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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罢李根亮新著《与宗教》，至感欣慰。
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宗教与中国古代小说》，获同行专家好评。
就其质朴、勤奋、踏实而又具较高悟性的素质而言，以致力于治学为宜。
毕业时曾分配到机关工作，后重回武大攻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
也许会有人为他此举感到惋叹，我却认为是个正确的抉择，可谓返璞归真——本性的回归。
人生选择道路至关重要，各人禀赋的差异，适宜的道路自然有别，不可勉强而为。
凡是出于自愿之事，纵然遇到各种艰难曲折，终能克难制胜。
三年前阅读他的博士论文《的传播与接受》，我已有宽慰之感，今读其新著，恰似看到希望的曙光，
他那勤奋治学的执拗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研究《红楼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总有做不完的课题，成败的关键，在于所论有无创意，有
无学术价值，论述或考据能否经得起时间（实践）的检验。
学术研究的意义，贵在创新，至少要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有所前进。
《红楼梦》好似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能发掘出有价值的矿砂，不过含金量有所
不同。
从以脂砚斋为发轫的评点派，至王国维、黄人、季新等众多所谓“旧红学”者，实不乏卓见，只是王
梦阮、蔡元培等索隐派之说，穿凿附会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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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实中情与理的关系往往又是水火不相窑的，于是曹雪芹也写了天理的冷昔可怕和鲜血淋淋。
因此，曹雪芹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者这个问题，而佛教、道教（或道教）解决人生问题的方式
开始被他所欣赏。
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干脆被解释成因果报应，这样就简单多了。
黛玉泪尽而亡，宝玉出家为憎便顺理成章。
宝玉因爱情失败而悟道，白色悟空，最终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真理。
曹雪芹也为如何处理情与理的关系问艇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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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后四十回，妙玉主动与贾府交往也是两次：一是在第八十七回，她到贾府与惜春下棋正好与宝
玉相遇，宝玉又送她回栊翠庵；二是在第一。
九回，妙玉亲自到贾府问候贾母病情。
尽管续作者的描写与曹雪芹的原意可能有矛盾，但续作者在强调妙玉的独立性方面，与前八十回还是
一致的。
如妙玉来探望贾母时对邢岫烟说过一段话：“头里你们是热闹场中，你们虽在外园里住，我也不便常
来亲近。
如今知道这里的事情也不大好，又听说是老太太病着，又掂记你，并要瞧瞧宝姑娘。
我那管你们的门关不关，我要来就来，我不来你们要我来也不能啊。
”　　妙玉是《红楼梦》中最特别的一位佛教徒。
她因病被迫出家，虽然家庭环境好过其他女尼，生活无忧，却父母双亡，所以不得不一直寄身于空门
。
因为长期在空门耳濡目染，这使她具备了一定的宗教修养和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然而，妙玉毕竟尘缘未绝，她的信仰最后也出现了危机。
　　第十八回介绍妙玉“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儿又极好。
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去岁随了师父上来，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
他师父极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圆寂了。
妙玉本欲扶灵回乡的，他师父临寂遗言，说他‘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有你的结果’
。
所以他竟未回乡。
”这段介绍说妙玉“经文也不用学了”，可知她的佛学修养强于一般尼姑。
她“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所以随着师傅来到京都。
这里说的贝叶遗文即贝叶书，指抄写在贝叶上的佛经。
在古印度，佛教徒喜欢将最圣洁、最有智慧的经文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这些贝叶用细绳串联刻好即
成为贝叶书。
然后只要在刻好的贝叶上涂上煤油，字迹即可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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