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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学补白》虽多为只言片语，雪泥鸿爪，却能以小见大，以斑窥豹，且颇具史料性、知识性、
趣味性和线索性，言简意赅，易读耐品，一册“补白”在手，可见色彩斑斓之“红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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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赤飞，男，1958年10月生。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白家疃村人。
研究生学历。
多年在基层从事教育、宣传、文化文物、政策研究和社会管理工作。
因故乡白家疃与曹雪芹之间的特殊因缘，素喜《红楼梦》，并继而研究之。
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著有《红楼人物姓名谈》《曹雪芹与白家疃》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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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1.冯其庸的“红学感言” 2.毛泽东把蒋介石政府比作荣国府 3.李辰冬论《红楼梦》之结构 4.《石
头记》之境界似清真词 5.《红楼梦》似橄榄 6.陈诏闲章“十年辛苦不寻常” 7.陈独秀题《黛玉葬花图
》 8.胡适题《黛玉葬花图》 9.周恩来说宝玉是“半革命家” 10.俞平伯谈胡适新红学的影响 11.老舍记
曹雪芹在京西之传言 12.钱玄同尊重《红楼梦》有恒久价值 13.章太炎赞《红楼梦》善写人情 14.陈独秀
厌《红楼梦》描写之琐屑 15.王立平对《红楼梦》的整体感受 16.梅新林作《红楼曲》 17.吴稚晖自称“
刘姥姥” 18.鲁迅不喜林妹妹 19.“红楼梦”三字之出典 20.刘白羽忆吴组缃讲《红楼梦》 21.吴组缃欲
作《吴批》 22.吴组缃拒绝参观“曹雪芹故居” 23.吴组缃不喜宝钗和袭人 24.王西彦北窗下读《红楼梦
》 25.“贾宝玉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大革命家” 26.王间运称齐白石诗为“薛蟠体” 27.萧红自认是“傻大
姐” 28.刘文典解“蓼汀花溆” 29.俞平伯临终前仍翻看《红楼梦》 30.季羡林喜读《红楼梦》 31.孟十
还笔名取自《红楼梦》 32.刘雪庵谱《红豆词》曲 33.赵俪生评刘心武之“红楼揭秘” 34.刘少奇精读《
红楼梦》 35.毛泽东称周恩来是管家“熙凤” 36.周恩来夫妇喜越剧《红楼梦》 37.卓琳喜爱《红楼梦》
38.周汝昌自号“解味道人” 39.写完“贾宝玉论”，怎么处置都行 40.《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之
最 41.茅盾为吴恩裕著作题签 42.毛泽东晚年仍关注“红学” 43.吴小如以未深研《红楼梦》为憾 44.俞
平伯临终的“红学”遗言 45.王昆仑应夫人之约写“红楼人物论” 46.搞《红楼梦》的没有好下场 47.俞
平伯《红楼梦辨》手稿失而复得 48.《红楼梦》是一部天才的交响曲 49.赵树理说宝玉 50.《红楼梦》能
改变读者的人生 51.《红楼梦》的吸引力 52.钱玄同论《红楼梦》之主旨 53.吴组缃为《红楼梦》被误读
而生气 54.以生在《红楼梦》之后为幸 55.《红楼梦》是中华民族成年期的大梦 56.陈毅巧对“红楼”联
57.《红楼梦》是挣脱枷锁的学问 58.林语堂自比探春 59.王昆仑说凤姐 60.林语堂向《红楼梦》学北京话
61.李安说现在还不敢碰《红楼梦》 62.“凤姐就是我” 63.叶剑英转战途中讲《红楼》 64.《红楼梦》是
一个佛教寓言 65.二月河论《红楼》与《聊斋》 66.冯亦代自比“石呆子” 67.溥仪喜读《红楼梦》 68.
外国《红楼梦》 69.苏曼殊字号取自《红楼梦》 70.唐德刚说《红楼梦》 71.马悦然说《红楼梦》写得不
好 72.《京华烟云》影《红楼梦》 73.巴金阅评《红楼梦》 74.苏曼殊以惜春自解 75.林彪偏爱雨村和平
儿 76.毛泽东曾作“红学”长文 77.王少石自署“红楼印痴” 78.看了《红楼梦》到老都不中 79.刘海粟
为“红学”研究题联 80.能续《红楼》的人还没出生 81.《红楼梦》是中国“四宝”之一 82.吴大猷编“
《红楼梦》家族表” 83.汪精卫欲批注《红楼梦》 84.汪精卫说宝钗 85.胡兰成说鸳鸯 86.胡兰成评晴雯
87.沈尹默因病读《红楼》 88.沈尹默写诗拜曹公为师 89.沈尹默喜治“红老之学” 90.红楼人物所代表的
国人形象 91.张长弓为曲剧《红楼梦》谱曲 92.张恨水的“民国红楼梦” 93.邓友梅能背《红楼梦》回目
94.《红楼梦》是中国作家的“圣经” 95.李凖山洞中读《红楼梦》 ⋯⋯ 人名索引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学补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21.章太炎讲笑话自比贾政 章太炎学问高深，但在婚礼上，却被讲笑话窘住了，原来，依
当地之俗，在婚礼上，新郎新娘要各讲一段笑话，可章太炎不会讲，最后只得说：“吾人读《红楼梦
》，于贾二老爷谈笑话时，仿佛近之。
”没想到这一自比，倒把大家逗笑了。
 122.沈从文详注《红楼梦》 据周汝昌云：解放初，沈从文曾写有《红楼梦》详细的注稿。
 123.唐敖庆喜《红楼梦》 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痴迷《红楼梦》，人称其为“红色科学家
”，红色者，其中一意即喜欢《红楼梦》也。
他自己读过多遍《红楼梦》，也要求他的博士生要读《红楼梦》。
 124.《红楼梦》可称为“东方《民约论》” 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晚年改名蜕，号蜕庵，江苏阳
湖（今常州）人。
以《苏报》案闻名。
他研究《红楼梦》视角独特，以民国初年的民主思想评说之，云：“《石头记》一书，虽为子书，然
其涵义，乃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论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
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
”并大胆指出：具有反封建民主色彩的宝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共和议
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
” 125.《南渡记》有《红楼梦》之影 冯至读完宗璞《南渡记》后云：该书有《红楼梦》的影子。
 126.毛泽东论宝黛之消极面 毛泽东曾与周世钊等人说：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鬟服侍，不能料理自己
；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
对现代青年来说，不足为训。
 127.陈独秀不喜《红楼梦》这个书名 陈独秀不大喜欢《红楼梦》这个书名，以为用《石头记》好些。
在他所写的《红楼梦新叙》一文中，均用《石头记》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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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学补白》颇具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和线索性，言简意赅，易读耐品，一册“补白”在手，可
见色彩斑斓之“红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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