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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因《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著作而风靡内地文坛的刘再复，近年来致力于
研究文学经典《红楼梦》。
他凭自己独特的角度、见解、学识和悟性，开辟出悟读悟证《红楼梦》的蹊径，与俞平伯的《〈红楼
梦〉辩》遥相呼应。
     本书在《红楼梦悟》的基础上再出发，从多种角度纵论《红楼梦》。
比较难得的是两代学者真诚对话，因是父女，又是异性，关注点有所不同，对话中既有互动，又有启
发，还有质疑，处处擦出火花，引起阅读趣味。
     [梅]父亲全面认同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甚至借用康德“天上星辰，地上道德律”的语言范式表述为
“天上星辰，地上女儿”。
《红楼梦》的这一绝对价值观、美学观固然精彩，固然有高度原创性，但是，他认为女儿嫁后会变成
“死珠”、“鱼眼睛”，这不是太贬低了“女人性”吗？
女儿性如同天上的星辰，女人性就是地上的泡沫吗？
嫁后的女人就没有美的魅力吗？
“死珠”是结婚女子的宿命吗？
青年母亲、中年母亲甚至老年母亲就不美吗？
这难道不是以“青春”的名义把女性做了等级之分了吗？
　　[复]剑梅不像我如此绝对地肯定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她从女性主义批评的立场，对曹雪芹作出学
术提问。
我喜欢剑梅的挑战，无论是针对《红楼梦》文本还是针对我的阅读。
当然，我也不会因为她是自己的女儿就会让步。
我爱女儿，但更爱真理。
就上述这一问题而言，我便回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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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1989年旅居美国，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台湾东
海大学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鲁迅美学思想沦稿》、《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罪与文
学》、《现代文学诸子论》、《人论25种》及《漂泊手记》九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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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红楼四书”总序自序一：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女儿自序二：青春共和国
的领悟第一辑　第一章  《红楼梦》阅读法门　　（一）学与悟的分野　　（二）心灵悟证与身世考
证　　（三）悟证抵达深渊　　（四）悟证与知识考古学　第二章  《红楼梦》精神内涵的四维结构
　　（一）欲向度　　（二）情向度　　（三）灵向度　　（四）空向度　第三章  《红楼梦》的题
旨选择　　（一）立名的选择　　（二）立旨的选择　　（三）立境的选择第二辑　第四章  对《红
楼梦》的女性主义批评　　（一）女性主义的多元立场　　（二）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 　　（三）女
儿性与女人性的冲突　第五章  女性的历史视角　　（一）父性向上之眼与母性向下之眼　　（二）
男人的中心眼睛和女子的中性眼睛　　（三）历史的质在女子身上　第六章  通观美学与青春图式　
　（一）曹雪芹的通观美学　　（二）女儿本体论　　（三）质美、性美、神美、貌美　　（四）情
痴、情毒、情悟第三辑　第七章  父与子的冲突　　（一）贾政的焦虑　　（二）正统与异端　　（
三）世俗贵族与精神贵族　　（四）世界原则和宇宙原则　第八章  两种人生状态　　（一）人生的
本与末　　（二）《好了歌》与大乘止观哲学　　（三）平淡栖居状态与诗意栖居状态　　（四）寻
找澄明之境　第九章  关于第三类宗教的讨论　　（一）“创教”课题　　（二）高于道德境界的类
宗教境界　　（三）第三类宗教的假设　　（四）易信仰：审美代宗教第四辑　第十章  红楼女性的
文化类型　　（一）林黛玉的庄禅文化投射　　（二）史湘云的名士文化投射　　（三）王熙凤、探
春的法家文化投射　　（四）文学文化大自在第五辑　第十一章  异端与荒诞意识　　（一）槛外人
的异端内涵　　（二）反讽小手法与荒诞大范畴　　（三）《红楼梦》的荒诞哲学　　（四）曹雪芹
的“槛外人”与加缪的“局外人”　第十二章  东西方两大文化景观——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宝玉与基督　　（二）拯救与自救　　（三）返回苦难与超越苦难　　（四）宝玉、阿廖沙
、梅什金后记  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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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梅：今天想和您讨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这是您研究《红楼梦》的一个出发点。
王国维写作这篇论文时才27岁，真是天才。
您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已做了不少分析，对这篇论文的突破性贡献做了很高的评价，通过您的
评论，现在我已明白《红楼梦》大于家国境界和历史境界的宇宙境界，也明白其悲剧是“共同犯罪”
（共同关系）的结果，但也明白王国维只讲悲剧、未讲荒诞剧的阙如。
另外，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您还用类似结构主义的方式，把握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是“欲”、
“情”、“灵”、“空”的四维结构，王国维太偏重“欲”的维度，对其他维度则有所忽略。
我很希望您从这四个维度出发，再评述一下王国维的得失。
（一）欲向度复：四维结构也可以更明白地说具有四个向度。
先讲一下“欲”的向度。
“欲”是个大概念，二十年前我在《性格组合论》中曾把“欲”作为一个系统加以分解，并作了图表
。
日本的竹内实先生特别写了文章，评介我的情欲论的意义。
我们不应当停留在欲的概念上，而应当针对王国维的解说进行再解说。
王国维第一次把叔本华的哲学视角引入《红楼梦》评论，让人们大开眼界。
叔本华哲学受佛学哲学影响很深，而《红楼梦》又被佛教精神所覆盖，因此，引入叔本华便显得很自
然，对应度很高，并不是用先验的哲学框架去硬套《红楼梦》，这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还站得
住脚的原因。
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人生之海就是苦海。
而痛苦的原因就是人的身体具有无休止的欲望。
我讲解《金刚经》时就说，《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
身体产生欲望，欲望产生“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产生种种妄念、烦恼与痛苦。
叔本华也抓住这一点，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个错误，就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因为生下来就有欲望，欲望
永远难以满足，悲剧便永远无法落幕。
王国维发挥叔本华的悲剧论，根据谐音，认为宝玉、黛玉的“玉”便是“欲”，因此他们的悲剧是欲
望无可克服的悲剧。
其悲剧既是共同关系的结果，也是自作孽的结果。
王国维依据佛教原理所作的悲剧解释，其优点是从人性根蒂去寻找悲剧原因，有很大的真理性。
但是，王国维所讲的这一面只是佛教对人生本质（也是世界本质）的认识，佛教还有另一面，就是对
欲的破除，其破除的内容就是灵的内容，空的内容。
王国维虽然也探讨“解脱”，但太简单。
尤其是对于“情”，王国维的论述更为薄弱。
梅：“欲”和“情”这两大范畴，《红楼梦》的重心是“情”。
红楼中人都有欲，但始终在“欲”里打滚，迷恋功名、权力、财富、美色的名利之徒，“国贼禄鬼”
，如贾赦、贾蓉、薛蟠等，只是一部分人，这是泥浊世界的主体，欲望的化身，他们的悲剧倒真的是
被欲望烧得执迷不悟的悲剧；而贾宝玉、林黛玉以及那些诗意女子却是蔑视欲望，看不起名利之徒的
净水世界的主体，他们是从欲望中升华了的情感生命。
复：不错。
《红楼梦》中有生命升华的大中心内容。
整部《红楼梦》为什么那么美，正是它有两种大提升。
一是外自然的人化；二是内自然的人化。
石头是外自然，《石头记》就是一块石头通灵后化成人的传记，这是外自然的人化。
而“欲”是人的内自然，动物也有欲，有食欲性欲，但《红楼梦》又呈现了欲向情提升的诗意过程。
贾宝玉周岁时别的不要，就抓住胭脂钗环，这是欲。
他喜欢吃丫环脸上的脂粉，也是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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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到宝钗的身体丰满，想到她的肉移一点给林妹妹就好，也是欲。
但是，宝玉在黛玉的精神与情感的导引下，不断把欲提升为情，也从泛情逐步转向专情。
这是《红楼梦》的根本性内容。
李泽厚一辈子讲美学，讲美的根源和美的本质，就讲自然的人化，讲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变迁，特别是
讲内自然（欲望）的人化。
王国维讲欲时，未讲欲向情提升即未讲内自然的人化，是一个很大的不足。
梅：李泽厚的美学书我也读，却没想到石头——自然的人化，欲的情化，您这样解说，我觉得很新鲜
，也很有道理。
《红楼梦》的重心确实在于欲向情的转化和提升。
林黛玉、贾宝玉的悲剧并不是“欲”不能满足的悲剧，而是“情”无处存放的悲剧。
复：出国之后这十七八年，我一直迷恋《红楼梦》，并觉得它佛光普照，从根本上帮助了我，不是别
的，恰恰是这部巨著破欲、破执、破妄的大精神启发了我。
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光辉乃是看透欲望、看透色相的生命光辉。
尤其是贾宝玉，我说他是知识分子至少是我的“救星”，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破一切执，化一切迷
，放下一切世俗欲望即功名、财富、权力等欲望的大超脱精神。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悟红楼>>

后记

父亲在海外的精神之旅，到了近年，回归到中国文学经典和中国文化经典，而这些经典中，最让他痴
迷眷恋的精神故乡就是《红楼梦》。
他面壁沉思时悟的是《红楼梦》，浪迹四方时携带的也是《红楼梦》，此时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就
是带着精神故乡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漂泊者和思想者。
他讲述《红楼梦》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和点缀自己，而是为了穿越生命困境而拯救自己。
他不故作学问姿态，但求生命境界。
文学思索可以和生命如此贴近，这是父亲给我最重要的启发。
我因为从小就喜欢读《红楼梦》，现在又受父亲的感染，便起了与他对话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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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悟红楼》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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