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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脂砚是湘云》

内容概要

红学泰斗周汝昌最新力作 为红学再注活力
为你讲述《红楼梦》内外的真故事
揭秘古本《红楼梦》真正主角史湘云的身份之谜
谱写曹雪芹与脂砚斋之间一段感人的爱情传奇
--------------------------------------------------------------------------------
畸笏叟是脂砚斋的又一别名
脂砚斋是曹雪芹的红粉知己
清世宗雍正夺位、翦灭对手之谜
《红楼梦》讲的就是曹（雪芹）、李（煦）两家遭受雍正迫害的故事
史湘云原型就是脂砚斋
宝（玉）湘（云）恋影射芹脂情
宝玉、湘云有情人终成眷属
--------------------------------------------------------------------------------
古本《红楼梦》里，做了大量精辟点评的神秘人物脂砚斋是谁？他与曹雪芹及《红楼梦》有着怎样的
关系？⋯⋯
这已成为百年红学的最大疑问。“叔舅父伯丛纷纭”，众多猜想之中，周汝昌1949年提出的“脂砚即
湘云”说影响最大、支持者最多。
可谓红学百年最精彩，也是最有趣的一次考证。
现在，九旬周汝昌重新执笔，以通俗而又不失典雅的语言，为大家揭开脂砚的神秘身份，玩味湘云的
形象之美，揭示书里书外的诸般隐秘联系，品鉴红楼艺术妙趣，谱就脂砚这一经典传奇，实为大家提
供了一把解读古本《红楼梦》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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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脂砚是湘云》

作者简介

周汝昌，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1918年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书法家和诗人。历任四川大
学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曹
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等。治学以诗词理论及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后从事《红楼梦》及曹雪
芹研究。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
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出版有《曹雪芹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红楼夺目红》《石头记会真》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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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书中书外总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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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传声　文外有事
连环脱卸　剔透玲珑
亲不间疏　先不僭后
身立松端　情存局外
麒麟为纪　白首双星
第二章　石破天惊四海波
脂批概况
脂砚斋是史湘云？
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
从脂批认识曹雪芹
第三章　梦笔生花百态新
脂砚即湘云
湘云是脂粉英雄
谁讲湘云的趣事
湘云四时花
只有湘云是〔满红〕
湘云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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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珠〕之谜
〔双麟记〕
谁怜聚散弔兴亡
一编牵动三人心
——《红楼梦新证》与文怀沙、黄裳、顾随
假金失彩耀真麟
湘云的后来及其他
第四章　犹恐相逢是梦中
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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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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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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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脂砚是湘云》

章节摘录

　　1第一章 书中书外总奇缘　　有朋友问我，你当了大半辈子考证派，你自己觉得哪条考证是你平
生最为得意的？我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了他一句：据您看我那些考证哪条才是最精彩的呢？他说：
大家都认为你考出曹寅的弟弟不是曹宜而是另一位叫曹宣的，连那些反对、讽刺、辱骂你的人也不能
不承认这条考证，尽管　　一言不和 几挥老拳　　书稿待续 告别燕园　　如山白骨 公子红妆　　空
谷传声 文外有事　　连环脱卸 剔透玲珑　　亲不间疏 先不僭后　　身立松端 情存局外　　麒麟为纪 
白首双星　　2第二章 石破天惊四海波　　不独甲抄奇数，乙抄偶数的整齐说法不尽然；我以庚辰本
校毕戚本，乃知凡戚本无批的地方，在庚辰本里也没有；且戚本不但未曾抄漏一条批，如第十三回和
第十四回中，反有五条是庚辰本所无的。可知抄手躲懒的说法也是冤屈了人的了。　　脂砚斋概况1
　　脂砚斋概况2　　脂砚斋概况3　　脂砚斋是史湘云？1　　脂砚斋是史湘云？2　　脂砚斋是史湘
云？3　　脂砚斋是史湘云？4　　脂砚斋是史湘云？5　　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1　　从脂批
看《红楼梦》之写实性2　　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3　　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4　　从
脂批认识曹雪芹1　　从脂批认识曹雪芹2　　从脂批认识曹雪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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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脂砚是湘云》

编辑推荐

　　推荐购买权威定本 人民文学版四大名著　　周汝昌最新力作，为红学再注活力，揭秘女主角现实
原型，品鉴红楼梦内外真情，探寻曹雪芹百年情殇。　　我平生最得意、最精彩的考证就是考出《脂
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即史湘云。　　《红楼梦》有三部曲的结构章法。这三部曲的顺序就是
黛玉、宝钗、湘云三人的来龙去脉、相互关联、悲欢离合、辛酸血泪。但这三部曲，却不是机械地明
白分割的那种连接法，而是一种连环脱卸的新颖、独特笔——《连环脱卸　剔透玲珑》　　不幸，康
熙死后，其子胤禛以阴谋手段篡夺了帝位，而曹李两家因职务关系与胤禛的政治敌方都有来往事迹，
于是，胤禛（夺位后称雍一睚皇帝）将曹李两家视为奸党，加以陷害，结局奇惨。《红楼梦》一书主
题即以这两家遭难后家亡人散，困苦不堪为素材。而书中宝玉，湘云二人的悲欢离合、种种坎坷苦难
，正反映了历史现实中雪芹与脂砚的真实生活情景。——《空谷传声　文外有事》　　湘云第一次来
聚，最重要的情节是宝玉一大早起来就去看黛、湘，俩人还未起床、俩人不同的睡态。然后大幅文章
就讲湘云梳洗，宝玉用她用过的香皂洗脸水也洗了脸，然后让湘云给他梳辫子⋯⋯这都是一种什么样
的亲官关系？要体会，这不是哪一天凭空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的。这是多少年前，湘云还常住在老太
太身边的时候，俩人真正青梅竹马的时期所养成的生活习惯。　　——《亲不间疏　先不僭后》　　
当你一旦看清了湘云与宝玉的真正关系之后，就会明白了他俩的姻缘与钗、黛俱不相同，她是另一格
局中之人，她与从小相处的表兄二哥哥早有“前盟”，她对宝玉的性格理解最深，信心最大；她不像
一般人之浅见，以为宝玉是个花花公子、浪荡王孙，见一个爱一个⋯⋯　　——《身立松端　情存局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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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脂砚是湘云》

精彩短评

1、我是一名很普通的红迷。对于红学家的著作与心得也很是感兴趣并且加以关注。脂本红楼梦我刚
刚看完，对脂砚斋也是有种种疑惑与好奇。周老先生的这本书很对我胃口，他的心得很值得我们玩味
。不管脂砚=？湘云，在探究的这个过程会让我们很受益，对红楼梦的理解也会更进一层的。
2、周先生的红学研究集大成之作, 虽说对其考据学的方式和结论不一定完全赞同, 但是周先生的文笔以
及研究水平那绝对是没得说
3、有些地方解读的太牵强了，有点失望。
4、长见识了，研读红楼的又一种思维。
5、红学泰斗，可以这么说，续写对于那些资深泰斗来说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玩噱头，玩文笔，玩
趣味，均在刘心武之上。
6、新奇的观点。
7、周汝昌老先生的心血之作，老一辈口吻，值得一看。
8、每次看本红楼梦解析的书都得强忍着那股酸腐气。。。。
9、想象力也是可以的
10、周老用力太过了，不过也可理解。
11、奇妙的分析
12、老先生的学术功底不必多说 可是史湘云再重要 也不用把林薛二人写得跟打酱油似的吧 ... 
13、说脂砚斋是湘云也还可以。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让湘云和宝玉在一起啊啊啊！？难道前面那么多宝
黛互动都不是真情！？更何况史大姑娘这样的女子看得上宝玉也未必愿意嫁他啊啊？！前面还好，后
面颠来倒去讲的都是一样的，烦。
14、九旬周汝昌秉着“为芹脂誓把奇冤雪”的夙愿，汇聚毕生研红成果，以诗般的语言，重新揭示脂
砚的神秘身份和传奇经历，揭秘书里书外的隐秘服务，玩味湘云的形象之美，品鉴红楼艺术妙趣，为
大家提供一把解读《红楼梦》的金钥匙。周老的书就值得慢慢研读
15、插图很漂亮呦喂～～～
16、打五颗星是因为要给周老拉拉分，豆瓣评论大多没有看懂这本书。
17、书的印刷、纸张、装订都很好，很精致。虽然红学界很乱，但是很佩服周老的人品，本书中，周
老的观点很清晰，不愧是大师级人物。红学不是某些专家的专利，人人都可研究，不是吗。对那些非
自己观点就大加打压的所谓红学大师严重鄙视。美中不足是书中篇幅排版似有浪费之嫌。
18、红学里最有趣的是秦学和脂学，秦学可以接受，但是说脂砚斋是谁谁的那些都很牵强，，还有考
证大观园原型是恭亲王府、红楼解梦派、索引派都可以当故事会看哈哈哈
19、这本书从听说出版后就一直想看看，终于买到了！周老一直是我崇敬的红学家，治学态度的严谨
，说话也很幽默，慈祥的面容。这本书，就内容来说，这个考证的得出是很有意思的，正如周老评价
是自己平身最得意的考证。下面对周老做个大概介绍吧。他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
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
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
，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邓肖达曾称其为|“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
。”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40万字），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三月内连销三版，后增订
至80万言，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雪芹》（14万字），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增订
至20万字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恭王府考》（12万字），198O年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献芹集》（40万字），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头记鉴真》（20万字），
与周祜昌合著，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8万字），1989年工人出版社
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分出；《红楼梦的历程》（11万字），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恭王府
与红楼梦》（20万字），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曹雪芹新传》（23万字），1992年外文出版
社出版；《红楼艺术》（19万字），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的真故事》（27万字）
，199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红楼真本》（12万字），199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红学
精品集》（184万字），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风流文采第一人》（25万字），1999年东方出版
社出版；《红楼十二层》（28.6万字），2005年书海出版社出版；《红楼柳影》2007年，江苏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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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脂砚是湘云》

社出版（24万字）他的《红楼梦新证》一书可以说是开创了红学的一个新时代。只要是红迷，都不要
犹豫了，买吧，绝对值得收藏。
20、∵绛珠=樱桃  又∵湘云在牙牌令中的牌副儿是“樱桃九熟”  ∴绛珠仙草=湘云【周大师你的脑洞
是有多大！！！！！！！！！！ #只要有大手 CP永远不会冷#
21、佩服老先生对“红楼梦”的痴爱！！！
22、周老洗洗睡。
23、晚节不保
24、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25、超级好读，爱石头记的人万不可错过！
26、周汝昌红学的大师，他的书我是很满意的，这本也是不错的值得一看
27、我信！
28、此类观点为什么百年前就没人发现呢，多么明显的事实啊
29、红楼梦不能算中国的四大名著，相对于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来，红楼梦比他们高明得多，
也更具备人文精神，他应该立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他是小说中的中神通。对红楼感兴趣，要谢谢刘心
武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他的观念有不少周汝昌先生的影子，天马行空却不乏实证的观点，让我对这样
一部情情爱爱唧唧歪歪的红楼梦有了莫大的改观。后来，我大伯退休，在家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关系，
专程发电子邮件与我讨论，长辈的压力让我不得不重新看了红楼梦，这次不是看的程高本了，而是在
周、刘等思想的影响下，看起了古本的脂评本石头记。终于，我算是把四大名著看完了，从此也深深
迷上了红学。说起脂本，就不得不提周汝昌先生。没有周先生几十年的研究和鼓吹，脂本绝没有今天
这样的地位。周先生如同曹雪芹的转世之身，不然，怎么能解释他那种犹如神来的观念和天马行空的
思想呢？从他的文字中就感受到了他对脂砚斋对曹雪芹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敬。脂砚斋的身份历来为红
学家们所争论，脂评的真实性也屡屡被怀疑。周先生却是脂砚斋的铁杆粉丝，他力证了曹雪芹的身世
，还试图力证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相濡以沫的伴侣。他为我们揭露了一个惊世大秘密，脂砚斋竟然是红
楼中那个憨态可掬醉卧芍药的史湘云。八十回的脂本石头记，为我们保存了不少红楼梦的原样，也给
我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我们不可能知道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周先生的考证，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可信的结局。周先生的考证，为红楼梦搭建了一个较之程高本要更有深度有意义
的体系。唯一的遗憾是周先生垂垂老矣，我想是没有可能为我们续红楼梦了，只盼望周老之后又有天
才的一芹一脂再世，为我们还原这伟大的著作。
30、老先生的文章率真、犀利、博学，肃然起敬。观点正确与否，让红学家们去争论。
下决心搜买老先生所有的作品。
31、最喜欢的人就是湘云和黛玉了
作为红楼入门人似乎没有多的什么来阐述原因
仅仅是一种感觉，她给人的大气与豪爽
还没开始读这本书 但是我相信读后一定受益匪浅！
让我更加了解湘云 了解脂砚斋
周老的力作！支持！
只是配货有点慢，不过前页的插图我很喜欢，诗词我也很喜欢！
32、曹老 老厉害了！
33、老人家写字不易，加一星吧。
34、值得一读
35、读了这本书，突然感觉一个人如果花了一辈子来研究一本作品很可怕，研究的鼎盛时期往往不会
和时间的成正比。
36、观点较新颖，但是论证略显苍白，很多地方不能苟同。
37、周先生的书，我最爱看，非常好。不过红学不是一家之言，可以借鉴
38、如果没有真正的红学家的指点，我们可能难以读出《红楼梦》的经典之处。红学家的观点就像一
盏灯，指引我们去探求更多的宝藏。是它让我窥见《红楼梦》的伟大，才发现古今中外再难有著作出
其左右。张爱玲曾视《红楼梦》残缺乃平生一大憾事，如今亦深感吾衷！
39、还买了周老校订的前八十回《红楼梦》
40、和秦学对照有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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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爱好红楼的初学者可以尝试读一读
42、红迷的福音
43、几乎买了周汝昌先生所有的书，尽管他的某些观点我不尽认同，但不妨碍我对于一个痴迷于红楼
并终其一生研究的老人的尊敬，而且在线微处，总有所得。周先生的书，让人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去看去思考，而且意趣盎然。字里行间的深意，真的是越琢磨越有道理。譬如“阿房宫，三百里，住
不下金陵一个史”，我看一百遍都会把它忽视的，周先生即有三解：史影射李煦家，李煦家本族墓地
在京西房山县，因此护官符中用阿房宫的典故，此“房”与房山县的“房”不无艺术联想，此其一；
房山又是金代陵墓之所在，所以，明末清初顾炎武即称房山曰“金陵”，此金陵似又与“金陵十二钗
”之“金陵”不无微妙的艺术关系，此其二；其三，三百里的“里”，与李姓的“李”谐音。红楼梦
就是这样一部奇书，让雪芹在数百年后仍有神交，而周先生无疑是最为投入的一人。
44、周汝昌先生不愧是文學泰斗，分析絲絲入扣。
45、考据狂不可爱。插图很漂亮。
46、周汝昌的东西没的说，不过，有难度，须细读
47、逻辑紧密的考证虽然存在部分瑕疵但是想法独特考证细致值得一看
48、周汝昌先生的书，不用多说了。
49、脂砚即湘云一说很刷人生观 个人感情未免掺杂太多 为捧湘云贬低黛钗 
50、看了之后不仅会再也不相信爱情，连三观都要被颠覆了⋯⋯喜欢湘云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了推崇
湘云竟然把宝黛的爱情说成是“眼下日日相逢的这些姊妹们的周旋谈笑，掩盖了他所空劳牵挂的史家
表妹”，黛钗直接一起被KO出局，甚至把黛玉“绛珠仙草”的身份都给了湘云，这就有点太过了吧
⋯⋯完全是因为对脂砚斋即史湘云原型的观点论证条理分明才给多一星的⋯⋯
51、后面有些牵强。
52、脂砚斋是湘云的原型，的确有道理！但《红》的第一女主角是湘云不敢苟同！
53、高鄂继的红楼梦完全颠覆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以是不争的事实，那残缺的美使无数读者尽折腰。歌
一曲脂芹恋，叹一声木石奇缘，一个精典而又伟大的作品在那样的凄凉状况下横空出世，也许，正是
那凄凉促成了不朽精典的诞生。。红楼梦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体会，越读越有味。这本书非常有利于
更深刻的精读红楼梦，，很喜欢
54、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周汝昌大师的考证更是现代文化的经典,大师为红楼辛苦不寻常，能读到
这样好的书是人生的幸福之事。
55、聊作一观。
56、有根有据，逻辑非常清晰
57、不适合红学新手阅读
58、已阅！当时感觉似乎是这样，不过后来就把这本书丢开了⋯⋯
59、刘心武的不少观点应该就是来自于此，但周老爷子行文的语气，确实主观带入感太强。
60、周汝昌先生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考证和论点都很有见地，很不错的书。
61、早在几年前读另一本红学论著集时就注意到了周老的真正“金玉”之说，既湘云是金宝玉是玉，
记得这篇文章在那本红学专家云集的书里是放在第一篇的，足见这个观点的重要性。
62、各种证据的堆砌，豆腐三碗三碗豆腐。周先生是因为爱湘云太甚，眼中再无他人
63、一直很敬佩脂砚斋，每个人都希望能有这样的好颜知己。
64、原来史湘云是曹夫人啊书的质量不错
65、感慨红楼梦的经典
66、周老的书，里面详细论证了脂砚斋就是史湘云。论据充分，让人信服，真是佩服周老。
67、虽说早就知道周老的观点，但还是觉得这本书不错，举证很详细。美中不足是最后的圆梦部分。
红楼终究是难圆之梦。
68、《红楼梦》应该感谢周汝昌先生！
69、部分赞同 湘云性格可爱 但非说她是女一号 却是不支持的
70、钦佩，不过，脂砚斋到底是谁？还难以评定。需要探究。 
希望有朝一日有个眉目。
71、读完庚辰本，很同意周老先生关于脂砚斋是史湘云的说法。但是此书后面有些我读不进去，周老
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也就是以为史湘云在红楼梦中后面一定是和宝玉结合的说法，他所说的几个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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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后几十回与高鹗版不一样的文字不一定就是曹公的原文，也有可能是人家续写的。曹公不一定
完全按照生活去写，虽然曹公和脂砚斋最后在一起了，但是不代表史湘云在书中会和宝玉在一起。
72、原来红楼梦还能这样读，还好我第一次读的就是脂批版的。
73、这应该是我看的最后一本解析红楼梦的书了，红学真不是咱普通人能理解的
74、红学大家的书值得细细品读。
75、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在于对文学研究孜孜以求的作风。我会受益匪浅！感谢周老带给我们
的精品力作！
76、#每日一评#  若问情归何处，云月中天。
77、一直都喜欢《红楼梦》，对这本书也很期待
78、我承认脂砚斋原型是湘云的可能性，也同意宝钗很可能会早夭，但是这个把什么细节都往湘云身
上安的倾向真是太让人蛋疼了。干脆作者就承认你是湘云本命脑残粉就好了╮(╯▽╰)╭
79、在永远不能见到曹雪芹的原本结局状况之下，任何结局都可能发生。更何况我们都憎恶高鹗所续
的丧失性灵的那一部分。所以这本书的观点我部分认同。但至于湘云命运的最终走向真的还不足以说
服我，可供考证的内容还是少了点。
80、周老先生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
集大成者。《红楼梦新证》一书可以说是开创了红学的一个新时代。像他这样一生的研究老人尊敬，
81、周汝昌老先生的书，没得挑！
82、让你大开眼界，更深度的了解红楼梦！好书！
83、这本书送到时是包着塑料膜的，心情大好，满意当当的送货。最初在《宋词鉴赏辞典》中发现了
周汝昌，灵动异常的笔墨，论述不已严密取胜，感觉很像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周老先生也在百家
讲坛讲过张爱玲的红楼梦研究。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总之读这本书就像喝水，一点一点接受他的探佚
，还没读完，只是从心里的喜欢。感谢《红楼梦》给我们这么多想象空间，感谢红学家不断的发掘。
84、其实一开始读红楼梦时就特别喜欢史湘云这个人物，后来无端消失，自己也没探究之心
85、惊闻红学泰斗周老先生辞世，拜读此书以缅怀先生。愿先生与雪芹共聚天堂，再续红楼未解之缘
！
86、史湘云可爱。只是老先生将这么写年前的旧文又捯饬出来，翻来覆去的咀嚼一通，骗骗无知无畏
的读者，实在可恶。
87、有点意思
老人家列出不少论据论证脂砚斋即是史湘云
感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另外，总觉得老人家有点折腾太多了
88、奇了怪了，这么多现代女人穿越回雍正年代为啥不干点正经事，找一找芹脂二人，看看没被高鄂
糟蹋的后四十回到底是神马样子。。。真没想象力
89、真是学者的书，考证仔细，耐人思味，高水平，值得购买
90、算不得看明白了，对红楼梦还不够熟，只能日后再重温了。周老对石头记的爱却是感受到了，他
依自己意思补的那几回却是看得我泪眼朦胧了。
91、首先说此书本身，印刷不错，封面我也很喜欢。内容读来更是使人茅塞顿开，语言相当于白话文
言，易懂又不流俗。唯一不足之处就是周老的注释，字体实在太小，看起来很费眼。想来可能是为了
区别于正文及引文，但确实很小，最好用放大镜来看。呵
92、泰斗的书 一如既往地 洋洋洒洒
93、很钦佩作者力求字字有据的态度，对红楼梦中版本间有异的字句也进行对比，力求还原曹氏本意
。让我重新认真的再读一遍红楼梦，不放过细枝末节，感谢作者。
但是，个人还是很难认同湘云说，总觉得作者对某些诗句或判词的解读若有牵强、比较明显的想附会
湘云。个人并不反对最后湘云与宝玉偕老之说，但终归无法接受湘云从一开始就是“真命”的说法。
94、书的质量很好。

喜欢书中对脂砚斋即湘云的论述，有对比，有证据，很有说服力。
但是中间部分加入了其他方面的研究和阐述，觉得前面的论述很不过瘾。
还有关于绛珠仙草的说法，总觉得不能被说服，至于原因，才疏学浅，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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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总体感觉，喜欢书的前半部分。
95、考证派都有点奇怪⋯
96、对红楼梦记得不太清了，但还是不错的一本书，一口气读完的。
97、這是一部可以珍藏的書，不論次此書的考證是否精確，都是紅雪考證中重要的一步。收藏此書留
證將來。
98、藏，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99、实在是不大喜欢书中的语气。。。资历老也不能这样说话吧
100、又没有铁证，只是猜测啊
101、冲着周汝昌先生的名号买的，想来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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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虽然我也承认脂砚是湘云这个说法。但周老爷子也太爱湘云，以至把黛。钗两人T出位，伏她上红
楼第一女主角，看不下去了
2、看了周老列出如此多的证据，又一遍一遍的讲述着这些证据，我没有完全去相信脂砚斋就是史湘
云，但是周老罗列的这些证据我也无法推翻，我没有看到过有脂评的红楼梦，不敢妄下结论，但是任
然感觉周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红学的贡献。从蔡元培到胡适到俞伯平到周汝昌，再到现在的刘心武
，大家似乎都在其中找寻着这部小说之外的现实故事，索引派，考证派...一部红楼梦，还会有多少我
们不知道的故事呢？高鹗是不是被骂的太惨了，如果没有他，难道就有曹雪芹自己的后四十回了吗？
3、《红楼梦》中我一直比较喜欢湘云。因为湘云爱说爱笑的性格与我有相似之处，外加我的名字中
也有一个“云”字，所以我比较偏爱湘云。如今红学大师的最新力作我当然不能错过。周老在书中例
举了大量的实证来说明脂砚就是湘云，这让我深信不疑。呵呵！倒不是偏听偏信，而且周老治学严谨
的工作态度让我真的感动。如今91岁高龄双眼几乎失明的周老，每天还在为中国的红学事业默默地做
着贡献。他曾说过，要还曹公和脂砚一个青白，我相信，如果曹公有在天之灵，他一定会为周老所感
动！虽然这本书里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讲《红》中的诗句，对于文学细胞少些的自己读起来吃力一些
，但周老全面具体详实的论述还是让自己读懂了其中的内涵。这本书，可以说是周公研究红学以来写
的所有有关湘云和脂砚的文集合集，一本研究红学不可多得的好书。在书中，周老还谈到一个人“绛
珠仙子”，一个被后人都认可了的就是黛玉。但周老的大量证据却表明“绛珠”则是湘云。这多少有
些让我感到意外！湘云，由于特殊的身世，让人怜爱；脂砚，一个为《红》而倾注余生的女性，让人
心酸。
4、本来对周汝昌是一种敬重，尤其是他痴迷红楼一辈子的那种坚韧。这次读书也是，书的前三分之
一，周汝昌据脂批论证脂砚斋即是史湘云的原型，一点点一步步很有道理，让人不能不认同。但再后
来，其竟说什么黛玉宝钗皆是史湘云的陪衬，书中真正主角只是史湘云。让我忍不住想破口大骂，这
老不死的！我说，世人对红楼梦研究的偏见绝对都是这帮人捕风捉影的考证给带来的直接后果！
5、《谁知脂砚是湘云》中让人无语的言论（一）：史湘云是红楼梦中才华居首的女子！“群推黛、
钗为首。以实论之，二人均不及湘云”。“点儿以红色为贵”，宝钗“为全绿色”，黛玉“为绿中有
一红”，“得到满红的，只有湘云一人！”黛玉擅长“七言长歌行”，而史湘云则是“诗中主”，此
外，“凡谜语、酒令、此曲，她都独霸全席，无往不宜，各有精彩。”我只怕史湘云如泉下有知，看
到这先生的言论，也会报以赧颜。《谁知脂砚是湘云》中让人无语的言论（二）：《红楼梦》中《咏
白海棠》六首、《咏红梅花》三首，以及《菊花诗》十二首等为曹雪芹为书中人物分头制帽用来塑造
并丰富各自人物形象，这早已为人熟知且合乎情理。然而，在周先生眼里，这些作品竟成了雪芹咏叹
湘云一人的诗词！至于雪芹大笔书写的“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竟公然宣称，这是脂砚斋（史湘云原
型）自题，自谦让人，并非公论。面对这些所谓的“真理”，我已无话可说。《谁知脂砚是湘云》中
让人无语的言论（三）：虽然有朋友没有通读过《红楼梦》，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书中神瑛侍者和绛
珠仙子的那段不了情。但周先生认为，这“绛珠仙子”不是深入人心的林黛玉，而是他心中的史湘云
！至此，我们回首看看周先生的观点，《红楼梦》中近乎所有诗词都是在咏叹史湘云，史湘云乃红楼
诸艳之冠，还泪之说也是史湘云还贾宝玉的泪！红楼整书都是在追记贾宝玉（曹雪芹）和脂砚斋（史
湘云）那些缠绵的往事。本来冲着后面的这些内容，此书完全是很差的范畴；但念在书中论述脂砚斋
是史湘云时的有理有据，将其归入还行范畴吧。
6、红学见解多了，周有意撮合宝玉、湘云二人，最有力的证据无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按照脂
批，宝玉有一段沦为乞丐，“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而周又考证出宝玉与湘云正是在潦倒中相
遇并结合，宝玉先亡，湘云新妇丧偶。这个结局虽然未为不可，但到底也不能算“白首双星”。脂批
中有卫若兰佩麒麟一段，暗指卫史二人结为连理，此后卫若云早丧，湘云寡居，周大师认为因卫史二
人未能白头到老，所以麒麟所指并非此二人，而是指宝玉。但如果宝湘二人一样未能白首双星，周就
很难自圆其说了。况且从美学和红楼之前八十回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看，宝玉最终遁入空门，白茫茫大
地真干净令人更感震撼~贬抑钗、黛，独抬湘云，是周的个人观点，本无大碍。只是听得他说，自黛
玉减破香囊，宝黛的矛盾中心就已经过去了，剩下只是余韵；而湘云从园子里拾得麒麟，便意味着后
面的故事要围绕此二人展开，未免偏颇。整部《红楼》，说到底，主线终究是宝黛的爱情，是他们的
相互爱恋和彼此试探，是他们的相知相许和无力的抗争。非要把湘云引为女一号，未免勉强。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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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为，无论才华、气度，甚至在宝玉心中的重要性，湘云都要胜过黛玉，实在是耸人听闻。刚翻了
两页，连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行的酒令，湘云的骨牌是全红，黛玉的是半红半绿，都是湘云更加重要的
证据，是为绝倒。至于脂砚斋是个女人，且就是曹雪芹后来娶的妻子——湘云的原型，我没有研究过
，不敢妄下结论。周大师言之凿凿，似有几分道理，但多看几段脂批，又不是这么回事。固然有些口
吻暗合女性情趣，但有更明确的男子笔调，周大师却视若不见，或是即便备注了几笔，也只说可能是
脂砚斋的游戏文字，实在有失严谨。且我很讨厌周的口气，俨然别人说的都是胡扯，只有自己代表真
理，对胡适等人，亦多加贬损，动不动就是“这样显而易见，某某竟看不出来”之类，言语间漫溢自
得之意，实在有失大家之风。散文杂谈固然可以随性，做学问却应有做学问的态度，看罢此书，对周
大师甚是失望。
7、周汝昌是当今红学大家，他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有充足的论证基础。本书对于脂砚斋是史湘云、红
楼梦故事和现实中曹雪芹身世的关系等观点进行了充分地细致地论证，甚至还大胆地预测了红楼梦的
结局，以及作者创作红楼梦的一系列故事。让读者对周老做学问的认真感到叹服。但作为一个学者，
却总是要把个人感情带到研究中去，这未免使许多读者感到反感。最明显的，周最喜欢史湘云，最不
喜欢林黛玉，以至于在本书中不惜把公认的黛玉“绛珠仙草”的身份也强夺去，加到他喜欢的湘云身
上。而其理由仅仅是黛玉的代表色的绿色，绛是红色，让无论是喜欢黛玉还是不喜欢黛玉的读者看了
都不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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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谁知脂砚是湘云》的笔记-看完了

        这本书把我带进了红学之门

2、《谁知脂砚是湘云》的笔记-第176页

        假作真时真亦假，你又忘了？梦也是真，真则是梦。你到底不是个彻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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