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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心武先生，大家对他很熟悉，蜚声国际的名作家，无待我来做什么“介绍”，何况，我对他所知十
分有限，根本没有妄言“介绍”的资格。
但我对他“很感兴趣”，想了解他，一也；心知他著作十分丰盈，然而并不自足自满，仍在孜孜不息
，勤奋实干，对之怀有佩服之敬意，二也。
如今他又有新书稿即将梓行，要我写几句话，结一墨缘。
这自是无可婉谢、欣然命笔的事情。
所憾者，因目坏无法快睹其书稿之全璧，唯恐行文不能“扣题”，却是心有未安。
刘先生近年忽以“秦学”名世，驰誉海内外。
这首先让我想起“红学”、“曹学”、“脂学”⋯⋯，如今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分支“秦学”。
我又同时想到“莎学”这一外国专学名目，真是无独有偶，中西辉映。
因在上世纪40年代“负笈”燕园时，读的是西语系，所以也很迷莎学，下过功夫，知道莎学内容也是
考作者、辨版本，二者是此一专学的根本与命脉。
没听说世界学者有什么不然或异议。
可是事情一到中国的“红学”，麻烦就大了。
比如说，胡适创始了“新红学”，新红学只知“考证”，不知文学创作。
批评者以此为“新红学”的最大缺陷。
如今幸而来了一位名作家刘先生，心甘情愿弥补这一缺陷，对于红学界来说，增添了实力，注入了新
的思想智慧，我们应该表示热烈欢迎。
我们的先贤孟子还讲过读其书、诵其诗，必须知其人，论其事。
人家外国倒没有洋孟子，怎么也正是要读其书、诵其诗，知其人，论其事呢。
据说有一对夫妻学者为了“寻找莎氏”，查遍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上千万件资料去“大海捞莎针”，
每日工作多达18个小时，结果如何暂且不论，我只感叹难道“红学”是“中”学，就不能与“西”学
同日而语吗？
因此又想，考作者，辨版本是世界诸大文学巨人不朽名作研究过程中绝无例外的，也是没有异议的。
唯独到了中国的“红学”上，一涉及到考作者、辨版本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研究工作就被视为是什么“
不研究作品本身”、“不研究文学创作”“光是考证祖宗八代”的过失、甚或是一种错误，这就令人
费解了。
《红楼梦》是一部多维结构、多层面意蕴的巨书奇书——奇就奇在一个“多”字，既丰富又灵动，味
之愈厚、索之益深、谙之不尽⋯⋯。
除了反映历史、社会，感悟人世人生，赞颂真善美，悲悼真善美被践踏、被毁灭而外，作者雪芹也十
分明确表示：全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命运，而其根本原因是“家亡人散各奔腾”，是“事败
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是“树倒猢狲散”，是“食尽鸟投林”这条极关重要的命脉。
而这一命脉却被作者雪芹有意（也是无奈的）不敢明言正写，只好把它“隐去”，又只好将隐去的“
真事”变称为“梦幻”。
既然如此，研究者就必须从那隐去的真事中去考明这个“家亡人散”“事败休云贵”的历史本事。
由此看来，作家刘心武的“秦学”，正是要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工作。
他在这一方面有其前人所未道及的贡献。
此贡献并不算小，也为红学长期闭塞的局面打开了一条新蹊径，值得重视与深入研讨。
一个新的说法，初期难保十足完美，可以从容商量切磋，重要的不是立刻得出结论，而是给予启发。
考论《红楼梦》，揭示《石头记》中所“隐去”的“真事”，都不可能指望写“明”载“入”史料档
案之中，若都那么“天真”，孟森先生这位真正的老辈史学专家也就不必费尽心力地去撰作什么清代
“三大疑案”了。
史学界也早就揭明：雍正为了不可告人的“内幕”，让张廷玉将康熙实录——六十年最丰富的史册都
删得只剩了有清一代皇帝实录中的最单薄的一部假“实”史，你要证据吗？
没有的（删净了）就都不能入“史学”，这理论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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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甘愿受雍正、张廷玉、乾隆、和珅之辈的骗，而探索雪芹所不敢直书明言的史实，就必须有“
档案证据”才算学术，我们如果以那样的学术“逻辑”来评议红学中的研究问题，就有利于文化学术
大事业的发展繁荣吗？
从本书我见到了王渔洋《居易录》中只有康熙原版才得幸存的康熙南巡随处写匾、太子随侍写联的真
实记录，这条珍贵的资料正可佐证荣禧堂匾联的来历问题。
至于联文是否自撰，抑或借用唐诗，与我们的主旨并无多么重大的关系。
康熙所说“此吾家老人也”——其实也就是专对太子说的原话纪实。
我曾把“善察能悟”当作一条考证经验赠与刘心武先生，承他不弃，以为这是有道理的。
行文至此，回顾一下，散漫草率，实不成篇，而且还有很多想说的话尚未说完，时间有限，已不容我
再絮絮不休了。
时为丁亥八月廿八深夜。
诗曰：作序原非漫赞扬，为芹解梦又何妨。
天经地义须前进，力破陈言意味长。
“秦人旧舍”字堪惊，“过露”谁能解得明。
坏事义忠老千岁，语音亲切内含情。
南巡宸翰墨生澜，太子扬才侍砚函。
金匾银联严典制，借唐写意总相干。
人人称道说刘郎，海内荧屏海外光。
“秦学”一门新事业，任凭辩短又争长。
文摘?�薛宝钗是个头脑极清醒的人，所谓“时宝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摩登宝钗”，就是既能游
泳于新潮，又能体谅现实的因循力量，总是设法在发展与传统之间寻求良性的平衡。
?�我们中国，古典文化里的叙事作品，我以为，能作为民族和国家“名片”的，就是曹雪芹和《红楼梦
》。
 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是治病；研究《红楼梦》，推广《红楼梦》，则有利于铸造国人的灵魂。
?�司棋对其情爱与生命的自主虽然仍以悲剧告终，但总算享尝到了一些自由支配感情和行为的甜蜜，这
份自主性的甜蜜，却是迎春终其一生，所没有尝到过的。
⋯⋯同情迎春，但要以她为戒，那就是不能丧失自己对生命的自主性。
?�贾芸和小红的爱情故事，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安排的一个大关目、大过节，读者切不可漠然轻视
。
⋯⋯曹雪芹所塑造的贾芸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形象，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尽管黛玉和小红都是有勇气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女性，但80回后她们之间很可能因宝钗在无奈中使出
的计策而发生起码是侧面的冲突，这就写足了人性的复杂和人事的诡谲。
?�王夫人觉得晴雯眉眼有些像林黛玉，逗漏出依据她的封建道德意识，林黛玉、晴雯都属于不符合封建
规范的生命存在，理应被排除、被剿灭。
但曹雪芹所写，却分明用一连串偶然来推导王夫人对晴雯的扼杀。
他说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我以为并无讥讽之意。
?�请注意，我说到原型时，说“多半是有”，并没有绝对化。
我对某些书中角色进行原型研究时，并不是把生活原型去跟艺术形象划等号，我的目的，只在于揭示
这类写实性作品从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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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刘心武揭秘》的第四部，继续对书中隐藏的诸多谜团进行破解。
薛宝钗历来被认为是一个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大家闺秀，可是，在她冰肌雪骨的外表之下，到底隐藏
着怎样的波涛汹涌？
而作为“金玉良缘”的又一个可能，史湘云到底与贾宝玉有哪些情感纠葛？
她最终会与谁共渡“白首”呢？
    作者除了对 “金玉姻缘“作了一次完整的梳理，还将多年研究成果“红楼心语”倾情奉献，就《红
楼梦》中的人性之谜结合现实进行了深度分析与探讨，为红迷们更好地理解《红楼梦》这部千古奇书
提供了全新的解读方法。
半部红楼千古遗恨。
今天的我们虽无缘一睹曹雪芹原书的风采，却有幸能从刘心武的字斟句酌中一窥作者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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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韧之作，此后又发表多部享誉文坛的作
品：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
。
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06年出版《刘心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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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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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心武揭秘》冲击波高潮迭起，妙语不断红学泰斗周汝昌倾情作序振聋发聩听心语  全方透视识钗
湘 揭秘宝钗湘云的“金玉姻缘”，破解边缘人物的人性挣扎“中产阶级”甄士隐，“移民成痴”柳五
儿，“天真烂漫”王夫人半部奇书暗藏人生多少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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