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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锦池同志的大著《红楼梦考论》即将问世了，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当然无可推辞。
　　我认识锦池同志是在1975年，至今已二十三年了。
1977年我们又一起校注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版《红楼梦》，十来位各地来的专家聚集在一起，从《红
楼梦》的抄本到文句的注释，一一从头讨论，这样大约有两年左右。
这两年左右，实在是一次宝贵的难得的聚会，现在回忆起来还令人神往。
这次聚会的成果，又经过后来反复订正修改，就是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注本《红楼梦
》。
　　从1977年聚会至今的二十多年来，当年与会的诸公都有著述问世，而锦池同志应说是成绩最为突
出者之一。
这当然不是单纯指《红楼梦》研究方面，而是包括其他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内。
例如他最近问世的《西游记考论》就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新著。
　　犹记1979年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论争时，锦池同志以雄辩滔滔之势，对否定曹雪芹对《红楼
梦》的著作权的论点，率先进行了驳论，论文在《北方论丛》发表后，得到了红学界热烈的反映。
这之后，锦池同志连续发表了《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论元春》、《妙玉论》、《论秦可
卿》、《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等一系列的长篇论文，加上此前发表的《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
　　后记　　谢谢读者的偏爱，谢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使这本小书得以再版，也给我提供了
一次修改的机会。
　　这次对这本小书的修订，我主要做了五项工作：一是，校正了个别错字；一是，核对了某些引。
文；一是，修订了几处语疵；一是，对个别论断的分寸感作了点斟酌；一是，对论文的标题作了番推
敲，以求能醒目些。
至于作品的总体内容，则一仍其旧，只增加了一篇《贾宝玉的叛逆思想》，而将初版附录中的《李贽
的“童心说”与曹雪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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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楼梦考论》是作者自1982年以来从事《红楼梦》研究的一点心血结晶，继《红楼十二论》出
版后又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
上编三篇，考中含论，从不同角度考证了《红楼梦》的著作权、曹雪芹的生卒年，以及小说的成书过
程和大观园的时间跨度等一些重要问题。
中编十篇，论中含考，从不同层面研讨了《红楼梦》的思想意蕴、主题学、结构学、文化学、审美特
征等。
下编五篇，就《红楼梦》的道德观念、人性观念、审美观念、社会观念分别与中国其他五大古典小说
作了比较研究，以见其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
《红楼梦考论》对小说文本的研讨辩证地运用还原批评和接受美学相结合的方法，且尝试着将文本、
文献、文化作整合一体的研究。
这在方法论上也是个可喜的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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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锦池，1937年2月生，江苏靖江人。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
著作有《红楼十二论》、　《红楼梦考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西游记考论》、《中国
古典小说心解》、《漫说西游》等多种，及论文多篇。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红楼梦》新校本注释者和注释定稿者之一。
1986年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获
首届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奖，2008年获黑龙江省“龙江文化建设终身成就奖”。
社会兼职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文学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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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学的新贡献冯其庸——《红楼梦考论》序前言上篇《红楼梦》作者考一 小引二 乾隆年间的看法三 
脂砚斋们的说法四 如何理解书中的“矛盾现象”曹雪芹生年考一 引言二 评胡适的前后三种说法三 评
周汝昌的“雍正甲辰”说四 评李玄伯的“康熙乙未”说五 说曹雪芹生于康熙戊戌年六 说曹雪芹的卒
年问题巧姐的人生历程及大观园的时间跨度考一 小引二 巧姐与大姐：说《红楼梦》创作过程中的一
些问题三 巧姐与香菱：说巧姐被卖时的年龄与大观园的时间跨度四 巧姐与二丫头：说巧姐的最后归
宿与贾府的“琮兰齐荣”中编论《红楼梦》与启蒙主义人性思潮一 引言二 美——人的仪表三 美——
人的才智四 美——人的情欲五 美——人的本性六 简短的结语略论《红楼梦》对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
打破一 小引二 旨在揭示地主阶级必然衰败之内因三 旨在传达“王道乐土”上的呼号四 旨在塑造“千
古未有之一人”略论《红楼梦》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特点及其代表人物一 释贾宝玉的一句“呆话”二
说作者笔端的人中“宝珠”三 说作者笔端的人中“死珠”四 说作者笔端的人中“鱼眼睛”五 结语论
《红楼梦》的三世生命说与两种声音一 我对书中神道问题的基本看法二 非因神设事，是以事设神三 
一支王道曲，千红无孑遗四 “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论《红楼梦》的悲剧底蕴一 书中交织着两
种审美视点二 世上鲜见的大善人三 天下少有的幸运儿四 大幸者的不幸，大善者的不善论《红楼梦》
悲剧主题的多层次性一 引言二 情爱的颂歌三 童心的赞歌四 青春的悲歌五 结论和余论论《红楼梦》主
线与明清小说传奇结构形态一 引言二 说“通灵玉”在情节结构中的作用三 说贾宝玉在情节结构中的
作用四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论《红楼梦》的结构学一 引言二 本旨：三种悲剧构架三 情节：
“三波九折”相激成澜四 主线：一主双宾联络交互五 余论：“三”和“四”及“正”和“闰”《红
楼梦》的均衡美及其数理文化论纲一 引言二 从芳官的耳环说起三 从人物安排上说起四 从章回布局上
说起五 从重大关目上说起六 从情节线索上说起七 从通部格局上说起八 结论九 余论贾宝玉的叛逆思想
一 引言二 贾宝玉叛逆思想的主要特征三 贾宝玉叛逆思想的社会基础四 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历程五 
贾宝玉叛逆思想的文化沿革六 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历史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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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引起了研究者的瞩目，并且结论也趋于一致，那就是认为这是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
。
这结论诚然是对的。
然而倘论作者的本意，恐怕还在于宣扬聪明才智是天赋予人的美德，而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则是禁锢
并窒息人的这一美好天赋的精神枷锁。
　　《红楼梦》里的青少年大多是有才的。
女子如此，男子也是如此。
某些正面人物固然是才高八斗，某些反面人物也是学富五车。
由此可知，认为男女同样有才智，此乃人的美好天赋，这是作者的基本思想。
　　《红楼梦》里的人物，他们的才智又是有高下的，也有一些人是庸才。
应该研究的是：高者何以高，低者何以低，有无一定的规律？
这不妨让我们看一看作者笔端的社会上层人物的才智状况。
　　试以贾政祖孙三代来说。
贾府强迫子弟就范的祖传法宝是乞灵于打。
贾政则“自幼酷喜读书”，所以“祖父最疼”。
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所以照他后来的学习体会：
“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其一心想当子侄辈的表率，规规于孑L孟之道的结果，是终于使他“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
于泥塑”，成为既不能“治国”，又不能“齐家”的“国贼禄鬼”；尽管他也雅好出入于达官贵客之
家的诗坛文会，那也只是于“案牍劳累”之余的附庸风雅，想口占几句应制诗亦属才尽而不得不向儿
孙们征求。
要想了解青少年时期贾政的才思，或许在贾兰以及贾环身上会看到一点影子。
贾兰和贾环以其小小年纪便随贾政出入于达官贵客之家的诗坛文会，可见他两个也不是蠢材；只是“
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涩”，“远不能及”贾宝玉所作“虽无稽考，却都说得四座春风”
。
贾宝玉其所以能如此，就在于“他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误失之处，拘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
前怕后起来，纵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
这就告诉我们：倘拘较于孔孟之道或前人成规，其才思必日益枯竭；反之，则犹如澹澹东流。
　　试再以贾雨村和贾赦兄弟作一对比。
贾雨村固然精通八股制艺，诗亦写得不错；论“治才”，则不失为当时官场的风云人物。
贾政与之相比，哪方面都相形见绌。
贾赦与贾政相比，则又等而下之。
三人同是“国贼禄鬼”，才情呈此高下，这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的呢？
书里写得明白，这是必然的。
贾府作为诗礼簪缨之族，正如兴儿所说，“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
此处所说的“二爷”，指的就是贾赦和贾政。
那么，贾赦又何以如此不学无术呢？
难道是天赋如此？
书里从来没有这么说，却明白无误地交代了他有一种思想：“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
定要‘雪窗萤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
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
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
”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特权思想，而悲剧也就在于：这种思想又正好符合实际。
照当时封建世袭制的规定，贾赦作为荣国公的长孙，岂但“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并且还
可以稳稳地官居“一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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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难怪他有如此浓厚的封建特权思想；同时也就决定了他纵然身在寒窗，也是心存红袖绿酒。
其结果是虽则没有变成“书呆”，却成为地道的“色魔”。
贾政作为荣国公的次孙，当然没有贾赦那么好的福分，要想位列朝班，应从科甲出身；但又毕竟是荣
国公的次孙，要想位列朝班，并不一定非得从科甲出身，也有封建“恩荫制”可做阶梯。
事实上，贾政官居工部员外郎，也是其父“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
，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人部习学”，自然升迁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比贾赦腹内多些经纶，并较之乃兄能“朝乾夕惕，忠于厥职”些。
贾雨村虽则“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
”，实际上已沦为贾赦所鄙夷的“寒酸”，要想“求取功名，再整基业”，就必须靠他自己钻营。
钻营之道，就是要求精通那“时尚之学”，亦即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和“试帖诗”等等；同时也
要求他必须学会“钻门子”一类的全挂本领。
正因为如此，所以同属“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倘就才干论才干，贾雨村与贾赦兄弟
相比则显得是鹤立鸡群。
这就又告诉我：倚仗特权与沉迷酒色，会使人不学无术，平庸昏聩；反之，会使人才干优长，精明练
达。
　　试还以“金陵十二钗”来说。
具有“咏絮才”的林黛玉，“才华馥比仙”的妙玉，二人都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①。
诗才堪与林黛玉比肩的史湘云，“都知爱慕此生才”的王熙凤，一个是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管束；一
个是从小就跟男孩子们一起玩，无拘无束；二人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封建教育。
那以“才自精明”见秀于贾氏姊妹辈的探春，也是个不甘雌伏于男尊女卑地位的女子。
与此相对照，封为贤德妃的元春与曾饱读《女四书》的李纨，其才思却十分滞钝。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她们才智的高下取决于她们对孔孟之道的依违程度。
与此结论似相抵牾，会引起人们疑义的，我想，当首推薛宝钗其人的形象吧？
此人既具有“停机德”而又具有“咏絮才”，该怎么解释？
照我的看法，薛宝钗自幼所受的文化熏陶与李纨相比，存在明显的不同。
这在书里写得一清二楚。
李纨所受的熏陶是比较单一的，她幼年只读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
”。
这些书都是属于以记载古代妇女言行的方式来宣扬封建“妇德”规范的东西。
薛宝钗则不然，她所受的文化熏陶是比较复杂的。
诚然，正如书中所写：“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
”这说明她童年时期确曾受过正规的封建教育。
这种封建教育对于形成她的“停机德”当然是不无直接的影响。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正如她自己对林黛玉所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
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
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
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
弟兄们也有爱诗的i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
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
”这又说明她“从小七八岁上”就爱偷看各种“邪书”。
这些“邪书”对于形成她的“咏絮才”自然又不无直接的作用。
要之，正因为她从来就不是个规规于孔孟之道的“女夫子”，实际上是个兼收并蓄的“大杂家”，所
以才使她在才学上得以成为足可与林黛玉并驾而为李纨所不能齐驱的才女。
由此，倒又从反面说明：聪明才智是人的美好天赋，要使这一天赋不致被湮灭而获得应有的发展，就
不可囿于圣贤们所设置的成规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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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等等，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红楼梦》里的人物虽则也有不少是庸才，然而其所以是庸才，
作者并不是归结为个人的天赋如此，而是归结为封建的文化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罪恶统治使之如此。
　　要是把握住作者的这一思想脉络，那么，《红楼梦》何以要把女子的才智描写得比男子高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男性是居于中心统治地位。
孔孟之道要求于男子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于女子的是“三从四德”。
因此，要是从所受的封建压迫来说，女子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压迫以外，还较男子多受一层夫权
的压迫。
要是从所受的封建文化思想的毒害来说，男子所受的毒害则又较女子更直接，且有甚于女子；所以女
子反倒“清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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