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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传》

前言

清初的大诗人吴梅村，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叶君远弟子80年代初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开始作《吴梅村年谱》，历时五年，到1985年写成，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君远弟又完
成了《吴梅村诗选》，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样长期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君远弟又写出了
《吴伟业评传》(以下简称《评传》)，要我为此书作序，我自无可推托。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认真
地读完了这部排印稿，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部力作，在吴梅村的研究上，可说是一个里程碑
。    前面讲过，吴梅村研究是一个难题，那么写评传更是难中之难。因为做研究你可以就其某一点来
进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范围缩小了不少。但作评传就必须全面深入研究有关吴梅村的一切
问题，不能有所回避。我看这部《评传》，就是对梅村的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一个巨大的综合研究
的成果。    这部《评传》的特点之一，是充分地再现了传主所处的历史环境，使人物完全在他的时代
环境里活动，从而使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吴梅村。    梅村的时代是很难描画的，矛盾太多，
太错综复杂，下笔很难。但作者却有条不紊地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描画。吴梅村时代的社会矛盾，一是
阶级矛盾，这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与明皇朝的矛盾；二是民族矛盾，这就是以
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为代表的后金(后改为大清)与明皇朝所代表的汉族政权的矛盾；三是明皇
朝内部的派别斗争，这就是在野的复社、东林党与阉党、官宦腐朽势力的斗争。这三种矛盾时涨时落
，此起彼伏，不断影响着整个局势。到后来清军人关则又是民族矛盾高涨。清统治者用血腥的手段将
民族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后，随之而来的又是科场案等大狱的不断兴起，整个社会充满着恐怖与不测，
实质上仍是民族镇压的变换方式。吴梅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中，所以要写吴梅村，就必须
把上面这些矛盾充分写出来。如果撇开了这些矛盾而单写吴梅村，那这个吴梅村就是脱离了具体时代
的吴梅村。脱离了具体时代，吴梅村就将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吴梅村了。    叶君远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
很见功力的，以上这些矛盾他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取得较深的理解。从而使《评传》里的吴梅村，一
直是生活在他的特定的历史氛围里，于是这个吴梅村的一举一动，一诗一文，都显得是很自然，是很
可以理解的了。    所以我认为这部《评传》的突出成功之一是对于时代的深刻而精确的描述。    《评
传》的特点之二是对吴梅村的一系列的事情和诗文做了精到的确切的考订，从而纠正了历来的错误，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例一是吴梅村在弘光朝拜少詹事的时间。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顾师轼与
日本人铃木虎雄的《吴梅村年谱》都系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乙酉，1645)。《评传》据谈迁的《国榷
》和吴梅村的自述，证明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二十九日，从而纠正了以往诸家的错误。例二是关
于《永和宫词》的作年。顾师轼把它定在崇祯十五年，即田贵妃的卒年。这与此诗的内容不合，《评
传》作者指出：“诗中在田贵妃死后接着还写到了崇祯帝的死以及田贵妃和崇祯相见于黄泉”等情节
，故《评传》作者考定此诗作于弘光元年二三月间。其考证精密有力，无可怀疑。例三是关于《圆圆
曲》作年的考定。顾师轼系此诗作于顺治元年，程穆衡系于顺治十六年，铃木虎雄则“疑作于顺治十
六年以后”，以上诸说，皆与事实不符。《评传》考定此诗作于顺治八年吴三桂进军四川之前，具体
时间是这一年的初冬。作者考订精密，确然无疑，其考订文字甚详，此处不录，读者可按《评传》原
文。例四是考订《绥寇纪略》作于顺治九年嘉兴，这个初稿本后来又经修改补充，但直到他去世，此
书未能问世。后人将其付刻，已有改动，今所见之本，已非原貌。且此书初名《鹿樵纪闻》，后人付
刻时，定为《绥寇纪略》，而现今所流行的《鹿樵纪闻》，乃是后人托名伪作。例五是关于《鸳湖曲
》的作年和作意的考定。程穆衡、顾师轼、铃木虎雄均将此诗系于顺治四年，皆误。据《评传》考订
，应为顺治九年。此诗作意，昔人都以为是凭吊怀旧之作，程穆衡说是“痛昌时见法”，靳荣藩说是
“以吊昌时为主”，今人黄裳说是“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以上诸说，《评传》认
为都非事实。吴梅村在《复社纪事》一文中细摘吴昌时劣迹，说“来之(吴昌时字来之)不知书，粗有
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比阳羡(指周延儒)得志，来之自以为功，专擅权势，阳羡反为所用”
，“御史发来之他罪，首臣为所累，与俱败”，等等。且《鸳湖曲》的作年与《复社纪事》接近，而
曲中“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石季伦显然是指吴昌时，则“休嗟石季伦”寓意甚明。
《评传》于此诗考订甚为详密，读者可以复按。例六是对《贺新郎·病中有感》一词作年的考订。以
往论者多将此词说成是吴梅村的临终绝笔(康熙十年)，然此词谈迁《北游录》已有收录，谈迁卒于顺
治十四年，故此词决当作于顺治十四年之前。经《评传》作者考订，定为顺治十年秋吴梅村受征召之
后不久所作。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十分准确的，《评传》的详细论述和考订，这里不再重复。    《评传
》的特点之三，是在评述吴梅村的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一是要有实事，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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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传》

根据，也即是史实。这一点，《评传》引用的史实是相当充分的，我读完全稿，感到最突出的一点，
是作者完全凭事实说话，没有虚夸之词，没有无根之谈。二是即使有了史料，也不能随意夸大，随意
解释，只能按照史料所含有的内容来解释，解释超过了史料本身的内涵，也就成为一种浮夸之词，也
就华而不实了。但评传作者用笔甚严，绝无此种现象。三是史料的内涵解释过头固然不行，解释不透
，不能尽发其蕴，也同样是不行。《评传》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周密而有深度。上面所列举各项
，都是《评传》作者对史料或传主的作品做了充分的深研后才做出的新的准确评断，这是非常难能可
贵的。    《评传》特别可贵之处，是对梅村仕清前后的有据有理、鞭辟入里的分析，真正做到了恰如
其分、恰到好处。关键是《评传》作者对梅村的时代(包括时代的种种矛盾)、对梅村其人的思想出处
以及他所交往的人物的思想出处，都已经有一个透辟的了解，不是摸不透，而是摸透了，这样，分寸
也就掌握得准确了。读这部《评传》，只觉得根据吴梅村的思想修养、环境遭遇、性格特征，似乎他
只能是最后走投无路而椎心出仕；而椎心出仕之后，又必然是耿怀难忘，永世负罪，良心上永远得不
到平衡。实际上在吴梅村的面前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像黄道周、陈子龙、杨廷麟等一样不屈而死。要
想不死也不出仕，让历史放过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如果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
人也许可以侥幸，但他是得不到这份侥幸的，可吴梅村自己却一直在盼望祈求有这份侥幸，所以终于
他落空了。    但吴梅村毕竟还是吴梅村，而不是钱谦益，不是王铎；毕竟他自然地与黄道周、陈子龙
、杨廷麟区分开来了；同时也自然地与钱谦益、王铎等区分开来了。《评传》对吴梅村所走的道路写
得自然而逼真，让人们感到：这真是吴梅村。    1999.4.10于京东日住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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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传》

内容概要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首《圆圆曲》既概括了秦淮八艳之陈圆圆的生命史，也写出
了一段惊魂的风流往事。拨动这哀弦的，就是明清之际的悲情诗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
吴梅村崇祯四年中进士，蒙皇帝赏识，荣极一时。但大明江山不久覆亡，被逼出仕清朝，以致痛悔终
生，晚年屡叹“误尽平生”。诗人六十四年的生命是如何演绎的？其风华绮丽的“梅村体”是如何“
掬伤心之怀抱”，承载那人生之无限苍凉的？这部传记以细腻的笔触体贴诗人的隐衷，通过一个人的
遭遇解读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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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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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第一章 童年时代（十六岁以前）童年时代 十六岁以前一 家世明朝万历三十年(1609)五
月二十日(以下凡月日均采用阴历)，一代著名诗人吴伟业诞生在江南太仓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中。
据说吴伟业的母亲朱氏临生产时，梦见身穿大红衣服的官府差役喜气洋洋地送来了一副牌匾，仔细看
去，原来是明隆庆五年(1571)会试的第一名邓以赞高中的喜报，就在这时，她腹中一阵躁动，生下了
伟业。这段传闻在吴伟业去世以后被弟子顾湄写进了《吴梅村先生行状》之中，不知是得之于吴伟业
生前的自叙还是得之于其他什么人，真假莫辨，想来杜撰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一个几十年前的会试第
一名，既难称当世名贤，也非乡里人望(邓以赞是江西新建人)，朱氏知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一个人物
都是疑问，更不用会梦见他了。不过，即使没有朱氏这一个预示吉祥富贵的好梦，吴伟业的诞生也同
样让吴家上上下下欢天喜地。添丁总是让人高兴的，何况在吴伟业诞生以前，居住在太仓的吴家的这
一支脉人丁寥落，对于家族兴旺的期盼正非常强烈呢。吴伟业父亲吴琨弟兄两人，他是弟弟。哥哥吴
瑗一生没有儿子，而吴琨的原配陆氏也没有生下儿子。伟业的母亲朱氏是吴琨的继配，生下伟业时已
经二十四岁，而吴琨已经二十六岁了。可以想见，伟业的诞生让“望子心切”“望孙心切”的父母和
祖父母是如何的欣慰了。家中洋溢着一团喜气，从祖母汤氏到伯母张氏(吴瑗的继配)都跟着一起操劳
忙碌，悉心照料着吴家的这个长孙、长子。浓浓的喜气中融合着殷殷的希望。“伟业”这个名字不知
是落魄一生的祖父所起还是年已二十六岁却连秀才也还没有考取的父亲所起。不管是谁所起吧，其中
所寄托的那一份希冀、那一份期待则是显而易见的：盼望他长大以后能够成就一番了不起的功业，以
光大门楣。振兴家业，使日益寒窘的吴氏家族重新追寻回往日的显赫与荣光。后来给他起字“骏公”
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吴氏家族确实曾经有过一段让家族成员感到荣耀、乐于向人追述的历史。吴伟
业的祖上原本是河南人。他的七世祖字子才，名无考，大约只是个普通人。元朝末年，为了躲避兵乱
，从河南迁居到苏州府昆山县积善乡。他的六世祖名埕，字公式，一字式周，由于早亡，也没有建立
什么名声。可是到吴伟业的五世祖吴凯就开始发生变化。吴凯，字相虞，号冰蘖，是吴埕的遗腹子。
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吴凯自幼勤奋好学。考上秀才以后，由于擅长书法，被选拔参与了《永乐大典
》的修纂。书成，获赐金币而归。后来贡人国子监，中顺天府乡试。明宣德年间，被授以刑部广东司
主事，改行在云南司，再改礼部主客司主事。后母亲年老辞官归里，从此再未出仕。吴凯风度翩翩，
持身恭谨严肃，而且精敏干练，故颇得乡里称誉。昆山名人、做过吏部左侍郎的叶盛就曾说过：“乡
里做官，前辈当法吴丈，后辈当法蕴章。”吴丈指的就是吴凯。吴伟业的高祖名愈，字惟谦，号遁庵
，是吴凯的第三子。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三十二岁时考中进士，被授以南京刑部广东司主事，进
阶郎中。弘治五年(1492)升为四川叙州知府，在任十二年，颇有政绩。其后擢拔为河南右参政，第二
年便致仕归。自此优游林下二十余年，八十四岁卒。吴愈性谦和，喜交游，所往来者多当时名士。著
名画家文征明就是他的爱婿。在吴愈赴叙州知府任的那一年，文征明的父亲文林为他作文以送行。画
家沈周为绘长卷并题短歌，书法家祝允明则在长卷上作序。此外，当时以词翰著名的文人如朱存理、
刘嘉绾等也纷纷在长卷上题写了赠行诗。由这一件事就可以想见吴愈当年的地位声望与文采风流了。
一百多年以后，吴伟业晚年偶然从某当铺得到了沈周所绘长卷，激动不已，浮想联翩，写下了七言古
诗《京江送远图歌并序》，他为有这样的“儒雅倾当代”的祖先感到无比自豪。 吴伟业的曾祖名南，
字明方，号方塘，是吴愈次子。由于吴愈的弟弟吴惠没有子嗣，因而过继给吴惠。吴南被赐内阁中书
，后官鸿胪寺序班。从吴凯至吴南，吴氏三代仕宦，成为昆山望族，因此复社领袖张溥在给吴伟业祖
母汤氏所献的祝寿文中说：“溥又闻吴氏为昆阳上族，先生(吴琨)祖裔多公卿钜人。”这是一段让吴
氏家族成员引以骄傲、无限追怀的家族史。可惜吴氏家族的好景不长，到吴伟业祖父时，家道一下子
就中落了。吴伟业的祖父名议，字子礼，号竹台，是吴南的次子。他的哥哥名谏，弟弟名诰，兄弟三
个都没有取得功名。不过，祖上三代做官，积聚的财富按说也足以让他们坐享其成，过上优裕的生活
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保住家产。吴伟业幼年时曾经听祖父和祖母讲述家产败落的原因——吴伟业
的祖父和叔祖吴诰因为是庶出，在家中没有地位，不能当家，家中财产全部掌握在伯祖吴谏手中。嘉
靖、隆庆年间，倭寇入侵，经常骚扰昆山一带。吴谏用家财招募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和倭寇转战于
太湖、三泖之间。不幸战败，其左右皆死，吴谏也受伤，被一士兵背回，虽然免于一死，可是家产却
已耗尽，显赫一时的昆山吴氏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了。吴伟业的祖父后来不得不入赘给
居于太仓的琅王牙王氏，叔祖也离开昆山，迁来太仓。伟业幼年时见过这位叔祖，既衰老又贫苦，十
分可怜，靠给人占卜勉强度日。由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吴氏家道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从吴伟业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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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吴议入赘王氏开始，吴氏这一支就定居太仓，成为太仓人了。吴谏则迁往苏州。吴议对大哥吴谏的
所作所为一定很不满意，因此从此两家就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吴伟业中进士后，荣归故里，路过苏州
之时，听人说起，才知道自己还有个伯姑(吴谏的女儿)。他曾前往探望，那时，其伯姑已经七十三岁
了。伟业回到家里，向家人说起这件事，他的父亲和伯父也才知道还有个伯姊在世。吴伟业的父亲吴
琨，字禹玉、蕴玉，号约斋。他善于写文章，在应试的读书人中颇有些名气，张溥说他当时“文名震
动江介”，固然有夸张成分，但也不会完全是信口胡言。他还颇有几分豪爽之气，结交了不少当时的
名士，例如上面提到的复社领袖张溥、崇祯朝官至首辅的周延儒、官至兵部右侍郎的李继贞、官至中
允的李明睿就都与他交厚，在吴伟业成长与科举的道路上，这些人后来都曾给予过提携与帮助，这大
概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只可惜他本人的命运不济，屡试不中，吴伟业出生之后四年，才考中秀才，那
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了，此后便与举人、进士无缘。而伟业之后又添了伟节、伟光等孩子，负担愈来愈
重，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支撑，家中经济状况愈来愈拮据。他别无谋生手段，只得以授书为业。
好在他小有名气，聘他做塾师的大户人家不少。他是谁家聘请就到谁家任教，没有固定场所，经常要
变换地方。吴伟业小时候随父亲读书，就至少换过四个家塾，可见转换之频繁了。对于吴家来说，这
是一段艰辛贫苦的日子，后来伟业的母亲向伟业提起这段生活，曾伤心得潸然泪下。重振家业，恢复
往昔的显赫，成了吴伟业祖父和父亲纠结于心、挥之不去的梦。当这个梦在他们手里实现的可能性变
得越来越渺茫时，他们也就越来越殷切地把它寄托在儿孙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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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真正做一点点学术研究，是从读研究生以后才开始的，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现在回过头算算账
，尽管一向疏懒，却也出版过厚厚薄薄的十几种著作和教材。不过许多是为了应付业绩考核和教学之
需草就的平庸之作，当然也有一些用心用力之作，特别是其中的两种绝对是用心用力完成的，故颇有
自信。一种是《吴梅村年谱》，另一种就是这本《吴梅村传》。前一种花了六七年工夫始成，将当时
所能找到的有关资料搜罗殆尽，从字数上看，比顾师轼和铃木虎雄的《吴梅村年谱》丰富了十倍还多
，纠正了这两种年谱的大量谬误。后一种虽然只用了两三个月就写毕，但却是经过长时间的资料准备
和分题研究之后才动笔的，做到了立论有据，言必己出，力避全凭想当然的泛泛空论和人云亦云的陈
腐之说，文字上也力求清通流畅。这两种著作，我想，凡是研究吴梅村者恐怕是无法绕开、弃之不顾
的吧。    让我意外和高兴的是，这两种不会带来经济效益的纯学术著作，在出版十几年后，竟然都得
以在略作补充修改之后再版。《吴梅村年谱》最初是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幸蒙资深编审李世跃
先生赏识，于200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吴梅村传》最初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
得清代文学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周绚隆先生青睐，即将在该社再版。此书原名《吴伟业
评传》，再版改名为《吴梅村传》。    吴梅村研究，如同整个清代诗文研究一样，近三十多年来，由
冷清渐渐热闹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之前，研究著作寥寥数种，除去程穆衡的《吴梅村诗集编年
笺注》、靳荣藩的《吴诗集览》和吴翌凤的《梅村诗集笺注》等注本外，再就是顾师轼和铃木虎雄的
年谱两种。有一种所谓马导源的《吴梅村年谱》，实际上几乎一字不动地抄袭铃木虎雄之作，算不得
数的，有人不知这一情况，至今仍然把它当成独立的著作。八十年代末期之后，研究论著逐渐多起来
，迄今论文至少已发表数百篇，专著也有十几种。浙江大学朱则杰先生的《吴伟业研究》(收在《清诗
代表作家研究》一书中)、厦门市委党校施祖毓先生的《吴梅村钩沉》、山东师范大学裴世俊先生的《
吴梅村诗歌创作探析》、华中师范大学伍福美先生的《吴梅村诗歌艺术新论》、北京语言大学刘江先
生的《吴梅村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王于飞先生的《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等，都是各有侧重和新意
的力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学颖先生集评标校的《吴梅村全集》、施祖毓先生的《吴梅村歌诗编年笺
释》则是古籍整理方面的重要成果。此外，吴梅村诗歌选注本也出版了数种。无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都非之前可同日而语了。2009年，吴梅村的家乡太仓举办了纪念梅村诞生40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研
究者参加了这一盛事，在研讨会上各陈己见，很像是为近年来的研究做了一次检阅与总结。    今天所
作之一切研究，皆为明天研究之基础。对于吴梅村这样一代大家，迄今为止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
不足是很明显的，很多研究是重复性的，很多重要问题却没有涉及，不说别的，光是梅村不少诗作所
反映的时事和涵义就没有真正搞清楚。但是，有了以往的研究基础，继续有所作为，今后的梅村研究
必然会更加深入，必然会产生更有分量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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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年谱的作者写的
2、换羽移宫总断肠
3、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诗以宗法唐人为主，兼取
宋代苏轼、陆游。《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
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颇能概括其特色及前后变化。
4、叹~~~~~
5、1）明末清初大背景下，人物都有一定的悲情，吴梅村一直难以释怀的气节问题一言难尽，但是从
历史、人文、文学的角度，却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是《圆圆曲》能够简单反映的，诗人的世
界值得一读、一品。

2）“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提法导致很多人对明清诗词不太关注和了解，其实明清诗词大家还是有
的，以吴梅村的叙事诗，应该算是历史新高吧。一句话，高度概括的东西是从宏观层面讲，打开看，
一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标记。当与年谱对看。
7、有趣得很，凡国内出版有关吴梅村的书，大都看得见冯其庸
8、这本看完，可以更坚定的确认，红楼一书的原著者就是吴梅村了，简直像是明末清初的时间年谱
，惜哉。PS：如果叶君远写这本书时能保持著述的客观性，我会认为这本书写得还是相当不错
9、已历史脉络和人生阅历为主线来探讨其诗文成就，颇有胡适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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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看如今的学界，唯周汝昌老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人马首是瞻，而民科和爱好者们则被看作
乱哄哄的臆测，学者们的考证不知是在哪颗大树下好乘凉，黑的说成白的来维持白得“纯粹”，或者
是兴之所至，一有臆断便网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真正靠谱的裁判又在哪里，或许在学术界一风压倒
另一风后，剩下的都是山寨，特别是心态会狠诡异。比如我现在就好像是因为看不惯周汝昌和刘心武
窝里斗又信誓旦旦地独步乾坤，才故意抬出吴梅村。无意发现何初本，它的诸多元素让我相信它是真
的，当然也可能欲擒故纵的炒作手法实在高明。人与人的智商相差不了多少，这可能是一个癞蛤蟆的
短见。但是红楼梦之所以被视为奇书，放眼世界，如此的规模又如此充实的书实在少见，纵然是有也
是经过几代人的耕耘，比如史诗，三国水浒。西马的那谁说得好，现在的人都写不出史诗了，只写得
出小说。红楼梦可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如果承认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再加上对何初本的承认，那么
其实可能是吴梅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创作出了原稿，淡流传很有限，被缺钱又有才气有郁结之气
的曹雪芹发现，在风雅的书商脂砚斋的帮助下将其改编。至于后四十回之所以失落，是因为和前八十
回十分不符，吴梅村没有那个能力续写，结尾一般都很难写，而曹雪芹更没有能力去改编来符合前四
十回，迎合风雅的读者。我更相信是吴梅村所作，是因为红楼梦其实是气吞山河的，一般的人难以驾
驭那么多线索，头绪和人物，软绵绵而又多才多艺的曹雪芹添添补补尚可。至于那些同时期的评语实
在是可以视作炒作曹氏原创伟绩。然后书就流传开来了。无论何初本是否为真，无论吴梅村是否写出
后八十回还是因为避祸将书稿损毁，我都不相信书是曹雪芹一个人写的。对，我就是癞蛤蟆。我不管
曹雪芹的经历和才华的说法，貌似这也只是周汝昌的一家之言。何初本，可能是作者无力的狗尾续貂
，可能是红楼梦爱好者的杜撰，也可能是原意，毕竟本来就荒诞，况且如果这书就是为反清复明而写
得话，那么其实侧重写那群强盗就实在是好理解了，只不过这样就不符合读者心目中那个红楼梦了。
林黛玉那样的将领，贾母贾赦那样的君主，妙极妙极！放下周汝昌和刘心武，才有接纳吴梅村的可能
。现实中可能那个红楼梦确实就是比唐吉可德不知道伟大多少的暗喻小说。但是那个纯然为兴衰和逝
去感伤的红楼梦会存在在我们心里，也可能在历史的下一个土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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