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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
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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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楼梦人物论》里像这样精辟的段落太多了，我不能把全书都抄在这篇序言里!虽然这些话都
是20世纪40年代写下来的，但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新鲜，而且有多深的内涵、多重的分量啊!对《
红楼梦》能作如此深刻透辟的理解的，我认为王昆老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我可以说，只要《红楼梦》存在，就需要这本《人物论》的存在，读者需要解读《红楼梦》，至少是
解读《红楼梦》里的爱情、婚姻、妇女问题，这也是《红楼梦》最主要的方面，读者是不能没有这部
书的。
　　在我的故乡太湖风景区的鼋头渚最高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幢“七十二峰山馆”，这是王昆老的旧
居，有好多次重要的地下工作会议也是在这里开的，虽然他后来不住这里了，但解放后，陈丕显、陈
毅还曾去过，邓颖超还关心过这幢房子，我几次到鼋头渚去，总要去看看这所房子，作为对乡贤的仰
慕。
我现在忽发奇想，想建议再为这所房子增加一个名字，叫做“解梦山馆”，以纪念王昆老对红学的重
大贡献。
我希望得到金陵的理解，我想这是十分值得的，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奇书，解《红楼梦》实在不容
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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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昆仑，原名汝虞，笔名鲲、太愚。
原籍江苏无锡，生于河北。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76年起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1948年赴美考察。
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著有《红楼梦人物论》，昆曲《晴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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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代序）花袭人论晴雯之死李纨与秦可卿大观园中的遁世者——妙玉、惜春、
紫鹃、芳官政治风度的探春平儿与小红《红楼梦》中三烈女——鸳鸯、司棋、尤三姐贾府的太太奶奶
们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刘老老是丑角吗？
王熙凤论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贾府的奴仆们史湘云论薛宝钗论林黛玉的恋爱黛玉之死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宝玉的逃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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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屋绣榻锦衣玉食的贾宝玉，实际上是被困在精神牢狱之中。
礼教的高压，情网的缠陷，使得他如果不发疯，不自杀，就只有逃亡——“出家”这一条路。
　　宝玉的父亲是一个正统的士大夫，要他读书应考，规行矩步，继业扬名；而他自己偏是反对正统
礼教，鄙薄功名利禄，一腔的叛逆思想。
由于他的志趣和环境背驰，致使他不愿去和社会接触，即使在家庭里，他的生活园地也很局促。
他生命中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常陷身于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晴雯、袭人这些少女们的围绕和纠
纷之中。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能理解妇女悲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作者曹雪芹一样，创造出那么多
的妇女典型。
在形形色色的女性中，作者把她们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居于当权地位的人物，如贾母、王夫人、王熙
凤等等，而作为恋爱故事中主要人物之一的薛宝钗也是这一类中正统思想的现实的功利主义者。
另一种是正和她们相对立的人物，以林黛玉为主以及晴雯、司棋、龄官、芳官、尤三姐等人。
她们是和现实环境对立、反抗统治力量、要求个性解放的。
依照当时社会法则，前者应当胜利，而后者必归失败。
但作者却深深看透在他那个时代里，一般女性都逃不出痛苦的命运。
试看有几个不是经受折磨而归于悲惨的结局？
坚持恋爱自由的林黛玉固然是失望而死，似乎现实中取得胜利的宝钗，也只争到一个活不得死不得的
地位。
而一般专给别人制造厄运的统治者，到了最后，也抵挡不住“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一起被埋葬了。
这样，才完成了一部封建时代妇女生活写实的大悲剧。
　　作者曹雪芹笔下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几乎每一个都很成功，而用力最大的要算是林黛玉、薛宝钗
、王熙凤等。
他以艰苦沉重的心情写黛玉，以郑重深曲的笔墨写宝钗，以酣畅活泼的情调写凤姐。
作者又根据社会真实看出处于高贵地位、富于文化教养的小姐中，有黛玉、宝钗两种对立性格，在出
身下层、受人奴役的丫鬟中，也存在着晴雯和袭人两种立场、两种性格的代表人物。
　　从前有些“红学家”常提出所谓谁是谁的影身问题，当然有牵强之处。
但我们可以说：作者创造人物的性格甚至形象，有意使晴雯、龄官、五儿等，属于黛玉一型，或使她
们有某些近似之处；而袭人的为人处世，实在属于宝钗一个类型。
作者使读者从袭人更认识宝钗，从晴雯更理解黛玉。
同时，袭人与晴雯她们自己的性格、形象、故事都还独立存在着。
试问《红楼梦》的读者哪一个不是心上活生生地有一个“勇晴雯”和一个“俊袭人”呢？
她们随着黛玉和宝钗同垂久远了。
　　初读《红楼梦》的人，一见宝玉身边有个大丫鬟“袭人”，总觉得奇怪，到底为什么叫这样一个
名字呢？
贾政初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说道：“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
”他断定：“这一定是宝玉！
”于是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解答：因这丫鬟姓花，就根据古人的诗句“花气袭人知骤暖”，随口起了
这个。
结果是父亲骂他：“作孽的畜生！
”“不务正！
专在这浓词艳赋上作工夫。
”胸中墨水不多的贾政，因为责怪儿子，竟把陆放翁诗句“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也
骂成“浓词艳赋”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给这个丫鬟起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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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红楼梦》的批注者，根据作者塑造的袭人性格加以说明：“偃旗息鼓，攻人不意者，日：袭
。
”另有索引派一种说法：袭人者龙衣人也。
指包着那块宝玉的包袱。
我们不愿意把《红楼梦》人物分析引入对历史的影射上去。
但就书中情节看来，说袭人一直在包围着贾宝玉，是事实。
宝玉在红尘生活中，朝夕不离、关系最近的，既不是王夫人和贾母，也不是黛玉、宝钗，而是袭人。
　　宝玉的侄辈贾芸初次走进宝玉房里，看见一个大丫鬟给他倒茶，“细挑身子，容长脸儿，穿着银
红袄儿，青缎子背心，白绫细折儿裙子”。
这也就是我们读者眼中袭人的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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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著名政治活动家王昆仑引领红学研究一代潮流。
　　只要《红楼梦》存在就需要这本《红楼梦人物论》的存在。
　　——冯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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