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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徐州师专读书时，每月可省下一点饭钱，便到徐

州新华书店买书。中外文学名著都是我喜爱的，可惜囊中羞涩，只能选几

本买。《红楼梦》是首选，因为这部书一直是我求学生涯中最渴望得到的

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只买了平装本的，但《红楼梦》

买了精装本。

买回《红楼梦》之后便夜以继日地读了起来。因为喜欢，便异常珍惜

自己对它的感觉，不愿意这份感觉被破坏。我总以为书是有生命的，阅读

的过程就是跟它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每天

晚上，闲下来之后，随手翻起书本静静地读几页，是我的享受。弹指一挥间，

二十年过去了。数年前，家中买了电脑，学会了上网，得以认识了很多《红

楼梦》爱好者，也了解了很多文本之外的红学知识。

《红楼梦》自问世起，便经历了重重磨难，其间被无数的人抄录过，

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删改过，再加上政治的原因，作者故意隐藏了自己的身世，

故意隐藏了小说中可能有的史实资料，这一切都给我们阅读《红楼梦》带

来了很多麻烦。但幸运的是，上世纪 20 年代，胡适先生发现了有脂砚斋批

语的《红楼梦》—《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胡适命名为“甲戌本”）。

脂批不仅对《红楼梦》的创作手法进行点评，而且还透露了一些作者的信息，

并直接参与了曹雪芹的写书过程。因此，脂评本显得异常珍贵起来。但脂

砚斋究竟是谁？他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脂批透漏的作者信息是否可靠？

这种种迷雾罩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上，使它更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为了对脂评本有个更直接的认识，我买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

本和庚辰本。翻看着书前面的一些图片和介绍，我忽然感动于二百年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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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越它。自成书以来，人们题咏、评论。特别近百年来，《红楼梦》研

究的书籍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汉姆雷特”，而对于《红楼梦》而言，一千个读者的解读将会是

一千种方式，一千种方式将会产生一千种结论。笔者认为，无论哪种结论，

只要本着生命关注、人文情怀的角度理解《红楼梦》人物，理解作者“满

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蕴含的人生如梦、浮世沧桑的感伤情感，即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邵 琳

二

在我的六架藏书中，有关《红楼梦》的书就有 1108 册；其中不同版本

和画册的《红楼梦》有九种，共三十七册。

我初读《红楼梦》是在上高二时，所读的本子是家藏线装已丑仲夏同

文书局石印《详註足本全图金玉缘》，翻开封面里边又名《增评补像全图

金玉缘》，收总目，太平闲人石头读法，护花主人批序，护花主人摘误，

护花主人总评，明斋主人总评，大某山民总评，护花主人论赞，或问，大

观园影事十二咏，题词并序，音释，大观园图说，及绣像 40 页。无底封。

内页保存尚好。我时年十七岁，读《红楼梦》自然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

仅为满足好奇心而已。从部队转业后，一次逛书店时，我又碰见了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此本是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覆膜

平装，注释多而精，并有刘旦宅先生精心绘制的十几副彩色插图，堪称图

文并茂。我毫不犹豫的买了回来，日夜翻阅，反复揣摩，并不时用红蓝铅

笔在上面圈圈点点。1995 年 9 月，在书店里我又发现了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的线装《刘国龙抄本红楼梦》。它以古籍宣纸印刷、装帧，清秀灵动的小

楷书写，是陆润痒宫廷抄本的形式，每面十三行每行三十字，且全书无一

处涂改、跨字和加行，极为考究精美。我不顾囊中羞涩，硬是把它抱回来，

朝夕相对。每次阅读，我总是擦净双手，平心静气，轻轻翻动，生怕摩擦脏损。

真正精读《红楼梦》，并初悟个中三味，则是在而立年之后。鲁迅曾

说过他的文章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读，《红楼梦》亦然。随着阅历的增加，

数的《红楼梦》爱好者为这部名著做出的努力了。看着不同版本上不同心态、

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留下的评论，我不禁对那些《红楼梦》的研究者肃然起敬。

翻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合着一知半解的红学知识，我开始

了一字字的品读。这次，我决心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感悟，至今写有随笔近

二百篇。读完甲戌本和庚辰本，心中大快。因为这部书实在太精彩了。如果说，

二十年来随性式的阅读是我平庸生活的慰藉，那么，这历时一年之久的精读，

则是我作为一名深爱读书的读者感到的来自心灵的巨大满足。当然，我的

感悟或许是不够成熟的，或许仅仅局限于人物命运和性格之关系的思索上，

尚不能从表现方法、美学价值、篇章结构等等高深的文学理论上进行欣赏，

但能有所悟，并诉诸笔墨，应该也是一种有价值的阅读吧。

读完两本脂评本之后，我开始了红学史的阅读。红学的范畴基于文本

的内容很少，而曹学、脂学、探轶学、版本学，等等，在红学史上占有相

当大的分量。但是，介入这几个板块需要比较专业的文献学知识，更需要

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囿于条件，我也只能看看别人的考证罢了。后来在红

友的帮助下，下载了大量的电子书，又力所能及地购买了一些，并承红友

赠送几种影印本，这些领域我也敢涉足了。后四十回之争历久弥新。2012

年暑假，我开始了对后四十回的鉴读，写有日记式的点评，亦缀于书中，

供《红楼梦》爱好者批评指正。

2012 年，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举办第八届读书峰会活动。分会场在片

级中心校。我们学校分管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李永席主任安排我去参加分会

场的活动。我的发言稿是《半部红楼伴平生》。区教科所刘运华主任表扬

了我，说“没想到在我们铜山还有你这样一位甘于寂寞如此淡泊的读书人”。

随后她安排我参加了区里的读书会。2014 年第十届读书峰会的时候，我把

论文集中编辑打印成一册，取名为《红楼絮语》，在会场展出。

会议结束后，我把《红楼絮语》寄给山西红友孟庆春先生，请他帮助

修改完善。他同意了。从 2014 年下半年起，孟先生和我重新阅读《红楼梦》，

不断交换看法。《红楼絮语》能最终完成并付梓，孟庆春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

因此，本书是我与孟庆春先生共同完成的。

本书最后定稿依据的本子是抚琴居吴銘恩先生的《红楼梦脂评汇校本》

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迄今为止尚没有哪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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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的出现，人情的历练，粗莽的退潮，促使我不再用新奇的目光和愉悦

的心态来阅读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巨著。穿过“满纸荒唐言”，透

视到是“一把辛酸泪”。细品“好了歌”悟出的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更重要的是雪芹先生那支传神妙笔，让我遨

游其中，似醉如痴，“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细嚼反刍，

香甘无穷。

为了真正读懂《红楼梦》，近年来，我又买了由蔡义江先生校注的《红

楼梦》两卷本，和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还购回梅新林的《红楼

梦哲学精神》，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订阅了自创刊

以来的《红楼梦学刊》以及其他书刊，力求从不同侧面透视这部奇书。其

中对我启示最大的是《红楼梦学刊》。它自一九七九年创刊以来，坚持党

的双百方针，面向全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广大红学爱好者，发表研究《红

楼梦》的思想、艺术、版本、作者生平家世、脂砚斋评语、文物资料的考

证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既有较高的学术性又有一定的知识性、可读性，让

人受益匪浅。红学大家周汝昌说：“做学问，起码的条件似乎要有读通古

人文字句意的水平，要有学术良知，要有学识道德，要有求索真理的本怀

诚意。”我是《红楼梦》爱好者，谈不上治红学，但，是红迷。《红楼梦》

我是越读越深，常读常新的一座不可逾越的大荒峰。今生终世，怕是难以

割舍与《红楼梦》的情缘了。书山巍哉，情缘悠悠系红楼！

孟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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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琳、孟庆春两位红友的文章我曾在一些红学刊物上拜读过，印象中

最深的，是发表在沪上《红楼梦研究辑刊》谈“色空观”与《红楼梦》主

旨关系的那一篇。读其书，思其人。今年夏季，机缘凑泊，经同乡红友、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任少东先生的介绍，得以与两位外地红友在天津见了

面。

邵琳女史撰写过大量的《红楼梦》感悟及评论文章，系江苏省红学会

会员，红迷会徐州分会会长。在红学研究之余，她还擅长古典诗词创作，

有《肘间集》。这本诗集凝聚了女诗人独特的情感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其中还有一组《红楼梦》人物题咏，难怪其红学文章中论及《红楼梦》

中的诗词是那样得心应手，显然她是深谙此道的。孟庆春先生早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迷恋《红楼梦》达三十年之久，他撰写的《红楼梦》研究文章，

陆续已有十余篇发表在各种红学期刊，现为山西运城红学会副会长。红学

研究之余，孟先生还酷爱戏曲，其戏曲作品蒲剧《铁面御史》，曾发表在《戏

友》杂志，这可能与山西地区深厚的戏曲文化历史积淀不无关系。这天南

地北的两位红友，因了《红楼梦》而产生共鸣，遂常探究一些共同关心的

红学话题。最近，他们计划合作出版一部《红楼梦》研究的文集，瞩我写“序”，

我诚惶诚恐，愧不敢当，因神交颇久，就写点个人读后的粗浅体会罢。

两位红友合作的《红楼絮语》是一部关于《红楼梦》的随笔论文集 , 收

录的八十余篇文章可分为五部分：一、旨趣探察；二、人物管窥；三、比

较阅读；四、曹红漫笔；五、高续断想。文集的大部分文章是他们阅读《红

楼梦》过程中的所感所悟，并采取了随读随记的日志式点评方式来表达，

凝聚着两位红友关于人生、人性、人文等的独特思考。

《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红楼絮语》首卷的“旨趣探察”开篇明义，

第四卷 曹红漫笔

曹寅《南辕杂诗》中的徐州古迹调查 ⋯⋯⋯⋯⋯⋯⋯⋯⋯237

欣喜中的“泪”与“劫”

 —曹寅之《喜三侄颀能画长干，为题四绝句》浅析 ⋯242

“断肠花”与“荒凉月”的情感寄寓

 —曹宣卒年再论 ⋯⋯⋯⋯⋯⋯⋯⋯⋯⋯⋯⋯⋯⋯⋯247

鹡鸰之悲的千古情结

 —浅析曹寅曹宣的兄弟情 ⋯⋯⋯⋯⋯⋯⋯⋯⋯⋯⋯253

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从何而来 ⋯⋯⋯⋯⋯⋯⋯⋯⋯⋯259

永忠、墨香和《红楼梦》 ⋯⋯⋯⋯⋯⋯⋯⋯⋯⋯⋯⋯⋯⋯268

敦诚其人 ⋯⋯⋯⋯⋯⋯⋯⋯⋯⋯⋯⋯⋯⋯⋯⋯⋯⋯⋯⋯⋯271

张宜泉生平年代初探 ⋯⋯⋯⋯⋯⋯⋯⋯⋯⋯⋯⋯⋯⋯⋯⋯274

撮其要，删其繁；小文章，大风范

 —读胡文彬先生《感悟红楼》 ⋯⋯⋯⋯⋯⋯⋯⋯⋯287

宛若潺潺流水

 —读《红楼文化基因探秘》 ⋯⋯⋯⋯⋯⋯⋯⋯⋯⋯292

第五卷 高续断想

高鹗诗词风格转变探析 ⋯⋯⋯⋯⋯⋯⋯⋯⋯⋯⋯⋯⋯⋯⋯297

高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之关系浅说 ⋯⋯⋯⋯⋯⋯⋯⋯306

别有幽情暗恨生

 —也谈“高鹗、袭人与畹君” ⋯⋯⋯⋯⋯⋯⋯⋯⋯319

《红楼梦》八十回本早于程本吗 ⋯⋯⋯⋯⋯⋯⋯⋯⋯⋯⋯327

《红楼梦》中前八十回和

 后四十回“么”“吗”等语气词对比 ⋯⋯⋯⋯⋯⋯⋯331

《红楼梦》后四十回阅读笔记 ⋯⋯⋯⋯⋯⋯⋯⋯⋯⋯⋯⋯340

众里寻她千百度

 —清代续书中的林黛玉形象浅析 ⋯⋯⋯⋯⋯⋯⋯⋯379

不是跋的跋 ⋯⋯⋯⋯⋯⋯⋯⋯⋯⋯⋯⋯⋯⋯⋯⋯⋯⋯⋯⋯386

后 记 ⋯⋯⋯⋯⋯⋯⋯⋯⋯⋯⋯⋯⋯⋯⋯⋯⋯⋯⋯⋯⋯⋯387



红楼絮语

004

序

001

序 一
赵建忠

邵琳、孟庆春两位红友的文章我曾在一些红学刊物上拜读过，印象中

最深的，是发表在沪上《红楼梦研究辑刊》谈“色空观”与《红楼梦》主

旨关系的那一篇。读其书，思其人。今年夏季，机缘凑泊，经同乡红友、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任少东先生的介绍，得以与两位外地红友在天津见了

面。

邵琳女史撰写过大量的《红楼梦》感悟及评论文章，系江苏省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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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红楼絮语》中第四卷的“曹红漫笔”，涉及当代曹学研究中的

一些争议性话题，例如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祖父曹寅及其文友敦

氏兄弟、张宜泉尤其是批者脂砚斋等，书中不乏个人见解和精彩的评述。

毋庸置疑，《红楼梦》研究中“曹学”的产生，是“新红学”考证派诞生

后的产物，就这一派的出发点而言，欲制约文本释义的发散性，从而避免

旧红学索隐派挖掘《红楼梦》所谓“微言大义”时的牵强附会，应该说新

红学创立时的初衷并不坏，也确实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如对《红楼梦》

版本的系统梳理、对曹雪芹家世的深入考察等，功不可没。然而，新红学

考证派尤其是发展到末流后的症结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最大失误莫过于

在文本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将《红楼梦》中人物与曹家历史上

的人物欲求对应，同样也陷入了先前红学索隐派“文史合一”的谬误。其实，

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进入曹雪芹

的创作过程中，就必然会被整合重构后成为新的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尽管红学考证派使得《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在红学史上被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但文学毕竟还不等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识”是难

以得到圆满解释的，很多受新红学影响的研究者用曹家史实去机械对应《红

楼梦》生动活泼的艺术情节，是根本违背创作规律的，因而解读不能完全

到位，这方面，我也读到了《红楼絮语》中非常不俗的精彩见解：

雪芹，除了书，你留给后人的实在太少了，我们无法确

切判断你到底是谁，无法确切知道你的“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千古绝唱是怎样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

更无法确切地知道，在那个简陋的茅草屋中你是怎样秉烛奋

笔，任寒风吹干泪珠，任饥饿蚕食你的灵感。当爱子殇逝，

你的痛苦又是怎样统治了你的思维，熄灭了你的梦想，摧毁

了你的意志，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

因此几百年来，人们开始寻找你，从浩如烟海的文字堆中，

从渺渺茫茫的遗迹中，从街头巷尾的传说中。找来找去，你

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你的身份越来越复杂。

……

……

提出了“色空说”是《红楼梦》第一主题的命题，从脂砚斋到老一辈红学

家俞平伯，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也因此引发过争论，足见在

红学史上这也是个经常讨论的永恒话题。那么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有争议的

学术话题？两位作者既未人云亦云般“炒冷饭”，也没有盲目地标新立异，

而是从文本出发，即从《红楼梦》首回的十六个字“因空见色，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释文出发，逆流溯源，层层剥笋，阐释了空、色、

情三者之间循环不息的关系，让结论来自于作品细读，这种不尚空谈的研

究方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从前研究者们探索《红楼梦》的主题，往往断

章取义，比如简单地从第四回“护官符”描绘的情节出发，就片面得出这

部伟大作品的主题是“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进而认为《红楼梦》可以

读做“封建社会衰亡史”等等，诚然，第四回写贾雨村胡乱断案，不排除

作者可能有揭露当时吏治黑暗的想法，但如果联系《红楼梦》整体情节来看，

恐怕作者的主要意图还在于通过薛蟠来引出更主要的人物薛宝钗，以便让

“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构成冲突，因为毕竟薛蟠只是过场人物。还

要指出的是，把《红楼梦》当做“历史”来读，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

特别不合理之处，但《红楼梦》又不仅仅是写了“历史”，而且即便写了“历

史”，也不能仅仅说成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部小说从“女娲补天”

写起，从这一段“历史”到曹雪芹所在的时代，“历史”跨度如此漫长，

远非“封建社会”所能囊括。悲天悯人的曹雪芹实际是要写人的进化、人

的命运、人才的命运，而且，就算反映了清代的“封建社会”，从《红楼梦》

描绘历史画卷的实际看，也并不是一味暴露，这部作品既写了“遍披凉雾”

的时代悲剧，同时还写了中华文化仪态万方的“华林”赞歌。总的来看，

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局限于物质态文化诠释，而对形而上的“精神态”

文化却不大容易把握。依照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

不一叶障目谁都不难看到，但水面下的冰体恐怕是冰山体积的若干倍。《红

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犹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处，已经让人们高山

仰止，但目光不可及之处，还蕴藏着更大的能量。邵琳、孟庆春两位红友

的很多文章恰恰能摒除长期以来《红楼梦》及其人物评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他们扬弃了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去解读《红

楼梦》，重新用自己的眼光去挖掘《红楼梦》的主题及其意蕴，这种探索

极为难能可贵，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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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作品的整体风格，但两位作者通过深入细致考察后认为，高鹗诗作中

固然主要呈现出典雅庄重的格调，但亦有少数香奁体。这些香奁体诗歌呈

现浓厚的脂粉气息，与其部分词作遥相呼应。他们还认为，高鹗的词作风

格也非单一的静止状态，其早期作品颇类晚唐花间词，香艳绮丽，其描摹

之细腻，至于钗环裙裾，桃腮杏眸，而后期作品则略微变化，香艳温软之

风淡去，忧郁伤感之婉约风格成为其词作之主流。两位作者还具体指出由

香奁体到西昆体，由花间词到婉约词，高鹗也实现了从青涩向成熟风格的

转变，他们还从高鹗与畹君的恋情角度分析了其诗词作品风格转变的成因，

即因失去而感伤，反映在诗词作品中便为忧郁感伤的婉约风格之滥觞。最

后得出结论：高鹗具有纯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从而确定他具有很高的文学

才能。

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无疑也是从文本出发，因而结论是属于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的。然而，读罢此文还是感觉小有遗憾。众所周知，高鹗与《红楼梦》

的关系是红学中一道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随着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对高鹗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入，比如他长期作为《红楼梦》后四十作者

的重新审视问题。作者既然花费了如此精力去探讨高鹗的文学才能，为什

么车到山前，就不能进一步通向高鹗这些风格不同的作品与《红楼梦》后

四十回中的诗词比较？以两位的研究功力，我以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高

鹗、程伟元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如果不是因为高鹗与《红

楼梦》沾上这层关系，红学研究者谁还会去关心他的诗词风格呢？邵琳女

史的《肘间集》风格雍容典雅，诗词作品可以追求言犹未尽的含蓄效果，

窃以为学术文章还是应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当然，

后四十回问题属于《红楼梦》研究学术前沿的尖端课题，难以毕其功于一役，

这似乎应该是红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解决方向。目前，在红学界达成了两

个共识，既第一，高鹗虽作为后四十回作者的文献证据不足，但他编辑整

理《红楼梦》功不可没；第二，后四十回对前八十回而言，诚然不可超越，

但至今却没有任何一部续书可以替代它。这的确是事实，《红楼梦》这部

伟大作品流传了两百多年，如果没有高鹗当年参与程本的出版传播，简直

不可想象有今天红学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终清之世绵延不绝的那些五

花八门的《红楼梦》续书，没有一部可望后四十回项背，“续貂词笔恨支离”，

名作家刘心武创作的《红楼新续》及其“秦学”，亦贻笑方家，当代的《红

然而，幸运的是，他十年辛苦留下的巨著还在。这对于

我们来说，就足够了！我们不必再斤斤计较于这部伟大的作

品终究系何人所作，我们也不必再深究作者是高矮胖瘦，是

俊朗飘逸还是悲愁沧桑。好好地读他的书吧，好好地享受这

部伟大作品带给我们的美的愉悦，这才是对其作者最好的回

报！

上面作者的话说得多好啊！由于《红楼梦》的博大精深，使得人们对

这部杰作流连忘返，由喜爱而走向研究，从而成为一门专学，并由红学又

衍生出“曹学”，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少曹学研究者却本末倒置，将

许多重大的红学现象置身于脑后，从而遮蔽了《红楼梦》的审美视线，这

确实是应该引起我们警醒的。

《红楼梦》体内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被鲁迅高度

赞誉为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同时由于其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

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众生相、“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

情的内涵深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珠穆朗玛峰是当之无愧的。由于曹雪

芹在作品中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共同生存困境，体现出博大的悲悯情怀和

拯救之愿，因而还具有永恒的世界意义或者说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

中曾推崇的那种“宇宙”精神。《红楼梦》精神体现的形上思考关乎人生

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实质上指向了生命的真谛，人们之所以对

那些连篇累牍的红学考证文章有成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很少指涉《红楼梦》

的精神向度。两位作者的研究大方向最可贵之处，正是没有偏离《红楼梦》

文本这个轴心。

本书第五卷“高续断想”部分，主要收录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阅

读笔记。其中《高鹗诗词风格转变探析》一篇，曾作为我主编的《红楼梦

与津沽文化研究》投稿文章，发表在刊物第三期上。我与两位作者素昧平生，

但读到网上他们转来的文章后，感觉颇有新意。这篇文章独辟蹊径，尝试

着分析高鹗诗词风格及转变原因，以期深入高鹗的情感世界，这或许能为

高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两位作者的文章

深入考察了高鹗诗词作品中的风格。诗词研究者一般认为，高鹗诗作以盛

唐为宗，词作则受花间词之香软绮丽影响，这种分析确实能大致代表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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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朱永奎

邵琳女史与孟庆春先生合作的《红楼絮语》即将出版。邵琳女史与我

同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对她的创作理念和学养比较了解，她发表在各地《红

楼梦》刊物的文章我也都有收藏并认真拜读，因而非常了解她的研红历程。

自 2009 年在江苏红学会年会认识以来，我看着邵琳的研究之路逐渐深入，

文章越来越有深度，并且总是能以新的理念和角度来品评红楼梦人物，实

在难能可贵。所以我乐于为之写序。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评论它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让人目不

遐接。我是《红楼梦》的痴迷者，喜读各种红学文章和著作，也喜欢动笔

抒发自己读红感悟。众所周知，胡文彬先生是位多产的红学名家，可谓著

作等身。读了他的著述，我最大的感受是他的文章不冗长，好像是对朋友

促膝谈心，从容地娓娓道来。而《红楼絮语》中的文章，亦给人以异曲同

工之感。所谓“异曲同工”，我主要是从行文的体裁而言，用两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随笔”。

胡文彬先生的绝大多数文章即是随笔式的，而《红楼絮语》，正如邵

琳女士所说“这次，我决心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感悟，写有随笔近二百篇”，

“2014 年第十届读书会的时候，我把论文集中打印成一册，取名为《红楼

絮语》”。这就点明了《红楼絮语》大部分文章的体裁是“随笔”。

那么，这些灵动新颖的红楼“随笔”，是如何来解读《红楼梦》这部

伟大著作的呢？

二百多年前，北京西山黄叶纷飞，伟大作家曹雪芹在这里写下了一部

不朽的作品，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

解其中味？”自清至今，解味者颇有其人。

《红楼絮语》一书第一、二部分的文字，也在努力解“味”，体“味”，

楼梦》续书总体上尚不能达到后四十回的水平（包括构思和文字诸方面），

更遑论去取代。个中原因，恐怕要对红学史上形成的各个流派进行认真反思：

红学探佚派想要恢复曹雪芹原作的“本来面目”，其出发点是好的，但颇

多的研究成果是将曹雪芹精雕细琢的艺术精品解构成为粗糙毛坯，索隐派

的误解红楼固不足哂，新红学“腰斩”后四十回亦不足训。早年周绍良先

生在“略谈《红楼梦》后四十回哪些是曹雪芹原稿》（《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一文中曾有很好的研究思路，可惜言

者淳淳，听者藐藐。尽管周先生那篇文字在今天看来有些粗糙，具体结论

也未必都准确，但其研究方向对后学应该有所启发。毕竟今天《红楼梦》

后四十回以及涉及的红学人物高鹗、程伟元的研究基础已经被垫高，我们

为什么不能在先贤拓荒道路上更进一步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呢？当然

这是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平心静气地去讨论。研究方法总是在对峙、

摇摆、反拨中发展的，一位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

行思维的，而是在与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

论意识和研究模式中进行的，故步自封，才是真正的自我局限。

拉杂地写了上述感想，与两位作者共勉罢。

乙未深秋于聚红厅

序者：赵建忠，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红楼

梦与津沽文化研究》主编、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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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解红楼固不足哂，新红学“腰斩”后四十回亦不足训。早年周绍良先

生在“略谈《红楼梦》后四十回哪些是曹雪芹原稿》（《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一文中曾有很好的研究思路，可惜言

者淳淳，听者藐藐。尽管周先生那篇文字在今天看来有些粗糙，具体结论

也未必都准确，但其研究方向对后学应该有所启发。毕竟今天《红楼梦》

后四十回以及涉及的红学人物高鹗、程伟元的研究基础已经被垫高，我们

为什么不能在先贤拓荒道路上更进一步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呢？当然

这是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平心静气地去讨论。研究方法总是在对峙、

摇摆、反拨中发展的，一位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

行思维的，而是在与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

论意识和研究模式中进行的，故步自封，才是真正的自我局限。

拉杂地写了上述感想，与两位作者共勉罢。

乙未深秋于聚红厅

序者：赵建忠，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红楼

梦与津沽文化研究》主编、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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