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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种四棵树——答记者问（代序）　　问：您主讲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受到很大的欢
迎，您为什么要采用“悬疑式”的讲解方式？
　　答：是进行一种尝试。
以前《百家讲坛》还没有过这样的讲法，节目组鼓励我试一下。
“悬疑式”的好处也许是可以吸引人接着往下收看，但也会让一些希望直接知道结论的人士不满。
希望各方面人士对这样的讲法进行评议。
《百家讲坛》他们不会都请讲演者用这一方式来讲，我自己以后不管在哪里讲，也不会只采取这一种
讲法。
　　问：您曾说过“雅皮、白领可能也不愿意读我的作品，我也不指望这批人来读我的作品”，但现
在您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却受到很多年轻人包括白领的欢迎。
这是否说明《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在年轻人中还是有吸引力的？
　　答：我2005年8月27日上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讲座文字修订稿，发现这次来买书的年轻白领
和在校学生成了主体，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我不是科班出身，不是这方面的正式研究人员和教授，只是一个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我参与这个讲
座并不是要观众都来认同我的观点，我希望的是引起人们的兴趣：没读过《红楼梦》的能找来读，原
来读不下去的人能产生出往下读的兴趣，读过的还想再读⋯⋯现在看来，有这样的效果。
一位小读者说，他原来只热衷看动漫，现在他觉得《红楼梦》也好看，这位小读者的话让我特别高兴
。
　　问：您说自己对于历史和红学研究是个门外汉，说的是外行话，但您从对秦可卿的身世揭秘，开
辟出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秦学”，您觉得您的红学研究不同于红学家的价值在哪里？
　　答：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进入我们的视野，
产生很大影响，就文学而言，像马尔克斯、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的翻译文本对作家们影响很
大，我当时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汲取营养，以为借鉴，而且确有收益。
但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定居北京的中国作家，只用母语写作，因此，最应该汲取的营养，最应该引
为借鉴的，应该还是自己民族的经典文本，而在所有的民族经典文本里，《红楼梦》对我又是最具魅
力的，所以，我是以这样一种心情，这样一种目的，进入红学这个领域的。
我自己的写作，一直基本上循着写实的路子前进，《红楼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叙述皆成本真，
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所以我要向曹雪芹学习从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学习他将生活原型转化为艺术形象的本事
，研究秦可卿的原型，就是这样动机下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我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就是向曹雪芹“偷艺”的一个成果。
这应该是我与正规红学家不一样之处。
　　问：您说过“我知道现在许多平民红学研究者非常的受压抑，因为他们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很难
发表出来”。
您觉得除了红学研究协会之类的官方研究机构，是否还应有其他渠道让民间智慧也能拥有话语权？
　　答：现在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红学研究者的见解。
国家拨款的专业红学杂志应该容纳民间的成果。
现在已有的文化、文学类刊物和报纸的文化类副刊，应该设立红学专栏，既容纳专业红学家的文章，
也容纳民间业余红学爱好者的文章。
　　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研究《红楼梦》是一种文化的腐败和堕落，您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否过于偏
激？
　　答：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说在前面》里指出：“一个民族，她那世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
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
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是他们民族魂魄的构成因素一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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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而所有民族发
展的具体阶段中的具体问题，具体的国计民生，无不与此相关联。
我们如果热爱自己的民族，希望她发展得更好，那么，解决眼前切近之事，和深远的魂魄修养，应该
都不要偏废，应该将二者融会贯通在一起，不能将二者割离，更不可将二者对立起来。
”　　问：其实您之前就发表过很多关于红学研究的文章，例如《红楼三钗之谜》、《红楼望月》等
，但现在走上电视就产生了比原先更大的影响，您是如何看待电视媒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答：我原以为《百家讲坛》播出时间最不“黄金”，参与一下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没想到引出
了这么强烈的反响，可见电视这一传播方式厉害。
　　问：您觉得现在纯文学渐渐被边缘化与电视有关系吗？
　　答：有些关系，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问：您发表过关于足球世界杯外围赛的报告文学——《5o19长镜头》，发表过《我眼中的建筑与
环境》，现在又把红学研究搞得那么红火。
一个是红学家，一个是作家，您觉得这两种身份哪个给您的天地更大？
　　答：我现在只有一个身份，就是退休金领取者。
我热爱写作，热爱《红楼梦》，只要身体情况和精神头还行，就会继续写小说、随笔、建筑评论，进
行《红楼梦》研究。
我把自己这四个方面的写作比喻为种四棵树，不断地把四棵树上结出的果实奉献给读者品尝。
我也许会编一本书，书名就叫《刘心武种四棵树》，把近期这四棵树上结的果子摘些给读者尝新，当
然，也会收入某些发表较早但被人所忽略，而我自己觉得也无妨再请读者体味的“果脯”。
我不喜欢热闹，我企盼安静。
这次去《百家讲坛》讲《红楼梦》，又“红火”起来，非我所求。
我现在多数时间住在乡下，我觉得只要心灵空间大得令自己舒畅就行了。
　　问：说起刘心武，就必然会讲到您的《班主任》。
可现在《班主任》也成了您绕不过去的障碍，一些人动不动就把《班主任》拿出来说事。
如果让您站在现在的角度回过头去看，您自己对这部作品有什么评价？
　　答：敝帚自珍。
是我生命历程中一个与时代和社会进步吻合的足迹。
　　问：您最近的小说集《站冰》以及像《心灵体操》这样的随笔集还都是贴近现实的，您的小说中
多具有社会思考的色彩。
您觉得关注社会是否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
　　答：不能对所有作家提出单一的职责。
社会关注也应该是一个能够包容很多的概念，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张爱玲的《金锁记》都
可以说是有社会关怀的作品。
我自己在小说创作中一直体现出社会关怀，特别是关怀社会中的普通百姓。
　　问：您会不会因为无法推却而写一些约稿，还是一定坚持要有感而发？
　　答：我坚持有感而发，但有的约请也会觉得是无法推却而加以接受，比如您的访问，和应约而写
的其他文章一样，您看，我因有感可发才接受，不是吗？
　　问：您高中毕业时就报考了北京戏剧学院表演系，因为政审不合格才没上成。
生活中总充满了这样奇妙的阴差阳错。
您从小就对演员这个职业很感兴趣吗？
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上也挺有表演天分的？
如果您成了演员，您觉得您会比现在当作家更成功吗？
　　答：我报考的是导演系。
我从小就热爱戏剧，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拿把椅子，用鞋盒毛巾什么的布置成一个舞台，再
用纸片剪成些小人，坐在小板凳上，用手动方式让那些“演员”演戏。
我想不出来如果那时候真被中戏录取了，后来会是怎么个生命轨迹，反正，《班主任》是肯定写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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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我感谢生活，感谢时代，感谢机遇，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支持，以及善意批评指正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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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心武先生把他在小说、散文随笔、建筑评论和《红楼梦》研究这四个方面的写作比喻为种“四
棵树”。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刘心武种四棵树》，是把近期这四棵树上结出的果子摘些给读者尝新，同时，
也收入了某些发表较早但被人所忽略，而无妨再请读者体味的“果脯”。
刘心武先生说，他坚持创作时有感而发，因此，对自己的作品敝帚自珍。
这些作品，是他生命历程中跟时代和社会进步吻合的足迹。
他一直在创作中体现出社会关怀，特别是关怀社会中的普通百姓。
“我感谢生活，感谢时代，感谢机遇，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支持，以及善意批评指正的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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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
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
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
2005年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八十回后
真故事》系列节目共计61集，并推出同名著作，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
楼梦》热。
除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外，还从事建筑评论和随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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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说树
中篇小说
小墩子
站冰
仙人承露盘
泼妇鸡丁
短篇小说
笑星和我
贼
人面鱼
一畦春韭绿
变叶木
喊山
北京皮影戏
散文随笔树
跟陌生人说话
关于人性的思考
缪大姐的门
你有淡淡的哀愁吗？

青储香
榛子奶奶
天鹅香皂
人类与昆虫
人在风中
在柳树臂弯里
沙发与轮椅
刺青农民工
藤萝花饼
拾花感恩
新月与市灯的微光
换季诗
一把大伞
一件亏心事
给平凡以价值
在类别的边缘
有杯咖啡永远热
抱草筐的孩子
何时能有“网意识”？

提高足球的“含歌量”
建筑评论树
玲珑
剔透
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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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建筑色彩
视觉之外
耳的诉求
材质之美
作为雕塑的建筑
舞蹈的建筑
建筑的戏剧性
话说步行街
维护城市的传统情调空间
千古艰难唯一顶
四合院与抽水马桶
有人打伞在等你
洁爽
空
享受“灰空间”
室内望点
漫话水泥
漫话玻璃
漫话过道
漫话天花板
漫话厨房
漫话卫生间
《红楼梦》研究
让世界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和硕淑慎公主
北院大太太
阿其那之妻
迎春启示录
柳藏鹦鹉语方知
下死眼
《红楼梦》里的宠物
刘心武创作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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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种四棵树　　——答记者问（代序）　　问：您主讲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受到很大
的欢迎，您为什么要采用“悬疑式”的讲解方式？
　　答：是进行一种尝试。
以前《百家讲坛》还没有过这样的讲法，节目组鼓励我试一下。
“悬疑式”的好处也许是可以吸引人接着往下收看，但也会让一些希望直接知道结论的人士不满。
希望各方面人士对这样的讲法进行评议。
《百家讲坛》他们不会都请讲演者用这一方式来讲，我自己以后不管在哪里讲，也不会只采取这一种
讲法。
　　问：您曾说过“雅皮、白领可能也不愿意读我的作品，我也不指望这批人来读我的作品”，但现
在您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却受到很多年轻人包括白领的欢迎。
这是否说明《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在年轻人中还是有吸引力的？
　　答：我2005年8月27日上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讲座文字修订稿，发现这次来买书的年轻白领
和在校学生成了主体，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我不是科班出身，不是这方面的正式研究人员和教授，只是一个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我参与这个讲
座并不是要观众都来认同我的观点，我希望的是引起人们的兴趣：没读过《红楼梦》的能找来读，原
来读不下去的人能产生出往下读的兴趣，读过的还想再读⋯⋯现在看来，有这样的效果。
一位小读者说，他原来只热衷看动漫，现在他觉得《红楼梦》也好看，这位小读者的话让我特别高兴
。
　　问：您说自己对于历史和红学研究是个门外汉，说的是外行话，但您从对秦可卿的身世揭秘，开
辟出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秦学”，您觉得您的红学研究不同于红学家的价值在哪里？
　　答：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进入我们的视野，
产生很大影响，就文学而言，像马尔克斯、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的翻译文本对作家们影响很
大，我当时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汲取营养，以为借鉴，而且确有收益。
但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定居北京的中国作家，只用母语写作，因此，最应该汲取的营养，最应该引
为借鉴的，应该还是自己民族的经典文本，而在所有的民族经典文本里，《红楼梦》对我又是最具魅
力的，所以，我是以这样一种心情，这样一种目的，进入红学这个领域的。
我自己的写作，一直基本上循着写实的路子前进，《红楼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叙述皆成本真，
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所以我要向曹雪芹学习从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学习他将生活原型转化为艺术形象的本事
，研究秦可卿的原型，就是这样动机下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我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就是向曹雪芹“偷艺”的一个成果。
这应该是我与正规红学家不一样之处。
　　问：您说过“我知道现在许多平民红学研究者非常的受压抑，因为他们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很难
发表出来”。
您觉得除了红学研究协会之类的官方研究机构，是否还应有其他渠道让民间智慧也能拥有话语权？
　　答：现在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红学研究者的见解。
国家拨款的专业红学杂志应该容纳民间的成果。
现在已有的文化、文学类刊物和报纸的文化类副刊，应该设立红学专栏，既容纳专业红学家的文章，
也容纳民间业余红学爱好者的文章。
　　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研究《红楼梦》是一种文化的腐败和堕落，您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否过于偏
激？
　　答：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说在前面》里指出：“一个民族，她那世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
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
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是他们民族魂魄的构成因素一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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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而所有民族发
展的具体阶段中的具体问题，具体的国计民生，无不与此相关联。
我们如果热爱自己的民族，希望她发展得更好，那么，解决眼前切近之事，和深远的魂魄修养，应该
都不要偏废，应该将二者融会贯通在一起，不能将二者割离，更不可将二者对立起来。
”　　问：其实您之前就发表过很多关于红学研究的文章，例如《红楼三钗之谜》、《红楼望月》等
，但现在走上电视就产生了比原先更大的影响，您是如何看待电视媒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答：我原以为《百家讲坛》播出时间最不“黄金”，参与一下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没想到引出
了这么强烈的反响，可见电视这一传播方式厉害。
　　问：您觉得现在纯文学渐渐被边缘化与电视有关系吗？
　　答：有些关系，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问：您发表过关于足球世界杯外围赛的报告文学——《5o19长镜头》，发表过《我眼中的建筑与
环境》，现在又把红学研究搞得那么红火。
一个是红学家，一个是作家，您觉得这两种身份哪个给您的天地更大？
　　答：我现在只有一个身份，就是退休金领取者。
我热爱写作，热爱《红楼梦》，只要身体情况和精神头还行，就会继续写小说、随笔、建筑评论，进
行《红楼梦》研究。
我把自己这四个方面的写作比喻为种四棵树，不断地把四棵树上结出的果实奉献给读者品尝。
我也许会编一本书，书名就叫《刘心武种四棵树》，把近期这四棵树上结的果子摘些给读者尝新，当
然，也会收入某些发表较早但被人所忽略，而我自己觉得也无妨再请读者体味的“果脯”。
我不喜欢热闹，我企盼安静。
这次去《百家讲坛》讲《红楼梦》，又“红火”起来，非我所求。
我现在多数时间住在乡下，我觉得只要心灵空间大得令自己舒畅就行了。
　　问：说起刘心武，就必然会讲到您的《班主任》。
可现在《班主任》也成了您绕不过去的障碍，一些人动不动就把《班主任》拿出来说事。
如果让您站在现在的角度回过头去看，您自己对这部作品有什么评价？
　　答：敝帚自珍。
是我生命历程中一个与时代和社会进步吻合的足迹。
　　问：您最近的小说集《站冰》以及像《心灵体操》这样的随笔集还都是贴近现实的，您的小说中
多具有社会思考的色彩。
您觉得关注社会是否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
　　答：不能对所有作家提出单一的职责。
社会关注也应该是一个能够包容很多的概念，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张爱玲的《金锁记》都
可以说是有社会关怀的作品。
我自己在小说创作中一直体现出社会关怀，特别是关怀社会中的普通百姓。
　　问：您会不会因为无法推却而写一些约稿，还是一定坚持要有感而发？
　　答：我坚持有感而发，但有的约请也会觉得是无法推却而加以接受，比如您的访问，和应约而写
的其他文章一样，您看，我因有感可发才接受，不是吗？
　　问：您高中毕业时就报考了北京戏剧学院表演系，因为政审不合格才没上成。
生活中总充满了这样奇妙的阴差阳错。
您从小就对演员这个职业很感兴趣吗？
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上也挺有表演天分的？
如果您成了演员，您觉得您会比现在当作家更成功吗？
　　答：我报考的是导演系。
我从小就热爱戏剧，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拿把椅子，用鞋盒毛巾什么的布置成一个舞台，再
用纸片剪成些小人，坐在小板凳上，用手动方式让那些“演员”演戏。
我想不出来如果那时候真被中戏录取了，后来会是怎么个生命轨迹，反正，《班主任》是肯定写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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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我感谢生活，感谢时代，感谢机遇，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支持，以及善意批评指正的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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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心武先生数十年来倾心于四个领域：小说、散文、红学、建筑评论，虽然分属四个领域，但每
一个领域他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轰动，那么引人注目。
《刘心武种四棵树》囊括刘心武先生的几乎全部重要近作。
这本《刘心武种四棵树》小说，散文随笔，建筑评论，《红楼梦》研究，四大板块全收录。
喜欢刘心武作品的读者，不容错过！
 这些作品既是有感而发的真诚之作，又秉承一以贯之的社会关怀。
书中收录的不同作品，从各自角度将深远的魂魄修养，跟眼前的切近之事融会贯通，读之令人爱不释
手。
 精美水彩画数幅，均为刘心武先生原创，且属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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