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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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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辑“大家小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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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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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册《红楼梦人物论》为该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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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昆仑，原名汝虞，笔名鲲、太愚。
原籍江苏无锡，生于河北。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76年起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1948年赴美考察。
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著有《红楼梦人物论》，昆曲《晴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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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代序）花袭人论晴雯之死李纨与秦可卿大观园中的遁世者——妙玉、惜春、
紫鹃、芳官政治风度的探春平儿与小红《红楼梦》中三烈女——鸳鸯、司棋、尤三姐贾府的太太奶奶
们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刘老老是丑角吗？
王熙凤论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贾府的奴仆们史湘云论薛宝钗论林黛玉的恋爱黛玉之死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宝玉的逃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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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侯门一人深如海”，住定下来的妙玉嘹望着大观园的曲折回环的围墙，心里想，这对自己来说
，不就像是金鱼的玻璃缸和鹦鹉的金锁架吗？
所谓一“出家”原是意味着要求解脱作为一个普通世人的苦恼，也就是说要通过“修行”而获得高出
于“凡人”的境界。
在庸俗污浊的贾府、香罗艳粉的大观园中，不是明枪暗箭，就是惨绿愁红，比起普通的“凡人”处境
，压迫与反抗、享乐与哀愁、诱惑与挣扎，更为尖锐、复杂，而青年的妙玉就被决定到这种环境来接
受金鱼缸和鹦鹉架的供养，她所遭遇的考验不是比一般社会的“凡人”还要更严酷十倍百倍吗？
　　命运的虐待使妙玉感受到大观园中的小姐丫鬟们所无有的矛盾与痛苦。
别人生活在现实中，她只能置身于现实之外。
她的现实是什么呢？
是仅限于古佛、青灯、蒲团、经卷吗？
又不是。
就在栊翠庵里，她还可以摩弄欣赏自己带来的一些名贵华美的古玩杯盏，她的足迹也还可以“偶出禅
关”去和惜春下棋，深夜月明去听湘云黛玉联诗，又还有些意外的“袭击”，例如宝玉忽然走来乞讨
红梅，贾母忽然就率领宝玉、黛玉、宝钗以及刘老老等大队人马闯入了她的“净土”。
因此她尽管常念诵着“纵有千年铁门槛，难逃一个馒头庵”这样看空一切的诗句，而现实生活中外来
的干扰却无法真正杜绝。
那么这个少年尼姑低眉打坐在蒲团上的时候，到底是“因色悟空，因空见道”呢，还是苦苦地与自己
“人”的感觉搏斗呢？
　　“妙玉”在贾府是一个不愉快的名字，人家都认为她太孤僻了。
作者在《红楼梦》序曲中为她特撰的曲牌叫“世难容”，说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
僻人皆罕”，又说“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妙玉果然是很孤僻，然而这真是天生成的吗？
不但贾府许多人讨厌她的“好高”“过洁”，连家境贫寒依靠薛宝钗周济的邢岫烟姑娘也“嫌”她是
“僧不僧，俗不俗”的。
这也许因为她们过去相熟，而能从妙玉外边的冷透视到她内心之热才更反感吧。
可是妙玉之外冷内热，是受了非常沉重抑制的结果，甚至使她有些发热，难道这不值得同情吗？
　　妙玉鄙视庸俗卑劣，几乎对谁都不屑于多所接触。
但她除和惜春下棋谈笑外，对黛玉和宝玉并没有表现过厌恶或轻视，而“目无下尘”的黛玉对妙玉也
无微词。
试看黛玉湘云秋池深夜联诗，妙玉从旁窃听，共感哀凄，把她们延人栊翠庵中休息，自己一挥而就地
给她们续作完篇，这不是很热情地与黛玉、湘云共鸣吗？
她续作的诗句有“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
犹步萦行沼，还登寂历原。
石奇神鬼缚，木怪虎狼蹲”。
如果写大观园的具体物景，哪用得着“神鬼”“虎狼”的词句呢？
这是写出她们生命历程的既凄凉，又凶险。
从妙玉的“气质”与“才华”看来，应当也是属于黛玉一个基本类型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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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不仅对所论人物精到准确，而且是举一得三，往往在一个人物
论里，就纵横排比，涉及不少人物，这说明他是全局在胸，然后才下笔分别作特写的。
 　　作者把令人眼花缭乱的《红楼梦》里的人物世界，一下就给读者区分出他们的界线来了。
 　　在这里，作者又用更精细的笔墨为读者指出，曹雪芹的笔墨是随人而异的，正是作者在宏观上作
了这样细密的观察，所以在作个人的论析评断时，才会鞭辟入里，出人意外，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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