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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学学案》系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连续刊发的“学人综论”系列论文，建构
红学学术史长编《红学学案》，即“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
“《红学学案》以学人立案，12位学人成一编，拟撰60位学人成5编。

本编《红学学案》以新时期小说批评派立案，所立案述评之学人包括蔡义江、胡文彬、张锦池、吕启
祥、李希凡、郭豫适、周思源、曾扬华、冯其庸、周汝昌、王蒙、刘梦溪等十二位。

这是一部“学案”性质的红学学术史著述，名之曰《红学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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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淮生，安徽淮南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中国古代诗歌。
主要著作有《古诗新解》（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红楼梦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红学学案》（新华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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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学学案》目录
前言
一、蔡义江的红学研究：详于文本辨析、精于艺术鉴赏
引言
第一节：曹雪芹的思想具有“宿命”特征
第二节：《红楼梦》非良缘梦，乃繁华梦、欢乐梦
第三节：“不失真”的审美原则、“谶语”的笔法、人物性格的人性观照
第四节：《红楼梦》续书严重误导读者
结语
二、胡文彬的红学研究：“两点两论”、通达入情
引言
第一节：用心深细评人物、以小观大见旨趣
第二节：审美观照、文化审视、社会历史评价：红楼人物的情态观照
第三节：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或从中国文化看《红楼梦》
第四节：举小以贯大或推末以至本的《红楼梦》文化通观
结语
三、张锦池的红学研究：考论结合、建构新说
引言
第一节：主题、主线、主人公三者高度一致是《红楼梦》艺术结构的特点
第二节：李贽“童心说”是理解《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
第三节：《红楼梦》结构学总体特点：均衡美
结语
四、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
引言
第一节：从人物关系辨识对比中分析人物并把握人物性格
第二节：《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整体审美观照
第三节：《红楼梦》融合了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
第四节：人性关怀立场尤其女性关怀立场的《红楼梦》比较研究
结语
五、李希凡的红学研究：坚守成说、拓展新境
引言
第一节：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那些基本观点”
第二节：“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说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说
第三节：“叛逆性”说和“人性觉醒”说
第四节：现实主义美学、典型论
结语
六、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
引言
第一节：如何评价索隐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
第二节：如何评价鲁迅和胡适——有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
第三节：读者们不要相信出诸主观的猜测、研究家不要在索隐派之路上追求出新
结语
七、周思源的红学研究：善拓新境善旁通
引言
第一节：“象征现实主义”：尚未认识的新的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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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从非典型的角度、文本至上的原则、事理情理和文理结合上评论人物
第三节：《红楼梦》是高艺术浓度的精品、当代长篇小说匮乏这样的高浓度
结语
八、曾扬华的红学研究：辨红学公案、探红楼艺境
引言
第一节：“钗黛之辨”难辨、贾母“舍黛取钗”一案更难翻案
第二节：“钗黛合一”不可取、“扬黛抑钗”最可信
第三节：人物论的道德批评、政治批评和“对比—细读”辨析
结语
九、冯其庸的红学研究：我见其大、继往开来
引言
第一节：《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是初期的激进的民主主
义思想
第二节：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理想是属于未来的时代的
第三节：批“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法”是曹雪芹思想的根本和《红楼梦》思想的主旨
第四节：应该重新评议评点派、应该继承和发扬评点派的文学批评方式
第五节：“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
结语
十、周汝昌的红学研究：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
引言
第一节：“还‘红学’以学”：什么是“ 红学”
第二节：“证悟红学”：走向“新索隐”的旧途
第三节：“中华文化之学” 和“新国学”
第四节：“中华文境”与“十六字真言”的异质之别
第五节：考据词章身外物，人生第一在为人
结语
十一、王蒙的红学研究：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
引言
第一节：“作家学者化”：创作和学术相通的“王氏红学”
第二节：从《红楼启示录》到《王蒙的红楼梦》：“活性”思维与“率性”境界
第三节：“概念化”：《红楼梦》批评中的规律性模式或公式的归纳和提炼
结语
十二、刘梦溪的红学研究：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
引言
第一节：红楼新论：《红楼梦》与红学通解
第二节：红学史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第三节：红楼探源：《红楼梦》与文化传统
结语
附录：学案传主学术简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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