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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内容概要

《红楼梦》(精)一书，最初在十八世纪中叶(清乾隆朝)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手稿传抄、流传。作
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芹圃、雪芹，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世家，曾祖、祖、父三代供
职清廷内务府，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雍正时其父辈被革职抄家，乾隆朝复遭大变，因此曹家彻
底败落。曹雪芹亲身经历了陵谷沧桑和炎凉风霜，故对封建社会有着不同一般的认识。《红楼梦》当
写于曹雪芹晚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见创作过程十分艰辛，最终“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这部凝聚着曹雪芹全部心血的巨著。仅存80回。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首次刊
行120回本(简称“程甲本”)，并取《红楼梦》为书名。次年又在“程甲本”的基础上作了多处补改，
重新排印，成为行文更加谨严合理的一个刊本(简称“程乙本”)。续出的后40回，其续作者通常认为
是高鹗。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生活年代略晚于曹雪芹。早年曾以授徒、作幕为生，后通过
科举之途踏入政坛，追逐功名利禄，思想情趣比较庸俗。其续书按原书线索完成宝黛爱情悲剧，从总
体上与前80回保持了一致。但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结局等，又违背了曹著的原旨。《红楼
梦》的版本众多，大致分为80回抄本和120回刊印本两个系统。此次整理，选择程乙本为底本，重新校
勘标点，对底本中的文字讹误，参照其它版本加以改正，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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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作者简介

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
入旗籍，为正白旗。清朝建立后，曹家成为管理宫廷杂务的“内务府”成员。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
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之子曹玺（即雪芹曾祖父）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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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话说宝玉养过了三十三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亦且连脸上疮痕平复，仍回大观园去。这也不在
话下。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芸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
守着宝玉。彼此相见日多，渐渐的混熟了。小红见贾芸手里拿着块绢子，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待要
问他，又不好问。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芸仍种树去了；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
，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忽听窗外问道：“姐姐在屋里没有？”小红
闻听，在窗眼内望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个小丫头佳蕙，因答说：“在家里呢，你进来罢。”佳蕙听
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才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
姐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
把给我。也不知是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绢子打开，把钱倒出来交给小红。小红就替他一五一
十的数了收起。佳蕙道：“你这两日心里到底觉着怎么样？依我说，你竟家去住两日，请一个大夫来
瞧瞧，吃两剂药，就好了。”小红道：“那里的话？好好儿的，家去做什么？”佳蕙道：“我想起来
了。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样。”小红道：“胡说，药也是混吃的
？”佳蕙道：“你这也不是个长法儿，又懒吃懒喝的，终久怎么样？”小红道：“怕什么？还不如早
些死了倒干净。”佳蕙道：“好好儿的，怎么说这些话？”小红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佳
蕙点头，想了一会道：“可也怨不得你。这个地方，本也难站。就像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
，说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香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他们。我们算年
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我心里就不服。袭人那怕他得十分儿，也不恼
他，原该的。说句良心话，谁还能比他呢？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
气晴雯绮霞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伏着宝玉疼他们，众人就都捧着他们。你说可气不可气？”
小红道：“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一辈子呢？不过三年
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蕙心肠，由不得眼圈儿红了，
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你这话说的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收拾房子，怎么做
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小红听了，冷笑两声，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走进来
，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这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小红撂下，回转身
就跑了。小红向外问道：“到底是谁的？也等不的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
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是绮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撂
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的，因说道：“前儿一枝新笔放在那里了？怎么想不起来
？”一面说，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因向佳蕙道：“你
替我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己取去罢。”小红道：“他等着你，
你还坐着闲磕牙儿？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说着自己便出房来。出了怡
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来。小红立住，笑问道：“
李奶奶，你老人家那里去了？怎么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好好儿的，又
看上了那个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屋里听见，可又是不好。”小红
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信着他去叫么？”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小红笑道：“那一个要是
知好歹，就不进来才是。”李嬷嬷道：“他又不傻，为什么不进来？”小红道：“既是进来，你老人
家该别和他一块儿来；回来叫他一个人混碰，看他怎么样！”李嬷嬷道：“我有那样大工夫和他走！
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说着拄着拐一径去了。小红
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不多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见小红站在那里，便问道：“红姐
姐，你在这里作什么呢？”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小红道：“那里去？”坠儿道：“叫我带进
芸二爷来。”说着，一径跑了。这里小红刚走至蜂腰桥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那贾芸一
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那小红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四目恰好相对。小红不
觉把脸一红，一扭身往蘅芜院去了。不在话下。这里贾芸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
明了，然后方领贾芸进去。贾芸看时，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
树下剔翎。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笼着仙禽异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扇，上
面悬着一个匾，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贾芸想道：“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这四个
字。”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快进来罢，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贾芸听见是
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烁，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一回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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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对儿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请二爷里头屋里坐。”
贾芸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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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从本书反映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具有初
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
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
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
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红楼梦》写的
是封建贵族的青年贾宝玉、林黛王、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而且以此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
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
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
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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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千古共酣此梦,万年谁共红楼?风流一去无人继,嚣嚣文字黯中华.
2、这本书上次没有给我送来
3、盗版的价格，正版的质量，非常好。
4、先买来收葳，有时间再看，嘿嘿
5、发货的速度挺快的！服务态度也很好，那天长春这边正好下雪，我以为到不了了呢，结果还是给
送过来了，谢谢当当网！
书的质量不错，字够大，排版也很紧凑，很适合在床上看，携带也方便，不是很厚，因为没读完，现
在还没发现有错别字。就是发来的时候边上有一点灰，不过不影响阅读。
建议可以在书的后边印上当当网的章，或是附一个书签，这样更好了，呵呵。
支持！
6、我同时买了中华书局、凤凰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的四大名著各一本，感觉中华书局的质量
最好，凤凰出版社的这套书也还可以。字很大，看着不费劲，不过行间距小，而且页面上下的空白也
很小，毕竟要印下那么多字，而且用的字体比较大，不可能再留下多少空白了。整个页面看着不是很
美观。如果是收藏的话，可能不太合适吧。
7、硬皮包装，纸张、印刷都不错，还有就是价钱合适~~
8、的确是部经典之作，刻画了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想看爱情悲剧的，看其中蕴藏的玄机的，
看家族兴衰的，都不能不看。精彩！
9、质量不错，价格也合理，不错．．．
10、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了,一直到现在,每读一边都有新的感触,这是一本可以终生来读的书
11、对于这本书我真的无法表达，大家心里也自有评价，一切尽在不言中。
12、物美价廉，凤凰此套书乃极品也。
13、家藏的四大名著。
14、压破了 建议还是用纸箱子包装，不要用塑料袋，这次用的塑料袋，压破了好几本书，很心疼
15、为什么两次都没有发这本书？也没有缺货登记．
16、字不会太小，而且价格合理。
17、这本就没发，请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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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在南京先锋书店购买了此书，纸张、印刷都还可以。18元购买算是物有所值，更何况我是用厂里
发的购书券买的更合算，只是不打折让我遗憾一点。这本书是按照程乙本印刷的，本来想买一本带脂
砚斋评语的一本书，可是一带脂砚斋评语都很贵，囊中羞涩，没办法只能买一本程乙本的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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