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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辅助书。
　　《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成就最高，它是一部世界级的文学经典，是我们中国
的骄傲，是对世界文学、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但《红楼梦》又是最难读的一部古典小说，因为它精深而隐曲。
前人云：此书“立意高超，取材宏富”，“玄之又玄，无上妙品”；“如捉水月，祗挹清辉；如雨天
花，但闻香气”。
意思就是只觉得它好，但又很难说清它好在哪里。
　　因此初读《红楼梦》需要有一定的辅助。
而读懂《红楼梦》，对于感性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和古代文化乃至了解中国，很有必要。
　　（二）本书的写作特点是深入浅出。
它的析释，力求浅显易懂，不作理论性、学术性的发挥，没有空洞说教，也不是高头讲章；同时又很
深入，涉及很广，缕析很细。
尽管它的“人物评析”、“章节赏析”部分，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囊括所有人物私仑书章回，但它
所优选的重点、难点、精彩点，往往能以“一斑”窥见“全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启示性、可读
性。
总之它紧扣《红楼梦》　　文本，对于读懂小说、理解文本，很有益助。
　　（三）本书所依据的《红楼梦》文本，前80回是汇校各脂评抄本而成的新校注本。
本书主要也是解读前80回，对后40回也时有所涉。
关于版本，请看本书的《版本概述》一章。
　　（四）关于《红楼梦》的几乎每一个问题，自清代至今二百多年来，一直都有争议。
本书的几位撰写者，难免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见解，这是正常的，强求一律倒是不正常了。
“百花齐放，百花争鸣”，才是健康的文风、学风。
希望本书的读者也参加到讨论中来，各抒己见，各谈心得，目的是把《红楼梦》解读得更全面、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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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义江（1934～　）著名红学家、学者、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浙江宁波人。
1954年毕业于前浙江师范学院（后称杭州大学，现改浙江大学），留校任教于中文系、新闻系。
1978年借调至京，筹创《红楼梦学刊》，成立红学会。
1986年，正式调京，任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创办团结出版社，兼任社长、总编辑及《团结》
主编，兼教于京杭高校。
为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
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
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红楼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出版主要的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校注》、《蔡义江论红楼梦》
、《红楼梦丛书全编》、《稼轩长短句编年》（香港上海书局）、《辛弃疾年谱》、《唐宋诗词探胜
》、《全译》、《四季风光》、《清代文学概论》（日本每日交流社）、《（宋诗精华录）注释》、
《宋词三百首详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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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楼梦》——永恒的认识对象　　冯其庸几点说明导论一　时代背景二　家世、成长与创作酝酿三
　成书过程四　文字的前后落差五　贾宝玉非曹雪芹自我写照六　艺术成就的主要表现人物评析一　
贾宝玉二　林黛玉三　薛宝钗四　王熙凤五　金陵十二钗中的几位少女——秦可卿 史湘云 探春 元春 
妙玉 李纨六　贾母与王夫人七　几位大丫头——鸳鸯 平儿 袭人 睛雯 紫娟 司棋八　《红楼梦》中的小
人物——刘姥姥 焦大 小红 小蝉 茗烟九　贾府的老少爷们——贾敬 贾赦 贾政 贾珍 贾琏 贾蓉十　四个
“泥水匠”和一个“泥痞子”——秦钟 蒋玉菡 柳湘莲 水溶和贾雨村章节赏析一　石头撰书二　游园
题额三　听曲参禅四　宝玉挨打五　白雪红梅六　香菱学诗七　抄检风波八　芙容新诔附：《芙蓉女
儿诔》的白话译文《红楼梦》版本概述杜春耕一　十一种早期手抄本二　《红楼梦》的各种印本附录
一、《红楼梦》四大家族关系表二、《红楼梦》宁荣二府奴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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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优秀的古典长篇小说，除《红楼梦》外，尚有《三国演义》、《水　　浒传》、《西游记》
、《儒林外史》等，为什么《红楼梦》又独独高居于其　　它名著之上而被推崇为最伟大、艺术成就
最高的巨著呢？
它的艺术成就主要　　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开始用现实题材创作　　我国传统小说，尤其是长篇，总是在述说前人的故事，或取材于
史书，　　或据传说演绎，即便有取自当代社会的，也多为奇闻轶事之类，仍属不相干　　者在说他
人的故事。
所以小说是小说，作者是作者，读者、评论者也只看小　　说写得如何，却没有人去关心小说的作者
，因为谁都知道那些作者，不论是　　罗贯中、施耐庵或吴承恩，都与诸葛亮、宋江、孙悟空等拉不
上任何关系。
　　所以，当时人索隐《红楼梦》写的是谁的故事时，总从顺治皇帝与董鄂妃、　　纳兰明珠与纳兰
性德、张侯家事或康熙间的一批名人名臣的事去比附，再也　　想不到作者在取材和表现上会有全然
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思路。
　　《红楼梦》一反从前只取古人或他人故事来编写小说的旧方法，它是在　　作者亲见亲闻、亲身
经历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创　　作的。
这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这一点上说，它已经跨入　　了近代小说的门坎。
　　但《红楼梦》写的不是一家一事一人，它不是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小说　　化了的曹氏一门的兴
衰史，虽则在小说中毫无疑问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见　　闻、经历和自己家庭荣枯变化的种种可供
其创作构思的素材。
只是作者搜罗　　并加以提炼的素材的来源和范围都要更广泛得多，其目光和思想，更是从几　　个
家庭扩展到整个现实社会和人生。
《红楼梦》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最大胆　　、最巧妙、最富有创造性和想像力的艺术虚构。
所以它反映的现实，其涵盖　　面和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广的。
　　（二）重现生活的广阔画面　　《红楼梦》具体、细致、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环
境中广　　阔的生活场景；礼仪、习俗、爱情、友谊，种种喜、怒、哀、乐，以至饮食　　穿着、生
活起居等等琐事细节，无不一一毕现。
这也是以前小说从未有过的　　。
　　我国小说历来受史传体文学的很深影响，总着眼于事体本身而忽略表现　　生活和生活环境。
比如《三国演义》中写关云长，虽有个儿子叫关平，却从　　不提及其家庭、妻室和私生活。
其他人物也如此。
刘备是写到了他的几位夫　　人，甘、糜二夫人曾被围于曹营；不写她们，怎能写关云长千里走单骑
、过　　五关斩六将和古城会呢？
糜夫人还在长坂坡把儿子阿斗托付给赵子龙，自己　　投井而死；不写就没有后来继位的刘禅。
再有一位孙夫人，有她才有“吴国　　太佛寺看新郎”，新房后埋伏刀斧手，终至东吴“赔了夫人又
折兵”。
一无　　例外地是在写事件而非生活。
所以，我们终究无法知道三国时代人们的现实　　生活是怎样的。
《红楼梦》却令人一新眼目地将当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　　多角度地生动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曹雪芹在表现真实人物形象及其所处的真实生活环境时，特别注意人物　　的行为、遭遇和事态
的发展变化，须符合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和性格发展的　　内在逻辑。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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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始终坚持的崇　　高的美学理想和严格的创作原则。
所谓“穿凿”，就是作者只凭自己的主观　　意愿行事，只求故事编得曲折离奇，而不管是否合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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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否可能。
“故　　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
相比之下，续书中的“调包　　计”以及钗、黛在同一时辰内一个拜堂，一个咽气等非现实的戏剧性
情节的　　安排，就难免失之于“穿凿”了。
　　总之，史书、笔记可以记下某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事件的始末，却无法　　像《红楼梦》那样再
现两个半世纪前的生活画面，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领　　略和感受到早已逝去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
。
《红楼梦》的这一不可替代的价　　值是绝不应该低估的。
　　（三）突破旧的方法写人　　《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写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
，坏　　人都坏了。
作者如实描写，从无讳饰；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的。
这一看法，是鲁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诸葛亮在小说中是一个十足理想化的甚至神化了的人物，成了智慧的化　　身，你很难从他身上
找出什么缺点来；高俅先是流氓无赖，后成奸邪权臣，　　你也找不到他还有哪一点可以肯定的，除
了踢得一脚好毬；倒是神话人物孙　　悟空、猪八戒还复杂一点。
这当然不是说那些小说中的形象塑造得不成功，　　不是的，而是说在不同美学理想和创作思想支配
下写成的小说，其人物形象　　的创作方法不同，其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自然也不一样。
贾宝玉、林黛玉、　　贾探春、史湘云、晴雯，都非十全十美；贾琏、薛蟠、贾雨村，也并未写成　
　十足的坏蛋。
至于像王熙凤那样的人物，更不能简单化地将她归之于好人或　　坏人之列。
所以，用“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文艺理论去套《红楼梦　　》，是完全行不通的。
　　香港中文大学已故教授、著名红学家、翻译家宋淇说，曹雪芹写了四百　　多个人物，与莎士比
亚所写的人物总数差不多。
但莎士比亚的人物是分散在　　三十几个剧本中的，而曹雪芹则将他们严密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中；其
中个性　　鲜明生动的形象也不下几十个。
这话是不错的。
书中主要人物或用较多篇幅　　写到的人，固形象生动，有时即便是只有几句话的龙套式人物，也能
惟妙惟　　肖地将其身份、个性勾勒出来。
如写秦氏之丧，贾珍为使丧榜上能写得风光　　些，想花钱给贾蓉捐个官衔，恰值宫中太监总管戴权
来上祭，贾珍便顺便说　　要给儿子捐个前程的话。
戴权不但会意得极快，且开口就称贾蓉为“咱们家　　的孩子”。
脂砚斋评曰：“奇谈！
画尽阉官口吻。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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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成就最高，它是一部世界级的文学经典，是我们中国
的骄傲，是对世界文学、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但《红楼梦》又是最难读的一部古典小说，因为它精深而隐曲。
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辅助书。
　　本书深入浅出的析释，浅显易懂，不作理论性、学术性的发挥，没有空洞说教，也不是高头讲章
；同时又很深入，涉及很广，缕析很细。
尽管它的“人物评析”、“章节赏析”部分，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囊括所有人物和全书章回，但它
所优选的重点、难点、精彩点，往往能以“一斑”窥见“全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启示性、可读
性。
总之它紧扣《红楼梦》文本，对于读懂小说、理解文本，很有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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