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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拙著《石头记探佚》1983年初版时，周汝昌先生和姚奠中先生曾分别赐《序言》和《前言》。
姚先生在《前言》中说：“为什么书名不用《红楼梦》而用《石头记》呢？
他的意见是：因为《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名、初名，用这一书名，就带有追求原著本来面貌的
倾向；而所谓‘探佚’的‘佚’，是指原有而丢失了的部分，虽丢失了，但仍有若干蛛丝马迹，可资
探索，所以要探。
因为要了解曹雪芹，就必须读他的原著；要读他的原著，就必须剥去后人篡改了的部分，再考补已佚
失了的部分，才有可能。
‘探佚’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是对“探佚”最简明扼要的概括。
弹指一挥间，已经进入21世纪20年代，红学探佚的意义早已大行于天下，《石头记》和《红楼梦》的
版本情况也已经人所共知，因此，为了更醒目、更大众化，这次第四版的《石头记探佚》改名为《红
楼梦探佚》。
周汝昌先生当年所赐《序言》中则有云：“红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
”又谬奖拙著的写成：“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
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
”199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有《石头记探佚》辞条，说此书的出版“兴起了
一个红学分支——‘探佚学"’。
从拙稿开始写作的1980年算起，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探佚学从初出茅庐到走向辉煌，证明姚先生、周先生和《红楼梦大辞典》的高瞻远瞩，良非虚语。
30年来，红学界的探佚研究，论文发表了近百篇，专著出版了十几种。
而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改编，取了探佚思路，实际上是探佚成果的艺术
再现。
央视“百家讲坛”2004年推出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其中有我的两讲《红楼梦的断臂之美》和《
曹雪芹的超前之思》，也就是“红楼梦探佚”，后来出了光碟，从此成为全国许多教育单位经常使用
的电化教材。
2005年“百家讲坛”又推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当年的一个
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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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红学探佚学的代表作，由涵盖所有红楼重要人物的结局与八十回后主要发展线索的严谨考究为
特色，在出版后激起了极大的反响。
目前是该书的修订第四版。
探佚就是通过研究《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草蛇灰线”等“伏笔”，以及小说的情节发展、思想倾向
、人物性格的必然演变趋势，再结合脂批和其他材料，综合研究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的情况，进
而探讨曹雪芹完整的艺术构思。
探佚学所解决的问题正是一般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
正因如此，在红学百年的发展史上，尽管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的派别，但是很多学者都或多或少
地在做着探佚的工作。
而在探佚研究方面，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是最早的提倡者和力行者，而梁归智教授写出了第一本探佚
学专著，实质性地推进了红楼梦探佚的工作，是探佚学成就最大的学者。
周汝昌先生对他的成果极力赞赏，并为本书撰写推荐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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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归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中主讲“红楼梦的断臂之美”与“曹雪芹的超
前之思”。
在治学上以文本考证为基础，以艺术感悟为核心，以哲学思辨为向度，自成一家。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资格。
1995年至1996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
2006·年至2008年任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化系教授。
已出版《石头记探佚》《新评新校红楼梦》《红楼探佚红》《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
》等多部著作，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分支——“探佚学”，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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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楼梦探佚》序《石头记探佚》序写在《石头记探佚》的前边自序《石头记探佚》新版前言《石头
记探佚》三版识语考论编：佚探有无之外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海内王妃还是海外王妃?“放风筝”
的启示史湘云嫁贾宝玉说贾芸和小红“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别解卫若兰射圃草蛇灰线之演绎“金玉姻
缘”的真和假应是“绿肥红瘦八十回后之贾元春铁骑未出刀暗鸣说《姽婳词》辨林黛玉之死林黛玉死
于春末非死于中秋辨薛宝钗的“金玉姻缘老太太和太太“一从二令三人木”之我见关于靖藏本一条脂
批的校读话说柳湘莲铁网山传奇贾宝玉真的“悬崖撒手”了吗?通灵玉为什么是红色的?暖香坞春灯谜
与薛小妹怀古诗薛宝琴不入薄命司李纨的“晚韶华”与贾兰的“虚名儿妙玉何去何从“中山狼”小考
贾惜春出家刘姥姥救巧姐“全璧”中的花袭人尤三姐的厄运“抄没贾府”考佚稿故事共历几年?“情榜
”证情“探佚”拾零情哥哥偏寻根究底思理编：梦寻真假之间《红楼梦》里被迷失的世界论“红学”
中“探佚学”之兴起《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美学史上的一幕悲剧《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
——“空灵”与“结实”的奇观含蕴着东方浪漫的罄香——《红楼梦》与浪漫主义从“薄命司”到“
情榜《红楼梦》的两种悲剧观《红楼梦的两种悲剧观》补论《红楼梦》里的“典型”和“类型”论《
红楼梦》的美学系统《红楼梦》的审美接受及其启示《红楼梦》现象的文化剖析电视剧《红楼梦》主
题歌曲联播插白论《红楼梦》的文化意义钗黛合一与儒道互补情不情与圣爱——《红楼梦》比较文化
研究《红楼梦》的续书及佚稿研究概论大梦谁先觉——胡适之红学观谫论智者千虑——海外《红楼梦
》研究的一个侧面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高山流水、才学识与
精神家园——与王蒙对话《红楼梦》研究的研究误解与知音——“两个世界”与探佚学附录版本情况
简介探佚论文、专著篇目辑要后四十回《红楼梦》研究论文、著作篇目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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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读《红楼梦》的人，因其结构的周密，与其错综的复杂，好像跳人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浪
澎湃；而且前起后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于何地，止于何时，使我们兴茫茫沧海无
边无际之叹！
又好像人海潮正盛时的海水浴一般，每次波浪，都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抚慰与快感；而且此浪未复，他
浪继起，使我们欲罢不能，非至筋疲力倦不已。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毫无疑问，把《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作为一个单独的系统来研究是一个
有待努力的课题，它也是原著美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已经有专著出版。
这里只想指出，它之所以取得那么惊人的成就，是原著美学系统各要素结构的产物，绝不是一个单纯
的语言问题，只有从整体上把握分析，才能穷其奥妙。
即以其生动性而言，“干涉时世”的思想内涵使其深刻，“假语村言”的曲折表达使其含蓄，“追踪
蹑迹”的写实使其逼真，浪漫写意又使其俊美，对传统的继承使其丰富，刻意创新又使其独具个性。
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就是极其生动又富有创造性的语言。
像“试忙玉”、“时宝钗”、“宝玉情赃”、“平儿情权”这样的遣词造句，脱离开原著的整体，你
简直就无法读懂。
如果不了解贾宝玉“无事忙”的个性特征及其深刻内涵，怎么能领略“忙玉”的遣词之妙呢？
因此，原著《红楼梦》整体意境的无限性与含蓄性特点也就容易理解了，这正是原著美学系统的综合
效应。
这个美学系统有着极大的弹性，表现出深广的内涵，归根结底是由其独特的美学结构所决定的。
当然，从“接受美学”角度看，读者与时代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但无论时代环境如何变迁，读者的思
想与趣味如何各异，人们却只是从《红楼梦》而不是从其他传统小说激发出层出不穷的感受和联想，
足见那根据还在原著《红楼梦》本身。
综上所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是一个独立的美学系统，它有自己的美学结构，产生了独特的美学
效应，这些美学效应从另一个层次上又各自形成了新的子系统。
我们对这些系统的探索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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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敢说，红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周汝昌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
——引者）工作都做，自己的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没有探佚，我们将永
远被程高伪续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
地步的！
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周汝昌（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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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楼梦探佚》：红楼梦探佚集大成之作这是-条探佚的掌脉——胡适，俞平伯，鲁迅，周汝昌，吴世
昌，胡风，宋淇，余英时，梁归智，刘心武。
《红楼梦》，以一个残缺的文本.尚成就中国文学不可企及的高峰。
多少人为之喟叹，为之想象全壁的完美。
八十回后之贾元春，史湘云嫁贾宝玉说辨林黛玉之死，贾宝玉真的“悬崖撒手”了吗？
薛宝钗的“金玉姻缘”，妙玉何去何从，林黛玉死于春末非死于中秋辨，“一从二令三人木”之我见
，薛宝琴不入薄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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