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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红楼梦》里的酒令，共抄得“女儿令”“牙牌令”“射覆令”“花签令”“骰子令”“流

觞令”六种三十六首（其中唱曲六首），约占红楼梦诗词总数的１４%，比重不算小。这些酒令，

称得上真正的“酒文化”。当今酒桌上的所谓“酒文化”，除了偶然见到小酒肆角落内有底

层打工者在伸着手指吆喝“划拳”，其余酒场内大都只有醉生梦死之“敬酒”“劝酒”，没

有半点“文化”可言。每每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是“常态”，由此发生“酒驾”“酒架”是常事，

喝死人的事也常有所闻，岂不是“醉生梦死”吗？《红楼梦》里的酒令，其玩法无疑是高雅的，

其酒令内容则也有高雅低俗之别。这些酒令内容的高雅或低俗，则完全依据小说人物的身份

而定。贾母、林黛玉、薛宝钗、李纨、探春、湘云、鸳鸯等人所行酒令的内容自然属于高雅

层面，而薛蟠、云儿等人所行酒令的内容则低俗不堪。这些，都是为塑造小说人物服务的，

是与小说人物的性格和品味相符的。对此，读者自然不难鉴别。

第二十八回（十则）

小 曲
云儿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期

私订在荼䕷架，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

按：云儿是锦香院的一位妓女，是薛蟠的玩物。一日，贾宝玉带了焙茗、锄药、双瑞、

双寿四个小厮，前往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府上饮酒作乐，薛蟠、蒋玉菡等同席。贾宝玉

《红楼梦》里的酒令
——《红楼梦诗词全钞》选载之六

□朱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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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薛蟠是姨表兄弟，关系不可谓不密。那薛蟠三杯

下肚，不觉忘了情，拉着云儿的手笑道：“你把那

梯己歌新样儿的曲子唱个我听，我吃一坛如何？”

云儿抱起琵琶 , 唱了这首淫荡曲子。冤家：民间对

情人的爱称。三曹：指古代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

大理寺。对案：指审理案件时原告、被告、证人三

方出庭对质。

宝玉此次结交的这些狐朋狗友，都是滥淫之徒。

宝玉和这类人交往，也是他纨绔子弟的“命中应有

之义”。他与大观园中诸女子相处的“净”，同他

出来与这类人鬼混的“浊”，是他人生真面目的正

反两面，并不奇怪。后来他“大承笞挞”，被贾政

打得半死，原因之一，就是他与戏子蒋玉菡勾搭，

北静王派长史到贾府来要人，使贾政感到大丢面子。

第二个原因，贾环恰在这时当面向父亲告发宝玉企

图强奸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儿，导致金钏儿自杀。其

实这是歪曲事实，当时金钏儿正在给午睡的王夫人

捶腿，她自己也打起瞌睡来，宝玉上去摘她的耳坠，

又从自己荷包里取了一块香雪润津丹塞到她嘴里，

并与金钏儿调笑了几句，说是要回了太太讨她。王

夫人并未睡着，一转身猛抽了金钏儿一记嘴巴子，

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

坏了。”并把她母亲叫来，硬把金钏儿撵走了。金

钏儿想不开，投井自杀了。

曹雪芹塑造贾宝玉这位人物，充分关照到他的

家庭背景可能影响到他人生行为的多重可能性，而

不是平面地、单一地去刻画这位人物的某一个侧面。

这样多角度、多侧面地刻画贾宝玉，反而使这位人

物更丰富、更真实、更可信。

女儿令
贾宝玉

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

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

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

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

按：云儿唱罢，贾宝玉笑道：“如此滥饮，易

醉而无味。”他提议先行酒令，各人都行“女儿令”，

各人都须说出女儿家“悲、愁、喜、乐”四字，说

完先饮门杯。酒面各人都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

酒底要以席上一物说一个句子，或古诗、旧对、《四

书》《五经》或成语均可。这类酒令，有不少是淫

言秽语。薛蟠未等宝玉说完，急道：“我不来，别

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云儿笑推他坐下道：“难

道你连我都不如！”薛蟠只得硬着头皮坐下。宝玉

先说了上面这道“女儿令”，众人都说好。薛蟠却说：

“不好，该罚！”众人问：“为何要罚？”薛蟠道：

“他说的我全没听懂。”云儿拧了他一把，笑道：“你

悄悄的想你的罢，回来说不出来，倒真该罚你了！”

宝玉接着唱了下面一首曲子。

酒令曲
贾宝玉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

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

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

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按：这种行酒令的形式，有点像当代流行的“卡

拉 OK”，但玩法比“卡拉 OK”复杂得多。宝玉说

了四句“女儿令”，又唱完这首曲子，众人齐声喝彩，

独有薛蟠说“无板”。宝玉没有理他的碴，先饮了

门杯，又从桌上拈起一大片梨来，亮出酒底道：“雨

打梨花深闭门。”这时他的酒令才算行完。下面由

宝玉当“令官”，主持按此规矩行酒令。后面轮到

冯紫英。

女儿令
冯紫英

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

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

女儿喜，头胎养了双生子。

女儿乐，私向花园掏蟋蟀。

按：冯紫英说完此令，席上无人说好，也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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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好。众人大概觉得他有的句子挺精彩，有的句

子却不贴切，一时难以表态。可见冯紫英的诗词功

底还不如贾宝玉。

酒令曲
冯紫英

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

精灵，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你全不信，只

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

按：冯紫英唱完这首《鬼精灵》，饮了门杯，

见桌上有鸡肉，说：“鸡声茅店月。”令完。他这

首曲子明显是唱给云儿听的。云儿是个妓女，是纨

绔子弟的公共玩物，故当着薛蟠的面对她唱曲吃豆

腐也并不得罪薛蟠。

后面轮到云儿。

女儿令
云儿

女儿悲，将来终身依靠谁？

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

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

女儿乐，住了箫管弄弦索。

按：云儿说了第一句“女儿悲，将来终身依靠

谁”，道出了她的身份和心态。薛蟠马上接道：“我

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她第二句说“妈

妈打骂何时休”，她说的“妈妈”是指妓院老鸨。

薛蟠道：“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吩咐不叫她打你呢。”

众人都道：“再多言者罚酒十杯！”薛蟠连忙自己

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酒令曲
云儿

豆蔻花开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

不得进，爬到花儿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

了你怎么钻？

按：云儿唱罢这首淫荡曲，从桌上拿起一个桃

子说：“桃之夭夭。”酒令毕。后面轮到薛蟠。

女儿令
薛蟠

女儿悲，嫁了个大乌龟。

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

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

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

按：薛蟠是个恶少淫棍。整日价花天酒地，奸

淫妇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胸无半点文黑，满

嘴脏话粗话。他第一句说“女儿悲，嫁了个大乌龟”，

众人已笑弯了腰。第二句又说“绣房撺出个大马猴”，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定要罚他。宝玉替他解围道：“押

韵就行。”第三句说“洞房花烛朝慵起”，众人都

诧异道：“这句何其太韵？”第四句却下流得不堪

入耳，众人骂他：“该死！该死！快唱罢！”他唱道：

“一个蚊子哼哼哼”，众人都怔了：“这是什么曲

儿？”他道：“这是新鲜曲儿，叫作哼哼韵⋯⋯”

接着又唱了一句：“两个苍蝇嗡嗡嗡”。众人都道：

“罢罢罢！免了免了，别耽误了别人。”

女儿令
蒋玉菡

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

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

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

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

按：蒋玉菡小名琪官，他是忠顺亲王府戏班的

旦角，现如今已是闻名京城的名伶。他为人低调，

温文尔雅，向往“夫唱妇随”的平静恬淡生活。他

后来娶了贾宝玉的贴身丫鬟花袭人为妻。“堪羡优

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优伶”指蒋玉菡，“公

子”指宝玉。



70 71

酒令曲
蒋玉菡

可喜你天生百媚娇，恰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

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

听樵楼鼓敲，剔银灯，同入鸳帏悄。

按：蒋玉菡唱毕，饮了门杯，笑道：“这诗词

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可巧只记得

这句，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西。”说毕，从桌拿起

一支木樨来，木樨即桂花。他念道：“花气袭人知

昼暖。”令毕。薛蟠跳起来道：“该罚！该罚！这

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蒋玉菡一

怔：“我何曾念宝贝？”薛蟠要他再念一遍，蒋玉

菡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这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

么！你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弄得宝

玉挺尴尬。蒋玉菡与冯紫英不知原委，云儿便把袭

人是宝玉贴身丫鬟的实情讲了出来。蒋玉菡忙起身

赔罪。众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宝玉离席解手，蒋玉菡便随了出来。二人站在

廊檐下，蒋玉菡又向宝玉赔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

柔，心中十分留恋。交谈中，宝玉问他可否认得琪

官？蒋玉菡说：“那是我小名。”宝玉方知他就是

“名驰天下”的角儿琪官，连说：“有幸！有幸！”

宝玉赠了他一个玉玦扇坠，蒋玉菡撩起衣服，解下

一条北静王赠予他的大红汗巾，回赠宝玉。并说，

这是茜香国女国王进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

不生汗渍。蒋玉菡无甚不端行为，但他是一名优伶，

贾政一类正统封建知识分子仍视他为“下三流”。

贾宝玉不仅同他亲近，还收受他赠送的大红汗巾，

被贾政视为无可饶恕的“孽障”行为。

贾宝玉“大承笞挞”的起因就直接同蒋玉菡有

关。蒋玉菡是忠顺王的家养戏子，自从他与宝玉喝

酒之后，自己买了田舍独自生活去了，一直没有回

忠顺王府去。忠顺王派长史官来贾府要人，贾政感

到得罪了忠顺王。这是牵涉到宫廷政治博弈的大事，

贾政顿时怒气塞喉，下死手狠打宝玉。

第四十回（七则）

牙牌令
贾母

鸳鸯：“左边是张‘天’。”

贾母：“头上有青天。”

鸳鸯：“当中是个‘五’与‘六’。”

贾母：“六桥梅花香彻骨。”

鸳鸯：“剩得一张‘六’与‘幺’[ ‘幺’，

读腰（yao），指数目中的‘1’；也指排行最小者。]。”

贾母：“一轮红日出云霄。”

鸳鸯：“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贾母：“这鬼抱住钟馗腿。”

按：第四十回行酒令，刻画贾母这位见多识广

的老长辈十分精彩。通过行酒令，贾母的出身背景、

学识涵养、人情练达、老于世故、机灵应对等等一

般人无法企及的综合素养，全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

出来。

当日，逛至迎春住的缀锦阁楼下调开桌子吃午

饭。贾母提议行酒令，道：“咱们先吃两杯，今日

也行一令才有意思。”凤姐知道，贾母行酒令必得

鸳鸯提着，便将鸳鸯拉了过来。鸳鸯是贾母房内的

丫鬟，平时主人吃饭丫鬟们都是站着侍候。王夫人

道：“既在令内，没有站着的理。”命小丫头搬来

椅子，鸳鸯半推半就在凤姐边上坐了。鸳鸯笑道：

“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

话，是要受罚的。”刘姥姥一见这阵势，说声“且

饶了我吧”，起身想溜。鸳鸯喝令小丫头们：“拉

上席去！”她们行的是“牙牌令”，是酒诗令的一种，

属雅令范畴。鸳鸯先说了令规：由她说骨牌副儿，

将三张牌拆开，她一张一张往下说，她说一张，接

令者接一句，接不上罚酒。先从贾母开始。鸳鸯说

一句，贾母接一句，自然贴切，有诗意，而且风趣。

贾母接完最后一句，众人都笑道：“老祖宗接的妙！”

贾母自饮一杯，今天她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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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母的酒令中，话带机锋。“头上有青天”，

意思是说，婚姻是缘分，归根结底要看“天命”；

贾府只要有我这个老祖宗在，凭是什么事，我有最

后决定权。“当中是个‘五’与‘六’”，意思是说，

追求宝玉的两个人，黛玉和宝钗，不相上下。“六

桥梅花香彻骨”，六桥在杭州西湖苏堤上，那里是

西施的故乡。意思是说，若论相貌韵致，还是“病

西施”林黛玉略胜一筹。“剩得一张‘六’与‘幺’”，

“幺”（读“腰”），用于数词是“一”，用于兄

妹排行是最小的一个，林黛玉恰是贾母嫡孙辈中最

小的一个。“一轮红日出云霄”，意指宝黛“木石

前盟”大有胜出的希望。“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这鬼抱住钟馗腿”，这两句是说，有人怕希望落空，

所以千方百计来抱我这位老祖宗的粗腿。

牙牌令
薛姨妈

 鸳鸯：“左边是个‘大长五’。”

 薛姨妈：“梅花朵朵风前舞。”

 鸳鸯：“右边还是个‘大长五’。”

 薛姨妈：“十月梅花岭上香。”

 鸳鸯：“当中‘二五’是‘杂七’。”

 薛姨妈：“织女牛郎会七夕。”

 鸳鸯：“凑成‘二郎游五岳’。”

 薛姨妈：“世人不及神仙乐。”

按：薛姨妈的酒令中，似乎也是“话中有话”。

姨姨妈说“织女牛郎会七夕”，显然希望宝玉与宝

钗“金石良缘”能够得以实现。“十月梅花岭上香”，

当指蜡梅，含有“后来居上”之意。然而，贾母说

的酒令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薛妈落了下风。书中对

薛姨妈酒令的评语也很简单，只写了“大家称赞，

饮了酒”七个字，显然遭冷遇了。王夫人可能是听

出了贾母的话锋，情绪不高，竟把酒令推托了，由

鸳鸯代说了一个。

牙牌令
史湘云

 鸳鸯：“左边‘长幺’两点明。”

 湘云：“双悬日月照乾坤。”

 鸳鸯：“右边‘长幺’两点明。”

 湘云：“闲花落地听无声。”

 鸳鸯：“中间还得‘幺四’来。”

 湘云：“日边红杏倚云栽。”

 鸳鸯：“凑成‘樱桃九熟’。”

 湘云：“御园却被鸟衔出。”

按：湘云年轻单纯，她不会去咂摸酒令里面会

有什么骨儿碴儿。她说完，高高兴兴饮了一杯。

牙牌令
薛宝钗

 鸳鸯：“左边是‘长三’。”

 宝钗：“双双燕子语梁间。”

 鸳鸯：“右边是‘三长’。”

 宝钗：“水荇牵风翠带长。”

 鸳鸯：“当中‘三六’九点在。”

 宝钗：“三山半落青天外。”

 鸳鸯：“凑成‘铁锁练孤舟’。”

 宝钗：“处处风波处处愁。”

按：宝钗说完，饮了一杯。她酒令中最可注意

的是两句：“双双燕子语梁间”，“处处风波处处愁”。

她有追求，有期望，有憧憬，但她也明显感觉到，

她与宝玉的婚恋并不会像她希望的那样顺顺利利。

牙牌令
林黛玉

 
 鸳鸯：“左边一个‘天’。”

 黛玉：“良辰美景奈何天。”

 鸳鸯：“中间‘锦屏’颜色俏。”

 黛玉：“纱窗也没红娘报。”

 鸳鸯：“剩了‘二六’八点齐。”

 黛玉：“双瞻玉座引朝仪。”

 鸳鸯：“凑成‘篮子’好采花。”

 黛玉：“仙杖香桃芍药花。”

按：当黛玉念出第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时，

宝钗听了，回头看她。黛玉怕罚，只顾答词，没理

会宝钗。别人说完都喝一杯，黛玉只喝了一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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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知道她体弱，没同她计较。与宝钗相比，黛玉

对爱情的追求更直接，更率真，更感性，更单纯，

她没宝钗那么深的心机。她把与宝玉相爱的真诚、

无助、憧憬，全都表达出来了。最后一句“仙杖香

桃芍药花”，林黛玉把最后一线希望仍然望寄托在

老祖宗身上。外祖母是林黛玉的唯一靠山，她希望

外祖母手里那根“仙杖”能最终敲定“木石前盟”。

今天早晨，贾母对宝黛“木石前盟”还想力挺。

从探春住处吃过早餐出来时，贾母还在笑着说：“我

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吃醉了，

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可是，王夫人和薛姨妈这一方立即展开了强有

力的反击。怎么反击？薛宝钗擒住林黛玉，一举将

她降伏了！第四十二回是写行酒令隔一天的事。众

姑娘吃过早饭都是往贾母处请安，回至园中，正要

分路时，宝钗叫住黛玉：“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

问你。”黛玉便跟着宝钗来至蘅芜苑。进了房，宝

钗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黛玉不

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什么？”

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

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儿

行酒令时失于检点，随口说了《牡丹亭》《西厢记》

中的两句词，不觉红了脸，上来搂着宝钗脖子央求

她千万别跟他人说。宝钗见她羞得满脸飞红，就实

话告诉黛玉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

她对黛玉说，她家也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

藏书，家中“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之类，

无所不有。开始是男孩们偷了大人不让看的书背着

女孩子们看，后来女孩子们也偷了背着男孩子们看。

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

开去。宝钗最后对黛玉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

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

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

不可救了。”一席话，说得黛玉垂头吃茶，心中暗服，

只答应一字：“是。”薛宝钗居然用她的心计与手段，

让黛玉“折服”了！

第四十九回，已是隔了几天，宝玉发觉黛玉和

宝钗再不针尖对了麦芒，忽然觉得她俩变得亲密起

来。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宝钗“审问”黛玉的事，

便来找黛玉，绕着弯子问道：“我虽看了《西厢记》，

也曾有明白的几句，说了取笑，你曾恼过。如今想

来，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讲讲我听听。”黛

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来我听听。”

宝玉便念了《闹简》一折中的一句：“是几时孟光

接了梁鸿案？”又说：“‘孟光接了梁鸿案’是现

成的典故，难为他这‘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

是几时接了，你说我听听。”黛玉笑道：“这原问

的好，他也问的好，你问的好。”宝玉说，原先你

只疑我心在宝钗身上，如今你和宝钗好的也没的说

了，我反落了单。黛玉笑道：“谁知她竟是个好人，

我素日只当她藏奸。”黛玉把自己错说酒令，自己

病中宝钗送燕窝等情，细细告诉了宝玉。宝玉道：“原

来是从‘小孩儿口没遮拦’就接了案了。”黛玉想

想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说明黛玉孤凄的心

灵在宝钗那里得到了抚慰，将黛玉的心理防线一举

击垮了。

这一情节，足见薛宝钗的厉害：她抓住林黛玉

说酒令“有失体统”的“把柄”，先狠狠打她一下，

再拉她一把，一下子从心理上把黛玉降伏了！这两

位“情敌”无数次交手，孤立无援的林黛玉，最终

到底没有斗过薛宝钗。从此，林黛玉当面背后，都

说薛宝钗“好”。

总之，这次“牙牌令”宴会，是“木石前盟”与“金

玉良缘”的一次正面较量。贾母是明攻，薛姨妈是

暗取。林黛玉耽于“痴情”，薛宝钗胜在“心计”。

薛家母女得到了王夫人的力助，最终取胜的将是薛

家。

牙牌令
贾迎春

 鸳鸯：“左边‘四五’成花九。”

 迎春：“桃花带雨浓。”

 ……

按：迎春接脱了韵，众人道：“该罚！该罚！

错了音韵，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饮了一口。原

来凤姐和鸳鸯等人急着要听刘姥姥的笑话，故意让

迎春说错。

下面本该轮到王夫人，她前面听了贾母一席话，

说笑中有锋芒，所以今天兴致不高，让鸳鸯代替她

说了一个，应付过去。

下面就轮到刘姥姥。刘姥姥这时倒放松下来了，



74 75

说道：“我们庄稼人闲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

但不如说的这么好听。少不得我也试一试。”众人

都笑道：“容易说的。你只管说，不相干。”

牙牌令
刘姥姥

鸳鸯：“左边‘四四’是个人。”

刘姥姥想了半天，说道：“是个庄稼人罢。”

众人哄堂大笑。贾母笑道：“说的好，就是这

样说。”刘姥姥也笑道：“我们庄稼人，不过是现

成本色，众位别笑。”

鸳鸯：“中间‘三四’绿配红。”

刘姥姥：“大火烧了毛毛虫。”

众人又笑，道：“这是有的，还说你的本色。”

鸳鸯：“右边‘幺四’真好看。”

刘姥姥：“一个萝卜一头蒜。”

刘姥姥这一句对得出人意料，且又合韵上口，

众人大笑。

鸳鸯：“凑成便是‘一枝花’。”

刘姥姥：“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

众人大笑不止。

按：刘姥姥是个极聪明的人。第三十九回对刘

姥姥有如下一段评语：“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

生来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

见头一个贾母高兴，第二见这些哥儿姐儿都爱听，

便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贾母与刘姥姥这两

位老太太，论地位、身份、文化知识，刘姥姥没法

和贾母相比，但从“随机应变”这一点来看，刘姥

姥的智商并不在贾母之下。

第六十二回（三则）

代宝玉行酒令
林黛玉

释文：

酒面：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

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酒底：棒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

按：这天正是巧了，宝玉、宝琴、平儿、岫烟

四个人竟是同一天生日。此时因宫内一位老太妃已

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贾母、王

夫人等“每日入朝随祭”，接着又去送殡入陵，“故

得一月光景”，宁、荣两府长辈都不在家中。李纨、

王熙凤以下众姊妹小辈，以及众丫鬟婆子们在家。

探春提议，回了凤姐，备下几桌酒菜，为他们四人

共祝生日。生日宴开始，宝玉便说：“雅坐无趣，

须要行令才好。”但旧时酒令种类繁多，行哪一种

酒令产生了分歧。黛玉提议，将各色酒令写在纸上，

揉成纸团，都掷在一个瓶中，抓阄决定。探春命平

儿用箸（筷子）从瓶中拈出一阄，打开一看是“射覆”

二字。宝钗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了，这“射

覆”倒是自古就有的，如今失传了，比一切酒令都

难。在座各位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

一个雅俗共赏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

又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

行去，咱们行这个。”袭人又拈出一个“拇战”（划

拳）的阄，史湘云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

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我只划拳去了。”

于是两边“雅俗共赏”地混搭在一起玩了起来。那

边尤氏、鸳鸯、平儿、袭人等“三五”“七八”地

胡划乱叫，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

这边的姊妹们却行起“射覆”酒令来。这“射

覆”令甚是繁复，先轮流掷骰子，前一人掷出点数，

后面谁掷出相同点数，二人便行令，一人“覆”，

另一个“射”，“射”不对罚酒。如：探春和宝钗

对了点子，探春覆了一个“人”字。宝钗笑道：“这

个‘人’字泛的很。”探春笑道：“添一字，两覆

一射也不泛了。”于是又说了一个“窗”字。宝钗

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射着她是用“鸡人”“鸡窗”

二典了，因射了一个“埘”字。探春知她用了“鸡

栖于埘”的典，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这种酒

令玩法挺烦琐。

那边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尤氏赢了

鸳鸯，三个人限酒底酒面对答。湘云限宝玉道：“酒

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

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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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这道预设多项限定条件的

酒令难度极高，众人哄笑着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

“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

多喝一盅，我替你说。”黛玉才思敏捷，她代替宝

玉说的上面这道酒令，全部满足了湘云给出的酒面、

酒底条件：

一句古文：“落霞与孤鹜齐飞”。出自唐代王

勃《滕王阁序》。

一句旧诗：“风急江天过雁哀”。这句酒面旧诗，

与酒底前句“棒子非关隔院砧”，均从陆游《寒夕》

一诗中“风急江天无过雁，月明庭户有疏砧”两句

模仿而来。

一句骨牌名：“折足雁”。由三张骨牌组成：

第一张“长三”，第二张“一二”，第三张“长三”。

一句曲牌名：“九回肠”。

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榛子非关隔院砧，

何来万户捣衣声”。“榛子”，一种坚果，状如栗子，

但壳呈黄色，且小。“万户捣衣声”，采自李白《子

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黛玉保驾，宝玉过关。

酒 令
史湘云

酒面：奔腾而砰湃，江间波涛兼天涌，须要铁

锁练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

酒底：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

按：这边湘云和宝琴在划拳，那边李纨和岫烟

对上了点子。李纨“覆”了一个“瓢”字，岫烟“射”

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对笑，各饮一杯，未分

输赢。因“瓢”“绿”二字均出自杜甫五言诗《对雪》

中的一句：“瓢弃尊无绿”。“瓢”，舀酒器；“尊”，

饮酒器；“绿”指“尊”中的酒。所谓“灯红酒绿”，

中国人自古认为酒应该是“绿”的。河北省中山靖

王墓和湖北楚墓中密封在酒器里的几千年古酒，刚

出土时都是清亮的绿色。

说话间，湘云那边却输了。湘云大大咧咧，要

人出酒面、酒底，她来应诗。宝琴说：“请君入瓮。”

引起一阵哄笑。“请君入瓮”是一则典故，讲的是

武则天时期两位酷吏周兴和来俊臣之间的故事，大

意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大家

哄笑湘云刚才给宝玉出那样高难度的酒令，这回你

自己犯难去吧！

不过湘云并没有被难住，她说出了上面这道酒

令，酒面、酒底都有了。众丫鬟们都走过来说：云

姑娘拿我们取笑儿，快罚一杯才罢，怎见得我们就

该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黛

玉笑道：“她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

打盗窃的官司。”众人不明白，宝玉却明白，忙低

了头。彩云有心病，不觉红了脸。宝钗忙暗暗地瞅

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宝玉的，就

忘了牵连着彩云，自悔不及，忙叫喊着一顿划拳令

岔开去。这段话中暗含的是各房主子丫鬟姨娘女仆

之间一些曲里拐弯的矛盾纷争，欲知底细，可读第

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有的红学文章说彩云即彩霞，非也！第三十八

回明明并列写着彩霞、彩云是两个人。前八十回是

曹雪芹的亲笔，他不可能出现这等纰漏。

醉卧花丛说酒令
史湘云

 

泉香而酒洌，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

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

按：史湘云性格开朗，憨态可掬。行酒令常输

常喝，不躲不推，这一天高兴，竟是醉了。她离了

酒席，想去园子里凉快凉快，醉倒在芍药丛中，卧

在一张青石凳上睡着了。一个小丫头笑嘻嘻地来到

酒席上报告说：“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去，吃醉了图

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众人

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时，

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香梦沉酣，

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脸衣襟裙子上皆是红

香散乱，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

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

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

唤挽扶。湘云口内叽里咕噜说出上面这几句“醉酒

令”来。众人笑推她，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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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

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真的醉了。

第六十三回（九则）

花签令
薛宝钗

 

酒签文：酒签上画着一朵牡丹，题着“艳冠群

芳”，下面镌刻一句小字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

又有注云：“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

命人，不拘诗雅谑，道一则侑酒。”

按：这是酒令中的“花签令”，由抽签来决定

由谁喝酒。因每支象牙签上画着一枝花，由此得名。

白天宝玉、宝琴、平儿、岫烟四人共庆生日，生日

宴已经摆过了。晚上，袭人等众丫鬟凑份子出钱，

又单独为宝玉摆生日宴。宝玉与袭人商议：“晚间

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说

给他们备办去。”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

麝月、秋文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

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他们有

假（放假）的不算，共是三两二钱银子，早已交给

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

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

过生日。”这场生日宴就摆在怡红院，等林之孝家

的提了灯笼前来查过夜，喝了一杯女儿茶，唠叨半

日方走。姑娘们这才关上门，开宴，逗乐子。一群

姑娘们在一起为宝玉单独过生日，少不得又要行酒

令。这回行的是“花签令”。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

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

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

一看是五点，数至宝钗。宝钗笑道：“我先抓，不

知抓出什么来。”说着将签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

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题着“冠

艳群芳”四字，刻着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

注文曰“在席共贺一杯”，大家笑着照办，都喝了。

宝钗喝过，便笑道：“芳官唱一支我们听罢。”芳

官道：“既这样，大家吃门杯好听的。”她便唱了

一曲《赏时花》。

小曲《赏时花》
芳官

翠凤毛翎扎帚叉，闲踏天门扫落花。您看那风

起玉尘沙。猛可的那一层云下，抵多少门外即天涯。

您再休要剑斩黄龙一线儿差，再休东向老贫穷卖酒

家。您可与俺眼向云霞。洞宾啊，您得了人可便早

些儿回话；若迟呵，错教人留恨碧桃花。（这首《赏

时花》曲子，人民版《红楼梦》只用了头两句“翠

凤毛翎扎帚杈，闲踏天门扫落花”。北方版《红楼

梦》用的是全曲，但曲子中将三个“你”改为“您”，

同是这个印本，其他一些与现行用法不一致的字，

并未根据汉字改革方案统一改用新字，如指女性的

“他”并未改为“她”，等等。单单改一个“您”，

突兀得很。）

按：芳官唱罢这曲《赏时花》，宝玉却只管拿

着那签筒，眼睛看着芳官，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

无情也动人”——他是犯了“花呆”了。

花签令
贾探春

 

酒签文：签上画着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

池仙品”四字，后面镌刻一句诗云：“日边红杏倚

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

一杯，共同饮一杯。”

按：芳官唱完《赏时花》曲子，湘云把骰子盆

交给宝钗，宝钗抓起骰子掷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

春。探春笑道：“我还不知道什么呢。”说着摇出

一支签来，她自己一瞧，便掷在地下，红了脸，笑道：

“这东西不好，不该这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

许多混话在上头。”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了起来。

众人看了上面的杏花、题字、诗句，都笑道，这签

原是闺阁中取戏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并无杂

话，这有何妨。又说，我们家已有了个皇妃，这签

上说你必得贵婿，难道你也是个皇妃不成？大喜，

大喜！说着，大家来敬，探春那里肯饮，却被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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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菱、李纨等三四个人死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

了这签，再行别的，众人断不肯依。湘云拿着她的

手强掷出个九点来，便该轮到李纨掣签。

花签令
李纨

 

酒签文：签上画着一枝老梅，写着“霜晓婆娑”

四个红字，那一首旧诗是“竹篱茅心”。注云：“自

饮一杯，下家掷骰。”

按：李纨抽出一支签来一看，说了一句意味深

长的话：“真有趣，你们掷去吧。我只自吃一杯，

不问你们的废与兴。”她说完就自饮一杯，将骰子

递与黛玉，说：“你们掷去吧。” 她其实是在向黛

玉暗递信息。看来，“木石前盟”与“金石良缘”

之争，形势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李纨这位最冷静的

旁观者是觉察到了。

可是，由于黛玉在上次牙牌令宴会上听出了贾

母对“两个玉儿”的力挺，并且在那次宴会之后，

又彻底解除了对宝钗的戒备心理，此刻她并没有意

识到真正的威胁在向她逼近，没有品味出李纨所说

“不问你们的废与兴”这句话的意思。她今天难得

这么尽兴地和大家一起玩乐，从李纨手中接过骰子，

随手掷出十八点，挨个数去轮到湘云。

花签令
史湘云

酒签文：签上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

沉酣”四个红字，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注云：

“既云‘香梦沉酣’，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

下二家各饮一杯。”

按：众人看签看到“只恐夜深花睡去”时，黛

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两个字。”

众人便知黛玉是在打趣湘云白天醉卧花丛石凳上的

事，都笑了。但当湘云看到“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杯”

时，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真好签！”恰好是

黛玉上家，宝玉下家。二人斟了两杯，宝玉先饮了

半杯，趁人不见，递与芳官代饮。黛玉只管和人说话，

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云便绰起骰子来掷出个九

点，数去轮到麝月。

花签令
麝月

酒签文：签上画着一枝荼䕷花，题着“韶华胜

极”四字，那边写着“开到荼䕷花事了”。注云：“各

饮三杯送春。”

按：麝月问怎么样讲，宝玉看到“开到荼䕷花

事了”这句，心情大坏，为什么？因为荼䕷花是春

季花卉中最后才开的花，旧时也称它为“末路之花”。

苏轼诗《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酴

醿不争春，寂寞开最晚。”比喻爱情时说“爱到荼䕷”，

意味着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爱情即将终结。宝玉已

隐隐感觉到，他和黛玉之间铭心刻骨的爱情，危机

时刻即将到来。宝玉愁眉紧锁，忙将这支竹签藏了。

为了掩饰，便说：“咱们且喝酒。”说着，大家喝

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掷出十九点，轮到香菱。

花签令
香菱

 

酒签文：签上画着一根并蒂花，题着“联春晓瑞”

四字，那面一句旧诗是“连理枝头花正开”。注云：

“共贺掣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

按：香菱这一支是好签，签语句句大吉大利，

心情自然大好。大家饮酒共贺毕，香菱又掷出六点，

数去轮到黛玉。

花签令
林黛玉

 

酒签文：签上画着一枝芙蓉花，题着“风露清愁”

四字，那面一句旧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注云：

“自饮一杯，牡丹陪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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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众人笑说：“这个好极。除了她，别人不

配作芙蓉。”黛玉自己也笑了，宝钗刚才的签上画

的是“牡丹”，自然陪黛玉饮了一杯。这套酒签中

处处暗藏玄机。黛玉抽到的这一支上有“莫怨东风

当自嗟”一句，典出北宋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

介甫》“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原

诗是感叹王昭君不幸遭遇的，这签语偏偏让黛玉抽

得。签上又偏偏写着要让“牡丹”宝钗陪她喝一杯。

黛玉原先觉得宝钗“藏奸”，这感觉多锐利、多准

确啊！可是上次牙牌令宴会后，宝钗抓住黛玉说酒

令时引用《牡丹亭》《西厢记》上的艳语“口无遮

拦”，将她制服，然后又以“温存”“体贴”抚慰

她的孤独心灵，竟让黛玉觉得宝钗“竟是好人”，

对她感激不尽。曹雪芹从黛玉“喜”中写其“哀”，

真正达到了“泣鬼神”的地步。

黛玉饮过酒，掷出二十点，该着袭人。

花签令
花袭人

酒签文：签上画着一枝桃花，题着“武陵别景”

四字，那面旧诗写的是：“桃红又是一年春。”注云：

“杏花陪一盏，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同辰者陪一盏，

同姓者陪一盏。”

按：众人笑道：“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

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袭人同庚，黛玉与她同辰，

只是没有同姓的。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

一盅。”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

中该着招贵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这是个什么，大嫂子顺手给她一下子。”

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

说的众人都笑了。李纨这句“别人不得贵婿反挨打”，

再次向黛玉暗递信息。袭人正要掷骰子，忽听有人

叫门，“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这句话在《红

楼梦》里太突兀、太莫明其妙，说明薛家母女要联

手对黛玉实行面对面攻心战了！

袭人、宝玉等余兴未尽，还要留人再玩。李纨、

宝钗都说：“夜太深了不象，这已是破格了。”黛

玉也说：“我也该回去吃药了。”袭人道：“既如此，

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己都斟满了酒，

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袭人等直送过沁芳亭，等姑

娘们都过了沁芳桥，方回来。

第一○八回（六则）

骰子令
薛姨妈

 鸳鸯：“商山四皓。”

 薛姨妈：“临老入花丛。”

 贾母：“将谓偷闲学少年。”

按：宝玉和宝钗成婚的同一天，林黛玉死去。

贾府从此萧条冷落了。一日，史湘云出嫁回门，来

贾母这边请安。贾母问她女婿甚好？史湘云将那里

家中平安的话说了，请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

世，大家不免落泪。贾母又想起迎春的苦楚，越觉

悲伤起来。湘云劝解了一番，又到各家请安问好，

到哪一家都是说说就伤心起来。湘云仍回到贾母房

中来安歇，她对贾母感叹道：“别人还不离，独有

琏二嫂子连模样儿都改了，说话也不伶俐了。”又

感叹道：“薛家这样人家被薛大哥闹的家破人亡，

今年虽是缓决人犯，明年不知可能减等？”

接着，贾母有一大段叙述，道尽大观园众姊妹

的如今的凄凉景况。她对湘云道：“你还不知道呢，

昨儿蟠儿媳妇死的不明白，几乎闹出一场事来。还

幸亏老佛爷有眼，叫她带来的丫头自己供出来了，

那夏奶奶（夏金桂母亲）没的闹了，自家拦住相验。

你姨妈这里才将皮裹肉的打发出去了。如今守着蝌

儿过日子。这孩子却有良心，他说哥哥在监里尚没

完事，不肯娶亲。你邢妹妹（岫烟）在太太那边也

就很苦。琴姑娘（薛宝琴）为她公公死了还没满服，

梅家尚未娶去。你说说，真真是六亲同运：薛家是

这么着；二太太（王夫人）的娘家大舅太爷一死，

凤丫头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爷是个小气的，

又是官项不清，也是打饥荒。甄家自从抄家以后别

无信息。”湘云又问起探春情况：“三姐（探春）

去了曾有书字回来么？”贾母道：“自从出了嫁，

二老爷回来说，你三姐姐在海疆很好。只是没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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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也是日夜惦记。为我们家连连的出些不好事，

所以我也顾不来，如今四丫头（惜春）也没有给提亲。

环儿呢，谁有功夫提起他来。如今我们家的日子比

你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更苦了。只可怜你宝姐姐（薛

宝钗），自过了门，没过一天舒服日子。你二哥哥（贾

宝玉）还是那么疯疯癫癫，这怎么好呢？”

于是，贾母决定由她“另拿出银子”，乘湘云

回门的机会，热热闹闹给宝钗做个生日，“也叫她

喜欢这么一天”。贾母说把各房女眷姑娘们都叫来，

邢夫人、尤氏、惜春等听见老太太叫，不敢不来，

内心却在嘀咕“家业凋零，偏又高兴给宝钗做生日，

到底老太太偏心”，人虽来了，却是无精打采。酒

席就摆在贾母处，她道：“也不送到外头，今日只

许咱们娘儿们乐一乐。”可是气氛总是乐不起来，

宝玉凑到贾母耳边说道：“话是没有什么说的，再

说就说到不好的上头去了。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

叫她们行个酒令罢。”

这次行酒令，是《红楼梦》中最曲里拐弯、复

杂难懂、打不起精神的一次酒令。仍由鸳鸯当令官，

由她提议：“拿出骰盆骰子来，大家掷出个曲牌名

儿赌输赢酒”。她说的玩法是用四个骰子来掷，掷

不出名儿来的罚一杯，掷出名儿来的，每人喝酒的

杯数儿掷出来再定。众人叫鸳鸯先喝了一杯，众人

从她数起，恰好数到薛姨妈先掷。薛姨妈掷出四个

“幺”（幺幺幺幺）。鸳鸯道：“这是有名的，叫

做‘商山四皓’。有年纪的喝一杯。”贾母、李婶娘、

邢王两夫人都该喝。贾母第一个举杯要喝，鸳鸯道：

“这是姨太太掷的，还该姨太太说个曲牌名儿，下

家接一句《千家诗》。说不出来的罚一杯。”薛姨

妈说了一句“临老入花丛”。贾母是下家，她接了

一句“将谓偷闲学少年”。

“商山四皓”是个典故，说的是秦末四位白发

老者：东园公、甪里、绮里季、夏黄公。因见秦政暴虐，

不肯做官，隐居商山，故称“商山四皓”。刘邦得

了天下，欲易太子，吕后按张良建议，请出商山四

皓从太子侍宴。刘邦见商山四皓侍宴太子，不敢造

次，打消了易太子之念（见《史记·留侯世家》）。

鸳鸯原说要“大家掷个曲牌名儿”，据冯其庸、李

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所释，薛姨妈说的“临

老入花丛”，实际上是对所掷四个骰子的色点所起

的名儿，即四个“幺”。贾母说的“将谓偷闲学少年”

是《千家诗》中诗，采自北宋程颢《春日偶成》：“时

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骰子令
李纹

 鸳鸯：“刘阮入天台。”

 李纹：“二士入桃源。”

 李纨：“寻得桃源好避秦。”

按：骰盆过到李纹手下，她掷出两个“四”、

两个“二”（四四二二）。鸳鸯道：“也有名儿了，

这叫‘刘阮入天台’。”李纹便接着说了一句“二

士入桃源。”下家是李纨，她接道：“寻得桃源好

避秦。”

“刘阮入天台”也是一则典故。南朝刘宋时，

刘义庆《幽明录》载：汉代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

药迷路，遇到两位绝美仙女，与之同居。刘、阮两

人在山中与仙女住了半年，回到家乡子孙已过七世。

“二士入桃源”，说的是同一典故。李纨是下家，

她接了一句“寻得桃源好避秦”。桃源，指桃花源

仙境，典出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寻得桃源

好避秦”出自南宋诗人谢枋《庆会庵桃花》，全诗

四句：“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

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小说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有一个

细节：贾政为稻香村景点征题匾额，众人先说题“武

陵源”。贾政道：“又落实了，且陈旧。”众人又

说，那就题“秦人旧舍”。贾宝玉竭力反对：“‘秦

人旧舍’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彼一时，此一

时。当时贾府上下都在为迎接贵妃元春省亲而忙碌，

正是贾府风光无限时。眼下的贾府，已是“醉不成

欢惨将别”的凄凉景象。贾母今天为孙媳薛宝钗做

生日，一心想“也叫她喜欢这么一天”，可是众人

却总是高兴不起来，宴席气氛怎么也活跃不起来。

李纨随口接了这句“寻得桃源好避秦”，谁都心里

一激灵，谁也没有说什么。说什么呢？不好说，不

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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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令
贾母

 鸳鸯：“江燕引雏。”

 贾母：“公领孙。”

 李绮：“闲看儿童捉柳花。”

按：贾母掷出两个“二”、两个“三”（二二三三）。

贾母问：“这要喝酒了？”鸳鸯道：“这是‘江燕

引雏’。众人都该喝一杯。”凤姐却冷不丁说了一

句道：“雏是雏，倒飞了好些了。”众人瞧了她一眼，

凤姐便不言语了。贾母为了打破这瞬间出现的尴尬，

道：“我说什么呢，‘公领孙’罢。”下手是李绮，

她接了一句诗：“闲看儿童捉柳花。”

“江燕引雏”，出自唐代殷遥的诗《春晚山行》：

“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雏飞。”贾母说的“公领孙”

是骰子点色名。李绮接的一句“闲看儿童捉柳花”，

出自宋代杨万里的诗《初夏睡起》：“梅子留酸软

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

童捉柳花。”众人都说这一句好，宴席尴尬气氛稍

有缓解。

骰子令
贾宝玉

    宝玉掷出点子——

    鸳鸯道：这是“张敞画眉。”

    □□：……

按：贾宝玉疯癫病在身，他掷出一个“二”、

两个“三”、一个“幺”（二三三幺）。他问：“这

是什么？”鸳鸯笑道：“这是个‘臭’，先喝一盅

再掷罢。”宝玉只得喝了又掷，掷出两“三”、两

个“四”（三三四四）。鸳鸯笑道：“有了，这叫

做‘张敞画眉’。”宝玉知道鸳鸯打趣他，宝钗的

脸也飞红了。凤姐不大懂得，还说：“二兄弟快说了，

再找下家儿是谁。”宝玉自知难说，道：“罚了罢，

我也没下家儿。”他喝了一杯。

“张敞画眉”典出《汉书·张敞传》。张敞乃

京兆尹，“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

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

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后专指夫

妻恩爱之情。这里借此比喻宝玉、宝钗婚后夫妻恩

爱，故宝玉听了不肯接话，宝钗听后脸上飞红。

骰子令
李纨

    李纨掷出点子——

    鸳鸯道：这是“十二金钗。”

    □□：……

按：骰盆来到李纨面前，李纨便掷了一下。书

中没有写李纨掷出的骰子是什么花色点数（应该是

四个骰子共十二点，怎样组合不详），只写鸳鸯道：

“大奶奶掷的是‘十二金钗’。”宝玉听了，赶到

李纨身旁看时，只见红绿对开，便说：“这一个好

看的很。”忽然想起梦游太虚幻境时看过的“十二

金钗”判词册子，又听过“红楼十二曲”的唱词，

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里想：“这十二钗说的

是金陵的，怎么我家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

了这几个。”复又看看湘云宝钗，虽说都是在，只

是不见了黛玉，一时按捺不住，眼泪便要下来。他

恐人看见，便说身上燥的很，脱脱衣服去，自个儿

离席出去了。湘云看见宝玉这般光景，打量宝玉掷

不出好的来，心里不喜欢，才去的；又嫌那个令儿

没趣，便有些烦。李纨自嘲自解道：“我不说了，

席间的人也不齐，不如罚我一杯。”自己饮了一杯。

骰子令
鸳鸯

 鸳鸯：“浪扫浮萍。”

 贾母：“秋鱼入菱窠。”

 湘云：“白萍吟尽楚江秋。”

按：贾母道：“这个令儿也不热闹，不如蠲了罢。
让鸳鸯掷一下，看掷出个什么来。”小丫头便将骰
盆放到鸳鸯面前，鸳鸯随手一掷，停住的三个骰子
是两个“二”、一个“五”，另一个骰子在骰盆中
只管转，鸳鸯叫道：“不要五！”那个骰子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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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是个“五”（二二五五）。鸳鸯道：“了不得！
我输了。”贾母道：“这是不算什么的吗？”鸳鸯道：

“名儿倒有，只是我说不上曲牌名来。”贾母道：“你
说名儿，我给你诌。”鸳鸯道：“这是‘浪打浮萍’。”
贾母道：“这也不难，我替你说个‘秋鱼入菱窠’。”
鸳鸯下手就是湘云，湘云接道：“白萍吟尽楚江秋。”

鸳鸯说的“浪扫浮萍”和贾母说的“秋鱼入菱
窠”，应是同指骰子花色点数名。湘云接的诗句“白
萍吟尽楚江秋”，乃《千家诗》中录自北宋程颢《题
淮南寺》：“南来北去休便休，白萍吹遍楚江秋。”
原诗与湘云接的诗，有“吹”与“吟”一字之别。

贾母在萧疏惨淡中为宝钗“做生日”，这场强
作欢笑的行酒令，就这样在不无尴尬中结束了。

第一一七回（一则）

聚众酗酒流觞令

 释文：

 贾蔷：“飞羽觞而醉月。”

 贾环：“冷露无声湿桂花。”

          “天香云外飘。”

按：第一一○回：“史太君寿终归地府”，贾
母撒手人寰，仙逝而去。第一一六回：贾政“送慈
柩故乡全孝道”，护送老母灵柩“回南安葬”。第
一一七回：获罪充军边地的贾赦病重，差人回京给
儿子贾琏报信，贾琏离家赶去看望。这样，贾府的
男主人全都外出。贾芸、贾蔷送走了贾琏，在家逞
能拿大、胡作非为起来。一伙人内外勾结，吃喝嫖赌，
偷典偷卖、不一而足。

一日晚间，邢大舅（邢夫人兄）、王仁（王熙
凤哥）都在贾府外书房喝酒，一时高兴，叫了几个
陪酒的来唱着喝着劝酒。贾蔷便说：“你们闹的太俗。
我要行个令儿。”众人道：“使得。”贾蔷道：“咱
们‘月’字流觞罢。我先说起‘月’字，数到哪个
便是哪个喝，还要酒面酒底。须得依着令官，不依
者罚三大杯。”众人都依了。

贾蔷喝了一杯令酒，便说：“飞羽觞而醉月。”
顺饮数到贾环。贾蔷说：“酒面要个‘桂’字。”
贾环便说：“冷露无声湿桂花。”又问：“酒底呢？”
贾蔷道：“说个‘香’字。” 贾环道：“天香云外飘。” 
贾蔷说的第一句“飞羽觞而醉月”，出自李白《春
夜宴桃李园序》：“开琼宴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
羽觞，鸟型青铜酒器，有头尾羽翼。贾环说的酒面“冷
露无声湿桂花”，出自唐代王健《十五夜望月寄杜
郎中》诗：“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酒底“天香云外飘”，出自唐代宋之问诗《灵隐寺》：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邢大舅道：“没趣，没趣。你又懂得什么字了，
也假斯文起来！这不是取乐，竟是怄人了。咱们都
蠲了，倒是搳拳，输家喝输家唱，叫做‘苦中苦’。
不会唱的，说个笑话也使得，只要有趣。”于是乱
搳起来。

渐渐的众人都开始醉了。邢大舅说他姐姐（邢
夫人）不好，王仁说他妹妹（王熙凤）不好，“都
说的狠狠毒毒的”。贾环听了，趁着酒兴也说凤姐
不好，怎样苛刻欺压他们。贾芸也想着凤姐待他不
好，也信着嘴儿混说。都道：“看凤姑娘仗着老太
太这样的厉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一个姐
儿，只怕也要现世现报呢。”于是议论起巧姐来，
一个陪酒的道：“现今有个外藩王爷，最是有情的，
要选一个妃子。若合了适，你母兄弟都跟了去，可
不是好事吗？”王仁一听，心里略动了一动，仍旧
喝酒。

于是，王仁便和这伙人共同策划了一个骗局，
打着“为外藩王选妃”的旗号，准备把巧姐拐卖到

妓院里去，捞一笔钱花。危急关头，亏得刘姥姥赶来，

把巧姐和平儿接往乡下，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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