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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真故事》

作者简介

周汝昌，字玉言，号解味道人。1918年生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著名学者、
资源红学家。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文化与诗文书画理论之探讨。著述甚丰，其中红学专著十三部，《
红楼梦新证》为其代表作、饮誉海内外。其它著作五部，以《杨万里选集》及《书法艺术答问》尤为
学林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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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真故事》

精彩短评

1、《红楼梦的真故事》是我最想看的那一类准红学书⋯⋯即对真40回的推测。周先生的故事讲得有趣
有理！虽然不少地方显得有些啰嗦，纠结于议论，叙事性不够，但他成功让我觉得他讲的故事几乎就
是雪芹要讲的故事――这样，够了吗？
先生的那些论文和书信就没故事好玩了。我一直觉得周先生的经历导致他有些偏执，对争版本等问题
太敏感太积极。而我一直认为，对现在的读者来说，这已经不是多大的一个问题了。
2、也许“作者绝对不写废话，每个情节都是有意义的”，可也不一定每个情节的意义都是预示结局
啊。
3、有趣有料，并不算拍脑袋胡扯，不明白为什么评分那么低。
4、老先生的关键论点基本那是不可绕开的。
5、我真不想说一无聊就看这种红楼八卦，然后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6、湘云果然是周老真爱~
7、首先，我也不喜欢高鹗的续书；其次，我更不喜欢周汝昌先生您的扯淡！所以，我看了三分之一
之后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8、80回后的探究很有道理，也算是弥补了80回佚失的遗憾了。文章老学究气很足，略有些孤傲
9、有意思的构想
10、有这么一本书，伟大到不论谁写怎样的续集都是狗尾续貂了
11、　　大多《红楼梦》的书友都不能苟同高鹗后续的八十回后，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思想境界，都
远不能与雪芹相提并论，因此各种续书层出不穷，依着自己的喜好各自施为，或狗尾续貂或妄揣作者
原意，大多以感情为基调以月老自居，演绎一出完美的木石前盟。
　　本书作者是红学创始人之一，几十年的研红虽不敢比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雪芹先生，但其对八
十回后的作者真意理解也自成一家，并将心得以重要人物为例分节详述。
　　
12、我觉得周老爷子这本书比他后来那本红楼夺目红要好多了.
13、不完整的红楼梦就像断臂的维纳斯，自有一种不完整的美。
14、周汝昌不是名家吗？怎么也写的这么一塌糊涂！
15、个人启蒙读本，小学生的我都翻烂了，到现在全部记得。曾经是个红学爱好者啊我
16、老爷子文笔偏激得近乎迂腐可笑。
17、偶然发现pad里有这本书。仔细读来，感觉又活了一遍。
18、有部分内容我觉得周先生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找到真正的后二十八回。
19、前半部為先生根據石頭記裡蛛絲馬跡所續寫，後半部為學術文章。前半部讀完令人唏噓，更覺曹
雪芹行文之奇妙。相比於高顎改寫之120回本，更喜這108回本。
20、图书馆的老书还是很有些价值的
21、跟刘心武编的红楼故事相比，这个更丰富，更完整。发现读红楼评论方面的书，比读红楼梦还要
有意思。读红楼梦，只是一个人在读。读红楼评论就是跟某位大家一起读，时时有新意新解
22、主要是周先生自己写的续作，我个人认为比较精彩，很贴近雪芹的原著构思
23、所謂探軼也。
24、三分之一处
25、形式很有意思。。。
26、有时看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先生们续写红楼梦，真是又佩服又替他们捏把汗。
27、看得到的虔诚与热爱。
28、红楼梦高鹗续书部分原有的故事还原
29、这是周汝昌自己编写的红楼梦吗。。。
30、关于续写红楼梦这事儿，个人一向觉得比较不靠谱。当然这个续作比红楼复梦红楼圆梦后红楼梦
秦续红楼梦之类还是要严肃一些的，暂且拿来略补一下看不到八十回之后的遗憾吧。
31、只是当年年纪小
32、除了周老对湘云过分偏爱之外其他都挺好的，至少比高鹗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不过个人也相信
脂砚斋是湘云，或者说是内心的一种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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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真故事》

33、大部分是靠谱的，然而涉及到湘云的部分也是⋯唉。脑残粉奈何。
34、周汝昌老先生是最接近曹学芹文思的，虽然全本未发现前，一切皆没有定数，可是他的红学研究
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
35、其实我对周先生的推论很多都存疑。但我还是建议那些没读过周先生书的人，先拜读一下他的作
品，然后才来想想要不要批判他的红学研究。
36、       本以为这本书看起来会非常晦涩，但是真的读下去发现好很精彩。非常钦佩周汝昌先生的治学
态度、还有他本身的文学素养。
       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到了走火入魔，为了研究而研究的境地，所以也曾
经对他有偏见。但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发现先手的研究还是很科学的。书中的每个论点都有大量的
古诗词、清朝后期文人的文章、脂砚斋的评语为论据，并非妄自揣测而来。感觉看了先生的书以后，
对于小说的整体思想、整体脉络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更加钦佩曹公的文学造诣和著书大义。
        期待继续读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曹雪芹转》。
37、引用周先生的话-君书动我心。 自小读《红》常纠结其儿女情节，却总有疏漏之感，如今解惑。
区区儿女情长不过浮云，疏解“爱人之心，悯世之怀”才为曹公真意！我读书不多，不知曹公所处之
世，能有几位大家有此等胸怀。。。
38、引人入胜
39、可谓集结了周汝昌先生红学理论的浓缩通俗故事本。
40、这是我网购的第一本书，在红楼梦网上
41、听刘心武讲红楼，感慨其研究之深。听周汝昌讲红楼，惊叹曹雪芹之绝世才学。
看的是电子书，感觉结构好散，有机会还是要看下纸质书。
42、挺好。
43、比刘心武厉害多了 现在看来刘心武的解密很多都是受他老师的影响的
44、红楼梦是个大坑~
45、在火车上看完的，还不错，刘心武是延续的周老先生的思路
46、周老先生空有做学问的功夫，可惜没有续红楼的才情
47、就等收到书 自己品读过了才知道啊
48、不喜欢这种调调，有些事情追求太过就好比硬要给维纳斯接个手臂·····
49、以另一种方式对红楼梦的探佚
50、。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作品，周先生的“续作”很有意思，读着也很舒服。
51、神脑补，全书处处有作者在，过于在乎自己想法以至于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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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真故事》

精彩书评

1、正如序言中所说，“现下通行的标准排印本《红楼梦》，封面上署名的款式是“曹雪芹高鹗著”
。这是个奇怪现象，因为这部名著并非曹、高二人组成了“写作班子”共同执笔写出来的。从高鹗留
下来的诗词文学来看，可知他的思想、气质、手笔、灵智、境界....与曹雪芹都不太相近，那距离有如
秦楚、真似胡越之隔阂。”自从《红楼梦》与世人首次见面至今，人们对它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也
正如红学所探究的结果一样，红楼梦原本是有全部草稿的，只是未及整个编订传世；而高鹗续作也并
非只是一桩简单的“文学活动”，实际是有后台主使的政治密谋。《红楼梦》刚问世不久，清朝乾隆
年间文字狱盛行，由于书中涉及当朝的国家机密，就被统治者列为禁书。也许是当时人们的追捧，统
治者并没有完全禁止，而且通过偷梁换柱的方法，改变书中的些须内容和人物的最终结局。像贾宝玉
的生活方式在古代属于典型的逆社会潮流，不利于统治者统治。只有禁锢住人们的思想才会更加有利
于统治者的通知；而高鹗的续本中将贾宝玉的最终命运又回归到了科举考试，这相对来说是符合统治
者思想的。记得在阅读刘心武解析红楼梦的时候，他是将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回归到了历史中，同时
也牵扯出了一个重大的阴谋。清朝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也相当一部分在红楼梦中隐约的提到，平民老
百姓是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的，而统治者恰恰也不想让众人知晓，所以曹雪芹犯了大忌讳。但是统
治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费劲美化的红楼梦，几百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探究，而真相也慢慢的浮出水
面。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在同一时代人民的确有话不敢说，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历史必
然会将真相显露无遗，没有永久的谎言，统治者也将一代一代的更替。其实红学和敦煌学在一定程度
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年斯坦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取经的时候，统治者对远离政治中心的敦煌并不
在意，当一车又一车的经卷被拉出国门的时候才唤醒了沉睡的民族。但是历史的尴尬却摆在中国人面
前，斯坦因虽然将经卷拉走了很多，但至今都完整的保存在博物馆中，而中国政府下令拉走的经卷，
却并没有全部进入博物馆。也许无论是不完整的红楼梦还是残缺的敦煌经卷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
自有一种缺憾美，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同时也留给了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2、大多《红楼梦》的书友都不能苟同高鹗后续的八十回后，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思想境界，都远不
能与雪芹相提并论，因此各种续书层出不穷，依着自己的喜好各自施为，或狗尾续貂或妄揣作者原意
，大多以感情为基调以月老自居，演绎一出完美的木石前盟。本书作者是红学创始人之一，几十年的
研红虽不敢比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雪芹先生，但其对八十回后的作者真意理解也自成一家，并将心
得以重要人物为例分节详述。
3、我有个愿望：曹雪芹失传的八十回后被找到！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否实现！若不能实现，我还有
个愿望：出现一位文学天才，尽可能按曹雪芹的原意续完其红楼梦！这也是把希望寄托于他人，也不
知何时能够实现！若不能实现，我还有个愿望：高鹗续本不再作为红楼梦通行本而出现在书架上！这
个是绝对可以实现的。只有全世界的人不被高鹗续本所误导，才能够激发更多的读者去寻找、探轶曹
雪芹的原著！我觉得现有的八十回不是一种断臂之美，因为我深信，有了后面的完整故事，红楼梦将
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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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真故事》

章节试读

1、《红楼梦的真故事》的笔记-上篇第一部

        看官，你也许还不知道今日通行的120回程、高伪“全”本的第74回中偷偷地删掉原本《石头记》
的二百多字的一大段——这一大段为何要删？正是因为那是凤姐、平儿二人在自己房里谈论鸳鸯那次
私允借当(押银子)的事！书已到74回，特在此又一提脉，可知离惨剧已不太远了。而程、高竟悍然删
去，其用心何在？大约你已然有所晓悟了吧？

其实我还是不太领悟，程高用意何在？

2、《红楼梦的真故事》的笔记-上篇第一部

        （元春）她在宫中，心情复杂而抑郁，也十分担心家里众人不知慎重，一步走错了，引惹祸端—
—那时的政治罪名，常常是株连六亲，重一重就是灭门的惨局！然而，奇怪！她死时却又不在宫里，
那地方离家门已经是“路远山高”了！这却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时的旗人贵家公子，因习于逸乐享受，已经视打围为苦事了。书中第二十 六回，有一段特提铁网山
打围的事，看似闲文，却正是伏笔要害。

那是薛蟠请客，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忽然来了，因久不见，又脸上带有一处青伤，问起缘故，方
知就从三月二十八跟他父亲到铁网山打围去了，脸上是让鹰的翅膀划伤的。这贵公子彼时就说：我没
法儿，只得去；不然咱们一起聚会多么乐，会自去寻那苦恼去？还又说，此行有一件“不幸中之大幸
”，前文还特提与“仇都尉”打架的事。隐隐约约，内藏无限丘壑，大有文章在后面。原来，在历史
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变。

乾隆四年(1739)，皇族内四家老亲王(康熙之子)的本人或子侄，许多人联合密谋，另立了自己的“朝廷
”机构，准备推翻乾隆(旧恩怨还是在报复雍正的残杀骨肉)，至此暴露，获罪者不计其数。到次年，
乾隆又举行“秋狝”，在围场又遇到庄亲王王子的密计，险遭不测，幸被发现，将主犯囚禁后，假装
无事，照样行围，以安人心。这种历史事态，曲折地反映入于小说之内。元春的死，正是在她随侍到
口外围场期间，事变猝起，她乱中被敌对势力的人员乘机杀害了。这就是“望家乡、路远山高”的真
情和痛语。

这也就是她的簿册判词所说的——“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虎兕，语出《论语》，两种力最大的兽，比喻二强相斗。元春死于非命，年方二十[注]。

元春归省，自己点的四出戏，第二出是《长生殿》，脂砚斋批语也点破了：这出戏暗伏了元春之死。
这怎么讲？原来此戏演的是唐明皇、杨贵妃的事迹，杨贵妃正是死在随明皇入蜀逃难的路上，被迫缢
死的！

李义山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不行，妃子只好以自己的性命解围了。

这就是元春大小姐的悲剧。

～～～～～～～～～～～～～～～【注】 元春的册子上，画有一张弓，此或谐音“宫”。但另一义即
清代宫中有以弓弦缢死后妃的习俗。

3、《红楼梦的真故事》的笔记-下篇双悬日月照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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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真故事》

        有一位读者向我说，“北王写得就象个小皇上”。一点不差。在清史上，乾隆四、五年之时，正
有这样一件特大事故发生，我在《新证》中已加叙列，那一次，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已经成立了内
务府七司衙署等政治机构，实际上自己登了皇位——要与乾隆唱对台戏，并且曾乘乾隆出巡之际布置
行刺。怡亲王之子弘晈(宁郡王)等也在内。很多人都在案内牵连，并且也涉及到外藩。这恰恰是“双
悬日月照乾坤”的背景。

雪芹惯用闲笔，于漫不经意之处特加逗漏的，还有一回书，即第七十二回叙凤姐因理家事重、财力日
艰，自言恐不能支，说做了一个梦，梦见另一个娘娘派人来向她索要锦匹，并且强夺。这也是“两处
宫廷”的暗示。

在雍正时，他回顾往事，就说过诸王作“逆”时，是罗致各色人等，包括僧道、绿林、优伶、外藩、
西洋人⋯⋯。在乾隆四、五年大案中，恰好也是如此。明乎此理，则仔细体会一下雪芹之笔端的蒋玉
菡(优伶)、柳湘莲(强梁)、冯紫英、倪二、马贩子王短腿⋯⋯隐隐约约，都联在一串，都是后来“坏
了事”的北王这一面势力旗帜下的人物。宝玉、凤姐落狱，一因僧，一因道，又颇有下层社会人等前
往探望营救。

正因八十回后涉及了上述之事，朝廷(获胜者)当然是不许不容的。将八十回高高唱赞歌，打抱“不平
”的，当此纪念雪芹二百二十周年祭的时候，也许还在庆幸：多亏程高，关切雪芹残书，为之完卷，
功高德厚，是雪芹的大恩人吧？谨以此意，敬献于雪芹诗灵之前：你是伟大而不朽的，想毁坏损害你
，是一种妄想，迟早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普遍认识到的。

4、《红楼梦的真故事》的笔记-上篇第一部

        写得好，解的好，这才是我心中黛玉的才情风骨：

读此一段痛语，便知黛玉那时处境万难，内心万苦，然而她为知己而牺牲一切，并无一丝一毫的怨尤
之意——这也才是“还泪”答报恩情的本心本义。但这种特殊崇高的精神境界与感情升华，已非常人
所能想像理解，以至不相信，不“接受”天地间有那样的“有人无己”的性情境界[注]。

宝玉的不自惜，是他的行径言词越发与世俗难合，越发“乖僻”“疯颠”了，以至时有身蹈危机的趋
势，令人担心焦虑了。千方百计为之惜，正是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以保住宝玉的安全。

所以，黛玉之自沉，不是一个世俗的“活不下去”的浅层次的问题，而她的故事的悲剧品格性质之迥
异于所有小说戏本的俗套，正在于此。
因此之故，她已向宝玉掬心建诚，说：我是不行了，你的心，我早尽明，不必多说。但我已不久于世
，此乃天意。我去了之后，你必不能独生，那却不是慰我于地下的打算，正是我最痛心的办法。过去
有言：你好，我就好。我永记此语。你的为人，必遭世路上的艰难险阻，没有个好帮手，是走不多远
的。你如真心慰我，听我的话，和宝姐姐订了亲，她事事能为你思虑照顾周详，是你一生的大福分！
你若错想了，怕对不住我，那就还是“白认识了我”，误会了我——还谈什么知己二字？我知道你和
宝姐姐成亲之后，都不会忘记我。风前月下，柳夕花朝，你们会提起我们一起在园里的那些情景的⋯
⋯

5、《红楼梦的真故事》的笔记-第74页

        不想，王善保家的调唆怂恿，演出了抄检大观园：却把司棋的事暴露了。司棋被逐出园，须受审
讯(不是像程、高伪本那样“壮烈”地撞墙而亡了)，却株连上了鸳鸯！于是，贾赦、邢氏一党，便咬
住鸳鸯，说她与司棋同谋，勾引奸情！须知，在那时候，这是女儿们的最丑最不可恕的罪恶。鸳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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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此为一条大款目。

6、《红楼梦的真故事》的笔记-一

            有人总还以为，高鹗续作，也是一番苦心美意，纵使文笔才思不逮原著，也是可谅而无庸苛责
的吧——持这种貌似公平的看法的论者时常可见，原因是他们难以料想，高氏续书并非只是一桩“文
学活动”，实际是有后台主使的政治秘谋。这事实，清代海内有宋翔凤的传述，海外有俄国卡缅斯基
的记载，合着知是乾隆、和珅共同策划、程高等文士炮制、最后由宫内武英殿的四库全书修书处的专
设木 活字排印的——亦即官方特许、专卖的新书！

    这就十分清楚：雪芹原稿的后部分被他们秘密抽撤或销毁了——这也正是《四库全书》对待古书秘
本的一贯暗施偷运的做法。

    由此即又可知，后采续拼的这四十回，是有意地专为篡改雪芹原文本旨而布置的，它的内涵一切，
都是与原著违反的移形换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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