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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红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对高鹗续书、
《红楼梦》人物、《红楼梦》风格、后三十回《红楼梦》之原貌等红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探索，是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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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平伯（ 1900－1990），著名红学家、诗人、作家。
浙江德清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
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多年。
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作品有诗集《冬夜》《古槐书屋间》，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
《红楼梦研究》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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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第七十五回之目是“异兆发悲音”。
本文上说：“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
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竦然。
⋯⋯恍惚闻得祠堂内桶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阴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　　起来。
”　　高鹗补抄家一节文字，本此。
他写宁府全抄了，也本此。
《红楼梦》写宁国府的腐败，极有微词，将来自应当有一种恶结果。
且“树倒猢狲散”“有罪家产人官”说在秦氏口中。
甄家被抄事，又从尤氏一方面听来。
异兆发悲音，又专被贾珍他们听见。
再证以第五回，“造衅开端实在宁”等处，可见将来被祸，宁府尤烈。
高氏写此等处非无根据，但到末尾数回，自己完全推翻了上边所说的，实在是他的大错。
　　(四)贾氏复兴　　(1)“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第一回)　　(2)秦氏冷笑道：“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第十三回)　　我所找着的，
可以替他作辩护，只有这两条。
而其实都靠不住。
(1)或指一人一事而言，未必是说贾氏复兴，我疑心是指李纨贾兰的事情。
(2)秦氏所说，正是反话，所以在下边紧接一句，“岂人力所能常保的?”她又说：“万不可忘了那盛
筵必散的俗语。
”可见她无非警告凤姐，处处预作衰落时的打算，不致将来一败而不可收拾，并非作什么预言家。
后来闪凤姐毫不介意，且更威福自恣，以致一败涂地，应了荣宁两公的“运终数尽”的话。
高鹗补得不对，我不必再为他辩护。
　　(五)黛玉早死　　(1)“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第一回)　　(2)和尚说：“⋯⋯只怕他的病，
一生也不能好的!”(第三回)　　(3)“欠泪的，泪已尽。
”(第五回)　　(4)黛玉道：“我作践厂我的身子，我死我的!⋯⋯偏要说死!我这会就死!⋯⋯正是了；
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死活凭我去罢了!”(第二十回)　　(5)黛玉续偈说：“无立足境，方
是干净!”(第二十二回)　　(6)葬花诗上说：“红消香断有谁怜?⋯⋯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
谁?⋯⋯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倾!⋯⋯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环净土掩风流。
⋯⋯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
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第二十七回)　　(7)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
(第二十八回)　　(8)“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
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
’我虽为你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第三卜二回)　　(9)“那黛玉还要往
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
⋯⋯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深。
”(第三十四回)　　(10)黛玉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
宝钗来望她，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
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些似的。
”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
(第四十五回)　　(11)黛玉抽着的诗签，是一枝芙蓉花，题着“风露清愁”，有一句诗，道是：“莫
怨东风当自嗟。
”(第六十三回)　　(12)黛玉做的柳絮词，有“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第七十回)　　(13)黛玉和湘云联句有“冷月葬诗魂”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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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云道：“只是太颓丧了些。
你现病着，不该作此凄清奇谲之语。
”(第七十六回)　　(14)妙玉笑道：“有几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
此亦关于人之气数而有⋯⋯”(同)　　(15)黛玉叹道：“我睡不着，也并非一日了，大约一年之中，
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
”湘云道：“你这病就怪不得了!”　　(16)宝黛推敲晴雯诔中的字句。
宝玉说：“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陡然变色。
虽有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
(第七十九回)　　这不过随便翻捡着，可举的已有十六条之多。
如仔细寻去，八十回中暗示黛玉之死，恐怕还多着呢。
高鹗补书，以事迹论，自然不算错，只是文章却不见高明，这也容我在下篇批评。
　　(六)宝钗与宝玉成婚　　(1)《红楼梦曲》——“都道是金玉良缘⋯⋯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五回)　　(2)第八回高本的回目，是“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
巧合认通灵。
”　　(3)同回宝玉到宝钗处，宝钗看他的那块玉，口里念叨：“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莺儿嘻嘻的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拿宝钗的项圈行，是“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与我的是一对儿
。
”　　(4)“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
⋯⋯”(第十二回)　　(5)宫中所赐端午节物，独宝钗和宝玉一样。
　　(6)宝五听黛玉提出“金玉”二字，不觉心里疑猜。
　　(7)宝钗因有“金锁是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
　　(8)宝玉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宝钗形容，比黛玉另有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
(以上四条，均见第二十八回。
)　　(9)薛蟠说：“从前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配。
”(第三十四回)　　(10)贾母道：“提起姊妹们⋯⋯都不如宝丫头。
”(第三十五回)　　　而且我更不懂，高氏写这段文字的意旨所在。
上边所批评的各节，虽然荒谬，还有可以原谅之处；这节却绝对的没有了。
他实在可以不必如此写的，而偏要如此写法，这真有点令人莫测。
即王雪香向来处处颂赞他的，也说不出道理来。
他只说：“作者借宝黛两人口中俱为道破。
”为什么要借两人口中？
有什么要道破?这依然是莫名其妙的话。
　　(16)黛玉的心事，写得太显露过火了，一点不含蓄深厚，使人只觉得肉麻讨厌，没有悲侧怜悯的
情怀。
(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回)　　这是
我主观上的批评，不为定论。
我想同时或者有人以为高氏补这几回书是很好的罢。
现在姑且引几条太显露的，我以为劣的，如下：　　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
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
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依宝玉这般人才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
”“好!　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均见第八十二
回)　　黛玉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两眼反插上去。
(第八十三回)　　“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热，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第八十九回)　　
“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了他们的金玉也未可知?”(第九十五回)　　“宝玉!　宝玉!你好!⋯⋯”(第九十
八回)　　这些都太过露，全失黛玉平时的性情。
第八十三回所写，尤不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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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回写黛玉做梦，第八十九回写她绝粒，都是毫无风趣的文字。
且黛玉的病，忽好忽歹，太远情理。
如第九十二回，黛玉已“残喘微延”，第九十四回又能到怡红院去赏花；虽说是心病可以用心药治，
但决不能变换得如此的神速。
且这节文字，在文情上，似乎是个赘瘤。
高氏或者故意以此为曲折，但做得实在太不高明，只觉得麻烦而且讨厌。
至于第九十五回，黛玉以拆散金玉为乐事。
这样的幸灾乐祸，毫不替宝玉着急，真是毫无心肝，又岂成为黛玉?写她临死一节文字，远逊于第七十
七回之写晴雯，只用极拙极露的话头来敷衍了结，这也不能使读者满意。
总之，以高鹗的笨笔，来写八面玲珑的林黛玉，于是无处不失败。
补书原是件难事，高氏不能知难而退，反想勉为其难，真太不自量了。
　　(17)后来贾氏诸人对于黛玉，似大嫌冷酷了，尤以贾母为甚。
(第八十二、第几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回)　　这也是高作不合情理之处。
第八十二回，黛玉梦中见众人冷笑而去；贾母呆着笑，“这个不干我事。
”第九十六回，写凤姐设谋，贾母道：“别的事，都好说!林丫头倒没有什么。
”第九十七回，鸳鸯测度贾母近日疼黛玉的心差了些，不见黛玉的信儿，也不大提起。
又说：“黛玉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
”又说：紫鹃想道，“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第九十八回，王夫人也不免哭了一场；贾母说：
“是我弄坏了他了!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傻气。
”　　这几节已足够供我们批评的材料。
贾氏诸人对于黛玉这样冷酷，文情似非必要，情理还有可通。
至于贾母是黛玉的亲外祖母，到她临死之时，还如此的没心肝，真是出乎情理之外。
八十回中虽有时写贾母较喜宝钗，但对于黛玉仍十分钟爱、郑重，空气全不和这几回相似。
像高氏所补，贾母简直是铁石心肠，到临尸一恸的时候，还要责备她傻气，这成什么文理呢!所以高氏
写这一点，全不合三标准。
况且即以四十回而论，亦大可不必作此等文字。
高氏或者要写黛玉结局分外可怜些，也未可知。
但这类情理所无的事情，决不易引动读者深切的怜悯。
高氏未免求深反惑了!　　(18)凤姐不识字。
(第九十二回)　　这是和八十回前后不相接合的。
我引八十回中文字两条为证：　　凤姐会吟诗，有“一夜北风紧”之句。
(第五十回)　　“凤姐⋯⋯每每看帖看账：也颇识得几个字了。
”后来看了潘又安的信，念给婆子们听。
(第七十四回)　　这是凤姐识字的铁证，怎么在第九十二回里，说凤姐不认得字呢?这虽是与文情无关
碍，但却与前八十回前言不接后语，亦不得不说是文章之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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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　　一九二一年四月到七月之间，我和顾颉刚先生通信讨论《红楼梦》，兴致很好。
得到颉刚的鼓励，于次年二月至七月间陆续把这些材料整理写了出来，共三卷七十篇，名曰《红楼梦
辨》，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这书并未再版，现在有些人偶尔要找这书，很不容易，连我自己也只剩得一本
了。
　　这样说起来，这书的运道似乎很坏，却也不必尽然。
它的绝版，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
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
所以在《修正红楼梦的一个楔子》一文末尾说(见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杂拌》一一一页)，“破笤帚可
以掷在壁角落里完事。
文字流布人间的，其掷却不如此的易易，奈何。
”　　读者当然要问，错误在什么地方?话说来很长，大约可分两部分，(一)本来的错误，(二)因发现
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
各举一事为例。
第一个例：如中卷第八篇《红楼梦年表》曹　　雪芹的生卒年月必须改正不成问题，但原来的编制法
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
《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　　的传记行状看啊。
第二个例：我在有正戚本评注中发现有所谓“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却想不到这就是散佚的原稿，误
认为较早的续书。
那时候材料实在不够，我的看法或者可以原谅的，不过无论如何后来发现两个脂砚斋评本，已把我的
错误给证明了。
　　错误当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谈何容易。
我抱这个心愿已二十多年了。
最简单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边，而且所谓脂砚斋评本也还没有经过整理，至于《红
楼梦》本身的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
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
别的小说的研究，不发生什么学，而谈《红楼梦》的便有个浑名叫“红学”。
虽文人游戏之谈却也非全出偶然，这儿自然不暇细谈，姑举最习见的一条以明其余。
　　《红楼梦》的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书名
五个：《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人名也是五个：空
空道人改名为情僧(道士忽变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吴玉峰，曹雪芹，脂砚斋(脂砚斋评书者，非
作者，不过上边那些名字，书上本不说他们是作者)。
一部书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假，谁先淮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
，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的化身吗?还确实有其人?就算我们假定，甚至于我们证明都是曹雪芹的笔
名，他又为什么要玩这“一气化三清”的把戏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文人狡狯，但这解释，您能觉得圆
满而惬意吗?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
叹，从何处去下笔呢?下笔之后假如还要修正，那就将不胜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为佳。
　　最后，我也没机会去修改这《红楼梦辨》，因它始终没得到再版的机会哩。
　　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
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的鼓励。
近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
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
除根本的难题悬着，由于我的力薄，　　暂不能解决外，在我真可谓因缘具足非常侥幸了。
我就把旧书三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
其下卷有一篇是一九四八发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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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篇名虽同旧书，却完全改写过，所以也算它新篇。
共得三卷十六篇。
原名《红楼梦辨》，辨者辨伪之意，现改名《红楼梦研究》，取其较通行，非敢辄当研究之名，我的
《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
　　一九五○年十二月，俞平伯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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