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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慈禧太后竟然是一位红学爱好者，经常以贾母自比；胡适早年竟然是个红学索隐派，否定曹雪芹
的著作权；传世名著《红楼梦考证》竟然是在书商催逼下仓促写就；一位普通编辑改变了一代中国阅
读《红楼梦》的习惯。
这些并非小学家虚构的情节，而是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
《风起红楼》将现代学发展历程中难解的学术公案，复杂的人间恩怨，娓娓道来，为读者揭开了一个
个隐藏在红学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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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谈到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开创新红学的胡适等人身上。
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接受后学者的敬重和景仰自然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样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鲜花和掌声。
是他，揭开了现代红学的第一页。
没有他的首创之功，很难想象后来新红学的巨大成功。
他虽然只写了一篇红学文章，但这篇文章的分量足以使其在20世纪红学史上获得不朽的地位。
将此人称作现代红学第一人，无疑是非常恰切的。
    他就是王国维。
    从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    王国维涉足《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其个人偶然的因素。
在20世纪涌现的众多专业或非专业的红学家中，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注定研究红学的，之所以走上红学
研究之路，则各有各的个人因素和机缘，一部红学史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浪漫色彩。
    王国维研究红学的机缘在叔本华这位洋人哲学家，如果不是他对叔本华的生存哲学感兴趣，有着深
刻的领悟，也许他就不会在《红楼梦》中找到共鸣，进而写出那篇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来。
自然，也不是谁看了叔本华的哲学著作都能写出这篇宏文的，这需要足够的天资、深厚的学术功力和
敏锐的感悟力。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已经有着比较充分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时世造英雄。
一个人再伟大，再先锋，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走得再远，也只能走到时代所能允许的极限，
而不可能再多走一步，否则就是科幻小说中的超人了。
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难解释，从《红楼梦》面世到撰写《红楼梦评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
里，学术功力如王国维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单单把机会留给了王国维?    显
然，要深入了解这位现代红学第一人，深入理解《红楼梦评论》，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给予
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当时的红学研究状况。
    这里要稍微宕开一笔，对学界关注较少的近代红学发展演进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众所周知，从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红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即红学研究从
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期。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学术的重要转型期。
西学东渐与困境反思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语境。
受西方人文思潮的影响，以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以前被视为淫词邪说、不登大雅之
堂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被视作改造国民、再造民魂的文化利器，从文
学家族的边缘一下进入中心。
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诗文独大的传统文学格局，形成新的文学秩序。
这一文学格局和秩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
现代化进程。
    红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较为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成熟的，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
，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彻底转变。
在此期间，新的研究范式还未正式建立，旧的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和杂糅形态，其中既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传统与现代、新
与旧、开明与保守，各种红学观点就这样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虽然这一时期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时人对先前的小说作品并不满
意，往往将其作为迷信愚昧、封建专制的样本和靶子来进行批判，能够得到肯定的只有很少几部小说
，《红楼梦》正是其中的一部，仍然受到广泛的赞誉。
比如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一文中称：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
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    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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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殊在《小说丛话》一文中也提出：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
一级。
    其他如觚庵在《觚庵漫笔》中称《红楼梦》为“小说中之最佳本也”，邱炜茇在《菽园赘谈》中称
“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
遣词用句虽然不同，但对《红楼梦》的高度称许则是基本一致的。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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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到如此优厚的礼遇，没有哪
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
到整个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
红学研究是一扇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轨迹的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窗口
。
围绕着这部“天书”和它在现代中国自勺传奇历程，可说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让我们将时针
倒转，重温一段熟悉而又陌生的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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