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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魇》

内容概要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旅居美国研究《红楼梦》十年的心血结晶，亦是一部学术考据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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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魇》

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1922年迁居天津；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
梦》和《三国演义》；1930年改名张爱玲；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1941年与胡兰成结婚，1947年离异
；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离港赴美；1969年
《红楼梦未完》在台湾发表；1973年定居洛杉矶，《初详红楼梦》刊载于台湾杂志；1975年完成英译
《海上花列传》，《二详红楼梦》在台湾发表；1976年《三详红楼梦》在台湾发表；1977年《红楼梦
魇》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1995年9月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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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魇》

书籍目录

自序
《红楼梦》未完
《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
初详《红楼梦》－论全抄本
二详《红楼梦》－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
三详《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
四详《红楼梦》－改写与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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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魇》

精彩短评

1、没认真读 不喜欢考据学 不好玩啊
2、感觉很多地方很啰嗦，反复重复来重复去
3、能看过那么多版本的红楼梦也是很厉害了
4、到底是太零碎，除非是极其迷红学的，不然好像没什么读的意思。
5、不把红楼看几十遍，写不出这本书啊。
6、写的很好~ 看张爱玲的小说习惯性觉得很累，因为总是人物心理描写对话描写环境描写，节奏确实
慢慢腾腾的。但是这本论著却让人看得很舒服，越看越想看。- -虽然我还是用了很长的时间跨度来看
完，结合红楼梦一起在看的。每次都能看出新的观点新的秘密的感觉真好~这本书真正体现张爱玲是
才女啊。
7、比你新陈代谢高的人吃得比你还少，比你有天赋的人比你还努力。张爱玲还十年一梦迷考据才出
这玩意呢，我自己看着办吧。
8、同一出版社不同版本。
9、“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
10、才华都要溢出纸面了
11、感觉有点拧吧呢
12、她挺可爱的 和多数有名美女作家一样 红楼梦一定是要评的
13、前面几篇略显枯燥，不过，后面的“四详”和“五详”看得津津有味~毕竟对于《红楼梦》前八
十回的研究和后续的内容的推测，是个红迷都很感兴趣。
14、读了两章弃了，更加确定我读红楼梦的意义在于文本中所传达的而不是科考研究，不过其中袭人
和小脚的提点还是满奇特的。
15、零碎 有心
16、喜欢。
17、原来还是有讲证据的人。
18、(2016.07)很多观点(对我来说)挺新的，尤其是对不同古本内容的推测。但写得太个人笔记风格了
，略枯燥，好多地方都只想翻到最后看结论。
19、真的是梦魇，真心跟不上张奶奶的意识流啊。不过考证得真妙。
20、张爱玲的学术著作
21、有点读不下去，太有她自己的想法了，却无戚戚之感。可惜了。
22、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熟悉和探究程度，令人望洋兴叹，果然三恨红楼未完。
23、真真是硬着头皮读啊！也许考据类就该如此寡淡细碎。我这种初级读者一头雾水咯，因为只看过
通行程高本，别的版本引用我也不知道额→_→
24、首先这书可能和其他的一些红学研究书还有不少区别，张爱玲也不算一个正统的红学家，她的红
楼梦研究方式是考据（这也得感谢张的家庭，能让她看到许多珍贵的资料）——将庚辰等几个版本不
同时期的课本仔细比较字句、段落（这同时也给我带来相当大的痛苦，毕竟自己看过的版本不多，文
本也不能完全记齐）将不同的地方都挑出来，然后根据成书的年代和渊源再对背后的一些写作轨迹进
行猜测。当然根据最新的研究来看，她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的i地方。但张的研究看到了她的性情之处：
比如，书中有一部分就是八卦高鹗续本里为啥如此讨厌袭人，得出的结论是高鹗当年被自己的小老婆
甩过~~
25、红楼梦版本之复杂难以想象，张的考据无法细究。不过宝玉娶湘云最后同捡煤球的结局实在震撼
。另外同意一点，大观园的荒废象征着美好时代的终结，令人悲恸。
26、严格来说是份勘误读书笔记，条理性非常弱所以非深度粉看起来很吃力，可以看出张对红的痴迷
。换了今天，感觉就像是在看论坛上长篇分析哈里波特的帖子一样。
27、算是读书笔记
28、人生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
29、豁然开朗，有理有据，脚踏实地。
30、一直觉得，她是个学者，而非情感作家。
31、这本书只读过一遍，这几日重读张与宋淇的书信，不免又翻出来读一遍。关于《红楼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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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魇》

感觉，真真是她说的“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儿的安自会蹦出来”，但是像她这么研究
版本的也的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强调了红楼梦增删之外的改写。
32、28.
33、不喜欢，少年时代读的，版本应该比2005版还早的版本，封面不是这样。张爱玲的书就读过这本
，然后不喜欢，再没读她作品的愿望。萧红的生平看了看，也没有阅读作品的愿望了。她们都是很聪
慧的女人，也坚强勇敢，也独特。只是她们都太⋯⋯悲伤了⋯⋯看看我今天回忆的书，简直都是百分
之百正能量。不要说这样阅读不够深刻，我只是想保持比较乐观。再说，读一本《红楼梦》就可以很
深刻领悟人生。梦魇就不要了⋯⋯比较起来，都说三毛不如张爱玲深刻，可是我更喜欢三毛。要给自
己鼓励，给他人希望。灯塔⋯⋯
34、以一个创作者的心态去临摹曹雪芹的脉络，不断增删改写的长跑，得出的结论也合情合理且有新
意，只是叙述上杂碎一点。
35、难为师太了
36、想不到张爱玲也研究过红楼梦，看来民国那帮人都热衷红学啊。
37、老婆书架上的书
38、不好读，版本的分析、人物命运的揣测、回目的排序，对我这种没看过几遍《红楼梦》的人来说
太陌生。又由于采取笔记的形式，不讲究顺序、行文结构，只能一段一段地看。但是，作者所采用的
研究方法，从方言、字、称谓等角度研究矛盾之处，可以借鉴。
39、张爱玲说因为读的次数多了，所以看不同的本子略微眼生的字都能自己蹦出来，相信是真的，真
正记忆力不凡的考据癖！（以为看这种鸡零狗碎可以助眠，但还是睡不着啊啊啊
40、这本书其实并不好读，只是越来越少的人在读红楼梦，张爱玲这样的优秀读者再也找不到了
41、一不留神就看晕了

42、近世以来，以张爱玲的天赋、才情及文笔，续写《红楼梦》和翻译《红楼梦》，应当再合适不过
，可惜在她有生之年，一直都没有动笔，到如今一切都无可挽回，足令人再增怅惘，哀哉！ ——芦哲
峰 
43、令人怜惜的女子。缺爱的，是一场梦魇。梦醒时分，是现实的血肉模糊。
44、是好作品，可惜太学术了！太费脑子了！
45、曹曹雪芹的红颜知己，竟是张爱玲。
46、很认真的作品，很八卦的感觉。
47、有意思。
48、作为学术考据作品，跟我所想的差很多所以⋯不过有点意思的是她察觉的几个版本的不同，我都
有读到过⋯⋯
49、恨红楼未完
50、几乎只用一手材料，对二手材料也是引用加评价。用功之苦，用心之深，用诗经上的话来形容，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比起现在靠红学混饭吃的一帮子庸才，高明不知道多少。红学研究不过是张爱
玲的副业，却能如此造诣，可见天才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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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魇》

精彩书评

1、张爱玲无疑是个很有艺术敏感性的人，她写的这本评论红楼的书非常感性但是很有见地。通过对
各个版本细微差别的比较来探寻作者创作红楼的思想历程及整个成书过程中作者的修改，应该是作家
的职业让她选择了这个独特的视角吧对各种版本不熟的我只是个红楼爱好者而已，看这本书颇有些吃
力，序言中张说她看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内容和字眼会自动从书中跳出来，果然有才情的自是同我等
凡人不同，境界啊~~对红楼有一定研究的不妨一看
2、《红楼梦魇》  张爱玲说实话，张爱玲不是一个正统的红学家，就像下围棋一样，她并非专业一级
，但是作为业余的棋手，她的段数也是非常高。她对《红楼》的爱是真的，也影响了她的创作。我们
都爱说张的是世俗文学、是市民的、这点也是从红楼来的，红楼就是货真价实的市民小说。当然，这
是有比较对象的，那就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比，《金》才是真正的文人小说。好像有点扯
远了，再扯回来。张是一个写小说的作者，所以，虽然她研究红楼的方法是考据——将庚辰等几个不
同时期的刻本来仔细比较字句、段落。她说，因为看的多了，所以，不一样的版本，稍微有哪些字生
一点，都会自己跳进眼里来。以这一点为切口，张在书里将红楼各个版本不同的地方都挑出来，然后
根据成书的年代和渊源再对背后的一些写作轨迹进行猜测。她说，红楼是十年写出来的，作者必然有
一个成长的轨迹，这些轨迹你能够从他对文字的改动揣测出来。比如，晴雯的原身极有可能是某大管
家的女儿，但是这痕迹最后却并没有消除，在一个小丫头的口中泄露了出来，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而被撵走的丫鬟茜雪也可能有很大的戏份在后四十回中。等等。张爱玲
的口气我看了就喜欢，原因无他，和王国维、胡适那种政治索引派、文化哲理索引派相比，我就是爱
看八卦。我不但喜欢看张爱玲从字里行间八卦曹雪芹是如何将一些心事和想法编织进书里的，曹雪芹
的文字是如何成长的，又是如何像捕鸟一样捕捉自己文字中的疏漏却还是有错误之处的，更喜欢看张
爱玲八卦高鹗为什么当年那么恨袭人，原来，还和他自己也有关——他也被小老婆甩过的啊~~~~~我
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写手曾经说，她看过很多读书笔记，但是能在她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那些
文学家的八卦。看完她这话我顿时就high了——嘿，那些只看明星八卦的人啊，你们不看这些文人的
八卦，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别以为文人的八卦各个都像陆游唐婉一样纯爱哀婉，其实，其间的无间道
风云，多者哪~~！当然，还有几本其他红学家的书，就显得学术正统面目可憎得多了，如王国维、胡
适一派的，还有一个历史学家，在九十年代很是红过一阵的香港某大学一教授，余英时。他们的书，
考据正统有余，活泼有趣不足。如果不是想走上研究红楼的路，这几本书都可以不看。
3、想说的是并未看过这本书，但张爱玲的其他小说读过许多。其中最喜欢《金锁记》，《倾城之恋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虽然难以摆脱家族背景的影响，可也因为如此，使我们了解了那个年
代的遗老遗少的生活；而她也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许多时候，我们是通过别人领悟人生的。
4、听说，张爱玲最好的小说是《金锁记》；听说，张爱玲最火的小说是《倾城之恋》；这两部小说
我都看过，和她同时期的其它女作家一样，都没留下什么印象。那个时代，我能够记起的只有萧红，
还有她的《呼兰河》。 　　 听说，张爱玲曾留下遗嘱，要将她的骨灰撒于荒野之地，但由于美国的
法律不准，遂决定海葬；听说，台湾作家三毛就是这样一把鲜花一把骨灰，在茫茫大海里找到归宿。
伟大领袖生前曾提及喂鱼的打算，不过还是被民国奇女子吕碧城给抢了先。而香港一位学者对此提出
异议，因为张爱玲压根儿就不喜欢大海。 　　 听说，很小的时候张爱玲就曾写过一部《红楼梦》的
“现代版”；而在她的后半生里，用了整整十年，写了另一部和《红楼梦》紧密联系的书，《红楼梦
魇》，这本书很早曾经读过，最为有趣的是她曾将《石头记》的所有版本按照秩序排列出来，曹雪芹
哪一年写出了哪些，哪一年又写出了哪些，虽然看起来有些天真，仍不失为一种创见。 　　 ⋯⋯ ⋯
⋯ ⋯⋯ ⋯⋯ 　　 听说，这些都是关于张爱玲的一些故事。就我自己而言，也看过不少由她的小说而
改编的电影，而读的最多比较感兴趣的却是她的散文。或许是太不习惯旧上海的花花月月，读过的两
篇小说，而记忆里又像不曾读过，如果还能说出点什么的话，总之不怎么像《红楼梦》，却有些“狭
邪小说”的影子。而在今天再去看那一个有些华丽有些黯淡的上海，颇有几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
玄宗”的味道，不管压在箱底的那方石榴裙多么迷人，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在她的散文里，时不
时流露出那些对于城市大雅或大俗的见解，三分细致，三分精巧，还有三分女性所独有的温婉和一分
与生俱来的孤高了。她的散文很多都是身边的一些小场景，一些简简单单的琐事，比如说姑姑中的那
方批霞，黑沉沉的长街上怀着火光卖白果的小孩，夜里卖馄饨的梆子声⋯⋯总有些平凡的东西在里面
涌动，像极了“姑姑语录”里的一句话，“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这和眼下的上海宝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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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魇》

故意放在兜里只放上几张毛票子的那种潇洒，实是不一样的。 　　 还是说说这本她读得滚瓜烂熟的
《红楼梦》吧，确实，她也几乎花了一生的时间去读它。至于怎么读的，是不是也和三毛上课时偷偷
地放在裙子下面读，一看到和尚道士就不知人间何世了，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文学家读红论红，自
有考据学家们不可及之处。若鲁迅，若俞平伯，若林语堂，若张爱玲等，因为他们知道文学家的创作
，并不仅仅是逮住一匹马就画上一匹马，或是照本宣科，写上几篇官样的文字就可以了事。所以，《
红楼梦魇》依然是文学家的梦魇，能够不为“索隐”、“影射”所缚住之梦，她有她的想象，她有她
的领悟，和那些钻来钻去始终钻不出“自传说”的新老辈红学家们，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
在蓝天白云上盘旋的老鹰和在垃圾堆里啄出虫子的母鸡的差别。所以张爱玲最后说：“《红楼梦》是
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 　　 这时想起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提起的那位“地母娘娘”了，
她的关爱真是无所不至。比如人死时她安慰死者说，“你睡着以后，我替你盖被。”并除下他们的面
具，又说，“你不能戴着它上床，要睡觉，非得独自去。”最为感动的是这一段话，到迸发出爱的岩
浆来。“我替你们难过，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狗娘养的——我简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爱你们
这一大堆人，爱死你们，仿佛我给你们带了一种新的麻醉剂来，使你们忘记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们
看不见我，就像他们看不见彼此一样。而且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继续往前走，继续地死去。”这些
话，那位有些矜持的警幻仙子是一定说不出，她只管销号，只管下评语。倒是那位幻为马郎妇的观世
音菩萨，倒是有一些这样的爱。或者，还有那位“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对不？ 　　
　　“哦，你也在这里吗？” 　　 哦，人生这样就完了。那个当然错过的春天的夜晚，那些风干成
一粒粒金丝枣的怀想。还有那个世界，一个“充满荒凉、黑暗、绝望、没有光的，死”的世界。 　　
甚至连死都没有。 　　 最后，地母娘娘在人死了对自己说：“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却生出
死亡来？”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张爱玲的孤寂。 　　 
5、张女士也算当时一个时尚的代表，把新披肩当作一个炫耀，唯恐街不够大。很喜欢电视剧〈金锁
记〉，可是却不怎么喜欢她手下的文风。女人有这般讽刺的语言真是不容易啊~
6、张爱并不是那些考据学家，不会死死沉溺在史书里找对照，不会上纲上线。她真是硬凭着自己的
聪明，还有小说家同样的敏感，和对红楼的熟悉来完成了这本书，文采斐然却又踏实。当然，那是因
为当中豪掷了十年的缘故。那些时光，在书中都能感觉到。看多少遍，都不会倦，只会惊叹，世上真
有聪明女子若此。
7、大概初一的时候买的。很不错。那会儿看了红楼几遍之后买的。张爱玲从多个版本进行了比较。
也比较有个人观点。
8、红楼梦魇考据得非常细，而且是用不同版本，同一版本前后的文字进行考证，也就是说都是在字
面上进行的，有点像校勘工作。相比大陆红学家有实物材料甚至于北京的建筑地名相佐证，张的考据
更有难度些，那种细腻我觉得只有对文字极为敏感的女子方能胜任。记得她说过一句话，红楼梦她读
得烂熟了，随便拿来一个本子，她瞄一眼就能区分跟其他版本文字上的细微差别，这就是张爱玲，细
腻的有点恐怖，有点变态。
9、我承认，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我也承认，由于我的文学素养有限，导致我一度只喜
欢一些女人尤其是小女人的文字。  譬如三毛张爱玲譬如毕淑敏迟子建，总结她们的共通点莫过于记
忆力极强心极细狡黠得像个狐狸刚直得像贞德温柔得像波斯猫。这种女人流于市井还则罢了，恰恰这
种人又好读书、好把玩文字，遇到一两个读书的人，总能赚个或悲或愤或愁或喜。 有人用屁股写作，
有人用脑袋和心著书，还有一种个人，是玩命——留给后人都自然是满纸的心血。难怪王蒙同学说曹
雪琴是gay，能写就那样细腻红润不油不腻细织密缝、用人物和场景来写诗、将人类所有形而上/形而
下全部写入文字中的人，古今中外莫过于雪琴一人，我想曹公应该有一个水做的心吧。 可悲的是，当
今社会，用屁股写作和用脚趾头读书的人，那是相当的多了。嗯，说回来，女人，总是值得我们男人
世世代代前赴后继地去研究，却从来没人能研究出个究竟来。
10、今天早上见到Miss.V桌面上赫然摆着本《红楼梦魇》，惊喜了一阵子。很久以前就知道张爱玲也
是纠结《红楼梦》一辈子的人，也知道她写过这本《红楼梦魇》，但却是寻寻觅觅很久都没有在图书
馆找到，今天竟然这样子在Miss.V的桌面上随手拈来。翻开来又合上了，因为今天早上得先写好昨天
规划好的report，还得准备好下午的口语练习，damn it!好书还是得心安的时候才看，所以快快回到三
区翻开书本认认真真写了一篇作文，昨晚已经预习好的口语。good！收拾好BEC约会张爱玲去。一坐
就是两个小时没有动过，书本翻去了一大半。深呼吸一口，揉了揉眼睛，说了句：“so，我也喜欢张
爱玲，但我只爱三毛。”张爱玲的梦魇很考究，很香沉也和凝重。可以是裹脚与否的晴雯，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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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腔与满人的艺术沉淀，甚至可以是乾隆时期手抄本的讲究。说真的，确实是看得有点吃力的一本《
红楼梦魇》。依旧是张氏的喧嚣，在红楼的世界也是如此喈咵喈咵，跟她的散文有点相像，电车声无
处不在的午后，艳阳高照，瘦瘦的女人，大麻的浓烟和黑暗的二楼阶梯，影子无处不在。三毛没有专
门撰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书，连文章也没有一篇是单单写它的，只是在某几篇文章里自然而然地写出来
了。但就是自然而然就出来的这些情怀却比张爱玲的这本著作让人更加感动。记得那次她写到：我死
了之后不要烧纸钱给我，烧本《红楼梦》来.......骨灰也是要装好之后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子上，也是
要放在《红楼梦》旁边的。我看完之后完全是一怔，然后笑了笑，爱红楼的人毕竟都是死成一个模样
的了。然后在一个月亮很圆的晚上，跟某双鱼座说起了这个愿望，真希望到我真正死去的时候，世界
上也还会有活着的人给我烧本《红楼梦》来。还有一段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三毛说知己的定义自己
下得很严格，谈得来但不谈红楼梦的就不算是知己。我依旧怔了怔又笑了笑，然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
：这样看来，我的知己可能就只有你了，三毛。总是看到这些就怦然心动，也许不用去当半个西班牙
魂，也不用去加里纳群岛看那幢房子，因为在红楼里，我们已经不谋而合，心心相印了，不是吗？你
说的林妹妹那条桃红色的长裙，你说的宝钗的那个锁，你在火车上偶尔遇到的那个宝玉，我知道自己
都会在不经意的某时某刻就会拥有。就因为我们都叫Echo，这种来自灵魂的契合张爱玲却是没有的了
。红楼得看到生命的尽头，现在的自己却是步子都没能迈开，想到这个，就觉得异常不好受，因为我
知道，三毛都在那头等着我去心心相印呢，我怎么就舍得走得如此的慢？
11、有没有发现，看过红楼梦的人对书中的情节有惊人的记忆。张爱玲女士使其中的佼佼者。有时，
会懵然撞上书中的一句话...
12、如果你不够喜欢张爱玲，或者不是那么痴迷红楼梦。那么这本书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张爱玲我从
中学起认识，她的书我几乎看遍。顺便把有关她家世背景的书和胡兰成的书也读了些。红楼梦我也是
从初中开始读，书，电视剧，闲了闷了都会看。曾经一度，半夜睡不着了只有找红楼梦来看两回才能
睡着。对这样一部千古奇书，任何一种解读都可能变成误读。所以真爱红楼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万
不可被世俗的无知见解误导偏离正确的见解。 张爱玲读红楼梦是深入到心里的一种痴迷。她的关注已
经由表面的人情风景演化为对内在曲折经历细枝末节一探究竟的固执。人物的鞋子衣裳，偶然的一句
话都是她留心的对象。她的女性特有的精细和对红楼梦深刻的偏爱，再加上张爱玲的聪慧和敏捷。使
得她对红楼梦的研究比别人更细腻更特别也更别开生面。我讨厌刘心武的胡编乱诌，也听多了浅薄的
红学研究者为了迎合大众探秘好奇的趣味把解读的通俗变成一种真正的庸俗。但张爱玲不是，张爱玲
对红楼梦的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她对红楼梦深深的爱上，是把书中人的情感当作自己情感猜测以自己的
心对人物的心。九十多岁的周汝昌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读他的书你能在字里行间看见老人对
曹雪芹的真挚的感情和赞许。他的研究和努力处处体现他还原真相，扶正历史的热切希望。他是把曹
雪芹当作一个伟大的作家来分析，更是把学芹当作一个朋友来关怀，设身处地，想他所想。读张爱玲
的红楼梦魇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周汝昌研究了一生红楼，却会称赞别人才是曹雪芹真正的知己不是毫
无道理的。
13、早年研究红楼梦的时候，看过一大批红楼评书。如今新的、旧的观点掺杂在一起，已经分不清自
己脑袋里的印象是来自哪位评家。独独只记得张评论尤二姐初进大观园，老太太命人掀起她裙子的情
节。张说那是为了看她的脚。说尤二姐的小脚是缠得极好的。于是乎把红楼里许多女孩子的脚写了一
通，很有些意思。大约只有张爱玲这个爱穿绣花鞋、惯着奇装异服的人，才在女人的脚上特别留心吧
。

Page 9



《红楼梦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