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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悟红楼》　　20世纪80年代因《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著作而风靡内地文坛的刘再
复，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文学经典《红楼梦》。
他凭自己独特的角度、见解、学识和悟性，开辟出悟读悟证《红楼梦》的蹊径，与俞平伯的《〈红楼
梦〉辩》遥相呼应。
     本书在《红楼梦悟》的基础上再出发，从多种角度纵论《红楼梦》。
比较难得的是两代学者真诚对话，因是父女，又是异性，关注点有所不同，对话中既有互动，又有启
发，还有质疑，处处擦出火花，引起阅读趣味。
     [梅]父亲全面认同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甚至借用康德“天上星辰，地上道德律”的语言范式表述为
“天上星辰，地上女儿”。
《红楼梦》的这一绝对价值观、美学观固然精彩，固然有高度原创性，但是，他认为女儿嫁后会变成
“死珠”、“鱼眼睛”，这不是太贬低了“女人性”吗？
女儿性如同天上的星辰，女人性就是地上的泡沫吗？
嫁后的女人就没有美的魅力吗？
“死珠”是结婚女子的宿命吗？
青年母亲、中年母亲甚至老年母亲就不美吗？
这难道不是以“青春”的名义把女性做了等级之分了吗？
　　[复]剑梅不像我如此绝对地肯定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她从女性主义批评的立场，对曹雪芹作出学
术提问。
我喜欢剑梅的挑战，无论是针对《红楼梦》文本还是针对我的阅读。
当然，我也不会因为她是自己的女儿就会让步。
我爱女儿，但更爱真理。
就上述这一问题而言，我便回应她⋯⋯　　《红楼梦悟（增订本）》　　《红楼梦》是“生命大书”
、“心灵大书”，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而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
因此，作者采取了“红楼梦论”、“红楼梦辨”之外的第三种形态“红楼梦悟”来阅读《红楼梦》，
和读者一起来挖掘这部中国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宝藏”、“思想宝藏、哲学宝藏”。
　　《红楼哲学笔记》　　对于精神价值的创造，文学最能体现其广度，史学最能体现其深度，而哲
学最能体现其高度。
《红楼哲学笔记》正是从哲学的制高点把握《红楼梦》，把这部小说视为比王阳明更为丰富的形象性
心学。
其异端性的诗化心学内涵，内与儒、释、道相关而自成一格局，外与西方诸大哲学家相逢而自立一高
峰，完全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哲学大自在。
《笔记》还抓住《红楼梦》的悟性哲学特点，相应地以直觉的方式把握其哲学的要害，从而表述得生
动明快，谈玄而不空洞，悟虚而充满实情实境，通过此书，《红楼梦》的大智慧再一次像星辰一样在
我们眼前闪烁。
　　《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小说文本中提到的人物共名如“冷人”、“通人”、“卤人”、“正
人”、“乖人”等进行解说有些名称一目了然，有些则需详加解说其寓意，还有一些完全是曹雪芹独
特的创造。
作者尽可能开掘人性中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作者发觉，《红楼梦》对什么是“可人”，即“谁是
最可爱的人”做了划时代的重新定义。
曹雪芹把中国旧道德眼睛里称为“尤物”、“狐狸精”、“狐媚子”的坏女人倒转过来，界定为可人
，界定为最可爱的人，于是，秦可卿、晴雯、芳官都成了最可爱的人，金玉不足喻其贵、日月不足喻
其精的最可爱的人。
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作者认为，面对《红楼梦》，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个生命都是复杂丰富的
，过去把某一生命视为某一意识形态载体的时代结束了，《红楼梦》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无比精彩的人
性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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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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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学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鲁迅美学思想沦稿》、《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罪与文
学》、《现代文学诸子论》、《人论25种》及《漂泊手记》九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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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孤本　梦中人解读　　鸳鸯、秦可卿、林黛玉等　富贵闲人解读　　贾宝玉、贾母等　槛外人解
读　　妙玉、宝玉、林黛玉等　卤人解读　　贾宝玉、史湘云、香菱等　可人解读　　秦可卿、晴雯
、芳官等　冷人解读　　薛宝钗、惜春等　通人解读　　薛宝钗、薛宝琴等　玉人解读　　黛玉、宝
玉、妙玉等　泪人解读　　林黛玉　痴人解读　　贾宝玉、林黛玉、尤三姐等　正人解读　　探春、
贾政等　真人解读　　　林黛玉、贾宝玉、晴雯等　乖人解读（兼说“妥当人”）　　袭人、探春等
　怯人解读　　迎春、秦钟等　愚人解读　　夏金桂、贾瑞等　能干人解读　　王熙凤、探春等　玻
璃人解读　　王熙凤等　明白人解读　　平儿　颖悟人解读　　宝玉、柳湘莲、紫娟、贾雨村等　知
音人解读　　贾宝玉、林黛玉等　冷眼人解读　　冷子兴、秦可卿、惜春等　伶俐人解读　　小红、
贾芸等　糊涂人解读　　史湘云、贾宝玉等　读书人解读　　贾政、贾宝玉等　　滥情人解读　　贾
琏、薛蟠等　嫌隙人解读　　赵姨娘、邢夫人、夏金桂等　尴尬人解读　　贾赦等　势利人解读　　
封肃、娈童师傅等　小人解读　　　赵姨娘等　废人解读　　薛蟠等　浊人解读　　贾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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