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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主席说：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
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不读《红楼梦》，不算中国人。
我读了一遍《红楼梦》。
主席说的没错，真是一本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书。
我读书比较仔细，在最后一回中，有这么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贾政到金陵安葬了贾母，日
夜往回赶，行到昆陵驿地方，那天乍寒下雪，贾政正在船中写家书，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
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
倒身下拜。
贾政迎面一看，原来是宝玉。
贾政大惊，忙问：“是宝玉么？
”这时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便走，三人飘然登岸而去。
这就是《红楼梦》主人公的大结局：宝玉和尚，雪地里，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
的斗篷，拜了父亲，就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这世上，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这一件红斗篷⋯⋯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得很
糟，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已经暗示结局应是一个大悲剧，但高鹗最后写宝玉出家后
，竟然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跑去给贾政下拜。
在他看来，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是贵族家庭的遗物，非常华贵的，以这样一个喜剧的情景来收场是不对
头的。
其实在刘心武先生之前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比如红学家林冠夫先生，就认为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不
是和尚的服饰，让出家做了和尚的宝玉披着有点不伦不类。
甚至包括鲁迅先生对此也很纳闷：“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 这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披在曹雪芹身上是有些不伦不类，因为曹雪芹没做过和尚。
不过，要披在他父亲抑或叔叔曹頫的身上，或许就很合适了。
因为在我看来，贾宝玉是曹頫的化身，不是曹雪芹。
曹頫，字昂友，号竹，约生于1695年，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之弟曹宣第四子，多数红学家们考证其
为曹雪芹的父亲，也有说是叔父的。
因父母早逝，曹頫自幼被伯父曹寅带到南京抚养。
曹寅为人风雅，喜交名士，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
钞》、《楝亭词钞》等，并受中央任命主编刊印《全唐诗》。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南京环境优美、人文荟萃，使曹頫从幼年起，便在风雅华贵又极富文学艺术的氛围和熏陶中成长。
曹寅与康熙皇帝相交深厚，康熙曾六次南巡，最后四次全都由他来接驾。
曹頫少年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绝后的繁荣。
这时的曹頫，也俨然“小皇帝”一般，男男女女一帮人前呼后拥为其效犬马之劳，享受着别人难以想
象的“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生活。
曹頫虽然有读书的天分，却乐得与一帮丫鬟小姐舞文弄墨，玩风花雪月，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奢华生活
正是曹頫年少时的写照。
《红楼梦》里的贾家养着数百人，人们可能觉得夸张了，实际一点不夸张，曹頫的舅舅、担任苏州织
造的李煦家，在康熙死后日渐没落，但被抄家时还抄出了200多人。
曹頫的祖父曹玺是第一任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属于“官二代”，因而势力和根基比李煦大得多、深
得多。
李煦当上苏州织造还是沾了妹夫曹寅的光，最初曹寅兼任苏州和江宁两处织造，后来是曹寅让出苏州
织造之位给了李煦。
曹家连续四次接驾，接待人员自是少不了的，康熙皇帝好热闹、爱看戏，因而曹寅家还养着戏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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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有三四百人的家口不足为奇。
曹頫能过《红楼梦》里的那种生活，过贾宝玉那种连自己屋里的丫鬟也认不全的生活，自然不在话下
了。
康熙分别在1699年、1703年、1705、1707年四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署，每次都有皇十三子胤祥随同，曹
頫得以与该皇子相见，感情笃深，深受皇子怜惜，这种感情，雍正后来在曹頫的奏折朱批里都提到过
，并晓谕曹頫遇事只求怡亲王祥一人。
《红楼梦》小说里唯一一个完美男人北静王水溶的原型就是胤祥。
在小说中，从贾宝玉初次与其相识，尤其到后来贾府被抄家，都对北静王充满仰慕之情和依恋感、依
赖感。
现实中的曹家被查办抄家，正是由任总理事务大臣的胤祥总负责的。
在大约曹頫12岁这一年的1706年，由康熙做媒，曹寅的大女儿嫁给了平郡王，当了王妃。
这时的曹家在小说中形容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红楼梦》的一位首席批书人脂砚斋透露，所谓“元春省亲”，实际上写的就是康熙南巡的场面，小
说中的一句描写就是：“热闹到不堪的田地。
”《红楼梦》里贾宝玉十几岁时候的故事，反映的正是现实中的曹家这一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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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宝玉是否有人物原型，无论在红学还是在文学上都是一个重大课题。
胡适、鲁迅、俞平伯、周汝昌、刘心武等先生认为贾宝玉在现实中是有人物原型的，他的原型就是曹
雪芹。
在清朝时，《红楼梦》作者一直是谜，胡适以曹雪芹是贾宝玉原型为依据判定曹雪芹是作者。
但是，近几十年随着历史档案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解密，主流红学界的红学家们发现，曹雪芹年幼的时
候，曹家就已经被抄家并迁居北京了，曹雪芹没有可能过大观园里的那种生活，于是得出结论：贾宝
玉没有人物原型，纯属作者虚构。

　　因为贾家事就是曹家事，脂砚斋屡屡强调康熙南巡及大观园中的故事系“作者曾经”、“真有是
事”、“身亲目睹”，本书认为贾宝玉有原型，他就是曹宣的四子、曹寅的嗣子曹頫，号竹磵，既爱
竹又爱石。
《红楼梦》是曹頫人生从天堂到地狱的一个梦，曹頫就是那个神秘的作者“石头”，以甄士隐（真士
隐）艺术化的手法叙述了自己的一生，并揭示了一切成空的主题。
曹頫是脂砚斋，他是一个和尚。
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梦稿本四版本中的脂砚斋批语以及正文都出自一人手笔，是曹頫的笔迹，
有其给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的奏折可证。
《红楼梦》还有两个名字分别叫《石头记》和《情僧录》。
同时，清朝大文学家袁枚称《红楼梦》作者是曹寅的嗣子。
袁枚、明义、裕瑞等与曹家有关联的清人皆曰：大观园，是袁枚在南京所居的随园，即曾经的曹家花
园。
康熙最后一次南巡时，曹雪芹尚未出生。

　　后四十回是作者的原作，曹雪芹的五次批阅增删对其做了较大的修改，包括语言方面。
梦稿本《红楼梦》是所有脂本的祖本，是作者的亲笔原手稿，它是由南方人用南方口音写成的，作者
不通北京话。

裕瑞明确声称，贾宝玉有原型，是曹雪芹的叔父辈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等也有原型，是曹雪
芹的姑辈人，并称《红楼梦》原作者不是曹雪芹。
裕瑞的舅舅明琳和曹雪芹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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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传福，男，1971年生，山东高密人。
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哲学学士，经济学硕士。
从事国际贸易与国际合作、证券投资与投资咨询工作。
红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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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
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
罪，编述一记，以告天下人。
” 谁“编述一记，以告天下人”？
作者。
谁“风尘碌碌，一事无成”？
谁“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
谁“一技无成，半生潦倒”？
皆作者也。
 3）后文还有，“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
”石头笑答道：“竞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
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 《石头记》是“石头”写的，“几个女子”是“石头”亲身经历，亲闻目睹的。
而不是“石头”的父亲或兄弟亲睹的，更不是“石头”的儿子亲睹的。
也就是说，大观园里的故事，《红楼梦》中的故事，都是作者“石头”亲身经历过的。
 2.石头是石兄，是作者的证据 1）甲戌本第五回《红楼梦·引子》的开头一句：“开辟鸿蒙，谁为情
种？
”若要用批语作答，只能是“非宝玉为谁！
”脂砚斋在批语中偏要说“非作者为谁？
”转了个弯子，表明宝玉是作者之化身。
批者还嫌不够，要再加上一句：“余又日：亦非作者，乃石头耳！
”表面上好像是收回前言，实际上则是更直截了当地表明：作者即石头。
所以，紧接着又有人加一条墨批：“石头即作者耳！
” 2）还有很多批语提到：“石头惯用如此笔仗”，“形容一事，一事毕肖，石头是第一能手矣”，
“真好石头，记得真”，“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每于如此等处，石兄何
尝轻轻放过不介意来”，“此系石兄得意处”，“石兄自谦，妙”，“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
瞒过了。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3）最重要的还是脂砚斋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凡例中的第一条：“《红楼梦》旨意。
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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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頫,中的贾宝玉(套装共2册)》观点明确，逻辑通畅，清晰易读，真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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