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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脂评汇校本》

内容概要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系以甲戌本、庚辰本等早期脂本为底本，汇集了己卯本、戚序本、蒙府本等
其他脂批本的部分脂批，并参考、吸收若干新校点本及脂批辑本的校点成果整理而成。对前人意见有
分歧的，略参己意而取舍，力求既不人云亦云，也不标新立异，整理成为一个方便阅读和检索的脂评
红楼梦简明读本。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方便阅读。《红楼梦》一书是出版界的宠儿，目前优秀的校注本虽有好几种，但它们都不收脂评
。比较好的一种带脂评的整理本是黄霖校本，已经绝版十余年。本书略同于黄校本（不同点是没有单
一采用庚辰本作底本），既对现存脂本文字进行了整理，又对各脂本的批语全面汇集。手此一编即可
了解现存各脂评抄本的精华。
二、简洁明了。近年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石头记会真》都是大汇校本，篇幅巨大，
对研究者自有很大参考价值，但对一般红楼梦爱好者并不适合。本书对各抄本异文采用择善写定，而
不是罗列，并采用独特记号表示，力求简明。批语套红印刷，醒目美观。鉴于“择善”原则比较主观
，我们非常重视继承、吸收前人的整理成果，决不标新立异，追求不可证伪的“原笔”。
三、态度认真。本书曾以电子版的形式在网络上流传多年，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各方朋友的指正，不断
加工完善，已将文字错讹降到最低。现在印行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本子，短期间内不需要频繁修改重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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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铭恩，广东潮州人。从事经济工作。业余从事《红楼梦》及文史研究，创办红楼梦主题网站“抚琴
居”，上海《红楼梦研究辑刊》编委。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曾以电子版的形式在网络广泛流传，产生一定影响。现在其基础上重加修订，
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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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恨曹公早逝，二恨借书不还。
2、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斑豹之全身。
3、很遗憾这么晚了才来读这本旷世佳作。书读起来很累，但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很遗憾后40回没有
前面写的这么好。就叫它老贾家的故事吧
4、特别适合再读红楼梦的一个版本，好多初读时品味不到的细节都在清朝的弹幕里体现出来了
5、几番魂梦与君同/寒塘渡鹤影
6、kindle版太棒了，感谢编者
7、第一次读脂评本，同一本书在不同年龄读来，感悟是这样的不同。
8、带脂评版重温打卡。
9、小时候家里有，便读过两遍，只是未带脂评的红楼梦。那本书也不知去了哪里。有十年再未翻开
过。也是有了阅历，感觉、看法都变了。林妹妹不再可人，史湘云也未见得那般可喜，倒是晴雯哎可
惜了晴雯⋯⋯说红楼未完，其实这样算完了又如何呢？真要看到袭人出嫁黛玉殒命不成？太残酷了。
曹雪芹可真狠哪⋯⋯
10、感謝淘寶鞋店！
11、中国最有名的小说，虽然我看不进去，性格使然，但不可否认它是名作
12、一生一书，一书一生。从小看红楼，今已不知几回。最初看的是情节，如读故事，仅仅哀于黛玉
一系的“花落人亡两不知”，不喜宝钗一派的圆滑。然此后每读一回，都有不同之感悟。十几年后，
再读红楼，看到更多的却是其间的人情世故。哀黛玉，叹宝钗，皆是身不由己。今夕读汇评，仍觉所
思甚浅。
13、如果你想重读红楼梦，一定要选择这个版本，它能让你重新认识真本书。
14、前人评论助读
15、抚琴居出品。收两套实体书，又买了电子版。
16、风月情怀，醉人如酒。生在可以读到红楼梦的年代，实在是一种幸福。八十回，一朝春尽，有所
恨，却也诚无所恨。
17、主要还是读红楼正文，批注就不求甚解地过目了一番吧，不过作者（好像还是民间人士并不是专
业老学究？）的态度真的值得钦佩，也一并打消了我“研究”《红楼梦》的念头，版本考证真的很繁
琐啊，向红学家们道一声辛苦了。
18、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有太多欲说还休了。
19、“少不读红楼”此理应当。读完前八十回心生凄凉，又有怜悯之意，三句一叹，五句一哭。黛玉
，宝钗，晴雯，香菱，探春⋯都是水做的可人儿，哪一个都不舍得，怪不得宝玉成天痴痴呆呆，只愿
生为女儿。这一生还有什么愿望呢，不过痴望着读完曹雪芹的后几十回罢了。
20、反正别人续写的也不想看，自己看完一遍再看带有脂评的前八十回最好了
21、极好看 可惜世上已没有全本
22、这本书看完收获非常大，极力推荐的一本书。主要收获有三点：1、繁体竖排，读起来非常有韵味
，古色古香；2、这个版本更接近原著，对于红楼梦的理解更加权威，另外遍布全书的批注也让我对
文章的理解更有帮助，更加辩证的看待故事发展；3、文末的后注简直就是红楼梦版本的百科全书，
让我了解到除了脂评本和程高本还有如此丰富的版本，红楼梦的受欢迎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23、脂评本，弹幕本；我能耐着性子读完80回，脂砚斋的碎碎念功不可没
24、前八十回配合书批简直盛宴。成年后再读红楼梦，更爱林黛玉，更佩薛宝钗，更敬史湘云，更服
贾探春，更叹王熙凤。我不认同说红楼梦以宝黛钗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线索等说辞，在这八十回的文字
里，宝黛间的心领神会显而易见；而宝钗对宝玉，更像是有能力有修养的姐姐看着叛逆独特的弟弟的
无奈和感慨。
25、小时候天真贪玩，终究无法明白男女之情兴衰成败之事，只觉红楼无味。如今受某人影响，重新
拾起本书，任性阅读，竟愈发不能停了。可惜只有前80回存世，而后人物命运，只能靠自己和后人文
字去猜测了。大概世间事情皆如此，越是美丽，越是脆弱，越是不能够圆满。// 另：汇校本作者考据
仔细，学术态度一流，实在难得。
26、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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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历时一年断断续续终读完，当年不懂而跳过的人情世故与诗词曲赋越看越吸引，间杂的点评像自
带弹幕效果，很赞，帮助不小！
28、可以读无数遍 从 少不看红楼 的年代感受人物的才情与优雅，到现在感叹有缘无分世事变幻，未
来不知会有何感慨
29、有趣多了
30、这个给五星还需要理由么
31、这个版本太用心了！感动！
32、终于找到了kindle的脂评版，都怪我一直没仔细看那么多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33、实体160，Kindle6块，我的罥烟眉，含露目，加上来自古代的弹幕。
34、重读
35、入手Kindle买的第一本书。批注就跟弹幕似的，看得甚是有趣。这本书适合通读过《红楼梦》的
人，闲来无事随手就可以翻几页。
36、这个版本看的人这么少
37、实体书繁体版的一出我就买。
38、不错
39、竟然就读完了，太短了，刚写到衰败之景
40、停留在八十回的节点，觉得故事到这里就刚刚好，繁华和幻灭都在瞬间，何必追求结局，几百年
后，还不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41、今年过年的时候在kindle上看见了，就买来读了。相比于正文，书评更有趣啊，就好像耳边一直有
很雅致的朋友在吐槽一样。可是越到后来书评越少了，几章才寥寥一句，加上天冷，我又在病中，真
是悲寂到不行。到最后，看见一句忘了谁说的，当初一起看，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一瞬间眼泪差点流
下来。以前对一个情节印象就很深，说是林黛玉常常哭，大家一开始开解，后来觉得她就这样，就不
开解了，当初我心中就极度愤愤，她是父母双亡，又不是小姑娘闹脾气，什么叫她就这样呢。后来看
书评写了一句，久病床前无孝子，一瞬间觉得自己真是涉世不深啊。
42、红迷高手在民间。
43、红楼梦是阅读次数最多的书之一，这本脂评汇校本除正文外夹有评语，因为评语评得妥贴，很多
地方堪称评得妙，所以不会觉得杂乱，相反，阅读过程似乎还可以有交流，还是不打扰不惹人厌的交
流，看过kindle版本的，会购入纸质版，也会陆续看看其他出版社版本的，红楼梦总是随时随处，怎
么都可读的~
44、每晚睡前看一两回。小时看得不仔细，以故事情节为主，知之人物、走势便点到为止。现今歇业
在家，却极不平静，便重读故书，原文已不用赘述，批注也是有极多可爱可乐之处。较之，再也不好
意思自称为，爱书人。徒有一张无处安放的羞愧老脸。
45、还能说什么呢，好爱它
46、脂砚斋的点评不就是现在的弹幕吗？！读古籍最有趣的就是发现现时和历史的那一丝联系，“原
来古人也这样啊”。若看红楼，推荐此版本，目前最好的版本。
47、整理的比较系统，编排也很合理。恨无法一睹红楼全貌。
48、终于看完了弹幕版。越往后面越少唉。特别同意脂砚斋关于曹雪芹会讲故事的评论，很喜欢那种
讲了个开头又丢开去谈其他，过一段再接着讲的手法。真顺其自然。然而因为脂砚斋常讲礼教如何，
大家风度如何，有时候就觉得多事，而不喜欢他/她了。
49、果风月宝鉴，清明史邪？
50、有生之年不知能不能见到红楼八十回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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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比历来的名家校本都强，可以说是集所有版本之精华与抚琴居诸大侠的智慧。少有的集脂评于一
本的好书。期待繁体版本的出现。在网络时代，人们少有可以静心一读的好书了。如果有人不信，可
以一登录抚琴居文学社区下载电子版的先看看，看了，就是迷上。印量不多，欲购从速啊。我订购了
三本，一本赠人，一本给自家小孩子启蒙，一本自己收藏。
2、浪淘沙·贺铭恩兄所校《红楼梦脂评本》出版 作者：君子九思稗圣出燕山，镜鉴无边。十年血泪
至情传，一梦觉来非幻缈，悲喜千般。吴子主红坛，又是十年。校书南海着龙鞭，精审不容鱼鲁谬，
当世佳篇。
3、好好的书哟 我最喜欢了撒纸张很好 字体大小适中 内容也好 封面也是我喜欢的 不过只有朱批是红
色 哎 有点小失望 我以为都会有别的颜色标记出来呢不过已经很好了撒 后面还有惊喜呢 嘻嘻 大家要是
感兴趣可以买哦 嘻嘻 还有签章本呢撒 我就买的一个签章一个不是 签章本有吴老师的亲笔签名呢 嘻嘻
总之 这本书比现在市面上的所有版本都好啦 除了彩色太少 有点失落以外
4、不看红楼梦遗憾，看了红楼梦而看不到原稿八十回后更遗憾。前面部分批的好多，后面就寥寥无
几了。看着最揪心的是“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缺中秋诗俟雪芹”。王熙凤的很多话表达的真是
太完美了，文字驾驭能力超出了想象。诗词就更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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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第333页

        (甲本）妙极是极！况宝玉又有何正
(紧)[经]可说的！ （庚本）此批被作者(偏)[骗]过了。哈哈，两个批书的吵了起了，真是热闹

2、《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林黛玉啐道：“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
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林黛玉听了，低头一语不发，半日说道：“
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

3、《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第1014页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校读札记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系以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早期脂本为底本，汇集了戚序本、蒙府本
等其他脂批本的部分脂批，并参考、吸收若干新校标点排印本的校点成果整理而成。本书正文以甲戌
本及庚辰本为底本，以其他各脂本参校。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缺文据列藏本补。在校读整理过程中，
偶有所得，援笔记下若干条札记，现附录于书末，以就正于各方朋友。

甲戌本凡例

　　《甲戌本凡例》，其他各本均无，且均从“此开卷第一回也”处作为正文开始。此凡例的真伪在
红学界虽有争议，但其非曹雪芹亲作，却得到公认。
　　值得注意的是，红学界曾为本书诸异名先后、哪个是曹雪芹原定名而争执。从本书凡例看，首先
说“红楼梦旨义”，不说“石头记（或其他名）旨义”。接下去解释书名极多，也是第一个提到《红
楼梦》，且说此名“是总其全部之名也”。看来，此书初稿时是题名极多，但最后甲戌年定稿时作者
已经定名《红楼梦》。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个名字则是脂砚选用的。第一回“至脂砚斋甲戌抄
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可证。所以本书题名《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不作《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
　　关于书名优劣的问题，我觉得比较次要。《石头记》显得低调，不显山不露水的，更耐人寻味。
但因此也给不了解本书梗概的读者产生困扰。而《红楼梦》一名，可以引起丰富的想象，更容易让读
者产生一读的兴趣。这也是时至今天，《红楼梦》作为书名在出版物中占绝对优势的原因。

“次年”还是“后来”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到：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
，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 “次年”，各本均同，只
有戚本、舒本改为“后来”。从后文可以看出，元春比宝玉显然远不止大一岁。如下文第十八回：
　　⋯⋯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姊，宝玉为弱弟，贾妃
之心上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且同随贾母，刻未暂离。那宝玉未
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虽系姊弟，其
情状有如母子。 但是，原著本来就存在宝玉年龄忽大忽小问题，是作者未最后修改完稿的结果（张爱
玲《红楼梦魇》分析甚详，可参看）。所以，个别的改动并不能彻底解决宝玉的年龄问题。另外，也
可以理解为，这是作者为表现冷子兴的信口开河而故意写错的，如此，就更不应该随便改动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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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仍然保留“次年”，不从后改的“后来”。
　　除了宝玉，书中其他人物如黛玉、宝钗、贾兰等也存在年龄前后不一的情况。有的本子鉴于第九
回上学的贾兰明显大于第十八回极幼的贾兰，把前者改名贾蓝，变成另一人物，同样是不可取的。

（以下各节内容未摘录）
黛玉身体大愈
涂毒？屠毒？
关于第九回的结尾
三百六十两不足龟？
“气力自然”
口语的逻辑性
“又有些较过”
关于人名
分回问题
回目问题
赞同对书名的观点。
也比较欣赏校订者这种“宁可被认为不作为，不敢标新立异，率意改易”的态度。

尚未通读（近期不打算）。因此无法评价。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对脂评本前八十回的汇校整理，并收入了脂评，分回和回目也比较依从较早版本
的原貌。
校订者吴铭恩似乎并非权威红学专家，官方貌似也对这个汇校本呈缄默状。
我想，如果只是把《红楼梦》当小说读，而不打算去爬不同版本的话，那这个带脂评的汇校本是个不
错的选择，确实可称是“Kindle上最好的红楼梦版本”。

4、《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第322页

        脂批：“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

5、《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第4页

        第四回写得好棒。
葫芦案的故事。

6、《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第282页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似是大彻大悟，确实一时赌气
宝玉颦儿要是从此齐证上乘，那岂不少了许多乐趣

7、《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第1页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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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红楼梦脂评汇校本》的笔记-第345页

        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倒引的宝
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亭，香汗淋漓，娇喘细细，（甲批）若
玉兄在，必有许多张罗。哈哈哈，三界第一淫魔贾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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