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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读《红楼梦》后，一直不敢写心得，因为知道其问玄机太深，朦胧的地方多，难以下笔深谈。
宗春启兄日前把他的大作拿来，让我看看，一下子就被其文字吸引过去，觉得颇为好玩。
我和春启是报社时代的朋友，知道他在新闻学上颇有造诣。
未料关于“红学”亦多奇音，下笔滔滔，字透卓识。
对我这个“红学”的外行而言，好像上了一堂新课。
《红楼梦》的复杂，创造了汉语文本的奇迹。
老子五千言，至今难以达诂。
而曹雪芹更有甚之，笔下的大观园，亦神兮渺兮，汪洋般一望无涯，比老子要晦明不已。
怎么看它，不仅是个美学的问题，也是对慧能的考验。
谈《红楼梦》涉及的范围真的太广，也不乏借此讲人间世的秘密。
胡适把它作为自己学问的试验场，王蒙大大发挥了小说家者流的惺惺之惜。
宗春启是报人，深味书写与流布间的关系，故其读《红楼梦》提出要反着看的观点，真是悟道之言。
封建环境下的文人，文字不得畅达表露，只能隐曲为之。
从字的背后揣摩世道人心，不妨说是一个策略。
曹雪芹往矣，我们还有诸多不明的空间。
从那里找无词的言语，真的像迷宫探秘，总有些许的快慰的。
历来讲“红学”的人，折射的差不多是自己的知识结构特点，喜欢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其对照，在
互为参照里发现人间的妙言。
王国维读曹雪芹的文字，自然也和他的气质有关，沿着文本的套路，和叔本华的哲学吻合了。
俞平伯谈大观园的是是非非，就有其曾祖父俞曲园的特点，背后是文史的学问，其明畅流利，乃如昆
曲般清秀。
舒芜也写过一册红学的书，和邓云乡的名物考辨多有相似处，真的有趣得很。
和上述的学人不同，宗春启的研究更像是人生哲学的演绎，在文本里考释历史的原委，又从这个原委
里阐释世间万象，恍然悟道，且情思无限。
作者喜欢在现象界的背后找本原的存在，并不被作家的幻象所囿。
他对书中的人物理解，有的和我自己的一贯印象就很不同，给人新奇的感觉，但又言之成理，绝不强
求于人。
新闻界的人深味真俗之谛，知道在东方世界表述思想，往往隐曲不已，多为隐语。
也了解封建王朝的游戏规则，不像书斋中人，以文本为文本，被牵着鼻子走。
本书有许多判断都出人意外，比如说《红楼梦》不是秘史，乃日常生活的写真。
曹家的败落不关政治，系经济管理不善所致，我以为写得都好。
我们对清代的理解，有时受到晚清排满意识的影响，可能把一些日常的问题政治化，就不免对一些现
象有过分阐释之嫌。
春启兄厌恶这种思路的琐碎化，用逆向思维的角度推演文本里的故事，从中找出自己的结论，就没有
一点学术腔与文人腔，显得好玩了。
自然，不一定所有的读者都同意他的观点。
也许他的视野也遗漏了什么也未可知。
不过他说贾宝玉不是叛逆者，还是有作者自己的道理，书中提供的理由也足以支持其观点。
他从清代的相关文献里，探寻历史的环境变迁，以及人际关系，都很有说明性。
印象最深的是论者知人论世的气魄，谈吐直来直去，毫不温吞，也不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
好似也从中读到了作者自己的性格。
或者不妨说，春启兄以曹雪芹的文本为对象，谈他的人生经验与认知模式。
他这一代人的史学观与人生观，在对象世界里也对象化了。
自从有了“红学”，就有了象牙塔里的声音与民间的声音。
士大夫者流的阅读经验和市井里的平民经验总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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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专业学者与非专业的思考者亦有差异。
春启兄属于后者，所以为文不求正襟危坐，谈吐亦天马行空，不为陈习所累。
我喜欢他的性格。
在报社时，就不随风转动，常常说出别人不说的话。
重要的是，他兴趣广泛，小说、戏剧、乡邦文献、野史、民俗，驳杂而多致。
有了这些基础，再来读《红楼梦》，就有了野性的因素。
文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的时候，我们偶读这样的书，就如感受到田野里的风，有种清爽的感觉，好似在
草丛间闲步，轻松极了。
也许红学界会视而不见，但读者多样，总会有自己的知音吧。
写作的人，乃精神的独白，至于江湖冷热，何必顾及？
我和春启兄分手多年，这些年彼此都有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
时间悄悄地流逝着，我们也渐渐走向老年。
老而习书，远离喧嚣，独自梳理自我，和历史默默地对话，才有一种超功利的静观。
我们这一代，在是是非非里浸泡的太久，转身一摇，超然对己对人的时候不多。
现在，逍遥地静思默想，把一部心史端出来，总算是对过去与未来的一种交待。
读罢全书，掩目思之，叹息良久。
他的心血，总不会自流的。
200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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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看反看(红楼梦)》的作者说，反着读，本是曹雪芹的要求，也是批书人的要求。
小说又名《风月宝鉴》。
而"风月宝鉴"只准照背面，不可照正面，作者借道士之口说“要紧、要紧！
”就是在叮嘱读者：看《红楼梦》，一定要看反面，不要看正面。
在第十二回里，脂砚斋更是反复强调，不厌其烦。
风月鉴一出现，脂砚斋便双行夹批道：“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
”（庚辰本）脂砚斋强调，镜子即是此书。
在说此镜“两面皆可照人”句后，脂砚斋又双行夹批道：“此书表里皆有喻也。
”镜子有正反两面，此书有表里两层。
脂砚斋要求读者：“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
”一部好的小说，必然有一个好的主题。
一部伟大的小说，当然首先有一个伟大的主题。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么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达成过共识。
《反看反看(红楼梦)》，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红楼梦》的主题应该就在小说之中；作者的写作意图，就体现在小说男女主人公身上，但是为什么
长时间达不成共识？
确实是因为读的方法不同。
那么，《红楼梦》应该怎样读？
《反看〈红楼梦〉》给出的答案是：反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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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楼梦》要反着读(代前言)第一部分  重新认识《红楼梦》产生的背景《红楼梦》与清初政治无关《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红楼梦》里没有秘史曹雪芹既不反满也不反皇帝第二部分  贾宝玉是作者树立
的反面典型贾宝玉不是叛逆者贾宝玉也是同性恋贾宝玉该不该挨打？
抄检大观园根在贾宝玉第三部分  贾宝玉“意淫”的女孩儿贾宝玉“意淫”的女孩儿第四部分  黛玉不
可爱宝钗本无情黛玉：莫怨东风当自嗟宝钗：山中高士晶莹雪探春是映照谁的镜子？
史湘云：林黛玉的批判者王熙风：脂粉队里的枭雄第五部分  黛玉投湖了吗焦大骂的是谁也谈“冷月
葬花魂”秦可卿是怎么死的？
焦大骂的女人是谁？
茗烟：非明阉而似明阉第六部分  《红楼梦》为何那么多舛误红楼不是曹家事宝玉亦非曹雪芹曹雪芹
的舛误及其原因是谁改变了香菱的结局？
《红楼梦》贯穿全书的套路不是结束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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