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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青少年成长必读（自然科学·科普类）：风景名胜趣谈》旨在以人文地理、风光地理的独
特视角向你整体介绍世界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从浩若繁星的风景名胜中，精心挑选出风采各异的景区
、景点，挖掘其背后最经典、最有趣味的故事，让读者在欣赏风景的同时也能够获取更多有趣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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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上世纪70年代，戴志昂认为，大观园是吸收了园林建筑的素材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
香港文人宋淇在《论大观园》中指出曹雪芹利用了他所知道的园林艺术加上想象，揉合成洋洋大观的
园林。
台湾学者袁维冠在《红楼梦探讨》中持同样的观点。
综合说不但探讨大观园的真实地点，同时还对大观园本身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作研究。
但他们肯定大观园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园林--特别是皇家园林作依据的。
　　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可追溯到与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主人。
《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对冷子兴讲到南京的荣、宁二府及其花园：“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
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烟润之气。
”脂砚斋在这一段上批道：“后字何不直用‘西’字。
恐先生堕泪，故不取用‘西’字。
”这段脂批，暗示大观园即是江宁织造署的西花园，曹家曾在此迎接康熙皇帝大驾的。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台湾学者赵冈对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的考证用力甚勤。
他在《红楼梦考证拾遗》和《红楼梦新探》中都认为江宁织造署行官西花园即是大观园。
1980年台北《联合报》发表赵冈的《再谈大观园》。
他从《红楼梦》所描写的大观园建筑的逻辑进行推论，与南京行官图相对照。
最后提出：“这个荣府西花园，也就是南京行宫的西花园，现在已改为大行宫小学，西临碑亭巷，北
临汉府街。
据研究南京历史的专家告诉我，在修建大行官小学时，在园之西北角上亭子中发现一块碑石，上面书
‘红楼一角’，据说碑亭巷就是由此得名。
”但余英时的江宁织造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注：“十汊海，或谓即大观园遗址，有白石大花盘尚
存。
”　　在《燕市贞明录》中进一步指出：“地安门外，钟鼓楼西，有绝大之池沼，日什刹海，横断分
前海、后海。
夏植莲花遍满；冬日结冰，游行其上，又别是一境。
后海，清醇亲王府焉；前海垂杨夹道，错落有致，或日是《石头记》之大观园。
”芸子在《引日京闲话》中也指出：“后门外什刹海，世传为小说《红楼梦》之大观园。
”近人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中提道：“京师后城之西北，有大观园旧址，树石池水，犹隐约可辨。
”　　这些说法代表了清代中后期一些文人学士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址的探求。
它们成为后来红学家们研究大观园的起点。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红楼梦》的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大观园园址这个谜也
成为热烈探索的内容之一。
谈论它的学者既多，论述也更精密详尽，但论调仍是难以统一。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主张大观园即随园，直接重复了袁枚的说法，并未加以考证。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2年）认为大观园在北京，但又说大观园的描写中掺有江南风光。
曹聚仁在上世纪60年代曾谈到苏州的拙政园也曾被传为大观园。
除了这几种说法外，近50年来，红学研究在大观园地点问题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三种主要说法：
综合说、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和恭王府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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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挖掘风景名胜背后的趣味故事，通过探寻风景名胜来感知人生，让你在欣赏名胜时更加用心去感
悟。
感悟的文字，理性的思索，行走在天地山水之间，穿梭于历史人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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