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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
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我这篇《引言》开头不说自己的话，怎么把人家曹雪芹的
开篇之词照样搬来了？
难道说是由于崇拜曹雪芹太过分了，因而连人家的言辞也要模仿一番，模仿不成，就把人家的原文照
录过来了？
说实话，说我崇拜曹雪芹是一点儿也不错的，说我把人家的原词搬来是因为模仿不成而转为照录，可
就有点曲解了我的本意。
    引言一开头先引这两句话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自知过去读《红》还都是草草翻阅一过而已，对
曹雪芹用字造句的功夫没有读懂，自己深为愧怍。
如今重新体会，方知只这么两句之中就有三个字眼至关重要。
一个是“近”，一个是“细”，再一个就是“深”。
人家曹雪芹开门见山就说明了，此书讲娲皇炼石“虽近荒唐”，“近”相当于“近似”，也就是白话
里的“好像”，而上面加一个“虽”字，就更加明白：像是荒唐，实则并不荒唐。
然后，一个“细”加一个“深”，让我感到雪芹早就知道我读书不够细致，因而无法领会人家言辞内
外的深意。
我的这个“粗”和“浅”就是自己读书治学的一大病痛。
从此，再读时就加上了一点工夫，果然感受就与从前有所不同了。
这种不同对自己是个教训，对于许多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有同样的启示作用。
夸大一些说，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叫做有了一些“进境”，于是“境”字就成为这本小书的题名——《
红楼新境》之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才是“境”的本义呢？
用文言说就是占地面的“疆域”。
比方说，你要出国旅游，要办出境手续，这个“境”指的就是本国的领域。
但到了文艺方面，这个“境”就不那么简单易懂了。
    尽人皆知，20世纪有一部书题作《人间词话》，是静安先生王国维文学理论的代表之作。
他在其中讲词，就用上了这个“境”字，并成为全书的一个焦点、眼目。
他说，填词必须有“境”，而“境”又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然后，他又把“境”说成
“境界”。
如果你还要按照“境”字的本义去领会，那就会很费思索而不得其本质了。
    那么，这“境界”一词是从何而来呢？
这需要从两条线路来解说。
一条是来自佛经，另一条是来自东晋大画家顾虎头。
佛经是指哪一部呢？
如果我记忆不误，应该是《无量寿经》，其中有两句话说：  “斯义弘深，非我境界。
”顾虎头的话却是“如倒食甘蔗，渐入佳境”。
这可妙极了！
他们说的完全是不相干的事情，而合在一起融汇在我们中华文艺理论上来，可就发生了崭新美妙的巨
大作用。
佛经说的是要修持佛道，有一个很长的历程，这历程分为很多阶段、层次，一个比一个精深。
所以，我引的这两句是弟子对师傅说的，您的“境界”很高深了，非我所修持的程度可比。
“境界”一词，实出于此。
至于顾虎头，他拿吃甘蔗来比喻饮食的滋味，与修道全无交涉。
因为甘蔗很长，分有许多节，真正甜的部分在中上部，下面越来越接近根部，就变得又粗又硬，味道
差了很多。
所以先倒过来吃根部，就会越来越嫩，越来越好吃了，这叫“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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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一讲，您可能又向我提出问题，你的书名《红楼新境》到底是指佛家的“境界”还是画家的
“佳境”呢？
这个提问很有意味，我的回答未必全对。
为了简明，我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化为一两句，希望您能满意。
“境”是个双面词，它包含着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正如佛法道理无实物可帮助讲解，而艺术品则有
实物显示于人。
一个文化造诣深厚的人，能够领会很深的道理和境界。
但如果没有了“文化造诣深厚”这一主观的条件，客观存在的优劣高下也就无法讲起了。
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取名是说近年来读《红》多下了一点工夫，这才能够发现和感受雪芹笔下更丰富
、更美好的“境界”。
    曹雪芹在他的书中也曾用了“境界”一词。
这就是《红楼梦》第八回中的一首七律，说的是：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说大唐。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假皮囊。
此处的“境界”恐怕是指娲皇赋予那块石头的灵性，而后来石头却被一僧一道给点化成了一块玉坠。
玉坠是个假象，它已经没有原来的灵秀的真“境界”了。
    提出“倒食甘蔗，渐入佳境”文艺鉴赏主张的顾虎头，在《红楼梦》第二回中就已被着重提到：“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前面几个人用的都是真姓名，而
唯独把大画家顾恺之称为“虎头”。
原来“虎头”是顾恺之的乳名，仅这一点就表现出雪芹对顾虎头有着更为丰富的感情。
比如，顾恺之字长康，雪芹则连这长康也不称，单单要叫他的小名，这就像是最亲密而不拘俗礼的朋
友关系了。
又如，在东晋当世，已经有了“痴绝顾长康”的评语，可见“痴”是顾虎头的一个最大特点。
他本来智慧最高，而一发起“痴”来又最容易受人哄骗，这就是性情上的两面性，符合“正邪两赋”
之人的双重性情。
再如，顾虎头又和“通灵”这个词语有着特殊的关系。
一个例子是虎头给嵇康作传，开头就说嵇康是一位“通灵士也”，你看这岂不极为重要？
另一个例子是他把自己最珍惜的绘画作品锁在一个柜子里，怕人偷窃，后来，有人知道了这个秘密把
柜子从后面打开，将这些画作都盗走了。
他发现后，却不怀疑被人拿走，反而自豪起来，说他的画都“通灵”了。
这位大艺术家真是“痴绝”得无人能比！
还有一例，就是汉代著名学者刘向，搜集了七十二位有节操、有道德的贤妻良母素材，为她们一一作
传而成《列女传》。
这实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尊重女性的重要著作，而顾虎头也很看重此书。
他给这七十二位列女都绘制了画像，而且是画了两本，即后世所说的《大列女》、《小列女》。
这又是一项“开辟鸿蒙”的艺术创作，由此才又演变出后世的所谓《百美图》，只不过是画《百美图
》者未能领会刘向的“七十二”是八个九的乘积数，而雪芹却由七十二这个八九之数引申成为十二个
九的一百零八位。
明白了这些中华文艺史上的特点特色，你才能够不迟疑地接受我所主张的雪芹真本《红楼梦》原为一
百零八回，与所谓“一百二十回全本”毫无交涉。
    以上说了这些关系，都是为了什么？
就是让你比较深细地理解这本小书题名为《红楼新境》的“境”字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领会。
    辛卯年九月三十日    20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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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红学家周汝昌继《红楼夺目红》后的又一部读《红》随笔集，计收入包括《引言》在内的五十
二篇文章。
这些文章均是作者最近两三年的口述新作，在本书中被归入红楼关键词、谁怜咏絮才、荣辱话曹家、
源流证大观四个栏目。
这些随笔的文字既是平和的，又是婉转如诗的，读来仿佛聆听一位有着六十余年研《红》经历，虽目
盲耳聋却依然对《红楼梦》一往情深的耄耋老人的娓娓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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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汝昌，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
本字禹言，号射鱼、敏庵、命新，后改字玉言，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
青、师言、茶客等。
1918年4月生于天津咸水沽镇，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
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
他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是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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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说“芳” 前文《说“沁芳”》对“沁芳”一词草草作了一些说明，而重点是放在“沁”字
上的，如今再就“芳”字展开作一番小讨论。
雪芹作书对这个“芳”字似乎有特别的感情，假如仅仅就人人皆知的一层常识来说，“芳”字的本义
是香气。
作修辞用时它代表名花，当然由名花又引申到美人⋯⋯这种常识性用法在历来的诗词曲、小说、散文
诸般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也就没有更多的深意可资研究。
但在《红楼梦》里，观其用法表面似与历来常识并无分别，可是细一想来又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比方说在大观园未建造以前，东府早就有一个旧园，园名就是会芳园。
及至西府盖建新园，虽然娘娘赐了一个“大观”之名，而实际上是个“沁芳园”。
我跟着就想，古来诗人词客哪怕作一个短篇都要慎防出现重字，如何雪芹写园子时一连就用了两次“
芳”字呢？
这似乎太不考究。
不但如此，大观园中的主景叫做大观楼，而大观楼两侧的“陪楼”一个叫“缀锦”，一个又叫做“含
芳”，这就第三次用它了。
再看十二名小戏子在解散戏班以后，分配给各房姊妹那里使用。
你看分配到怡红院宝玉身边的是哪个？
名唤芳官——又一个“芳”呀！
这个芳官身份虽低却作用不小，在怡红院里是个相当重要的小主角，没了她就演不成很多重要场面。
比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大家排定了座位以后，第一个开口祝寿的不是别人，正是芳官。
她先唱了一支最通俗的祝寿曲《寿筵开处风光好》，众人嫌太俗：“快打回去⋯⋯”让她细细地唱了
一支[赏花时]（《邯郸梦》里何仙姑所唱的一支曲）——这是由于晴雯拿来了花名签象牙筒之后，第
一个掣签的是宝钗，掣的是牡丹花，签上是“冠艳群芳”四字，下面镌有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
”，签上又注着“在席者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贯。
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道一则以侑酒”。
因此宝钗命芳官唱一支，而宝玉拿着宝钗所掣之签不放，眼睛却瞧着芳官，湘云一手夺了，掷与宝钗
。
这是寿筵的开头场面，里面包含了晴雯、宝钗、芳官、湘云；而手拿签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
动人”且目注芳官者却是宝玉寿星本人。
由于十二名小戏子中唯独正旦取名日芳官，而又独她分配到怡红院这个整个大观园的核心地点，为全
书主角宝玉的知情亲近之人，这就说明芳官之“芳”与沁芳溪之“芳”同为具有代表性的美好字样。
这里的“芳”早已超越了“芳是香气”的简单本义，其蕴涵之丰富美好，可以从屈原《离骚》中的“
不吾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里找到佐证。
屈原的这个“芳情”绝不只是一个“香”字的意义。
我个人体会，用今天的话解说，大约可以说这个“芳”字实际上已然包括了真、善、美三个方面。
真、善、美这个观念来自西方，据专家考证，此说的真正来源出于何时何人尚未得到确证，但它为人
所承认、所使用，以表达一个最理想的信念，则为时已久；但就在西方美学中似乎也没有哪一个单词
可以代表这三个美好的方面。
然而依拙见，我们中华汉字中的“芳”却足以当之而无愧。
 当曹雪芹写《红楼梦》第二回时已然通过贾雨村之口表示，甄家女儿取名“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
红、香、玉等艳字的”。
言外之意就是已成俗套，有点着人厌了。
但他举那四个字时里面有“香”而无“芳”字，看来曹雪芹对于这个“芳”字的感情异乎寻常，若从
表面意义上讲“芳”与“香”似乎并无差别，可是汉字诗文中运用这两个字时，却并非总是可以互代
的，因为“芳”字的内涵要比“香”字丰富而清雅得多。
简言之，“香”气偏俗，“芳”气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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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对于这个“芳”字不但郑重使用，而且也有涉笔成趣、信手拈来的妙处。
例如，花袭人有个哥哥他叫什么？
老实说这本无定规，也无真正的素材原型，而雪芹却轻松巧妙地给了他一个“花自芳”的佳名。
你看多么自然，这又给袭人增添了艺术上衬托的作用。
又如，曹雪芹写有个傅家名为傅试，傅试有个妹妹才貌不凡，宝玉素来内心敬慕，但无缘一见，也无
从探问人家闺阁的真情实况。
这女儿该取何名？
俗了不忍心，雅了又有矫揉造作之病——你看，曹雪芹又是信手拈来为其命名为“傅秋芳”，这多么
美妙而又自然浑成，毫无扭扭捏捏之态。
让我再说一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翻译，“芳”不是一种简单的香味，而是一种饱含了真、善、美的
高级的素质气味。
这就是曹雪芹特别喜欢而珍重这个“芳”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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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拙著《红楼新境》即将付梓问世。
如此小书，作稿的经历，首尾竞跨三个年头，可见其成书之不易。
我目未全盲时，写作《红楼艺术》一书，从出版社“拍板”到我交稿，只有一个半月。
那种工作效率，如无当时责任编辑陈先生作证，恐怕今天听来人们都不肯相信。
关于本书成稿的艰辛，我不想多说。
但我在此一定要感谢我的几位年轻的学友。
    一是白斯木小友。
他帮我复制了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有关资料。
    二是顾彬小友。
他提供了如何寻求珍贵资料的线索，使我获益良多。
    三是乔福锦学友。
他来京时专程赶到小舍，告诉我有关版本的情况，特志高谊。
    此外，不久前接到福建郑宜忠先生的赐函。
他提醒我在《红楼梦》三十七回中明文叙清，那年八月二十日贾政离家外任，而刘姥姥又来到荣国府
，直到廿五日才告辞回家。
这样一看，荣国府先是史大姑娘开螃蟹宴，然后又有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合起来一推算，螃蟹宴应在
八月廿三日，而这日正是上年雍正帝突然暴亡的日期。
这还不算，在吃过螃蟹后，又竟然写出三首《螃蟹咏》的七律诗来，其中以薛宝钗所作最关紧要，大
家都评赞她作得好，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不难看出，此等笔墨并非一般等闲，雪芹落笔定有原因。
以上这一小段并非郑先生原文，是我从他意见中拓展开来，记在此处备忘，也顺便向他致谢，至于此
说有无继续探索的价值，留待学者们加以论证。
    从我个人的研《红》足迹来看，本书可以算作《红楼夺目红》的延续，所以文体是随笔散记，其篇
幅都不甚长，应该不致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烦闷。
    感谢高侃先生，是他起意要我写一本研《红》随笔，把我近年来的若干新思路简述一下。
我年纪大了，收拾一下可免日久忘怀，蒙高侃先生这一番好意，答应努力而为，这样才口述了此书。
    感谢李文进先生刻了七枚印章给我，其中“超越考证”、“悟证先河”两枚，是刘再复先生评价我
的语言，以此存念。
    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郭银星、李玉莲编审的大力支持，得以使这册小书早日和
读者见面。
最后，以一首小词[风入松]结束：    文哉郁郁我从周，夫子更何求。
韦编三绝犹无尽，只不言、娲圣功猷。
画卦方坛孰筑，人伦家室谁修。
    王孙武惠泪难收，黄叶写红楼。
通灵即是情所至，道缘情、古简今留。
浊玉伤怀一诔，绛芸长恨千秋。
    辛卯年十一月初三    2011-11-27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新境>>

编辑推荐

《红楼新境》编辑推荐：红学大家、九秩老人周汝昌关于红楼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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