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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访谈录

2010 年 9 月 18 日下午，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Prof. Dr. Wolfgang Kubin）接受我院
《华西语文学刊》学术访谈。王维民副院长、林克教授以及国际汉语系任显楷老师参加了访谈。

以下访谈记录中，“问”为任显楷，“答”为顾彬教授。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问：顾彬教授您好。近年来您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是因为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一个“垃圾论”。因为媒体的报道，似乎连普通人都开始对您关注起来。但实际上放在学术界，

对您的研究比较熟悉的学者都明白，您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表述，并非像

媒体所说的那样，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然而媒体为了追求报道的轰动性，采取了

断章取义的做法，所以好像一下把您置于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但如果去完完整整地阅读您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会发现其实您的看法并不是这样一概而论的。所以是否可以说媒体对

于学者有误解？而公众因为只能借助媒体，也不能够完整地了解学者的看法。

答：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大概是哲学界提出来的，就是说在人和人之间会有

创造性的误解。所以，我自己也认为，我和中国的媒体之间发生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解。

因为媒体把我的一些思想歪曲了以后，对中国读者报道说，我说中国当代文学全部是垃圾。

事实上，是很多中国学者的看法在促使我重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2000 年我开始写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中国学者或者我最好的朋友要

求我停笔。他们告诉我，1949 年到 1979 年之间的中国文学都是垃圾。所以实际上是这些中

国学者提出这个说法的。很多人认为，我应当只写哲学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

的问题，不要研究什么这个作家、那个作家。所以我在继续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

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当时，这些问题我也常和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谈，他们给我找

出一些出路。但是呢，我自己搜集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不少，其中很多别人都没有。所以

如果我不写完的话，谁写完呢？还有，我可能是西方学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研究中国当代文

学的汉学家。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有 40 年了。如果我停止的话，谁代替我呢？恐怕

要等 10 年 20 年以后了。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任务，要把它写完。但是呢，我的怀疑越来

越多。在发生了所谓的“垃圾事件”以后，很多很多人开始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在反

思我原来的那个理解。我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老舍的《茶馆》是很好的作品。60 年代初，

老舍还有一部《正红旗下》，也是一部很好的小说。70 年代的地下诗歌中也有很多很好的作

品。80 年代，王安忆有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90 年代，还有王蒙的《坚硬的稀

粥》。不知道是 90 年代末还是 21 世纪初，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按：《马桥词典》发

表于 1996 年）。所以，好的作品总是有。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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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这是个问题。因为我翻译过、介绍过不少我持怀疑态度的作品。另外呢，现在在中国卖

得最好的作家作品，从我们德国的标准来看，它们都属于通俗文学。也包括莫言、余华在内。

而诗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这是第一。

第二呢，波恩大学也想要国际化。所以校长他想说服我们，或者要求我们，如果有机会

的话，经常跟记者见面。所以去年以来，记者经常来信，经常来电话，采访中国的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我都回答了。这些记者，有中国的也有德国的。好多中国的记者也想在电话中跟我

谈一谈德国当代的问题。我听校长的意见，接待这些记者。但是我的中国朋友，也包括我的妻

子在内——她是中国人，他们都觉得我应该跟记者保持距离。那，我是矛盾的，我怎么办呢？

我自己觉得，我们两国的合作是最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牺牲我自己，就是说，有的时

候我累得要命，那我还要跟一个记者见面吗？有的时候记者的提问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因为我

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跟他们见面， 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好意的。我

和中国记者见面的经验总体来说是好的。我怕的不是跟中国记者见面，我怕的是小报。他们利

用别人的采访来编造他们文章，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见过面，而凭空创造一些故事，但却跟我一

点关系也没有。这种文章我的朋友会给我看，说，你看，这些记者，他们都是小报的记者。我

自己也觉得，一个学者不应该一直待在象牙塔里面。他应该离开那里，因为他对社会有一个义

务。对中国的现在，对德国的现在，也许还会出现什么创造性的误解。这个误解我们应该想办

法解决。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多跟记者谈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会找到一条出路。反正我

还没有死以前，我不喜欢听某个声音告诉我，你老把自己藏在某个地方，你的认识，你的启发，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媒体和学者应该合作。

问：您说得对。对于社会和大众，学者应该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媒体这个渠道让学者的思

维传达到更广的范围当中去，而不只是局限在学术界或大学。而媒体也应该懂得怎么样去倾听

学者的声音，更完整地了解学者的思想。这对于媒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么如果我们

把问题放在学术界来讨论的话，对于像您这样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汉学家，中国的学者又是怎

么样来接受您的这种思考和您的著作呢？比如说像南京大学的王彬彬教授，在 2010 年第四期

的《读书》上发表了一篇谈论您的文章。他的这篇文章，态度是很公允的。所以我很想知道，

德国的学术界和中国的学术界怎么展开一个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从而把问题探讨得更深入。

答：是。我最大的批判者是我的妻子。她是在北京长大的。她老觉得我的学术还不够好。

所以我听惯了无论是谁对我的批评或是批判。如果是严肃的，那我都接受。我唯一害怕的，

是别人写我的时候，说得太好，说得太美。这样的报道我不一定看。为什么我这样做呢？我

怕有一天我开始骄傲，开始吹牛。所以我很少看别人写我的东西。如果有什么误解是比较过

分的——比方说北京大学的陈晓明，说我是一个执迷的汉学家——我不会怪他。因为他批评

我的基础不是我用德文、英文写的东西，而是我那些由别人翻成中文的书。那也有可能有些

地方不是全部翻译的。比方说他说我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缺少一点逻辑。这我可

以理解。因为这部文学史没有完整翻译成中文。其中我的很多理论，不知道是翻译家没有翻

译，还是出版社觉得不重要，出版成中文书后都没有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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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本书我也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中文本不是全貌么？

答：20% 没有了。特别是我的理论部分。

问：这很奇怪。那这一套丛书当中其他的几本也有这个问题吗？ 

答：其他的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其他的书都介绍中国古代的东西。我的这本《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史》谈到了中国的现代和当代。

问：因此这就说到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是您在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讲过的，

研究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会很冒险，因为古代的问题已经有某种定论或结论，大致大家都能接

受。可是现当代文学，包括很多被评论的作家，他们还活着，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结论就

是很冒险的事儿。您的序言里面就很完整地说了这个意思。

答：对。朋友是朋友，作家是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觉

得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基本上没写什么，那我为什么还要写他呢，他的创作好像差不多完结

了。所以他的名字在我的书的注释中能找到，可是在正文中找不到。对我这样处理，他也接

受。现在他又拿起笔写诗。我今年刚刚在德国发表了他的诗集。从今天来看，我那个时候没

有讨论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还有另外两个错误，多多和西川也在我的注释中。

问：因为文学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展和流动着，现代文学还没有固定，所以很多问题要

谈的话就可能出现失误或者冒险。

答：是。如果你要写作文学史的话，你需要距离。在当代中国，我跟很多人很熟悉，是

几十年的朋友。但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和把他们作为作家看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 200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原来也是我的朋友，我也翻译过他的作品，用我自己的钱出

版他的书。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来说，他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跟其他处于世界文学水平的作家比，他的水平还不够。如果高行

健能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那王安忆、王蒙也可以，还有其他几十个人也可以。那为什么是

他呢？因为人们是从政治来看他，而不是从文学水平来看他。你应该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委员会，基本上都是左派。所以他们特别喜欢从政治来看一个人，不一定从文学来看。所以

这是一个原因。人们总喜欢问我，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回答是，诺贝

尔文学奖不完全代表文学的标准。

问：从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有不同的评价文学的标准。就在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当中，您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语言的驾驭力，一个是形式的塑造力，还有一个是个体性

精神的穿透力。这三个标准都是着眼于文学性的。而像刚才我们说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则标准可能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的。实际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可能有很多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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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文学性很差，但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比如说丁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其实丁玲

作品的文学性不算高，但是她的政治特征很明显。所以也可能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点。

那这里就有一个跟您的标准之间的差别。这个您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丁玲早期的作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同意她在文学

性方面有问题。她去延安前后写的作品有一些写得很好。另外呢，德国的翻译家可以把中

国作家的思想、意识、内容翻译成很好的德文。例如巴金，巴金的《家》语言艺术性差一些，

但是他的思想我理解到以后，我可以把他的作品翻译成很好的德文。他的作品在德国非常成功。

一个翻译家这样做有好多原因。最重要的是，从内容来看，巴金初期、丁玲初期的作品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我同意你的看法，丁玲不一定是 20 世纪最好的女作家，萧红和张爱玲她们相

比就要好很多。

问：也就是说文学的标准是多元的，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点也有不同。

答：中文作品经外国译者翻译后，在语言、形式、世界观上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20
世纪还有钱锺书、沈从文也算在内。

问：您这三个标准着重于文学性，所以您推崇鲁迅和沈从文。对这三个标准中的形式的

塑造力您能不能再谈一谈？

答：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创造他自己的形式。比方说鲁迅，他不是创造了散文诗吗？这

个形式好像在鲁迅之前的中国文坛就没有。

问：就是说这是这个作家的作品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形式。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创造出一个一看就是这个作家的东西的形式，这就是形式的塑造力。

论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问：您评判中国文学的几个标准中，还有一个，您特别看重作家写作的外语能力。您很

强调如果作家有外语能力的话，会对他的写作有所帮助。这一点在您看来，今天的中国作家

和五四前后的中国作家相比，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差距？因为五四前后的中国作家很多还可以

做翻译的工作，但是“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外语能力相对来讲就要差一点。

答：你说得非常对。为什么多年以前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属于“世界文学”？因为

他会外语，搞翻译。如果从德国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重要的德国作家们都严

格地搞过翻译。德国作家伯尔（Heinrish Böll），他是于 1972 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

1945 年战争结束以后，他说我们应该重新学德文，我们的德语已经被纳粹分子破坏了。

他是怎么学德文的呢？他开始翻译美国短篇小说，将英文的小说翻译为德文，从而学习

怎么写德文。另外呢，我因为受到了唐诗的影响，我在写诗的过程中经常破坏固定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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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语法，而使用所谓唐朝诗人的语法来写诗。从德文来看，我的语法很有问题，从诗

意来看，一点问题也没有。庞德学习汉字，学习翻成英文的唐诗，然后他把《论语》之

类的著作翻成英文，在英语国家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路。如果他没有碰到汉字的话，他有

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我们认可的伟大作家。另外呢，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荷尔德林，

不是由你们的林克教授翻译成中文的吗？他是怎么写中国诗歌的呢？他原来翻译古代希

腊诗歌。所以他用古代希腊文的特点，用古代希腊诗歌的格律，来写德国诗，但是他完

全把德文诗歌希腊化了。所以无论是庞德，是荷尔德林，是我，外语都帮了我们的忙，

让我们从外面看我们的母语是什么。

问：通过做翻译，对文字的锤炼是非常有帮助的。需要咬文嚼字，一点一滴都要弄得很

清楚，所以有助于锤炼自己的母语。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二战”以后对于德语文学的恢

复很有帮助。中国实际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文革”对传统中国语文的破坏，而这

种影响恐怕到现在都还在持续着。

答：是，昨天舒大刚 A 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还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写文章。

问：所以需要引入一门外语，通过外语来锤炼自己的母语。

答：是，外语对于作家有好处。因为我搞翻译，我能够通过翻译提高我的德文水平。每

一次我翻译你们最复杂的诗人的作品时，我根本不知道用德文应该怎么下笔。逐渐我找到了

合适的路，我的德文就提高了。这也帮助我写新诗。为什么呢？德国不少人还会用普遍的词

汇来写诗，比方说“太阳”、“月亮”、“秋天”等等。但是欧阳江河这批人他们现在会把“快

餐”这样的词引入诗歌，成为他们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词。原来没有什么德国诗人敢

用“快餐”来写诗，所以我从他那里发现，啊，“快餐”也可以入诗，那么我也可以试试看，

用新的词，用我从来没有用过的词，来写诗。

问：如果我们再把问题放到中国诗人这边，您觉得现当代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外语能

力——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也足以达到使他们锤炼汉语母语的目的呢？

答：是，肯定是。因为我们的词汇和他们的词汇不一样。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彼此的词汇，

然后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拿来运用。

关于“中国文学史”丛书

问：在中国的学术界，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英语。所以中国学者对于德国学术界，尤其

是德国汉学界的著作，能够直接从德文阅读的就比较少。所以现在能读到顾彬教授编的这套

“中国文学史”丛书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这套丛书是德国汉学界的一次集体亮相，让不能

阅读德文的中国学者能够了解德国汉学家的思想。请顾彬教授谈一谈您主编这套“中国文学

A 2010 年指 9 月 17 日在四川大学的讲演——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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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丛书的思路和想要达到的目标。

答：我认为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属于世界文学，所以德国人应该多了解。我编选

这套丛书，是想给德语国家的读者介绍中国最丰富的文学传统。这里插一句说说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现象，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押韵，但是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

没有， 西方文学很晚才有押韵。为什么是这样， 我不能够解释。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象。还有呢，我特别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而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些问题。我

老认为，中国文学是我的爱好，我从中感觉到快乐，所以希望别人跟我分享。在我编辑

完了《鲁迅全集》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力量，我可以写出一部让世界吃惊的中国文学史。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破坏那些传统的、保守的中国文学史。比如美国出的中国文学史，对文

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历史是什么还是分得不清楚。文史哲不分，这个影响到所有汉学家写

文学史的工作。在德国，早从 1920 年开始，我们就有中国文学史，到现在还在出。但这些书

还是会把庄子、司马迁放进去。而我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历史是历史，哲学是哲学，所以我

的文学史，根本没有什么哲学，根本没有什么历史。我要求区分的是，诗歌是诗歌，小说是小说，

散文是散文，等等。所以这套丛书的每一个作者，是按照上述文学分类来分工的。这套书我

们从 1988 年开始，一直到 2002 年才能够出版，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原因。有人发现这个任务

太难，于是离开。另外呢，德国最大的出版社，原来想在他们那里出版，但是出版三本书他

们要求我们给他们 10 万块。我们不是商人，没办法找钱，找出版经费是他们的任务。然后呢，

过了三年，我们的书稿还在睡觉。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出版社，是一家图书馆出版社，就是说他

们专门为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出书。他们说好吧，来吧，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套中国文学史的

丛书，  一共 10 卷。他们不要我们的钱。因为这套书可以卖到美国、  卖到日本。他们能够盈利。

问：这是这套书在德国的出版情况。在中国的话，目前这 10 卷书好像还没有全部出完。

我手里只有 3 卷。

答：对。今年会有两卷还是三卷出来。明年会有一卷。但是我发现，在德国看我们的书

的人特别少，但是在中国特别多。比方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德国可能一共才卖了

270 本。但是在中国已经卖了 1 万本了。

问：是否是因为在西方学界，中国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小的题目，只有研究这个领域的

学者才会关注？

答：不是。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关注的都是中国的经济。

关于《红楼梦》在德国

问：最后一个想同您交流的问题。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目前正在做一个《红楼

梦》翻译研究的项目。《红楼梦》在德语世界也有相应的翻译，比如史华慈和吴漠汀合作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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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红楼梦》全译本。关于《红楼梦》在德国的研究您能不能谈一谈呢？

答：情况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 1930 年代，有一个很好的《红楼梦》的翻译本，但是呢，

到 1992 年都好像没有什么人写出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或者书。1992 年是《红楼梦》出版

两百周年（按：程乙本《红楼梦》刊刻于 1792 年）。我自己觉得这一年有必要在波恩大学开

一个《红楼梦》的座谈会。因为在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红楼梦》的专家，所以只能请一

批学者来谈一谈《红楼梦》。当时会议上学者们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谈《红楼梦》的。我还记

得一个汉学家，因为他的专业是医学，中医，他就从中医谈《红楼梦》。我的主题是“忧郁”，

英文说 melancholy，所以我从忧郁谈《红楼梦》。会议的论文我编辑成一本书。这本书好像

是在 1999 年出版的。可是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非常可惜。两年

以前我在北师大上课的时候，有一两个记者，专门来跟我谈《红楼梦》在德国的接受。他们

要求我给他们这本会议论文集，他们觉得这本书里面的文章大部分是很好的，应该翻译成中

文。另外，《红楼梦》本身在德国的翻译已经有了新的译本。1930 年代的《红楼梦》译本是

节译本，1000 页，德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现在新的翻译大概有 3000 页，把《红楼梦》全

部翻译成德文了。但是是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出版社特别小，小到只有一个人。另外呢，

出版社和译者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他们公开互相打笔仗，弄到现在没有人想看这本书了。我

两年以前有个机会到吉隆坡，介绍《红楼梦》在德国翻译的情况。译者希望我夸他，他对我

特别不满意，写了非常不友好的信。但是我还是想跟他交好，因为他是个很好的翻译家。我

自己出这本《红楼梦》的书，写了很长的序。还在吉隆坡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篇文章

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我老是从忧郁和年轻人的期望来看《红楼梦》

的问题。那个时候人们很满意，但是我自己不是一个《红楼梦》的专家，因为《红楼梦》的

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不敢说我真的了解《红楼梦》，我是想试试看。另外呢，中国 1987 年

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德国有播放，有很多人看。

问：中国人对于《红楼梦》有很深的感情，认为《红楼梦》是非常伟大的作品，很想把《红

楼梦》推广到世界上去。可是无论是翻译的书还是电视剧，还是会让西方人觉得有很多理解

上有困难的地方。

答：外国读者的困难在哪儿呢？第一，这部小说很长。第二，太多人物。另外呢，还有

这么多诗歌，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别的含义。那你怎么翻译呢？你看德文，你可能觉得好看，

但是如果译者要解释清楚每个人物名字的含义，就需要好多好多的注释。而不断地停下来看

注释，就会打断阅读的节奏。

问：您说得很对。您关于《红楼梦》的看法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今天的访谈非常成功。

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任显楷 [ 问题设计，记录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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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孙玉明研究员访谈录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上午，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俞森林、李海振和任显楷老师在西南

交通大学信息楼，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孙玉明研究员进行了访谈。以下为本次

访谈实录：

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教授接受我院的访谈。孙

教授对《红楼梦》在日本的翻译史和接受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您的《日本红学史稿》填补

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对我们的课题也有很大的帮助。从我自己的总结来看，《红楼梦》

的日译本似乎比《红楼梦》在海外其他国家的传播更广、读者更多一些。我们发现 , 在

欧美，除了汉学家知道《红楼梦》以外，普通读者知道得比较少。而在日本呢，《红楼梦》

甚至还出版过中文的原版，这一原版在两三年间翻印过两次。这足以说明《红楼梦》在日本

的读者群非常之广。但问题在于，相比《三国演义》，《红楼梦》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还

是有所不及。这样一种局面，请问您怎么看待？

答：《红楼梦》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在国外并非如此。像日本、韩国这些地方，汉

学研究有比较久的传统，所以对《红楼梦》还有所了解。而在欧美，对《红楼梦》确实就比

较陌生。就算是在日本，《红楼梦》的影响还是有限。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聊

斋志异》，还有“三言二拍”、《西游记》等，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影响力都比《红楼梦》大。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跟翻译的水平有关系，另一方面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别说他们，就是咱

们现在的年轻人读《红楼梦》，都只是了解情节，很多细节是完全看不懂的。这就需要读者

了解《红楼梦》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需要相当的知识结构来支撑。当年某高校有一个美国

留学生，非常刻苦，汉语学得很好，上《红楼梦》课时学得也很认真。到了最后，他问了一

个问题：林黛玉和贾宝玉既然不能结婚的话，为什么不一块儿私奔？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

子。他不知道在中国封建时代大家族的青年男女是不可能私奔的。所以对于他的问题，我就

反问了一句：你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为什么不私奔，要双双殉情？像《三国演义》《水浒传》，

这些都是说书体，是传奇故事，一般老百姓愿意接受，“三言二拍”比较贴近于小市民的

生活，所以它们可以很容易地普及下去。《聊斋志异》呢，稍一翻译，其实就成白话文的

了。在民间，人们很喜欢讲聊斋故事，但使用的语言完全是大白话。用白话来讲述《聊斋

志异》的故事情节，成为《聊斋志异》能够极大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红楼梦》或《儒

林外史》这类的小说却有根本的不同。举一个《儒林外史》的例子：范进中举。范进中举以

后，他母亲高兴过度，死了，范进就得为母守孝。按照封建礼制，儿子守孝三年，他得穿

素服，吃饭也得吃素的，不能沾荤。但范进中举后呢，成了地方名人，大户人家纷纷请他去

喝酒吃饭。他到了一家，主人摆的是镶金的象牙筷子，那是很奢华的。主人说：请。范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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