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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十讲》

前言

　　一部曾被视为淫词邪说、屡遭查禁的通俗小说日后竟然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并由此形成一
门人称红学的显学，让成千上万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为之呕心沥血；一部残缺不全的文学作品竟然在
几百年间让社会各个阶层为之痴迷不已，并由之引发轰动全国的政治运动，带来不少人命运际遇的沉
浮兴衰。这部小说和它所创造的种种奇迹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例来。且不说原
书本身所蕴涵的巨大艺术魅力，仅是由该书所引发的那些或庄重或滑稽的种种社会文化奇观，已足以
成为透视一个时代世态人心的绝佳材料，为人们所注目。　　整个20世纪直到当下，尽管也出现了不
少文坛名家乃至大师，但在中国影响最大、评价最高的文学作品却是一部古典小说，那就是《红楼梦
》。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从专家学者到文学青年，无不对《红楼梦》怀有极大的兴趣，以各种方
式参与着《红楼梦》的阅读、流传和研究。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名人及作家大多曾撰写过
红学方面的论著或文章，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牟宗三、茅盾、吴宓、李长之⋯⋯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红学研究阵容。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不少人对《红楼梦》
达到了极为熟悉的程度，比如毛泽东曾至少读过不下五遍，在言谈著述中，可以随手称引，他还经常
劝身边的人阅读这部小说；比如茅盾，据说他对《红楼梦》熟悉到可以倒背如流的程度；再如张爱玲
，据她本人说，她在阅读《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时，对那些不同的字句不用查对资料，可以凭直觉感
觉出来。不少现代著名作家如巴金等更是在创作时充分汲取了《红楼梦》的文学养分。　　专家学者
的阅读欣赏之外，《红楼梦》还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一百多年来，热度从未减弱，且不说
在50年代和70年代，以《红楼梦》为由头，还曾发起过两次声势浩大、举国参与的政治运动。众多研
究者的参与、大量研究著作的出版使红学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门显学。也正是因为参与者众多、备受
关注的缘故，但凡红学研究中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一则新资料的发现，都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兴
趣，以至于有不少人将研究《红楼梦》作为成名成家的敲门砖。进入网络时代后，情况依然如此，热
度不减，目前网络上仅专门的《红楼梦》网站就很有多家，各类红学论坛更是遍地开花。受商业利益
的驱动，加上报刊、电视的造势和造作，这几年《红楼梦》走火的程度已非“发紫”二字所能形容。
一时间打着“草根”旗号，标榜“推翻”、“颠覆”的众多新派红学家粉墨登场，以各种招数吸引着
人们的眼球。毫无疑问，在这个新世纪里，《红楼梦》仍然是一部最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仍然拥有数
量最大的读者群。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　　毫无疑问，众多专家学者及业余爱
好者为《红楼梦》这部小说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为之写出成百上千部研究著作是值得的，毕竟这
是一部凝结着天才作家毕生心血的杰作，代表着中国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尽管这部作品几经修改仍
未最后完成，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真现象，于情节、字句间留下了不少破绽，但瑕不掩瑜
，这不过是细枝末节，无损其辉煌的艺术成就。这是一部耐得住反复推敲的佳作，即使是最挑剔的读
者也不得不为该书处处闪耀的艺术光彩所征服，无论是其深邃的思想、绝妙的构思，还是严整的结构
、优美的字句，都具有其他小说作品所无法替代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尽管在中国古代风华绝代的小说
名著还有不少，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比如《西游记》、《金瓶梅》，比如《儒林外史》
，但都还未能达到《红楼梦》的这种艺术高度。阅读该书实际上是在与一位伟大的作家进行跨越时空
的心灵对话，在课堂上学到的抽象文学理论将化为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和艺术享受，由此得以充分领
略文学之美、语言艺术之美。该书因作品缺失、文献不足等原因形成的诸多谜团更是对各个阶层的读
者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苦苦寻找着也许永远都无法得到的答案。对一些人来说，红学
研究也因此变成一种猜谜游戏，其乐无穷。但过分发展，就学术层面而言，只能是误入歧途，有害无
益。　　可以说，研究红学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能因为某些研究者的不规范之举就否
定整个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当下主流红学“破产”之类的豪言壮语，除了博得一些点击率和商业利益
之外，在学术层面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无论是这部小说自身还是围绕它所产生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
，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而事实上，红学研究也正是以此为研究对象展开的，这正是红学得以成立的
前提和基础。是《红楼梦》这部优秀小说催生了红学，而不是红学捧红了《红楼梦》。看似十分浅近
的道理在红学研究喧闹异常、学术规范缺失的今天，反倒不容易看明白。尽管古人早有“开谈不说《
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言，但《红楼梦》真正获得应有的声誉和地位却是在20世纪，虽然对
曹雪芹来说，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正是在20世纪这个悲喜交加的时代里。昔日受人歧视的通俗
小说赫然进入文学家族的核心，并走上大学课堂，被纳入现代学术体系。在此背景下，经王国维、胡
适、鲁迅、俞平伯等先驱者的不断努力，《红楼梦》获得了文学史上至为崇高的经典地位，围绕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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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十讲》

生的红学也终于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专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大出风头，成为一种时代学
术风向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整个社会空前的重视与众多学者的参与，使红学成为与敦煌学、
甲骨学并称的显学，一直喧闹纷繁，热点不断，取得了十分丰厚的收获，这有大批不断发现的重要红
学文献为证，有大批相继出现的优秀学术著作为证。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红学研究是可以大大写上
一笔的。这不是几个人高喊几声反对的口号就能否定的。　　不过同时也要看到，在获得至高经典地
位的同时，《红楼梦》这部小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次次刻意、粗暴的涂抹和装扮中，它逐渐
失去其本来的面目，被严重扭曲和异化，变得模糊而陌生。回望整个20世纪，对这部小说的阅读和研
究早已超出文学和文化的范围，变成全民参与的日常行为，举国关注，受到政治、商业等因素的轮番
冲击。于是，这部小说被自以为是的专业或业余的红学家们随意装点，或被打扮成指点迷津的人生教
科书，或被打扮成隐藏着重大历史内幕的密码本，或被打扮成包治百病的百科全书，等等。有关这部
小说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热闹非凡，什么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说法都有人提出来，都不会让
人感到意外和惊奇，而且个个都是理直气壮，气吞山河。在种种喧嚣和吵闹声中，没有门槛、缺少规
范的红学逐渐从学术研究蜕变成一种徒具表演意味的行为艺术。反正《红楼梦》什么都是，它就不是
一部小说。看似荒唐，却是眼前活生生的现实。对学术规范的漠视和践踏，使红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一
个人人得以利用的公共垃圾箱，不管是非驴非马的解梦派红学，还是沙滩起高楼的秦学，不管是创建
新体系的土默热红学，还是宣告主流红学的“破产”，都可以利用红学的招牌招摇过市，吸引着人们
的眼球。　　将一部本为文学作品的优秀小说漫无边际地拔高，随心所欲地解读，看似十分重视，实
则是对作者的失礼，对作品的不尊重。因为在种种脱离文本、文献的无端猜测中，作者凝结在字里行
间的才华和匠心被忽视和扭曲了。退一步讲，即使这些人的观点能够成立，《红楼梦》确实是历史教
科书，确实是密码本，确实是百科全书，但这种做法除了将《红楼梦》变成一个畸形怪胎外，又能给
这部小说带来什么？毫无疑问，它并不能为这部小说增辉，反而会损害其价值。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并
不缺少，我们缺少的是像《红楼梦》这样优秀的小说。《红楼梦》之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获
得如此崇高的经典地位，就是因为其巨大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魅力，而不是别的。　　回到文本，回到
小说，回到文学，遵照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一切从作品出发，实事求是，拒绝过度阐释，拒绝牵
强附会。回到曹雪芹，回到《红楼梦》，返璞归真，还作品以本来面目，从中领略文学之美、语言之
美、才情之美，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在红学研究乱象不断、新说纷出的今天，提出这个简单至极
的主张尽管不合时宜，而且缺少卖点，不会引起专门制造轰动效应的媒体的关注。但我们相信，这才
是红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这才是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部天才作家创作的优秀小说不需要什么不相
干的奖杯和鲜花来为它贴金添彩，仅仅是其在文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和杰出贡献，便足以使它不朽。
　　最后对本书的选编问题做一些说明。由于本书是面向一般读者的，重在学术普及，因此在选文时
，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权威性。所选多为那些在学术史上已有定评的、影响较大的文章。这些文章多
出于名家之手，对读者阅读理解《红楼梦》具有一定的指导、启发作用。一是可读性。所选多为那些
既有学术水准，同时也写得较为生动的文章。内容上偏重文学、文化方面，毕竟读者不是专家，相关
考证文章只收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篇。至于编选是否得当，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诸
君的评判。　　苗怀明　　200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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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十讲》

内容概要

《红楼二十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巨著，以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博人精深的思想、精妙绝伦的构
思、优美至极的文宁向读者展示了一位天才作家的过人才华，让一代代读者为之痴迷不已，并由此形
成一门人称“红学”的显学。《红楼二十讲》选辑二十篇品赏《红楼二十讲》的精彩力作，皆出名家
之手，引导读者进入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充分领略这旷世之作的文学之美、语言之美、才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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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十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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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十讲》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以为《红楼梦》作者底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镜子。这个看去如何
容易，却实在是真真的难能。　　——俞平伯《（红楼梦）底风格》　　读《红楼梦》的，都知道年
岁愈大，欣赏力愈强；学识愈丰富，了解的程度也愈深；知识愈进步，方法愈精密，在它那里的发现
也愈多。　　——李辰冬《（红楼梦）的世界》　　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
求上，他是想要这个世界长驻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
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这个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毁灭为止。　　——余英时《（红楼
梦）的两个世界》

Page 6



《红楼二十讲》

精彩短评

1、温故未知新，无需多言。。。。。。
2、这本书唯一的亮点就是王国维那篇《<红楼梦>评论》。也是这篇文章坚定了我去清华的唯一目的
就是看看王国维墓
3、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
4、写了四星推荐，实际上私觉得选录的篇目都是考证型，除了王国维先生那边大大获益
5、见语文摘抄228。
6、都是大家，但是还是不喜欢对薛宝钗有偏见的文儿，喜欢黛玉，但是宝钗也同样爱，从未觉得宝
钗爱过宝玉，所以她也不是所谓的赢家，如果有些东西是由内而外，仍然是虚假嘛？还有最深的感触
是，或许曹雪芹只是想讲一个故事，讲一场梦，我们是不是想多了呢？
7、王国维最有见地，胡适胶柱鼓瑟，端木蕻良借题发挥，启功感同身受。至于蒋和森冯其庸评文的
入选⋯⋯编者你真的不是搞笑的吧
8、涉及到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9、很喜欢关于红楼梦的文学鉴赏书籍，全图书馆最红的书架，看着心情就好。顺带着还看了很多金
瓶梅相关⋯⋯
10、老一代的红楼了，不时兴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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