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山位于辽宁省鞍山市东南
17公里处，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千山为
长白山支脉，主峰高 708.3米，总
面积 72平方公里。 山峰总数为
999座，其数近千，故名“千山”。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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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辽阳市的曹雪芹纪念馆是一座二进四
合院，四周高墙围绕，有房屋21间，门口立着石
碑，上面写着“吴公馆”，是辽阳市文物保护单
位。这是记者第二次来参观曹雪芹纪念馆。

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这处老房子是伪满洲
国时期中央银行理事吴恩培的宅第。记者踏入
其中，发现院落清幽而雅致，一座曹雪芹的雕塑
位于前院中央，不同于以往板正的人物塑像，这
座雕塑是坐姿，抽象风格，低头静默，仿佛沉醉
于红楼梦中，与参观游览的人毫不相干。雕塑
底座刻有红色的字迹：“雪芹祖籍辽阳，家传所
载，宗谱所记，文献可考，碑石可证，虽万世而不
移也。”落款是冯其庸。

关于曹雪芹的祖籍问题，红学界是有争议
的。有人主张辽宁辽阳，有人主张辽宁铁岭，还
有人说在河北的丰润县。主张铁岭说的人认
为，铁岭曹家是从丰润过来的，与丰润曹家一脉
相承，因此曹雪芹的祖籍应该在铁岭。现在红
学界大部分人主张辽阳说。

辽阳市红学专家郭明告诉记者，冯其庸提
到的“碑石可证”，指的是在辽阳发现的曹雪芹
高祖曹振彦的题名碑。一块是立于天聪四年
四月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署名：“教
官……曹振彦”；一块是立于天聪四年九月的
《玉皇庙碑》，碑阴署名:“致政……曹振彦”。有
学者反驳说，辽阳有曹振彦题名碑，不能说明曹
振彦是辽阳人，只能说明修庙立碑时曹振彦在
辽阳。后来，山西大同发现顺治十三年的《重修
大同镇城碑记》，有署名：“襄平曹公讳振彦”七
字。郭明说：“襄平是辽阳旧称，曹振彦在山西
说自己是襄平人，说明曹雪芹祖籍非辽阳莫
属。”雪芹祖籍辽阳说“碑石可证”，因此证据链
完整可信。

漫步于曹雪芹纪念馆中，记者发现每个展
室皆有楹联，例如：“古院百年开新馆，红楼一梦
到辽天。”可以看出，这些装修与陈列都力图体
现清代书斋风貌，以使纪念馆能与曹雪芹的生
平时代及《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一致起
来。馆内陈设有曹氏家祖的历史档案、曹雪芹
的生平介绍、多种《红楼梦》版本以及全国红学
名家书画等。

郭明告诉记者，曹雪芹纪念馆内的陈设很
快就要升级到2.0版本了。他参与了纪念馆展
览更新的工作。在他看来，如今曹雪芹纪念馆
内的许多内容都需要作出调整，根据最新的研
究成果，有些提法是不准确的，需要更正。

如今的展览里有曹氏家族以“军功起家”的
内容，郭明介绍，新文献的发现与考证，证明过
去认定的曹振彦是“军事教官”、曹家是“军功起
家”、曹振彦父子参与了“屠城大同”的历史结论
是不准确的。新的观点认为，曹家自天命年间
沈阳、辽阳陷落之际，就沦为后金汗王努尔哈赤
正黄旗下的包衣家奴，之后又成为多尔衮旗下
的包衣奴才。作为皇家家奴，曹振彦当过武官
直接上战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多是做过战
争中的后勤工作，与大同屠城搭不上关系。而
奴隶是没有身份的，因为香火碑世法平等，所
以，署名胡乱安排“教官”“致政”系列了。

郭明介绍说，新的展览将分为七部分：第一
部分介绍祖籍辽阳的证据和情况，第二部分介
绍曹氏家族作为包衣的盛衰史，第三部分介绍
曹雪芹的生平，第四部分介绍红楼梦艺术史，第
五部分介绍红楼梦学术史，第六部分介绍冯其
庸先生与辽阳的因缘际会，第七部分介绍辽阳
市的红学研究情况。

红楼一梦到辽天

T17文/摄 本报记者 张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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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the brilliant culture of
Liaoning to the world

《红楼梦》有着诸多的赞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
等。许多人说：《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细细品读它，在细微之处，你总会发现辽东元素，也许是一句方言、一
种吃食、一件服饰、一种习俗。

曹雪芹平日里常说辽东话

关外文化孕育了《红楼梦》

我与曹家是同行

辽阳市红学专家郭明接触到
的第一本关于《红楼梦》的书籍并
非原著，而是红学专著。看了那
本专著后，郭明逐渐对《红楼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乡返城
后，郭明考入职工大学学习机织
专业，成为一名纺织工程师。因
为曹雪芹家族是江宁织造，郭明
笑着说：“我与曹家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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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尽是辽东方言

捧起案头的《红楼梦》，厚厚的一本，装订不算精
致，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那种。

通读这本名著，辽东人会不时会心一笑：《红楼
梦》中触目皆是辽东话。“这一点合情合理。”中国红
学会会员郭明说，曹雪芹虽然生于南京，但是，曹家
明初即落籍辽东，世袭沈阳指挥使。曹雪芹远祖曹
锡远、高祖曹振彦、曾祖曹玺在辽东生活 60 多年。
尽管后来全家到了北京，曹玺又任职于南京，但是，
江南的曹家老辈族人在大家庭中仍然说着辽东话，
乡音难改，代代因袭，习以为常，所以曹雪芹平日里
应该也常说辽东话。

整体说，汉语言的普及传播与东北方言毫无违
和感。《红楼梦》中不可或缺的方言土语，多出现在人
物对话之中，雅俗共赏，不仅刻画出活灵活现、更具
个性的人物，还能营造出极富生活色彩的环境氛围。

如今大江南北的人们都能学说几句东北话，
学的是腔调，而《红楼梦》中留下的是地道的方言
词汇。郭明列举了 40 多条《红楼梦》中与东北方
言相关的语句，有的表示名词，有的表示动作，有
的表示情感，有的表示状态，东北人更能体会其中
的意味。

《红楼梦》中，赵姨娘对马道婆说，王熙凤将把贾
家偌大的家业，都倒腾到娘家去，其中“倒腾”就是搬
运的意思。第64回，薛姨娘说：我老天拔地，又不合
你们的群儿，“老天拔地”即老态龙钟的意思。第90
回中，平儿笑着说：姑娘特外道得了不得，“外道”就
是见外。第61回，林之孝家的向平儿说到秦显家的
模样时，说：“高高儿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利
索的。”“孤拐”就是颧骨。这些词汇都是典型的东北
方言，如今仍在使用。

此外，《红楼梦》中的许多俗语也颇具东北特色，
如“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给个棒棰，我就认作针”

“没见过吃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当着矮人别说短
话”等等都妙趣横生，活泼易懂。

大观园爱做东北美食

记者对于油茶面的记忆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早上冲一碗热乎乎的油茶面当早餐，能够赶走一上
午的饥饿。郭明告诉记者，《红楼梦》第75回中的李
纨常吃的“茶面子”就是油茶面。据考证，当年女真
士兵四处征战时，会随身携带高粱米炒面，可干吃，
也可用马奶冲食，这就是油茶面的起源。

在交通欠发达、食品无法保鲜的时代，食材自然
是就地取材，自产自销。《红楼梦》中的饮食多以淮扬
菜系为主，理所当然，但也有来自辽东的特产。《红楼

梦》第53回中，描写了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在腊月时，
把一大批特产土物、米粮蔬果以及卖谷物、牲畜所得
的银子送到宁国府贾珍那里。这些土特产包括大
鹿、獐子、狍子、野猪、野羊、野鸡、野猫、熊掌、榛、松、
桃、杏瓤以及柴炭、银霜炭等物，都是关东一带的土
特产。著名学者金启孮根据这些特产推断：“可见乌
进孝之黑山村，其背景必在关外，所以他在路上要走
一个月零两天，若在近畿，虽路上泥泞难行，也用不
了这么多日子。”

书中还描写了满族特色的烹调方法：生烤和白
煮——游牧民族的吃法。第49回，探春、平儿、宝琴
等一些人被湘云和宝玉在芦雪庵里生烤鹿肉的香味
引得都大口嚼起来。文中只说到用铁炉、铁丝蒙子
和铁叉，却没提调味品。我们知道，满族人爱狩猎，
善骑射，外出打猎时不能携带很多调味品，经常生烤
和白煮，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特色。

另外，样式繁多的奶制品，当然是游牧民族的传
统最爱。郭明举例说，第 14 回中王熙风常喝“奶
予”，满族人把乳品总称为“奶予”；第 19回，贾妃赐
给糖蒸酥酪，也是奶制品，宝玉知道袭人爱吃，就给
袭人留下了；第 41回，各种各样的添加奶油炸的小
面饼；第62回，芳官吃的奶油松穰卷酥，这些都是富
有满族特色的点心。

贾宝玉身着满族服饰

谈起《红楼梦》里的服饰，郭明感叹，曹雪芹只有
生长于钟鸣鼎食之家，才会有那样的见识。曹雪芹
家族作为江宁织造，专门为宫廷制造丝织品，家里的
穿着用度可以想象。曹雪芹从小耳濡目染，在《红楼
梦》中将贵族的衣着打扮写得活灵活现。

清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极力推行满俗，号
令全体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易服，并规定“遵依者为
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并三令五
申。因此，在强权之下，全国的服饰便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骑射民族长期生活习惯所形成的旗袍、马褂、
箭袖、深鞋、剃发、垂辫……一时遍及城乡，一洗我国
自明朝以来，汉族的那种宽袍、大袖、蓄发、绾髻的传
统打扮。

《红楼梦》虽然隐去了年代背景，但在服饰的描
写上，仍然有着鲜明的清代风格。在郭明看来，贾宝
玉的装扮就是典型的一个清代小王爷的装扮，突显
了满族贵族服装的主要特色：穿袍服、束宫绦、罩马
褂、蹬朝靴、戴马蹄袖。

箭袖，是满族服饰的一大特点。满族长期过着
射猎生活，为了防止寒冬冻裂手背及射箭方便，在其
狭窄的袖口上，又接出一个半圆形的“袖头”来，可以
护手、保暖，因为形似“马蹄”，后人便称之为“马蹄

袖”。《红楼梦》多次写到箭袖，如第 3回宝玉去庙里
还愿，“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
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
丝攒花结长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

《红楼梦》中的服装颜色也有讲究。郭明说，除
了皇家独占的黄色之外，在清朝的贵族阶层里，都以
石青色为贵，好像只有穿上石青色褂子，方可登大雅
之堂。《红楼梦》中的服饰多为蓝色和石青色，其中尤
以石青色的用处最多。

细节中见关东习俗

曹雪芹家族虽然离开了辽东，但关东文化基因
却根植于曹家人的血脉之中，体现在生活习俗的点
点滴滴，成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沃土。

满族入鼎北京，与汉族分工合作：满人习武保江
山，汉人习文治社会。所以，满族人骑射尚武，成为
传统的要求与体现。《红楼梦》中提到“打围”又叫“行
围”，是东北地区的狩猎方式。书中还写到“放鹰”，
满族人擅长养鹰，狩猎时常常带着鹰。第 26回，只
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一见宝玉在
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去
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作什么？”贾
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作什么？所以演习演
习骑射。”

在关东地区，满族的日常生活中，流传有“三大
怪”，分别是“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养活
孩子吊起来”。《红楼梦》中就描写了女人抽烟的场
景，第 101 回中说道，宝玉、宝钗婚后的早晨，王熙
凤悄悄地溜进了宝钗和宝玉的洞房，只见袭人端过
茶来，也只搭讪自己递了一袋烟。凤姐笑着站起来
接了。

《红楼梦》还描写了一些东北地区萨满教的情
节，例如第 25 回，马道婆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
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
姨娘，悄悄地教她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
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
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这种封建
迷信在曹禺的《原野》、萧红的《呼兰河传》中都有
描写，可见其源远流长。

《红楼梦》中女子是否缠足？郭明说，按照清代
习俗，旗人妇女是不缠足的，但个别旗人家庭出现婢
妾缠足又是正常的，不过这些婢妾都是汉人。第32
回，袭人请史湘云帮助做鞋，其实这鞋芯子是宝玉
的，湘云装作不知，却说：“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不
能。”从这段对话中可以得知，袭人的脚与宝玉的脚
差不多，当然是大脚。第 65回描写尤三姐“一对金
莲或翘或并”，却是小脚。

曹雪芹纪念馆正门曹雪芹纪念馆正门。。

曹雪芹的雕塑位于曹雪芹纪念馆前院中央。

曹雪芹纪念馆中展出的曹雪芹纪念馆中展出的《《红楼梦红楼梦》》石印本石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