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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无意间，就想起了张爱玲的一段文字： 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
他得到欢悦⋯⋯仔仔细细开出满桌的菜单。
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一一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却永远悲观：一切
对于人生的笼统都指向虚无。
　　我本以为她是在说自己和自己的文章，也在说她的散文和小说的关系，我一直觉得，读她的散文
是欢悦的，而读她的小说是该叹息的。
她的散文都是物质的细节罗列，不厌其详，琳琅满目，射出喜悦的光芒；也让读者一一细数，带着喜
悦，带着温馨，好像是在把人生的物质一路品尝下来。
这种品尝又像是无主题的，或者说品尝本身就是主题。
但她的小说却不是。
散文中的细节在小说中被拢到长长的故事里，烘托出故事背后的大主题，或者落寞，或者苍凉，或者
悲哀，或者是那种摆脱了细节、穿透了物质后的虚无。
　　不过，张爱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她不是在说自己的创作。
她说的是《金瓶梅》，是《红楼梦》。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对于《红楼梦》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感觉，好像被唤醒了。
虽然物质背后的那样一种苍凉的气息，我未必能呼吸到。
　　然而，我还是想写这样一本书，写《红楼梦》的物质与非物质，从对日常生活的物质感觉开始，
渐渐走向情感、走向思想、走向心灵，从具象走向抽象，从物走向人，走向人的想象，从对《红楼梦
》的解读走向对解读的再解读。
就像《红楼梦》曾有的一个书名《石头记》告诉我们的，从最物质、最质实的一块顽石，变成一块散
发出灵光的宝玉。
虽然在作者看来，石头向宝玉的转化，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征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梦的物质与非物质>>

作者简介

　　詹丹，男，文学博士，上海人。
曾先后执教于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高
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主要从事古代小说、都市文化等研究工作，发表有《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研究》《红楼情榜》《空门中
的人性》等专著，并主编《大雅中外艺术家画传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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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表现人物日常生活的饮食方式，构成《红楼梦》内容的一部分。
用穷奢极侈来形容《红楼梦》中贵族的饮食追求，似乎并不夸张。
    但是，在前二十回中，在贾府遭遇的所谓非常的大事件中，即为秦可卿之死办的隆重丧事和为元妃
省亲办的喜事里，筵宴的饮食并没有得到具体描写。
丧事中把出殡作了重点叙述，而元妃省亲中有关筵宴只一笔带过，即“已而至正殿，谕免礼归坐，大
开筵宴。
贾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纨、凤姐等捧羹把盏”(《红楼梦》第十八回)，余下就是叙述作诗、点戏
、赏赐礼品等等，再不及饮食之内容。
元妃虽然也叹息过贾家的奢华，但主要是指建造的省亲别墅，即所谓的大观园，于此有一总提式的评
价，而对于局部如饮食者，已不再细说，此也符合其高高在上之身份。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要在铺排饮食过程中，让品尝者如元春来赞美是不合适的。
即便不是身为贵妃的贾府中人(虽然他们对饮食十分讲究)，过多留意于各样的食品，似乎也会显得小
家子气，但如果只是把饮食品类罗列一过，又无太大意义。
所以，只是借着因缘凑巧，才会一鳞半爪地，偶尔透露一点个中信息。
第三十五回，是写宝玉挨打后，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去探视宝玉，问宝玉想吃什么尽管说，宝玉
说出的是小荷叶小莲蓬汤，凤姐听了，在旁笑遭“口味倒不算高贵，只是太磨牙了。
”原来，这汤本是一种汤面，先将面食用小巧的银模了轧出荷叶莲蓬等各种花样，以荷叶垫底将其蒸
熟，汆入鸡汤，取荷叶的清香和鸡的鲜味，制成所谓的小荷叶小莲蓬汤。
也许，有人以为这样的汤面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其实凤姐的一句“口味倒不算高贵”，已经显出了大
家族里人的派头，可当人们把做面的模了找来时，就连见多识广的薛姨妈也要忍不住赞叹贾府想得绝
了：“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
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十四样，打得十分精巧。
”难怪薛姨妈说，如果不是事先说明，是再不会想到这东西是派什么用的。
不过，王熙凤的解释——这原是备膳用的法子，只呈样做过一回，就收起了——暗示了我们，元妃省
亲时，其饮食规格可能有的一种奢华。
也正因为这样的奢华并不是日常所需要的，所以作者还特地点出，当宝玉说想吃这汤、贾母一叠声叫
人做去时，所需要的模子一时半会还找不到。
王熙凤先是吩咐个婆子去问管厨房的要，婆子去了半天，带回管厨房的回复说是都交上来了。
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回说也没有，最后才从管金银器皿的那里找到。
这样的处理，当然可以说是很写实的一种笔法，因为毕竟不是家常日用，让管家且精明的王熙凤也一
时不知头绪，在自己记忆的深处搜索半天，也并没有即刻想到。
从艺术效果来说，这在无意中制造了一种悬念，把本来很平常的一次制作汤面需要的器具的寻找过程
，渲染得如此跌宕起伏，再加上薛姨妈在旁赞叹，要读者注意力不被吸引也难了。
问题是，虽不常用，但居然让王熙凤记忆屡屡出错，其对此器物的不重视也可以想见，那么薛姨妈的
一番赞叹，由此形成的反差，正是强化了贾府在饮食上的惯    豪门世族的银质餐具有的奢华，而这种
奢华，又与帝王的奢华联系在一起。
    如前所说，由于正面表现类似的饮食奢华的困难，所以，在前八十回中，真正集中显示贾府饮食排
场的，是在刘姥姥二游大观园的时候。
从一个乡下人的视角，对贾府的饮食品类、制作方式乃至所用餐具不时作惊讶式的关照，这时候，大
观园筵宴的铺排，其目的倒不是要向刘姥姥摆阔，或者说这不是主要目的，否则也太显得贾府这样的
大家族的俗气。
这里的关键，是要在这表面的摆阔中，在引得刘姥姥一惊一咋中，给贾母增添生活的乐趣。
这样，宴饮中一个本来不应该有的排场，本来不应该有的讲究，似乎都在逗乐的名义中展现出来。
也使得刘姥姥这一身份地位的人在饮食中所受到的待遇，完全是超规格的；也是在超规格中，不断爆
出笑料，并捎带着将贾府饮食的奢华予以穷形尽相地展露。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梦的物质与非物质>>

P8-10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梦的物质与非物质>>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他得到欢悦⋯⋯仔仔细细开出满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
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却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都指向虚无。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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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楼梦》的物质与非物质，从对日常生活的物质感觉开始，渐渐走向情感、走向思想、走向心
灵，从具象走向抽象，从物走向人，走向人的想象，从对《红楼梦》的解读走向对解读的再解读。
就像《红楼梦》曾有的一个书名《石头记》告诉我们的，从最物质、最质实的一块顽石，变成一块散
发出灵光的宝玉。
虽然在作者看来，石头向宝玉的转化，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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