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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报月刊》是打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
“历史走廊”不是“历史大道”，更不是金光大道，远非那么平坦、风光。
走廊的两侧屹立的是巉岩峭壁，中间可行的路其实只是一条夹缝。
历史正是从夹缝中走过来，一面探索寻找，一面挣扎奋斗。
《明月》的行进状态，也是如此。
然而，尽管路途并不平坦，但她终于一步一脚印地走过来了，从查良镛先生草创至今，已穿越历史走
廊四十年了。
　　《明月》运行的漫漫时间之河中，经历了八任主编。
第一位主编是《明报》企业创办人和《明月》创始人查良镛先生，之后担任主编的依次是胡菊人、董
桥、张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编务。
胡菊人历时达十二年；其次是董桥，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时期做了四年，后期也八年了，合共十二年
，与胡菊人一样。
　　《明月》最初十多年是黄金时期，销路很好，她的创刊号还要再版哩。
但正如查良镛先生所说“前十年是相当艰苦”，一面倾尽心血与汗水，一面还要遭受攻击与炸弹。
我不过是一个接棒者，以个人的知识水平来编这一本誉满海内外的杂志，自问力有不逮，对尺度的拿
捏甚至具体编务，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期间又经历了金融风暴和香港经济衰退时期，读者阅读心态
十分飘忽，香港杂志销路日渐萎缩，甚至个别名牌杂志也在这场狂飙中没顶了。
《明月》还能够维持下去，订户不跌反增近一倍半，销路在稳定中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海红楼（上下）>>

书籍目录

群星灿烂月华明（总序）上部 “明报”红楼考　第一编 红学基本观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一个学要史的分析　　新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　　红学讨论的几点我风　　索隐与自
传说闲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　　从靖应鹍抄本《红楼梦》谈红学考证的新问题　第二编 红楼
版本考　　戚序有正本《红楼梦》的始末　　澄清我调查《靖本石头记》下落的几个问题　　程高排
印本《红楼梦》的版本问题　　读列宁格勒《红楼梦》抄本记　　初详《红楼梦》我——论全本　　
“冷月葬花魂”与《西青散记》　　论“冷月葬花魂”　　从曹頫的笔迹看《石头记》抄本　　论“
抽样”之不可靠——曹頫的笔迹与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抄者问题　　曹頫的笔迹——再
答徐复观先生　第三编 真假难辩细说曹　　曹雪芹摆脱包衣身份的考证初稿——由《曹雪芹故居之发
现》变起兼纠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若干错误看法　　曹雪芹故居之发现及其他　　夹道中分荣国第——
恭王府 确是荣国府　　真伪难辩的“曹雪芹墓碑”公案　　《红楼梦》作者的铁证——参观中文大学
《红楼梦》研究展后书　　赵冈《红楼梦新探》的突破点　　与徐复观先生论红学考证　　我希望不
要造出无意味的考证问题——敬答赵冈先生　第四编 红学往来争鸣下部 梦的鸿冥　第一编 梦的世界
　第二编 详“梦”说曹　第三编 红楼杂论　第四编 细观红楼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明报月刊》—
—《明月四十精品文丛》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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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可是也有好些不相同的写法。
例如“往”字的右边并不写成“生”，事实上庚辰本也多作“主”。
所以情况相当复杂。
我想同一人抄写固有可能，即使不是，也可假定同是旗人或相接近的人所抄。
还应详细比较。
学者们不容易看到有时是最显著的反面事实，还可举胡适来作例子，1933年他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
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一文中说，第五十二回中脂批认为正文写“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而不写作“寅
正初刻”，是作者避讳之故，便认这是曹寅之孙曹雪芹作书之证。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里也接受这一看法。
潘重规先生却指出第二十六回写道“庚黄”“唐寅”，“又写又说，又是手犯，又是嘴犯。
”可见《红楼梦》的正文并不避“寅”字讳。
这里我并不否认脂批对小说著作人的看法，但至少“避讳”之说是猜测无据之谈。
其实曹雪芹的曾祖父曹“原名尔玉，《红楼梦》里玉字又从何避起？
 上面这些例子，只不过想指出，红学专家有时不喜欢为自己的主张提出反面证据。
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中国的考证论辩文字，从古以来，至少自《战国策》到《过秦论》，以及后来的
檄文和策论，一种最大的趋向，就是只图列举正面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我之所以举出上面这几件例子，因为他们都算较好的《红楼梦》研究者，我自己就更未能做到了。
古今学者提倡自觉反省的也不少，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他自己： 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当
自言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
之弱点然矣。
 这正可表示梁启超的“弱点”和长处。
他能做到不肯“自护己短”，能做到“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已非常难得。
在另一方面，不肯“护前”，还只算“事后有先见之明”，或西洋人所谓hinder sight，仍不免只靠时
间来补救。
作为思考、研究以及写作的态度和习惯，我尝以为我们更要设法做到：不惜以当下之我，难当下之我
。
 这里特别提出“当下”二字来，就是希望在我作一主张的当时，不但即刻说出正面支持的理由，还该
说出可能有的反面理由，要立刻以我攻我。
不但在脑子里马上如此想过，还要把反对面的理由同时写下来。
近代学者治经学和考证学的人，往往拿打官司治狱的方法来比拟洽学，已接近于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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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海红楼(套装共2册)(特价)》由香港《明报月刊》四十年海内外数十位不同领域思想名家点评《红
楼梦》部分篇章首次在中国内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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