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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包括三辑阅读欣赏《红楼梦》的文章。
　　第一辑《红楼眼神》，把书中几处关于人物眼神的描写拎出，道其妙处，和读者共享曹雪芹文笔
之老辣精到。
　　第二辑《红楼拾珠》，则集中分析书中人物的精彩语言。
　　一部小说让读者读起来觉得很爽，一是叙述语言必须生动流畅，一是人物语言个性活现。
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把那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交织成的文本，书写得非常成功。
《红楼梦》里那些如闻其声、如见其神的人物语言，犹如璀璨的珠玑比比皆是，我不过是拾取了其中
一部分，拿来赏析发挥罢了。
　　我的这些“拾珠”，大都包含三个元素。
一是研红心得，有的是独家见解，当然仅供参考，并无自以为真理在手，非得人家来认同的目的，只
希望读者见了我这一家之言，多一种思考的角度，得一些交流的乐趣。
二是对所涉及的具体语言“珍珠”的讨论，其中有的俗话俚语现在已经不大能从人们嘴里说出，比如
“黑母鸡一窝儿”，究竟是表达的什么意思？
查工具书未必能找到现成答案，问老前辈也多半不能确定，就需要讨论讨论。
通过讨论，既有助于把《红楼梦》读通，也增加了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丰富性、生动性的体验。
三是从一句具体的语言“珍珠”，生发出对我们大家共处的社会现实和世道人心乃至人性的感慨与感
悟。
　　第三辑《红楼细处》，更充分地体现出我对《红楼梦》进行文本细读的心得，也包括从书里延伸
到书外的一些文字。
最后的《揭秘刘心武》是首次入书的电视采访记录，读来应觉有趣，希望有助于大家对我研红特别是
从秦可卿入手开辟“秦学”的理解与宽容。
　　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我写中国方块字，我看中国方块字写成的书。
我为自己民族有《红楼梦》这样的用方块字写成，并且记录下珍珠般的中国话的经典而自豪——谨以
这最朴素的情怀，与能共鸣的读者共乐。
　　　　2010年5月15日　绿叶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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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三辑阅读欣赏《红楼梦》的文章。
　　第一辑《红楼眼神》把书中几处关于人物眼神的描写拎出，道其妙处，解开人物瞬间心理，心机
、智慧、无奈、隐忍各种细微心理，尽表世态炎凉、人事微妙，人世苍茫。
可谓：闲闲无一语，无声胜有声。
　　第二辑《红楼拾珠》，则集中分析书中人物的精彩语言。
绵里藏针，字里含情。
正是：红楼话中话，惊起梦中人。
　　第三辑《红楼细处》，为作者对《红楼梦》进行文本细读的心得，也包括把《红楼》中对诗境、
实境的描摹与现实社会相互映衬交织。
书生叹世，文心雕“红”，堪称：尽说红楼真共假，笑看世上有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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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
之后又陆续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秦可卿之死》、《钟
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等多部享誉文坛的作品。
1993年他开始涉足“红学”研究，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开创了红学
中的秦学分支。
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已出版《刘心武揭秘》（1-4部），曾引发国
内新的“红学”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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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热　隔锅饭儿香　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　千里搭长棚辑三　红楼细处　自古嫦娥爱少年
　柳藏鹦鹉语方知　贾母论窗　《红楼梦》里的宠物　见识狱神庙　留杩子盖头的小厮　门礼茯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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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8226;饮水机　净饿　两代荣国公　玉带林中挂　邂逅大行宫　傅恒何时归故里　蜘蛛脚与翅膀　
科头抱膝轩中人　让世界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　推荐《红楼梦》周汝昌汇校本　耄耋老翁来捧场
　周老赠诗有人和附录　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周汝昌　公众共享的红学——马凯《孔方中观〈红
楼梦〉》序　揭秘刘心武——刘心武张越访谈录　周汝昌先生赠诗　刘心武创作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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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镜内对视　　那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或者说是一个生动的镜头：麝月坐在梳妆匣前，卸去钗钏
，打开头发，宝玉站在她身后，拿篦子给她一一的梳篦。
本是宁静的二人世界，忽然晴雯跑了进来，晴雯是跟人耍钱输了，回来取钱好去捞本，晴雯见那情景
，立刻尖牙利齿地讥讽：“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
”宝玉忙表示也可为她篦头，晴雯说：“我没那么大福。
”拿完钱摔帘子出屋了。
于是宝玉和麝月就在镜内相视，宝玉笑对镜中的麝月说：“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
”麝月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
果然晴雯掀帘子进来，不满发问：“我怎么磨牙了？
咱们倒得说说。
”麝月笑道：“你去你的吧，又来问人了。
”晴雯又斗了两句嘴，才一径跑去接着玩耍。
接着场面复归于宁静。
　　麝月在宝玉身边，“公然又是一个袭人”。
书里写到，一次宝玉雨中回到怡红院，因为丫头们没有及时开门，门开后，宝玉任性地一脚踹去，万
没想到踢中的是袭人，袭人“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这说明袭人是有明确的
人生目标的，就是当上宝玉的第一姨娘，并以此来“争荣夸耀”，麝月显然并没有这样的人生目标，
她之像袭人，可以在袭人缺位的情况下替代袭人，只不过是她也能为宝玉的世俗生活提供避免微嫌小
弊的技术性支撑罢了。
从书里描写看，袭人尽管性格温柔和顺，气质似桂如兰，论姿色却绝非一流，麝月就更平庸一些。
虽然书里也有几次写出袭人的嘴不让人，也写到麝月出面去说退芳官干娘的无理取闹，呈现出她们性
格中有棱角的一面，但总体而言，她们还是属于圆润型性格，不像晴雯那么爆炭般火辣剪锥般尖刻，
也不像芳官那么浪漫任性，在晴雯被撵逐后，宝玉难以自持，袭人这样劝解：“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
了，未免轻佻些，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的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
。
”袭人说自己“粗粗笨笨”，把麝月也包括进去，称“我们”，倒未必是虚伪的谦词，从封建主子的
角度看她们，“粗粗”就是姿色不那么细致嫩腻，对府第公子没有“狐媚子”的威胁；“笨笨”就是
或许对比她们身份低的会显示出尊严威力，但对主子却是跟前背后都绝不多言多语多想妄动的。
　　我在《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的电视讲座和同名书籍里，探佚出麝月在八十回后的情节发展里
，是袭人在忠顺王点名索要的情况下被迫离开荣国府，临走时告诉已经成婚的宝玉和宝钗：“好歹留
着麝月。
”忠顺王勒令二宝减撤丫头只允许留下一名，二宝果然留下了麝月。
但在皇帝通过忠顺王对荣、宁二府实施第二波毁灭性打击时，宝钗先已死去，宝玉被逮入狱，麝月则
被收官发卖，不知所终。
书里对麝月最后大概就是被卖的那么一个模糊的悲惨结局。
但是在书中写到宝玉为麝月篦头并镜内对视时，一条畸笏叟的批语却这样写道：“麝月闲闲无一语，
令余鼻酸，正所谓对景伤情。
”批语的内容与书中那段情节并不对榫，因为那段情节里麝月并非“闲闲无一语”，而且那正是荣国
府的全盛时期，繁华热闹，主仆同乐，人人喜笑颜开。
于是我从批语推测出，麝月是有原型的，其原型经历一番惨烈遭遇后，终于与批书人遇合，批书人把
书里那段关于她和宝玉镜内对视的文字读给她听，她的悲怆并不形于外，而是“闲闲无一语”，真是
“此时无声胜有声”，使得批书人鼻酸，不禁把书中往昔的繁华与书外今日的萧索两景相对照，伤情
感慨万端！
　　　　太满了就泼出来了　　贾母发起，“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为凤姐过生日，派尤氏张罗此事
，尤氏只能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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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氏领命后，来到凤姐房里，说：“你瞧他兴的这样儿！
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
”　　读《红楼梦》读得细的人，都会发现书里不时出现“官中的钱”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贾府经
济上的开支，是由一个总帐房来管理的，凤姐的权限，是向总帐房领取了月银月钱后，再按分例往各
出发放，从贾母、王夫人起，李纨，宝玉、众小姐，当然还有她自己，一直到大小丫头，都从她手里
往下发，按说这些银钱是“官中”的，绝非她的私房钱，但她却总是预支来了以后，便让旺儿拿到外
头去放贷取利，利银归己，数年如一日地如此敛财，经常是因为本利没有及时收回，而耽搁了月例银
钱的发放，这事后来连袭人都知道了，贾母、王夫人却一直被蒙在鼓中。
宝玉挨了父亲暴打后，养伤时说想喝莲叶羹，贾母一叠声地让赶快去做，这事当然由凤姐来操办，她
就传话给厨房，让做出十来碗，解释说这东西平时难得做，既然给宝玉做，也就顺便多做些，请贾母
、王夫人、薛姨妈等都尝尝，贾母就指责她是拿着官中的钱做人情，贾母的指责当然只是口头上的，
心里是觉得这个孙儿媳妇着实是办起事来面面俱到；凤姐也就表示多做的汤，不必由官中开支，这个
东道她还做得起。
　　贾府有府规，有总帐房，府里人称之为“官中”，从贾母到凤姐，府里的家下人等，嘴里都承认
，甚至敬畏这个“官中”，但实际的情况是，从上到下，许多人心里都另有一杆秤，把一己私利奉为
准星，损“官中”而肥自身，蔚成风气，曹雪芹写得非常细致，比如关于玫瑰露和茯苓霜的官司，就
牵扯面极广，谁真正按规矩行事？
凤姐作为内当家，胆子就更大，瞒天过海，贪得无厌，她又不信什么阴司报应，百无顾忌，反正有贾
母这位老祖宗的宠信，她的心态岂止是“自我感觉良好”，简直是“自我感觉优秀”，尤氏说她“太
满了就泼出来了”，指的就是她那有恃无恐的狂劲。
　　曹雪芹的本意，未必是把凤姐当贪官来写，他笔下的凤姐是个复杂的人物，对于凤姐后来的悲惨
命运，他也惋惜悲叹。
　　我们今天读《红楼梦》，也无妨把凤姐身上那负面的东西，比如“太满了就泼出来了”的狂妄心
态，作为一种借鉴。
我们置身的现实里，有的公务员之所以成为毫无顾忌的贪官，也跟凤姐一样，那心态膨胀得太厉害了
，觉得自己“朝中有人”，谁能把自己怎么样？
“你反映去呀，换个人来呀！
”恣行无忌，横行无度，你认为他“太满了就泼出来了”，一时间他却偏泼出些来也还盘踞不移。
时下有的贪官连凤姐也不如，凤姐至少还能拿出些银子来请人喝莲叶羹，至少还以公然用“官中的钱
”做人情为耻，至少总还能把放出的贷款连本带利收回来，把各处的月银月钱发放下去，拖欠的时间
也还有限，现在有的贪官连家里的卫生纸也公费报销，用公费宴私客成为习惯，而违规放出的贷款，
根本就无从收回，搞得下面连工资也发不出。
　　但是，从根本上说，“太满了就泼出来了”，这种心态必然导致行为的严重失范，最后君临其身
的并非什么阴司报应，而是现世报，凤姐她“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呀！
一场欢喜忽悲辛！
”就这一点而言，还是足令我们今天的某些人惊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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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楼眼神》开“秦学”分支　登百家讲坛！
　　当代红学第一人　刘心武！
　　17载探幽揭秘，2010年权威定本！
　　官场、商场 细微处见世道！
　　职场、情场 大妙语解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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