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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雪芹纪念馆、旗下老屋、曹公铜像、曹雪芹简介、曹雪芹西山故事和正白旗39号“题壁诗”的
发现、曹公生前好友描写其居住环境的诗文、曹雪芹纪念馆的建立、题壁诗、松木书箱、《废艺斋集
稿》、著书西山黄叶村、西山一带的大环境、三山五园、碉楼、河墙烟柳、曹公居所周围的小环境、
西山地区特有红楼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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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佐双，北京植物园园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祖籍河北乐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兼植物园委员会主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理事长，中
国植物学会植物迁地保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公园协会植物园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花卉协会月季
分会理事长。
先后主持的科研课题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植物园
学》、《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与营造》、《中国园林植物彩色应用图谱》、《中国月季》《中国芍药》
、《世界观赏兰花》、《花卉立体装饰》等专著多部。
积极推进“文化建园”为植物园的文物保护和曹雪芹纪念馆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荣获建设部建设园林城市先进个人，全国绿化先进工作者称号。

　　李明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园林工作20余年、现任北京曹雪芹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曾出版
诗集《七叶草》、散文集《再读秋天》，《神会乾隆》。
在北京晚报等报刊和杂志发表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百余万字。

　　樊志宾，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清史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清代国家信息通讯。
2004年5月到曹雪芹纪念馆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先后整理各种文字50余万字。
在《景观》、《海淀》、《中关村》等杂志发表《清代西山碉楼之谜》、《雪中谒梁墓》等数十篇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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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序二
第一编　曹雪芹纪念馆
　旗下老屋
　曹公铜像
　曹雪芹简介
　曹雪芹西山故事和正白旗39号“题壁诗”的发现
　曹公生前好友描写其居住环境的诗文
　曹雪芹纪念馆的建立
　题壁诗
　松木书箱
　《废艺斋集稿》
　著书西山黄叶村
　西山一带的大环境
　三山五园、碉楼、河墙烟柳
　曹公居所周围的小环境
　西山地区特有红楼景物
　元宝石、灵芝、石上松、黛石、疯僧洞、卧佛寺
　曹公的性格与相貌
　《红楼梦》中的清代器物
　炉瓶三事、戥子、项圈、璇子、茶炉子、攒盒
　包衣世家
　初为包衣
　名声渐显
　从龙人关
　秦淮旧梦
　离宁返京
　为人幕僚
　移居西山
　内廷侍卫
　任教宗学
　燕市狂歌
　定居西山
　魂归青山
　醑年红学
　“脂批”
　早期读者
　版本沿革
　抄本系列、刻本系列
　《红楼梦》研究流派
　“旧红学”(“评点派”、“索隐派”和“题咏派”)、“新红学”(“新索隐派”)
　王国维的红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红学研究
　红学研究现状
　海外的《红楼梦》传播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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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在日本、《红楼梦》在俄国
　红楼艺术
　红楼戏曲
　红楼服饰
　红楼饮食
　红楼园林
　红楼人物绘画
　红楼人物绢人
　红楼人物版画
　《红楼梦》与清代社会
　生活场景
　附：曹雪芹故居八景
　古槐幽夏、古墩秋眺、河墙烟柳、古井微波、广泉废寺、元宝遗石、木石姻缘、一拳顽石
第二编　曹雪芹、《红楼梦》相关诗文与资料
　曹雪芹遗留诗二名
　曹雪芹友人诗
　早期读红诗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
　三绝句姓曹
　题红楼梦二十首
第三篇　曹雪芹西山故事
　一、曹雪芹在西山的传说
　二、记张永海关于曹雪芹的传说
　三、《香山传说》中的曹公故事
　四、曹雪芹的传说
　五、西山健锐营有产生《红楼梦》的条件
　六、曹雪芹西山足迹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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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曹雪芹当过内廷侍卫，哪年当的记不清，因为他是皇族的内亲才挂名当侍卫的，平
常不去上班，有时候陪王爷们游玩游玩，这个差事听说俸禄很高。
大约在乾隆十一年到十三年间，他就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的，不知道。
”“他在绒线胡同的右翼宗学当过‘瑟夫’，就是教师。
哪年当起的，也记不清。
他和敦敏、敦诚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他们兄弟俩都是宗学学生。
宗学教师每月十二个（斗）米，还有多少两银子，生活不错。
曹雪芹的年纪比旁的教师都小，又是个被抄家的人，老派的老师们就瞧不起他。
曹雪芹呢，他也是个傲性子的人，嘴又好说，爱得罪人，他心里想：‘你们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
们呢！
’他在宗学受老派教师的排挤，心里很不痛快，就想《红楼梦》已经写出了一些，还不如不教这书，
到乡下一心写《红楼梦》去哩。
乾隆十六年，他就离开宗学，搬到西郊来住了，不知道他是自己辞的还是宗学解职的。
”“他搬到香，按拨旗归营的例，住在正白旗，每月拿四两银子，每季一石米。
按他这俸禄说，他住的应该是三间房子。
因为当时拿四两的住三间房，一两的两间，一两半的一间。
他住的地点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的左边靠近河的地方，那儿今天还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
两年前听我儿子讲，有人说曹雪芹住在北辛庄杏石口，那是没有的事儿，他是旗人必得住在旗里头；
北辛庄是民居，出了健锐营的范围，他就不能住。
那时候，旗里和民居是分得很严的。
”“正白旗那三间小院里有枣树，枣是早生贵子；有松树，松是万年常青；也有香椿树，这是当时旗
人的习俗，有的院里也有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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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世事纵有千般好，不如著书黄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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