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咬文嚼字“相公”的演变 徐锋

    “相公临戎别帝京，拥麾持节远横
行。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
兵。山花万朵迎征盖，川柳千条拂去
旌。暂到蜀城应计日，须知明主待持
衡。”岑参在《奉和相公发益昌》诗中，
对“杜相公”杜鸿渐（杜鸿渐当过宰相，
唐朝称宰相为“相公”，所以叫杜相公）

赞颂有加，流露出了其渴望“杜相公”
能迅速平定叛乱、安定社会秩序的迫
切愿望。千百年之后回望，依然能感
受到一种乐观向上、豪迈雄壮的气
势。然而，轻轻怀想“相公”这个词汇，
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缓缓升腾。
    在人们印象中，“相公”是古代妻
子对丈夫的一种称呼。事实上，这往
往是我们“忘其故”了。在不同的年

代，“相公”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尽相同

的。
    汉代末期，大臣纷纷被封，又因辅
佐国君的大臣被称为“相”，因此，人们
开始将宰相尊称为“相公”。如《史记·
项羽本记》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
为相。”意思是沛公想在关中称王，让
子婴做宰相。
    《宋史·王圭传》中云：“以其上殿进

呈，曰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
谕禀事者，曰已得圣旨也。”这便是我们
熟悉的成语“三旨相公”的出处。后来，
人们就将那些政绩平平 、对所负责的工
作敷衍应付、虚与委蛇，“照抄、照搬、照

转”上级文件，不能因地制宜踏实做事，
希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官吏称为

“三旨相公”，讽刺其庸碌低能。
    大约从元代起，似乎是为了安慰
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善良的人们就挪
用原来专指宰相或泛指官吏的“相公”
一词来称呼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功未
成、名未就、倍受名利煎熬的秀才。顾
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前代拜相者必
封公，故称之曰‘相公’。”虽以后词意
扩大为泛指官吏，但元杂剧里还是以

“相公”指下层读书人、秀才为众。清
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说：“古称秀
才为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
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
    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相公”一词
拓展了外延。社会上对饰演旦角的男
性伶人有一个流行的称呼——“相

公”。清代的“相公”无一例外都来自贫
穷或不幸的家庭。他们或是家贫无以

维持生计而被卖，或是父母双亡的孤
儿，或是家庭突遭变故而被官府断入梨
园作为惩罚，或是本为伶人后代、难以
选择体面职业的人。在他们之中，极少
有人是出于兴趣爱好而心甘情愿地从
事这一行的，几乎所有人的出身背景都
笼罩在屈辱和无奈的阴影中。再后来，
不仅对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尊称为“相
公”，如“才子配佳人，相公招姑娘。”再

如《红楼梦》第六七回：“怎么柳相公那
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一时糊涂了就跟
着道士去了呢？”还将那些旧时读书人
不屑为伍的人也拉到“相公”队伍里
来。如：称学徒为“相公”，称京津两地

戏园中饰小旦的男士为“相公”，甚至将
男妓也雅称为“相公”。这样，“相公”这

个词就包容了从宰相到男妓这个大系
列的男性，使贫寒读书人视之如鸡肋，
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显然，“相公”一词在当下更是被
损毁得厉害。再也不是对宰相、官吏、

伶人等的称呼，而是直接指向一种特
定的麻将语汇。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社会世俗与
趋向往往会渗透到语言文字里，一个
词语的意思会在社会这个“暖箱”中不
断发酵而产生变化。当下，很多词已经
“死”后重生，它们再不是从前的意思，
就像代表着光明的“囧”字如今已经象
形化，变成了一张尴尬欲哭的脸。于
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相公”这个

词的时候，只知当下含义，原有的意思
便一去不复返，这是时代变了，是人心
变了！

小草青青

雪 陈捷逸

    雪，来得很突然。正午时分，忽而
就飘起了雪。仅仅5分钟，让刚刚激动
起来的我们又“唉”地一声叹了回去。
    那时，正在上历史课，正说到宋
词，仿佛是为了与李清照的“凄凄惨惨
戚戚”相呼应、相和鸣，雪，悄然来临。
    “下雪啦！”同学轻声惊叹，大家应

声望向窗外，雪如白的棉絮散漫飞舞，
悠哉悠哉。待我再朝窗外瞟了一眼
时，雪花儿稍微添了些，在空中跳着摇
摆舞，嘻嘻哈哈迟迟不肯落下。我轻
声告诉同桌：“真的下雪了！”她眼中放
光。随着风的吹动，雪花不停地落下，
同学们不住地往外张望，心中有一种
喜悦，这是新年的第一场雪。
    这几分钟时间，大家都“屏牢”，下
课了，大家冲出教室，雪纷纷扬扬，落在

脸颊，一阵冰凉，一份舒爽，一丝清新。
    雪停了。大地星星点点、薄薄的一
层白，但即使这样，在我看来，一些建筑
也颇有“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
作宫”的美感。遗憾的是，它们很快融
化了，我盯着雪，呆呆地想：为什么美好
的感觉、味道、气息，都消失得那么迅捷

呢？枯黄的树叶飘落下来，它仿佛告诉
我：冬天过去，春天就要来临。
（作者系嘉定区桃李园实验学校学生）

金黄飘香的梦
英子

    我决定再去看你，趁着暖暖的冬
阳，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像在我梦中盛
放灿烂笑容的样子。
    还在离你很远很远的地方，风就
把你的讯息传递。你浓浓的幽幽的香
味，牵引着我的脚步，勾起我梦里无尽
的相思，加快了我靠近你的速度。
    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当我再次
见到你的时候。
    我想把世间最美的词汇都送给
你，比如娇美、灿烂、坚强、清丽、恬静；
比如素雅娇嫩、沁人心脾、鲜丽明媚、
奇香四溢、淡雅清新⋯⋯但都不如你
冰心玉骨。
    我想把最动听的诗献给你，比如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比如
“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比如“二十
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但都难

以说尽你婉约的姿态。
    如果有雪该有多好。
    厚厚的白雪覆盖，金黄的花朵盛开，
点点飞鸟的痕迹，幽幽柔柔的香气，还有
我，作为你的背影，在你的身后站立！
    如果你有魂，请夜夜来入我的梦
境，借一缕你的风骨、充填我缺失的灵
气、增强我抗风的能力。
    金黄飘香的腊梅花，今夜，你可再
入我的梦境？

《洒·落》摄于汽车博览公园     顾 世 超 /摄

酸甜苦辣腊八节 黄凌

    腊八节的资格，绝对够得上“元
老”的身份。它起源于公元前525年
释迦牟尼彻悟成道的农历十二月初
八日，盛行于十世纪中后期的北宋
初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在江北，流传着“第一个腊八如
此可，第二个腊八没处躲，第三个腊
八苦上苦”的民谚。它不仅传递着
腊月初八、十八、二十八都叫腊八的
信息，而且描绘了岁口年关、穷人还
不起债走投无路的悲惨状况。戏剧
《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是躲债7天
后回家过年，被黄世仁逼死的。
    宋代以前，佛家弟子和民间善
男信女，皆在此节吃腊八粥、赠腊八

粥，以此形式宣扬“善、信、仁、礼”。
北宋末年，时局动乱，灾荒连年，疫
病蔓延。一些寺庙在腊八粥中添加
药材，让逃荒的百姓分食，既可充饥

又可治病。北宋人陆游有诗赞曰：
“今朝佛粥交相馈，反觉乡村节物
新”。到了明清之际，腊八日已成为
朝野盛节。每到这一天，皇城皇宫
张灯结彩，接受皇上“赏粥”，恭祝天
下永乐太平。
    千百年来，腊八节始终保持2大
不变的特色：一是互赠共享，亲朋好
友、左邻右舍之间，谁家有好的熬粥
经验或特别的熬粥料作，会相互学
习交流；二是多样性，一般用于熬粥

的果品不能少于8样，既有“发”的意
思，也有各种原料味、香、功能互补、
好吃滋身的作用。
    世盛则粥浓，世衰则粥稀。现
在的腊八粥，那真是“相当的”丰富，
酸甜苦辣里尽显食补、食疗功效。
赤豆、红枣、莲子、核桃、桂圆、杏仁、
白果自不能少，还有加入银耳、人
参、龙眼肉、蜜饯、百合的，腊八粥的
内容总是合着时代的节拍，传递着
中华民族崇善、尚美、重情和守义的
文化内涵。
    腊八粥的香气浸润着整个腊月
的喜庆。紧接着，春节就将来临。

野云轩

金骏眉 游仙

    于茶，我是外行。一次，去于茶
颇有造诣的老张处喝茶，只管喝，不
问喝的是什么茶。茶过三巡，后到的
一位女士赞：“这茶好香呵！”我说，
“那当然，这是铁观音，上好的铁观
音。”外行充内行，老张当场戳穿：“你
再看看，这是什么茶。”我一看那包
装，咋舌：“啊呀，金骏眉啊。”我之外
行，可见一斑。
    后来去武夷山，到陈淑玉女士的
茶室喝茶。原与她只一面之交，那是
2009年11月，她在嘉定棋盘路上的评
韵阁布茶道，刚巧碰上，当天她回武夷
山，临走时说若去武夷山，一定要到她
的茶室里喝茶。我虽不懂茶道，但喜
欢喝茶，因此一到武夷山就给她打电
话，她说她正在乡下收购金骏眉的回
店途中，20分钟可到。后来我们一大
帮人坐在她十分雅致的茶室里喝茶，
从大红袍喝到顶级的金骏眉。问她金
骏眉的价格，她说，收购价是8800元
一斤。
    从2009年11月去过嘉定的评韵
阁后，就没有去过。因为想要喝福建
的岩茶了，最近又去了一次。阁主小
郑热情有加，从大红袍喝到铁罗汉，最
后泡了金骏眉。我是去蹭茶的，喝得
都不好意思了。我把去年武夷山的事
说了，小郑说，我这金骏眉绝对不比陈
淑玉的差。因为我是早在她之前去收

购的，并且进了数十斤，因此进价也便
宜得多啦。
    看来，我对茶道永远是外行，这辈
子恐怕入不了道了。

闲人茶话武夷石角 楼耀福

    “武夷人家”是一家茶铺的店号，
常来常往，店主小徐小陈与我很熟。
我喝的岩茶，也大多购于此店。小陈

家三代茶农，至今仍有80余亩茶园在
武夷山“三坑二涧”中的慧苑坑。自
古有“茶中佳品数武夷，武夷佳品数
天心，天心佳品数三坑”之说，大自然

对他们一家真的有恩赐。小陈的爷
爷做得一手好茶，虽已故世，在当地
仍有名望。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手艺，

也很了得，在天心村赛茶中连年夺
魁。“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看看，我们
家周围景色可漂亮呢！”小徐夫妇不
止一次地邀请。
    庚寅夏，与友人结伴去武夷山，
游罢“大红袍”景区，有半天自由活动
时间，我即拨通小徐电话，说我正在

你家乡呢！小徐在上海守店，一听很
兴奋，说小陈正在武夷山家里：“我让
她与你联系，欢迎你去看一看，喝壶
茶。”

    小陈见到我们，分外热情。刚坐
定，便问：“喝什么茶？”殷慧芬脱口而
出：“石角！”
    石角是武夷山小品种茶，小徐曾

介绍，此茶因母树生长于岩石的一角
而得名，灌木型，小叶类，晚生种。植
株较高大，树姿直立，分枝较密，叶长
约5-6厘米，卵圆形，色青绿，叶身较
平张，叶主脉粗显，叶面平滑，叶质厚
脆，叶缘平直，叶齿密、浅、锐，叶尖骤
尖，芽叶黄绿色，有茸毛。春茶采摘
期为5月初。石角的特征是香气高而
强，水中有香，口感醇滑。
    知道石角的人并不多，喝过这茶
的更少。有几家自称做了十多年岩
茶生意的店铺，每逢我问及此茶，都
很惘然，有的直言从未听说过。我曾
查阅茶书茶典，也未见有记载。台湾
茶人池宗宪《武夷茶》一书列举了铁
罗汉、素心兰、醉西施等133种茶名，
仍不见石角。一度我心生疑惑，这石

角会不会是小徐夫妇随意取的茶
名？直至到了武夷山，在九龙涧畔的
名丛园，看到那里有块石碑，刻录着
岩茶珍贵品种，石角也名列其中，我
才确信小徐他们所言不谬。之后，再
说起石角，当有人说闻所未闻时，我
就很有底气地请他们到山里去读一
下那块石碑。
    小陈家并排着几个铁皮箱，标着
各个品种的茶名。好客的她从茶罐
取出石角，一种内敛的幽香在空气中
回旋，看着它那深褐色的条索，我实
在也很难辨别这茶的品相和传统的
武夷山乌龙茶有什么明显区别。随
着小陈将沸水注入盖杯，冲泡出来茶
香四溢，那汤色如玛瑙般棕黄清澈，
啜一口，爽滑而有回甘，更有一种厚
醇岩韵，让人回味无穷。
    武夷山的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

相比之下，洲茶的口感则明显轻、薄、
淡。小陈家的石角做得好，全无烘焙

不足的生涩气，也无烘焙过度的烟火
味，这种恰到好处的滋味正是令我们
着迷之处。难怪小徐小陈一次次地
夸口：“这石角就我们家做。”也难怪
我的茶友、远在东瀛的叶毅，回国探
亲时在我家喝过石角，便在博客上发
表感言：“生长在石角上的茶，自然有
一股岩骨傲气。”说来也奇，这石角贮
藏一二年后再喝，口感则更好。因此
这几年，我们喝石角，便像流水席似
的，2009年喝2007年的，2010年喝
2008年的，而2010年买下的则要藏
至2012年再启封品味。
    那天，我们在小陈处喝了各种岩
茶，对别的茶记忆有些模糊，惟石角
风骨野韵犹存。我们本想买几斤石
角，小陈说：“不如回到上海到小徐那

里拿，价格一样，何必带着大包小包
去挤火车乘飞机，多不方便。”她挺为
我们着想。
    因为这石角在心间的回味，也因
为回到上海一样可在小徐的“武夷人
家”买得喜欢的石角，离别小陈时，我
们满心温馨。

汇 龙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