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Ⅲ》
　　编辑推荐
　　刘心武红楼探佚心得大集成，百年红楼梦未解
之迷悉数大揭底！呕心沥血二十余载，缀玉连珠，
令真红楼梦水落石出；打破红学闭塞局面，另辟蹊
径，倾力还原曹雪芹原作！妙笔生花的红楼解谜之
书——悬念环环相扣，答案渐次浮现。别开生面的
知识盛宴——另辟蹊径，扫除《红楼梦》知识盲
点。红迷必读——这是味道独特的红楼佐餐，喜欢
《红楼梦》的人不可不知刘心武独立红学思想；刘
粉必读——《钟鼓楼》《四牌楼》让你为刘心武的
艺术创造力叫绝，《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精华本3)》
古本《红楼梦》的真面目大揭底！
　　内容简介
　　曹雪芹的《红楼梦》原本一百零八回，后二十
八回因故迷失，一百二十回通行本中，仅前八十回
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乃高鹗续写。即便是曹雪
芹著的前八十回，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真品。
　　刘心武先生深入研究被大众视野冷落的红楼古
本，细细点破通行本的瑕疵之处，读者如梦方醒，
方知与作者本意相去甚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每个读者心中
都有一部《红楼梦》，刘心武先生的红楼心语又作



何滋味？古本《红楼梦》的真面目，刘心武先生的
心语体悟，《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精华本3)》将带你
走入红楼深处。
　　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其短篇
小说《班主任》被视为“伤痕文学”发轫之作；长
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分别获得第二届茅盾
文学奖、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一九九一年
起涉足红学研究，并从二零零五年起在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共六十一
集，反响巨大。
　　编者按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间，著名作家刘心武
多次受邀中央电视台，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观众反响空
前强烈，让人记忆犹新。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之所以受
到热捧，是因为刘心武在讲座中把他二十年呕心沥
血研究《红楼梦》的独特成果和全部体悟，毫无保
留地奉献给了广大观众。他不但从金陵十二钗中的
秦可卿着手，考证了贾元春、妙玉、贾宝玉、林黛
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书中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



家世及命运结局，揭开了二百多年来笼罩在他们身
上的重重谜团，更对《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进
行推演求证，解开了被高鹗等人篡改歪曲了的《红
楼梦》八十回后全部谜底，把红学研究推向了一个
新的境界。
　　刘心武对《红楼梦》人物生活原型的发掘以及
对古本的探究，以如此喜闻乐见的文本形式呈现出
来，堪称中国红学研究史上的石破天惊之举。他打
破了中国红学界一成不变的以“语言、形象、性
格、结构”一统天下的正统研究窠臼，冲击了几十
年来刻板、僵化甚至是死亡了的红学话语体系，形
成了一个具有文化自觉和个人魅力的开放的阅读文
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红学大事，刘心武对《红楼
梦》另辟蹊径的探究和解读是具有标本意义的，事
实上他带给红迷一段不寻常的“《红楼梦》揭秘之
旅”，也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欢迎，得到了公众的
体认和尊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心武揭秘
﹤红楼梦﹥》对新时代红学研究有着积极的和不可
替代的意义。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图书，随节目
播出于二零零五年以来陆续出版，引发巨大反响。
在《刘心武续红楼梦》及新版一百零八回《红楼
梦》（曹雪芹著，周汝昌汇校，刘心武续）出版之



际，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重新精编出版《刘心武
揭秘﹤红楼梦﹥》精华本（四卷），作为刘心武红
学研究二十年成果的一次尊贵检阅，以飨读者。
　　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认为，“曹学”“脂
学”“版本学”和“探佚学”是红学中“四大支
柱”。刘心武独立的红楼思想和研究轨迹，成全了
他的个人人文趣旨；而他所具有的文化开放精神，
使得这套作品如他的小说一般，成为一套智性的妙
笔生花的红楼解谜之书，悬念环环相扣，惊心动
魄，你可以像读推理小说一样，读来余味无穷。在
你被这一切所吸引的同时，不得不为刘心武精深的
红学功底而拍案击节！
　　刘心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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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套书会激发更多的读者对母语经典
著作的阅读热望，激起红迷们对红楼梦人物以及隐
藏在其中的历史人文背景强烈的探究兴趣。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零一四年一月
　　●古本《红楼梦》真貌揭秘



　　古本和通行本的故事
　　听过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演讲、看过
我的两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人士，会注
意到我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一再提到“古本《红
楼梦》”，以提醒观众，我的研究，用的是“古
本”而不是“通行本”。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
直接、间接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什么是古本《红楼梦》？为什么应该读古
本《红楼梦》？
　　——什么是“通行本”《红楼梦》？为什么
说“通行本”有问题？
　　——既然应该读古本《红楼梦》，那么你能推
荐一种好的版本吗？
　　这几个问题问得好。我在下面将详细回答这三
个问题。
　　《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经过红学一百多年
的发展，现在大多数人形成了共识：是曹雪芹写
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能找到他遗留
下的亲笔手稿。曹雪芹去世前，他的书稿没有公开
出版过，而只是以手抄的形式，从一本变成两本或
更多本，在小范围内流传。这些手抄本，笔迹当然
就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初，可能是跟他关系最
密切的亲友来抄写，后来，辗转传抄，就更闹不清



抄书的人是谁了。早期抄书的人，应该是出于对书
稿的喜爱。从别人那里借到一部，读完觉得真好，
就想，还书以前，自己为什么不留下一部来呢？于
是耐心抄一遍。但到曹雪芹去世以后，这书的传
播，就像一滴墨水落到宣纸上，逐渐浸润开来，流
传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时候就开始有出于商业目的
而传抄的人士了，他们可能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一
个人拿着一个底本（比他们抄得早的一个流传本）
念，其余几个人边听边写，这样传抄，生产量就变
大了。抄那么多部干什么？拿到庙会上去卖。据说
挺值钱的，一部书能卖出好几十两银子呢！到了曹
雪芹已经去世差不多二十八年的时候，才出现了一
种活字印刷的版本，印书的老板叫程伟元。这人在
中国的出版史上应该大书一笔，正因为他把所得到
的《红楼梦》手抄本变成了活字摆印本，才使得曹
雪芹的这部书能够更广泛地流传。印刷本产量大，
而成本大大降低，卖起来便宜，买去看的人当然就
更多了。
　　所谓古本《红楼梦》，古不古，分界线就是程
伟元活字摆印本的出现，那以前以手抄形式出现
的，都可以算是古本《红楼梦》。程伟元通过活字
摆印，大量印刷、廉价发行的《红楼梦》，就
是“通行本”的发端。当然，因为那也已经是二百



多年前的一个版本了，并且处在一个分界点上，所
以，讨论《红楼梦》版本问题时，有时也把程伟元
的印本，特别是他第一次印刷的那个版本（红学界
称做“程甲本”），也算到“古本”的范畴，而那
以后，特别是道光、咸丰年间开始盛行的《金玉
缘》本，就都不能算古本了。
　　按说，程伟元把手抄的古本《红楼梦》变成了
印刷的通行本，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吗？怎么你现在
总说通行本有问题呢？
　　有一个情况，是我要向读者特别强调的，那就
是：根据周汝昌等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把整部
书大体写完了的，八十回以后，很可能还写出了二
十八回，一共一百零八回，整个故事是完整的，把
他的总体构思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只是还缺
一些部件，比如第七十五回里的中秋诗该补还没
补；也有一些毛刺没有剔尽，比如究竟把王熙凤这
个角色设计成有两个女儿（大姐儿和巧姐儿），还
是一个女儿（大姐儿就是巧姐儿）？看得出最后他
的决定是只有一个女儿巧姐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
统稿，没把前后各回的文字完全划一，留下了一些
诸如此类的痕迹。于是，程伟元的问题就出来了。
他主持印刷出版《红楼梦》的时候，前八十回，大
体是曹雪芹的古本《红楼梦》，但曹雪芹的古本



《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内容，在他印刷出版的书
里，完全没有了踪影，却又出现了后四十回的内
容。据他自己说，八十回后的内容，是从挑着担子
敲着小鼓的商贩的担子上，陆续找到补齐的。但后
来的红学家们经过考证，形成了共识：程伟元是请
到了一个叫高鹗的读书人，来续出八十回以后的内
容的。高鹗这个人和曹雪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
认识，没来往，年龄小很多。他替程伟元把书续出
来、形成通行本那阵儿，在科举上还没有发
达，“闲且惫矣”，但他是一个科举迷、官迷，后
来也果然中举，当了官。他的思想境界、美学趣
味，跟曹雪芹之间不仅是个差距问题，应该说，在
许多根本点上，是相反的。所以，我现在要再次跟
大家强调：高鹗当然可以续书，他续得好不好是另
外一个问题，但他绝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写书的人，
把他续的后四十回和曹雪芹写的八十回捆绑在一起
出版，是不合理的。
　　程伟元和高鹗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红
楼梦》的时候，曹雪芹去世已经快三十年了。那个
时代小说这种东西，当做“闲书”读还可以，当做
正经文章去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即使写了，也
很少愿意公开署名，甚至明明写了，别人问到，还
会难为情，羞于承认。所以，就是高鹗续写后四十



回这件事，也并不是程伟元和高鹗自己宣布的，而
是后来的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那个时代对小说这
种“稗官野史”的著作权根本是不重视的，程伟元
印书卖书，他显然只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有人爱
看，爱买，能赚钱；第二，书的内容显得完整，特
别是讲故事的书，必须有头有尾；第三，安全，别
惹事。根据这三个原则，他选择了已经在社会上流
传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红楼梦》来印刷推广，又
找到高鹗来写八十回以后的故事，形成了这么一个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高鹗的续书除了将故事写完
整，使全书有头有尾外，对程伟元来说，最大的好
处是避免了大悲剧的结局，到最后把悲剧转变为喜
剧，这样就比较安全，不至于坠进当时相当严密
的“文字狱”罗网里。他们在合作中，为了让前八
十回将就后四十回，还对前八十回进行了大量的删
改。上面提到的“程甲本”，是程伟元头一次的活
字摆印本，对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动得还少一些，第
二年因为书卖得好，再加印，加印前又改了一次，
那就更伤筋动骨了，许多地方的改动已经不是为
了“前后一致”的技术性考虑，而是为了削弱前八
十回的批判锋芒的政治性考虑。为了他们的“安
全”，当然也就顾不得原作者的什么思想境界和审
美追求了。这个第二次印刷的本子，后来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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