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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万颗珍珠一线穿——读丁维忠《红楼探佚》书感冯其庸《红楼梦》是一部绝代的奇书，奇就奇在：一
是百读不厌。
虽然原作只剩了前八十回，是个断尾巴蜻蜒，八十回以后的原作已经绝迹于天壤间，但就是这样，人
们还为她颠倒梦想，爱之护之痛之，而且二百多年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竞能风靡社会达两百多年，而且此风仍在继续，这种盛况，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
难得其匹。
二是百问不能尽解。
《红楼梦》尽管如此痴迷人生，但却存在着不少人们弄不明白的问题，这些问题，问一百个人，也可
能有一百个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解。
就说对红楼人物的爱憎罢，人们就各不相同。
有的热爱林黛玉，痛惜林黛玉，读到黛玉焚稿，几乎要以身殉之。
——黛玉焚稿已经是后来的续书，尚且如此风靡人生，则其前可知。
但有的读者却偏爱薛宝钗，说薛宝钗雍容大度，富贵荣华，是大家风范，且又粉妆玉琢，长得富贵风
流，有如牡丹之艳冠群芳，光彩照人。
且待人接物又和光同尘，俯仰皆得。
但也有喜欢王熙凤的，觉得王熙凤一样富贵风流，光彩夺目，而且八面玲珑，特别是杀伐决断，立竿
见影，办事能力强，十个男人也比不上她一个女人。
至于《红楼梦》里的不少词句，究竟如何确解，实在很难得出标准答案，各有各的解答，永远也统一
不起来。
三是百论不一。
对《红楼梦》的各个方面的评论研究，尽管可能人人皆赞《红楼梦》，但各赞各的，并不都是同一声
调。
对《红楼梦》要做到舆论一律，事事评论相同，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无怪乎《红楼梦》到今天，反而看法愈多，争论愈烈。
在这样一种纷纭复杂的红楼风雨论坛中，就有一项专题，就是“红楼探佚”。
只要翻翻《红楼梦》的传播史，评论史，就可以发现，清代的人对《红楼》后部的情节佚文就开始感
兴趣了。
如嘉庆二十四年藤花榭刊本的犀脊山樵序《红楼梦补》说：“余在京师时，尝见过《红楼梦》元本，
止于八十回，叙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
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谁何伧父续成者也。
原书金玉联姻，非出自贾母、王夫人之意，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郁而亡
，亦未有以钗冒黛之说，不知伧父何故强为此如鬼如蜮之事？
”又如咸丰十一年辛酉赵之谦的《章安杂说》说：“余昔闻涤甫（曾国藩）师言，本尚有四十回，至
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
”再如光绪二十二年《续阅微草堂笔记》的甫塘逸士说：“戴君诚甫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
不与今同。
荣宁籍没后，均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
玉仍成夫妇，故书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言也。
”以上这些记载，说明对于《红楼梦》的后部情节、人物结局早为人们所关注，且有所记述，这也可
以说是《红楼》探佚之肇始。
其实这正是读《红》者共同心理之反映。
所以《红楼》探佚，是红学研究中的必然题目，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丁维忠同志即将出版他的《红楼探佚》的大著，要我写序。
我对《红楼》探佚，虽然感兴趣，但并未深入研究，实在说不出什么意见来，只能说点粗浅的想法。
我对“红楼探佚”曾经有过一些粗浅的思考，我认为探佚第一要有根据，最主要的根据就是《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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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八十回本文所预示和暗示的信息，特别是第五回集中预示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结局，还有在故
事叙述演进过程中所不断透露的信息。
这些信息，稍不注意，就会错过，所以读《红》要细心，要不断反复。
另外，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包括其他有关人的批语，这也是同等重要的依据。
同样这些批语，也需要细心阅读，反复参悟，而又不能穿凿附会。
除此以外，作者的家世、经历，包括作品产生的时代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证，离开了这些，也就
是离开了作品产生的特定环境，也就更难获得准确的解悟。
 在探佚过程中，最忌讳的是单凭主观想象，把探佚当作创作，完全脱离了根据，这就使得所探的结果
没有了可信的依据。
因为探佚最大的难处是在无可验证。
后部的文字已经全部佚失了，这就无可对证了，这样就更要谨慎小心，更要求有依据，更要求所探的
结果合乎情理，合乎逻辑推理，合乎生活实际。
而不能驰骋想像。
以往有一些探佚的文章不能获得读者的认可，问题常常出在这一方面。
 我读丁维忠同志的这部稿子，却与以上所说的大不一样，真正是引人入胜，不忍释手。
读这部稿子，我的感触很多：一是我感到作者读《红楼梦》可谓深矣细矣，味之久矣！
我一直主张读《红楼梦》第一是要深读，所谓深读，就是不要泛泛而读，不要快速读过，相反要慢慢
读，读了后面要回过来再读读前面，这样逐步求得深解。
第二是要读得“细”，“细”就是要精细，心细，仔细品味人物的话语，或作者的叙述。
《红楼梦》的特点是往往话里有话，正如戚蓼生所说的“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
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红楼梦》的笔法如此复杂，如果不细心地读，往往就会忽略作者埋藏的深意。
第三是要反复读，长久地读。
只有反复读，长久读，才能生出“悟”来，才能在极熟的基础上发现其深意，王国维说：“众里寻她
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千百度”就是极言其多，极言其重复，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所发现。
 以上的这些想法，我觉得丁维忠读《红楼梦》大概就是这样，否则达不到现在的这种深悟。
 我读这部稿子的另一突出感受，是觉得丁维忠手里有一根针和一条线，他巧妙地把散布在全书的一句
的、半句的脂批，都非常自然地穿了起来，连贯了起来。
他还把书里巧妙地暗藏的，并且散在各处的相关的词句，同样用线穿了起来。
真是满盘珍珠一线穿。
所以读这部稿子，会使你特别感到有味道，而且有根有据而不是驰骋想像，天马行空，不是无根之谈
。
 举几个例子： 一、丁维忠认为佚稿的迷失，很可能是被曹烦扣压的 这一思路，首先是要否定曹頫是
脂砚斋之说。
过去不少研究者都认为曹頫就是脂砚斋。
对此我一直表示怀疑。
因为曹家是个理学世家。
曹寅《楝亭诗别集》卷四：《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第
二首诗说：“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
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
经义谈何易，程朱理必探。
殷勤慰衰朽，素发满朝簪。
”诗题的“四侄”就是曹頫，诗里说“成材在四三”的“四”，也是指曹頫，因为曹頫过继给曹寅，
所以说“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
希望曹頫能“承家”，同时嘱咐他“程朱理必探”。
要他承的就是这个程朱理学的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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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说：曹寅“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
子猷就是曹宣，即曹頫的父亲。
“性命之学”就是“程朱理学”。
可见曹寅和曹宣都是尊奉“程朱理学”的，因为康熙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们自然尊奉无疑。
此文又说：“頫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
”这个“绍闻衣德”，就是称赞曹颊能继承家学传统，其中自然包括理学传统。
因此曹频是一个理学的尊奉者，这是有文献可据的。
但《红楼梦》是一部思想上反程朱理学的书，书中有生动的描写，特别是曹雪芹在书前的“作者自云
”里明确交待“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可见曹雪芹是具有明确的反“程朱理学”传统
的意识的，其中当然包括着反家学的传统，所以他才会明白地说“背父兄教育之恩”。
“父兄教育之恩”不就是曹寅诗里写的“程朱理必探”吗？
然而脂砚斋却是完完全全地支持曹雪芹的，脂砚斋对《红楼梦》是极为倾倒赞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他还是曹雪芹的合作者。
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一个“程朱理学”的信奉者，一个家庭理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维护者，怎么又
一变而为反理学传统的人物了呢？
对于曹頫这样的思想转变，我们丝毫也找不到任何依据。
所以丁维忠根本就没有把曹頫看作是脂砚斋，相反，他认为这个《红楼梦》稿本的“借阅者”，且借
而不“还”者倒是曹頫。
从上引这些史料来看曹頫的思想立场，再加上后三十回的写实程度，也即是揭露程度——社会的揭露
、家庭的揭露，可能是比前八十回更深刻而动人，也就是说它的“招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一个刚刚从牢狱里幸存回来的人，一个理学的信奉者，在这两重风险面前（反程朱理学也是一重风险
）自然对一部反理学，揭露家庭和社会的《红楼梦》，要严格“控制”，严防再起祸端了。
 丁维忠说：《红楼梦》的“后30回原著，不是“借阅”“迷失”，而是被曹頫偷偷销毁的。
 丁维忠还说：“前80回的曹雪芹手稿和脂砚斋原钞评本，也是被曹頫一起所毁。
” 我认为丁维忠这样的分析，至少于文献资料来看是有较多的依据的，于情节的合理性来说，也是顺
理成章的，因而他在这方面的探佚也就有了可信的依据。
 所以我更相信脂砚斋不是曹頫，《红楼梦》后三十回的失落与曹頫确可能有重大的关系。
 二、关于八十回以后究竟还有多少回的问题 《红楼梦》的原稿或曹雪芹原计划写的《红楼梦》究竟
有多少回，有没有写完，以前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丁维忠作了认真的考订，首先明确《红楼梦》全书应该是一百十回，也即
是八十回之后，还有三十回。
 这个问题，对于探佚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明白，探佚的工作就会产生困难，就会产
生迷茫。
所以解决这个后部佚失的回数问题也是探佚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仍然是认真细致地分析资料，主要是脂批。
丁维忠排列了有关的各条脂批，逐一分析，最后得到准确的确数。
 他引己卯本十九回双行夹批：“⋯⋯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宝玉'寒冬噎酸薹，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
为后生过份之戒，叹叹！
”从这里得出“下部后数十回”的概念。
又引庚辰本二十一回回前总评说：“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卅回犹不见此之妙。
”从这个批里得出了“后三十回”的准确的数字。
然后再引庚辰本四十二回回前总评说：“全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三十八回是
全书三分之一有馀，以三十八乘三，是114回，“有馀”，正好是馀出个“四”的零数。
切合全书一百十回之数。
 这几条批语的推算和后三十回整数的记载，是非常吻合的。
再有几条笼统和模糊的记载，丁维忠也作了合理而精细的分析，解决了疑难，终于得出了八十回以后
，还有三十回佚文的准确而肯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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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所引脂批，也顺理成章地说明了曹雪芹原稿后三十回是已经写完了的。
如前引“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卅回，犹不见此之妙。
”这段批语，明确地说：这回文字虽然妙，但（你）还没有看到后三十回文字，（你）看了后三十回
文字，才会体会出这回文字的真正妙处！
这不是明确地说后三十回已写完了吗？
庚辰本第十八回眉批说：“树（此）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
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
壬午季春，畸笏。
”畸笏连末回“警幻情榜”都看到了，这更证明全书确是完成了。
 当然丁维忠还有更多的引文和分析，这里不必全抄下来，读者自可阅读。
 以往对这两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或者说在我一直不是十分明确的，读了丁维忠的稿子，终于得到了
一个明确的概念：八十回后还有三十回，全书一百十回是已经写完了的。
 三、关于宝黛“木石前盟”被谁毁灭的问题 《红楼梦》里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宝黛的婚姻结局问题。
绝大多数的读者，都受程高后四十回的影响，“瞒消息凤姐设奇谋”，以为是凤姐设了“掉包计”，
由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共同策划，造成了这场宝黛的大悲剧。
 其实，根据后三十回探佚的结果，宝黛的悲剧结局远非如此，而且要比程高所续悲惨而深刻动人得多
。
丁维忠通过抽茧剥蕉式的层层分析，从薛宝钗金锁的来历到宝钗进京待选所反映她“好风频借力，送
我上青云”的本性，等她见到了宝玉，又见到了通灵玉上的吉语与自己金锁上和尚的赠语成为一对时
，就觉得自己富贵仕途（依靠丈夫）的命运却注定在这里，因此就改变了主意，想通过“金玉良缘”
来实现她富而又贵的愿望。
她母亲薛姨妈则利用与王夫人的亲姐妹关系，极力促成其事，最后凭借王夫人的力量，又得到了元春
的赐婚懿旨，终于使宝黛的“木石前盟”成为泡影。
丁维忠分析黛玉的《葬花吟》，实质上是黛玉的诗谶，黛玉的悲剧结局，实际上诗里已经预示了。
我觉得丁维忠的这一解悟，是有道理的。
宝黛为了对抗“金玉良缘”，私下早有白首之盟，最后黛玉终于被王夫人严逼致死。
所以丁维忠说：“扼杀宝黛爱情的是薛姨妈——王夫人——元妃！
直接严逼而害死了黛玉的是王夫人！
” 我以上的叙述是极其简略的，丁维忠的层层分析，可说细致入微而合情合理，引人入胜得多多，读
这部份探佚，似乎让我们读到了后三十回的遗文。
 从以上所举几个方面来看，读者大致就可以看到此书的深刻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了。
 我上面说过，探佚的结果，不能要求人人来投满票，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我对这部稿子虽然极为激赏，但也不是每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看法，例如元春的判词“虎兕相逢大梦
归”一句，甲戌、庚辰、蒙府、戚序、甲辰、舒序各本均作“虎兔”，己卯、杨藏两本作“虎兕”。
我个人还是觉得“虎兔”是对的，（见拙著《瓜饭楼重校评批》）如据“虎兔”来探佚，那所得的结
果自然就不同了。
再如第七十六回黛玉的“冷月葬诗魂”，别本作“冷月葬花魂”，我认为作“诗魂”对，“花魂”是
误句，我早有文章论及。
如果以“诗魂”来解析，其结果当又与“花魂”不同。
 但学贵自由，不能强人同己，也不必强己同人，更不能强求舆论一律。
正是因为有各种不同意见，学术才会蓬勃发展，才会免于“万马齐喑”，千人一腔。
所以我对这部稿子里与我的见解有差异的地方，我仍表示对不同意见的尊重。
而从整体来说，我觉得丁维忠的这部《红楼探佚》，是探佚学的佼佼之著，是一部深思、精思而新意
迭陈之作，从这部书里，读者可以看到丁维忠读书到如何精审的程度，这决不是求快求速所能做到的
，这绝对需要下苦功读书，才能有此悟性，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让人注目的，特别是在当前竞尚浮夸之
风的时候，认真读一下这部书，也许是一帖清凉剂，一颗清心丸。
这当然又是此书将在学风上所起的另一积极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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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探佚”，即是探索曹雪芹原著业已佚失的后30回续稿。
    据“悼红轩”网站两次网上调查：如果重拍电视剧《红楼梦》，您赞成其续剧按哪个文本改编？
赞成按现行程高本后40回者占17.6％—15.4％，反对者约占82.3％—84.6％；赞成根据前80回伏线和脂评
提示（即“红楼探佚”）另写剧本者占68.6％—72.5％。
但“曹雪芹先生的续书会怎么写？
”“红迷”朋友们又似乎“谁也不知道”，很想了解。
    本书即专为回答这一问题而出版，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克隆”雪芹原续，却是对其续著的原生形
态的一次全面、深细的学术性探析，为阅读、研究、改编《红楼梦》，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基础和逻
辑框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谁扼杀了宝黛爱情>>

作者简介

丁维忠，笔名丁淦，一九三六年生，浙江湖州人。
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学会会员。
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新版《红楼梦》注释工作，著有《红楼梦：历史与美学的启思》《红
楼梦导读》(合作)及红学、美学等论文。
曾担任北影厂大型电影《红楼梦》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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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弁言序一  万颗珍珠一线穿    ——读丁维忠《红楼探佚》书感  冯其庸序二  佚文探梦解红楼  傅光
明曹雪芹续著后30回如何“迷失”  一  “迷失”的时间  二  “迷失”的六点奇怪  三  “迷失”者是谁  
四  “迷失”的原因程高本伪续后40回的“背谬矛盾”  一  “一心读书”和“调戏”女儿的宝玉  二  化
“情”为“理”的宝黛爱情  三  “旺相司”里的女儿们  四  四大家族的全面“复初”与“圣明仁德”
的“圣上”    （一）四大家族    （二）关于“圣上”  五  枘凿不合格的细节描写  六  关于结尾    （一）
“忠孝”双全的宝玉出家    （二）“白茫茫”的冬野雪景    （三）与开卷对着干的“归结”  七  续书
的主题：“福善祸淫”    第一层：“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第二层：“淫情万恶首，忠孝百善先”   
第三层：“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回头是岸，皆大欢喜  结语“红楼探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  “
红楼探佚”的必要性  二  “红楼探佚”的可能性  三  “红楼探佚”的目的、意义  四  “红楼探佚”的
方法曹雪芹续著佚稿究竟多少回前80回与后30回何处“接榫”：薛家之败与香菱、迎春之死  一  全书
的章回结构  二  续书为什么以薛家之败开头  三  续书为什么以香菱“香魂返故乡”开头  四  续书为什
么以迎春“一载赴黄粱”开头粤海“姬子”：探春远嫁  一  探春远嫁的时间  二  探春对远嫁的态度  三 
“外藩王妃”的不可能  四  远嫁的原因  五  “贵婿”是谁  六  “海啸”之伏  七  “凤凰”之喻：探春的
婚后生活  八  “直而不作”的“姬子”  九  探春回不了家的原因  十  残局  结语元春“大梦归”：析“
虎兕相逢”  一  元妃薨逝的时间  二  元妃的失宠与监禁    （一）《乞巧》之伏    （二）“路远山高”之
喻  三  元妃失宠、失势的原因    （一）“杨国忠”是谁    （二）“娘娘夺锦”与“方相之旧”    （三）
析“虎兕相逢”  四  综观“大梦归”    （一）主观原因：“富贵已极”与“终无意趣”    （二）客观
原因：“无常又到”与“回首成灰”附：“兕”“兔”之辨惜春出家为尼  一  惜春出家的预伏  二  惜
春出家的时间  三  惜春出家的原因    （一）“矢孤介”的性格    （二）“你们有事别累我”    （三）“
勘破三春景不长”  四  惜春出家哪个“庵”  五  惜春出家后的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独卧青
灯”    （二）第二阶段：“缁衣乞食”  六  “三春去后”是哪“三春”贾母“弄坏了”黛玉吗  一  贾
母对黛玉的态度  二  贾母并不选中宝钗为孙媳  三  贾母死于黛玉之前及鸳鸯之死    （一）贾母死于抄
家之前    （二）贾母死于黛玉之前谁扼杀了宝黛爱情  一  肇始者：薛姨妈    （一）“金锁”是否薛姨
妈所造    （二）宝钗因何不再“待选”    （三）薛姨妈为何专向“王夫人等”提出“金玉”婚事    （
四）薛姨妈真“慈”、真“爱”、“真慰”黛玉吗  二  操纵者：王夫人  三  拍板者：元妃  四  “风刀
霜剑严相逼”    （一）是谁“严逼”黛玉    （二）王氏因何“严逼”黛玉    （三）王氏如何“严逼”
黛玉黛玉之死：“冷月葬花魂”  第一阶段：“搬出园去”与“情难了割”  第二阶段：何谓“三月香
巢”    （一）《相约》与“续红丝”    （二）议婚与“窃玉”  第三阶段：“梁间燕子”喻指谁  第四
阶段：何谓“人去”、“巢倾”  第五阶段：“凭人欺负”与《十独吟》  第六阶段：“风刀霜剑严相
逼”    （一）何谓“顶线不好”    （二）“菖、菱”配药    （三）《相骂》与紫鹃结局  第七阶段：“
冷月葬花魂”    （一）“花魂”“诗魂”之辨    （二）黛玉“离魂”与程高本“魂归”的五点不同  第
八阶段：“对景悼颦儿”    （一）宝玉“悼颦儿”的五个要点    （二）宝玉“悼颦儿”诔文之概测    
（三）宝玉拘人“狱神庙”  第九阶段：宝、黛“证前缘”柳湘莲“作强梁”之谜  一  试析湘莲的“出
家”  二  柳湘莲所“惧”何“祸”    （一）薛蟠挨打与湘莲“远行”    （二）湘莲“远行”与“惧祸
”    （三）湘莲“远行”的原因：“祸”之探析    （四）湘莲因何提前“回京”  三  谜底何时揭开贾
宝玉罹难“狱神庙”  一  宝玉罹难的时间  二  宝玉的三个挚友  三  宝玉罹难的原因  四  宝玉因何释放贾
府之败  一  贾府抄没的前奏  二  贾府抄没的时间  三  贾府抄没的导火线  四  上层的一场幕后前哨战    （
一）贾府的对立面    （二）抄贾派与保贾派    （三）“虎兕相逢”的恶斗  五  贾府查抄的罪行  六  贾府
人员的四等发落    第一等：“锁枷杠”    第二等：革职不叙    第三等：拘押“狱神庙”    第四等：圈禁
看守  七  “家亡人散各奔腾”    （一）南回与北留    （二）“三春去后诸芳尽”    （三）“树倒猢狲散
”  八  贾府抄败的株连  九  贾兰、贾菌：昙花一现的“梦里功名”    （一）兰、菌“高登”的时间    （
二）“高登”的本身条件与客观可能性    （三）“高登”与“出将人相”    （四）“黄泉路近”的原
因    （五）“如冰水好空相妒”    （六）李纨的“晚韶华”凤姐：“雌凤”如何殒命  一  从“抽头退
步”到“心灰意冷”  二  凤姐“抽头退步”的原因  三  从“身微运蹇”到“短命？
”而亡    （一）第一阶段：养病·应付·“才尽”    （二）第二阶段：迁回大房    （三）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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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微运蹇”    （四）第四阶段：“扫雪拾玉”    （五）第五阶段：拘押“狱神庙”    （六）第六阶
段：“三人木”=被“休”    （七）第七阶段：“哭向金陵”    （八）第八阶段：“短命”而亡  四  凤
姐因何拘押“狱神庙”  五  析“一从二令三人木”巧姐：“遇难成祥”  一  “流落烟花巷”  二  “狠
舅奸兄”是谁  三  “巧得遇恩人”  四  “香圆”姻缘  五  后30回与后40回：两种幸福观湘云：与谁“白
首双星"  一  “云、玉结缡”说的失误  二  析“公麒麟”    （一）“公麒麟”是宝玉吗    （二）“公麒
麟”是谁  三  关于卫若兰    （一）卫若兰其人    （二）何谓“白首双星”    （三）因何“白首双星”  
四  湘云婚事的“多磨”与“自爱”  五  湘云的结局：“寒塘渡鹤影”妙玉之“情”与结局  一  妙玉比
贾府还“阔”吗  二  妙玉对宝玉是什么“情”  三  妙玉的内心世界：何谓“未必空”  四  妙玉的结局
：“他日瓜州渡口”宝钗：“运败金无彩”  一  宝钗因何搬出园去  二  宝钗回家与薛家之衰  三  议婚
与赐婚  四  “金玉”婚事因何拖延下来    （一）贾母“归西”    （二）宝玉“失玉”    （三）薛蟠入狱
与薛家之败    （四）宝玉罹难    （五）贾府之败  五  宝钗的婚后生活    （一）“好歹留着麝月”    （二
）袭人、琪官“供奉玉兄、宝卿”  六  从“举案齐眉”到“到底意难平”    （一）“夫妇谈旧”    （
二）“薛宝钗借词含讽谏”：“讽谏”什么    （三）宝玉出走与“金玉成空”  七  宝钗结局：驳“高
魁子贵”甄、贾宝玉与“甄宝玉送玉”  一  前人的分歧  二  脂评的提示  三  甄、贾二玉之同  四  甄、贾
二玉之异  五  何谓“空皮囊”、“真性”  六  “甄宝玉送玉”厘测贾宝玉的后半生概述    （一）“搬
出园去”    （二）“香巢垒成”    （三）“燕子无情”    （四）通灵玉“误窃”    （五）“人去”、“
巢倾”    （六）“菖、菱”配药    （七）“冷月葬花魂”    （八）“对景悼颦儿”    （九）拘押“狱神
庙”    （十）贾府抄败    （十一）“不幸中之大幸”    （十二）“孤守一世，也不是理”    （十三）“
他日之玉不可谏”    （十四）“展眼乞丐人皆谤”    （十五）“甄宝玉送玉”    （十六）“悬崖撒手
”    （十七）“木石证前缘”    （十八）“警幻《情榜》”    （十九）“复还本质”    （二十）“石头
”记述警幻《情榜》多少名女子“芳讳”何谓“情不情”、“情情”    （一）第一种解释：“隋不情
”、“情情”=“痴情”    （二）第二种解释：用“情”于“不知情之物”；用“情”于“有情之人
”    （三）第三种解释：始于“情”而终于“不情”；始于“情”而终于“情”佚稿末回之回目漫拟  
一  木石盟灵河证前缘警幻仙幻境揭情榜  二  太虚境警幻揭情榜青埂峰双真度石头  三  十二钗销号太虚
境灵通玉复还青埂峰  四  警幻仙详说《红楼梦》二仙师归结《石头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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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层：“淫情万恶首，忠孝百善先”贾雨村问：为什么闺阁中只有“元妃”命运独佳，“结局”不
“平常”，而她“以下”的其他女子都成不了“贵妃”，“结局俱平常呢？
”甄士隐答：因为凡是女子，那“淫”字固然犯不得，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凡情思缠
绵”，其“结果”都“不可问了”。
这“淫”、“情”二字实在是万恶之渊！
历来只说“万恶淫为首”，续者则把“淫，，扩大化，把“情”也视为与“淫”一样糟糕，打击面扩
大到所有谈情说爱的女儿，甚至扩大到所有“俱从'情天孽海'（太虚幻境）投胎而来”的女子！
这样，“情思缠绵”的黛玉便首当其冲：“惊恶梦”、“绝粒”、“迷本性”、“断痴情”，历尽情
场劫难。
宝玉追求黛玉也是“无故自陷”，属于“嗜淫欲”一类，本该入“地狱”受“无边的苦，以偿生前之
罪”的，幸亏他俩终于“悔情”——“断痴情”了！
司棋只能死于爱情磨难，因为这“情”是“沾染不得的”，谁让她与潘又安“乱搞”其情！
袭人的结局，按寻常标准似乎不错了，但续作者嫌她既身事宝玉、又转嫁蒋玉菡，一女从二夫，对“
节妇”一款表现得“不得已”（不坚决），这是不“义”、不“节”，“此袭人所以（只能）在又副
册也”，这是续作者分册的新标准和奇特原因：封建贞节观！
他用转嫁楚文王的“息夫人”来讥贬袭人：不如“一死”作“节妇”！
妙玉身为尼姑，却不积“善缘”，所以不得“善果”，她竟见了宝玉就“害起相思病来”，听到“两
个猫儿”闹春就想起“男女之事”，“凡心（淫心）一动，才闹到“走火入魔”，最后被贼盗们劫去
受尽“污辱”而“杀了”！
荡妇吴贵（乌龟）媳妇（灯姑娘）当然更只配被“妖怪吸了精”而暴死。
秦可卿生前为“第一情人”，但他死后“看破凡情”，“超出情海，归人情天”（“天仙福地”），
因而她取代警幻仙姑，荣任“风情月债”主管。
她还传达续作者的旨意说：“发泄出来”不是真情，“未发之情”才是“真情”：窒情才真！
探春、宝琴、岫烟、李纹、李琦、喜姐儿、四姐儿们尽管婚姻美满、“丰衣足食”，但她们为什么“
俱”没有像元春那样当上“不平常”的“贵妃”一级？
因为她们“俱”带着“从情天孽海而来”的胎记之故！
元春就不同，她既“贤”又“淑”地献身“圣躬”直到“四十三岁”，这当然不是“淫”和“情”，
而是最大的“忠”，这功劳似乎足以抵消她也来自“孽海情天”的胎记，因此惟独她的“结局”很不
“平常”，贵为皇妃，死后还荫庇全族。
宝钗是另一个好样儿的，她“廉静寡欲”，没有“情欲之私”，是个“冷人”，连前部她对“金玉”
的私心都已彻底戒掉了。
尤其她称颂“圣世”，念念不忘“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用“忠孝为赤子之心”和“天恩
祖德”规谏得宝玉“理屈词穷”、浪子回头，她是个“忠孝”的活标本。
故而她大“善”，有大“福”、大“造化”，续作者给她一个“复兴”祖业的“贵子”贾桂，送她照
样“上青天”：做未来“国公爷”的老太君，诰命夫人！
贾政是“忠孝”的典范：“忠厚古朴”、“勤俭谨慎”，守“官箴”、“全孝道”，“我这官是皇上
放的”，不肯“猫鼠同眠”，忠心耿耿。
因此他官运亨通，又任学政、又升工部郎中、又放江西粮道，抄家复起后他反而袭了“荣国公世职”
。
贾兰是后生的楷模，一心只读圣贤书，“讲文章”、博“功名”，对“禄蠹旧套”“甚觉合意”，“
赤子之心”可嘉，结果果然得了举人——进士——国公爷，“家道复初”的荣耀落到了他身上。
甄应嘉因“太好了”而冤枉获罪，续书给他加个“表字友忠”。
既然是“忠臣”，“皇天自然不负他”，率先“蒙恩还玉阙”。
义仆包勇，不管主子姓甄姓贾，他都一例赤胆忠勇，两府义仆，双份功劳，他跟了甄爷回府，其待遇
估计远在焦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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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儿、香菱不淫不情，一个襄琏凤、护巧姐，善举多多；一个受尽折磨而仍委屈求全、善待蟠桂。
二人对主子的“忠”没的说，理该双双“扶正”为“蟠大奶奶”、“琏二奶奶”。
香菱还为薛家生了一子以继香火。
但不知何故乃父甄士隐还要让女儿“难产完劫”，真是个莫名其妙的糊涂老爹！
也许是续作者忽然想起她的判词，只好生拉硬拽；也许做“仙女”更比当奶奶强？
常言道：“百善孝在先。
”续作者说：这不够！
“忠”比“孝”还重要，不“平常”的结局首先要看对皇上和主子之“忠”！
而“情”则与“淫”一样可怕，皆为万恶之首，“沾染不得”，否则结局同样“不可问”。
续书的癞头和尚说：“世上的情缘都是魔障！
”紫鹃说：“人生缘分”皆“痴心妄想”，“情深义重”、为情死、为情活都白搭，只有“无知无觉
”——无情才“干净”，所以要把“一片酸热之心”变得“冰冷”！
（第113回）这就是说要“灭情”！
P32-P34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谁扼杀了宝黛爱情>>

后记

十分感谢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冯老其庸先生，和我的朋友光明先生、魏龙先生，以及北京京华出版社
的领导和朋友们！
承蒙他们的力荐和友助，使得我的一大摞散乱的《红楼探佚》旧稿，点石成金为这部精美的、飘着书
香的新籍，奉献给“红迷”朋友们和读者诸君！
冯老是“红学”大师，光明是学术新锐，因此我首先想到的是请这最有代表性的二位来“鉴定”这部
拙著：行还是不行？
因为凡涉“红楼探佚”，历来异议极大。
令我慰勉的是：二位不是出于某种情面关系，客套地抬举几句；而是以严肃的态度、渊博的学识、犀
利的目光，审视全篇，考量要点，予以了正面的评定，热情的支持，我心遂得稍安：总算不致是“糊
弄”读者！
恰值盛夏酷暑，冯老身体欠安，医生正每日诊治，是不让他操劳阅稿的；光明正在事业、事务、家务
繁剧年岁。
二位不仅通审了拙稿，而且竟特撰了如此长长大篇、饱涵学术含量的大《序》，对读《红》、解《红
》、辨《红》作出极具指导意义的卓识烁见，充分肯定“红楼探佚”的必要性、严肃性、学术性，确
立“探佚学”的学术地位，并对拙著不啬奖掖嘉勉，令我不胜感荷之至！
（一）这部《红楼探佚》的详细提纲和底稿，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为自己了解曹雪芹的《红楼
梦》原貌，及撰写研《红》文章之用，其中个别篇章曾单独发表。
也就是说，本人的研《红》，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程本前80回+后40回为文本，而是以脂本前80回+芹著
后30回（探佚）为研读对象，认为这才是曹子《红楼梦》的真面貌，才能真正解读曹著之“味”或本
意、“本旨”。
（二）从中学到大学，我也一直喜欢程高本后40回，因为它浅显易懂，故事性、可读性较强，并且以
为它就是《红楼梦》；而对于前80回，几次下决心想把它看完，又几次中途而辍，甚觉看不下去，因
为它艰深难懂，“不知所云”，足见我的阅读能力和“悟性”之差！
直至后来要静下心来搞“红楼梦研究”了，才决意用半年时间专攻前8c回，借助“脂砚斋阅评”，曹
雪芹生平家史，康、雍、乾三朝社会背景，乃至明清之际大转折时代的时代思潮——明清思想史的历
史性演变等等，这才基本上搞懂了前80回在写什么和怎样写，并且越读越觉得其意味无穷、手法高妙
，取材宏富、立意高深，决非单纯读几遍就能领略“其中味”的。
这期间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红楼梦》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让人读着玩儿的，而是让人“琢磨”的
，不仅要求对其文本熟、细、准、深、透，而且要求对作者、家世、时代有一广而达的了解，难怪对
它的研究会形成一门独特的专学：“红学”！
（三）初步领略了脂本前80回的风光，回头再看程本后40回，顿觉后者之浅淡而乏“味”，并且它是
窜了“味”的：处处与前部接不上“榫”，甚至逆其意而“续”之，反而成了解读芹著原意的一种干
扰和误导！
——原来它不过是他人的伪续，而曹雪芹的原续业已“迷失”了。
如是便必然生发这样一个问题：曹雪芹的原续原貌是怎样的？
因为只有了解了它，才能真正了解芹著的全貌。
而从前80回的埋伏和脂评的提示得知：这个问题恰恰是可以追索的，那就是探佚。
于是探佚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研《红》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成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份或一个分
支。
（四）当然，程本后40回自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出现至今，毕竟已二百多年，它已“先人为
主”地“深入人心”，业已形成“审美定势”；而对芹著后30回佚稿的有意识的探佚，才不过四、五
十年，而且也不够系统，总的还不成“气候”，人们对它也“陌生”得很。
这种“力量”对比显然有利于“程续”，而不利于探佚，因此以往认可“程续”、怀疑探佚者颇多。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脂本影响的日增，红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红迷”队伍的壮大，“红学”知
识的普及，上述这种“力量”对比或态势，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逆转：满足于后40回的受众趋少，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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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于它，要求了解芹续后30回原貌、支持探佚的受众益多，“悼红轩”网站的两次网上“投票调查”
，正是这种态势变化的一个“风向标”（见本书封底文字）。
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消长变化必然会以更大的“剪刀差”向前发展，因为任何“审
美定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是需要时间。
（五）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程本后40回的“维护者”当中，看到它思想内容上有“破绽”的越来越多
，而“维护”它仅仅因为它在《红楼梦》的所有续书中是“写得最好”的。
笔者认为：“写得好”与“续得对”是两个概念。
既然作为《红楼梦》的续书，其主要的、关键的、根本性的衡量标准，当然应是续得“对不对”，即
：与芹著原意是否真的“接榫”而“无背谬矛盾”。
如果相反地：不仅“背谬矛盾”，甚至有意从根本上作了篡改、翻案文章，那么它写得再“好”，也
不过是一盒精心包装的“伪药”，反而会贻害无究的！
其结果是“好”呢，还是坏？
而“红楼探佚”，尽管它不可能完全复原芹著的全部原貌，有些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争议，
需要进一步地不断探讨、求索；但它探求的目标毕竟是“真药”，并且不断地在向“真药”靠近，而
且这又是有据可循、有正误可判的。
它肯定也须有个弃伪存真、弃粗存精、从欠缺到完整、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也就是说，尽管它一时还顾不上“写得好”，而只着力于探析“续得对”，但经过众多人、几代人的
孜孜以求，总有一天，它终能达到既“续得对”、又“写得好”的境界，撰写出既“对”又“好”的
《红楼梦》续书。
这应当说是我国文坛前贤后秀们理当肩负和完成的一项历史性的文学使命！
我深信后人的智慧才情终究会胜过前人！
丁维忠 2006年7月7日 2010年9月28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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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扼杀了宝黛爱情:红楼探佚》：《红楼梦》是部残书，有志者续之也够不上天理不容。
但既然不是原配，续弦能以貌合神离假装天作之合，也算鬼斧神工了。
不过，毕竟有对原配痴心不改的，法眼识破“神离”的偷天换日，指出续弦的种种不是，也在情在理
。
有意思的是，这情这理，又是公婆各说各话，成了难断的家务事。
更何况“红学”大家族渊远流长，公婆换了好多，理还是永远扯不清。
从这个角度说，丁老师的这部书可以帮着看“红学”热闹的人明理断非。
探春元嫁、惜春出家为尼、谁扼杀了宝黛的爱情、贾府之败、妙玉之情、湘云与谁“白守双星”、贾
宝玉的后半生⋯⋯《谁扼杀了宝黛爱情:红楼探佚》来为你一一解读。
可以说，这是一部探佚学的佼佼之著，是一部深思、精思而新意迭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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