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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里的成语典故里的运运
城城



▲河东成语典故园“董狐直笔”雕像

□记者 薛丽娟 文图

“董狐直笔”指敢于秉笔直书、尊重
史实、不畏权贵的正直史家。这一成语
典故源自《春秋左传》，涉及晋国的史官
董狐和卿大夫赵盾。

众所周知，绛县史称故绛，曾是晋
国的故都，见证了晋国走向春秋五霸的
历史进程。很多相关的成语便出于此，
比如，表里山河、绛县老人、调虎离山
等。在绛县安峪镇有一村庄，村名就来
自良史董狐。

相传，晋襄公去世时，儿子晋灵公
仅有七岁，晋襄公便托赵盾辅佐执政。
没承想，晋灵公长大后不务正业，喜爱
奢华，肆意妄为，十分残暴，经常滥杀无
辜，群臣和百姓敢怒不敢言。赵盾几次
进谏，规劝不成，反让晋灵公起了杀意。

当时，晋灵公十分宠信大夫屠岸
贾，两人商议后，派人去行刺赵盾。不
料刺客来到赵盾府上，看到赵盾四更天
就起来等待上朝，被其忠心为国所感
动，不忍下手，一头撞死在树上。晋灵
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假意召赵盾进
宫喝酒，想用一只训练好的猎狗咬死赵
盾，不料这一诡计被赵盾的侍卫识破。
晋灵公大怒，下令誓要拿下赵盾。

赵盾只好出逃避难，可还没离开国
境，便听说晋灵公被自己的族弟赵穿一
箭射杀。原来，当时逃亡途中，赵盾遇
见打猎归来的族弟赵穿，赵穿让他先别
离开晋国，自己有办法。赵盾回应：“我
暂时在河东等着。你万分小心，别再惹
出祸端。”赵穿回到城中，用计取得晋灵
公的信任，后又以搜罗美女为名，将屠
岸贾支开，接着，便在晋灵公到桃园喝

酒游玩时，指挥将士把晋灵公杀了。
之后，赵盾回朝拥立了晋襄公的弟

弟、晋文公的小儿子、晋灵公的叔叔黑
臀为国君，这便是后来的晋成公。

尽管晋灵公昏聩，但族弟弑君，对
于世代忠良的赵家来说，名声始终有
损。于是，他找来太史董狐，想查阅下
朝廷记录大事的册子。

只见太史董狐不写赵穿弑君，而写
“赵盾弑其国君”。赵盾大吃一惊：“不
是这样的，谁不知道灵公被杀时我逃亡
在外，怎么能将弑君之罪归于我呢？”

董狐耿直地说：“你是正卿，国家大
事全由你掌管！弑君者‘亡不越境，反不
讨贼，非子而谁？’”此话意思是，作为执
政大臣，你擅离职守，逃亡未离开国境，
回朝却不讨伐反贼，反而包庇，凶手不

是你是谁？赵盾听后虽不满，但并未动
怒和辩解，就这样背负了罪名。

虽然晋灵公荒淫无道，但毕竟是一
国之君；虽然赵盾被逼无奈，但包庇纵
容赵穿毒死晋灵公是真。太史董狐不
畏强权，秉笔直书令人敬佩。

后来，孔子作《春秋》，赞叹董狐是
古来优秀史官，书写合法，不为隐讳！
文天祥也在《正气歌》中列举历史上英
雄为信念而坚决斗争的事迹时，写下了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反观这一故事，董狐能名垂青史，

其实也离不开赵盾的宽厚大度，如果赵
盾斤斤计较，那董狐必死无疑。史官实
事求是，刚正不阿，不为尊者讳，在晋便
是董狐笔。赵盾开明卿相，虽有异议，
却尊重史官，不予加害，此等胸襟，更见

其伟大。
而晋成公也没有偏向有恩于他的

赵盾，还将董狐视为良史，后来还封赏
了董狐食邑之地。之前记者去绛县采
访时，绛县博物馆原馆长苏文芳告诉记
者，如今的董封村就是当时董狐的封
地。董封村最早叫清河村，因为离村不
远处有一条清河，后来被赐给董狐作食
邑之所，才改名为董封村。

今天的董封村有一座元代风格的
戏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
说，此戏台仅是原泰山庙的附属设施，
可见原庙宇的宏伟壮观。能有如此规
模的庙宇，修建想必极耗人力和物力
的。虽没有文字记载，但董封村老一辈
人口口相传，村里曾出过一位宰相和一
位御史为村中建路、修庙，留下了一段
佳话。民间传说折射着历史的影子，说
明此地人才辈出，正是“董封直笔”的故
事彪炳史册，代代流传，激励着后人敢
于坚持和追求真理，做人做官要不畏强
权、恪守职责、勇于担当。

史官，古代极为特殊的一个职位，
他们肩负着记录历史、维系真实的责
任，正是因为其存在，今人才得以窥见
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变迁，“以史为鉴”。
纵观二十四史，即便是盛唐大宋，也难
免为尊者讳，隐去了诸多是是非非，恩
恩怨怨。由此，更显得董狐刚正不阿、
秉笔直书的难得，无怪乎，他被作为史
官之典范。

“董狐直笔”这一成语典故告诉人
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应不惧权威，遵循
正义，坚守原则，讲正气，立正德。“董狐
直笔”开创了史学秉正的传统，也影响
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史官。

董狐直笔：绛县董封村 村名记良史

□夏明亮

刘莉莉的红学论著《一得集：落笔品
＜红楼＞》（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
出版）通过深入挖掘《红楼梦》的文本内
涵，为读者深度理解《红楼梦》提供了新
的视角。

刘莉莉的红学研究走的是文本研究
“正途”，堪称红学研究的一股清流。正
如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先生在序
文《天涯尽头是香丘》中所说，刘莉莉的
红学研究“以《红楼梦》文本为对象，以文
学性的立场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和
艺术价值，把人物看成文学形象，把曹雪
芹看成文学家，把对《红楼梦》的欣赏看
作是对小说语言、情节结构、题材意义的
把握、揣摩、比较和分析”，因而她选择的

“红学”是《红楼梦》阐释的“正途”。我们
知道，在红学两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索
隐派、考证派、探佚派等多种流派大行其
道，虽然也有它们各自的学术价值，但这
种现象给人的错觉是，好像不是《红楼
梦》本身多么伟大，而是其背后的历史之
谜才更有研究价值，这就将人们读红的
方向带偏了，将小说引到了文本之外，好
像《红楼梦》背后的故事才是研究的对

象。在这种纷乱芜杂的红学研究背景
下，刘莉莉从《红楼梦》本身的文学价值
进行研究，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刘莉莉善于别出心裁，捕捉不易发
现的学术选题，显示出独特的学术视
角。比如，首篇《从“西昆体”到“长吉
体”》，突破对人物性格固化的窠臼，从贾
宝玉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诗歌风格，动态
地塑造他对人、对外物、对茫茫尘世的感
触步步加深，以致他的诗词随着日趋成
熟的思想由循序渐进到发生质的转变。
《缘聚缘散二丫头》从一般学者忽略的不
起眼的小人物入题，从“这一段九曲婉转
风光旖旎的文字”里，读出了作者曹雪芹
的“笔下眼，眼中缘，缘中情，情中语，语
中悟”。《<红楼梦>中的商人百态》，引领
读者从“风花雪月、你侬我侬的风月世
界”中走出来，感受那个“拥有柴米油盐、
充满酸甜苦辣的真实世界”，使大观园、
宁荣府与更广大的人际世界衔接成一个
整体。

在一些红学大家早有定论的题目
上，刘莉莉敢于挑战，显示出极大的学术
勇气。比如，“曹雪芹对女性的认识”历
代多位红学大家都有过连篇累牍的海量
论文，但刘莉莉的《论“鱼眼睛”兼曹雪芹

思想源流微探》，将曹雪芹的“女儿论”与
李贽的“妇女平等论”进行比较分析，显
示了宽广的学术视野，而且敢于深入探
寻曹雪芹博大深邃的心理世界，“上至老
庄，次至阮籍，再至李贽，都是曹雪芹的
隔世知音”。又如，写秦可卿的那篇
《情？淫？话可卿》。众所周知，秦可卿
是红学中的一个特别的重要角色，很多
红学大家都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刘心武
甚至提出了“秦学”。刘莉莉这篇论文立
体地、多维度地剖析了秦可卿这个人物
形象，以及曹雪芹塑造秦可卿的超人之
处：“梦中可卿”与“俗世可卿”彼此映衬，
遥相呼应，幻中有真，真中是幻，“在两个
可卿的交接之间，完成了真与幻、情与淫
的思想碰撞，形成了从淫欲至怡情的境
界升华”。可谓自成一家之言。

文学评论从人物形象、语言个性、情
节结构等方面的分析和解剖，可以看出
一个学者的学术功力，但仅仅停留在这
个层面，就技巧论技巧，就文学说文学，
学术的高度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人
说，从形而下升华到形而上，这标识着一
个学者的学术高度，确乎如此。在《一得
集：落笔品＜红楼＞》的多篇论文中，我
们都可以看到哲理火花的闪耀。如“《红

楼梦》中的‘十五’具有重要的意义，包含
着潮起潮落的此起彼伏，包含着祸福消
长的人世变幻，也包含着作者对月圆月
缺之间盛世轮回的的深刻理解。”“十五
月圆，满则必亏，周而复始，天道轮回。”

“凡事凡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走下坡
路，终致自己的反面。以此类推，循环往
复，组成了世间的人事纷扰世事轮回。”
这样充满思辨和哲理的文字，像串联起
来熠熠发光的珍珠，在全书中随处可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莉莉的文字
既有学术语言的严谨，也有文学语言的
灵动，可谓顾盼生情、摇曳多姿。比如：

“只是曹雪芹灵心惠悟，已经超然物外，
化身为一个巨人，站立在《红楼梦》之上，
也站立在整个尘世之巅，俯瞰着人世，俯
瞰着一个个蝼蚁般的生命，只是这俯瞰
中包含着绝世的悲悯。因为悲悯，所以
清醒。”又如：“书里书外，都是人生，都是
现实的壁垒，无论怎样演绎，都是在兴亡
之间游走，只是众生浑噩，不解其理。”

“这一问，问的是自己，问的是世人，问的
也是朗朗乾坤，茫茫宇宙。”可以这样说，
刘莉莉的文字像筛子筛过的谷粒，不掺
杂砂石和秕谷，颗颗晶莹饱满，显示出其
驾驭和调度语言的高超能力。

与大师对话 成一家之言
——刘莉莉《一得集：落笔品＜红楼＞》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