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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红楼梦》

内容概要

曹雪芹和自己的家人难道有如此深仇大恨？非要一一揭露自家老底。
李清照和《红楼梦》，一个宋一个清，能有什么关系？两者之间的巧合，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曹雪芹，还世人一部真正的《红楼梦》。
1、疑似曹雪芹《红楼梦》构思大纲神秘问世！
2、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曹雪芹！还世人一部真正的《红楼梦》！
3、颠覆红学！震惊时代！《风月宝鉴》+李清照=《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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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沿革简史》《青州佛教文化史话》《冯蜂鸣探索红楼梦·宝黛钗恋情内幕》《烟霞明宫》及各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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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 1
倘若，今儿那些崇拜政治的，又从红楼里考出了皇宫里的人物故事呢？红楼里有这么一段：
刘姥姥吃醉了。睡到宝玉的床上。袭人进来之后：“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

第一章　雪芹为何写得这般诡异 / 9

一、宝玉真是雪芹的化身吗 / 12
倘或这宝玉，就是作者雪芹的化身——他这般地恶搞自己，图什么？
当然亦可强辩：雪芹并非常人，他以“淫人”为傲，就像而今有人炫富，雪芹喜欢炫性。
个人爱好嘛，与他人何干？

二、《红楼梦》还是雪芹的自叙传吗 / 29
如果还要说，红楼即雪芹的自叙传，那么，雪芹对生他养他的亲人，哪儿来的这等深仇大恨？他为什
么要狂晒自己家族的“每日家偷狗戏鸡”“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还有，柳湘莲不娶贾府亲戚的因
由是：“我不做这剩忘八！”雪芹这贾府中人，又是个什么呢？

三、那么多女孩儿的名字来自何处 / 36
这《永遇乐》，根本就是须溪先生为清照画的像。而今，黛玉、湘云、探春、晴雯、芳官等，这十三
个大观女儿的名字，都从这里悄然而出，什么意思？难道，她们是从那画儿上走下来的一群小美人儿
？难道，她们身上都遗传了清照的丰韵？

四、红楼总纲是怎么来的 / 47
清照那里有“到头一梦，万境归空”，雪芹便有“梦幻泡影”，“终于一空”；清照道了“有聚必有
散”，黛玉就说“人有聚就有散”；清照有个“散为云烟”，神仙姐姐的歌声里又有了“春梦随云散
”⋯⋯因而那“散”字，便贯彻了通部红楼。难道，雪芹的红楼总纲，原是与清照无缝隙衔接的吗？

第二章　红楼里隐藏的清照故事 / 53

一、黛玉为什么要替宝玉作诗 / 55
清照替人作这种“颂圣”的诗，黛玉也便要代笔了。“妹辈”都作七言时，偏黛玉与清照一般地作五
言。且黛玉的杏帘诗，又与清照的帖子词使了同一道韵辙。便是黛玉诗的辞法，竟也与清照诗极尽一
致⋯⋯

二、宝黛看西厢为何连饭也不想吃 / 60
这等的可卯可榫，一丝不错，接下来居然还有：
明诚与清照欣赏《楞严经》时，是“犹不欲寐”，觉都不想睡了。宝黛没有不欲寐，却是“连饭也不
想吃呢”。这是明诚、清照、宝玉、黛玉四个人合起来，方才算得“废寝忘食”吗？

三、黛玉题帕也有来历吗 / 66
多么好看啊，清照在帕子上“书”了一首词；黛玉在帕子上“走笔”了三首诗。
清照是书词之后赠帕于明诚；黛玉是宝玉赠帕之后题诗。
清照赠帕，因了明诚就要与她离别；黛玉受赠，因了二人的情心走至了一起。
此外，尚有两处更有趣的⋯⋯
四、宝玉与明诚居然异床同梦 / 71
宝玉与明诚，皆是“昼寝”，皆是梦兆婚姻，皆是不直言其事，只说一些“芝芙草拔”“木石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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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趣词儿⋯⋯如此异床同梦之一致，自是不必说的了。令人尤感有趣的，恰是那些不一致⋯⋯

五、香菱因何只爱陆游的诗 / 75
其实，化用清照与孙小姐故事之初，雪芹已将这秘密透露过了。就在向黛玉拜师之后，香菱接着笑道
：“我只爱陆放翁的诗。”
历代那么多诗人，那么多诗，“只爱”陆游的——这无疑是孙小姐之情结，她是陆游的夫人嘛。

六、宝玉作诗怎么回回落第 / 81
原来，明诚跟清照玩诗，老是玩不过人家。这种心情现在叫“郁闷”，那时称“苦之”。明诚跟清照
赌书斗茶，他也总是输。只不过，清照赢了就举杯大笑，未像湘云呵斥宝玉那般：“你快下去。你不
中用，倒耽搁了我！”

七、难道妙玉是不害羞的 / 86
妙玉明明是声称“到底还该归到本来面目上去”，不能“丢了真情真事”，尤是不能“失了咱们的闺
阁面目”。如今这妙黛湘尽是女孩儿家，妙玉又是出家人，可她除了“嫠妇”，便是接二连三的“衾
”“空帐”“闲屏”“文凤”“彩鸳”——尽是内室、床笫以及夫妻之类，近乎于今人的“上床”等
语——难道，这就归到了她们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她们的“真情真事”“闺阁面目”？弄出这般
的字样儿来，妙玉竟不心跳，黛玉湘云竟不脸红？

八、怎么又飞起一个白鹤来 / 94
清照《如梦令》的结句，正是“惊起一滩鸥鹭”。
那鸥鹭是由“藕花深处”惊起来的，这白鹤偏又“直往藕香榭去了”。
品味这“一个白鹤”与“一滩鸥鹭”间的意境，再合上那“藕香”与“藕花”的韵味，如是湘云在此
，她必定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真好诗！”
第三章　大观园竟建作了清照的家 / 101

一、黛玉因何用眼泪还债 / 103
如说王实甫的崔莺莺，是由清照词里飞出的莺儿，那么雪芹的林黛玉，不就是漱玉集里漱出的玉儿吗
？漱她的，全是清照的眼泪。她若有心偿还这情债，不还眼泪还啥去？

二、宝玉出生时口里衔的什么玉 / 108
雪芹还说那玉：“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
看看唐询说的红丝石，“华缛密致，皆极其妍”，“华”是美丽而又光彩，“缛”是繁密的彩饰。只
此一句，就与那通灵玉极贴了，何况雪芹说的“灿若明霞”与唐询的“色若晚霞”，简直就是异口同
声。
诸君，快说那通灵宝玉就是归来堂之乡的红丝石吧。

三、《红楼梦》为什么要“怀金悼玉” / 116
其实，这道理是极浅显的。后人可见的清照之精神、气质、境界、才华、品格、风度、心性、情感、
爱好，及至身世经历，竟是尽在这一金一玉之中。所以，这一“金”一“玉”并不是清照的化身，只
是清照的另一称谓而已。
这时再看那“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便知它作为红楼之主旨，该是何其贴切了。

四、大观园的名字是这样取的吗 / 120
清照回至青州，铺排她的世外仙源那会子，恰是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一一○七年），因此那归
来堂，正是货真价实的——“大观”园。

五、潇湘馆里为什么有竹子 / 127
王鸿说清照家是“草堂环碧竹千寻”；雪芹说潇湘馆是“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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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说清照家的竹子是“月中瘦影惊龙舞，窗外秋风和凤吟”；雪芹说潇湘馆的竹子是“凤尾森森，
龙吟细细”。
王鸿说，看了清照家之后，“引我故园归梦好，一轩书锁绿云深”；雪芹便命贾政看了潇湘馆后笑道
：“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
六、潇湘馆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 133
这多像是王士祯借得那个，“湘川清照”就给李清照送上了这么个雅号——“潇湘”。
有了这个典故之后，雪芹若再不在大观园里弄个“潇湘馆”再不把黛玉安插进去，他可怎么安生得了
？

七、怡红院里的海棠为何那般耀眼 / 137
清照在《如梦令》里说“绿肥红瘦”那时，她的样子是“浓睡不消残酒”——醉眼虽睁，睡意未醒，
软绵绵、娇微微、病恹恹——这就叫人分不清了，到底是海棠花儿似闺阁呢，还是清照这闺阁似于海
棠花？即到底是谁“绿肥红瘦”？
宝玉却明确指出，海棠花儿“轻弱似扶病，大近乎闺阁风度”。
⋯⋯至此，是不是这海棠花儿就以清照的闺阁风度，站立在怡红院里了？

八、《芙蓉女儿诔》这题目还隐着什么 / 142
晴雯做了芙蓉花神，黛玉正也是芙蓉。群芳夜宴时，黛玉掣的花名签上“画着一支芙蓉”。众人遂笑
道：“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黛玉也自笑了。
这时节，黛玉与晴雯便都是芙蓉了。恰恰清照也是人所共知的芙蓉⋯⋯

第四章　清照早早写下的红楼情节 / 151

一、黛玉袖子里的香气从何而来 / 154
清照的“暗香”，就是清幽之香；黛玉的袖里，也正是“一股幽香”。清照“暗香盈袖”之后，是“
莫道不销魂”；宝玉发现黛玉袖香之后，是“醉魂酥骨”。真的是一丝不乱。

二、黛玉的一声长叹联系着什么 / 159
妙吧？黛玉长叹之后吟的这“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与清照那“薄雾浓云愁永昼”，对唱得多么和谐
。尤是这二人发生愁绪的时候，清照是“永昼”，黛玉是“每日家”。一概不在黑夜里，且把整个的
大白天，全占尽了。
三、林黛玉就是李清照吗 / 164
所以我便要庄严宣布：黛玉不是清照。永远不是。
因她凡是透出清照神韵之时，总要多出一些精度来。

四、黛玉葬花时怎么成了“飞燕” / 169
清照的首句，就说她的娇娃是个“素约小腰身”。这个形象描述，一点儿也难不倒雪芹。他也不用唠
叨他的娇娃是啥样儿，只在回目里说，这个“泣残红”的是个“飞燕”便一妥百妥了。汉代的美人赵
飞燕，可以在人的手掌上跳舞呢。谁的“小腰身”，还敢比她再“素约”一些？

五、黛玉的菊花诗为什么夺魁 / 176
徐士俊说清照的菊花词“统一代之词人”，原本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此刻赛菊花诗，李纨推“潇湘
妃子为魁”，也便合情合理，任谁也“恼不得”了。

六、雨夜里黛玉因何四更才睡 / 182
我原想，雪芹的数学是不够优秀的。谁知此刻间，他就那么会算了：
“三更”时，清照不敢坐起来听雨，但靠在枕上“伤心”，也必是一时半会儿平复不了的。等她慢慢
睡去，肯定要一个更次之后。所以，雪芹就清清楚楚地告诉咱，黛玉是：“直到四更将阑，方渐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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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

七、群芳夜宴说的话怎那般犀利 / 188
原来，这是清照《晓梦》里起好的稿子，黛湘她们只是落实了一下而已：
意妙语亦佳，嘲辞斗诡辩。

第五章　黛玉跟清照像是双生的姊妹两个 / 195

一、黛玉为何那么瘦 / 198
清照原有画像，自宋至清一直有人见过。明人吴宽见了就说：“人比黄花瘦几分。”清人周乐看后也
写道：“几阅沧桑遗像在，果然人瘦似黄花。”
我猜，雪芹的悼红轩里就悬着一幅清照像呢，所以，黛玉方才“弱柳扶风”一般，以至于宝玉心疼她
“益发瘦得可怜”了。

二、黛玉怎么又叫“潇湘妃子” / 203
这彭孙遹为清照送了个极当的美号儿——湘娥。湘娥就是潇湘妃子。
接着，彭孙遹又为清照画了个画儿：泪道不干。倚着花枝。病恹恹的。腰肢似柳。整日里心神不宁。
这番形容，又让黛玉尽得了去。
⋯⋯
谁再说林妹妹不是潇湘妃子，她肯定跟你急。

三、黛玉的性格从何而来 / 209
而今，我们便看得极清极楚的了。黛玉打一落草，她的性格就与清照不离不弃了。
我竟想到：是不是正因若此，雪芹方将那“不离不弃”錾到了灿烂的一个金锁上。只是他一时疏忽，
叫宝钗抢去戴上了。所以，宝钗才藏在排扣里面。

四、黛玉的政见因何那般狠 / 220
黛玉这诗，原是这等的凶狠、毒辣。真就是由清照那源里淌出来的流。便是黛玉的笔法、格式，乃至
用典，都跟清照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且又都是拿这玩意儿去“进上”，专让那穿黄袍的看。
这不是凤姐戏弄刘姥姥，而是作弄贾瑞。忒狠了点儿。

五、黛玉哪来的那么多愁 / 226
清照的愁已是通天贯地了，谁知，黛玉这里的愁不仅超过了清照，甚尔超出了人类，竟到了“鳌愁”
“花也愁”“草木也知愁”的地步。
请看这句至言，“此媛手不愁无香韵”——这位美女的笔下，没了愁便没了香韵，只有愁才是她香韵
的源泉。若说这是道的黛玉，你看恰不恰切？然而，这是明人徐士俊评论清照呢。
六、黛玉何处与清照不同 / 230
虽然我们早已发现，黛玉跟清照达到了神似的程度，但她二人的差异，还是蛮巨大的。你看：清照是
“人比黄花瘦”；黛玉是“人比桃花瘦”。
菊花和桃花的颜色及开放季节，都不同呢。

七、还有哪些该说道的 / 237
你看，黛玉在清照的光影里，岂不就是“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的？她的出身、薄命，
甚至穿戴，都像是清照的复制版。她的想家，又似是延续来的清照心情。她制的灯谜，简直就是清照
在自夸。她的丫头紫鹃和雪雁，仿佛就是清照给安排来的。至于她失眠的症候，那就必是清照传染的
了。

第六章　酷似清照的还有一群小美人（一） /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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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湘云的酒瘾为啥那么大 / 256
这清照，竟是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酒的。
这么显要的习性，黛玉就一点也沾染不上，只能叫湘云占得了去。
清照明明白白地说：“酒意诗情”“险韵诗成，扶头酒醒”。都是喝得上来酒意，方才有诗；诗弄不
完，酒也便醒不得。她的诗与酒，从来就分不了家。难道不正是这个由头，湘云方在芦雪庵里尖叫的
：“吃了酒才有诗。”

二、探春哪来的那番霸气 / 267
“俯视巾帼”“压倒须眉”一说，自一问世即成了清照的一个名号儿似的，被人称呼得极频极响亮。
再看探春那十分霸气的立坛宣言——“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
谁还看不出，它就是“俯视巾帼”“压倒须眉”这片海面上的波浪嘛。

三、妙玉应得到什么评价 / 276
一旦叫裴畅来看妙玉，他对清照的评价，必定是要再唠叨一遍的：自恃其才，藐视一切。其妄不待言
，其狂亦不可及也。
第七章　酷似清照的还有一群小美人（二） / 283

一、晴雯的判词怎么来的 / 285
而今再看：“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这两句极为凄美的判词，是专来说晴雯的。⋯⋯
合巧的是，清照也有一句诗：“彩云易散月长亏。”

二、芳官哪里像清照 / 290
当初，清照“斜飞宝鸭”的结果是，“衬香腮”。而今的芳卿，两个耳坠儿一“斜”，就“越显”得
“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了。
谁能告诉我，远方的清照，何时将这臭美的法子也密授了芳卿啊。

三、龄官为何更加怪僻 / 294
龄官这个连下三等奴才都不及的，居然想冷便冷，该恼便恼，狂妄到拿着钉子碰了皇妃，再碰宝二爷
。这般的“不合时宜”“放诞诡僻”，本性里与清照、妙玉一模一样，外形上却分明又作高了一层。

四、宝琴怎么还是“离人” / 298
“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琴儿这一句就分明告诉咱，她终是作了“离人”。赶巧，清照在江北时候，明诚纳妾，她就是“离人
”了。到江南的次年，明诚去世，她就越是“离人”了。不同的是，琴儿说自己“离人恨重”，清照
却说自己“离情别恨难穷”。

附：宝钗袭人咋不像清照 / 306
清照年轻时，鬓发上、面庞上时常离不得花儿。宝钗是“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
清照家里的古董宝器“几案罗列，枕席枕藉”。宝钗屋里则“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
宝钗带着她的影子袭人，时时处处与清照相反，却仍不尽意，她还经常指桑骂槐地辱没清照⋯⋯
跋 / 313
红楼里，先后约来了一百多位文史人物，历代名女越性无一遗漏⋯⋯唯独不见李清照。
这便像海棠诗社，群芳毕至，独缺湘云。
宝玉曾道：“偏忘了他。我自觉心里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
雪芹是断然不会宝玉那般“不中用”，也绝非“只是想不起来”。
宝玉又道：“这诗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
这红楼里缺了清照，却是大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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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李清照与《红楼梦》之巧合举例100则 /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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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毁于萌萌。去参加发布会赠送的
2、看书如同看人。一个人的内涵就看你能为他写多少文字。看红楼看了二十年，写词写了一生，最
后看透了书，却看不透人。愿我在现实中行走时，少看人，多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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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但凡国人者，不论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还是目不识丁的白丁，几乎都听过《红楼梦》的大名，
也都对那段凄凄惨惨戚戚的儿女情长熟悉的不打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才能围
绕着《红楼梦》发展出了一套专门的学问——“红学”。所谓“红学”者，大抵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
今日的职场白领们又从中看到了厚黑的人际职场。套用一句小清新的流行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红
楼梦。可惜的是，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纵览当下的“红学”其实更应称作“曹学”，一味地强调对
作者曹雪芹的身世、著述、家族、生活等方面的考察，结果却忽视了对《红楼梦》一书本身的关注。
一时间，倒显得曹雪芹的点点滴滴才是“主”，而《红楼梦》一书的内容却退居为“次”，这样的研
究倾向不由得令人有些迷惑。困局之中，总有大国手执黑子打残谱而出。冯蜂鸣，祖上冯溥是康熙皇
帝的宰相，当时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的御前侍卫。冯溥是诗人，曹寅也是才子，两人聚成了忘
年之交。正是依仗着这深厚的家族情谊，曹家故友冯蜂鸣又重新将视野移回到了小说本身，细读文本
，期盼着在文字的交融间重述那一段故人往事。这样读《红楼梦》，自然与各家不同，更有深度，也
更有感悟。所以当世人都坚称《红楼梦》是曹雪芹对自己一生往事的回忆与重温时，冯蜂鸣却追问道
为何曹雪芹会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大观园的仇恨与憎恶，为什么要狂晒自己家族的“每日家偷
狗戏鸡”，这显然是不等同于常理的，更不符合曹雪芹对旧日故家庄园的怀念之情。这样的提法和质
疑是其他的研究者没有的，是因为他们很难站在一个旧友的身份来看待曹雪芹，但这样的质疑却有其
合理性，也有文本出处的支援，也更贴近人之常情。 就这样，在冯先生的解读之下，《红楼梦》也露
出了它本来的面貌，八十回的荒唐言写的不是一代才子曹雪芹自己的故事，而是一个潦倒寂寞的中年
文人曹雪芹对自己心中的偶像--宋朝才女李清照的相思与神往。这样的说法可能对大多数读者都已然
产生不了什么惊奇之情了，毕竟围绕红楼提出的种种奇诧怪论已然不在少数了，可是像冯蜂鸣这样把
功课做的如此细致充分者却是少之又少。从李清照的性格、形象、事迹、诗词、爱好，到“大观园”
名字的由来，从潇湘馆里绿竹成荫，到12金钗的别有所指，冯先生从我们熟悉的《红楼梦》中读到了
宝玉黛玉的相思之情，看到了大观园中的青春儿女，更“看他起高台,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随
之又从这散落的锦灰堆中找出了我们看不见的《红楼梦》，比如随处可见的林黛玉的影子，比如一百
多处神秘的巧合，比如曹雪芹心中真正所压抑的情绪⋯⋯如果只是这样，倒也罢了，无非是心思用的
多而已。但冯蜂鸣从《红楼梦》中，还读出了李清照早早写下的红楼情节，这便是真的不容易了。读
罢红楼之人都还记得从黛玉袖中散出的一缕幽香曾让宝玉心颤不已，同样也曾如宝玉般疑惑这般幽香
从何而来。后世诸多解读者所有各种说法却都难自圆其说，原来这只不过是曹雪芹从李清照先生那句
绝妙好词“暗香盈袖”中演化而来的罢了，只是这份偶像崇拜苦了后来的研究者，端的是摸不着头脑
，哪里参悟得到其中的玄机。甚至就连众人再熟悉不过的黛玉葬花，其中也暗藏了几多的玄妙。世人
皆知黛玉建花冢，藏了那“落红成阵”的逐水桃花，却不见院子中原有这么多的各色花种，从碧桃花
到女儿棠，从牡丹亭到木香棚，甚至还有稻香村旁如喷火蒸霞一般的几百株杏花⋯⋯哪一种不是惹人
怜爱，为什么黛玉却偏偏挑中了这桃林来藏了这两次桃花呢？这样的问题不是没人想过，但是却没人
能给出个理所当然的回答来。确实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桃花原本就是象征着李清照凄惨婉约的一生，“
易安乃逐水桃花之不若矣”，恐怕只有记得明人江之淮对李清照的这句极其恰当的重论的人，才知道
那担着花锄、提着花囊的那是林黛玉啊，分明就是流落江南的李清照啊。以上种种，这正是这本《李
清照的红楼梦》最了不起的地方。在那看似平静客观的文本背后，冯先生的细细解读才让我们看出了
曹雪芹自有深深的用意。而这一切又不是空穴来风或肆意猜测的，都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的。而当
行笔到最后的时候，却猛然间生生地截断了。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散之处，但是因为少了
证据的支撑，所以作者宁愿不做妄自的猜测，就像他断不肯下结论说“李清照就是林黛玉”一样。“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样的用笔终没有落入他人的桎梏之中，更令读者钦佩了几分。《红楼梦》
留给后人的评述和解读空间不会减少，后人对《红楼梦》的探索和认识不会完结。宝鼎茶闲烟尚绿，
幽窗棋罢指犹凉。看罢这本《李清照的红楼梦》，让我们这些保驾的帮闲的看热闹的多了几分期待，
盼着冯先生下一本新书什么时候再来，好让我们再把个红楼大门打开，看个仔仔细细，瞅个端详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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