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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王蒙看来，《红楼梦》首先是一本人生的大书，值得我们用一生经验细细品读。
这个比我们多了一点细心的读者王蒙，这个比我们又多了一点小说写作经验的作家王蒙，用他半生多
事的人生历练，用他写过无数大块文章的老练笔锋，导引着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在这里读懂《红楼》
，读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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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蒙，男，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生于北京。
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
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
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
1979年平反。
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
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
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
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
长，2002年4月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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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奴情谊深八八、刘姥姥怎么这样幸运八九、神秘的故事九○、刘姥姥的进步与可爱九一、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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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打出手一○一、李纨的牙口与贾府的激励机制一○二、权与位一○三、主奴之辨的另一面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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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也一一三、香菱学诗一一四、石呆子的扇子一一五、旋律的转变一一六、雪与青春一一七、贾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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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臭小厮”赞一四三、从恶搞到一恸一四四、爱与病一四五、宝钗时时送温暖一四六、谁能
做主一四七、粗写与虚写一四八、宝玉伤春一四九、说瞎话的本领一五○、人情世事一五一、文艺工
作者的命运一五二、原生性一五三、少女与婆子的矛盾在发酵一五四、以粗鄙取胜的传统一五五、婆
子们的民意一五六、鹰派与鸽派一五七、对玫瑰露事件的质疑一五八、鸽派理论及其他一五九、又过
生日一六○、湘云的醉卧一六一、情解石榴裙一六二、芳官的位置一六三、最后的欢乐一六四、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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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四 宿命的悲哀　　凤姐睡了，梦见了秦可卿。
秦氏是临死了来托梦，讲的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普遍规律，是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的可
怕前景。
　　类似的思想在书中不断出现，这是《红》书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再发展一步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虚无主义。
《红》是一部交响乐，有快乐的青春快板，有缠绵的二重奏，有叮叮当当的民间舞曲，有如诗如画的
行板，有苍凉的从大荒山到寺庙神佛的打击乐，尤其是不断地有这个则亏则溢，树倒人跌，最后白茫
茫大地真干净的主题出现。
　　封建社会的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一个家族又一个家族，一个人物又一个人物，盛而衰，兴而亡
，否极泰来，周而复始的实例太多了，只能被解释为宿命。
宿命是无法解释更无法避免的，人能做的只有未雨绸缪，早做预应方案，留有余地，勿为已甚，略略
减轻一点命运的打击而已。
　　这样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但也有另外的思路。
既然人无百日好，花无十日红，那么“有权（利、力、机会⋯⋯）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一旦得势
便更加疯狂放肆，直如亡命徒一般。
　　问题是这么伟大的主题思想为什么要假秦氏之口说出？
《红》书对于秦氏着墨并不算多，但是一再造势，又是模样如何性格如何，又是上下没有人不喜欢她
，宝玉又是在她房里神游太虚境，而且警幻仙子之妹名为可卿。
整个对秦可卿的描写如妖如仙如神如幻，如自天降，如归太虚，来无影去无踪，令人狐疑困惑不已。
　　在众多真实可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人物中，出现个把不知就里、摸不着头脑的人物，不仅不
觉突兀，反而令人感到了灵动的神秘。
能解释出这个人物的来历固然好，如刘心武认为她是一个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大人物；解释不出来也许
更好，世上不但有朦胧诗也有朦胧人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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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奴隶·毋宁死》是著名作家王蒙品《红楼》，细谈人性奇观，掂量“红楼公案”。
　　《不奴隶·毋宁死 》第一回里还提到另外的书名：《情僧录》和《金陵十二钗》。
虽有此名，却未见这样的版本。
用得最广泛的还是《红楼梦》的书名，所有外文译本都是用这个名称，最多翻译时加个介词，使之类
似“梦在红楼”或“红楼之梦”。
还有一个名字被坊间采用过：《金玉缘》。
我上小学时就读过名为《金玉缘》的《红楼梦》。
我拙于考据，拎不清几个名称出现的缘起始末，只想从文学性、书名学的意义上说一说。
“金玉缘”云云，向通俗小说方面发展，它突出了薛宝钗的地位，不准确，因为全书一直贯穿着究竟
是“金玉良缘”还是“木石前盟”的悖论，困扰、撕裂灵魂的悲剧性矛盾。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奴隶，毋宁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