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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的写实主义研究》是青年学者蔚然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订而成的一部红学专著。
在通读全稿之后，我认为这是一部选题独到、立论有据、资料翔实、论证清晰、结论得当，具有独到
研究心得的著作，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故不揣鄙陋愿意为之序，将我的阅读感受与读者诸君共同分
享。
　　《红楼梦》一书的“写实”（或称“如实描写”）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由胡适和佩之、
李长之等学者提出来了。
稍后，鲁迅、胡风二位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相继提到了《红楼梦》的；“写实”意义。
例如，鲁迅先生说过：“《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
而那结果也并不坏。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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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楼梦”的写实主义研究》首先廓清对写实主义核心理论“典型”的理解，“典型”就是建
筑在真实人性基础上的鲜明个性。
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认识《红楼梦》中写实主义成分及其艺术特色，认为《红楼梦》符合写实主义要
求不是出于自觉的理论指导，而是出于作者对人物原型的熟悉与理解，客观上达到了写实主义对典型
人物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红楼梦》中典型人物进行了个案研究，分析其叙事策略、叙事方式等形式因
素，并指出由于《红楼梦》并非基于自觉的写实理论指导，也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写实主义要求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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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明确说出著书目的，一是叙述自己“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不肖，一是记述当日
自己所遇到的那些出类拔萃的女子，以便使“闺阁昭传”，概括起来也就是叙述自己与身边女子的亲
身所历的故事。
根据这段开宗明义的表述，俞平伯先生说：“《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
”尽管俞平伯（以及下文将要提及的胡适）称之为“自传”是太绝对化了，但《红楼梦》具有自叙性
则当无疑。
当然，作者自述著书目的并不一定可靠，但与其他证据相参照，就颇具真实性了。
　　首先可以引用前人一些考证结论来作为佐证。
胡适先生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之第一人，他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以及
曹雪芹家世的一些相关材料。
证实《红楼梦》自叙性最为重要的证据，就是作者曹雪芹以及曹家的经历与作品主人公贾宝玉以及贾
家经历的相似，尤其是曹家世系与贾家世系的相似。
胡适发现曹家世次与作品中贾家世次极为相似：“以上是关于著者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
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传的书。
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
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
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梦》的写实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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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