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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雪芹江南家世从考》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都是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江南家世的考索性文章
，较多的篇幅用于记叙考察有关历史文化遗存的见闻。
同时也对曹家的家世、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况骤变作了多侧面的考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俩致力于曹雪芹江南家世的考察和研究，始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自从1980年7月到哈尔滨
参加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以后，我俩的论文大多在《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
以及高等院校学报上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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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新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1933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贯庄村；1945年江阴县贯庄小学毕业；1951年江阴县南菁中学高中毕业
；1955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任中文系助教；1978年南
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81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3年任硕士生导师；1985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古
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86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年南京大学戏剧研究室副主任；1992年南京大
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宋元明清文学史”中国戏剧史
专业博士生导师；2003年退休；现为中国红楼学会顾问。

　　主要学术专著；
　　1960年首次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发表学术论文。
《试论白朴的（墙头马上）》；1983年《曹雪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两宋文学史》（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元散曲经典》（合著）上海书
店出版社；2000年《（红楼梦）导读》（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国昆剧大辞典》（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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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缜密考证精微析论冯其庸——读《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康熙上元县
志·曹玺传》的发现及探究　从辽阳、沈阳到北京　从曹振彦到曹玺　关于曹寅　关于曹颐和曹颊南
京曹家史迹考察记　大行宫的江宁织造府与萱瑞堂　织造府西花园与楝亭　江宁织造局　明孝陵与曹
寅有关的碑刻　鸡鸣寺、香林寺与曹家的关系　曹寅祠、随园及其他　　[附]明孝陵“治隆唐宋”碑
西侧卧碑释文随园与大观园的关系《香林寺庙产碑》和曹寅的《尊胜院碑记》　《香林寺庙产碑》初
探　《尊胜院碑记》考释　小结《朴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吴新雷——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　
引言　张云章和曹寅的关系　曹寅、张云章事迹系年　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考辨　小结苏州织造
府与曹寅、李煦　苏州织造府掌管戏班的情况　苏州织造府有关遗迹的考察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的新
发现　历史的回顾　西园遗址发掘初探曹雪芹家庙万寿庵遗址的新发现吴新雷——附考水月庵遗址　
发现的经过　论证的结果考释《如我谈》有关江宁织造曹家的新资料　关于《如我谈》作者陈坦园　
关于曹寅在历任江宁织造中的社会声望和历史地位　关于江宁织造局的沿革　曹寅主持编刊的《全唐
诗》板片的下落关于江宁织造府、织造署的称谓问题吴新雷——驳斥“府署分开”、“另辟操江衙门
为织造府别住”之臆说曹学小札　曹雪芹的生父究竟是谁？
　号称“芹溪居士”的另一人　曹寅与画家石涛的关系　曹家曲师朱音仙　又发现五种曹楝亭藏书　
曹寅《重修二郎神庙碑》小考　《雪桥诗话续集》记曹寅逸事补证　记“曹砝”　江宁县花塘村有关
曹家的神话传说曹雪芹评传曹寅与两淮盐政曹寅与扬州书局康熙与曹寅关系枝谈曹雪芹家败落原因新
探黄进德——曹家被抄“纯系政治罪案”说商榷　问题的提出　亏空的主因　由亏空而被抄　简短的
结语“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黄进德——关于扬州塔湾行宫的营建与曹家的盛衰际遇“
新愁旧恨知多少”黄进德——再论曹雪芹家被抄原因怡亲王允祥与曹雪芹家关系蠡测曹频考论　曹烦
的品学与才干　曹颊的亏空与失职　曹颊之被革职抄家曹雪芹家世史事系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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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康熙丁亥岁（按：指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宸翰作鸡鸣古迹四字赐镇此寺。
里之士民僧俗以台殿倾圮、浮图欹坏，思加修葺，敬悬御书，于是卜吉鸠工，经一年始竣，江山云物
，顿改旧观。
里之人以余久宦，磨石请记，不敢辞。
⋯⋯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钦差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寅谨记。
考此寺原名同泰寺，创建于粱武帝大通元年（527），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明太祖洪武二十年
（1387）才改名为鸡鸣寺。
“建浮图五级”（《乾隆上元县志·祠祀志》）。
康熙二年塔毁重修，至曹寅第四次接驾前后再修（原塔早已不存，今塔为1990年新建）。
另外，在鸡笼山南麓又有“曹武惠王庙”。
据《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记载，宋朝的开国功臣武惠王曹彬是曹玺、曹寅家的远祖。
《宋史》卷258《曹彬传》记述，宋太祖开宝七年（974）七月，曹彬率领大军从荆南顺流东下，“十
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济师”。
由于曹彬陈兵金陵城下，迫使南唐后主李煜投降，避免一场血战破坏，邦人感恩，为其建祠庙于南京
聚宝门外，明初改建于鸡鸣寺南首。
据明朝杜泽所撰《洪武京城图志》记载：其祠“旧在聚宝门外，王讳彬，谥武惠。
宋开宝中，统兵平江南，不杀一人，邦人感之，为立祠，国朝建置鸡鸣山”。
《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三《祠庙志》也说：“曹武惠王庙，祀宋枢密使曹彬，旧在江宁社坛前，明洪
武二十年改建于钦天山阳，赐额武惠。
”有趣的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4l回《庄濯江话旧秦淮河》中，写庄氏“拿着三四千银子，在鸡
鸣山修曹武惠王庙”。
这都反映了南京士民对曹彬的景仰之情。
由此联系到南京《曹玺传》作者标举“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实是推崇曹玺家世一举两得、古
今双关的表彰笔法（曹武惠王庙现已不复存在）。
香林寺遗址在今南京太平门内佛心桥37号和36号，1975年初，南京博物院的王少华先生在37号院内发
现了香林寺庙产碑，立碑的年代是嘉庆三年九月，碑文记载：“前织造部堂曹大人买施秣陵关田二百
七十余亩，和州田地一百五十余亩。
”这表明曹家是香林寺最大的施主，关系非比寻常。
于是，我即留心探索，并已撰文考证①，我认为这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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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雪芹江南家世从考(修订版)》为古典文学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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