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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
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
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
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
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
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
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
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
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
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
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
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
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
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
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
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
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
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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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内容概要

《红楼小讲》是周汝昌先生为广大普通读者讲解《红楼梦》的二部名作。主体部分曾连载于报纸副刊
，结集成书后，颇为各界读者喜爱。蒙作者慨允，本次得由中华书局再版，作者特为新版撰作小序，
增写数篇讲《红》小文，并补入二○○○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稿《（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文
。全书深入浅出，不枝不蔓，辞采焕然，娓娓有致，对《红楼梦》的人物、故事及前呼后应、手挥目
送的笔法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精当的解说点评，尤其是对《红楼梦》的主旨、精神，再三致意，堪称
引领普通读者了解、体悟《红楼梦》真谛的绝佳入门读物。
我们特为《红楼小讲》选配经典红楼插图四十馀幅，其中二十幅彩绘插图，更令全书图文并茂，赏心
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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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作者简介

周汝昌，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1918年生，天津人。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四川大学外
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资深红学家、古典诗词研究家。
著有《红楼梦新证》《书法艺术答问》《曹雪芹小传》《献芹集》《红楼小讲》等多部学术论著、随
笔集，主编《红楼梦辞典》，并编注《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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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讲  《石头记》与《红楼梦》  副篇  版本异同 第二讲  《红楼梦》不好读  副篇  张爱玲眼中的
《红楼梦》第三讲  女娲补天  副篇  注意三个问题第四讲  石头下凡  副篇  几大课题第五讲  宝玉降生  副
篇  衔玉而生第六讲  两大主角  副篇  两大奇迹第七讲  正邪两赋  副篇  令人神往的人物第八讲  甄英莲—
—真应怜  副篇  有命无运第九讲  薄命女——香菱  副篇  《红楼梦》一百零八钗情榜第十讲  秦可卿  副
篇  家亡人散第十一讲  第五回  副篇  贞淫美丑第十二讲  千红一窟 万艳同杯  副篇  笔端隐现第十三讲  
象征手法  副篇  饯春之节第十四讲  落红成阵  副篇  西厢警句第十五讲  精密的章法  副篇  结构奇迹第十
六讲  刘姥姥  副篇  伏线千里第十七讲  一笔多用  副篇  手挥目送第十八讲  赵姨娘，坏女人  副篇  《红
楼》写人第十九讲  结党为奸  副篇  几个大关目第二十讲  贾环  副篇  “二老爷”这边的侧室第二十一
讲  谗言  副篇  王善保家的，费婆子，夏婆子，秦显家的第二十二讲  赵姨娘一伙儿  副篇  暗线·伏脉
·击应第二三讲  史湘云  副篇  《红楼梦》中的女性美第二十四讲  贾府事败的根由  副篇  双悬日月照
乾坤第二十五讲  清虚观打醮  副篇  双星绾合第二十六讲  一喉两声  副篇  戚蓼生赏《红》  第二十七讲  
张道士  副篇  宝玉的“三王”号第二十八讲  怎么写宝玉  副篇  从衣饰到神采第二十九讲  史太君定婚  
副篇  胃烟含露见颦颦——黛玉的眉和眼难倒了雪芹第二三十讲  贾元春  副篇  元春之死第三十一讲  鸳
鸯第三十二讲  太虚幻境第三十三讲  幻境“四仙姑”  第三十四讲  绛珠草第三十五讲  莫把怡红认赤瑕
第三十六讲  十二官第三十七讲  “一僧一道”索隐第三十八讲  青石板的奥秘第三十九讲  《红楼》花
品第四十讲  甄、贾二玉《红楼梦》导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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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章节摘录

　　曹雪芹以一生的心血，写出了一部小说，到乾隆十九年（1754）把几经变改的书名，最后决定还
是叫做《石头记》。当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书稿只来得及初步整理出八十回的清本，就传钞流
布，“问世传奇”了。这种八十回钞本被人视为枕中之秘，要花几十两银子的高价才能求到一部。传
写买卖，也不是真正公然“摆摊”“列架”，而是秘藏内售。既然价钱那么高（等于中产人家一年度
日的费用呢），可知早期读者限于富贵人家，但他们深知此书甚有关系，有其“禁忌性”在，所以不
但偷偷地买，也是偷偷地看。这样的情形足足过了三十年的光景。　　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
忽然有一部印本出现了，不但印刷整齐，而且比八十回多出四十回书来，前面有序文，说是多年辛苦
搜访的结果，获得了原书的残稿，因此编缀而成为“全璧”，使读者称快称幸，所以刊印“以飨同好
”云云。这部印出来的百二十回本的小说，已经不叫《石头记》了，正式改题为《红楼梦》。此本一
出，风靡天下，堪称盛况空前。　　但是，这部《红楼梦》印本并不是曹雪芹的真全稿，只不过是由
程伟元、高鹗等人伪续了后四十回书，而托名号称“全本”的。而这个伪全本的炮制和印行，本是有
政治背景后台的，并非一般文人好事者的偶然“遣兴”。这个事实在清代原是有不少人知道的，可是
“印出来”的“成本本”的书，那势力影响是极其“可怕”的。久而久之，大多数人反而信印本是“
全”是“真”。　　因此，今天有少数非常严格的学者，当他称用《石头记》一名时，是指雪芹原著
，而称用《红楼梦》一名时，则是只指百二十回伪全本。我想，这种严肃认真、论事不苟的精神确是
值得效法，应当提倡。　　八十回钞本，本来附有批语，批者署名“脂砚斋”，是雪芹撰著的亲密协
助者，所以现在有了“脂批”、“脂评本”这种名词。脂批对我们理解雪芹小说的帮助很大。而百二
十回假全本是个白文本，没有批语——印书时早被删净了。为何要删净？很明显，若连脂批一齐刊印
出来，不但大费工本，还会把伪续托名原本的马脚全然泄漏出来！因为他们的伪续，与原本大大不同
。程、高之辈，既要以假乱真，迷惑世人。岂能那么傻瓜，他们十分狡猾，玩弄了不少花招。　　伪
全本不但假托雪芹的名义造出了后面的“残稿”，而且还偷偷地（实质又是放肆地）将前面八十回的
原文大加篡改！　　由于印本流传既快且广，钞本渐渐湮没无闻。清末民初，上海有正书局石印了一
部“戚序本”，却无人知重，只有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时引文都采用此本。可见先生识力之
高。这就是说，当别人见了这个八十回本的印行还在疑疑惑惑、糊糊涂涂的时候，先生一看就明白这
才是较为接近曹雪芹原文的一个本子。先生是一贯反对过去那种乱改他人著的，而且这一部分位居最
后，是收煞全书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么一来，不论它的内容还是文字，都是一个真伪搅在一起的混
杂体。这样的一部书，说它与众各别，很不好读，大约不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吧？　　既然如此，很明
显，我们就应该以上述的三种难点为线路，来讲《红楼梦》，而如果能将三点结合起来讲，那就更是
极妙。　　《红楼梦》的本名《石头记》告诉我们，它是一块石头的故事。书的开头，也像《水浒》
一样，有个序幕，在我们传统戏剧小说中叫做“楔子”，内中叙的是这块石头的来历，它如何出现、
如何下凡的一切经过。所以曹雪芹的原文说的本是“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人世，被茫茫大士、渺
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就明白确切地向读者宣说了这部小说的
主题、本旨。可是，伪全本却首先把这几句关键性的话改了，改的是：“原来就无材补天、幻形人世
，被⋯⋯携人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本书插图选用清代王墀增刻《红楼梦图咏》——编者
注）读者务必细心留意体察识别那原文与改笔之间的重大差异。

Page 6



《红楼小讲》

编辑推荐

　　继胡适、俞平伯等大师之后当代红学研究第一人以风流文采讲解·文采风流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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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精彩短评

1、有些地方强说辞的感觉，不过总体挺好
2、小小的书，小小的文字，让人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了解。很喜欢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看法。谁
解其中味。
3、短小精悍
4、我不觉得以曹公的水平会写这么刻意的悲剧，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看看的
5、唉，完全就是⋯⋯
6、对红楼有了之前不知道的细节
7、理科生读红楼入门书。
8、当时读过类似甚少, 所以感觉很好. 

这种东西, 若非专业, 还是不要看多了好---它会影响你自己对原著理解---是好是坏?
9、小讲，已经讲得惊心动魄了。
10、好是好,竟与程高续本苦大仇深至此  ！
11、文艺风范浓厚，细细品来到有些角度很有新意（本人观点与周先生不一致，但多了解一些其他观
点看法无妨。周先生的小讲比较偏向个人化、文艺化、美学化，许多观点读者可自行判断）。不过由
于体例所限，小讲篇章过于短小，信息纷繁芜杂不够系统，读起来比较晦涩难懂。
12、文采太差，又唧唧歪歪的，拖了好久也没看完。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13、我的红学启蒙是周老先生，小时候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他的文章，让人对红楼更添兴趣。读这本书
，一方面为石头记的精妙而倾倒，一方面为周老对其的爱而感动
14、导读性质的书，有点重复累赘，周先生的观点倒是别致。不太同意先生关于宝玉的身份和黛玉之
死的推测~
15、如看悬疑小说一般。
16、四十讲加副篇，微微有些乱，很多点都重复说道。周先生很是真性情，极为可爱，读他的小讲好
象看着一个老头在面前陶醉地＂指手画脚＂。红楼就无需多说了，恨死了高鹗。
17、相当好的一套书！大家小书！
18、书写得絮絮叨叨，特别是开始几章。而且周老私货夹得比较多，不少有争议的观点至少应当讲明
，在这种入门级的书里斩钉截铁的讲就不太赞成了。
19、大家之作，入门必读。
20、老爷子对高程无比愤怒，动不动攻击一下，乐
21、考证不错，情绪稍过
22、不能完全赞同，但的确深受启发~
23、我越来越觉得红楼梦其实是一部悬疑小说
24、中学时代偶然看到的，到今天，说实话，依然有些东西不是很理解。一千个读者，心里自有一千
不同的《红楼梦》吧？
25、几乎把周汝昌对于《红楼梦》所有的想法都罗列了
26、周先生果然是一肚子学问 一丝儿也没倒出来啊 三星给的辛苦星儿
27、周汝昌的红学著作，令人敬重
28、一个下午在图书馆读完，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建议觉得红楼梦无趣的人先读这一本书，周老简
直就是红学界的卷福
29、非常有趣的小老头，通读间甚至可以联想到他指点文辞的可爱场面。一些细节的观点很有见地，
分析透彻但又不生硬，不愧是名动一时的红学大家。又一次刷新了对红楼的认知。
30、不读小讲，很多事是不知道应该去想的。
31、半价购书
32、周大师，收了神通吧。
33、无事不要读解密红楼什么的。。。
34、可能是看过刘心武先入为主了，感觉周汝昌名气虽大，对于神瑛侍者、真假宝玉的分析却不见得
经得住推敲。作为红学的先行者，周先生把诗社的中心放在黛、湘尤其后者身上，对于湘云实在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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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偏爱了。
35、都忘记啦
36、2010、4、17—5、17读过，先生今已逝，思想依旧留存，望后来的巨人可以看得更高~~
37、周汝昌先生对高鹗的批判针针见血，看完酣畅，设问的结尾，引发深思，不仅仅讲红楼而已
38、读过的周汝昌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的红楼书。说起来，如果没有遇见这套大家小书，估计也不
会看到这本和另一本《红楼梦人物论》两本红学专著。
39、原来刘心武老师借鉴了不少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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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章节试读

1、《红楼小讲》的笔记-第195页

        石头是“夹带”在人家两个正主角之中而“混”入世间的。他在下凡时，眼见仙草和侍者，识认
亲切。因自己本无“形象”，遂乘便袭取了人家神瑛的身体相貌——是以成为“贾（假）宝玉”。⋯
⋯
所谓“宝黛爱情”，从根由上说就无此情此事，只是一桩“误会”而已。所以他们二人也完全谈不上
什么“姻缘之分”。宝黛初会，有几笔特写，彼此都觉“面熟”，好似“久别重逢”⋯⋯其实这只是
说明一段“夹”“混”历程中的“见过”——但只是黛玉所见的本是神瑛侍者——即“真宝玉”，她
哪能想到另有曲折呢？⋯⋯
从湘云的“判词”“曲文”中透露，她日后“厮配得才貌仙郎”。书中哪一个男人陪称得上一个“仙
”字？只有那“前身”是神瑛的才具此资格。贾宝玉不是神瑛侍者，宝黛只是一场误会，史湘云先嫁
了甄宝玉，这个⋯⋯还是觉得刘心武的分析更靠谱一些。否则，卫若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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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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