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悟读红楼/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悟读红楼/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

13位ISBN编号：9787807245247

10位ISBN编号：7807245247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京华

作者：古耜选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悟读红楼/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

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如形成于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它们以特有的丰赡超拔、厚积薄发，以及后人无法复现、也很难企及的原创性和经典性，不仅筑起了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恒久的启示和不尽的滋养。
关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曾立足于世界小说的大背景，作过高屋建瓴的阐述。
他认为：“最苛求的现代读者，至少也会对那个传统(即中国小说传统——引者注)中的一部作品——
《红楼梦》——持赞许态度；而大多数读者，一定会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金瓶梅》和《儒林外史》这五部作品，也归入中国小说的古典名作之列⋯⋯这六部作品是这种文学类
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
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路径。
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人最心爱的小说。
”正因为如此，在五四以降的近百年里，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人们，虽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欧风美
雨的冲击和裹挟，并因此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西化倾向。
但是。
他们对于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却没有任何的忽略和轻视，而是始终给予了满腔的热情和充分的关注
。
诸多专家、几代学人围绕中国古典小说展开多视角、多层面、多方法、多途径的研究，拓展出广阔天
地，收获了丰硕成果。
正如《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所写：“在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可谓此起彼伏，
风起云涌，真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形成了一道道绚烂的景观。
”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格局与大场景中，活跃着一批身份特殊但却实力雄厚的研究者，
这就是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中国作家和诗人。
他们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在进行各种创作之余，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
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
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
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乃至相关的分析、梳理
和考证，建构学术研究的一家之言。
应当看到，这些不约而同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甚至呈现出别一种繁荣和生动。
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作家凭借丰厚的文化储备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捧出
了若干具有首创性和建设性的古典小说论著，其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
考证》，筚路蓝缕而又博大精深，开现代意义上古典小说研究的先河，并为其奠定基础，自不待言；
就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
》、张爱玲的《红楼梦魇》、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
、聂绀弩的《水浒五论》、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吴组缃的《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林庚的《西
游记漫话》、陈迩冬的《闲话三分》、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李
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等，亦在各自的视阈内领异标新，卓尔不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
方面，也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方面，就是现当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说发生精神交流与艺术碰撞
的过程中，每每从既定的主体条件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了一种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
判断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文习惯，这不仅促成了他们笔下一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问世，而且使他
们所从事的古典小说解读在整体上具备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的独特的形态与风貌，这是现当代
作家对古典小说研究的特殊贡献。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某些由来已久的学科樊篱和学术偏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和文学界
对现当代作家在古典小说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没有给予认真的整理和必要的总结，以致使这笔财富
中的相当一部分陷入了散乱、沉寂与零落的状态，这无疑是一种不应有的损失。
现在，我们有必要通过积极而扎实的努力，来尽量改变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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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相对于学术界一般的古典小说研究，现当代作家在研究和解读古典小说时，究竟表现出了怎样
的特征与个性？
这样的特征和个性对于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又产生了怎样的积极效果？
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以下笔者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着加以归纳和描述。
 时至今日，文学与文章、创作与理论，早已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文类。
这种文类的不同反映到语言表述层面，便形成了相应的差异：前者多讲究感情的抒发、形象的摇曳和
辞采的营造，突出的是生动性与感染力；而后者更注重概念的清晰、逻辑的严密和观点的鲜明，追求
的是辩证性与说服力。
古典小说研究与解读旨在对作品进行意涵的开发，从本质上讲，属于文章的理论范畴，因此，它的语
言表述理所当然的呈现出对观念性、逻辑性和辩证性的倚重。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古典小说毕竟是一种文学性的存在。
一种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诗性内质决定了有关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最终无法同情感、形象、辞采等
等绝缘，相反，它呼喊着这一切对自身的融入和与自身的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兼有文章和文学、理论
和创作双重特点的语言表述风度。
关于这点，一千五百年前的刘勰仿佛早有察觉。
他的《文心雕龙·总术》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夫文以足言，兼理《诗》《书》。
”强调的就是在语言表述层面，文学特性对所有文本的渗透和支援。
而在这方面，学者们当然可以做出积极的努力，但真正得天独厚的无疑是现当代作家。
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练就的发达的形象思维和丰沛的艺术才情，使得其笔下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言说，
很自然的带有了文学作品似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譬如：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语词灵巧，
格调隽永，意趣挥洒之间，颇得小品文的神髓与风范。
至五十年代，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把感受引入文本，让诗情参与论析
，走笔落墨，流光溢彩，浑如艺术美文。
进入新时期，一大批作家写下的古典小说笔记，更是各见文心，各呈异彩。
如舒芜品评《红楼梦》，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陈迩冬《闲话三分》，亦庄亦谐，意趣两见；王蒙漫
说《红楼梦》，见微知著，妙悟不断；李国文解读《三国演义》，嬉笑怒骂，举重若轻；李存葆重读
《金瓶梅》，纵横捭阖，气势如虹；即使年轻些的谈歌写《水浒》人物今解，亦诙谐幽默，活泼俏皮
，每见歪打正着之妙。
显然，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别一种风景。
 为了增加一点感性认识，还是让我们看看二月河解读《红楼梦》时，针对史湘云是“禄蠹”的说法所
作的一番“正名”吧：“随着梦幻一般的家庭变故和与宝钗长期共同相处，史湘云对世界对人生的看
法发生了重大变化。
撩开那层纱幕，她听到了林黛玉内心深处凄凉的呻吟，看到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观园真境，她
所崇拜的偶像头上也失去了灵光圈，像遇潮的糖塔一样坍塌了！
她眷恋过去，但却与‘过去’坚决地分手了；她憧憬未来，但‘未来’对她却是一片模糊。
她迷惘不知所之，在与自我的痛苦诀别中，她自愿作一只孤鹤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
”这样的文字表达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散文；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艺术的。
它借助文学语言特有的诗性和美感，使通常难免有些呆板枯燥的古典小说解读，变得生动、鲜活和亲
切起来，从而为文章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有效嫁接和有机互补，提供了某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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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场景中，活跃着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作家和诗人。
他们从对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
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
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
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乃至相关的分析、梳理和考证，建构学术研究的一
家之言。
这些不约而同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作家凭借丰厚的文化储备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捧出
了蓿干具有首创性和建设性的古典小说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现当代作家在同占
典小说发生精神交流与艺术碰撞的过程中，每每从主体条件出发，注入了一种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取
向、审美判断　　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文习惯，这不仅促成了他们笔下一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问
世，而且使他们所从事的古典小说解读在整体上具备了一种独特的形态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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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耜，作家、学者、主编。
曾在国内二百多种报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方面的理论评论文章，逾
三百万言；出版文艺评论集《分享生活的诗意》《美文之美》等四部；参加过《金瓶梅词典》《古今
中外朦胧诗鉴赏词典》《现代抒情诗名篇导读》等十多部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编有《辽海文章》《百
年一觉红楼梦》《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系列》等多部散文选集；文章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
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数十种选刊、选集、合集。
作品先后获中国散文学会“冰心散文奖·理论批评奖”、中国作家协会“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
辑奖”、第四、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新世纪优秀书评奖”、辽宁文学奖·
文学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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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当代作家眼中的古典小说(代序)人情小说《红楼梦》节本《红楼梦》导言红楼梦并不是梦《红楼梦
》杂说曹雪芹和孔夫子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略谈《红楼梦》中的几个人物凤姐黛玉
潘金莲的一分为二论林黛玉贾府众姨娘活着——《红楼梦》别解论大闹红楼灵通宝玉从林黛玉的性格
描写看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钗黛的文学观真想弄懂贾府的事吗？
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形态“红”边二题《红楼梦》的风格“红楼”的哀歌曹雪芹
的《哭花词》细节描写和人物命运《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搜检大观园”评说红楼故事和文本写法
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构想《红楼梦》的形式与语言“宝玉被打”析“田斝”和“点犀”——关
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红楼梦》书话红楼梦影觅曹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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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情小说《红楼梦》鲁迅《红楼梦》初名《石头记》，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现于北京。
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
据伟元说：乃是从旧家及鼓担上收集而成全部的。
至其原本，则现在已少见，惟现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
《红楼梦》所叙为石头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贾府的事情。
其主要者为荣国府的贾政生子宝玉，聪明过人，而绝爱异性；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主从之外，亲戚
也多，如黛玉、宝钗等，皆来寄寓，史湘云亦常来。
而宝玉与黛玉爱最深；后来政为宝玉娶妇，却迎了宝钗，黛玉知道以后，吐血死了。
宝玉亦郁郁不乐，悲叹成病。
其后宁国府的贾赦革职查抄，累及荣府，于是家庭衰落，宝玉竟发了疯，后又忽而改行，中了举人。
但不多时，忽又不知所往了。
后贾政因葬母路过毗陵，见一人光头赤脚，向他下拜，细看就是宝玉；正欲问话，忽来一僧一道，拉
之而去。
追之无有，但见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
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
雪芹名霈，一字芹圃，是汉军旗人。
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为江宁织造。
清世祖南巡时，即以织造局为行宫。
其父頫，亦为江宁织造。
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
他生在南京。
十岁时，随父到了北京。
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家道忽落。
雪芹中年，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有时还不得饱食。
可是他还纵酒赋诗，而《红楼梦》的创作，也就在这时候。
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天殇，悲恸过度，也竟死掉了—_年四十余——《红楼梦》也未得做完，只有八
十回。
后来程伟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但实则其友高鹗所续成，并不是原本。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
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
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
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像。
(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
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
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
《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
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
，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
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
(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
。
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
降清之名士。
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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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
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
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
似于宝玉；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
梦》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
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
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人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
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
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红楼梦》而后，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
《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
直到道光中年，《红楼梦》才谈厌了。
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
场面又为之一变。
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
《品花宝鉴》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
其中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
《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
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
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像《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
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
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
不同。
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
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
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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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悟读:红楼》由京华出版社出版。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
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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