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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马瑞芳趣话红楼梦》的延续，在这部作品中马教授以诙谐而幽默、生动而有趣味的讲述，解
析了《红楼梦》中宝黛以外的至关重要的人物——王熙凤身上所潜隐的方方面面，充分显示了马教授
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底和精湛的红学研究造诣。
     作品通过对王熙凤的全新解读，一方面是从围绕凤姐的故事及人物活动之蛛丝马迹中，探察、体会
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真实想法；还有另一方面是探询、揣摩文本内外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和创作意图。
 　　本书既是一部对王熙凤全面解密、解读、解析的美文，又是一部带有探索、悬疑意味的开放式文
本；既是严谨的红学研究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通俗易懂的轻松风趣的学术随笔；既有学术价值，
又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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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瑞芳，红学家、聊斋学家、散文家、小说家。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
 
　　1942年生于山东青州，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主要文学作品：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散文随笔集《学海见闻录》
、《假如我很有钱》、《野狐禅》、《女人和嫉妒》、《漏泄春光有柳条》、《煎饼花儿》等；学术
专著《马瑞芳重校点评》、《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聊斋人物论》、《幽冥人生》
、《马瑞芳说聊斋》、《谈鬼说狐第一书》、《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等。
曾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散文一等奖、首届全国女性文学奖、山东省优
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
2005－2007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马瑞芳说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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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八面生风王熙凤  曹操凤姐　春兰秋菊  贾府的支柱和核心  玲珑剔透的务实2.凡鸟偏从末世来  曝晒在
冰山上的雌凤  一从二令三人木  聪明累和大厦倾  “末世”指什么？
3.大观园里的齐天大圣  “猴儿”和“猴儿尿”  一刻也不安宁的猴性  凤姐的“五行山”和“紧箍咒
”4.挑帘红的名角出场  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  刘姥姥眼中的王熙凤  丹凤眼·掉梢眉·依弗那5.凤姐是
风月人物吗？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上）  程高本制造的凤姐冤案  贾蓉贾蔷跟凤姐是什么关系？
  “她原行得正”6.“拥凤团”的恣意恶搞——王熙凤毒设思想局（下）  假意调情　金钩钓鱼  恶意耍
弄　小加惩戒　大动干戈　虐害取乐  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7.两个女人的生死联盟——王熙凤
协理宁国府  凤姐悲情送密友  “婶婶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  哭灵和送丧8.尴尴尬尬琏二爷——凤姐和
贾琏（上）  尴尬“管家”和尴尬“琏二爷”  此“二爷”非彼“二爷”  “色中饿狼”符号  “把我们
王家的地缝扫一扫”9.贾琏身上的有趣谜团——凤姐和贾琏（中）  贾琏凤姐青梅竹马  琏二爷和林姑
娘亲近  贾琏爱上了鸳鸯？
10.自古娇妻多含酸——凤姐和贾琏（下）  善解人意小娇妻  风流恩爱小夫妻  赵嬷嬷求职的背后故事　
招牌式“主宰”　贾琏其实是“假恋”11.刻意营造“天伦之乐”——凤姐和贾母（上）  “引着贾母
笑了一会儿”  一碗汤的玄机  斟满一杯福寿酒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12.恭维话的N种说法——凤姐和贾母
（下）  绝妙称呼“老祖宗”  “这话老祖宗说差了”  “好祖宗教给我罢”  “老祖宗不用躲着了”13.
一架挡风遮雨的屏儿——凤姐和平儿（上）  如此“通房丫头”  软语救贾琏  “我的东西她私自就送人
”14.一只装万能胶的瓶儿——凤姐和平儿（下）  “奶奶仔细手疼”  “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
做的？
”  “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
”15.三个奴才三种处置——王熙凤管理国国府（上）  李嬷嬷：老奴也要守规矩  赵姨娘：你永远是奴
才  袭人：投王夫人所好高看一眼16.放月钱挑丫鬟发工程——王熙凤管理荣国府（中）  小月钱大玄机  
挑丫鬟的绝招  “草”字辈承包商和“财主”管家17.满盘皆输的凤姐泌醋  风光无限得意忘形  乐极生悲
釜底抽薪　“凤凰”需容“野鸡”乱飞　主子该和奴才换位18.凤姐和鸳鸯抗婚  见风使舵愚弄愚者  精
心布局躲避责任  鸳鸯抗婚电闪雷鸣  巧言倩语化解矛盾19.王熙凤和大观园  大观园诗社的“赞助商”  
大观园的“外围子防护”  大观园聋子放炮仗20.凤姐“战风车”谋略——龙二姐之死（上）  贾琏偷娶
透露妙着  强忍怒火讯家童  “一计害三不贤”　决意“战风车”21.凤姐绝杀二奶高招——尤二姐之死
（中）  尤二姐水性杨花活该教训  凤姐赚二姐：脸面给足，后路全堵  王熙凤和好莱坞大明星有一拼  
执行凤姐绝杀令的四大金刚22.官府贾府任我行——尤二姐之死（下）  行贿察院　真案假审  大闹宁府
　假戏真唱  蒙骗贾母　假贤真妒  赶尽杀绝　真情难掩23.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熙凤管理荣国府（
下）  贾元春带来一起“外祟”  国公府到处礼崩乐坏  邢夫人挥来两记闷棍  老太太是最后一片绿洲？
24.哭向金陵事更哀——王熙凤的结局  王熙凤强支病体理乱丝  贾雨村拔出萝卜带出泥  孤雌凤迎头遭遇
雪山崩  刘姥姥患难之中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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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八面生风王熙凤　　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如果没有曹操和王熙凤，就天缺一角、地缺一块、
人缺一类。
可惜，曹操和王熙凤未能迈过时间隧道聚到一起。
如果曹操和王熙凤演场对手戏，不知道有多好看！
如果他们是夫妻或情人，　　那就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解读王熙凤，是历时二百年、充满挑战、与时俱进、不断出新的人文之旅。
　　现在一提“王熙凤”特别是“凤姐”，人们仍会发出会心微笑，为什么？
　　因为，王熙凤对当代人来说，既是颇具魅力的小说人物形象，还是对现代生活最有借鉴价值的形
象。
她还是《红楼梦》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人物形象。
有人做过问卷调查，红楼人物中你最喜欢谁？
居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回答：王熙凤。
　　如果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模式、恋爱心理，随着其生存时代远去，对于现代青年来说，已
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古人生活方式，成为往昔的艺术，纯美的艺术、可观玩不可效仿的艺术。
那么可以说，王熙凤的语言艺术，王熙凤处理难题的艺术，王熙凤的管理艺术，王熙凤处理上上下下
人事关系的艺术⋯⋯王熙凤的桩桩件件，对现代人，不仅对女性，仍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
作用。
　　王熙凤是位棱角分明、八面生风的千面娇娃。
她精明能干，灵动出群，声势非凡，同时又阴险毒辣、贪婪悍妒、霸权弄权。
王熙凤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透着智慧，透着谐趣。
她给现代人的启示太丰富、太精彩。
　　我们首先看看，王熙凤到底算个什么人？
　　曹操凤姐　春兰秋菊　　曹操和凤姐，在古代小说艺术画廊里，双峰并立，春兰秋菊，各尽其妙
。
　　曹操和王熙凤，都是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复杂又极其有趣的人物，都是出类拔萃、不可多得的艺术
典型，都是生命力极其充沛、智慧绝对超群的人，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他们跟人斗法，奇招、妙招、绝招、损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他们算得上中国古代文学旗鼓相当的男女奸雄。
曹操是雄放的奸雄，凤姐是柔美的奸雄，都是有魅力乃至魔力的奸雄。
在艺术欣赏中，有魅力的奸雄常比单纯英雄更引人人胜，更耐人寻味。
评论家和读者也更乐意琢磨。
　　设想一下，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如果没有曹操和王熙凤这对奸雄，就天缺一角、地缺一块、人
缺一类。
古代文学就缺少如许妙趣，如许风趣，如许雅趣，缺少许多人生打斗的经验、章法、哲理。
甚至缺少一些妙不可言的语言，比如王熙凤说“大有大的艰难去处”，成了“文革”时“梁效”评美
帝国主义日子不好过的宏文题目。
王熙凤说“烧煳了的卷子”，成了美女自谦的口头语。
　　曹操和王熙凤常被看作“反面人物”，却写得最好。
　　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王熙凤也信奉这样的道德标准，从不相信阴司报应，凡什么事，我说行就行。
　　曹操和王熙凤都特别善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曹操到底有多少个心眼子？
罗贯中未用数字形容，而是用个文言词“有权谋，多机变”；周瑞家的说王熙凤“少说有一万个心眼
子”。
多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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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和王熙凤都擅长在任何情况下控制局面，把舞台的光聚到自己身上。
他们是最好的“主持人”，是最妙的“主讲人”。
如果他们活在当下，跟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永元和杨澜有一拼，跟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和于丹有一搏
。
　　曹操和王熙凤都喜欢笑，高兴时笑，不高兴时也笑；得意时笑，失意时也笑；胜利时笑，失败时
也笑；顺利时笑，困难时也笑⋯⋯他们既会在欢乐的场合开怀大笑，也会在最尴尬的局面冷笑不已！
　　他们经常笑得如春花之烂漫，用笑感染他人、感动他人。
　　有时候，他们的笑又比满脸怒气、满脸杀气更可怕。
　　曹操满面堆笑时，人们要警惕，他马上要杀哪个啦？
会不会像借仓官王重的头为自己开脱罪责那样，再借哪个的脑袋一用？
　　王熙凤笑容满面时，人们得警惕，她接下来要打哪个（丫鬟或奴仆）？
甚至杀哪个（贾瑞或尤二姐）？
　　曹操和王熙凤都是语言天才，善于辞令，口若悬河，出口成趣，飞花璨齿，天花乱坠，说得比唱
得好听。
　　可是，有时候，听曹操和凤姐说话，谁信谁上当。
　　可惜，曹操和王熙凤未能迈过时间隧道聚到一起。
如果曹操和王熙凤演场对手戏，不知道有多好看！
如果他们是夫妻或情人，那就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山东有句俗话叫“好汉无好妻，赖汉眠花枝”。
曹操身边只有卜氏那样索然无味的平凡女性。
王熙凤身边只有贾琏那样情趣低俗的花花公子。
实在天不作美。
曹操和王熙凤，天设一对，地造一双，偏偏隔朝隔代，又不能像韩复榘听相声那样，要求关公战秦琼
，叫曹操“隔着桥（朝）也杀过去”，跟王熙凤过几招。
遗憾！
　　曹操是文坛的英雄，政坛的英雄，攻城拔寨的英雄，披硝烟、冒战火的英雄；王熙凤是闺阁的英
雄，理家的英雄，妻妾争宠的英雄，戴珠翠、抹香粉的英雄。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呼风唤雨，运筹帷幄，克敌制胜。
　　《红楼梦》早期点评者已经把王熙凤当“英雄”来看待。
脂砚斋甲戌本第三回眉批点到王熙凤的出场时说：“另磨新墨，搦锐笔，特独出熙凤一人，未写其形
，先使闻声。
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也。
”　　“绣幡开遥见英雄”，这句话说得多么生动、多么到位。
　　其实脂砚斋说王熙凤是“英雄”抄自曹雪芹的原话：秦可卿临死之前托梦王熙凤说：“婶婶是脂
粉队里的英雄”。
　　早期《红楼梦》点评家涂赢的《王熙凤赞》头两句是“凤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直接把曹操的考语加到王熙凤头上。
　　也有点评家在把王熙凤跟曹操挂钩同时，意犹未尽，再加上唐代著名奸相、以“口蜜腹剑”著称
的李林甫，或加上篡夺汉家江山的王莽。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回批》里称王熙凤是“曹孟德的女儿、李林甫的妹妹”：“背理而行假仁假义
谓之奸，逆理复礼敢作敢当谓之勇。
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林甫蔽明君以行黯政⋯⋯王熙凤委实是曹盂德的女儿，李林甫的妹妹。
”弁山樵子在《红楼梦发微》中则说，“有以读史之心量烬之者，⋯⋯熙凤，其意计之阴骘，手段之
泼辣，又如集操、莽于一身。
”有人把王熙凤跟明朝的奸相严嵩相提并论，有人认为曹雪芹写王熙凤时借鉴了《水浒传》里的吴用
。
这都是用文学作品和历史上的男性奸贼型人物为座标来评价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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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用历史上的真实的女性人物来借指王熙凤的，黄昌麟在《红楼梦二百咏》中说：“汉家吕雉
是前身”，又把王熙凤跟吕后挂联起来。
　　在当代红学家中，王昆仑把王熙凤跟曹操类比，说，读《三国演义》恨曹操骂曹操，曹操死了想
曹操；读《红楼梦》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有的红学家干脆把王熙凤叫“女曹操”，而何其芳先生却认为，王熙凤“并不是曹操这个不朽典型的
简单重复。
女性的美貌和聪明，善于逢迎和善于辞令，把这个极端利己主义者更加复杂化了，更加隐蔽得巧妙了
，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从来不会把这两个名字混淆起来，不会把应该叫曹操的人叫做凤姐，也不会把应
该叫做凤姐的人叫做曹操。
这是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的女性。
”　　王熙凤跟曹操一样，虽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却有读者缘。
王昆仑先生说过，王熙凤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阴谋家麦克佩斯一样，“是坏蛋，但却是一个具有深刻而
强大灵魂的坏蛋。
因此，她唤起的不是反感，而是同情。
”　　“深刻而强大的灵魂”，这词太妙了。
但用“坏蛋”二字能不能恰如其分地概括王熙凤？
我存疑。
因为，我们不得不辩证地看待王熙凤的“坏”。
有时候，王熙凤的“坏”是真坏，比如说，她害死张金哥这对情侣；有时候王熙凤的“坏”，是自卫
反击的坏，比如说，她对待贾瑞；有时候，王熙凤的“坏”，是不得不坏，比如说，她对待赵姨娘；
有时候，王熙凤的“坏”，是迫不得已的坏，比如说，她对待尤二姐。
在多数情况下，王熙凤给人造成的印象常常是相当好甚至非常好，而且王熙凤不是装腔作势的好，是
真好。
比如她对贾宝玉和大观园群钗的友善和关爱，比如王熙凤在困难情势下扭转局势的本事。
王熙凤身上坏与好的哲理，分析起来特别有意思。
　　王熙凤太复杂多面、丰富精彩，我们无法用“好人”或“坏蛋”判断王熙凤。
同样不能用这样简单的词语来概括曹操。
如果对这两个人非加个“坏”字不可的话，是不是用多点儿爱意、多点儿调侃、多点儿顽皮色彩的“
坏包”更合适？
　　是的，曹操和王熙凤是一对“坏包”，有点儿可爱的坏包。
曹操和王熙凤，都是残忍狡诈、阴险毒辣的人物，都是劣迹斑斑、巧语绵绵的人物，又都是充满情趣
、谐趣、雅趣的人物，是经常给人带来欢声笑语的人物。
他们都很“坏”，他们的坏，是高智商的坏，有水平的坏，他们坏得有情趣，坏得有雅趣，坏得好玩
儿，甚至坏得可爱。
他们是聪明绝顶的一对“坏包”。
　　而王熙凤跟曹操并列，是古代小说最成功而且最丰满的艺术形象。
用文艺理论术语来说，他们都是成功的“圆形”人物，不是个性比较单一的“扁形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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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央视《百家讲坛》主诗人马瑞芳教授，继《说聊斋》、《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马瑞芳趣
话红楼梦》之后最新作品，开启“趣话经典书系”之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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