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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这个序，内心相当的惶恐。
论辈分，关武英先生是我的长辈，我该恭恭敬敬叫叔叔的；论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该喊他一声
老师。
哪有晚辈和学生给老师新书作序的道理？
所以当初接到邀约，曾谦辞不就。
无奈关先生错爱有加，执意要我来写序。
恭敬不如从命，盛情难却，思虑再三，姑且勉为其难，怀惶恐之心落笔，以报关先生挚请之情。
认识关武英先生是1986年。
那时我大学毕业刚满一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做实习编辑。
关先生的儿子关克宇，是我在北京读书时的诗友。
上世纪80年代，诗歌盛行，北岛、杨炼、顾城、舒婷是文学青年的偶像。
当时的大学生都喜欢读诗和写诗，我在人民大学，克宇在外经贸大学，虽然不同校，但因为喜爱诗歌
，却成了很好的朋友。
86年夏，我要到新疆出差，克宇正好放假，要回新疆奎屯省亲，顺路到西安看我，两人结伴去了乌鲁
木齐。
公干乏善可陈，事毕后因为时间宽裕，我打算在新疆漫无目的地走一走。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可长学问。
我虽没有破万卷书的坚韧，行万里路的热情倒是很高。
第一站就去了奎屯，为省钱住在克宇家里，认识了关武英叔叔。
他当时在新疆建设兵团农七师设计院做工程建设，职务是经理。
克宇的妈妈叫尚礼英，很慈祥，年纪不算很大，却已然满头白发，阿姨和我很亲近，待我就像待儿子
。
我到奎屯的时候，关叔叔正好要到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很热情地提出要带着我一起去。
他下基层视察是带车的，一来可帮我节省住行费用，二来我初次去新疆，人生地不熟，他是再好不过
的向导了。
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也难找，所以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于是在1986年的盛夏，我坐着关武英叔叔的212北京吉普，跑遍了北疆几乎所有的地方，石河子、
伊犁、克拉玛依、魔鬼城、塔城、喀纳斯⋯⋯新疆地域广阔，我们每天都要驱车数百公里。
行车路上，关叔叔教给了我很多的东西，从新疆的历史变革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大量的自然和科
学知识。
他的学识之渊博，令我惊奇不已。
因为他的讲述，车窗外的风景变得异常生动，随便看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了特别的意义。
我知道了准噶尔平叛，知道了盛世才和迪化，知道了大陆漂移学说和阶梯水力发电原理。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告诉我，所有的生命和能量，都来自太阳。
关叔叔细致地向我讲解生命来自太阳的原理，从石油的生成到四季变化，从光合作用到大气循环，从
生命起源到人类进化⋯⋯深入浅出，形象生动。
那年夏天，坐在北京吉普前座的这个男人，就像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随意而充满激情地，把知识传授
给后座的年轻后辈。
走遍北疆，回到奎屯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
我要到南疆去，临行前关叔叔一家为我举办了盛大的家宴。
印象中喝了很多的酒，也是第一次发现，自己还这样能喝酒。
关叔叔说：我把你当儿子看。
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
　　同样，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在他家的最后一晚，酣醉后醒来，看见尚礼英阿姨坐在灯下，为我缝补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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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着花镜一头白发，慈祥的面容就像我的母亲。
我假装熟睡，眼睛却不由得湿润了。
清晨，关叔叔一家人把我送到奎屯长途汽车站。
阿姨一遍一遍地叮嘱我，出门在外要注意的事项。
她满怀担忧地看着我，像看着她即将出远门的儿子。
关叔叔挥手阻止她唠叨，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他是小伙子了，能照顾好自己！
长途车开走时，我看到的最后一个影像，是尚阿姨一边挥手，一边抹眼泪。
时光飞逝，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可却永远记住了奎屯这一家人。
出差去新疆，我也曾去看望关叔叔和尚阿姨，前年关叔叔和一群退休的老同事到西安来，我很高兴能
有接待他的荣幸。
今年初他打电话，说写了一本书，要发电子版给我看一看。
　　读了关叔叔的《梦中随笔》，我心里的感觉，只有惭愧。
说起来，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专业是文学评论。
可是我却没有写出一部关于文学评论的书，倒是关叔叔，年已七旬，青云之志不坠，以水利专业出身
的耄耋老人，居然有这样研究《红楼梦》的专著问世，真真是令人可亲可敬。
也令我这个晚辈，掩卷长叹，不觉汗颜。
大凡写序的人，总要对所序之书稿做些评价，也大多都是些夸赞之词。
我以晚辈之身，断断不敢放肆，对尊敬的长者之作品头论足。
上面这些文字，只是交代我和关叔叔一家人的来往和渊源。
我其实更想表达的，是对关武英叔叔的敬仰和尊敬。
是为序。
孙毅安2012年9月10日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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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四大名著之一。
由于对此书的热爱，《我的红楼苦旅：梦中随笔》的作者关武英曾多次翻阅。
每次翻阅都有些新的体会。
为了避免遗忘，他便把这些体会记载下来，以备交流和参考。
其内容很杂乱，不成体系，只是按照章回的顺序，随看随记。
其中有感想，有议论，有作者的爱和恨，也有作者对书中内容的意见；其次，提出书中舛错之处，并
列出依据；并对书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典故，不常见的名词、字句进行一些注释。
《我的红楼苦旅：梦中随笔》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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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节 薛姨妈一家为何进京 薛姨妈来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宝钗与宝玉的婚事而来，所以自家在
京有 房不住，却常住荣府不走，便于经常与姐姐王夫人、侄女王熙凤共同做贾母 的工作，以便促成
婚事。
薛姨妈多次造舆论：“宝钗的金锁也是一个和尚给 的，说有玉的才能相配。
”使“金玉良缘”与“木石姻缘”相抗衡。
曹雪芹 在第八回“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一回中就写了“金玉之 缘”了。
又有谶言相对：“莫失莫忘，仙寿永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 并由莺儿口中说出：“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曹 雪芹在前面写了黛玉
进荣国府是设下了“木石姻缘”，在这一回里又交代了 “金玉之缘”。
宝、黛、钗之恋从此而始。
这条主线，贯穿全书。
直到宝玉 弃家出走当和尚，都是因婚姻不如意之故。
 我要说的是，薛宝钗很聪明，她从不直接参与和林黛玉的竞争，因为这 样做，反而会暴露她轻薄，
落下个不守贞规之嫌，在旧社会这是做女儿的大 忌。
这样做，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她竟能做到无半点流露，连黛玉都相信她 不“藏奸”，二人和好，如同“义结金兰”。
因为本不需要她亲自出面，只 要有她母亲在就足够了，她对胜利是有把握的。
她要做的就是：处处表现她 的豁达大度，用行动取悦于人。
例如：送药，送燕窝，送家乡的土特产等。
 加之尊长爱幼，谦恭和顺，这样一来，取得了贾府上下一致的好评。
她们母 女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终于打动了王夫人、贾母等权威人物。
而黛玉孤身 一人，除了“试来试去”地逐步加深与宝玉的感情外，其他事情无人能帮。
 高鹗正是本着曹雪芹的意图，在续书第九十回里才让贾母开口了，见第 九十回： 贾母皱了一皱眉，
说道： “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 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
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
只 有宝丫头最妥。
” 这段话虽在后四十回，却酷似曹雪芹的笔意！
估计这是曹雪芹原稿中的 原话。
 这真是太君一言九鼎，打破了这个“闷葫芦”。
至此，娶钗舍黛的大局 已定，钗、黛的命运也定了。
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薛姨妈一方取得了胜利 。
至此，宝、黛、钗婚恋三部曲的第二部结束了。
但贾母和薛家母女却忽略 了重要的当事人贾宝玉。
宝玉之情，古今无人可比，然宝玉也有情极之毒。
 因贾宝玉独有的叛逆性格使他不顾封建家庭的反对，做出了出其不意的举动 。
即他痴心钟情于林黛玉的心始终不变，在封建家庭的高压下也不改初衷， 一怒之下弃家出走，当了和
尚，黛玉泪尽含恨而死，已成为贾府二少奶奶的 薛宝钗终被宝玉抛弃而守寡。
 薛宝钗是书中仅次于二玉的三号人物，也是作为宝黛钗恋爱关系中的重 要一方而存在，是曹雪芹巧
妙的安排，这是不争的事实。
若二玉之婚事本无 悬念，薛宝钗岂不成为多余人物？
她的作用只不过做个“续弦”，做个林黛 玉的“接班人”而已？
如果宝玉婚姻上的不幸，不是因家庭的干预、薛宝钗 的插入所造成的，而是像批书人说的那样：是因
避罪出走，长期不归，致使 黛玉因思念过甚而亡，终未成婚。
又何由出现“悬崖撒手”之说？
如果家庭 对他和黛玉的婚姻是支持的，这个“家”对他是温馨而可爱的，有薛宝钗这 样的贤妻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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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又有麝月这样的婢女侍奉，那么他弃家出走就没有道理 ！
如果不喜欢宝钗，可以和家庭说清楚，不和她结婚。
按批书人的说法，家 庭也会支持他的，为什么要在婚后弃之而去呢？
宝玉绝无要害宝钗之意，贾 宝玉绝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他绝对不会作出先同意与宝钗结婚，而后又
抛 弃她，害她一辈子守活寡这样的事。
他之所以要出家，是对家庭的不满，是 对封建家庭的一种反抗行为。
 高鹗写了“兰桂齐芳”，给薛宝钗留下遗腹子是一大败笔。
这才真正是 不符合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性格的一笔。
 再读一次富察明义的诗： 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
 诗中的续红丝，当然是说黛玉能与宝玉结婚的意思。
富察明义写此诗时 ，是在高鹗写续书之前，而且是在看到曹雪芹写完的全本《红楼梦》一书之 后。
　　那么此时富察明义写诗哀悼林黛玉，说明曹书在结尾中写了林黛玉已死 （当然不知是怎么死的）
，但他又说，如果林黛玉能活过来，是可以和宝玉结 婚的，说明此时宝玉尚在家中，也未与宝钗结婚
。
所以说，后来宝钗顺理成 章地嫁给了宝玉的说法是不对的。
如果像批书人说的那样，宝玉与宝钗结了 婚，富察明义还会让黛玉活过来后，再与宝玉续红丝吗？
那岂不是让黛玉做 偏房了吗？
 “沉痼”乃痼疾也，难治的病。
能把这个病治好，黛玉就死不了。
说明 黛玉是病死的。
如果是病死的，那么与宝玉是否为避罪出走，久久不归就没 多大关系，如有关系，也只是因思念而加
重病情而已。
因宝玉不是大夫，他 在家，也治不了黛玉的沉痼。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从小就沉痼缠绵，会 吃饭就吃药，长大到贾府后，厌食、失眠、咳嗽、咯血
等病不断。
每年都要 闹个一冬一春，连她自己都知道，她这个病是好不了的，贾母也说她不长寿 。
 常言道：经过风雨才能见彩虹，纯真的爱情是要经过磨难的，不到一年 的离别，林黛玉就受不了啦
，还能经受更大的磨难吗？
如果已知宝玉死去， 为哭宝玉泪尽而亡，尚可理解；而在未知宝玉是死是活的情况下，只因思念 过
甚，不到一年时间就等不及而死去了，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有人说这是 因林黛玉太爱贾宝玉了，不顾自身的病，而倾注一切，献出她全部的爱。
王 宝钏守寒窑十八年还没死，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丈夫薛平贵返乡，能说她是个 没心没肺的人吗？
这种结果真不如当黛玉知道宝玉已经娶了宝钗，自己今生 与宝玉成婚的理想彻底破灭之后，才决定了
此一生。
这种结果更能打动读者 ，也更合情合理。
 贾母是荣国府最尊贵的长辈，根据封建社会的习俗，她有权替自己心爱 的孙子择媳。
旧社会多半是喜欢亲上加亲的。
那么供贾母选择的当然就是林 黛玉和薛宝钗了。
据曹雪芹前八十回的描写：二人的年龄与宝玉相当，宝钗 比宝玉大两岁，黛玉比宝玉小一岁；二人的
才貌相当，各有所长，都是美人 胚子；二人的性格却迥异，黛玉乖僻，宝钗大度；二人身体，宝钗健
康，黛 玉多病。
加之，黛玉几次忽病忽好，贾母也深知是为宝玉一事，故疑她有越 规之想。
如曹雪芹在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中写了紫鹃谎称黛玉 要回南，宝玉就大病一场，狂闹不
已。
高鹗在第八十九回“蛇影杯弓颦卿绝 粒”中也写了黛玉听了宝玉定亲，就大病起来，当知道是误传时
，病就忽然 好了。
这些事引起贾府上下议论纷纷，难道贾母就无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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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说明林黛玉 心中最怕的就是贾宝玉另娶别人。
如果宝玉真的是避罪出走，黛玉也是能够 等待的。
 曹雪芹的写法是把黛钗二人的优缺点摆的十分明白，就是叫读者知道， 任何一个有识家长，在这择
媳的大事面前，都会选择宝钗而摈弃黛玉。
高鹗 秉承曹雪芹之意，在第九十七回写贾母看了黛玉的病情后说： 我方才看她却还不至糊涂。
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这种人家，别的 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
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 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这段话是说贾母看透了黛玉的病是心病，不但择媳无望，就是她的病也 治不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家长的贾母、王夫人当然选中了薛宝钗。
黛玉知道 今生不能与宝玉成亲之后而死去。
所以有人说林黛玉是贾母逼死的！
说贾母 太无情了。
黛玉临终前，潇湘馆很冷落，只有李纨、探春赶来照应。
说贾府 的人太无情，更有甚者，拿贾母比焦母，未免有些过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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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雪芹的《红楼梦》原书到底是多少回？
书稿是如何迷失的？
高鹗为什么要修改曹雪芹原著？
他对原书又做了哪些修改？
宝黛钗婚恋结局如何？
贾家到底犯了哪些大罪？
⋯⋯关武英编写的《我的红楼苦旅：梦中随笔》对上述疑问都做了自己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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