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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刘心武百家讲坛开讲　　独创“红学”中的“秦学”　　一时受到读者追捧，也引发了红
学界的集体反诘。
　　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
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
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
这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
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
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
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刘心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在CCTV-10百家讲坛中的红学讲座的一个书面结集，
也是作者多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
他从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着手，详细考证了书中各人物的生活原型，复原了《红楼梦》诞生时的时
代风貌。
　　刘心武认为：《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
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
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
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
公主之死。
这就是刘心武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核心内容。
　　　　　　[相关焦点]　　红学家：刘心武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2005年第10期《艺术评论》杂志
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话题，发表了四位红学家的文章。
比如蔡义江先生称刘心武的研究是新索隐派。
他说，老索隐派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却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
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
他还说，许多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哗众取宠、装
腔作势，甚至走火入魔，几同疯语。
　　　　刘心武：“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刘心武在他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说，红
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
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有平等讨论的态
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　　　　读者：应该反思“主流红学”　有媒体对8631人做了调查，近
八成认为，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都有权阐释《红楼梦》。
广州学者陈林还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主流红学家更应该反躬自省。
陈林说：“当专家学者将‘学术规范’的锋利矛头指向刘心武时，其实更应该反省有更大影响力的、
头顶‘学术’耀眼光环的‘主流红学’。
”　　此次围绕刘心武的争论，专家的驳斥和读者的激赏呈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双方剑拔弩张，当仁
不让。
分析其情其状，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当今时代是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时代。
所以，刘心武的“讲红楼是我的权利”，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
而主流红学家们又能否拥有一个宽容的情怀？
（《工人日报》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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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
之后又陆续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秦可卿之死》、《钟
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等多部享誉文坛的作品。
1993年他开始涉足红学研究，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开创了红学中的
秦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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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在前头第一讲 追寻[红学]谜踪（上）第二讲 追寻[红学]谜踪（下）第三讲 贾府婚配之谜第四讲 秦可
卿抱养之谜第五讲 秦可卿生存之谜第六讲 秦可卿出身之谜第七讲 帐殿夜警之谜第八讲 曹家浮沉之谜
第九讲 日月双悬之谜第十讲 蒋玉菡之谜第十一讲 北静王之谜第十二讲 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上）第十
三讲 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下）第十四讲 秦可卿被告发之谜（上）第十五讲 秦可卿被告发之谜（下）
第十六讲 贾元春原型之谜第十七讲 贾元春判词之谜第十八讲 贾元春死亡之谜第十九讲 刘心武创作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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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在前头　　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我去录制了大型系列
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该系列节目从2005年4月2日开播，大体上是每周星期六中午12:45播出一集，到2005年7月2日，已经播
出了十三集。
　　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档远非黄金时段——有人调侃说是“铁锡时间”，甚至说是“睡眠时间”
，12:45本来是许多人要开始午睡，重播的时间为0:10，就更是许多人香梦沉酣的时刻了——的讲述节
目，竟然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
追踪观看的人士很是不少，老少都有，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
在互联网上，更是很快就有了非常热烈的回应，激赏的，欢迎的，鼓励的，提意见的，提建议的，深
表质疑的，大为不满的，“迎头痛击”的，都有。
而且，这些反应不同的人士之间，有的还互相争议，互相辩驳。
最可喜的，是有人表示，这个系列节目引发出了自己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没读过的要找来读，没
通读过的打算通读，通读过的还想再读。
而网上对《红楼梦》的讨论，也变得角度更多，观点更新，分析更细，揭示更深。
我从这些不同的反应里，真是获益匪浅。
　　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
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
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当然，面对聚讼
纷纭的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必苟同别人的见解，在争议中从别人的批评里汲取合理的成
分，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我在讲座里还引用了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我常用这两句诗鼓励自己。
我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没有能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先天不足，弱点自知，但
是我从青春挫折期就勉励自己，要自学成才，要自强不息。
我为自己高兴，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成为了一个作家，除了能发表小说、随笔，我还能写建筑评
论，能涉足足球文化，并且，经过十多年努力，还在《红楼梦》研究中创建了秦学分支。
我只是一朵苔花，但是，我也努力地像牡丹那样开放。
我们的生命都是花朵，我鼓励自己，也把这样的信念告诉年轻人，特别是有这样那样明显弱点和缺点
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要清醒地知道，相对于永恒的宇宙，我们确实非常渺小，应该有谦卑之心；但是
跟别的任何生命相比，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就算人家确实是牡丹玫
瑰，自己只是小小的，角落里的一朵苔花，也应该灿烂地绽放，把自己涨圆，并且自豪地仰望苍天，
说：“我也能！
”　　这本书，是我的“揭秘《红楼梦》”讲座第一讲至第十八讲的演讲记录文本。
节目开播以后，一直有红迷朋友希望能买到我演讲的文稿结集，现在这本书应该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当然，我也盼望没看节目的人士，或者习惯上是不看电视只读书的人士，也能翻翻这本书。
　　大家知道，电视节目，包括《百家讲坛》这样形式上似乎比较简单的节目，都有一个加工制作的
过程。
节目版块的时间是固定的，一共四十五分钟，刨去片头片尾，以及编导嵌入的必要的解说词衔接词等
等，电视节目里大家听到我所讲的，也不过三十几分钟。
其实每次在摄像棚里录制时，我一讲总得有六七十分钟，编导制作节目当然是尽量取其精华，但限于
每集容量，也确实不得不删掉一些其实是必要的论证、事例和逻辑过渡。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里的每一讲，跟制作成的电视节目都略有不同，主要就是把一些因节目时间限
制而砍掉的内容，恢复了进去。
因为看书跟看电视节目不一样，我相信，这些在书里增添的内容，可以给阅读者带来更丰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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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更有说服力的逻辑链。
在实际演讲中，我有口误，有表述不当，也有错误处，把演讲制作为节目时，编导们已经尽可能地做
了修正，但是，还是留下了一些没能清除尽的疏漏疵点。
电视台的节目一旦定型，再加修改就很麻烦，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但是，在整理这些演讲文稿的过
程里，凡是发现到的，我都一一做了更正补救。
在此特别要感谢在节目播出过程里，通过电视台，通过互联网，以及设法直接给我来信的诸多人士，
有的指正非常宝贵，我已经在这本书里采纳了其正确意见，有的建议非常之好，我也就相应地进行了
删却增补。
因此，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演讲记录，应该比已经播出的节目，比此前从网上找到的记录文本，更完
善，更准确，也更丰富。
我衷心希望，各方面的人士继续不吝赐教，这本书如果还有再印的机会，我会根据批评建议，以及自
检和新悟，将这些文稿再加增订修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有位戏剧家叫梅耶荷德，他对一位文学艺术家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提出
了一个见解。
他认为，你一个作品出来，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么你是彻底地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
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
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是获得真正的成功了！
后来有人夸张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之为“梅耶荷德定律”。
　　忽然想起“梅耶荷德定律”，是我觉得按他那说法衡量，自己这回到CCTV-10讲《红楼梦》，算
是获得成功了么？
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
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
应该是一种锻炼。
在一个文化格局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只不过是一种言论，并不具有法
律宣判效力，也并不是形成了新的政治运动要对你实施“揪出来斗倒斗臭”，不影响领取退休金，不
打进家门，那么，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应该能够承受，而且必须承受。
我算何方神圣，有何特权，不许人家恶攻？
不许人家讨厌？
不许人家出言不逊？
你到中央电视台节目里高谈阔论，人家就有不喜欢，觉得恶心，给你一大哄的天赋人权！
有些厌恶我的人，似乎对我的每一讲还都牺牲午觉或熬夜地盯着看，我感觉这也不错，至少对于他们
来说，我具有反面的不可忽略的价值；当然，有些人士并不是厌恶我，他们对我心怀善意，只是把我
当成一个辩论的对手，因此每讲必看，看过必争。
没想到我花甲之后，还能被诸多人士赐以如此的关注，我整个的心情，确实必须以欣慰两个字来概括
。
　　我的秦学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
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
不是这样的，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
是我的终极目的。
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
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
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我的讲座，第一、二讲概括地介绍红学，也是表明我的研究，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去进行的；
第三讲至十三讲重点揭秘秦可卿，第十四至十八讲揭秘贾元春。
这本书就先收录到第十八讲，因为第十九讲以后，讲妙玉的部分虽然录制了，但还没有整理出初步的
文案，而之下的部分，就根本还没有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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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还能顺利录制，何时录制，何时能制作为节目播出，各方都还举棋未定，因此，这本书只能到此
为止。
如果第十九讲到拟定的第三十六讲也就是最后一讲有幸能够完成，那么，接续这本书再出一本，以为
合璧，是我的愿望，相信也是支持我、鼓励我的红迷朋友们乐于见到的。
为了使关注我这一系列讲座的人士进一步知道，我确实不是只研究秦可卿，而是从她出发，去对《红
楼梦》进行较全面的探索，在这里我把已经录制的四讲和初步拟定的后面的讲座题目公布一下。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真正实施时会有所调整，是否一定能完成也还要取决于主客观各方面的
条件。
　　第十九讲：妙玉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排名第六之谜　　第二十讲：妙玉身世之谜　　第二十一讲
：妙玉情爱之谜　　第二十二讲：妙玉结局之谜　　第二十三讲：玉石之谜　　第二十四讲：贾宝玉
人生理想之谜　　第二十五讲：宝黛爱情与黛玉死亡之谜　　第二十六讲：钗黛合一与宝钗结局之谜
　　第二十七讲：史湘云之谜　　第二十八讲：探春远嫁之谜　　第二十九讲：迎春、惜春结局之谜
　　第三十讲：王熙凤、巧姐之谜　　第三十一讲：李纨结局之谜　　第三十二讲：金陵十二钗副册
之谜　　第三十三讲：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谜　　第三十四讲：情榜之谜　　第三十五讲：曹雪芹写
书之谜　　第三十六讲：《石头记》命运之谜　　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
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
但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一、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了；二、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
三、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
　　谢谢买这本书、读这本书的各方人士。
说到头，我的秦学究竟是否能够成立，那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我的这个系列讲座，引发出了人们对《红楼梦》的更浓厚的兴趣，读《红楼梦》的更
多了，参与讨论它的人更多了，红学在民间的空间，因此大大拓展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民族，她那世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
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
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是他们民族魂魄的构成因素一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
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而所有民族发
展的具体阶段中的具体问题，具体症结，具体的国计民生，无不与此相关联。
我们如果热爱自己的民族，希望她发展得更好，那么，解决眼前切近之事，和深远的魂魄修养，应该
都不要偏废，应该将二者融会贯通在一起，不能将二者割离，更不可将二者对立起来。
　　这段代替序言的《说在前头》，其实还是写出来的。
写和说，是两种区别很大的表述方式。
后面诸君所看到的，是演讲的真实记录，虽然也印成了文字，那感觉应该是另样的，我自己看的时候
也觉得别是一番滋味。
这些讲演记录稿虽然经过一定修饬，但仍保留着浓郁的口语风格。
我为自己能出这样一本书而高兴，也希望它能给能够通过眼睛阅读激起听觉效应的诸君，起码能在艰
辛的人生跋涉中，在业余时间里，多少增添一些有内涵的生活乐趣。
刘心武2005年7月15日　　于温榆斋中书摘第一讲：追寻「红学」谜踪（上）　　谜踪在晚清，有一个
人叫朱昌鼎，是一个书生，他有一天在屋子里坐着看书，来了一个朋友。
这朋友一看他在那儿看书呢，一副钻研学问的样子，就问他说，“老兄，你钻研什么学问呢？
你是不是在钻研经学呀？
”过去人们把所有的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几个部分，经书是最神圣的，圣贤书，孔夫子的书、孟
夫子的书，四书五经都是经书，研究经学被认为是最神圣的，所以一般人看一个书生在那儿看书、钻
研，就觉得一定是在研究经学。
　　朱昌鼎这个人挺有意思，他一听这么问，就回答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这
个经学跟你们研究的那个经学有点不一样，哪点不一样呢？
我这个经学是去掉了一横三个折的、也就是三个弯的那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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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朋友一想，他研究的经学怎么这么古怪啊？
大家知道，过去的繁体字的“经”字，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它的右边上面就是一个横，然后三个弯
或者叫三个折，底下一个“工”字，这个“经”字，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了上面的一横，三个弯
，右边不就剩一个“工”字了吗？
一个绞丝、一个工字，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是“红”字。
哦，这朋友说了，闹了半天，你研究的是“红学”啊？
这虽然是一番笑谈，但也就说明，在那个时候，《红楼梦》就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已经有这样的文人
雅士，把阅读《红楼梦》、钻研《红楼梦》当成一件正经事，而且当成一件和钻研其他的经书一样神
圣的好事。
这就充分说明，研究《红楼梦》，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学问了。
　　清嘉庆年间，有位叫得硕亭的，写了《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其中一首里面有两句
：“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可见很早的时候，谈论《红楼梦》就已是一种社会时尚了。
　　学秋氏，估计和得硕亭一样，是一位满族人士，学秋氏很可能是一个艺名、笔名，在学秋氏的《
续都门竹枝词》里面，我们又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竹枝词》，现在我把这四句都念出来，你听听
，你琢磨琢磨，很有味道——它这么说的，“《红楼梦》已续完全，条幅齐纨画蔓延，试看热车窗子
上，湘云犹是醉憨眠。
”它传达了很多信息，“《红楼梦》已续完全”，就说明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懂得他们所看到的活
字版印的《红楼梦》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原来一个人写的，不完全；另一部分是别的人续的，是
把它续完全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在嘉庆的时候，那些人可能还不太清楚《红楼梦》到底原作者是谁，续书者是谁。
但是他们已经很清楚、很明白，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不是一个人从头写到尾的，是从不完全发展到
续完全的一本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红楼梦》流传以后，不仅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也很快转换为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说图画。
这个《竹枝词》第二句就告诉我们，《红楼梦》已经不光是大家读文字了。
“条幅齐纨画蔓延”，条幅就是家里边挂的条幅，就是一些比如四扇屏的那种画，画的都是《红楼梦
》了，齐纨就是过去夏天扇的扇子，扇子有很多种了，除了折扇以外，有一种扇叫纨扇，就是用丝绸
绷在框子上，上面好来画画的，一边扇的时候一边可以欣赏这个画。
就在这个时候，《红楼梦》的图画已经深入到民间了，在家里面挂的条幅上可以看到，在人们扇的扇
子上能看见，你想《红楼梦》的影响多大啊！
更有趣的是，他说，“试看热车窗子上，湘云犹是醉憨眠。
”清朝的车是什么车，大家都很清楚，一般市民坐的车都是骡车，骡车是一个骡子驾着一个辕，后面
它有一个车厢，就跟轿子的那个轿厢类似，但是可能上面是拱形的，是圆形的，这个车子在冬天可以
叫热车，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的气候大家知道，冬天非常冷，车会有门帘，会有窗帘，里面就比较温暖，构成一个温暖的
小空间。
而且大家知道，过去一些人乘坐骡车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取暖工具可能就是一个铜炉、铜钵，里面有
火炭，就是一个取暖的小炉子，《红楼梦》也描写了这个东西。
在这种车子上，它的窗帘上画的是什么呢？
明明是已经冬天了，需要想办法给自己取暖了，可是窗帘上画的还是春天的景象，画的是《红楼梦》
里面的那段情节，就是“史湘云醉卧芍药”。
那是《红楼梦》里面最美丽的画面之一，大家还记得吧？
春天，满地的芍药花瓣，史湘云用那个纱巾把芍药花包起来当枕头，她喝醉了，在一个石凳上，她就
枕着那个芍药花的枕头，就睡着了，憨态可掬。
这个情景画出来，这个车在大街上一跑，史湘云就满大街跑。
这就是当时《红楼梦》深入民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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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
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
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
    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这
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
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
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
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刘心武    闲坐说红楼，惊起梦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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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
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
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
　　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
这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
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
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
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刘心武。
　　　　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在CCTV-10百家讲坛中的红学讲座的一个书面结集，也是作者多
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
他从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着手，详细考证了书中各人物的生活原型，复原了《红楼梦》诞生时的时
代风貌。
该节目播出时，观众反响极佳。
一时之间，刘心武新解《红楼梦》成为一个被津津乐道的大众热门话题。
同时，也正是广大观众对该节目的热情，促成了本书的付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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