傍晚也就
是下午 5点多钟了，才听到验粮工作人员的喊
声，某人到仓库，于是父亲也喊了一声“驾”，将
骡车赶仓库前。

那次交粮还算顺当，轮到验我家的粮了，
验粮员二话没说，用二尺多长的凹形钢刺在我

家的粮袋上逐一刺了一遍，划拉一个小洞，将
麦粒倒在手心里一看，用嘴一嚼，说了声 4级，
算是可以过磅了，于是父亲一袋一袋地将麦袋
扛上磅台，又一袋一袋地扛进粮仓，倒进指定
的麦堆里，将布袋一卷扔进车里，公粮算是交
完了，一颗悬着的心才能踏实。

此时，粮站院里已经灯火通明，天已黑了，
我也早已饿、渴、累交加，父亲低声说了句咱
回，扬手将鞭杆抡个半圆，“叭”地一声鞭响，牵
着骡子的缰绳转向粮站大门。往回走一路上
坡路，骡子也累坏了，八百多斤的东西压在躯
体上 10多个小时，父亲只喂了它几口干草，水
也没有喝一口，虽然走得很慢，父亲也不舍得
鞭打。那天，人困马乏的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夜
已很深了，我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疲惫地迈进
家门，母亲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鞋等着我们
父子。（那时全村停电，家家有自制的煤油灯）
炉子上的铁锅里水滚烫地打着旋涡，案板上早
已切好的红面面条晾得皮都失去了往日的柔
软。

交粮的经历一晃过去三十年，但我时刻清
晰地记忆着，那时少年的我，不懂农民的艰苦
和辛酸，不曾感受到什么，但父亲和许许多多
的普通农民一样，十多年一如日地赶着骡车去
交粮，从没有间断过，他们只想着为国家多出
一份力。

《红楼梦》小说里的两府乃明代汾州城藩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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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惊叹说过年
花开花落又一年
大雪小雪又过年
不知不觉年复一年
看似无穷尽的循环
岁岁年年花相似
年年岁岁物是人非不一般
凡是总得顺自然
忘不掉土窑洞口的红春联
天道酬勤一转眼换了人间

一串感悟对过年
温馨的话语聊不完
是一步一步的新台阶
是百姓传统节日的经典
是对过往日历的珍藏
是对岁月记忆的整编
是对丰硕收获的盘点
是对苦难挫折无怨言
是生命旅程的一个个驿站
是时代记录的一本本年鉴

一种情怀释过年
许多朴实的解读映眼帘
过年是爆竹声声旧岁除
喜看迎春的红梅点点
过年让心中的希望扬起帆
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浪漫
是春满乾坤福满门的期盼
过年是亲人们团聚心梦圆
是人生路上的一次次回望
是生活大舞台上奏响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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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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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粮（图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