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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创“红学”中的“秦学”　　一时受到读者追捧，也引发了红学界的集体反诘　　CCTV-10《
百家讲坛》同名节目全新内容提前曝光　　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
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
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
争，这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
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
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
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刘心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与前一部相同，亦包括完整的18
讲。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那些在第一部中未曾解开谜团——破解。
内容包括妙玉、王熙凤等在第一部中未曾深入探讨的金陵诸钗的命运之谜、贾宝玉的人格之谜等，并
最终将自己的探佚成果浓缩小为一张囊括了红楼各色人物的“情榜”，还原了作者心目中的这部煌煌
巨著的本初模样，从而完整地表达了作者的“红学”观点，彻底“洗刷”了第一部留给部分读者的“
政治解读”“秦学研究”印象。
继等一部中的“秦可卿之谜”“元春之谜”等内容后，作者在本书中将他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深广得多
的层面，带读者踏上了一段更为精彩的“红楼揭秘之旅”。
　　刘心武认为：《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
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
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
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
公主之死。
这就是刘心武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核心内容。
　　[相关焦点]　　红学家：刘心武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2005年第10期《艺术评论》杂志以“红学
界反诘刘心武”为话题，发表了四位红学家的文章。
比如蔡义江先生称刘心武的研究是新索隐派。
他说，老索隐派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却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
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
他还说，许多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哗众取宠、装
腔作势，甚至走火入魔，几同疯语。
　　　　刘心武：“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刘心武在他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说，红
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
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有平等讨论的态
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　　　　读者：应该反思“主流红学”　有媒体对8631人做了调查，近
八成认为，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都有权阐释《红楼梦》。
广州学者陈林还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主流红学家更应该反躬自省。
陈林说：“当专家学者将‘学术规范’的锋利矛头指向刘心武时，其实更应该反省有更大影响力的、
头顶‘学术’耀眼光环的‘主流红学’。
”　　此次围绕刘心武的争论，专家的驳斥和读者的激赏呈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双方剑拔弩张，当仁
不让。
分析其情其状，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当今时代是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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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心武的“讲红楼是我的权利”，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
而主流红学家们又能否拥有一个宽容的情怀？
（《工人日报》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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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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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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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妙玉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排名第六之谜妙玉身世之谜妙玉情爱之谜妙玉结局之谜玉石之谜贾宝玉人生
理想之谜宝黛爱情与黛玉死亡之谜钗黛合一与宝钗结局之谜史湘云之谜探春远嫁之谜迎春惜春结局之
谜王熙凤巧姐之谜李纨结局之谜金陵十二钗副册之谜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谜情榜之谜曹雪芹写书之谜
《石头记》命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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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前面各讲，我对金陵十二钗中个人命运与政治联系得最紧密的两个人物——秦可卿和贾元春
——的生活原型进行了细致的探索。
有红迷朋友问我：你讲的倒也大体上自圆其说，但照你这么分析，《红楼梦》的文本里隐含着那么多
的政治因素，是否就可以做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结论呢？
我告诉他，我的看法是：《红楼梦》里有政治，曹雪芹有政治倾向，但是，曹雪芹又终于超越了政治
，把《红楼梦》写成了一部超越政治的奇书。
比如，在第一回里，作者通过空空道人检阅《石头记》的心得，明确指出：此书“上面虽有些指奸责
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
“奸佞恶邪”对曹雪芹及其家族的打击刺激是深重的，艰难时世中曹雪芹的感受是丰富强烈的，他写
这部书时，内心里被这些因素所煎熬，对这些，我们是应该理解的。
但是，曹雪芹却以伟大的艺术力量，从痛苦中升华出理想，他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表达政见的
书，而是通过贾宝玉以及金陵十二钗中许多女子的形象，表达出对人的个性尊严的肯定，宣布个体生
命有追求诗意生存的神圣权利。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是在二百年前的封建王朝的社会环境里。
　　我认为，金陵十二钗正册里，妙玉这个人物的设计与塑造，就特别凸显出曹雪芹对政治的超越。
如果说秦可卿和贾元春身上的政治色彩太浓，那么，妙玉身上的政治色彩却很淡。
政治，主要是个权力问题，所谓政治倾向，就是你究竟喜欢由哪种力量，喜欢由谁来掌握权力的内心
看法。
超越政治，就是对权力分配不再感兴趣，就是认为不管你是哪派政治力量，作为权贵，你都不能以势
压人。
这样的想法，当然就比拥护谁反对谁的政见高一个档次了。
妙玉这个人物，就体现出曹雪芹从政治意识升华到了对社会中独立人格的关注，值得我们好好探索。
　　《红楼梦》第五回，曹雪芹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见到金陵十二钗的册页
，里面有正册、副册和又副册，每一册各有十二个人物。
正册里面有十一幅画和十一首诗，现在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幅画第一首诗说的是两位女性，以后每
一幅画每一首诗，都预示着《红楼梦》里一个女性人物的命运结局。
在这十二名女子中，她们的排名依次是林黛玉、薛宝钗并列第一，第三贾元春，第四贾探春，第五史
湘云，第六是妙玉，第七贾迎春，第八贾惜春，第九王熙凤，第十巧姐，十一是李纨，十二是秦可卿
。
这个排名，匆匆那么一看，似乎没什么稀奇，但不知您细想了没有？
稍微多想想，就会有疑问。
　　我后来读《红楼梦》，读得仔细以后，就发现金陵十二钗正册的排列顺序有点奇怪。
大家知道，金陵十二钗正册里面是收入了十二位女性，这十二位女性其中十一位要么是第四回里面所
写到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女子，要么是嫁到四大家族做媳妇的女子，惟独有一位，两不是。
这两不是的是谁呢？
就是妙玉。
这有点奇怪，你现在稍微回忆一下，是不是金陵十二钗正册里面，其他十一位都是四大家族的呢？
其中元、迎、探、惜这是贾家的四位女子；然后有三位非常重要的女子，一个是林黛玉，另两位是宝
钗和湘云。
林黛玉虽然姓林，但她是谁生的呢？
贾敏生的，贾敏是贾母的女儿，所以她也有贾家的血统；薛宝钗是四大家族里薛家的后代；史湘云则
是这四大家族里史家的后代。
所以说，她们都是四大家族的女子。
　　至于王熙凤，她的身份就更特殊了，她既是四大家族中王家的女子，又嫁给四大家族的贾家为媳
妇；那么她的女儿巧姐，则既有贾家的血统，又有王家的血统，她们母女俩不消说都在特定的范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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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而李纨虽然姓李，并不是四大家族的女儿，但是她嫁到四大家族的贾家当了媳妇，而且还给贾家生了
孩子，是不是？
关于秦可卿，前面已经探究很多了，她后来是以贾蓉妻子的身份，在宁国府生活了一段，因此她也是
四大家族的媳妇之一。
所以这样算来算去，在金陵十二钗正册里面，惟一无四大家族血统，也没有嫁到四大家族里面做媳妇
的女性，只有妙玉。
　　开头我觉得无所谓，后来我一琢磨，觉得有点奇怪：曹雪芹为什么有这样的艺术构思？
我也跟一些朋友探讨过，有的就说可能是书里面其他的女性角色不够多，再挑出来加入金陵十二钗正
册可能都不够格。
因为大家知道，曹雪芹他在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设计上，还是有等级观念的，能够入这
个正册的，简单来说，按当时的标准就是主子辈儿的，丫头比如说晴雯，再美丽、聪明，再值得肯定
，也不能入正册。
是不是主子辈儿这方面的角色不够？
人不够，拉来凑，所以就想来想去，勉强找一个妙玉搁在里面？
那么你仔细想想，是这个情况吗？
显然不是。
丫头我们现在就排除了，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艺术构思框架——你怎么评价曹雪芹，咱们现在不讨论—
—他就是有上、中、下等级观念的。
在《红楼梦》里面，他写到贾宝玉到太虚幻境偷看册页的时候，先拿出来的不是正册，是又副册，拿
出又副册以后，他就翻，他翻了以后，是不是把又副册全都读了，曹雪芹全给写出来了呢？
也不是，只写了两页，介绍两幅画，每幅画配有一首叫做判词的诗，当然后来读者们都猜出来了，一
个说的是晴雯，一个说的是袭人。
那么在这个册页里面，还有十位是谁呢？
我们就不清楚，就需要探讨，可能在八十回以后，作者会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写出
的两个，推测出其余十个也肯定都是大丫头这种等级的。
然后他写贾宝玉在那儿打闷葫芦，看也看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就没有继续往下看又副册，而是又拿
出一本来翻，这本就是副册。
在副册里我们就发现，曹雪芹的构思是这样的，他只介绍了一幅画，一首诗，也就是说他只透露了副
册里面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后来我们猜出来，就是香菱。
香菱虽然出身也是很不错的，可是她被拐卖以后，到了薛蟠家，地位是比较低的，比薛宝钗这些人的
地位要低，所以这样的人曹雪芹就把她安排在了副册里面。
但是香菱后来毕竟一度成为薛蟠的妾，比大丫头等级略高，所以她不在又副册里，估计跟她在一个册
子里的，应该是些次要的主子一类的女性。
那么类似香菱这种身份的，或者类似晴雯、袭人这种身份的女性，我们就不去探讨了，我们现在只扫
一扫，小说里面，正经主子小姐身份的，有资格进入到金陵十二钗正册的，还有没有？
很明显，起码有一个，按说是无可争议的，她就是薛宝琴。
大家想一想，这个角色戏多不多啊，作者用笔细致不细致啊，通过其他人物之口对她的赞美多不多啊
？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曹雪芹他最后调整来调整去，就是说琢磨这个金陵十二钗正册里面该放进哪些人呢，我究竟该
把哪十二个女子作为我最主要的一组呢？
想来想去，他最后放弃了薛宝琴，安排了妙玉。
薛宝琴是四大家族薛家的女子啊，按说把薛宝琴搁进去，十二钗正册不就整齐了吗？
整整齐齐，完完满满，都是金陵四大家族的女子，或者是嫁到贾家来做媳妇的人。
但是他宁愿不整齐，他选择了妙玉，放弃了薛宝琴。
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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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值得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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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荣登王府井、西单等各大书店排行榜第1名，平民红学大师再出击——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2
部全新推出！
CCTV-10《百家讲坛》同名节目全新内容提前曝光。
　　本书是《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与前一部相同，亦包括完整的18讲。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那些在第一部中未曾解开谜团——破解。
内容包括妙玉、王熙凤等在第一部中未曾深入探讨的金陵诸钗的命运之谜、贾宝玉的人格之谜等，并
最终将自己的探佚成果浓缩小为一张囊括了红楼各色人物的“情榜”，还原了作者心目中的这部煌煌
巨著的本初模样，从而完整地表达了作者的“红学”观点，彻底“洗刷”了第一部留给部分读者的“
政治解读”“秦学研究”印象。
继等一部中的“秦可卿之谜”“元春之谜”等内容后，作者在本书中将他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深广得多
的层面，带读者踏上了一段更为精彩的“红楼揭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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