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闻撒哈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读
台湾作家三毛《撒哈拉的故事》一书中。书
中生动地描写了在茫茫沙海大漠中，三毛与
西班牙男友荷西充满诗意的旷世恋情、以及
她与撒哈拉住民朝夕相处的一段生活经历，
和热情四溢地异域风情。“每想你一次，天上
便落下一粒沙，从此便有了沙哈拉。每想你
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
洋。”书中浪漫的诗句令人经久难忘，从此，
撒哈拉便铭记于心了。

三十五年前，1985 年—1987 年，留学期
间，终于有机会与外国同学一起结伴旅游，
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撒哈拉。

撒哈拉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荒凉壮
阔。阿拉伯语意味着“淡黄褐色的不毛之
地”，是一片充满神秘传奇的地方。这里黄
沙漫漫，波如涟漪，随风荡漾。在风的塑造
中不断地变换着造型，每一次变幻都可能令
你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感到震撼。

这里最高气温可达摄氏57度，是地球上
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虽然撒哈
拉气候炎热干燥，然而却令人困惑不解的
是，在这极端缺水，土地龟裂，植物稀少的沙
漠地带，竟然发现了3万余幅古代岩画，令举

世震惊。
我们旅游所到达的居住地，阿尔及利亚

南部伊利齐省撒哈拉腹地小城加奈特，附近
有大峡谷等景点。距此再驱车百公里，就是
举世闻名的塔西里国家公园。阿杰尔高原的
塔西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史前岩画博物馆。
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阿杰尔高原的塔西
里地区中心处，保留着15000多幅史前时代的
岩画和雕刻作品。记录了从公元前6000年到
第一世纪撒哈拉气候的变化、动物的迁徙以
及人类生命的进化。画中看到远古人类留下
的河马、大象、长颈鹿、犀牛、狮子、水牛、野
牛、羚羊、鸵鸟、豪猪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嬉戏
的图像。这些岩画记载了撒哈拉地区气候的
演变，也见证了撒哈拉地区曾出现过的高度
繁荣的远古文明。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一刀一笔，尽是古人情怀。记录了人类
祖先的丝丝寄托、线线希望……

撒哈拉神奇的景色闻名遐迩，终年吸引
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前来观光探险，流
连忘返，不亦乐乎。如今，35年过去了，难忘
的撒哈拉之行，久久眷恋的异国风情，有时
遥望远方，依然心有所念。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对红楼人物
的吃穿用度下了极大的功夫，值得玩味的
物件很多。收藏家罗文华先生在《红楼与
中华名物谭》一书中，对红楼名物进行了详
细讲解，揭开了关于红楼名物的诸多疑团。

在这些红楼名物中，曹雪芹最花心思
的物件之一恐怕要数茶具。书中写茶的
地方多达百处，吟咏茶道的诗词楹联二十
余处。不光茶叶种类丰富，沏茶过程讲
究，饮茶的用具更是琳琅满目。《红楼梦》
写茶事活动和茶具最集中的是第四十一
回：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
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
小盖钟，捧与贾母。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
胎填白盖碗。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
衣襟一拉，二人随她出去……又见妙玉另
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
着“分瓜爮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
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
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
一斝递与宝钗。那另一只形似钵而小，也
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 ”。妙玉斟
了一 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
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妙玉听如此
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
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的湘妃竹根的一个大

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得
了这一海？”

在这不长的文字中，作者描写了丰富
多彩的茶具，但从古董的角度看，这些茶
具有真有假。

先说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
小茶盘。在厚漆上面刻出花纹，然后填以
金粉，叫雕漆填金。这样的小茶盘是一件
很高贵的工艺品，非普通人家所能有。

再说成窑五彩小盖钟。成窑是明代
成化年间官窑所出的瓷器，瓷质精细，制
法奇巧，以五彩小件为独胜，在当时就极
为贵重。因成窑杯极珍贵，清代康雍年间
多仿制。书中写刘姥姥用了，妙玉嫌脏不
要，后来又听了宝玉的话干脆送给了刘姥
姥。因此也有研究者怀疑这是一件“假的
珍贵古董”，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文物学
家沈从文先生与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通
信中就提到过这个问题。

第三说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官窑是
北宋五大名窑之一，是专供御用的瓷器。
脱胎，指胎薄如釉制而视之若无胎骨。填
白，填上粉料和月白色釉，以显花纹或增
光泽。官窑脱胎填白盖碗，是一种宫廷烧
造专供御用的超薄型、有花纹的光润明亮
的青瓷器。

第四说分瓜爮斝。分瓜爮都是属于
葫芦科的瓜名。斝是盛酒的器具。书中
称器上有“晋王恺珍玩”和“宋元丰五年四
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款识，显系夸张之
词。因为葫芦器是从清康熙时才开始有
的，晋人和宋人不可能见到。

第五说点犀 。点犀 ，庚辰本、戚
本均作“杏犀 ”。 是古代碗类器皿，点
犀 就是用犀牛角制作的碗类器皿。犀
牛角本身就珍贵，远远超过象牙，点犀

的价值可以想见。
第六说绿玉斗。玉斗一般指酒器，这

里的绿玉斗指用绿玉雕成的有柄饮茶具。
素有洁癖、鄙视男人的妙玉，见宝玉到栊翠
庵来，非但不反感，反而把自己的专用茶具
绿玉斗给宝玉用。因此，妙玉对宝玉的感
情可谓十分微妙。玉斗一般不适宜用作茶
具，曹雪芹却借用带“玉”的绿玉斗表现妙
玉与宝玉这段交往，也是煞费苦心了。

最后说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
竹根的一个大 。曹雪芹这样描绘，无非
是说这是一件工艺十分复杂的大茶杯

（盏）。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谭》一书中
说：“这件玩艺，如现在谁家翻出来，自然是
其价不赀的古董，可以送进《红楼梦》博物
馆陈列，但在当时，也只能把它归入工艺品
门类，连‘假古董’也够不上了。”

栊翠庵茶具
有真有假 □张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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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

中山公园里，我一直
觉得最美的风景在来今雨
轩。那里，门外有宽敞的
亭台，上面罩着一个大大
的铁罩棚（这是洋玩意儿，
在一百多年前是独一无二
的，只有大栅栏里的瑞蚨
祥学它也罩了同样的铁罩
棚），四围有雕栏玉砌，栏
外是一片牡丹花畦和芍药
花 坛 ，再 前 面 有 青 竹 翠
柏。春天，花香鸟鸣，分外
惬意；冬天，白雪覆盖，格
外幽静；夏天，这里有藤萝
架，一片阴凉，是来这里最
好的时节。坐在亭台上，
往西看，有蜿蜒的长廊萦
绕，让你的视线绵延远去；
往东看，正好可以看到故
宫端门一角，夕阳西照时
分，绿树烘托中的端门那
一角，一派金碧辉煌，是来
今雨轩最美的景致了。来
今雨轩，选在这里，借景的
功夫了得！

中山公园是北京城的
第一座公园。一年之后的1915年，在中山公
园里，有了来今雨轩这样一处漂亮的新风
景。正因为风景漂亮，又可以在此品春茗喝
咖啡，还有中西美食相佐，到这里来的人很
多。不少名人，尤其是文人，比如柳亚子、鲁
迅、陈寅恪、沈从文、叶圣陶、周作人、张恨
水、林徽因等人，还有秦仲文、周怀民、王雪
涛等一列画家，都愿意到这里来。可以说，
京城今昔，再没有一个能吸引如此众多文化
人的雅集之地了。前几年，画家孙建平画过
一幅油画——《那些年在来今雨轩的文人聚
会》，这是我看到的唯一再现当年盛景的画
作，难得的是，画得现代感胜过怀旧感。

据说，五四时期，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
年中国学会，还有中国画学研究会和鼎鼎有
名的文学研究会，相继在这里成立。胡适当
年宴请杜威，选择来这里；张恨水有名的京
味小说《啼笑因缘》，也是坐在这里慢慢写成
的。自古美景都需要名人的频频登临，就如
同美人配英雄，名马配雕鞍，葡萄美酒夜光
杯一样，两相映衬。

曾经有大约一年多的光景，我工作的办
公室设在中山公园，在五色土西南侧的一座
古色古香的大殿里，离来今雨轩很近，午饭
时分，常到那里吃包子。来今雨轩的冬菜包
子，在北京十分出名，可以和天津的狗不理
包子相媲美。

不过，我并没有觉得那冬菜包子如何与
众不同，只是包子的馅是用冬菜和肉末做
成，与北京常见的猪肉大葱馅的包子味道不
大一样罢了，而面皮加了一些白糖，吃起来
甜不丝丝的。常到那里吃冬菜包子，主要是

因为便宜，也方便。那时
候，来今雨轩已经变为茶
座和小卖部，不再卖炒菜
和西点，中午只卖冬菜包
子。有朋友来找我，中午
到了饭点儿，我都是带他
们到这里来吃冬菜包子，
物美价廉，还可以坐在亭
台上看看风景。因有了
历史、风景以及记忆多重
元素的加入，冬菜包子吃
起来，便不只是肉末和冬
菜两种味道了。

我第一次到来今雨
轩，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
候。那一年开春，到内蒙
古工作的姐姐结婚，和姐
夫一起来到北京，带我和
弟弟逛中山公园。中午
的时候，就是在来今雨轩
吃的冬菜包子。姐夫爱
照相，带来一架海鸥牌的
立式照相机，他端着照相
机给我和弟弟、姐姐照了
好多相片。那时候，照相
机还是稀罕物，我看着好

奇，姐夫就把照相机递给我，让我给他和姐
姐也拍一张。我拿着照相机，很紧张，怕拍
不好，更怕拿不稳，把照相机摔在地上。姐
夫对我说：“没关系的，你按动快门的时候，
憋着一口气，别动就行了。”过去 60多年了，
这句话我还记得那么清楚。

那时候，家在前门，离中山公园不远，
后来便常和大院的孩子一起到这里玩。公
园有一个室内游乐场，里面有旋转木马，五
分钱玩一次，每一次来，我们都要玩一次，
玩完之后，到假山上疯跑。玩到中午，到来
今雨轩买俩包子一吃，接着疯玩，仿佛中山
公园是我们的后花园，来今雨轩是我们的
食堂。

长大一点，看书上介绍，知道“来今雨
轩”这名字出自杜甫说的“旧雨来今雨不
来”，人们觉得这句话说着别扭，便自作主
张改成“旧雨不来今雨来”，说着顺嘴，一直
说到今天。反正都是说旧雨新知，这里应
该是新老朋友和亲人故旧相聚的好地方。
真的，北京那么大，这样名副其实的地方却
不多见。很多朋友从外地来北京，我都愿
意带他们到这里来看看。姐姐和姐夫每一
次来北京，也都会带我到这里来玩，顺便在
来今雨轩吃两个冬菜包子，坐在亭台上看
看四周的风景。来今雨轩门外廊檐上的抱
柱联是“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
来”，觉得比以前最早的老联“七度卢仝碗，
三篇陆羽茶”要好。

世事沧桑中，小小的来今雨轩，意味不
同寻常起来；和来今雨轩历史一样漫长的冬
菜包子，滋味也不同寻常起来。

□肖复兴

来今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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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V微语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

●每周一次的拉丁舞课，老师总会提前一
天在群里告知：温馨提示，明晚7点课程正常。
群里学员多人，只有欣次次回复：收到，按时上
课。几个月下来，群里对话寥寥，多数就是这
样每周重复的一句告知、一句应答。

●群里的通知，不是所有人都会热忱回
应。可是，欣有她的解释，回复能否按时上课，
可以方便老师早作安排：假使大家都告了假，
老师也不必在舞房空等；假使来人众多，小舞
蹈室容量不够，自然会提前另备舞房。总之，
与人方便。

●豁然大悟，应答不仅关乎礼貌，还可以
关乎美德。

●与欣结伴同游，导游在群里的安全提
示，她会简单回复：收到，感谢；单位安排全员体
检，告知某日早7点楼下集合，她会及时回复：
收到，准时参加；幼儿园老师群里提醒下周一
升国旗，小朋友务必穿着园服入园，她也不忘
回复：收到，已知悉。细细回想，她的应答该是
另有他意：告诉导游危险已知，不必担心；告诉
单位，自己并无特殊情况，无需另做打算；告诉
老师，孩子会着园服入园，不必担忧班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群消息，欣都会一
一回应。有人在群里拉票，时间允许，她会点
开投上一票；某群在爱心接力，为一个困难家
庭伸出援手，她会默默捐助一笔；某群人声鼎
沸，家长们盛赞老师教导有方，她会会心一笑，
却并不跟风刻意褒颂。

●应答可以有很多种，有斩钉截铁，有付
诸实行，也有沉默不语。流年人间，有时需要
答一腔，应一声，好利人便己，有时可以帮一把，
笑一笑，这同样是对世界作答。

回望撒哈拉 □孔凡平
海外风情录

□程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