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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林黛玉、贾宝玉等，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个
性特征，从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作品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败，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
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社会道德观念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线索，围绕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展开，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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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雪芹（1715——1763年），清代小说家。
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
他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一职达六十年之久。
后来父亲因事受株连，被革职抄家，家庭的衰败使曹雪芹饱尝了人生的辛酸。
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里，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死后遗留
下《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稿子。
《红楼梦》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思想认识深刻、艺术手法精湛，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
作品。
现存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中的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约1738——约1815年）所续。
　　生平介绍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
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
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
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
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
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
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
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
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
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
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
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
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
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一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
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五十岁。
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
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
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
曹雪芹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
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
”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
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
”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
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小说的创作。
　　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最高峰，在世界
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红楼梦》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
今传《红楼梦》80回以后他已写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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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鹗（或只是修订者）续书。
　　[编辑本段]【曹雪芹生平简表】　　雍正二年（甲辰1724）闰四月二十六日生。
　　雍正三年（乙巳1725）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周岁，遂以芒种为生辰之标志。
　　乾隆元年（丙辰1736）曹雪芹十三岁，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巧逢芒种节。
　　乾隆二年（丁巳1737）正月，康熙之熙嫔薨。
嫔陈氏，为慎郡王胤禧之生母（书中“老太妃”薨逝）。
　　乾隆五年（庚申1740）康熙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
雪芹家复被牵累，再次抄没，家遂破败。
雪芹贫困流落。
曾任内务府笔帖式。
　　乾隆十九年（甲戍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初有清抄定本（未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续作《石头记》。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脂批于第七十五回前记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
缺中秋诗，俟雪芹。
”是为当时书稿进度情况。
脂砚实为之助撰。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友人敦诚有《寄怀曹雪芹》诗。
回顾右翼宗学夜话，相劝勿作富家食客，“不如著书黄叶村”。
此时雪芹当已到西山，离开敦惠伯富良家（西城石虎胡同）。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友人敦敏自是夏存诗至癸未年者，多咏及雪芹。
　　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今存“乙卯本”《石头记》抄本，始有“脂砚”批语纪年。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今存“庚辰本”《石头记》，皆“脂砚斋四阅评过”。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重到金陵后返京，友人诗每言“秦淮旧梦人犹在”，“废官颓楼梦旧
家”，皆隐指《红楼梦》写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敦敏有《佩刀质酒歌》，纪雪芹秋末来访共饮情况。
脂批“壬午重阳”有“索书甚迫”之语。
重阳后亦不复见批语。
当有故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二月末。
敦敏诗邀雪芹三月初相聚（为敦诚生辰）。
未至。
秋日，受子痘殇，感伤成疾。
脂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记之是“壬午除夕”逝世，经考，
知为“癸未除夕”笔之误，卒年五十岁。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敦诚开年挽诗：“晓风昨日拂铭旌”，“四十年华太瘦生”，皆为史
证。
（周老引用的这两句诗有误，原句应为：“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　　全诗如下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雪芹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革寒烟对落曛。
　　[编辑本段]【曹雪芹的传说】　　金鉴　　（一）曹雪芹的医德　　“红楼”又热，曹公在天有
灵，不知是喜是忧。
然，百人读“红楼”既有百解，没什么高下之分，无非兴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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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撷取一些曹公在北京留下的痕迹，是耶非耶，欢迎商榷。
　　曹雪芹迁徙西山后，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百姓，特别是生活无靠的残疾者，雪芹非常同情他们的困
苦，尤其是在他们得病之后，无钱医治，更增加了他们的苦恼。
雪芹为了给无助的病人解除病痛，经常上山为病人采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
　　香山地区曾经流传着关于曹雪芹为贫苦百姓治病的传说，《香山的传说》中就有张宝章、严宽先
生搜集整理的《芹圃先生的医德》。
崔墨卿先生搜集整理的《雪芹的由来》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北京清代传说》中还有张宝章先生记载曹雪芹为香山百姓治病的《手到病除》。
　　我曾拜访过孔祥泽老先生，孔老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和吴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访问，曾听一
位村民说：当年前山（指香山）旗里有位大夫时常过来给穷人看病不要钱，每次来都在南边山根一间
空庙临时借来桌椅给人看病，后来这位大夫搬到桥西住，有了家看病的人方便多了。
一次舒成勋先生曾对孔老说，在蓝靛厂原有多家药铺，雪芹经常到这些药铺给病人抓药或配药，这些
药铺的名字舒老都一一记得，并说给孔老听，遗憾的是孔老当时没有记下。
　　孔老还说：雪芹因医术高明，为不少的人治愈了病，一些有钱人的病被雪芹医好了后，常常要买
些东西送于雪芹，以报雪芹医病之恩。
雪芹往往告诉这些人，你不要给我买东西，你的钱先留着，一旦有病人看病，抓不起药，我让他找你
，你把他的药钱给付了，这不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吗？
就这样雪芹为许多贫苦的百姓，治愈了多种顽症，人们交口称赞雪芹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看来，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贯做好事。
雪芹为西山百姓医病，不要钱，甚至为贫苦的百姓采药，出自于雪芹对西山百姓的爱，百姓口中、心
中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曹雪芹与白家疃　　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觉得曹雪芹住在香山健锐营，从没听说雪芹晚年
的最后五年是在白家疃度过的。
　　查阅有关资料，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确切地记载是乾隆二十三年春（即1758年
），雪芹迁徙白家疃，有原注为证：“春间芹圃（雪芹的号）曾过舍以告，将迁徙白家疃。
”在该文后敦敏因请雪芹鉴定书画又先后两次去白家疃，不巧，雪芹都不在家。
在后注中敦敏大致讲了雪芹在白家疃新居的情况，为飨读者，引缀如下：“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
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
而院落整洁，编篱成锦，蔓植亟杞藤⋯⋯有陋巷箪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桥乃达
。
”　　雪芹留下的传记材料极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述了曹雪芹迁徙白家疃的时间以及雪芹
的一些言行，殊显重要。
那么雪芹为什么要迁徙白家疃呢？
从乾隆十五六年雪芹辞别宗学迁徙西郊，并几经迁徙，最后一次由香山迁到白家疃。
有人分析有经济原因之说、有回避“舆论”之说、有屋塌之说、有“满汉轸域”（乾隆二三年间，规
定旗人的家奴可以开户，即准许汉人出旗）之说、也有雪芹筑屋白家疃与怡亲王有关之说等不一而足
。
我则认为除了经济原因之外，雪芹为了寻找一方远避尘嚣，更为理想的著书、修书之所。
　　只有亲临白家疃的人，才能体会到白家疃这个靠近西山脚下的小村有多美，青山似黛，植被丰沛
，正如敦敏和张宜泉的诗中所道出的:“日望西山餐暮霞”、“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
”、“寂寞西郊人到罕”，均可证明雪芹的居处近山傍水，除了自然秀美以外，寂静和谐，是著书、
修书的理想环境，我想比起香山健锐营的创作条件要好。
遥想当年，雪芹为了著书，常常踱步于村西小石桥附近，缜密思考书中之情节⋯⋯只有小石桥还曾记
忆起当年雪芹踱步沉思的身影。
　　（三）空空道人考　　《红楼梦》中有个很重要的过场人物——空空道人。
在关于曹雪芹的各种传说中，事涉此人的并不很多。
但这位神秘的道人于“红楼”成书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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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笔者曾见到吴恩裕先生所著《有关曹雪芹十种》中的《考稗小记》曾说：“得魏君藏‘云
山翰墨冰雪聪明’八字篆文，谓为雪芹所书。
按篆文并不工。
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阴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见之者邓之诚先生谓的确为乾隆纸
，而印泥则不似乾隆时物，盖乾隆时之印泥色稍黄云云。
余为谓倘能断定为乾隆纸，则印泥不成问题。
盖不惟此印泥本即为浅朱，即使为深朱亦不能必其为非乾隆时物。
‘空空道人’四字尚好。
此十二字，果为雪芹所书否，虽不可必，然1963年2月晤张伯驹先生，谓‘空空道人’四字与其昔年所
见雪芹题海客琴樽图之字，‘都是那个路子’云。
”吴先生虽然经两位大家鉴定为曹雪芹真迹，因印泥的颜色有碍，证据略显苍白。
　　这让我突然想起我的好友杨奕先生，他长期生活在白家疃附近的太舟坞，他曾写过《清代著名词
人之一纳兰性德》一文，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白家疃有一座空空庙，这便是为雪芹的“空
空道人”提供了直接证据。
为飨读者，引缀如下：“就在曹雪芹白家疃居所的南边山根，曾有一座小庙独立山麓。
庙一间，面积约十平方米。
因为庙中没有神祇偶像和牌位，空空荡荡，当地人叫它‘空空庙’。
此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整土地时被拆除。
⋯⋯虽已无文字记载，但从形制和位置判断，当为山神庙一类。
建筑年代已无考证。
现今有人认为这座‘空空庙’可能与曹雪芹《红楼梦》开头所写的‘空空道人’有关。
”　　杨奕先生仅推测空空庙与《红楼梦》的“空空道人”有关。
但并没有点破“空空道人”就是曹雪芹。
可能杨奕先生没有见到吴恩裕先生著的《有关曹雪芹十种》一书，或许也没有见到“云山翰墨冰雪聪
明”这幅篆文小品。
吴恩裕先生虽然请了当时著名鉴定大家鉴定为曹雪芹亲书，但始终没有弄清“空空道人”之号与雪芹
的关系。
白家疃的“空空庙”无疑为《红楼梦》以及曹雪芹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为何雪芹先生在书画作品之中用他不常用的斋号？
我以为早在乾隆二十四年雪芹在世的时候，《红楼梦》（当时仅限于抄本），已经被视为“谤书”了
；也就是弘旿所谓的“碍语”；弘晓组织家人抄写《石头记》，不用外人，以至怡府书目中找不到他
家存有这样一部书，就是怕人知道他家存有这部“谤书”，而此时雪芹（被抄家的后人）政治上受歧
视，经济上陷入困顿，以至蓬牖茅椽，绳床瓦灶、鬻画为生，飧饔时有不继、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
境。
为了《石头记》的成书，为了顽强地生存下去，一些时候，雪芹不得不在作书画或写信札时，署自己
不常用的斋号，“空空道人”即是其一，当然“空空道人”也不是空穴来风，作为雪芹先生不常用的
斋号，也是有因缘的，他生活的白家疃村的“空空庙”，雪芹曾经用来为村民看病，便借过来作为自
己的斋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倘若不了解白家疃的历史与渊源，亲自去探索与考证，自然无法了解雪芹先生当时所处的困境与现状
。
这正是雪芹先生起用“空空道人”斋号的用意，从而也为后人考证带来了难度，然而这进一步确凿地
证明了“云山翰墨冰雪聪明”篆文小品为雪芹所书。
愿请方家赐教！
　　另一旁证：吴恩裕先生在《考稗小记》所叙雪芹先生一行书信札，也证明雪芹签名用一不经见之
别号，为飨读者，引缀如下：“魏宜之君言，1954年春，有人以曹雪芹书简求售，索价至数百万元（
核今之币值数百元），亟祥询之，据云:彼所见之两页为雪芹行书信札，系寄某旗人者，略谓嘱作之诗
，因忙至今始得奉上，不知合用否，请斧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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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后签名不作雪芹，而为一不经见之别号，但此别号为何，魏君已不多记意”。
（见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第132、133页）　　（四）曹雪芹与广泉寺　　香山广泉寺是惟一确
切记载曹雪芹与好友张宜泉到过的地方，并且两人留有诗歌唱和，遗憾的是，雪芹先生的诗没有流传
下来，只有宜泉先生按照雪芹诗歌的原韵和诗被记录下来，为飨读者，引缀如下:“《和曹雪芹〈西郊
信步憩废寺〉原韵》：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
碑暗定知含今雨，墙贵可见补云阴。
　　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
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　　朋友肖长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到过此寺，和他谈起，他说此寺仅留古井一口。
探访古寺的心情油然而生，老肖愿做向导。
　　文案工作必须提前做，查阅史籍是必不可少的。
查阅《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徐公时先生撰写的《有谁曳杖过
烟林——曹雪芹和张宜泉在北京西郊活动之断片》。
徐先生是通过研究张宜泉先生的诗以及和雪芹先生家族有关系的朋友写的诗歌，找到了与曹寅同时代
的好朋友宋荦（康熙三十一年任江苏巡抚），写有西山广泉寺的诗歌，韵脚全同，来推测这座水源头
附近的废寺——广泉寺，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到过广泉寺。
　　与老肖乘兴而行到水源头，绕过一个小山坡，路很窄，沿着羊肠小道前行，时陡时缓，有时还需
要攀扶一些路旁的小树或灌木，体会到张宜泉先生诗中所说:“曳杖过烟林”的境况，时间不长便到了
广泉寺。
这个地方林木清幽，人迹罕至，广泉废寺已经没有任何建筑构件了，只有古井一口，是广泉寺惟一的
遗迹，坐落在半山腰的古井，打得是很深的。
《天府广记》曾经有广泉寺古井的记载，称其水质甘洌，适于烹茶。
我突然发现古井的盖板上隐隐约约有文字，只是年代久远，字迹有些模糊，仔细辨认为“广泉古井”
为篆书，左边的字体只能辨认出繁写的“华”字以及“重修”二字，即便是这样，对我们来讲也是十
分重要的，起码我们辛苦寻觅的广泉古寺，位置十分确切（事后查阅有关资料，得知广泉古井上书写
的文字是北洋政府大员周肇祥重修古井之后留下的）。
　　遥想当年雪芹与好友，信步憩废寺，当时他们所见的废寺，虽然残败，也不至于像现在没有任何
遗迹可寻，雪芹与宜泉所看到的：零落的废寺，满目疮痍，自然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情不自禁地感怀
，感叹世间的悲欢离合，因此，写诗记述此事。
　　踏着雪芹先生和好友走过的足迹，回想着二百多年雪芹与宜泉寻访古寺的往事，此时感慨万千，
雪芹的身世如在眼前，只有亲身经历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似的生活，以及经历过两次抄家后，
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的雪芹，才能写出脍炙人口，享誉世界的《红楼梦》，让后人敬仰。
　　（五）曹雪芹和敦敏、敦诚“虎门数晨夕”　　位于西城西单东侧的石虎胡同31号、33号院（上 
世纪60年代前为7号、8号院，今为民族大世界商场），两院相通，是北京保存较好的一座明清大宅。
而且还曾为皇家府邸。
这座府邸是大型的多重四合院。
在北京众多的四合院中，这个院可以说是居住名人最多的院落之一。
此院在明代为“常州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科考居住学习的地方。
在清初，清政府把会馆迁移到南城，这里又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
因清皇太极的小女即十四格格恪纯公主下嫁给吴应熊，故这里一直被人们称为“驸马府”，又称“恪
纯公主府”。
现在北京的史地学者们为著文或探讨方便，仍习惯称这里为“驸马府”。
到清雍正年间，为对八旗子弟教育，在这里建立清“右翼宗学”。
（清左翼宗学在东城的灯市口）。
我国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曾在这里任教。
因曹公的好友敦诚有诗句“当时虎门数晨夕”，所以红学家们又称这里为“虎门”。
　　就在这个大府的一个北院中，巍然屹立着一棵巨大的古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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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达15米，干周长达3米，始植于明初，距今已六百多年，是北京的“古枣树之最”，人称“京都古
枣第一株”。
古枣树是北京的特色之一，在北京四合院中古枣树最多。
因枣树“外表多荆棘，内中实赤心”，所以在很多名人故居中，都植有古枣树。
像文天祥祠、于谦故居、杨昌继故居、鲁迅故居、老舍故居、田汉故居等。
这棵古枣树的粗干盘错挺拔，犹如巨龙昂首向天，无数的枝干刺向半空。
此后在这个大府里居住过很多古今文化名人，曹雪芹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人物。
　　曹雪芹是什么时间到右翼宗学任教的呢？
红学家们也没有定论。
但有的红学家认为大约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左右。
他在宗学里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呢？
红学家们竟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助教，有的说是教师，有的说是舍夫，有的说是瑟夫（这个瑟夫是否为舍夫的谐音），还有
的说是职员、夫役、当差等。
总之，他是在宗学任教。
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任教，他是什么学历呢？
有的红学家认为他是孝廉（即举人），但多认为是“贡生”，而且是“拔贡”。
在清朝的学制中“贡生”有六贡，即恩、拔、岁、优、副、例。
曹公的“拔贡”是顺天府的拔贡，是经朝考合格的，故能到宗学任教。
而敦敏、敦诚兄弟是右翼宗学的学生，他们大约是在乾隆九年入学的。
　　当时敦敏十六岁，敦诚十一岁。
由于敦敏、敦诚兄弟聪明才奇，喜文善诗，和曹雪芹的关系虽是师生关系，尽管他们年龄相差也较大
。
但因志同道合，志趣相投，曹雪芹和两位学生的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在古枣树下谈古论今，逐渐由师
生关系变成好友。
敦诚有著名的《寄怀曹雪芹》诗，诗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罗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
他们“数晨夕”、“高谈雄辩”，不但经常在一起饮酒论诗，还有载可查，曹公曾几次到敦敏的住处
“槐园”去。
关于“敦敏槐园在何处？
”红学家们虽多有考证，但今仍是个谜。
但一致认为是在西城西南城墙根一带。
（有的红学家认为是位于西单西南的南醇王府或袁家花园一带，过去这里是太平湖，但都没有确定。
在复内北侧金融街上有两棵明代古槐，又靠近原墙根，这里会不会是“槐园”呢？
尚有待于红学家们的考证）。
而敦诚的“西园”，红学家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在阜成门内大街南侧一带。
清右翼宗学是在乾隆十九年迁到宣武门内的绒线胡同。
而这时，曹公已不在宗学。
　　关于曹公是什么时间离开的宗学，红学家们也不太清楚。
只是根据右翼宗学是在乾隆十九年时迁走，推算可能是在乾隆十六、七年左右离开宗学到的西山。
现在的曹雪芹纪念馆，即过去的正白旗村39号老屋，实际上也就是曹公故居，在1974年4月发现了题壁
诗，有的诗注有“丙寅”年，也就是乾隆十一年，证明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时已到西山。
有红学家说，曹雪芹是在其好友及表兄福彭的帮助下住到西山的，福彭正是正白旗的都统。
还有福彭英年早逝，是在乾隆十三年41岁时去世的。
所以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时已在西山是可能的。
在曹雪芹纪念馆的第三展室就明确写着：“约于乾隆十年左右，他为生活所迫，离开京城，结庐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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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用血和泪铸成了他的举世名著的”。
这也就是说，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时已离开清右翼宗学。
总之，曹雪芹在清右翼宗学教学的时间不会太长。
因红学家们多有著文，说曹公的思想感情是爱憎分明，疾俗愤世，甚至“傲骨狂形”，这当然是统治
者所不容的。
　　如果说曹雪芹在西山的伟大创举是写作《红楼梦》，那么，在右翼宗学结识敦敏、敦诚兄弟可以
说是曹公的重要身世。
敦敏、敦诚兄弟有关于曹公身世的诗作，大多是在曹公到了西山后，他们频频交往而作的。
如名篇敦敏的《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敦诚的《寄怀曹雪芹》等诗，其例举不胜举，敦敏有《懋
斋诗钞》等诗集，敦诚有《四松堂集》等诗集。
诗中都有大量的有关曹公身世的诗篇。
因有关曹公身世的记载很少，红学家们都是从敦敏、敦诚的诗作中寻找，所以敦敏的《懋斋诗钞》和
敦诚的《四松堂集》被红学家们称为寻找曹公在北京身世的编年史。
　　[编辑本段]【曹雪芹与《红楼梦》】　　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
它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中国杰出的小说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曹雪芹的祖上本是汉人，但很早就入了满族正白旗的内务府。
他的家庭从曾祖父到他的父亲，都担任清王朝要职。
康熙皇帝五次到南方巡视，有四次住在他的家里，由此可见曹家的豪华以及与皇室关系的亲密。
曹雪芹的家庭除了是一个百年望族外，还是一个具有文学素养的家庭。
他的祖父曹寅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还会作诗填词写剧本。
　　曹雪芹的少年时代经历过一段富贵豪华的生活，但时间不长，他的父亲因事受到削职抄家的处分
，曹家便急遽走向衰落。
等曹雪芹成年后，流落在北京的西郊，过着贫困的生活。
贵族家庭生活给曹雪芹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印象，这些都为他创作《红楼梦》打下了基础。
　　《红楼梦》的初名叫《石头记》，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由于《红楼梦》没有完成，有很多人顺着曹雪芹的思路续写，其中高鹗续写的后40回比较好。
他大体遵循了曹雪芹创作，完成了《红楼梦》悲剧的主题。
有些情节处理的很精彩。
1792年，一个叫程伟元的出版家把曹雪芹的《红楼梦》80回与高鹗续写的后40回合在一起出版了两次
，从此《红楼梦》便在中国流行起来。
　　《红楼梦》主要写的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并以爱情故事为中心，通过一个贵族大家庭的兴衰
变化，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丑恶，展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五光十色的荣国府。
这是一个由少数主子和数百奴仆所组成的贵族大家庭。
这些贵族家庭成员每天想的就是如何享乐。
就在这个贵族家庭中，曹雪芹塑造出贾宝玉、林黛玉具有光彩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众多的少女形象。
　　男主人公贾宝玉是贯串全书始终的人物。
根据考证，这一形象中，有作者的亲身体验。
贾宝玉生长在贵族之家，家族对他寄予厚望，但是他不爱读书，憎恨封建传统思想，厌恶束缚他的家
庭，充满叛逆精神。
由于他生活在一群美丽、单纯的侍女中间，而对生活在下层的女性饱含同情。
　　少女林黛玉是曹雪芹着意刻画的女性。
这个寄居在荣国府中的弱女子，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她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
她与贾宝玉两小无猜，后来成为生死相恋的情人，但最终他们的爱情被封建势力所扼杀。
　　曹雪芹可谓是塑造人物的高手，在《红楼梦》中，共出现四百五十多个人物，而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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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曹雪芹对诗词、金石、书画、医学、建筑、烹调、印染等各门学问都十分精通，所以在描
写贵族家庭的饮食起居，园林建筑，家具器皿，服饰摆设，车轿排场，都真实而细腻。
　　《红楼梦》问世以后，人们争相阅读它谈论它，有些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感动
的流泪。
但是《红楼梦》也引起封建也官僚和封建卫道者的猛烈攻击，把它列为禁书。
但无论怎么禁止，《红楼梦》仍然在群众中流传。
除此外，《红楼梦》还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后来被称之为“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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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回 黛玉投亲初识宝玉第二回 贾雨村判案徇私情第三回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第四回 宝玉宁国府会秦
钟第五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第六回 闹书房秦钟赴黄泉第七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第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
对联第九回 元春省亲共叙天伦第十回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第十一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第十二回 宝玉黛
玉共读《西厢》第十三回 林黛玉痛吟《葬花词》第十四回 晴雯撕扇千金一笑第十五回 宝黛表真情诉
衷肠第十六回 怒子不肖宝玉挨打第十七回 赠旧绢帕黛玉题诗第十八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第十九回 刘
姥姥二进荣国府第二十回 刘姥姥醉卧怡戏院第二十一回 宝钗黛玉互诉情谊第二十二回 慕雅集香菱苦
吟诗第二十三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第二十四回 勇晴雯病补孔雀第二十五回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第二十
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第二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宝玉第二十八回 怡红院群芳开夜宴第二十九回 凤姐
吃醋借刀杀人第三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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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文学作品，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称为“红学”。
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在同一空间和时间，表现了作者卓越的
艺术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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