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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广柏同志的新著《红学史》已经完成了，来信要我写序。
我还记得此书开始写作是2002年，至今已历8个寒暑。
此书开始写作时，广柏同志就与我约定，要我写序，我也答应了，想不到的是从2006年起，我一直患
病，视力剧退，行步艰难。
开始是寸步难行，至今总算已能在室内扶行。
医生嘱咐我暂停工作，但我答应的事不能食言，何况我也想能早睹此书为快。
广柏同志写《红学史》，我想是最理想的人选。
因为他曾应匡亚明校长之请，写过《曹雪芹评传》，此书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他还写过多种红学专著，还与我合作写过《红楼梦概论》，所以我当时就对此书抱有极高的信心。
现在此书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竟写成洋洋百万字的巨著，这应该是红学界的幸事，文化界的幸事。
因为我已无力通读全稿，所以只好把我对《红学史》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这些想法，在广柏同志开始写作前，曾一起反复讨论过，所以这些想法，也就是广柏同志的想法，也
就是贯穿于本书的几个根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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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广柏同志的新著《红学史》已经完成了，来信要我写序。
我还记得此书开始写作是2002年，至今已历8个寒暑。
此书开始写作时，广柏同志就与我约定，要我写序，我也答应了，想不到的是从2006年起，我一直患
病，视力剧退，行步艰难。
开始是寸步难行，至今总算已能在室内扶行。
医生嘱咐我暂停工作，但我答应的事不能食言，何况我也想能早睹此书为快。
　　广柏同志写《红学史》，我想是最理想的人选。
因为他曾应匡亚明校长之请，写过《曹雪芹评传》，此书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他还写过多种红学专著，还与我合作写过《红楼梦概论》，所以我当时就对此书抱有极高的信心。
现在此书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竟写成洋洋百万字的巨著，这应该是红学界的幸事，文化界的幸事。
因为我已无力通读全稿，所以只好把我对《红学史》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这些想法，在广柏同志开始写作前，曾一起反复讨论过，所以这些想法，也就是广柏同志的想法，也
就是贯穿于《红学史（套装全2册）》的几个根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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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广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
著有《元明清文学揽胜》《红楼梦的奇与美》《曹雪芹评传》《谁懂红楼梦》《红楼梦概论》（与冯
其庸合著）《明夷待访录》译注及《红楼梦》新校本。
所著《曹雪芹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是红学史上第一部曹雪芹的“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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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绪论／1第一章 脂砚斋评语／83第二章 永忠的《吊雪芹》和明义的《题红楼梦》／120第三章 清代
评《红楼梦》的专书、杂著与题咏／148第四章 “评点”的盛行／211第五章 清末“小说界革命”引出
的新观念／250第六章 现代红学的开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273第七章 “索隐红学”风行一
时／302下册第八章 胡适与“新红学”的兴起／357第九章 俞平伯的红学研究／410第十章 吴宓、李辰
冬、王昆仑等人另辟蹊径／447第十一章 周汝昌的“新证”与“索隐”／472第十二章 批判“新红学”
的一场运动／496第十三章 批判“新红学”之后／558第十四章 吴恩裕之独到／632第十五章 冯其庸的
红学研究与新时期的红学／653第十六章 台湾、香港地区的红学／703第十七章 《红楼梦》在国外的流
传及国际红学／716结语／746后记／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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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
”①明清时期流行一种灵活便利的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方式——“评点”。
这种方式，把批评、阐释的文字及符号与小说戏曲的文本结合在一起，既可以用总论、回前评、回后
评发表较长的议论，又可以针对某一情节、某一人物、某一词句、某段描写，作眉批、行侧批、正文
下双行小字批，还有一套符号（圈、点、密圈、密点）用以表示批者的感情和态度。
自明朝后期到清初，著名的小说评点家有李贽（卓吾）、金圣叹、毛宗岗等人。
他们的小说评点，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历史的审美意蕴和小说艺术技巧；
同时，也构建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脂评”只有评批，没有圈点（甲戌本上的少许圈点，是清末在甲戌本上用墨笔写眉批、侧批的孙桐
生所为）。
脂砚斋等人循着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评《水浒传》、《三国演义》之法，在《红楼梦》的稿本上
作了涉及范围很广的评批。
虽然脂砚斋等人的评批，基本路数同李卓吾、金圣叹评《水浒传》，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是相似
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是在流行的小说读本上写批语，而脂砚斋、畸笏叟是在作者的稿本上写批语
。
不仅如此，脂砚斋、畸笏叟还参与小说的创作过程，给曹雪芹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以及帮忙誊抄、
校阅。
更值得注意的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参与了很多和小说素材有关的事件，是“过来人”，甚至是小说
主要人物的原型之一。
这种种都是以往的小说评点家不能与之比拟的。
正因为脂砚斋和畸笏叟有着这样特殊的身份，所以他们的评批有着和曹雪芹同样的思想、感情和审美
情趣，在《红楼梦》的人生世界里，他们和作者曹雪芹同歌笑，共泣涕。
脂砚斋等人早在近现代红学家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和独特，指出这部小说“真打破历
来小说窠臼”，为“千古未闻之奇文”。
“脂评”对于《红楼梦》书中“盛者必衰”和“荣华富贵不能常保”的哲理反复作了提示和阐发，对
于有关人性、人情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也充分肯定了《红楼梦》的“真正情理之文”和塑造形
象、典型的卓越成就。
像金圣叹、毛宗岗的小说评点一样，“脂评”尤为注重小说艺术技巧，逐回“搜剔刳剖，明白注释”
“书中之秘法”，对《红楼梦》的艺术技巧作了深入的剖析与总结。
此外，“脂评”因是知情人所写，所以提供了曹雪芹家世以及创作素材、删改情形、佚稿内容等重要
信息，是后来人研究《红楼梦》的珍贵文献资料。
可以说，脂砚斋是继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之后从事小说批评的代表人物，又是“红学”这一专门
学问的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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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同冯其庸先生联系，约他写一部红学史方面的著作。
冯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又忙于更重要的研究工作，便将这项任务转交给我。
我写东西比较慢。
20世纪90年代，我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约，撰写《曹雪芹评传》，前后用了六年。
这回写《红学史》，从花甲之年写到古稀之年，殚精竭虑，备尝辛苦，才终于完成。
在我将书稿交给广东教育出版社的总编曾大力女士和编审邱方女士的时候，我对她们说：“今天交了
稿，我就像是从地牢里爬出来了。
”我曾同冯先生和几位红学朋友反复讨论如何写好这部书。
我们一致认为，作为一部学术史，应当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
也就是说，它不仅要有翔实、完备的史实，还要深入阐述红学的源流与是非得失，能给读者以启发，
能为后来治学之借鉴。
我这些年，主观上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写的；但以一人之薄力浅材，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要求，则有
待于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检验。
我等待大家的批评。
谢谢冯先生赐序，为拙著增色。
谢谢长期关心与支持我的学界朋友。
谢谢为提高本书质量付出辛劳的曾大力、邱方二位女士。
李广柏2009年8月13日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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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学史(套装全2册)》是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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