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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还是十多年前，我读崔川荣同志的稿子才与他有联系的，后来我到上海，又面谈了一次，我读他的稿
子，感到他对问题很能深思，往往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新的思路，而且又是依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比较切
实的分析，我感到这是很难得的。
读书一要沉潜而戒浮躁；二要深思而不作表面的浅解；三要自觉地经受历史的验证，历史不是瞬间，
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历史不是主观，而是纯客观。
所以，任何一个真诚地做学问的人，真诚地追求客观真理的人，都应该自觉地服从这一认识的规律而
摒弃自我夸张，要真像黄山谷说的“医得儒生自圣颠”。
我与崔川荣同志交往的十多年来，我感到他沉潜而又客观耐心，所以他每有所作，并不立即要求发表
，总是要沉思再沉思。
他研究曹雪芹的最后十年也已经好多年了，我说不清究竟是几易其稿，前几年我还能看一些稿子，特
别是近一年来，我的眼睛的视力大受损失，几乎很难看稿，所以他后来的稿子我无力再看。
现在我只好凭记忆，记一点与他的书稿相关或略有关系的一些思考，所以叫作“沉思录”，思考的问
题较多，不可能都写在这篇文章里，而且都只是思考而并非结果，更非结论。
首先是关于脂砚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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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曹雪芹晚年的交游情况、著书进展、传批过程做了详尽考证，涉及创作计划、五次增删、“命
删”事件、乡居原因等二三十个疑案，是新红学建立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之一。
    本书阐述的观点，如甲戌年四月曾与二敦等人宗学联吟；丙子春为雪芹乡居时间；“丙子本”的题
名即《红楼梦》；“可知野鹤在鸡群”一诗与《题芹圃画石》作于同时；“续书”与原著均出自雪芹
之手，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颇具参考价值。
    此书积崔川荣先生数十余年之功，论证严密，思路清晰，于红学又开一新面，为填补曹雪芹最后十
年之空白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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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川荣，1959年12月生于上海南市，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
重点研究曹雪芹生平事迹和《红楼梦》成书过程。
为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会员，曾参加过全国和国际红楼梦研讨会。
已发表《曹雪芹生年被埋没的原因——辨“甲午八日泪笔”》、《镇江江上打鱼船——谈畸笏即曹频
化名》、《曹雪芹生于苏州之我见——重读（曹家档案史料）有感》、《再谈“甲午八日”及其使用
价值——关于红学研究中的几个难题》、《21世纪应该尽快确定曹雪芹的生年——写在曹雪芹三百周
年诞辰日之前》等论文。
30年来，作者默默耕耘，笃志不倦，沉潜耐心，发前人之所未发，且立论有据，分析鞭辟入里，是一
位颇具考据型的中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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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附记一则传说，仅供参考。
传闻最初由镇江江慰庐同志提供（一九七三年五月六日），后来吴恩裕先生在《曹雪芹佚著浅探》中
曾两次作了介绍：有一位沈君，现年五十多岁，幼年在扬州读书，他的先人世居瓜洲镇。
沈君曾告他的朋友，谓他家里世代珍藏着一幅《红楼梦》作者所绘的《天官图》。
沈君说：乾隆某年，曹雪芹因事由北京去江宁，取道扬州、镇江。
行至瓜洲，天气突变，封江停航。
曹被阻于江的北岸，滞留瓜洲镇上。
沈家当时是瓜洲的大姓，久慕雪芹之名，延为上宾，热情款待。
因宾主相得，雪芹在瓜洲留居一月有余。
才渡江去江宁。
行前，曾作《天官图》一幅以贻主人。
沈家对这张画，世代珍藏，视为瑰宝，并嘱其后人，妥为保存。
1978年秋，我去镇江见到了江同志和该图收藏者的弟弟沈星甫，据谈实有其事⋯⋯（见二十二页）沈
幼年习闻此事，亲睹此图；年长仍不时取出展观。
据云此画或尚在，唯不肯示人⋯⋯（见一九。
页）曹雪芹离京南下约在十月中旬，“行至瓜洲，天气突变，封江停航”，或指风雪冰冻。
“在瓜洲留居一月有余”，似已接近年底。
可见雪芹渡江后是在老家过的新年。
若再滞留一月，于次年——#I下旬回到北京，则与我们掌握的归期相吻合。
唯传说沈家“久慕雪芹之名，延为上宾”显与史实不符（那时曹雪芹未必有名）。
另据《曹雪芹传略》的作者徐恭时先生说：“江慰庐写有《关于曹雪芹留图瓜洲的调查》一文，记雪
芹于此际南来时，由于阻江而滞留在瓜洲沈姓家，别时为绘《天官图》与《鲤鱼图》，今已毁失。
”①看来，以上传闻不尽是真，至少又多出了一幅《鲤鱼图》，叫人顿生疑点。
但愿传闻变成有画可证的事实。
第六节补说四评九月中旬，脂砚斋得到重新修改过的稿本一至十九、回以后，跨人第二年的“四阅评
过”工作便开始了。
为能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己卯冬月”所作的眉批叙起。
查庚辰本二十至二十八回，共得二十四条眉批，请看分布情况：二十回六条二十二回两条二十四回两
条二十六回一条二十八回三条二十一回三条二十三回三条二十五回一条二十七回三条这些眉批均署“
己卯冬”或“己卯冬夜”字样，其中第二十四回有一条直接写出了“己卯冬夜脂砚”，这为我们类推
其他二十三条眉批出自脂砚之手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以下选录五条眉批略作分析。
第一条见庚辰本二十一回：趁着酒兴不禁而续，是作者自站地步处，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
然奇极怪极之笔，从何设想，怎不令人叫绝？
己卯冬夜。
这是脂砚斋自认宝玉原型最显著的一条例证，参见二十三回侧批“回思十二三时，亦曾有是病来。
想时不再至，不禁泪下”，我们获悉他不仅是曹家人，而且年龄也与曹雪芹相同。
。
第二条见庚辰本二十七回：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
前良儿，后篆（坠）儿，便是却（确）证，作者又不得可也。
己卯冬夜。
查五十二回正文：“那一年有一个良儿偷玉，刚冷了这二年，闲时还常有人提起趁愿⋯⋯”，这是良
儿被逐的原因，今本已删去这一情节。
查杨本“良儿”原作“喜儿”，可以想见己卯冬月之前，曹雪芹曾对五十二回作过修改。
第三条眉批，见庚辰本第二十七回：《石头记》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种种诸法，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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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料之外，且不曾见一丝牵强，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是也。
己卯冬夜。
批语表明，己卯年内曹雪芹取消了《红楼梦》这一题名。
为何取消？
有待另考。
但可以肯定，曹雪芹不再使用《红楼梦》题名，必选用其他题名。
那么会不会如脂砚斋批中所说的是《石头记》呢？
分二点回答。
第一点，对“楔子”中的题名而言，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
理由是，如果再改用《石头记》，那就等于否定“楔子”中所说的改名过程。
不妨回过头来试读一下，由《石头记》改为《情僧录》，最后仍写上《石头记》岂不笑话。
所以曹雪芹选用的题名只能是甲戌前使用的一个旧名《金陵十二钗》。
第二点，对书前题页而言，恢复《石头记》题名才是真意。
这便是脂砚斋批中出现《石头记》的原因（详见附录三《关于曹棠村引出的话题》）。
再说第四条眉批，见二十八回：此写玉兄，亦是释却心中一夜半日要事，故大大一泄。
己卯冬夜。
脂砚斋称宝玉为“玉兄”仅此一见，有可能是看了同回中的眉批“真颦儿之知己，玉兄外实无一人”
，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也有可能是畸笏过录眉批时改写的结果。
除此之外，己卯前后凡称“玉兄”的批语都应该划在畸笏名下。
第五条眉批，见二十八回：前“玉生香”回中，颦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岂不该有暖香，是宝
玉无药可配矣。
今颦儿之剂若许材料皆系滋补热性之药，兼有许多奇物而尚未拟名，何不竟以暖香名之，以代补宝玉
之不足，岂不三人一体矣。
己卯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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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初版于五年前发行，谬误甚多。
每阅一过，黯然不怡者数日。
同时也感到学力不够，有愧读者。
所幸出版社已决定重出此书，给了我一次纠正的机会，十分难得。
感谢梁昌副总编，感谢宋舒自责任编辑。
自问此书有何价值，需要重印？
谈不上惊世之作，谈不上传世之作，然而敝帚自珍，我仍看好《最后十年》所建起的构架：凡涉及到
曹雪芹生平事迹的地方，我都作了最大程度的挖掘、诠释；凡涉及到成书过程中的疑案，我都作了最
大程度的探讨、梳理；凡涉及到脂评畸批的地方，我都作了最大程度的区分，包括所属的年代和所含
的意思。
如果这些还算得上是长处的话，能够填补长期以来学界对曹雪芹最后十年所欠下的空白，岂不是价值
所在！
因此，本次修订未作总体调整，只做局部修改，尽可能保持旧版的原样。
当初恩师冯其庸先生曾为此书的撰写、出版，花费了很大精力，并在病中给我写了序言。
只可惜那时冯老的序未能及时用上，令我抱憾不已。
今逢再版之际旧事重提，一则有所感慨，再则表示歉意。
最主要的就是补人旧序，使之完整如一，了却我多年来的心愿。
本次再版还收录了《曹雪芹增补120回始末——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全盘思考》一文①，作为《最
后十年》的补充意见。
该文以红楼生日对应传统节气，进而获得可贵的历史纪年为切人点，回放了原著与“续书”在不同时
期的演变过程，从中也可以感受到曹雪芹不断修补不断完善的进取精神，直至走到生命的终点。
我的结论是，“续书”与原著一样均出自曹雪芹之手，所谓高续并不存在。
毋须讳言，新的探索、新的看法与旧作所叙的内容不尽一致。
不过①本次修订和撰成此文曾先后得到冯其庸、胡文彬、彭昆仑、吴营洲先生，还有徐正彬、邵朱芬
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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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雪芹最后十年考(修订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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