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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内容概要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精华本2)》内容简介：政治风云之外，永恒的人性是曹雪芹更为在意的落笔点。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贾宝玉，赤瑕宫中的神瑛侍者
，而非女娲补天余下的那块顽石。他的人格亦非简单的封建礼教叛逆者所能概括，那些不被注意的细
节容纳了更丰富的意蕴。林黛玉，寄居贾府，原本丰厚的家产无端失踪令人赘解。这位绛珠仙子原非
病死，刘心武先生还原了“冷月莽花魂”的真实情境。薛宝钗本无意嫁与宝玉，终嫁宝玉竟是选秀落
败后的权宜之策。家族败落、婚姻失败，她终究逃不过红颜命薄。史湘云，出场即是谜，结局更是谜
。书里书外，她和脂砚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刘心武先生却耐心平和，娓娓
道来，为你一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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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其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视为“伤痕文学”发轫之作；长篇小
说《钟鼓楼》《四牌楼》分别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一九九一年起涉
足红学研究，并从二零零五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
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共六十一集，反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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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书籍目录

贾宝玉篇  第一章  玉石之谜  第二章  贾宝玉人格之谜（上）  第三章  贾宝玉人格之谜（下）林黛玉篇  
第一章  林黛玉家产之谜  第二章  林黛玉血缘之谜  第三章  林黛玉眉眼之谜  第四章  黛、钗关系之谜  第
五章  林黛玉险境之谜  第六章  林黛玉沉湖之谜薛宝钗篇  第一章  薛宝钗选秀之谜  第二章  薛宝钗红麝
串之谜  第三章  薛宝钗情爱之谜  第四章  薛宝钗雪洞之谜  第五章  薛宝钗审黛之谜  第六章  薛宝钗结局
大揭秘史湘云篇  第一章  史湘云出场之谜  第二章  史湘云寄养之谜  第三章  史湘云定亲之谜  第四章  史
湘云金麒麟之谜  第五章  史湘云结局大揭秘  第六章  史湘云脂砚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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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章节摘录

版权页：其实关于出现在楔子（这部分文字在甲戌本《红楼梦》里才有）里的“石兄”，他不可能是
《石头记》的作者，而且曹雪芹也不可能只是披阅增删的编辑者，脂砚斋在批语里有非常明确的申述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狯已甚。后文如此
妙处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括弧里
的字是原抄形误，经红学专家校正的，为避免琐碎，以后不再加这样的说明。）我说《红楼梦》具有
自叙性、自传性，但是它的文本并不是用一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那样的口气来写的。我们现在写白话
文，讲究叙述人称，一般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用第二人称的比较少，也有两种或三种人称混用的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还没有关于叙述人称的这些个文学理论，但他的叙述文本却非常高妙
。我认为，他设定一个天界的石头，说它到人间经历一番以后，又回到天界，回去后石头上出现了洋
洋大文，这样一来，既避免了一般以“我”的口气讲述的主观局限性，又避免了一般以“他”的口气
讲述的客观局限性，使得整个文本呈现出梦境般的诗意。那么，既然贾宝玉并非石头下凡，他怎么又
自称跟林黛玉的缘分是“木石前盟”呢？贾宝玉在天界——跟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不同的一处空间，
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住在赤瑕宫里。赤瑕，我在讲妙玉的时候其实已经顺便讲到了，你还记得吗
？就是有红色疵斑的玉石。脂砚斋批注指出，这是病玉。贾宝玉在天上就不是什么无瑕美玉，曹雪芹
这样设计，是有深刻意蕴的，跟后来贾雨村说贾宝玉也属于正邪二气搏击掀发后形成的那种秉性是相
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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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编辑推荐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精华本2)》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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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精彩短评

1、这一本解读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薛宝钗的解读的最好，经这一解读，她的性格
更立体了。刘心武虽然有些地方解说得特别牵强，很多猜想的部分，不过能让我们这些非专业的读者
有更多的参考，也算是很大的贡献了。
2、拜读此书后，不得不惊叹刘心武老师研究的好透彻啊！不过不同意刘先生所说枉凝眉暗指史湘云
的。
3、第一次看揭秘红楼的书，看完想再读一遍红楼梦。
4、这本比精华本1好很多，倒不是说内容上，而是里面缺字的情况大为改善，精华本1里面不出现的字
这本里都有了。看到后面发现又缺字了！！！
5、解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
6、渐入佳境。
7、人与人之间短兵相接，有时候和狗狗没区别。
做朋友做爱人，总有一位要先亮出肚皮示真心。
就算终有一天翻身起步各走各路，铮铮铁骨，也曾四脚朝天任君宰割过。
8、精华本2
9、逻辑成立 但是会否过度解读呢？                    有赞成的地方却也有不认同之处！不敢相信林妹妹沉湖
之后 宝玉会如此平淡！紫娟诓一句就半死了，要么有其他隐情要么就是解读偏差。 时而会想，或许
是曹雪芹自己也没办法面对八十回后的惨淡经营？所以不再忍心泣血记悲歌⋯⋯可能最为期待的是林
妹妹的死亡悲情。
10、红楼梦真是雅俗共赏，门外汉看故事，红学家看细节，怎么看都是一个好看，研究了再研究，怎
样都不过瘾。书中很多看法我都挺信服的，也许今后真有什么人拿着曹雪芹所著后几十回出来，那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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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精彩书评

1、文/红V《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启蒙书，我前前后后认认真真看了不下于5遍，每次回家都会翻一翻
，而每一次重温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红楼梦》的魅力和伟大之处呀。包含的内容很广，有
封建社会的政治缩影，有美食服饰文化的描写，也有涉及基本的道德规范，各种人物的心理性格描写
更不用说，真真儿是包罗万象。下一次重温时我又会有些什么新感受呢？我也好期待呢！所谓爱屋及
乌。因为爱《红楼梦》，所以爱看跟它相关的书。《红楼梦》的研究颇多，在国内外也兴起了红学，
关于它的书也是数不胜数。常常就听起人们说起脂砚斋本，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俞平伯的评说红
楼梦，以及刘心武解红楼梦都是不错的深入了解红楼的资料，大学时也有零星翻过点分析《红楼梦》
诗词以及红楼人物取名的书， 但是这几本有名的，只是偶尔跟人谈红楼的时候，他们多少会提到里面
的观点，但我自己，还真没看过。《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精华本系列共有四本，精华本二主要是分析
宝玉、黛玉、宝钗、史湘云的。哈哈，刚好想先从这几个重点人物下手，正对我口味。因为对《红楼
梦》的情节已经相当熟悉，甚至有的标题我都可以脱口而出了，所以我开读这本前并没有先读通行本
的《红楼梦》。这也是我想跟大家提个醒的。建议在对红楼很熟悉的情况下来读这本。贾宝玉篇以往
我看《红楼梦》时，重点关注的是我心爱的林妹妹，史湘云以及不那么喜欢薛宝钗之辈，对于这个重
要角色还真的没特别关注过。总体的印象反正是，纨绔子弟，喜欢和女性厮混，厌恶科举，经常被家
罚。但是并没有把他上升到反封建反政治的层面上去。刘心武对宝玉的解说，让我对宝玉的人物了解
深刻不少。1、玉石之谜神瑛侍者、女娲补天剩石、通灵宝玉以及宝玉，这四者的关系你弄清楚了吗
？很多人把他们统统视为宝玉，其实不然，女娲补天剩石，也就是青埂峰下那跛脚道士谈论的那块顽
石，落入凡间后就是通灵宝玉，而凡间的宝玉则是仙界神瑛侍者的化身。宝玉天天挂着的、被贾母视
为命根子的，就是通灵宝玉。通灵宝玉上刻的字，就是宝玉的故事。所以说通灵宝玉是宝玉故事的载
体。2、人格之谜通常人们把贾宝玉视为反封建的象征，但是刘心武觉得宝玉是能算是反当时社会政
治的象征，比如他反对考科举，讨厌当官从政，但是对于一些非政治的封建价值观，尤其是封建社会
里的一些伦理观念，他还未必反对。刘心武觉得具体可以从宝玉关注社会边缘人和关爱女性的角度来
理解。贾宝玉和秦钟、柳湘莲、蒋玉菡之间，露骨点说，就是同性恋。gay和lesbian现在都还没完全被
认可，在当时更是不被社会主流认可的。但是宝玉却不认为这是多么出格的事情，该往来的往来，甚
至被贾政打得屁股开花也在所不惜。同性恋其实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一直都是“地下”进行的。曹
雪芹借贾宝玉这一形象号召我们去关注、理解这么一个社会群体，去接受这么一种不符合社会伦理的
价值观，也算是意识超前的。关爱女性这个我不大认可刘心武的观点。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反封建的表
现。重男轻女，男权社会由来已久，而贾宝玉流传很广的那句“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
肉，我见了男子便浊气逼人，见了女子就觉得神清气爽”，就是典型的反封建表现。3、贾宝玉人格
的五个层次1.纨绔子弟本色，以我为主2.爱吃胭脂，以轻薄调笑解闷3.享受友情，渴望平衡4.坚信木石
姻缘，专一纯洁的爱5.追求诗意生活，能以真情对无情刘心武这五个人格层次分析有点乱，个人觉得
也不具有代表性。看看就好，但是为了佐证这5个层次他所引用的原文，对我们深入思考还是有启发
作用的。林黛玉篇刘心武从血缘之谜，眉眼之谜、黛钗关系、险境之谜、沉湖之谜来分析黛玉的人物
形象还是蛮有意思的。据他考究，林黛玉和贾母的原型，是亲孙女和亲奶奶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
有贾母在的一天，就会罩着黛玉一天。所以他认为高鹗的宝玉和宝钗在贾母生前结婚的续写是觉得违
背了曹雪芹的本意的。看过那么多遍通行本《红楼梦》，我最爱的人物一直都是林黛玉。但是在看刘
心武揭秘之前，我对于黛玉更多的是一种怜爱，而今，变成了真爱。黛玉这个人怎么说呢？我好多朋
友对她的印象是，哭哭啼啼，体弱多病，性格敏感，嘴巴毒，但是我颇喜欢她，是因为她活得率性而
真诚。她说话是不大好听，就算寄人篱下，还是一是一二是二，是什么就说什么，因为这样也经常得
罪人，不讨人喜欢。但总好过拐弯抹角和虚伪。这样坦诚布公的黛玉，个性鲜明，尤其是在那样一个
环境之中，说真话做自己更不容易，所以深得我心。刘心武对于险境之谜和沉湖之谜的揭秘我比较认
可。他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来形容黛玉的生存险境。王夫人和薛姨妈是螳螂，赵姨娘是黄雀。前
者是为了上宝钗上位，后者是为了让贾环上位。所以黛玉活脱脱成了瓮中之蝉。而沉湖的猜测，则是
源于还泪说，这个很容易理解，不多说。薛宝钗篇薛宝钗是符合传统审美的女性，大多人估计都觉得
她超级会做人。我之前真的是因为扑蝴蝶章节她陷害我心爱的黛玉一直不大喜欢她。今日看完之后觉
得，圆滑一点并不是心机，她的价值取向我不大赞同，但是薛宝钗在那个位子上也不大容易。简单明
了的说就是，你可以不认可不接受一个人的价值观，但是你不能不尊重TA的价值观。薛宝钗毕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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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个有理想的人。所谓的“金玉良缘”，那块玉并不就是单指宝玉，也可以指皇上玉玺之类的。刘心武
是觉得，薛宝钗醉翁之意本在进宫选秀，但是出乎意料地落选了。后来因为元春在端午节赐礼时，赏
给宝玉和宝钗的礼物是一样的，有意成全”金玉良缘“之说，所以她也算是”将就“地开始去爱宝玉
。因为她有飞上枝头的宏图，所以对于之后她希望宝玉考科举走上仕途之路也是可以理解的。史湘云
篇史湘云是那种典型的只见当着人笑不见当着人哭的那种。所以外人对她的印象，一般是大大咧咧，
性格活泼外向。殊不知她的遭遇其实还是挺惨的。父母去世后寄住在伯伯婶婶家，常常要自己做些手
工活，远不如在贾府这么自由洒脱。想想，这么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人，没有长残反而比较乐观外向，
是何其不容易啊！刘心武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金陵十二钗中为什么唯独只有史湘云没有一个专门的章
节来写她的开场以及开场也不是像黛钗王熙凤那样的极具特色。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没有特地给史
湘云一个很好的开场，但是她的人物形象却深入人心。刘心武是觉得，史湘云是曹雪芹比较亲近的而
且不愿意去花太多笔墨虚构的人物。因为太爱，所以想尽量真实地去写。场面就不会如宝黛出场那样
精心细描。刘心武讲的很多观点还是很有意思的，看的时候帮我打开了另一条思路，但还是很喜欢自
己去看通行本，从里面的对话去感受人物心理，人物性格，反正我觉得这样去读很好玩也很有意思。
所以每次读兴趣仍未减。红楼梦曹雪芹究竟是写完了还是没写完，这个也一直有争议。刘心武分析了
大量的脂砚斋本资料，觉得是写完了，但是后面的稿件是弄丢了。我不像那些学者极度关注曹雪芹写
没写完，我只关注这本书好不好看，对社会有些啥意义。有我就看，没有我也不牵强附会地扯些有的
没有。昔日读三毛时，她把红楼至少读了1000遍，我又能读多少遍呢？反正喜欢就读呗，管他多少遍
呢。我估计这本书我会活到老读到老的，你会跟我一起来读《红楼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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