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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内容概要

《图说天下: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
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揭示了封建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塑造了一批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
的女子的鲜活形象，展示了极其广阔的生活空间，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趋势。
作品歌颂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和违背封建礼教的爱情，初步体现出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人权平
等的人文思想。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在写出封建大家族没落的同时，也流露出惋惜和感伤的情绪
，使全书蒙上了一层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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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
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
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
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
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
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
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
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
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人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
者了然不惑。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
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
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已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
，坐于石边高谈阔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
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
“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
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
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
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
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
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
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
。”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
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
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
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
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
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
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
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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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若说没有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没有奇缘，如何心事
终虚化？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
，怎经得起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
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有你一分成绩，所
以有趣。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和社论实况，都是极重要的，我们对于书籍
之浩瀚，应该欢喜谢地，不应该厌恶他。　　——梁启超　　一种文化有了深厚的根，才能吸收外来
文化。唐朝民间佛经数十倍于儒经，但中国文化并未变成印度文化，因为我们有那么强有力的文化根
基。宋朝佛教理论上为什么没有什么发展，因为它已经融化在我们的文化中间了。今天我们要吸收西
方文化，前提是必须很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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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不错 只是字小了。。。
2、字体太小，看了费劲
3、四大名著经典中的经典，值得收藏。
4、看了一部分，字太小，很不舒服。
5、字体是有点小，可不是价格便宜吗？还能看。确实有点不舒服是真的
6、书的字太小了，我怕会影响我的视力。
7、这一系列的书籍很好，意思也很明确。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有图解的说明，比较有意义。
8、字太小了，看着难受
9、字体过于小
而且书的印刷在纸张上没有足够的天与地
感觉非常拥挤
失望
10、对比起图说天下整个系列的书来说，这一本算比较差的.图没有其它的丰富之外，主要是文字比较
小，看起来费神.还有就是没有相关的评论，实在差强人意
11、还是挺真实，但是可能不懂得欣赏吧，还是觉得没有传说中的那种高度
12、终于买全了
13、在家待产时节，在家搜得此书，看了两三遍，此遍着重在于理清人物之年岁，岁月之增添，黛玉
七岁进贾府，与宝玉一起长大，经4年至11岁间，十三岁的宝钗才来，80回里所经大约十个年头，到了
不过十八岁。但此书言辞衔接之间不大妥当，想必是版本问题。
14、字不是一般的小！建议在阅读时带上放大镜，最好再备上一瓶眼药水！
15、字太小，伤害视力，排版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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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红楼梦》如同一支深沉哀婉的悲剧交响曲。它的悲剧触及到人生的个个层面，其中宝玉与黛玉
的爱情悲剧成为了本书的主声部。　　　　贾宝玉因无法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自己理想的寄托，他只有
把少年的旺盛精力转移到爱情方面来。无奈这种转移难以躲避家族对其生活的限制。贾府把贾宝玉作
为第三代的接班人，对其未来配偶的要求也自然不低。贾府的当家奶奶“德言容功”需为百里挑一，
更关键的是门子向贾雨村讲解护官符中提到的后台要硬、家底要厚实，以持续四大家族“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裙带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娘家为江南富商，且是挂着“待选”美誉的薛宝钗显然比
父死母亡、故宅家产都成了悬疑案的“无根浮萍”林黛玉更为理想。而对于看不惯官场舞弊和人情买
卖而逃避到脂粉堆里的贾宝玉，他对“金玉良缘”背后的利益关系应是极端反感的。　　 反感归反感
。在封建时代，想不通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单单靠呐喊就能拼出一片解放区的天的失败例子是数不胜
数的。即使取消了封建帝制，步入民国，弱小的个人力量遇到强大的传统势力，依然会在抗争的瘾过
了之后，陷入无奈的、绝望的、束手无策的悲剧循环中去。如鲁迅笔下的“涓生”与“子君”。而贾
宝玉作为含着金汤匙毫无忧虑感的豪门少爷，他缺乏为实现个人目的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的能力。仅
贾政用过一次的板子，王夫人略略发飙就闹得大观园鸡飞狗跳，晴雯被逐、芳官被卖的例子，贾宝玉
除了暗暗腹诽两声，再撘篇祭文走走过场，也没有什么能耐了。再谈黛玉，她有多少自我救赎的能力
？笔者甚不看好。首先，林黛玉不通人情世故。年纪小小，父死母丧，寄人篱下，环境的势利与人心
的复杂，使她自矜自重，敏感戒备，也同时将自我保护的意识趋向极端化，宛如一个小刺猬，让人觉
得难以亲近。她也确实难以亲近。史湘云乃贾母的侄孙女。生性豁达率性，具有魏晋风骨，大观园里
最好与人相处的人，都一度与她怄气生嫌隙。而一些能在主子面前说上话的红牌下人如周瑞家的（王
夫人的陪房），李嬷嬷（贾宝玉的乳母），也没少被林黛玉当众揭短，宛如当面打脸。如此种种得罪
人的事儿在贾宝玉眼里，许是真情真性、反叛抗争的闪光点，而在一群“事妈”拥簇的荣国府，恐怕
林黛玉在大部分人心里得的都是“刻薄”、“尖酸”、“小心眼”的负分差评。作为贾府接班人的贤
内助，她起码要出于人前富贵得体而不幼稚矫情，世事洞明而不落人话柄。试看薛宝钗每每在大场面
亮相的范儿，她与林黛玉御人能力孰高孰低即一目了然。其次，林黛玉不是婆婆盘里的菜。凡在中国
，饮食男女，步入婚姻，婆媳关系堪称一块关系爱情长久的试金石。林黛玉从开场到第八十回结束，
没有入过王夫人的“法眼”。林黛玉初进贾府，王夫人给她打了一剂“预防针”，“我有一个孽根祸
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你只以后不要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染他的。”俗话说“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林黛玉的性情直率、喜怒皆流于面，易与人产生摩擦与嫌隙的特点，哪里逃得过老姜
汁子炼出来的王夫人的眼珠子？再者，贾政对黛玉似乎也无重视的表现。贾赦亦然。林黛玉初入宁国
府拜见大舅舅，贾赦推脱身体不好避之相见。两位舅父尚且如此，身为舅母的王夫人对她更无什么真
挚的关怀，偶尔关心林黛玉的病情，口气敷衍，不过是问问吃哪家太医的药好些。她还起意过将林黛
玉过生日用的新衣服来妆裹投井的金钊。包括她对晴雯的厌憎话中影射了对林黛玉的不满：“上次我
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
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虽然贾母尚健在，于宝黛婚事方面轮不
到王夫人做主。然王夫人有一道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王牌——她亲生的元妃，已通过省亲后赐下的红麝
香串，透露了她属意于宝玉与宝钗为一对的心意。再者，林黛玉缺乏经济装备和持家能力。荣宁二府
权势显赫，又有贾元春贵为凤藻宫尚书，后加封为贤德妃，但是人情支出繁多，婚丧嫁娶注重排场，
老爷太太小姐哥的及二道主子三道主子一律吃穿用度奢侈浪费，屡屡超计划用银，加上种种不时之需
⋯⋯表面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贾府，实际已是入不敷出。所谓持家之道不外乎“开源节流”。除了
王熙凤以权谋私放放高利贷，贾府的经济来源除了朝廷俸禄，主要是收取地租。当黑山农庄乌进孝年
前来交租，贾珍看到折银二千五百两的账单子，却是皱眉道：“这够作什么的！”凤姐也对平儿坦言
过贾府的经济吃紧“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即使有探春大刀阔斧，开创
了大观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省下来的几百两银子，也不可能填满贾府无底洞的
欲壑。偏巧林黛玉在财务方面是不通的。虽说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祖上“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本人是巡盐御史——清代最肥油的美差。可惜林黛玉身为独女。按照清朝的财产继承法，林黛玉
非嫡庶子男，在处理父亲的遗产方面需与堂族弟兄分割。而护送她奔丧的贾琏，免不了从中发一笔雁
过拔毛的横财。可怜林黛玉对此从未有过留意，甚至过问。在这方面，薛宝钗的娘家贵为皇商，用着
国库的资金，替宫廷采办物资。旗下生意还包括当铺、药铺以及其他商铺。她自幼耳濡目染，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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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府、理财能力远在常人之上，分析探春的管理思路也能一针见血切入要害。笔者若立于荣国府的角
度，亦认为她比黛玉更适合“宝二奶奶”的位置。这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了。作为理想，人人都渴
望宝玉与黛玉的爱情修成正果。人人亦渴望拥有宝黛一般缠绵悱恻、生死不渝的爱情。哪怕天下均拥
护“金玉良缘”,俺念念不忘的只是青梅竹马、无关利益、心有灵犀、相知相悦的“木石前盟”。因为
这番青梅竹马、无关利益、心有灵犀、相知相悦正是宝玉与黛玉恋爱的基础。而这种超越了金钱、权
势、世俗、礼教等束缚的爱情描写正是《红楼梦》高于中国古典言情小说的地方。它既不像鸳鸯蝴蝶
派以一见钟情即情定山河的夸张与虚无面目出现，也不同于明清艳情小说里的皮肉滥淫渲染之后空洞
地进行道德说教。《红楼梦》里的爱情是现实性的，永恒性的，刻骨铭心的，直逼每个成年人内心空
洞的知己之爱。　　　　如《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一篇中，
贾宝玉为晴雯含沙射影谴责他与袭人的暧昧关系时动了大肝火，林黛玉前来表面劝解袭人，暗里偏向
着晴雯，去逗趣袭人话里犯人所忌讳的“死”字：“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宝玉
顺口接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这番小儿女的调笑言辞乍看似与袭人调笑。仔细品味，乃是宝玉
借机向黛玉吐诉心声。呜呼！宝黛的爱情在“只有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点”的贾府里可谓是一株出污泥
而不染的莲花。此莲花般纯美的的柏拉图之恋只能是烟云一梦。在现实世界里，两个仅仅满足于当前
的花前月下，却无法为未来的生活做出正确规划与实际行动的情侣，终了是要饱尝离别苦，免不了是
意难平。这种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结局，亦表明了在传统国人的思维里，为了爱情而付出太多挑战、
割舍和牺牲，是何其冒险的事情。无论是在《红楼梦》的年代，还是在当今时代，从自由恋爱走向婚
姻经营绝对具有危险性，其中有大量的成长的功课需要情侣们敢于去学习，敢于去付出、敢于去忍受
、敢于对抗人性的种种软弱与惰性，还要敢于面对无常的命运和沉重的人生。否则注定只能开花而不
能结果。宝钗早早意识到了，所以她为了目标不停地经营关系，终了“好风颇接力”，成为了贾府上
下均认可的“宝二奶奶”。而宝玉与黛玉虽有美好的感情基础，却像两个旱鸭子在岸边不停地谈论诗
词、歌赋、谜语、风花雪月，就是迟迟不肯下下水。当林黛玉魂归离恨天之后，贾宝玉到潇湘馆悼祭
，曹公用了三个“哭”来形容贾宝玉。初始是“不禁嚎啕大哭”，随后是“哭得死去活来”，终了是
“哭得气噎喉干”。宝玉哭声，应是充满了他对黛玉的忏悔吧。可是，除了哭泣与祭念，素性软弱的
贾宝玉除了以诗文和记忆而怀旧，还会做什么呢？笔者倒不认为他会为爱情而出家为僧。高鹗在续书
中将贾宝玉的结局虚拟于贾府获罪抄家，树倒猢狲散。宝玉经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最终“了悟”地
撒手红尘。然联系贾宝玉的性情与脂砚斋的点批，贾宝玉应是家败之后，妻离子散，破落为更夫一流
，尝尽了“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之苦。最终无力于生计和苦难，选择出家来救赎自己。非为爱
情，而是再一次因理想败于现实而选择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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