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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寻梦》

内容概要

《京华寻梦》是影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之约创作的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其中不分散文曾在台湾发表，
受到台湾作者的欢迎和好评。这本集子里有对老北京民俗的深情追忆；有对抗战时期日寇入侵的真实
记录；有对亲朋故友（其中不乏社会名人）的由衷缅怀；也有对江南风光镇江名胜的精彩描绘...作者
以热情洋溢、优美洗练的文字和特有的风韵，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于琐屑中含隽永，在平淡中见这
里，给人启迪，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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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寻梦》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金秉英是北京第一位女记者，是活跃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曾著有《沾泥絮
》、《红楼丽影》、《春天》、《大圆镜中》等长篇小说，后来搁笔执教，倾全部心血致力于语文教
学，到了耄耋之年，又奇迹般地穿凿了《京华女儿行》，《燕子天涯》、《京华寻梦》等多部作品，
从而引起了文艺界及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敬佩，并走进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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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寻梦》

精彩短评

1、三十晚上，诸神下界，一定要到处亮堂堂的⋯⋯我不觉朝祖母那边望去，祖母一个人正坐在堂前
对着门的八仙桌的太师椅上抽烟，丝毫未被这边的笑语喧哗所惊扰，不言不语、不闻不问，十分虔诚
，在守岁⋯⋯记得从我会写字时开始，每年清明，十月初一，祖母一定要裱糊一个包袱。所谓包袱，
是一个纸糊的袋子⋯⋯装满了亲手折叠的银色纸元宝。⋯⋯从你谈的有关你外祖母 一切事情，从她的
年龄计算，她很可能是天京陷落时，偶然遗留下来的太平天国的遗孤⋯⋯金秉英 《除夕的哀思》
2、洗练到位的文字，读来如沐春风，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等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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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寻梦》

章节试读

1、《京华寻梦》的笔记-东岳庙游记

        东岳庙就在日坛迤东路北，是东郊著名的道观。创建于元仁宗延佑年间，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捐
薪俸所建⋯⋯生为上柱国，死做阎罗王⋯⋯岱宗宝殿的大棉门帘，已经高高地挑起来了，一目了然，
里面的人，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您知道这里的塑像都是刘銮塑的，到今天西安门内，还要條刘銮
塑胡同，就是早年他的住家处⋯⋯赤兔马就在我们眼前是青铜铸造的，和真马一样高大，换身上下，
许多地方，被人摸得一块一块的发亮⋯⋯为什么庙门前要挂一个打算盘？⋯⋯千算王算，不如老天爷
一算⋯⋯大糖葫芦是山楂做的，一串红果，约有二尺余长，顶上一只彩色小纸旗，插在车上，迎风飘
动，据说，这叫带福还家⋯⋯《东岳庙游记》

2、《京华寻梦》的笔记-元宵节观灯

        元宵节放灯，始于汉明帝永平年间（汉一唐三宋五明十清沿袭）⋯⋯初八上灯，十七晚落灯。⋯
⋯灯市在东华门北，王府井东，崇文门西，亘二里许。沿灯市两旁，都是高楼，楼上设氍毹帘幕，作
为酒宴地方⋯⋯夜晚点起灯来，好像星衢⋯⋯听说隆福寺的等景，有鳌山，可能就在这里⋯⋯元宵观
灯为什么还有鳌山？⋯⋯鳌山，古已有之，《水浒》上提到大名府观灯，就写了三座鳌山⋯⋯鳌山是
旧时元宵节灯景的一种，把灯彩叠成一座山，像传说中的巨鳌形状，名为鳌山，鳌是一种巨龟，鳌山
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还有巨鳌背负蓬莱山传说⋯⋯（日本传说，四岛由巨型鲶鱼驮负⋯⋯）明清两朝
，王府井一带，许多王府、公主府。住着亲王、郡王等。明永乐15年，建了十王邸，有屋八千多间，
这条街上，曾有一口井⋯⋯皇城附近，不许随意动土，破坏皇家风水，因此这条街，只有一口井⋯⋯

3、《京华寻梦》的笔记-黄卷青灯伴古佛——忆辜鸿铭女公子辜娜娃

        辜鸿铭，近代知名学者，留英博士，做过宣统皇帝老师。精通六国文字，上海滩上 外国公子驰名
，做过《字林西报》总编辑⋯⋯一个干瘪的小老头，脸色黑苍苍的，唇上翘着几根淡须，还有点呆头
呆脑，说话口齿不清，兀里兀秃，脑后拖着一条细细短短发黄的辫子，只是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
妈妈和他见过礼，教我行礼喊 姨夫⋯⋯姨母本名门闺秀，听说年轻时有一股犟劲。娜娃的家，坐落在
北京东城椿树胡同中间路南，街门不大，有三进院子⋯⋯院子不小，有两棵大槐树，还有马缨花、桃
树、杏树、甬路是砖墁的。⋯⋯我在高小读书时，有一年假期，曾在娜娃家住过。姨母天天带着我和
娜娃晚间去听戏⋯⋯那时梅兰芳年轻、知名度不高，正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唱戏⋯⋯我问娜娃，才知
道她从七岁上，姨母便给她穿上紧袜套，防着长大，脚不瘦溜⋯⋯好不容易我们这代不缠足了，这从
小穿紧袜套，岂不变相的缠足？⋯⋯不久，娜娃放学后又来我家附读⋯⋯不过，听说，她在书房里，
也是喜欢哼戏，走台步⋯⋯我偶然端详娜娃的脸，不知什么时候，童年的稚气消失了，笑还是淡淡的
，再也不见当年的纵情大笑⋯⋯我进了大学以后，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隔着玻璃窗，偶然看见一
个比丘尼走进上房⋯⋯起身向我合十，喊了一声姐姐⋯⋯原来竟是娜娃，我一下子就哭了出来⋯⋯我
在对面坐下了，我呆呆地凝眸望着娜娃，她那双眼睛比以前更觉大了，是不是因为面庞儿消瘦了？⋯
⋯姐姐，人生的一切都是缘分⋯⋯姐姐珍重⋯⋯妈妈莫某无言，坐在一旁垂泪，外祖母抽了几口兰花
烟，一时兰花烟的香气弥漫在室内⋯⋯想不到辜鸿铭一死，真是他们家的一棵大树倒了。娜娃的妈妈
一气，去了南方，音讯皆无⋯⋯她的庵里明天有佛事⋯⋯请外祖母、妈妈去帮衬帮衬，随便带点水礼
，行个人情⋯⋯这个庵太小，除去围墙是土黄色的之外，很难使人相信这也是庙宇⋯⋯北京旧时宴客
用方桌，留下一面上菜，三面共坐六人⋯⋯我略动一动筷子，也就放下了。我只觉得心酸，席面不过
如此，平日该吃什么了？⋯⋯每天早晨三点钟，要到佛堂去诵经，晚上诵经到十点就寝。我是新来乍
到的，粗活暂时都归我做⋯⋯四十年后⋯⋯我居住在镇江，家里请了一位半日工的“代街”，原来她
是解放后蓄发吃素的比丘尼。名叫福来⋯⋯她时常在我面前提到一位绰号“古三猴子”的比丘尼。⋯
⋯猴子是吃仙桃的，有仙体。⋯⋯那是在文革之后不久，有一位女友开会回来，闲话时提到，参加开
会的宗教界人士中，有位比丘尼，生得很是清秀⋯⋯一次去看电影⋯⋯偶一回头，蓦地看见了她，我

Page 5



《京华寻梦》

一眼就认出来，她是娜娃。⋯⋯稍一迟疑，片时刻，我们之间已被人影遮住了，终于彼此相失⋯⋯镇
江定福寺，也是三番五次请她来，由于这里师太和她有缘，她才来了，主持了定福寺⋯⋯在我们比丘
尼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一般妒忌她的人，才给她起了这个绰号。我这才明白了，古三猴子
即“辜三猴子”。⋯⋯书香门第出身的小姐，毕竟不凡⋯⋯她究竟去了哪里？⋯⋯瞬息流光，又是十
几年过去了，而娜娃依然是云深不知处⋯⋯

4、《京华寻梦》的笔记-寒风瑟瑟话清明

        北京的习俗，从前对于清明节的祭祀扫墓，极为认真⋯⋯我在初中读书时⋯⋯有一年竟约了几个
同学其中有史华、小豆儿、罗芸出了东便门，乘船到了蟠桃宫⋯⋯竟是乡间的一座小庙，小小的院落
，只东厢里供着一位娘娘，当然不是西王母，供桌旁边放着许多小泥娃娃⋯⋯我们去时乘的船，是无
蓬的旧木船，大家都站着，连个坐处都没有⋯⋯在小庙的后面不远处，寻到一个大殿，只有一尊大卧
佛。面容慈祥、双目微合，曲肱扶首侧卧，长度约有四五米⋯⋯

5、《京华寻梦》的笔记-太监李莲英的故居及其他

        景山后，黄化门九号，后门在慈慧殿三号。三十年代梁宗岱教授住过这里，我陪着沉樱曾经去过
⋯⋯那是一座大花园，里面有两座花厅，梁宗岱住在前面那座，相隔十几米，后面还有一座，规模略
小，那时时朱光潜教授住的⋯⋯据说詹天佑也曾在这里读过书⋯⋯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楸树，詹天佑给
他的读书花厅起名 双楸书屋 ⋯⋯房子大门脸很窄，只有一般人家的房门大小，但是大门上面的砖墙
雕花，雕得是八仙过海，十分精致⋯⋯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也很小，只是进门以后，一个高台，中有四
扇垂花门，无贵宾不开⋯⋯这一处本是赐宅。那是1901年庚子之后，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坐在宝座
上说 可回到家了。李莲英趁机跪下叩头说：老佛爷回家了，奴才连个家也没有⋯⋯李莲英共有四处宅
第，除大城老家外，黄化门九号为赐宅，东兴隆街为外宅，颐和园附近的白马关帝庙为密宅⋯⋯李莲
英因家贫，咸丰六年九岁入宫，到光绪三十四年慈禧死后，六十一岁出宫，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
、宣统四朝，在宫中供职五十二年⋯⋯会梳时式漂亮的头，成了梳头房总管太监，成了慈禧生活上不
可或缺的贴身太监⋯⋯随机应变、百依百从、奉承迎合⋯⋯以太后之喜为喜，太后之忧为忧⋯⋯主子
奴才相处得十分合拍，久宠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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