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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取其中一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全书之名，实涵有两重意思。
第一是“两个世界论”为全书的中心理论，其他诸篇多少都是环绕着这一中心而产生的。
第二是作者曾指出，不但《红楼梦》本身具有两个世界，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曹
雪芹所在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的虚构的艺术世界。
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本书特点关注之所在。
《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是分不开的，红学研究中的两个世界也同样无法截然划分。
所以本书中有几篇讨论曹雪芹生平和所谓“脂批”的文字正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围。
这些考证文学都是为“两个世界论”服务的，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摧破“自传说”的作用。
自传派的红学考证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是在“自传说”大前提的指导之下搜罗所谓“证据
”。
因此有时不免曲解证据，甚至把完全不相干的历史资料当作“证据”来运用。
在“自传说”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以考证破考证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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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
教授。
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
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
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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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 增订版序 ○ 自序 ○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 眼
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 ○ 敦敏、敦诚与曹雪芹的文字因缘 ○ 关于红楼
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 ○ 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 ○ “懋斋诗钞”中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两首诗考
释 ○ 江宁织造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考 ○ 曹雪芹的反传思想 ○ 附录：《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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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
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
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
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
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
　　当然，由于曹雪芹所创造的两个世界是如此的鲜明，而它们的对比又是如此的强烈，从来的读者
也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但在最近50年中，《红楼梦》研究基本上乃是一种史学的研究。
而所谓红学家也多数是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学的工作。
史学家的兴趣自然地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上。
他们根本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
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
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
实世界。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
用曹学来代替红学，是要付出代价的。
最大的代价之一，在我看来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线。
1961至1963年之间，大陆上的红学家曾热烈地寻找“京华何处大观园”。
这可以说是历史还原工作的最高峰。
这就给人一种明确的印象，曹雪芹的大观园本在人间，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红楼梦》里的理想世界被取消了，正像作者说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并不是没有人特别注意到《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
早在1953或1954年，俞平伯就强调了大观园的理想成分。
以想象的境界而论，大观园可以是空中楼阁。
他并且根据第十八回贾元春“天上人间诸景备”的诗句，说明大观园只是作者用笔墨渲染而幻出的一
个蜃楼乐园。
俞平伯的说法在红学史上具有库恩（ThomasS．Kuhn）所谓“典范”（Paradism）的意义。
可惜他所处的环境使他不能对他这个革命性的新观点加以充分的发挥。
1972年宋淇发表了《论大观园》，这可以说是第一篇郑重讨论《红楼梦》的理想世界的文字。
他强调大观园决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是作者为了迁就他的创造企图虚构出来的空中楼阁。
宋淇更进一步说：　　大观园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
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
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们的青春，不要嫁出去。
大观园在这一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番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我愿意把这一段话作为我讨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起点。
关于五十多年来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可能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我已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
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作了初步的检讨。
所以详细的论证和根据，这里一概从略。
　　说大观园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理想世界，会无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一个重要的疑问：如果大观园是
一个“未许凡人到此来”的“仙境”，那么作者在全书总纲的第五回里所创造的“太虚幻境”在《红
楼梦》全书中究竟应该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
我们当然可以说“太虚幻境”是梦中之梦、幻中之幻。
但这样一来，我们岂不应该说《红楼梦》里一共有三个世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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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王见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境，岂可草率？
这里“玄境”的“玄”字其实就是“幻”字，一定是抄者的笔误，因为这一条里还有好几字写错了。
所以根据脂砚斋的看法，大观园便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
这两个世界本来是叠合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脂砚需到底是谁。
但他和作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相当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向，大概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脂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
让我们现在看看《红楼梦》本文里面的直接证据。
第五四宝玉随秦可卿“至一所在。
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
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
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这个所在其实就是后来的大观园。
怎样证明呢？
就风景而言，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恰恰就是“朱栏白石，
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加评和放大。
就心情而言，我们应该记得第二十三回宝玉初住进大观园时，作者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
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
”细心的读者只要把前后的文字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太虚幻境和大观园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如果说这条证据还嫌曲折了一点，那么让我再举一条更直接、更显豁的证据，以坚读者之信。
故事还是出在第十七回，宝玉和贸政一行人离了蘅芜苑，来到了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贾政道：‘此处书以何文？
’众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
’贾政摇头不语。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那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
。
贾政又命他作题，宝玉只顾细思前景，全无心于此了。
”贾政还特别补上一句：“这是要紧一处，更要好生作来。
”宝玉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石牌坊的呢？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
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四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随了仙姑至一所在。
有石牌坊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
”宝玉在记忆中追寻的岂不明明就是这个地方吗？
所以脂砚斋特别在此点醒读者日：“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况。
”贾政说：“这是要紧一处。
”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
这个石牌坊，宝玉事后是补题了题的是“天仙宝镜”四字。
也就是这座牌坊，后来刘姥姥又误认作是“玉皇宝殿”，而大磕其头。
总而言之，“蓬莱仙境”也好，“天仙宝镜”也好，“玉皇宝殿”也好，作者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
点醒我们，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
不是现实，而是理想。
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
　　大观园既是宝玉和一群女孩子的太虚幻境，所以在现实世界上，它的建造必须要用元春省亲这样
一个郑重的大题目。
庚辰本第十六回有一段畸笏的眉批说：　　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事，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
意。
　　作者安排的苦心尚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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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回开头一段叙事便很值得玩味。
园内工程告竣后，贾珍请贾政进去瞧瞧，有什么要更改的地方，并说贾赦已先瞧过了。
这好像是说，贾赦是第一个入园子的人。
其实这段话是故意误引读者入歧途的。
因为后文又说：“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钟，忧戚不尽，贾母常命人带他到园中来戏耍。
”紧接下去，便是宝玉避之不及，和贸政劈面相逢，终于被逼着一齐再进园子去题联额。
这段叙事的后半截至少暗涵着两层深意：一、宝玉是最早进大观园去赏玩景致的人。
贾赦、贾政等都是在园子完工后才进去勘察的，而宝玉早在这以前已去过不止一次了。
二、大观园既是宝玉和诸姐妹的乌托邦、干净土，则园中亭台楼阁之类，自然非要他们自已命名不可
。
大观园这个“未许凡人到此来”的仙境是决不能容许外人来污染的。
所以庚辰本十七回的总批说：　　宝玉系诸艳之冠，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昆题跋。
　　同本又有一条批语说：　　如此偶然方妙，若特特唤来题额，真不成文矣。
　　这些地方，脂评都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原意。
《红楼梦》之绝少闲笔，我们有时也要通过脂评，才能体会得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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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汇集美籍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研究《红楼梦》的八篇专论考证缜密，论述
生动，对把握《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探寻曹雪芹的思想轨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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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楼梦》本身具有两个世界，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历
史世界，一个则是他所虚构的艺术世界。
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特别关注之所在。
汇集美籍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研究《红楼梦》的八篇专论，考证缜密，论述生动，对把握《红楼梦》
的艺术特色，探寻曹雪芹的思想轨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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