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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心武揭秘》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掀起红学热潮，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红学爱好者褒贬不一。
究竟孰是孰非?     本书针对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秦学)研究，从学术视角和平等交流的层面，提出一
系列质疑和理性批评，主要证谬了刘心武“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及其内涵，得出了“秦学”缺乏文
献依据的结论。
作者并结合多年对红学的研讨，阐述了《红楼梦》文本的叙事内容和曹家本事，提出研究红学的目的
是探寻《红楼梦》的审美价值，领悟其博大的思想、文化和哲思。
     相信读者能在与《刘心武揭秘》的对照阅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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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铁生，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叙事学会理事。
主要致力于叙事学和 古典文学学术研究。
主要专著有：《》中国在古典小说叙事研究、《古汉语通论》、《诗词话人才》、《三国演义艺术欣
赏》、《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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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序言二  一、尊重他人是学术批评的基本原则  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批评  三、与刘心武先生争
鸣的意义第一章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  一、刘心武现象寓示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  二、
刘心武“揭红”使名著变了味儿  三、“平民红学”背后的个人学术情结第二章 红学史上的“秦可卿
之争”  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学术通信，引发了关于“秦可卿之死”的考证  二、秦可卿在《
红楼梦》中究竟是一个什幺、样的形像  三、刘心武摘取只言片语，形成所谓“秦可卿原型” 第三章 
刘心武“秦学”的可卿之疑  一、被刘心武称为“野种”的她，在其故事新编里又成为皇族的公主  二
、可卿形象的基本表征是温柔俏丽，善解人意，但并未披露更丰富的性格内涵  三、所谓“棺木”等
事只与贾府权势有关，与可卿出身并无太大联系第四章 刘心武“秦学”的贾珍真相  一、“造衅开端
实在宁”，贾珍正是宁国府的败家子  二、刘心武“贾珍冒死收养皇帝政敌的遗孤”，是借助想象探
佚“曹雪芹的构思  三、从发问“贾珍何罪之有”到否定《红楼梦》叙事结构第五章 刘心武“秦学”
的元春辨析  一、刘心武笔下的贾元春已完全不同于《红楼梦》中贾元春的形象  二、文本中贾元春的
形象只是一个过场人物  三、曹雪芹关于贾元春的判词和《恨无常》曲，对角色有非常明确的预言  四
、“元妃省亲”素材源于“康熙南巡”，并与‘曹家接驾康熙帝的历史契合第六章 第十八回至五十三
回写的是什么  一、文学作品中写实与虚构，都是为了烘托环境和刻画人物，而不能以此证实具体的
历史年代  二、《红楼梦》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反映宝黛钗爱情悲剧与王熙凤的机关算尽反误卿卿性
命  三、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捕捉不到文本叙事的整体印象第七章 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写了
哪年的事  一、《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不是“乾隆二年的事情”   二、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
回写的是什么内容  三、刘心武先生的观点与《红楼梦》文本完全背离第八章 第七十回至八十回是“
乾隆三年”吗?   一、刘心武关于“第七十回到第八十旧，写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缺乏理据  二、《红
楼梦》第七十回至八十回的叙事内容是什么  三、对刘心武先生的说法也要辩证分析和看待第九章 曹
雪芹家族的沉与浮  一、史学不是靠“悟”，而是靠“证据”  二、曹雪芹家族的五代人  三、雍正上台
与曹家的败落第十章 乾隆初年曹家是否有过中兴  一、“以贾证曹”，“以曹证贾”将观众或读者引
入一个极大的误区  二、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兴过呢?  三、曹家败落的主要原因  四、《红楼梦》文本
是如何反映贾府由盛而衰的过程的第十一章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  一、刘心武对周汝昌考证
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二、刘心武对周汝昌探佚成果的全面接受  三、对刘心武承继下来的学术观点的再
评价  四、刘心武的考证和探佚其实更有诱惑力第十二章 关于“原型”与“虚构”的对话  一、关于“
自叙性、自传性”小说与“生活原型”  二、关于“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  三、“生活原型”
其实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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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秦可卿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排名最后而又最先离去的一位，从第五回出场到第十三回便去
世了。
她是一个双重的人物形象，在神仙梦幻的世界里，她是一个梦幻式的人物。
曹雪芹泼洒了大量的笔墨，描绘她在《红楼梦》全书叙事结构中具有的特殊意蕴。
在现实世界里，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隐喻式的过场人物。
用墨虽少，但在《红楼梦》的人物画廊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秦可卿在神仙梦幻的世界里，担负着《红楼梦》，全书叙事结构中特殊艺术使命。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红楼梦》前五回介绍了两类人物形象，冷子兴的叙事使命是演说贾
府主子的辈分和姻亲关系；秦可卿的叙事使命是引领宝玉，透过宝玉的眼睛，介绍贵族小姐和主要丫
环的命运。
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对他说：“今既遇尔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子独为我闺阁
增光，见弃于世道，故引子前来，醉以美酒，沁人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
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秦可卿的出场，首先是作为贾宝玉梦魂的引路人而出现的，将宝
玉带至天上的“清静女儿之境”，使宝玉得以窥视“薄命司”中“金陵十二钗”册子，听仙女演奏《
红楼梦》十二曲。
这些册子中的判词、画页和曲词互为补充，隐喻和预示了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青年女性的思想
性格、身世遭遇和命运结局；同时因贾宝玉同情这些被封建礼教毒害和压迫的女性，关注她们的命运
，分担她们的痛苦，也就确立了贾宝玉作为“诸艳之冠”的身份。
    其二，秦可卿临死前给凤姐托梦，说出一件未了的“心愿”，也就是从事物发展的哲理高度，所谓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盛筵必散”等等；讲到了贾府保
持“退路”的具体治家方略：“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
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
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秦可卿只是作为小说叙事的设置，引出贾府的当家人王熙凤的心理活动，王熙凤的思
虑。
    秦可卿托梦的两人，一个是贾府的接班人贾宝玉，一个是贾府的当家人王熙凤，都是《红楼梦》的
轴心人物。
“宁荣二公”在天之灵把贾府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了，并把挽救其家族颓危的办法托付给
了警幻仙姑。
她和其妹秦可卿充当媒介传给贾宝玉和王熙凤。
然而，在“宁荣二公”看来聪明灵慧、略可望成的贾宝玉并没有从警幻仙姑的规引中人正，反而走向
背离封建正统的道路。
贾府精明的当家人王熙凤听了秦可卿一番“心愿”嘱托，梦醒后除了“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
之外，并没有放在心上。
她仍然不放过机会，挖空心思，聚敛钱财。
什么祖宗大业、子孙退路，都弃之脑后，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悲剧，落了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秦可卿在《红楼梦》叙事结构中是一个隐喻式的人物，她穿插在梦幻仙境和现实人间，连接太虚幻
境和大观园这两个世界，幻中显真，以幻拟真，以真托幻，把她点染得飘渺幽微，如烟如云。
    秦可卿在《红楼梦》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过场人物，来去匆匆。
直接描写她的笔墨不多，大多是借别人之口的间接描写。
在第五回她刚露脸时，就放弃了对她直接的详细描写，而是选取了贾府最高权威——贾母的视角，对
其作了侧面的勾勒：“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
中第一个得意之人。
”    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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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红学专家撰写，学术视角质疑刘心武，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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