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哲学笔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楼哲学笔记>>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0924

10位ISBN编号：7108030926

出版时间：2009年7月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刘再复

页数：2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哲学笔记>>

前言

　　去国十九年，海内外对拙著《漂流手记》（散文九卷）有不少评论，其中我的年轻好友王强所作
的《漂泊的哲学与叩问的眼睛》一文道破了我的写作“奥秘”：讲述只是拯救生命的前提和延续生命
的必要条件。
他以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动因为喻，说明我的作品不是身外的点缀品，而是生命生存的必需品
。
相传萨珊国国王山鲁亚尔因王后与一奴隶私通，盛怒之下将王后及奴隶处死。
这之后又命令宰相每天给他献上一少女，同寝一夜，第二天早晨杀掉，以此报复女人的不忠行为。
宰相的女儿谢赫拉查德为拯救少女，自愿被献给国王。
她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国王因为还想听下一个故事就不杀她，结果她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
她的讲述是生命需求，是活下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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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精神价值的创造，文学最能体现其广度，史学最能体现其深度，而哲学最能体现其高度。
《红楼哲学笔记》正是从哲学的制高点把握《红楼梦》，把这部小说视为比王阳明更为丰富的形象性
心学。
其异端性的诗化心学内涵，内与儒、释、道相关而自成一格局，外与西方诸大哲学家相逢而自立一高
峰，完全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哲学大自在。
《笔记》还抓住《红楼梦》的悟性哲学特点，相应地以直觉的方式把握其哲学的要害，从而表述得生
动明快，谈玄而不空洞，悟虚而充满实情实境，通过此书，《红楼梦》的大智慧再一次像星辰一样在
我们眼前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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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1989年旅居美国。
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
主要著作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罪与文
学》、《现代文学诸子论》、《人论25种》，散文集《太阳&#8226;土地&#8226;人》、《人间&#8226;
慈母&#8226;爱》及《漂流手记》九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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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篇：红楼哲学笔　　引语　　【一】　　曹雪芹是文学天才，又是哲学家，但他没有哲人相、
玄学相，所有深邃的形上思索都蕴藏在意象性的表述之中。
其对宇宙人生的柏拉图式的洞察与把握，全含蓄在《红楼梦》的情节与人物里。
贾雨村关于“正”、“邪”二气与中道之性的界说；贾宝玉关于“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怪论；史
湘云关于“阴阳一体”的妙语；林黛玉关于“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感悟；秦可卿关于“盛筵必散
”、“否极泰来”的警告；妙玉关于“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的提示等等直接的哲理表
述尚可捕捉，而融会贯通于整部文本中的大观视角、自然（石头）人化、本真归属、故乡定义、澄明
止境、兼美情怀、青春理想国、女儿人极图、“槛外人”异端意识、“大荒山”荒诞存在暗示以及有
无、色空、真假、聚散、好了、观止等不二法门哲学大思路、大矿藏则不容易充分发现。
开掘这些大思路，也许正是曹雪芹后世知音的乐趣，倘若更为有心，把这一开掘作为“评红”的一种
使命，那就更好。
　　【二】　　从哲学上说，《石头记》是一部自然人化的大书，即石头化为人的大书。
从石到人，这是外自然的人化；从欲到情，从情到灵，这是内自然的人化。
宝玉原是一块石头，一块女娲补天时淘汰的石头，黛玉原是一株草，一株需要浇灌的“绛珠仙草”。
两者都是大自然的一颗粒、一符号。
用宇宙的大观眼睛看地球，便会知道人类的世界原是洪荒的石头世界，人的生命也是从洪荒的大自然
中逐渐形成。
人从自然界走入人界后，身上还带着自然的特性。
石为五色石。
石是有色的，人之所以为人，也天生带有色欲。
王国维说，玉即欲的暗示，欲乃是悲剧之源，这道破了部分真理，但是，贾宝玉的人生过程恰恰是由
欲升华为情、为灵的过程，他开始喜欢吃女人的胭脂，喜欢宝钗肉感的胸脯，后来则愈来愈向林黛玉
的深邃情感靠近，在林黛玉的导引下不断向灵世界提升。
这个过程是宝玉的内自然（包括感官、情感、心理）人化、精致化的过程，也就是“因空见色，由色
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过程，即欲逐步减少，情逐步加深，最后达到情的纯粹化和精神境界
上的天人大圆融。
　　【三】　　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子命十二舞女演唱《红楼梦》十二支曲，第一支《红
楼梦引子》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都只为风月情浓。
”（第五回）　　这个总问题可分为文学问题与哲学问题。
　　文学问题是感性问题。
谁为情种？
《圣经》的答案是创世记的亚当与夏娃。
而《红楼梦》则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
第一，情种神瑛侍者通灵入世之后，吃的第一颗禁果是名叫“兼美”的禁果，第二颗禁果是名叫“袭
人”的禁果。
前者导引情种向上神游，后者推动情种向下追求；前者导向梦与审美世界；后者导向功名与世俗世界
。
　　哲学问题是理性问题。
谁为情种？
答案应是“石头”。
《石头记》既可解为自然的人化与石头的情化，也可解为风月情浓即性压抑情压抑而产生的大梦。
　　【四】　　《红楼梦》对于世界人生，除了文学把握之外，还有一个哲学把握。
文学把握通过意象、梦境、语言等手段，展示的是特殊性——个性现象，哲学把握则是心灵与思想的
同时切入，它叩问的普遍性问题是：如同石头通灵幻化入世后的宝玉，人降生于人间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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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这个星球上的万物万有万相，最该向往、最该追求、最该憧憬、最该珍惜的是什么？
这不是如何写好一首诗、如何治好一个家、如何建设一个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生、如何死、如何
观、如何止、如何好、如何了的形上问题。
《红楼梦》通过文学展示一个以宝玉和诸女子为主人公的无比精彩的感性世界，又通过哲学思索所有
人都无法回避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困境。
　　【五】　　《红楼梦》哲学是色空哲学，这是人们熟知的，但徐讦先生说：　　一句“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话虽可以包括。
可是所感受所表现的色，则是入世最深的色，他所感受所表现的空，则是出世最彻底的空。
（《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小说里的对话》，《红楼梦艺术论》，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第76页）　
　宝玉的入世，是对情最深的投入，以至被警幻仙子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第五回）不像贾赦、贾琏、薛蟠等，根本不知情为何物。
因为投入得最深，体验得最真最切，经受的磨难也最重，所以最后也彻悟得最彻底，赢得的是最彻底
的空。
　　《红楼梦》贵在色透空也透。
徐先生点破这部巨著文本策略是把色推向极致，把空也推向极致。
色之美，美到极限；空之美，也美到极限。
极致的文本策略背后是哲学的彻底性。
财富之极，达至“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权力之极，
达至皇妃宝座；功名之极，达至贵爵一品将军。
能把这些巨色绝色全看破全放下，便是大空真空。
贾宝玉的出家不是告别常人之家，而是逃离人世间个个羡慕的最高的荣华富贵。
这位主人公的心灵力度，就在告别、放下与逃离中。
　　【六】　　《易经》的《说卦传》云：“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
与义。
”这就是天地人三极三才之道，也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哲学基点。
把人提到与天地并行三极中的一极，从而提高了人的宇宙地位，这是儒家的功劳。
《红楼梦》作为异端之书，它的异端性在于只承认前两者，不承认第三者。
周易所界定的三极之道（天、地、人三极），《红楼梦》只认两极。
对于立人之道，曹雪芹强调的不是“仁与义”，而是‘‘情与爱”。
以情为人间世界立极立心，这是《红楼梦》的大思路也是哲学大思想。
而最深地负载情、体现情的是青春少女，因此，儿女又是人之极，小说中的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
、妙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都是人之极品，也是天地极品。
天地之大美，上有星辰，下有“女儿”。
《红楼梦》正是一部重构立人之道的大书，呈现的是一部举世无双的青春人极图。
　　【七】　　《红楼梦》哲学可称为心灵学。
王阳明的心学，其基本哲学语言是概念，《红楼梦》的心灵学，其基本哲学语言是意象，因此，《红
楼梦》首先是石头的心灵史，然后才是由心灵史提升的心灵学。
贾宝玉的生命历程，第一步是由石化为玉——通灵而幻化入世；第二步是由玉化为心。
贾宝玉离家出走之前对宝钗、袭人说我已经有了心了，玉还有何用？
声明的是玉向心转化的完成。
《红楼梦》的开端是降落——石的降落；而结局是升起——心的升起。
石与心的中介是玉。
女儿情的眼泪不仅洗净玉，而且柔化玉，使玉变成心灵。
赢得大心灵，梦落幕，太阳便升起了。
　　明了心灵才是世界的本体，便是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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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的心灵学提示的真理是心灵为最后实在、最后光明的真理。
此悟与其称之为唯心论，不如称为明心论。
　　【八】　　《红楼梦》集中了中国诸种大文化的精华，儒、道、释三大家之外，还有法家文化、
名士文化等。
曹雪芹对待各家的态度是扬弃表层的浅薄旧套，吸收深层的哲学智慧和精神宝藏。
对于儒，他让主人公表达了对于道统（文死谏、武死战）以及圣贤面具的深恶痛绝，但又接受其“亲
亲”的亲情哲学。
对于道，他嘲弄了贾敬的炼丹与吞砂，却酷爱《庄子》并实践庄子的“齐物论”与“逍遥游”，兼收
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制高点。
对于佛，他一面解除迷信，把女儿二字放在阿弥陀佛之上，近乎释家异端，一面则在主人公身上注入
大慈悲精神，并让他在佛的启迪下破一切执，离一切相。
蔑视各派的“术”，尊崇各派蕴含智慧的道，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进入儒、道、释，又超越释、儒
、道，自成辉煌一大家。
　　【九】　　与其说《红楼梦》反封建，不如说它反妄、反执、反分别，即借助佛教之光破一切妄
念，破一切执迷，破一切等级，破一切旧套。
它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佛学理念的形象转述，因此，它又必须“入化”：破得入化，了无痕迹。
所有的破除，都不诉诸说教，只诉诸笔下人物的悲欢歌哭。
贾宝玉因色生情，传情入色，但又不执于色，最后也不执于情。
它破一切旧套，既破儒套，也破道套、佛套，既破“才子佳人”套，也破“状元宰相”套。
妙玉自称槛外人，宝玉、黛玉才是真正的槛外人。
槛外人，也可称为“套外人”。
宝玉、黛玉这两个主角的挑战性，不是充当战士，而是拒绝作贾政似的“套中人”。
他们是破一切色相和一切旧套的异端。
《红楼梦》前无古人，正是它呈现并讴歌了异端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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