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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辑校者的话——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是稀世珍宝    (一)    首先，让我们交待一下书名。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因为书中记述的是一块无才补天的顽石坠落凡尘，幻行入世后的一番
经历，而这经历复又镌刻在石头上，故而名日《石头记》。
此书的批注者脂砚斋不管是重评、再评，或者是三批、四阅，都题名日《脂砚斋评点石头记》。
只是书的作者曹雪芹觉得，石头上所记之事，为空空道人抄写传世，而道人从此“因空见色，由色生
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情僧’”。
书既为情僧所抄，因而索性便将《石头_记》，改为《情僧录》。
    后来山东有个自称“东鲁孔梅溪”的人，与作者的弟弟曹棠村交往甚厚，曾为其书题词日《风月宝
鉴》。
曹雪芹觉得这个名字甚好，在第十二回中叙述贾瑞害相思病医药无济时，忽有一跛足道，士送来一面
镜子，名字就叫“风月宝鉴”，告诫贾瑞此镜只可反照，不可正照。
反照得活，正照必死。
贾瑞不听，果然为正面的美女勾惹坠入情网不能自拔而亡。
作者认为这也正是此书的主旨，因此又决定将书名定为《风月宝鉴》。
    后来，批者脂砚斋又鉴于作者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建议题书名为《红楼梦》或日《金陵十三钗》。
但是，虽有这许许多多的动议，手抄的各种版本，还一直都叫《石头记》，值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卷首载有《觉梦主人序》的本子，才首见《红楼梦》的名字。
到了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续成一百=十回全书之后，才正式定名为《红楼梦》，彻底甩掉了
《石头记》这一朴实的名字。
光绪初年，因《红楼梦》再次被朝廷列为禁书，书坊刻印时曾一度改名为《金玉缘》。
    人们很少知道，《红楼梦》这样一部稀世奇珍、旷代绝伦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生却是在那样寒酸凄
冷、糙砺蓬茅的条件下，最初只是寂静地悄悄走上街头书摊，而且都是手抄本，有的甚至还是残缺不
全。
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红楼梦》其初名《石头记》，共八十回，在乾隆中叶忽出现于北京，最初皆
钞本。
”当时，每逢庙会或重犬集市之日，便有人私携手抄本《石头记》在书摊上售卖，“数十金鬻于庙市
”。
但该抄本一旦在社会上流传，便立即受到了人们普遍的珍爱，轰动一时，人人皆以先读之为快，有首
《京都竹枝词》甚而说：“开谈环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    《红楼梦》这朵_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怎么会于这个时候，会在空山冷寂、风雪重掩之中悄然开放
的呢？
这与作者曹雪芹极不寻常的出身经历，与其当时所处的政治高压氛围，以及不堪忍受的穷困潦倒生活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曹雪芹(1715一r764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生于一个与皇家有着密切关联
的大官僚，甚至可似说是一个大封建买办的家庭里。
他的先世本是汉人，在清室入关之前就加入了满洲正白旗内务府籍，成为了皇家的“包衣”奴才，后
晋升为深受朝廷亲信的官僚买办阶层。
从他的曾祖曹玺开始，一直到他父亲曹頫，接连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之职，长达六十余年。
也可以说，这个封建官僚家庭从曹氏始祖开始，就已经是“赫赫扬扬，己将百载”。
织造，这令官儿虽然不大，却是一个只有皇帝亲信才能获得的肥缺。
曾祖曹玺的妻子曾是康熙皇帝玄烨的乳母，祖父曹寅又做过玄烨的“侍读”。
由此可见，曹氏家族和清初的皇家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
    不过，这个赫赫百年的钟鸣鼎食之家、安荣尊富之门，不幸竟然随着康熙的六十年威武赫赫的统治
结束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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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康熙生前一直于皇权继承人的确立上摇摆不定，十几个皇子为着争夺皇位明争暗斗，生死倾轧
，最终以皇四子胤祯(即雍正)的险诈登位而收场。
雍正为了巩固他的地位，称帝后大肆清除异己，株连之面极广，他借口所谓屡忤“圣意”，而把曹雪
芹的父亲曹頫革职抄家，遣返回京。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这第一次抄家，好像还没有使曹家完全败落，没有完全结束曹雪芹锦衣纨绔、饫甘餍美的公子哥生活
，直到在他二十多岁以后的另一次更大的祸变中才彻底地没落。
这次祸变，史无记载，但很可能又是一次借故的革职抄没。
这次的抄没，使这个百年望族的曹家彻底地败落了。
而没落贵族阶级出身的曹雪芹，却正是从贵族阶级相互倾轧的祸变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许多重要的社
会历史变革的折光，从而看清了他这一阶级的“世人的真面目”，于切肤之痛中，他把这些都熔铸在
《红楼梦》的艺术形象之中了。
    曹家被几次抄查后，曹雪芹变得穷困潦倒，一贫如洗，过着杯残灶冷、朝不保夕的半乞讨式生活。
从他与几个“一穷一富，交情乃见”的生前好友的往来赠答诗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晚年落魄悲凉
的_生活和于此境况下握管写作《红楼梦》时的酸楚。
    从这些惆怅唱和中我们得知，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是住在京郊西山附近，蓬窗破户，满目荒
凉，生话极其凄苦。
他的好友敦敏作诗曰：“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他的另一位好友敦诚在诗中也形容说：“于今环堵蓬蒿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
就是这种举家食粥、无酒无菜的贫寒日子，也难以为继，不得已还要靠卖画来贴补。
敦敏在另一首诗中描述说：“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
”面对这种啜粥咽齑的穷困生活，他仍然心坚志锐，一丝不改地坚持椎心泣血的写作。
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坦诚地披露襟怀说，“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不仅不妨碍他“披阅
十载，增删五次”地顽强写作《红楼梦》，而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甚至还滋润了他的“笔墨
”。
    一部以曹雪芹曾经历繁华后走进贫寒的坎坷遭遇为素_材，以百年望族曹家的兴衰荣辱为背景的《红
楼梦》，就是在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写成的，因此，尽管它是字字珠玑，句句倾倒四座，
但却无力付诸刊刻，只能是用手抄写，在亲友中间传来阅去。
而且，虽然作者一再明言，此书“大旨、不过谈情”，并不千“理朝廷、治风俗的政事，更无讪谤君
相或贬人妻女”的情节，但是由于他实际讲述的是与朝廷有着密切联系的曹家，这个百年望族的几次
抄没都与最敏感的皇位争夺有着关系，因此这部名为“风月笔墨”的书，还是犯、了有干朝政的大忌
，因此它也只能在民间私下里被偷偷地传阅，特别是在雍正刚刚去世的那一二_十牟里(即乾隆二十年
以前的那段时间，文字狱正在疾风烈火之际)，此书即使是偷着阅读尚且提心吊胆，哪里还敢想付诸剞
劂而刊行于世呢？
    因之，康熙的第十四子胤褪的孙子永忠在曹雪芹死后读到《红楼梦》时；还写有那样深情悲悼的诗
句：“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器茸侯！
”而另外一个遣宗室名叫弘旰的人却说：“《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
其中有碍语也！
”从这些贵族阶层人物的不同反映里，也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的破败。
在当时是具有何等的政治敏感意味。
    (二)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    《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经问世，立即便以其绝无仅有的神奇惊动了
所有瞥见到它的人。
哪怕是胸无点墨、有如空空道人之类的人，也因约略地芋阅一遍，便立即为其惊慑和被征服，隋愿不
计任何报酬、甘冒风险，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更何况那些最初参与和赞助其事的、与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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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性情相投的至交好友，如张宜泉和敦敏、敦诚涕兄，以及曹雪芹至亲至近的家族中人，包括他的妻
子在内，更是全力以赴地帮助他完善此一著作。
他们为他抄写誊清，提供创造线索和资料；提出增删和修改意见，而更多的是在稿本上做评点批注。
这样，在各种手抄本子中就有了无数个批评者的名字缀于其上，诸如脂砚斋、畸笏、畸笏叟、梅溪、
松斋、立松轩、绮园、鉴堂、玉蓝坡、棠村等等。
其中，评得最多的是脂砚斋，所以几个最早的抄本的书名，都带有“脂砚斋重评”‘的字样，从而有
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称之为《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留传到后世。
    那么，这么多的评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惜其用的都是笔名、化名，虽然从口气上，明明知道他们都是曹雪芹身旁的亲朋好友：但却无法准确
地呼点出其名字来。
现仅能从埋伏下的一点点：线索，隐约地看出棠村、梅溪即是其族弟曹棠村。
因为在笫一回中的“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原文下面，有脂砚斋的批注日：“雪芹旧有《
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
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而批者梅溪，即书中所说的东鲁孔梅溪，他不是曹棠村，也是与曹棠村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从他在第十三回中的一条批注，就可看出他与曹雪芹以及书中乏人有着如何密切的关系。
其批目：“三春法后诸芳尽，各自移寻各自门。
不必看完，见此二包，即欲落徊。
此句，令批书人哭死！
”    至于畸笏与畸笏叟，则是曹雪芹同族中的另一位叔伯长辈，看他有时自称“畸笏”名字，而更多
的则在名字下面加一“叟”字，或“老人”、“老朽”一、“朽物”等字样，便可知道，其入既深知
曹家详情。
且又为雪芹所尊敬。
他常用命令口气建议雪芹改某处、删某些。
例如，他在甲成本第十三回的尾批中写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
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共事虽走漏，其言其意则令入悲切感服，始教之，因命芹溪删
去。
”    在书中批注最多的是脂砚斋(全书用各种形式批注的共有2271条，其中半数以上是脂批)，因此对
于脂砚斋究属何人，一直是国内红学界所关注的事情。
有人说是曹雪芹的堂叔，有人说是同族弟兄，也有人推断是曹雪芹的、第二任妻子柳惠兰(即《红楼梦
》中的史湘云，也有人说是袭人)，还有人说，即是曹雪芹本人，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理从实际情况来看，后两种推断都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这些批注散见在各种版本中，否是在一个
本子里，有的是此处有彼处无，有的是各种本子中都屡见，批的条数也多寡不一。
但丛批文的数量和重要性来看，甲戌本(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
己卯本、庚辰本此较完善，因这时曹雪芹尚毒世，故而书中设下的伏线和作者隐藏的狡黠、机敏之处
，被披露出来的最多，也最为关键。
不难想象，这些批文不是作者本人，便是作者身边最亲密的人写的。
因为，作者那些过人的巧恩密伏，别人是猜测不出来的！
除非作者自己亲口讲出来。
那么，能够经常听到作者透露内心话的人，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别人是无法做到的。
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曹雪芹在西山黄叶树写作《红楼梦》之时，贫病交加，家无隔夜之粮，能够与他朝夕相守共同分担创
作甘苦的，只有这位出身名门望族(在第五十四回总批中，脂批有“都中旺族首吾门”的话)而又深通
文墨的妻子——柳惠兰(即能诗善谑的史湘云)，一边帮助他抄清书稿，一边在过录底稿时不断地与丈
夫商量如何加注批语。
    我们不妨看看这个脂砚斋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批语，从而也就不难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与
《红楼梦》作者有怎样的关系，以及他在《红楼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上、下）>>

例如，他常常批注说：“有是事，有是人！
”“真有是事，真有是人！
”“作者与余，实实经过。
”“此语犹在耳。
”“实写旧日往事。
”若非是曹雪芹最亲近的人，与曹雪芹共同目睹与经历了书中所描写的那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他怎
么会那么清楚地知道实有此人，实有此事呢？
他怎么会记得此语犹在耳呢？
而有的地方，他竟似在不怕絮聒地提醒作者，劝告作者，帮衬作者，例如第八回写到秦钟去见贾母，
贾母见了喜欢，送给他一个金魁星时，脂砚斋马上就评注说：“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
抚今思昔，肠断心摧！
”第七十五回中批注：“缺中秋诗，俟雪芹！
”    还有的地方，批者竟与作者混同，或者说是合二而一，脂砚斋竟然抄起了笔，代替曹雪芹来写作
。
例如在第二十二回中，就有一条批语说：“凤姐点戏，脂砚斋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批注一般都是用双行小字，但还有的地方就用大字单行，这就说明批者与
作者本是二人一心，共同在完成这部宏篇巨著，无怪乎他在回首总批中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的身份说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生出一芹一脂，余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说，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第二任妻子柳惠兰，这已不是什么尚待查考的事了。
就是这位柳惠兰，她啜粥咽齑，耐着雪冷风寒，伴随曹雪芹，一字一辛酸、一字一血泪地帮他抄清誊
写、评点批注《石头记》，甚至有时还要出来直接参与创作。
她抄写了一本又一本，抄过了一稿又一稿，前后共抄阅评点了四次，“直到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
叹！
”此时，她已是灯油熬尽、泪水滴干了。
    但是，更多的地方却是作者自己批的。
这类情况自古就有，像冯梦龙写的《醒世恒言》等书，便是他以另一化名加以批注的。
曹雪芹更是如此，他的许多妙笔之处必须他亲自点出，否则别人是理会不到的；有时候他看别人的批
文，看着看着，便禁不住要越俎代庖，自己下手替批者代笔。
所以许多学者考证出，所谓脂评有许多条文其实是作者的自评。
    例如第二十六回在“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下边，有署名脂砚斋的双行批文日：“妙极
，是极！
况宝玉有何正紧可说的？
’’而在这批注下面又有双行批注曰：“此批被作者偏过了。
”作者竟偏过批者，先点出宝玉“没正紧可说”，这里的文章机智巧妙，惟作者最知道底细，他怕别
人一时看不出来，故而急不可待地自抄朱笔批注起来。
而批者脂砚斋在誊抄中意欲批注时，忽然发现了此一朱笔批文，他一眼便窥见了作者的用心，于是不
免可怜又可笑地再批曰：“此批被作者偏过了。
”又如第八回在“自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的原话下边，脂评日：“二语虽粗，本是真情
。
然此等语只宜如此，为天下儿女一哭。
”在批语后边又有一批语日：“批得好！
末二句似与题不切，然正是极贴切语。
”不是作者本人，谁能出来称赞批得好？
像此类批，作者与批者身份混淆不清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三)    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何以这等珍贵重要，以至于不断地为人们翻排刻印、屡屡刊行呢？
只因为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到了八十回，便戛然而止，以后的事便杳如黄鹤，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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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很喜欢这部奇书的，如前所述人们常“以数十金鬻于庙市”，但读者看书总是喜欢有头有尾的
，有开场有收场，有开篇有结局，即使是再优秀的作品，再锦绣的文章。
也不愿意看到正传神之处，正在入境之时，突然而止，让人们感到无头无脑，帐然恍惚，使万般思绪
无所寄托。
人们常常对断臂的维纳斯尚且猜测不休，更何况《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却不见其如何结尾，那该是
何等的于心不甘呀！
    正当人们抱着千古遗恨之际，在脂评本推出之后大约有二十多年光景，突然有一天书坊上竟然有足
本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刊刻出售。
当时盛况空前，轰动了整个市场乃至整个读书界。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讲叙当时的情景说：“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忽然有一部印书出现了。
不但印刷整齐，而且比八十回多出四十回书来，前面有序文，说是多年辛苦搜访的结果，获得了原书
的残稿，因此编缀成的‘全璧’，使读者称快称幸，所以刊印‘以飨同好’云云。
这部印出来的百二十回本的小说。
已经不叫《石头记》了，正式改题为《红楼梦》。
此本一出，风靡天下，堪称盛况空前。
”    正当人们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之际，但读着读着却觉得不是滋味起来。
有些细心人认真地分辨一下，忽地发现那后四十回文字与前八十回迥然不同，高低优劣完全不在一个
水平线上，再仔细地研究才发现，那后四十回书竟是他人之伪作，偷天换日地续在曹雪芹原著的后边
。
    这续作者是高鹗与程伟元，他们也不隐讳其事。
程伟元在初版的序文中就坦诚地说：“然原本目录百二十卷⋯⋯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
中，无不留心。
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
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
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
《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
”这位友人，即是高鹗。
高鹗也有序文刊在后面，讲述了补续《纽楼梦》的经过，说：“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
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辛心，将付剞劂，公同好。
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
’予以是书⋯⋯尚不背名教⋯·“遂襄其役。
”    这高鹗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续完《红楼梦》后不久，即于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考中了进
士，不久选进翰林院，做了侍读的官；嘉庆年间，还当了顺天府乡试的同考。
我国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祖父俞樾(晚高鹗数十年中了进士)曾引诗单道高鹗续书的高雅，说：“艳情
人自说红楼。
”    这高鹗虽有才，亦能细心揣摩曹雪芹原著的精髓血脉和结构安排，体会其旨趣要义，并本照原作
者的基本思路，续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
从总的趋势来看，续篇基本上还能够接续上原著的血脉，不大违背原书的旨趣和主题精神，正如鲁迅
先生所说：“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怀，然长夜无晨，则与前书之伏线亦不背。
”但是，这续作者之才无论如何也难与那旷古奇才的曹雪芹同日而语，所差之距离不是十步百步，而
是天壤云泥。
后者无论如何追逐寻觅，也难望前者之项背。
故而，这后四十回续作虽有结尾，大多数人也接受了这个结局，认同了贾宝玉出家当了和尚这一收场
，但终究是情未抒，“意难平”。
几百年来，人们仍然不断地依照自己的思路，拓展各自的想象空间，来构想原作的红楼结尾，谱写宝
、黛的命运悲剧，于是乎各种《红楼梦》的续作，诸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
、《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梦补》、《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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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圆梦》、《增补红楼》、《红楼梦影》等等不断地被推出。
一直演绎到今天，还有续作与补作不断地出现，包括当代著名作家，如端木蕻良、刘心武以及著名红
学家周汝昌等人在内，都在有意地续补《红楼梦》的遗阙。
    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珍贵；越是遗阙的部分，越是让人留恋难舍。
百余年来人们在展开各种无穷幻化的想象空间去构思《红楼梦》之残缺不全部分时，回过头来忽然发
现，《红楼梦》原作者曹雪芹有许多预伏的创作思路，隐埋下的后半部情节安排、人物命运，甚至本
书的大体如何收结，都在那脂砚斋的批注里有所透露、有所暗示、有所垂象、有所警言。
而有关脂砚斋与原作者的紧密关系，我们已在前面有所论述，因而这些批注便成了托起人们展开想象
的最有力的翅膀，是走进曹雪芹原已建筑好的艺术殿堂的金钥匙，是解开郁积百年情感心结的秘方，
其价值何止连城！
    例如，人们在读脂评《石头记》的第八回中，忽然发现有一批注说，因为一杯茶水就被赶出园子的
丫环茜雪，将在后面贾家被查抄、贾宝玉被囚禁于狱神庙时出来探监，与她一同前来慰问穷途宝玉的
，还有小厮焙茗与丫环小红。
这些人物本来都是在前八十回中被有声有色刻画出来的，特别是小红，她是那样玲珑乖巧，其大胆追
求爱情的性格，已经活在读者的心中，而后来忽然不见了。
在一部长篇小说和戏剧中，人物的无故夭折当是一大败笔，像曹雪芹那样一位文章大家自然不会犯此
大忌的，脂砚斋批注中告诉人们，大手笔的曹雪芹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他预伏的扣子是要在
几十回后的狱神庙一节时才大大地解开，那里会有许许多多好看的文章留飨读者。
    脂砚斋对于此事很动情地批注说：“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
失，叹叹！
”你看，这么珍贵的东西，竟被借阅者给丢失了，叫人扼腕长叹的岂止脂砚斋一人，而是数百年来的
万千读者大众。
而惟一可以弥补这千古遗恨的是，还有脂评留在人间，让人们多少知道一些曹雪芹奇妙绝世的匠心安
排。
    不止如此，脂评还告诉我们，曹雪芹原来构想的《红楼梦》结尾处，还有一个“情榜”。
这种用排行榜形式作长篇小说结尾的，于各大名著中并不鲜见：例如《水浒传》结尾处有一个一百单
八位英雄排座次的榜文，《儒林外史》中有将书中所写的人物逐一排上儒林名家之榜的行文，《封神
演义》最后也有个姜子牙封神的封神榜留在结尾。
《红楼梦》是部情感小说，它该给书中众人物怎么个排榜呢？
这是个很奇妙、也很耐人寻味的事情，文章当然不好做。
脂评在批注里微透春风说，林黛玉是“情情”，自然是情榜上的第一名；贾宝玉是“情不情”，排在
第几名，就不得而知了。
其他的人，诸如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等人，都是个怎样的“情”法，就更是勾人兴味、惹人寻思
的。
遗憾的是，脂批却只泄露禅机一点，余则只好靠你的想象力去完成了。
    妙就妙在，同时也贵就贵在，它(脂评本)给你泄露一点晨光，提供一些埋伏线索，而绝大部分则要
靠你自己构思与想象，靠你自己去体会感悟。
    由于《红楼梦》写得精彩独到，深湛绝伦，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喜爱，故而自从乾隆十九年(1754
年)传出手抄的甲戌本之后，仿者纷然而-起，辗转传抄者络绎不绝，现在已经发现的带有脂砚斋评点
文字的不同抄本计有十二种之多，除了上面提到的甲戌本之外，还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冬抄出的
己卯本，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秋抄出的庚辰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戚序本(带有戚蓼生写的序
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靖藏本(为南京靖应鸱所收藏)，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甲辰本，乾隆五
十四年(1789年)的舒序本(带有舒元炜写的序言)，此外还有王府本(为蒙古王府所收藏)、列藏本(为俄
罗斯列宁格勒大学文学研究所所收藏)、戚宁本(于南京传出的带有戚蓼生序言的本子)、郑藏本(为郑
振铎所收藏)与红楼梦稿本。
这些版本，新中国建立后绝大多数都有影印本和刻印本。
    这次，我们搜集几种有代表性的版本上的评语，集珍珠于一匮，藏荟萃于一壶，如此，既可以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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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批之全貌，又可以互相参阅校考。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批文中做了简记，将甲戌本简称【甲】，己卵本简称【己】，庚辰本简称【庚
】，靖藏本简称【靖】，甲辰本简称【辰】，有正本简称【正】，如此等等。
    凡是回前总评与回后总评，皆都单独予以排列，而在眉批处则于版本之名下加上一“眉”字，列如
“甲眉”、“庚眉”等等，其余的夹批、侧批则不另加标注了。
    邓加荣撰于丙戌年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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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上下)》脂砚斋这个名字更是与《红楼梦》密不可分，从他的评语中可以看出，
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密切，但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人，有的认为脂砚斋是书中史湘云的原型，也有人认为他们只是一般的亲友
。
无论脂砚斋是什么人，他对《红楼梦》所作的批评，则的确是给本来已经精彩无比的大观园锦上添花
，能让读者对《红楼梦》更加着迷；也让后人对八十回后书中人物的命运有了更多的猜测和想象。

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首先当然是这些名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所致，但是也与这
些小说刊刻之后，一大批眼光独到的小说批评家们极力批点评说有极大的关系。
像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与《西游记》、《三国演义》、《
水浒传》、《红楼梦》密切相连的。
他们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史的新局面，也使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批评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
古典名著的精髓和魅力。

 《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上下)》由曹雪匠编著，脂砚斋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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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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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画蔷痴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挞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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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褶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飒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r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娩姬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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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多：《口口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
又日《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
又日《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
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
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日《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之点睛。
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也。
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
然此书又名《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女子也。
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
若云其中因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
及(原作极)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日“中京”，是不欲
着迹于方向也。
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
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
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
备。
(下接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一段凡三百七十二字略同有正本)    诗日：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
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此开卷第一回也。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故日“甄士隐”云云。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
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
我之上。
何我堂堂须眉。
诚不若彼裙钗女子？
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
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
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束笔阁墨。
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
人愁闷，不亦宜乎？
”故日“贾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
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甲】自自地步，自首荒唐，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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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按则深有趣味。
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甲】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
于大荒山【甲】荒唐也。
(甲辰、有正本俱同)无稽崖【甲】无稽也。
(有正同)炼成高经十二丈、【甲】总应十二钗。
【展】照应十二钗。
(有正同)方经二十四丈【甲】照应剐十二钗。
(甲辰、有正同)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甲】合周天之数。
(有正同)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甲】剩了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
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
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甲】(上缺)堕落情根，故无补天之用。
【正】妙！
自谓墜落情根，故无补天用。
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甲】煅炼后性方通。
甚哉，人生不能不学也！
【正】煅炼后性方通。
甚哉，人生不学也！
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甲】这是真像，非幻
像也。
(有正同)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
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
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几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
【甲】竟有人问口(开口问)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
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
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
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
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
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人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
也。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
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
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甲】四句乃一部之_《纲。
倒不如不去的好。
”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
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
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
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
”石道：“自然，自然。
”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
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
【甲】煅炼过尚与人踮脚，不学者又当如何？
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甲】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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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亦须偿还，况世人之偿(债)乎。
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所谓游戏笔墨也。
以了此案。
你道好否？
”石头听了，感谢不尽。
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甲】明点“幻”字，好！
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
【甲】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壁》用幻处。
(甲辰同)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
【甲】自愧之语。
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甲】妙极！
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
【辰】好极。
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之大不欢喜。
(有正同，见之作见此)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
【甲】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
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
【正】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
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甲】伏长安大都。
(甲辰同。
有正作“伏长安”)诗礼簪缨之族，【甲】伏荣国府。
(甲辰、有正同)花柳繁华之地，【甲】伏大观园。
(甲辰、有正同)温柔富贵之乡，【甲】伏紫芸轩。
(甲辰、有正作紫芝轩)去安身乐业。
”【甲】何不再添一句云：“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
”(甲展同)【辰】昔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而去。
余今见此石，亦惟恨不能随此石而去，聊供阅者一笑。
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甲】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自己亦不知
者。
若自以奇贵而居，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
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
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
”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
”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剂可方何舍。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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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一部妇孺皆知的《红楼梦》可谓凝聚了曹雪芹一生的心血。
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驾构出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鲜活的人物、凄美的爱情，是一部读不完、说不尽的千古奇书。
由脂砚斋评点的《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上下)》所据底本，是现存十一种《红楼梦》古抄本中最完整、
最真切地保存了曹雪芹生前定本原貌的一种，不仅可以从中领略作者原定本的真实风貌，还可以直接
品味到作者的“红颜知己”脂砚斋在庚辰原本上留下的2100余条珍贵批语，具有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
、学术研究价值和版本珍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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