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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位年近90的自然科学家、博士生导师和一位年仅22的研究生，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红迷”，有着
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行文方式，能道人所不能道。
他们从“红迷”的眼光审视“红学”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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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念兴：1922 年生，浙江青田人。
1945年毕业于英士大学畜牧兽医系，从事兽医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学和科研工作50余年，南京农业大
学动物医学院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兽医免疫学家。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编委，《中国农业百科全书&#8226;生物卷&#8226;微生物分支和兽医卷&#8226;
免疫学分支》和《兽医免疫学》主编。
曾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江苏省微生物学会秘书长，《病毒学报》编委等。
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大北农业科技成果奖、香港中华专利技术博
览会金奖、2005年国家专利技术发明奖和创新技术银奖。
2003年开始撰写《科海扬帆六十载》，对毕生研究工作做简要总结，业余从事《红楼梦》研究，颇有
心得。

　　温庆新：22岁，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已正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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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月宝鉴》《石头记》及《红楼梦》    (三)“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自
传说”与“脂砚斋”    (四)“书未告成即逝矣”及“不意书未成而人逝矣”    (五)“狡狯托言”与“狡
猾之笔”    (六)驳“裕瑞曾见脂批甲戌本说”  三、“连城全璧与神龙无尾”：平心论“高鹗续书”  丘
逢甲“题红诗”十四首辑评  《小说林》有关《红楼梦》资料辑评卷五  红楼争论之谜  重拍《红楼梦》
电视剧受阻有感  读“曹雪芹书写的瓷联”有感  一次有趣的统计  是争鸣还是诋毁他人  刘心武揭秘《
红楼梦》研讨  一、诘难第一部秦可卿与贾元春之谜  二、反观第二部贾宝玉和“十二金钗”诸女性之
谜    (一)妙玉之谜    (二)贾宝玉之谜    (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谜    (四)史湘云之谜    (五)迎春、探春和惜
春之谜    (六)王熙凤和巧姐之谜    (七)李纨之谜    (八)“金陵十二钗副册”之谜    (九)“金陵十二钗又副
册”之谜  三、平议第三部林黛玉之谜——兼及第四部薛宝钗、史湘云之谜    (一)林黛玉家产之谜    (
二)林黛玉血缘之谜及其他    (三)批古本《红楼梦》真貌揭秘  四、探佚刘心武的《新红楼梦》    (一)揭
批刘心武的《新红楼梦》第八十一回至第八十三回    (二)刘心武的《新红楼梦》中几位主角的命运    (
三)贾宝玉和史湘云  五、刘心武杜撰《新红楼梦》的问题所在    (一)《红楼梦》是反映康熙朝政治斗争
的小说    (二)将“脂批”奉为圭臬，却剔除不利己见之批语    (三)对自传体小说的误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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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红楼文本之谜　　红楼梦整体美不容腰斩　　一、坚决反对把曹雪芹说成欺世盗名之辈　　
《红楼梦》是曹雪芹于&ldquo;悼红轩&rdquo;中，&ldquo;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回目，分出章
回&rdquo;而撰成的。
这反映曹雪芹创作态度的严肃与认真。
他写《红楼梦》之初，就已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写作计划。
第五回&ldquo;太虚幻境&rdquo;，在&ldquo;金陵十二钗&rdquo;、&ldquo;副册&rdquo;和&ldquo;又副
册&rdquo;中，在十二支&ldquo;红楼梦曲&rdquo;中，对作品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已作了清楚交代，
故事脉络隐约可见。
曹雪芹是全书作者的结论，顺理成章，毋庸置疑！
何以忽然出来一位自称与曹雪芹同时代、并与曹氏交往过密、甚至还参与《红楼梦》写作过程
的&ldquo;脂砚斋&rdquo;？
甲戌本第一回眉批曰：&ldquo;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余尝哭芹，泪亦待尽。
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rdquo;；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回后总批曰：&ldquo;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
丁亥夏，畸笏叟&rdquo;。
衮衮红学诸公竟信以为真，而以此否定曹雪芹的全书著作权。
如若此言属实，则&ldquo;披阅十载&rdquo;之说势必不能成立。
曹雪芹决不可能在作品尚未完成之前，就披阅、增删达十年之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曹雪芹岂不成为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欺世盗名之辈！
是可忍，孰不可忍！
　　曹雪芹在&ldquo;悼红轩&rdquo;中披阅十载一段文字，是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唯一论据。
如此说不能成立，则《红楼梦》作者是谁又成悬案矣！
&ldquo;脂砚斋&rdquo;与曹氏过从甚密，又参与《红楼梦》创作，岂不自相矛盾。
衮衮红学诸公对此常识性的推理和判定，何以未能窥见？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二、揭穿&ldquo;泪尽而逝&rdquo;的虚假　　《红楼梦》第八十回&ldquo;美香菱屈受贪夫棒王道
士胡诌妒妇方&rdquo;，此时，全书的悲剧高潮尚未到来。
此回写的是：薛蟠娶了金桂后，家无宁日。
金桂先是设计陷害香菱，逼走香菱后，又与宝蟾吵闹不休，活脱脱一幅&ldquo;妒妇河东狮吼
图&rdquo;。
继之，写宝玉去天齐庙许愿，与号为&ldquo;王一贴&rdquo;的江湖老道闲聊，戏问他&ldquo;有没有治
女人妒病的方子&rdquo;；&ldquo;王一贴&rdquo;胡诌了一个疗妒的方子，说是：&ldquo;用极好的秋梨
一个，冰糖二钱，陈皮一钱，水三碗，梨熟百度，每日一贴&rdquo;。
宝玉道：&ldquo;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rdquo;。
&ldquo;王一贴&rdquo;道：&ldquo;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
横竖这些都是顺肺开胃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都要死的，死了还妒
什么？
那时就见效了。
&rdquo;　　看了这回，并无令人悲痛欲绝之感，却让我们对王道士胡诌的&ldquo;疗妒汤&rdquo;拍案
叫绝。
真是绝妙之方！
&mdash;&mdash;对妒妇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之、冷落之！
曹雪芹的幽默和风趣，跃然纸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迷剖析红楼之谜>>

可见作者写至此回时，心情颇佳，并无&ldquo;泪&rdquo;可滴，更无&ldquo;泪尽而逝&rdquo;之理。
红学诸公对此浅显道理，又何以又未能窥见？
　　在第八十回文末，写迎春回家省亲，哭诉其夫婿孙绍祖之种种劣迹。
焉知亲情冷漠，王夫人、薛姨妈还劝慰几句，邢夫人更不在意，只面子上搪塞而已。
第八十一回接着写迎春归去以后，邢夫人像没事似的，王夫人只是在房中叹息，贾政回来，说起此事
，叹道：&ldquo;教我也没法，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
&rdquo;王夫人道：&ldquo;只指望他以后好了好。
&rdquo;说着&ldquo;嗤&rdquo;的一笑，把话题转到宝玉头上，早把迎春忘了！
只有宝玉急得一夜睡不着，找王夫人想办法，要把二姐姐留住。
宝玉碰了钉子，还不许他在老太太跟前说；蹩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
，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
曹雪芹写出一个活脱脱的宝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两回前后衔接，天衣无缝，这绝非他人所能伪续。
　　可以说，曹雪芹在写第八十回时的心态及精神极佳。
这种情感投射如此鲜明而深刻，不知道为何众多的&ldquo;红学家&rdquo;仍执迷不返？
这条内证，完全根植于作品内容，最能说明问题。
　　再进一步追问&ldquo;泪尽而逝&rdquo;这条批语的记录本子，即&ldquo;甲戌本&rdquo;的来源，我
们就会发现&ldquo;甲戌本&rdquo;1927年问世之过程颇为蹊跷。
那位向胡适兜售此本的胡星垣，信中曾说：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本《脂砚斋批红楼梦》，惟
只十六回，计四大本。
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
叩请适之先生　　道安！
　　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　　胡星垣投胡适所好，给他送去带脂批的&ldquo;甲戌本&rdquo;，使
他坚信曹雪芹只写了前八十回就&ldquo;泪尽而逝&rdquo;，从而引发红学百年风云之争。
　　三、从&ldquo;金陵十二钗&rdquo;之归宿看红楼梦的一致性　　《红楼梦》的主旨是写曹雪芹亲
见的诸&ldquo;异样女子&rdquo;&mdash;&mdash;&ldquo;金陵十二钗&rdquo;、&ldquo;副册&rdquo;
及&ldquo;又副册&rdquo;等等，写她们的&ldquo;闺情琐事&rdquo;，是为&ldquo;闺阁昭传&rdquo;
的&ldquo;风流公案&rdquo;（第一回）。
那么，作者是如何写&ldquo;金陵十二钗&rdquo;，是如何体现在作品中的？
　　上文已述及，《红楼梦》书写时是有一个完整的写作计划的。
在整个计划中，有两处预示&ldquo;金陵十二钗&rdquo;的命运与归宿：一是，在&ldquo;太虚幻
境&rdquo;图册中的诗词、图册，及&ldquo;太虚幻境&rdquo;中十二舞女演唱的词曲。
二是，当元妃省亲时，命林黛玉、薛宝钗等人所做的谜语。
　　在第五回中，宝玉神游&ldquo;太虚幻境&rdquo;。
在观看&ldquo;薄命司&rdquo;图册时，看到除&ldquo;金陵十二钗正册&rdquo;外，含&ldquo;副
册&rdquo;香菱一人，&ldquo;又副册&rdquo;晴雯、袭人两人，共十五人的命运与归宿的寓言。
在&ldquo;图册&rdquo;中，每人都有诗词和附图，预示她们的命运归宿，&ldquo;金陵十二钗正
册&rdquo;还含有歌曲。
从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描写实际看，这十五人中有两个在前八十回已有结局。
反思曹雪芹对秦可卿等在前八十回就已魂归&ldquo;太虚幻境&rdquo;的&ldquo;异样女子&rdquo;的描述
，有利于研究曹雪芹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情感投射的认可模式是否一致。
因此，本节的讨论由此而发，现就其中的典型代表略加言说。
　　（一）秦可卿　　在《红楼梦》的诸&ldquo;异样女子&rdquo;中，最早&ldquo;魂归太虚&rdquo;的
是秦可卿。
其判词为：&ldquo;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rdquo;。
其图，画着一美人悬梁自尽，凄惨苦楚，动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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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在写秦可卿之死时，用的是曲笔。
同时，曹雪芹又写贾珍为儿媳之死哭得死去活来，尽其所有为其治丧，婆婆尤氏则装病不起，丈夫贾
蓉不知何处去，丫环瑞珠终以触柱而亡。
此段文字与图所示颇有出入，写得扑朔迷离，&ldquo;假作真时真亦假&rdquo;，耐人寻味。
我怀疑这是曹雪芹&ldquo;披阅十载&rdquo;时所改写。
　　关于秦可卿的谈论，已汗牛充栋。
这里只是想强调一点，即作品对秦可卿的暗示和秦可卿的命运走势，大体一致。
可以说，这已经充分体现着作品前后的连贯性。
　　（二）晴雯　　宝玉最先看到&ldquo;又副册&rdquo;之人是晴雯，此画所画既非人物，亦非山水
，不过是水墨渲染，满纸乌云浊雾而已。
其反面写道：&ldquo;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rdquo;。
此中所写颇多曲折，却暗合作品的整体构造与人物的设定意图。
　　作者写晴雯之死，从&ldquo;惑奸谗抄检大观园&rdquo;起端，结于&ldquo;痴公子杜撰芙蓉
诔&rdquo;，断断续续写了五回。
作品先写：傻丫头在大观园中捡到一只绣春囊，闹到王夫人那里，王善保家的挑唆说：&ldquo;别的还
罢了，头一个是宝玉房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
扮的像个西施样子&hellip;&hellip;&rdquo;。
王夫人于是令叫晴雯来。
此时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觉才起来，也没妆饰就来到凤姐房中。
王夫人一见他钗身鬓松，衫垂带褪，大有春睡棒心之态。
不觉发起方才的火来，冷笑道：&ldquo;好个美人儿！
真像个&lsquo;病西施&rsquo;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
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
我且放着你，明儿揭你的皮！
宝玉今日可好些？
&rdquo;晴雯一听如此说，心内大异，知有人暗算了她，虽然着恼，只不敢作声。
她本是个聪敏过顶的人，见王夫人问宝玉可好些，便不以实话答应，推说&ldquo;宝玉的饮食起居，上
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有袭人、麝月几个人，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
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以后我留心就是了&rdquo;，推得干干净净。
　　在&ldquo;查检怡红院&rdquo;时，查到晴雯的箱子，袭人方欲代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
进来，&ldquo;豁啷&rdquo;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下一翻，将所有衣物尽都倒出来。
王善保家的刚说了几句，晴雯就发起火来，指着他脸说：&ldquo;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
太打发来的呢！
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没见过你这么个有头有脸的大管事奶奶！
&rdquo;王善保家的后来在探春房里，挨了探春一耳光，被痛骂了一通，弄得无地自容。
最后在迎春处，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私藏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检。
先从别人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待到了司棋箱子，随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就说：&ldquo;也没有什么
东西。
&rdquo;才要关箱，周瑞家的道：&ldquo;这是什么话，有没有，总要看一看才公道&rdquo;，说着便伸
手掣出一双男子的棉袜，并一双锻鞋，又有一个小包袱。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和一个字贴儿。
这贴原是司棋表弟潘又安寄来的，凤姐心中好笑，想那王家的一心想找人的错儿，不想反算了他的外
孙女儿，众人都嬉笑他，王家的只恨无地缝可钻。
　　后来王夫人在处理司棋时，趁机来怡红院硬是把病中的晴雯赶了出去，还牵连到四儿、芳官等小
丫头。
宝玉言语中怀疑是袭人打的小报告，袭人何等聪明，三言二语把宝玉安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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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被撵出去后，死意已决。
宝玉去探望，晴雯句句血泪。
作者写她咬下指甲遗赠宝玉，互换贴身小袄一段。
情切切意绵绵，令人涕下！
由此反衬出王夫人的狠毒，袭人的虚伪。
睛雯者，情魂也；其情至深至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嫉恶如仇，不畏强暴，&ldquo;风流灵巧招人
怨，寿夭多因诽谤生&rdquo;！
可叹！
可知作者将晴雯&ldquo;心比天高，身为下贱&rdquo;之命运，揭示得淋漓尽致！
　　而&ldquo;多情公子空牵念&rdquo;一语，不仅写出宝玉作为&ldquo;大观园&rdquo;惟一男性象征的
力量，对晴雯等&ldquo;异样女子&rdquo;的关注。
宝玉这种关注并非局限于晴雯一人，作品同时还写了宝玉对香菱等的关爱。
第八十回&ldquo;美香菱屈受贪夫棒&rdquo;即是作者对宝玉的情感投射的延续，也是作品主题及思想
性延续。
因此，第一百回&ldquo;破好事香菱结深恨，悲远嫁宝玉感离情&rdquo;，即是对第七十四回至第七十
八回写晴雯、第八十回写香菱等思想的延续。
如此连贯的一致书写，还可以从第一百零九回&ldquo;候芳魂五儿承错爱&rdquo;看到曹雪芹那煞费苦
心的构思。
该回写宝玉因病萌思，欲睡不得如愿的情景：　　那知宝玉要睡，越睡不着，见他两个人在那里打铺
，忽然想起那年袭人不在家时晴雯、麝月两个人伏侍，夜间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为没穿衣服，
着了凉，后来还是从这个病上死的。
想到这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
忽又想起凤姐说五儿给晴雯脱了个影儿，因将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儿身上。
自己假装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儿，越瞧越像晴雯，不觉呆性复发。
听了听里间已无声息，知是睡了。
但不知麝月睡了没有，便故意叫了两声，却不答应。
　　五儿听见宝玉唤人，便问道：&ldquo;二爷要什么？
&rdquo;宝玉道：&ldquo;我要漱漱口。
&rdquo;五儿见麝月已睡，只得起来，重新剪了蜡花，倒了一钟茶来，一手托着漱盂。
却因赶忙起来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红绫子小袄儿，松松的挽着一个漱盂。
宝玉看时，居然晴雯复生；忽又想起晴雯说的&ldquo;早知担个虚名，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rdquo;，
不觉呆呆的呆看，也不接茶。
　　那五儿自从芳官去后，也无心进来了。
后来听见凤姐叫他进来伏侍宝玉，竟比宝玉盼他进来的心还急。
不想进来以后，见宝钗、袭人一般尊贵稳重，看着心里实在敬慕；又见宝玉疯疯傻傻，不似先前风致
；又听见王夫人为女孩子们和宝玉顽笑都撵了，所以把那女儿的柔情和素日额痴心，一概搁起。
怎奈这位呆爷今晚把他当作晴雯，只管爱惜起来。
那五儿早已羞得两颊红潮，又不敢大声说话，只得轻轻的说道：&ldquo;二爷，漱口啊。
&rdquo;宝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没有，便笑嘻嘻的问道：&ldquo;你和晴雯姐姐好，不
是啊？
&rdquo;五儿听了摸不着头脑，便道：&ldquo;都是姊妹，也没有什么不好么？
&rdquo;宝玉又悄悄的问道：&ldquo;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么？
&rdquo;五儿微微笑着点头儿。
宝玉道：&ldquo;你听见他说什么了没有？
&rdquo;五儿摇着头儿道：&ldquo;没有。
&rdquo;　　宝玉已经忘神，便把五儿的手一拉。
五儿急得红了脸，心里乱跳，便悄悄说道：&ldquo;二爷有什么话只管说，别拉拉扯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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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宝玉才撒了手，说道：&ldquo;他和我说来着，&lsquo;早知担了个虚名，也就打正经主意
了&rsquo;。
你怎么没听见么？
&rdquo;五儿听了这话，明明是轻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么样，便说道：&ldquo;那是他自己没脸，
这也是我们女孩儿家说得的吗？
&rdquo;宝玉着急道：&ldquo;你怎么也是这么个道学先生！
我看你长的和他一模一样，我才肯和你说这个话，你怎么倒拿这些话来糟踏他！
&rdquo;　　这种前后一致的思绪，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曹雪芹对&ldquo;金陵十二钗&rdquo;的人物、情
节的设置，前后的连贯性么！
　　（三）元春　　元春的画册为：&ldquo;一张弓，弓上挂着一香椽&rdquo;。
歌词是：&ldquo;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rdquo;。
与此相关的是，第九十五回写元春暴病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薨时是十二月十九日，
已交卯年寅月。
寅属虎，卯属兔，应了册中&ldquo;虎兔相逢大梦归&rdquo;一句。
唯图中画的是一张弓，弓上挂着一香橼，弓音宫，示入宫为妃，另外，元春所作谜语的最后二句为
：&ldquo;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向看已成灰&rdquo;，暗示：得宠不久，便因故暴卒。
但元妃之死，写得很含蓄，并未明言，估计也是在增删时改了。
　　（四）宝钗和黛玉　　宝钗和黛玉二人的图册和歌词都是连在一起的。
其图为：&ldquo;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一股金簪&rdquo;，歌词为
：&ldquo;可叹停机德，谁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rdquo;。
第一、四句说的是宝钗，第二、三说的是黛玉。
而宝钗的歌曲是：&ldquo;【终身误】都道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rdquo;黛玉的歌曲是：&ldquo;【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rdquo;。
此二曲中均含有宝玉。
　　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宝玉骗婚和黛玉之死是写得最感人的一章。
第九十六回&ldquo;瞒消息凤姐设计谋&rdquo;至第九十八回&ldquo;病神瑛泪洒相思地&rdquo;，亦写得
十分感人，也是全书悲剧的高潮。
其实，早在作品第四回写宝钗进京时，就已埋下伏笔。
宝钗原拟备选才人，入宫任职，入贾府后就不再提此事，自是另有所属。
&ldquo;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rdquo;一回，写宝钗假惺惺地逗引宝玉来看她的金锁
，莺儿也在一旁帮腔，还胡诌出一个癞头和尚送的，说必须錾在金器上。
&ldquo;金玉良缘&rdquo;之说由是生发。
而黛玉是何等敏慧，心里自然透亮，见到宝钗所作所为，无形的压力必似&ldquo;风刀霜剑&rdquo;
般&ldquo;严相逼&rdquo;。
就必然会产生诸如&ldquo;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rdquo;的忧郁心态。
　　在后四十回中，薛家连遭不幸，金桂、宝蟾闹得全家无一日安宁；薛蟠入狱，生死未决。
为免一死，薛姨妈不惜倾家荡产，应了&ldquo;富贵的金银散尽&rdquo;；而王子腾又在进京途中暴卒
，此时唯一希望是宝钗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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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家也不好过，元妃薨逝后，宝玉因失玉而痴癫。
贾政赴任在即，贾母不顾元妃丧期禁例，急欲为宝玉完婚。
此时急刹了袭人，明知宝玉心中只有黛玉，一旦挑明如何得了，于是引出王熙凤的掉包计。
宝钗一肚子委曲，也无可奈何。
宝玉的婚事就在这乌云密布的悲剧气氛中悄悄地、草率地进行。
宝钗虽做了&ldquo;宝二奶奶&rdquo;，但仍落得&ldquo;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
底意难平&rdquo;的悲惨下场。
　　而黛玉无意中听到了傻大姐说&ldquo;宝二爷娶宝姑娘&rdquo;的话，一时间天陷地塌，回到潇湘
（按，谐音&ldquo;消香&rdquo;）馆，已是气息奄奄。
焚诗稿，断痴情，香魂一缕，飘飘忽忽，在仙乐声中，飞向太虚。
此乐声正是宝玉娶亲之乐，可见作者一语双关，多重场景交替出现，跌宕起伏，动人心弦。
宝玉住处，离潇湘馆甚远，娶亲之乐是听不见的；天空仙乐，乃是太虚幻境迎接潇湘妃子回宫乐队所
奏（日后若是重拍《红楼梦》电视剧，千万不要忘了这一情节）。
此时，黛玉病重，唯紫鹃常服侍在侧，感为知已。
在贾府里，除李纨和从不趋炎附势的探春外，竟无一人前来探视。
这正如紫鹃心想的&ldquo;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
&rdquo;曹雪芹的一支笔一会儿写情深似海，一会儿写世态炎凉。
故事结构严密，前后照应，叹世人无人能出其右者，非曹雪芹何人能及此！
　　（五）王熙凤　　王熙凤的图册为：&ldquo;一片冰山，山上有一只雌凤&rdquo;。
其歌词是：&ldquo;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rdquo;。
歌曲为：&ldquo;【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
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
一场欢喜勿悲辛。
叹人世，终难定&rdquo;。
　　王熙凤是曹雪芹笔下写得最好的典型人物之一，其一生可用&ldquo;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
性命&rdquo;加以概括。
作品前八十回写王熙凤弄权、贪婪、狠毒；后四十回写贾家失势，凤姐已力拙失人心。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后，宁国府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体已，不下七八万金，皆被查抄；一朝而尽，
岂不令凤姐痛不欲生！
加上凤姐害怕东窗事发，而致疑神疑鬼。
贾母死后，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终至魂归金陵。
这真是对&ldquo;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至哀&rdquo;的最好诠释。
　　有人说，曹雪芹本想写成王熙凤被休而哭回金陵：前一句&ldquo;一从二令三人木&rdquo;，示王
熙凤人生三个阶段，&ldquo;人木&rdquo;乃是&ldquo;休&rdquo;字，但第一百四回写王熙凤并未被休而
僅是哭向金陵。
在王熙凤重病迷留之际，她哭喊着要叫船，要回金陵去，想是曹雪芹，最终改变了原来的创作计划，
不想把王熙凤的结局，写得太惨，宽恕了她。
　　（六）探春　　作品接着是写探春远嫁，&ldquo;太虚幻境&rdquo;画册中对此的描述是：两人放
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而泣。
歌词是：&ldquo;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rdquo;。
其歌曲为：&ldquo;【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
恐哭损残年。
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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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rdquo;。
这些均预示探春势必远嫁。
　　在我看来，探春是红楼姐妹中写得最好的人物。
她虽是庶出，但不自卑。
在&ldquo;惑奸谗抄检大观园&rdquo;一回，凤姐带着王保善家的等人一路抄检，闹得鸡飞狗跳。
在她们进入探春院内前，探春早接到通报。
而凤姐知探春不好对付，语气特别缓和，说：&ldquo;丢了一件东西，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大
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儿，倒是洗清她们的好法子。
&rdquo;探春笑道：&ldquo;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
柜，她们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rdquo;。
说着命丫环们把箱子一齐打开。
凤姐赔笑，并命丫环们快快关上。
探春说：&ldquo;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
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自去领，你们别忙，自然有你们抄的
日子呢！
&rdquo;凤姐无法，只得赔笑说：&ldquo;既然丫头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
&rdquo;探春冷笑道：&ldquo;你们果然倒乖！
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
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
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
&rdquo;凤姐和周瑞家的都赔笑着说&ldquo;都明白了&rdquo;！
　　曹雪芹又写道：只有那王善保家的仗着自己是邢夫人的陪房，他便要趁势作脸，因越众向前，拉
起探春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ldquo;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
&rdquo;凤姐见他这样说：&ldquo;妈妈去罢，别疯疯颠颠的。
&rdquo;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这一巴掌。
探春顿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ldquo;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我不过看着太太脸上，你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lsquo;妈妈&rsquo;；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在我
们前面呈脸，如今越发了不得了，索性对我动手动脚的了！
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那么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你就错了主意了，你来搜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
我取笑儿！
&rdquo;凤姐、平儿忙着陪不是，叫王善保家的快出去，别再讨脸了。
探春冷笑道：&ldquo;我自问有气，早一头碰死了，不然怎么许奴才来我身上搜贼赃呢！
明儿一早先回老太太，太太，再过去给大娘赔礼，该怎么着，我去领！
&rdquo;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脸趣忙躲出窗外，只说：&ldquo;罢了，罢了！
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罢，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
&rdquo;探春喝命丫环：&ldquo;你们听见他说话，还等我去和他拌嘴不成？
&rdquo;侍书听说，便出去说道：&ldquo;妈妈你知道点好歹儿，省一句儿罢！
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你舍不得去，你去了叫谁讨主子好儿，调唆着考察姑娘
，折磨我们呢！
&rdquo;凤姐笑道：&ldquo;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
&rdquo;　　这一段话写得淋漓尽致，好一个探春，打得好，骂得痛快！
探春虽远嫁，最后荣归，在&ldquo;十二金钗&rdquo;中结局是最好的。
但从她所作的谜语中，后二句：&ldquo;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凤怨别离&rdquo;，暗示探春远嫁后
，游丝已断，不回来了！
最后荣归，是否也是曹雪芹在&ldquo;披阅十载，增删五次&rdquo;时改了？
不得而知。
但这至少说明&ldquo;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rdquo;一直贯穿着对探春的描述过程中，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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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明作品的连贯性。
　　（七）迎春　　迎春的图册为：一恶狼，追扑一美女，有欲啖之意。
其书云：&ldquo;子系中山狼，得志便倡狂！
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rdquo;歌曲为：&ldquo;【喜冤家】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
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
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rdquo;。
作品涉及迎春归宿的情节有第七十九回&ldquo;贾迎春误嫁中山狼&rdquo;和第一百零九回&ldquo;返孽
债迎女反真元&rdquo;两回。
但每回都只用几句话带过，不过点题而已。
如第七十九回写到：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
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
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此人名唤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
酬权变，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
因未曾趣妻，贾赦见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择为东床娇婿。
亦曾回明贾母。
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
为此只说&ldquo;知道了&rdquo;三字，余不多及。
贾政又深恶孙家，虽是世交，不过是他祖父当日希慕荣、宁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挽拜在门下的，
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倒劝谏过两次。
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了。
　　宝玉却从未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过去，聊以塞责。
只听见说娶亲的日子甚近，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
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越发扫兴，每日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
又听得说陪四个丫头过去，更又跌足自叹道：&ldquo;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几个清净人了！
&rdquo;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翛然，不过有几个该班上夜的
老妪。
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
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惨之景，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
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这段文字不正是对&ldquo;观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
载荡悠悠&rdquo;的最好诠释么！
而第一百零九回的描写，同样延续着第七十九回的笔锋与写作思想，说：　　一日，见贾母略进些饮
食，心里稍宽。
只见老婆子在门外探头，王夫人叫彩云看去，问问是谁。
彩云看了是陪迎春到孙家去的人，便道：&ldquo;你来做什么？
&rdquo;婆子道：&ldquo;我来了半日，这里找不着一个姐姐们，我又不敢冒撞，我心里又急。
&rdquo;彩云道：&ldquo;你急什么？
又是姑爷作践姑娘不成么？
&rdquo;婆子道：&ldquo;姑娘不好了。
前儿闹了一场，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
他们又不请大夫，今日更利害了。
&rdquo;彩云道：&ldquo;老太太病着呢，别大惊小怪的。
&rdquo;王夫人在内已听见了，恐老太太听见不受用，忙叫彩云带他外头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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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知贾母病中心静，偏偏听见，便道：&ldquo;迎丫头要死了么？
&rdquo;王夫人便道：&ldquo;没有。
婆子们不知轻重，说是这两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这里问大夫。
&rdquo;贾母道：&ldquo;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请了去。
&rdquo;王夫人便叫彩云叫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
这里贾母便悲伤起来，说是：&ldquo;我三个孙女儿，一个享尽了福死了，三丫头远嫁，不得见面；迎
丫头虽苦，或者熬出来，不打量他年轻轻儿的就要死了。
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活着做什么！
&rdquo;王夫人鸳鸯等解劝了好半天。
那时宝钗李氏等不在房中，凤姐近来有病，王夫人恐贾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们来陪着，自己回
到房中，叫彩云来埋怨：&ldquo;这婆子不懂事，以后我在老太太那里，你们有事不用来回。
&rdquo;丫头们依命不言。
岂知那婆子刚到邢夫人那里，外头的人已传进来说：&ldquo;二姑奶奶死了。
&rdquo;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场。
现今他父亲不在家中，只得叫贾琏快去瞧看。
知贾母病重，众人都不敢回。
可怜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结缡年余，不料被孙家揉搓，以致身亡。
又值贾母病笃，众人不便离开，竟容孙家草草完结。
　　可怜迎春嫁后受尽屈辱，郁郁而终，&ldquo;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梁&rdquo;！
这两回的描写，从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说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相一致。
对此，容后文详述。
　　（八）史湘云　　史湘云的图是：几缕飞云，一弯逝水。
其词曰：&ldquo;富贵又何为？
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rdquo;。
曲为：&ldquo;【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双亡。
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
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女儿私情，略萦心上。
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
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
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rdquo;曹雪芹对&ldquo;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rdquo;等笔墨的淡描，把史湘云的结局与
迎春之死一起了结，也是在贾母病危一回，一笔带过。
写史湘云嫁后，姑爷暴病，早卒。
这与上文所说的，对迎春结局归结的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等相一致，史湘云最后也落得&ldquo;云散高
唐，水涸湘江&rdquo;的悲惨境遇！
这就再次说明，这种处理方式是曹雪芹的原意，是不忍心见诸&ldquo;异样女子&rdquo;落难、&ldquo;
返真元&rdquo;之心境的反应。
这种情感投射及心情描摹，是作者本尊以外之人难以模拟的！
　　（九）妙玉和惜春　　妙玉的图册画着：一块美玉，落在泥污之中。
其断语云：&ldquo;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掉污泥中&rdquo;。
其曲为：&ldquo;【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毕罕。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孤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
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
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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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纵观妙玉一生，完全如歌曲所示，气质如兰，才华出众，天生孤癖、好洁。
作品第四十一回写到贾母带刘老老至拢翠庵，妙玉用成窑五彩小盖钟给贾母敬茶，贾母吃了半盏递与
刘老老一口吃尽。
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后来宝钗、黛玉和宝玉在妙玉房里饮茶，用的都是极其名贵的杯子，而宝玉则用妙玉自己常常吃茶的
绿玉斗，对宝玉另眼相看。
作者在这段描写中，极尽笔墨地描绘出妙玉的孤傲和洁癖。
　　第八十七回写宝玉到&ldquo;蓼风轩&rdquo;惜春处，见妙玉和惜春在下棋，妙玉见宝玉来了，不
想再下，重新坐下，痴痴的问宝玉：&ldquo;从何处来？
&rdquo;宝玉答不出来急红了脸，惜春笑道：&ldquo;这有什么难答的，也值得脸红了。
&rdquo;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家，心上一动，脸上一热，必然也是红的，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随后接着宝玉去&ldquo;潇香馆&rdquo;，听到琴声，宝玉要进去，妙玉道：&ldquo;自古只有听琴，再
没有看琴的。
&rdquo;二人在山石子上坐着听琴。
　　是晚妙玉回庵后，忽然想起宝玉日间之言，不觉一阵心跳耳热，&ldquo;神不守舍，一时如万马奔
驰，觉得禅床便恍荡起来，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来娶她&rdquo;，只得哭喊求救。
尔后女尼请大夫看了，说是走火入魔，外面那些游头浪子听了，便造出许多谣言。
此段写妙玉暗恋宝玉，以至走火入魔，但并未被强盗劫走。
想是曹雪芹最后定稿时，改变了原来的写作计划，删去了&ldquo;可怜金玉质，终掉污泥中&rdquo;的
悲惨结局。
　　接着写惜春出家，惜春的图是：一所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
其判云：&ldquo;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rdquo;。
歌词是：&ldquo;【虚花语】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
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
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
到头来，谁见把秋捱过？
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
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
似这般，生关死劫信能躲？
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rdquo;从作品对惜春的塑造看，我们知道惜春个性弱、胆小怕事。
这在&ldquo;查检大观园&rdquo;一回表现得最为明显。
凤姐等从惜春丫头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银锭子来，大约三十四个，还有一包男人的靴袜杂物，入画跪
着说：&ldquo;这是珍大爷赏给他哥哥，寄放在他那里的。
&rdquo;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ldquo;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
&rdquo;凤姐表明：此事查实了再说，第二天惜春将此事告诉尤氏，闹着要赶走丫鬟入画。
尤氏道：&ldquo;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
如今官盐反成私盐了。
&rdquo;入画听说，跪地哀求，百般告苦；谁知惜春年幼，天性孤癖，任人怎说，只是咬定，断乎不肯
留着。
这与探春相比，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妙玉走火入魔后，惜春已是心灰意冷。
待凤姐去世后，更坚定了她出家的决心。
且惜春素与尤氏不和，尤氏不劝还好，劝了更坚定惜春要寻死之心。
众人无法，只得依了她，使她得以在拢翠庵出了家。
&ldquo;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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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有紫鹃作伴，聊慰寂寞。
　　（十）袭人　　袭人画的是：一簇鲜花，一床破席。
其词写的是：&ldquo;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
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rdquo;。
　　《红楼梦》第百二十回明确交代了袭人的结局，原文如下：　　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袭人本不是
那一种泼辣人，委委屈屈的上轿而去，心里另想到那里，再作打算。
岂知过了门，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
一进了门，丫头仆妇，都称&ldquo;奶奶&rdquo;。
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又恐害了人家，辜负了一番好意。
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爷却极柔情曲意的承顺。
到了第二天开箱，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方知是宝玉的丫头。
原来当初只知是贾母的侍儿，益想不到是袭人。
此时蒋玉函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倒觉满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
出来。
袭人看了，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函，始信姻缘前定。
袭人才将心事说出，蒋玉函也深为叹息敬服，不敢勉强，并越发温柔体贴，弄得个袭人真无死所了。
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
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ldquo;不得已&rdquo;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
此袭人所以在&ldquo;又副册&rdquo;也。
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作者将袭人出嫁的过程、及其心理活动的描写，入木三分，动人心弦，令人感同身受。
袭人几度觅死，不得其所。
待看到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后，&ldquo;始知前缘有定&rdquo;。
这即是对&ldquo;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rdquo;一句的最好注解。
试想，作品的前后照应如此严密、如此合理，尤其是对袭人之心态、蒋玉函之&ldquo;情种&rdquo;特
质，贯彻得如此彻底。
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后四十回是出自另一人之手？
　　（十一）香菱　　香菱的图画是：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
后面云：&ldquo;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遇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rdquo;。
在《红楼梦》中，最后一位魂归太虚的是香菱，仅在甄士隐在急流津，觉迷渡口与贾雨村谈话时，略
略提到：&ldquo;这士隐自去度脱了香菱，送到&lsquo;太虚幻境&rsquo;，交那警幻仙子对册&rdquo;。
这话粗看似乎草率些，但我们若予以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故事发展至此，已近尾声，&ldquo;红
楼&rdquo;之&ldquo;梦&rdquo;亦当归结。
如再插入香菱之死一段文字，未免冲淡主题，岂非画蛇添足。
寥寥数语作结，几笔带过，正是大家手笔。
迎春等人的结局也是简单带过。
这种做法既不会给人以唐突感，反而令人觉得作者在详述她们的青春时光后，由于不忍心以浓笔抒写
，败坏这份心情，乃至美好的记忆。
因此，此处的处理，比之于曹雪芹所写时的心境与作品的构思需要，均是合理之笔。
　　至此，本节所言说的12个&ldquo;异样女子&rdquo;都有了结局，前后照应，丝丝入扣。
《红楼梦曲》中的&ldquo;飞鸟各投林&rdquo;即是整个故事的大结局：&ldquo;为官的，家业调零；富
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
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
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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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dquo;，此曲描绘与后四十回写的完全吻合。
作品最后由空空道人将石上故事抄录后，交与&ldquo;悼红轩&rdquo;中的曹雪芹先生，这与第一回写
曹雪芹&ldquo;批阅十载&rdquo;相衔接，从而完成了&ldquo;悲金悼玉&rdquo;的《红楼梦》。
全书结构严密，浑然天成，决非他人能续。
这正是作品所强调的&ldquo;原始要终&rdquo;之理（第百二十回语）。
这个道理贯穿于对人物描摹、情节设置、故事结局乃至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安排之中。
因此，我们应该相信&ldquo;程甲本&rdquo;的描写，相信我们的&ldquo;心得&rdquo;，而不要去相信那
些来历不明的&ldquo;脂批本&rdquo;的胡吹乱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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