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前几个月我在《国际日
报》上刊登的薛宝钗评论，今
提笔评阅的是《红楼梦》里的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名叫王熙
凤，俗称“凤姐”，也叫“凤辣
子”。没读过《红楼梦》的人可
能没听过她的名字，但熟读

《红楼梦》的人一定对她印象
深刻，因为她的故事和角色都
被写得很真实，人性化。而且
她的性格也很特别，让人又爱
又恨，不知所措。

家世背景：凤姐出生于书
中“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
王家不但位高权重，财富也是
相当的。看看凤姐怎么说：

“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
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
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
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
的。”……“把我王家地缝子扫
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
了”。

凤姐的父亲是王公的长
孙，也就是王夫人（宝玉妈妈）
的长兄，但奇怪的是他在书中
从未出现过，凤姐的母亲亦如
此。比较常提到的是凤姐的叔
叔王子腾。王子腾手握兵权，
从头至尾不断的步步高升。但
可惜的是，最后在奉命回京拜
相的途中，感冒受了风寒，“误
用了药，一剂就死了”。其实
细细想来王之腾的死法颇为蹊
跷。他一个习武之人，身体应
该很强壮，而且以他的身份地
位，途中应该带了许多随从和
大夫伺候着，怎能大家都没事，
唯独他一个人死了呢？书里没
多做什么解释，但可想而知，自
古皇帝身边平步青云的人，又
能有几位落得好下场的？王子
腾是在故事的尾部才离世的，
所以他是凤姐、王家和四大家
族好长一段时间的顶梁柱之
一。他的起落反映了四大家族
的兴衰。

凤姐显赫的背景让她配
得上贾家荣国府玉字辈的嫡
长子贾琏。凤姐和贾琏的婚
姻坎坷，两人常常吵架，特别
是为了贾琏身上的风流债。
贾琏还曾想休了凤姐这“夜叉
婆”，但始终没休成。两人多
年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名
叫“巧姐”。凤姐的贴身丫头
平儿，是贾琏的妾氏，因贤良
淑德，尽忠竭力，在凤姐死后
被扶正。

凤姐家中其实还有一位
亲哥哥，是在书中的后半端才
开始有故事的。他一生无所
作为，做尽了坑蒙拐骗的事
情，所以名叫“王仁”，也是“忘
仁（忘义）”的意思。凤姐死
后，王仁联合凤姐其他的仇
人，试图把巧姐卖给一个外藩
王爷当妾。还好最后没得逞，

巧姐被平儿和贾家的远方亲
戚刘姥姥，给救走了。

人物特征及性格：凤姐首
次登场就是在林黛玉初入贾
府的时候。每个女眷都守着
规矩安安分分的结识来自远
方的林姑娘，突然后院传来响
亮的笑声说：“我来迟了，没得
迎接远客！”这个出场方式写
得活灵活现，很特别，提示了
凤姐在整本书里的独特性。
黛玉听到凤姐的声音后暗想：

“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
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
礼？”凤姐一有强大的娘家当
靠山，二有贾家第一人——贾
母（宝玉的祖母）的偏爱，她当
然可以不用像黛玉和其他人
那样言谈举止中带着许多拘
束，而是可以大大方方的说
话，成为全场的焦点。而且她
这么做也成功地向黛玉这刚
入府的外人表明了自己在府
中的地位。在后来的故事中，
读者就会发现，有凤姐在的地
方，绝对不会冷场。凤姐是交
际高手，她在人际关系这一方
面，拿捏得死死的。

那凤姐究竟长得如何
呢？应该是不错的，不然贾瑞
也不会因为得不到凤姐，丧失
理智而死。曹雪芹是这么形
容凤姐的：“这个人打扮与姑
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
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
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
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
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
红云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
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
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
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
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
笑先闻。”先说长相吧。从五
官来看，凤姐的美应该就像皇
宫里的贵妃那般，风骚华丽，
而不是像黛玉那样脱俗，宝钗
那样端庄。再说服装。和其
他人物比，曹雪芹写凤姐的服
装是最用心的，写得特别细
致。凤姐的服装里藏着许多
含义，比如说有几个物品应该
是宫内才有的，有几个物品是
洋货等等……利用这些物品，
凤姐是什么身份地位，家里有
多少财富权势，都不用再多做
说明。凤姐见一个小女孩都
可以穿得那么隆重，可见的她
是多么地在乎自己的形象，多
么想展现自己的威严，也有意
无意地透露了她的野心。

有野心的人多半都是很
能干的，凤姐也不例外。她的
文学虽不比黛玉和宝钗，但她
很机灵，有手腕，办事有一套，
所以贾府上上下下虽然可能
不太喜欢她，但也服她。看看
冷子兴怎么说她：“谁知自娶
了这位奶奶之后，倒上下无人
不称颂他的夫人，琏爷倒退了
一舍之地，——模样又极标
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
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可能凤姐那“巾帼不让须眉”
的强势也是她和贾琏不合的
原因之一吧。凤姐首次展现
她管家的本领就是在替宁国
府办理秦氏丧礼的那段。凤
姐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定位说
清楚：“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
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

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
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
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
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
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
清白处治。”然后把各各部门
的任务一一说明：“这二十个
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
内单管亲友来往倒茶，别的事
不用管。这二十个也分作两
班……”最后再把条规立好：

“……或有偷懒的，赌钱吃酒
打架拌嘴的，立刻拿了来回
我。你要徇情，叫我查出来，
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
了。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那
一行乱了，只和那一行算账
……”后来真有一名家仆迟到
了，向凤姐求情。他其实是初
次犯错，但凤姐且说：“明儿他
也来迟了，后儿我也来迟了，
将来都没有人了。本来要饶
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
就难管别人了，不如开发了
好”，随着命人打他二十板
子。这招“杀鸡儆猴”还真管
用，之后跟着凤姐做事的家仆
们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丝毫不
敢怠慢。凤姐办事有自己的
主张和章法，有领导者的风
范。凤姐的方式其实也是符
合兵法的。秦氏丧礼这一段
像极了《史记》中孙子用兵法
训练吴王嫔妃的事迹。孙子
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
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
吏士之罪也”。既有罪，而“军
令如山”，那就该罚。管理像
贾府这样的大户人家，确实像
管理军队一样，需要铁规，铁
手，不然实在撑不起。

能干的人有两种，一种是
像《三国演义》的刘备那样，“三
辞徐州”；另一种就像曹操那
样“宁教我负天下人”。凤姐
就是后者。书里第十五回，一
名老尼向凤姐求助。张家有个
女儿叫金哥，本已经许给原任
长安的守备公子，但后来长安
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少爷也上门
提亲，而且不容推脱。两方皆
不退让，打起官司来了，这让张
家很为难。听说贾府和长安节
度云老爷的关系不错，老尼想
请凤姐帮忙，让云老爷劝守备
公子退婚，好让金哥嫁给张家
比较看好的李少爷。凤姐先是
驳回，但后来老尼说张家已经
知道她来求凤姐了，若凤姐不
管，张家会怎么想？“……倒像
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似
的”。爱出风头的凤姐哪能受
得起这激将法？故借了贾琏的
名字，让人写信给云老爷，托他
把事情办好。谁料事成之后，
金哥和守备公子因蒙冤受屈，
双双竟自寻短见了！俗话说的
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
婚”。可凤姐的态度如何？“你
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
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
事，我说要行就行。”所以凤姐
后来凄惨的下场，也不过是因
果报应罢了。

当然凤姐也不是只为“出

风头”而处心积虑地去办好事
的。她其实也很替贾府着想，
精打细算。她当家时，其实早
已发现贾府支出多收入少，即
将变成一个空壳子。宝玉的姐
姐贾元春，是宫里皇上的爱
妃。那次皇上恩赐，让她回娘
家小住，贾府为了爱面子居然
盖了一座“大观园”。此园子之
华丽与荣华，应该仅次于当年
皇室的“圆明园”吧。总而言
之，用来建设和持续打理其园
子的金钱不计其数！而且贾府
平日的花费本来就已经很大
了。时不时有太监、穷亲戚什
么的上门要钱要差事，而贾府
又是皇亲国戚，该有的面子还
是要的，不然别的不说，元妃在
宫里也一定不会好过。所以凤
姐身为当家的一定要想办法。
其实秦氏早已给凤姐支招了。
她刚离世不久，便离魂至凤姐
处，与她说，贾府大限将至，需
早做准备，别到时候后悔莫
及。凤姐可立马在祖茔附近，
买房买地，并设下田庄。然后
用赚来的钱供奉祖先。也可以
在附近建设学校，跟同族人一
起分享……等等。按照秦氏的
方略，就算贾府以后没落了，被
抄家，这些祭祀产业也不会被
没收。到时候大家有个退路，
子孙也不至于没有地方读书，
这样不是很好吗？但凤姐不
从。她用了自己的方法为贾府
挣更多的钱。凤姐的法子就是
把现有的银钱拿去放高利贷借
给平民百姓……这还了得！贾
府是出了名的有钱人家，还是
皇亲国戚！突然干出这种事
来，岂不是把先前荣国公和宁
国公的脸都丢尽了吗？更别说
这是犯法的！后来贾府被抄家
时，此事被并列为贾府诸多罪
状之一。其实之前多挣来的钱
也远不够填补贾府的经济大窟
窿，后来借条还都被没收了呢，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
卿卿性命”。

能使凤姐拿出真本事的，
除了面子和当家责任以外，就
是在别人“惹她”的时候了。千
万别惹凤姐，惹了你就自求多
福吧。“凤辣子”这个名称可不
是乱取的。真的还是曹操那
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
下人负我”。她可以替贾母和
王夫人设下“狸猫换太子”之
计，使宝玉误娶宝钗，错负黛
玉；但她却容不下宁国府的人
帮着贾琏瞒着她金屋藏娇。贾
琏好色，喜欢沾花惹草，基本上
只要长得有几分姿色他就会喜
欢，若再加点风骚与轻浮，就更
好了。那时宫里的老太妃刚去
世，宁国府的贾敬也刚去世。
尤氏就把母亲和妹妹们都接进
宁国府帮忙。谁知早对尤二姐
有意的贾琏，在贾珍和贾蓉的
帮助之下，竟然不管不顾地在
国丧家丧期间，偷偷把尤二姐
娶进门了！还安置在贾府后边
的小屋里，然后私下让佣人换
尤二姐为“二奶奶”。贾琏还
说他早就看不惯凤姐，只等一

死便把尤二姐扶正。后来凤姐
无意中发现了，你猜她如何反
应？当然是怒发冲冠。但寻常
女子那些一哭二闹三上吊，哪
够她泄恨？她反设计了一场大
戏，铺下一个可以整死尤二姐
和那些帮凶的天罗地网，但又
可显露出她的无辜可怜和三从
四德。《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
一舞台剧，说的就是这一段，很
是精彩！凤姐先是查尽敌人的
底细，后故意靠近献殷勤，使对
手不加防备，再把她接到自己
的地盘里，在长辈面前掀开她
以前的丑事，然后慢慢地践踏、
羞辱，至死方休。凤姐也不让
宁国府里的那些帮凶有好日子
过。背后挑唆和尤二姐订过亲
的人去报官喊冤，自己好到宁
国府那边大闹一场；闹够了，自
己又把自己挑起的官司摆平，
显得自己多么的委曲求全，多
么的贤惠。真是妙计啊！兵法
全都用尽了。但无论凤姐多么
的机关算尽，干的总是坏事，百
密总有一疏。后来还是被反咬
了一口。贾府被抄家时，尤二
姐的事件，也成了罪状之一。

说了那么多凤姐厉害心
狠的一面，也该平衡一下了。
其实凤姐也有许多可爱的一
面。如若不然，贾母和王夫人
不可能会那么疼她。她生日
时，大家也不会费那么大劲去
筹钱帮她过生日了！凤姐的
嘴巴很甜，很会讨好别人。还
风趣会说笑。家宴时少了她
就不热闹了！这就是曹雪芹
厉害的地方。他让你感觉到

“落差”。先写一个凤姐在的
家宴，再写一个凤姐不在的家
宴，让你自己去感受凤姐的重
要性。读曹雪芹的书，不仅要
读好写下的细节，还要注意没
写下的人和物。为什么这一
段让你感到莫名的“空虚”？
是什么东西没了？什么人没
了呢？言归正传，凤姐在书中
的存在感是无可忽视的，许多
读者认为她和宝玉一样，也是
一线主角。

结局：若说谁在《红楼梦》
里经历的大起大落最明显，我
首先一定会想到凤姐。她前
后的风光已落败，对照起来实
在太让人心酸了。就拿她和
刘姥姥初次见面和最后一次
见面来说吧。初遇刘姥姥时，
她是多么的骄纵，姿态是多么
的高傲：“ ……外面看着，虽是
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
处，说给人也未必信。你既大
远的来了，又是头一遭儿和我
张个口，怎么叫你空回去呢？
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
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
呢，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
罢。”其实对于那时的贾府来
说，那点钱根本不算什么，没
必要那么对刘姥姥说话。刘
姥姥初进大观园时，也是被凤
姐作弄的最厉害，她不断地故
意让刘姥姥露出她“乡巴佬”
的行为。好逗大家笑。后来
凤姐落难了，走到了穷途末
路，还重病缠身，凤姐反拉下
脸来求刘姥姥帮她到庙里上
香求平安，还把女儿巧姐托付
于她。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对
照就是前面凤姐办理秦氏的
丧礼和后面她办理贾母的丧

礼了。我之前说过凤姐在办
理秦氏的丧礼时大展身手，抢
尽风头。谁知在办理最疼爱
自己的贾母丧礼时，却受尽委
屈，有心无力。当时贾府和四
大家族都已迅速落败，家里的
财力也很窘迫，于是佣人们各
怀鬼胎，办事当然不会像从前
那般尽心。军心已散，即便你
懂的多少“兵法”，都已无用
了。原来“牡丹虽好，全仗绿
叶扶持”。

凤姐因常年劳累和几次
流产，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了。
所以后来在面对贾府抄家，贾
母离世，等等的重大打击以
后，身体终于撑不住而倒下
了。那时的凤姐，权势尽失，
还被有些人视为贾府的罪人，
包括贾琏在内：“呸！我的性
命还不保，我还管他呢。”所以
即便凤姐病重了，也没人来
管。邢王二夫人也只差人来
探望，直到凤姐去世后才亲自
来。陪伴凤姐身边最多的也
只有她的女儿巧姐，她的亲信
平儿，还有最后来探望的刘姥
姥了。凤姐临终前的这个画
面和她华丽的登场比较起来，
是何等的苍白。可怜一世聪
明的凤姐，“蜂（凤）采百花成
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王熙凤这个名字的缘由：
王熙凤这个名字听上去就不
凡。“王”代表着领导者；“熙”
用上了“康熙皇帝”的名讳；

“凤”指神鸟，鸟之王。这个名
字很适合凤姐在贾府当管家
的身份。这个名字也特别的
男性；我猜想可能凤姐的父母
重男轻女，只想要个儿子，所
以即便生了女儿，也还是取了
这个名字，还“自幼假充男儿
教养”。凤姐也许是因为这个
原因，才努力当上“女中丈
夫”，来证明自己并不输给男
儿。再来，“凤”这个字读起来
也像“蜂”这个极为勤劳的虫
子，很是符合凤姐在贾府辛苦
劳累的经历。还有“熙凤”和

“西风”同音，暗指秋天。可惜
凤姐这种胸怀大志的领导人，
不巧生在贾府的败落之季。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
此生才。”

曹雪芹写王熙凤的目的：
最明显的动机应该就是借用
王熙凤这个角色来说人生的

“大起大落”。人算不如天算，
即便今日我们过得有多好，也
不保证以后的路依然一帆风
顺。所以做人做事都要留有
余地。而且，你能受得起多少
福分，就要有能力承受多少苦
难。除此，王熙凤的经历也展
现了我们华人熟知的“因果报
应”和“繁华世界的空性”。最
后，曹雪芹也透过王熙凤这个
角色再次表明了他对“男女平
等”的坚信。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
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
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作者简介：李伟琪博士
（Winda Liviya Ng,B.Med.Sc
[Hons],PhD），1991 年出生于
印 尼 棉 兰 ，后 迁 雅 加 达 。
2017 年 毕 业 于 澳 洲 ，墨 尔
本, Monash University,医学研
究博士班。目前是雅加达
一家化妆品公司的总经理。

自从去年4月份，新冠肺
炎在印尼各地扩散后，在长达
一年的疫情风雨中，苏门答腊
岛廖省(Riau)的确诊病例总排
在前十名；若以廖省人口总基
数来算，感染的百分率真让人
担心。据专家分析，廖省多个
工业厂房、工人宿舍附近轮流
成为发病的“簇点”(Klaster)，
加上市场、食堂、往来的民众
不太遵守卫生防疫规则，使感
染者此伏彼起、难于防范。

到今年4月下旬，廖省的
每日新增病患人数常列前5名；
根据5月4日的统计，当天的新
增病例达483人，高居全国第二
名，领先雅加达特区的416人，
中爪哇省的275人。更让人揪
心的是，廖省Covid-19防疫专
案组发言人因特拉(Indra Yovi)
医生于4月30日宣布，北干巴

鲁市数家专治新冠重症患者医
院的加护病房(ICU)已全部满
员，省政府正紧急设法处理；他
也呼吁轻症患者到政府指定，
有专业医护人员管理的小医院
进行隔离治疗。

廖省警察厅、城管与卫生
部在疫情期间屡次分发免费口
罩，呼吁民众为家人及市区的
健康，遵守卫生防疫规则(Prot-
okol Kesehatan)，但收效并不显
著，不戴口罩而聚集的群众比
比皆是。政府也曾在路口设卡
检查，没带口罩的行人被罚清
理街道，并拍照存档；但他们还
不当回事，拿着扫帚、满面笑容
摆个姿势拍照就了事。如今省
政府及警方提早通知于6日至
17日执行封路，限制交通；而
违反防疫规则的民众将被现场
罚款处置，希望能起到震慑的

效果。“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是
民众的愚昧，或者就是“人性”
的体现？

最近，群组里热传香港著
名政论员屈颖妍于5月3日所
写《一份人性的考卷》的文章，
她说：“总觉得，一场新冠肺
炎，是上天给各国的考试卷。
难题一样，考的，除了救治方
法，还有人性。瘟疫袭來，中
国首先想的是别人，怎样阻止
疫症蔓延到其他地方。于是，
果断封城，切断传播链，为了
保护大多数，牺牲经济、个人
自由。”如今中国过关了。

接着，“美国一跃成为世
界疫情第一，至今已累积个案
三千多万，死亡人数 58 万。
然而，美国的国民仍继续四处
飞，世界第一大国，没人夠胆
阻止他们入境，美国人也像听

惯了死亡数字，继续选举，继
续行乐。”把错全“甩锅”中国，
让愚民、疯子“仇恨”亚裔。

文章还说：“最近，轮到印
度。每日三、四十万新症，焚
化炉都烧坏，已到死无葬身之
境地。医疗系统崩溃，政府束
手无策，国境内的富豪鸡飞狗
走。”“累积接近二千万病例、
超過21万人死亡，印度政府
却没有把国门关闭，反而任由
国民四处逃窜。跟美国一样，
民主自由比人命都优先。”不
但包租飞机，搭载印度病患的
船只也开到印尼西部海域。

屈颖妍还写道：“这份考
卷考验出一个最狠的国家，就
是澳洲。因为目前有至少9千
名澳洲公民滞留印度，澳洲政
府怕他们逃难回国避疫，于是
宣佈，从印度回国的澳洲公

民，将被判5年有期徒刑。”“狠
狠把国民丟在门外，这就是西
方日夜吹噓的文明？这就是
白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有消
息透露，那些滞留的大多数是
印度裔澳洲人！哦，明白啦！

评论认为，印度的疫苗原
本不缺，但被美日澳忽悠的

“亚太战略”吹得飘飘然，要与
中国扳手腕、唱对台，打击北
京的“疫苗外交”。待到自己
疫情飙升，才发现库存的疫苗

“多乎哉？不多也。”匆忙停止
出口，但为时已晚，而控制着
疫苗主要原材料的美国因要

“照顾好每一个美国人”，不能
答应印度的数次要求，使得印
度“庞大”的世界级制药工厂，
因缺欠美国原料而不能生产
疫苗，但“民主”的印度政客仍
在追着拜登苦苦请求。

当印度的疫情水深火热
时，基于人道主义，以及防疫
是国际责任的理念，巴基斯
坦、德、法、俄等国都已纷纷伸
出援手，中国的800台制氧机
已于26日空运至德里，一周
内还会有1万台。不过，之前
为了压制中国而不时向印度

“献殷勤”的美澳日，却翘起
“世态炎凉”的二郎腿，对印度
的疫情装糊涂，露出了他们粉
饰、扭曲的“人性”。

国内媒体报道，印度的
“双重突变”变异新冠病毒已
开始传入，闹得人心惶惶。但
愿民众能遵守政府防控疫情
及保障民生的科学措施，执行
防疫卫生规则；别再听信那些
居心叵测的政客、公知的蛊
惑、谣言和愚弄，恢复我们民
族宽仁、守法的崇高“人性”。

■ 2021年 5月7日（星期五）

■ Friday, May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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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余凡

印华论坛/副刊

疫情雾霾中显现的“人性”

■ 雅加达：李伟琪

说王熙凤
——随我入红楼一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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