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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坛 

 

伟大的经典  永恒的魅力 
 

——谈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主讲人  张庆善 
 

    简介：张庆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

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

楼梦学刊》主编。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编著有：《话说红楼梦

中人》、《燕园话红楼——红楼梦中人》（合著）、《惠新集——红学文稿选编》、《漫说红楼》、《曹

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及《西游记》校点注释、《中国历代中短篇小说传世之作·唐代卷》

选注、《跻春台》校勘整理等。 

    中华民族有鼓励读书热爱文化的传统，特别提倡通过经典阅读，知书识礼。宋代大诗人黄庭

坚曾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所以，

读书之于人生，既是修身养性，又是增长知识有益社会。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特别是阅读文化

经典、文学经典对人的成长很重要。《红楼梦》被列为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不朽的文

学作品。怎样阅读《红楼梦》？如何理解曹雪芹？本期讲坛邀请著名红学家张庆善先生细细讲述

之。本文也是张庆善先生近期参加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的演讲稿，现编辑发表，以飨读者。 

    我们提倡读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当然我们要读的书必须是指好书，尤其是读经典。什么

是经典？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经典就是圣人的著作，如《四书》《五经》。另外还有佛学经典、道

家经典等。经典的规定性，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基本的要素：一是经典是指传世的精神产品；二是

经典都是杰出的精神产品的结晶；三是经典具有典范的文化价值。经典必须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

和一代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领悟。简单地说，经得起读。一位美国学者克里夫顿·费迪曼说：“好

书不会沉默，不是一时性地满足人的心灵，它甚至可以说是不朽的。”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产生了许多传世的经典，这些传世的经典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多读

一本书，多读读经典之作，包括哲学经典、文学经典，如《论语》《红楼梦》等，多读文化经典，

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可以提升我们审美能力，净化我们的心灵。 

    《红楼梦》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

的地位。它优美的语言、神奇的结构、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为世人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的社会风俗画卷。《红楼梦》就是一座神奇的艺术宫殿，

是一座怎么估量也都不过分的民俗宝库。 

    《红楼梦》写了什么？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

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

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先生所说这些“种种情况”在今天还是存在的。索隐派说《红楼梦》中有微言大义，《红

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考证派则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就是曹雪芹

的家史。而更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写的清宫秘史，是讲怎么暗杀雍正皇帝的秘闻。总之，

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我们阅读《红楼梦》一定不能被这些奇谈怪论所迷惑。不错，《红楼梦》中

写了四大家族，写了王公贵族，写了官场黑幕，写了家族衰落，当然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历史

内容，但不能把它看作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中的许多素材确实来自作者的家族家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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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些不过是曹雪芹创作的生活素材，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

作者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写出了最优美最缠绵的爱情故事，但也不能把它看作是爱情小说。

很长时间许多人说宝黛爱情是《红楼梦》的主线，但宝黛爱情的描写在《红楼梦》中所占有的篇

幅，不过十之二三，而且《红楼梦》许多重要的情节故事都与宝黛爱情无关，如王熙凤料理宁国

府、探春理家、抄捡大观园、刘姥姥进入荣国府进大观园、红楼二尤的故事等等，都不是写爱情

的。 

    那么，《红楼梦》写了什么，到底是一部什么小说呢？我认为《红楼梦》主要是描写了一个

贵族家庭的生活及其衰落，而伴随着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衰落，演绎出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

王熙凤为代表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儿的生活悲剧、婚姻悲剧、爱情悲剧、人生悲剧，以及人情世

故、世态炎凉。通过这些家庭生活的描写，表达了作者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对人的

思考，表达了他对假恶丑的鞭笞，对真善美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一部人情小

说，是一部探索人生的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人生体验的结晶。 

    《红楼梦》的伟大，首先在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人、人生、人性、人情诸多永恒的话题。

在《红楼梦》中，伴随着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衰落，曹雪芹写出了一批年轻人的悲剧，特别是年

轻女儿的悲剧。这包括宝玉的人生悲剧、宝黛的爱情悲剧，以及其他女儿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

婚姻悲剧、生活悲剧等等。富有同情心的曹雪芹，原本想为众多女儿建造一个世外桃源——大观

园，让他们和宝玉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伴随着贵族家庭的衰落，伴随着诸多矛盾的

爆发，伴随着大观园以外污浊气息的侵蚀，他精心建造的女儿国，也遭到了毁灭，在大观园里演

绎出诸多女儿的悲剧。这既是贾宝玉的悲剧，是女儿的悲剧，更是美的毁灭，是曹雪芹的期待和

理想的毁灭。 

    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先生把《红楼梦》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是曹雪芹面对着人间的“啼

痕”和“辛酸”所创造出来的一项精神上的巨大工程。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说《红楼梦》是民族

心灵最深刻的投射。这都是真知灼见。《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个伟大艺术心灵的呼唤，所以历经

200 多年《红楼梦》的故事还会那样打动人心，贾宝玉、林黛玉等艺术形象的命运还会时时拨动

着人们的心弦，这就是心灵的共鸣。读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就是读者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对话，

是与伟大作家心灵的沟通。在曹雪芹笔下的艺术形象身上无论是体现出的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

会对我们产生影响，都会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 

    曹雪芹的人生经历 

    你说《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人生体验的书，那么作者曹雪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而对

社会、对生活、对人情世故能有如此深刻的感悟？他怎么能写出那么漂亮的大观园呢？我们不妨

从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开始，去了解他为什么能写出《红楼梦》。 

    曹雪芹大约出生在距今 300多年前的南京。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他的出生年月，只能大致推

断，大约生于 1715年之后至 1724年之前，卒于 1763年或 1764年，活了 40岁或 40多岁。 

    曹雪芹出生在一个与皇帝、贵族有着密切关系的江南织造世家，他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保

姆。他们家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达 58 年之久，是名重一时的江南望族。江宁织造虽不是大官，

却是钦差。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皇宫供奉绸缎衣饰等。其实这仅是江宁织造工作的一部分，他另外

的任务是充当皇帝的耳目，监视江南。因此，这个职位不高的江宁织造，却有着可以直接向皇帝

上奏折的特权。曹家真正的辉煌是在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时期。曹寅与康熙皇帝的关系更密切，深

得皇帝的信任与赏识。当年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就接驾了四次。《红楼梦》第十六回写到，贾府

的大小姐贵妃娘娘元春要回来省亲了，准备修盖省亲别墅，一天贾琏的奶妈赵嬷嬷想给儿子某点

差事，就来走王熙凤的后门，当说到元春要回来省亲这件事情的时候，赵嬷嬷就对贾琏和王熙凤

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游的故事”，其实指的就是康熙南巡。在这里有一条脂批说：“借省亲事

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清楚地点出了这一点。赵嬷嬷说：“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

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当年康熙南巡，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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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芹的爷爷曹寅确实接驾了四次。曹家的风光，在康熙时代达到了顶峰，尤其接驾，曹家可谓风

光无限，《红楼梦》中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说他们家里接驾元妃省亲是“非常喜事”，“真是烈

火烹油，鲜花着锦”，这也正是当年曹家接驾的情景。 

    但任何事情总有两面性，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盛筵必散，否极泰来。曹家四次接驾，虽然

争得了无限的风光，也埋下了败落的根源。什么根源？就是亏空。当年康熙南巡时说，不花地方

政府的钱，一切由内务府负责。所以他到南京后，住在了江宁织造府。因为在皇帝看来，织造府

是内务府驻在江南的办事处，住在织造府就如同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当然皇帝南巡，说是内务

府掏钱，实际上是谁接待谁出。《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就说到“圣祖南巡”花钱的事，她说：

“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

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当王熙凤问接驾的甄家怎么那么有钱呢？这个

赵嬷嬷说了一句很有见解的话，她说：“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钱往皇帝身上

使罢了！谁家有哪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这个赵嬷嬷确实有见识，不简单。清人张符骧有《竹

西词》也写到当年康熙南巡扬州的情景：“三岔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这和赵嬷嬷所说

的情景一模一样。当然，曹家接驾造成的巨额亏空，康熙皇帝是清楚的，他一方面要保护曹家，

一方面也为他们担心，多次催促曹寅赶紧堵上窟窿，要曹寅千万小心。 

    在康熙皇帝当政的时候，曹家虽有亏空，但有皇帝的保护，可以说平安无事。康熙去世，雍

正当皇帝，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雍正一上来，就整顿吏治，铲除贪腐，且手段非常严厉。

没有了最高统治者的庇护，曹家的亏空就成了一个随时都要爆发的火点。果然在雍正五年年底，

因骚扰驿站等事，引发了雍正的震怒，曹家被抄家，近 60 年的江南曹家从此一败涂地。曹家败

落的时候，曹雪芹可能十二三岁，或者五六岁，雍正六年（1728）春夏之交他跟着祖母回到北京。

从一个皇亲国戚的公子哥儿，变成了落魄的文人，这巨大的反差，无疑会给曹雪芹的生活和思想

产生重要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

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曹雪芹家可不是小康之家，而是江南望族，从大家

贵族的子弟一夜之间跌入社会底层，其对世态炎凉的感受，自非常人可比。多少年后，他的朋友

敦诚敦敏在与曹雪芹交往时还常常提到“扬州旧梦久已觉”“秦淮风月忆繁华”，江南曹家的繁华

兴盛与衰落，都在曹雪芹的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他创作《红楼梦》的主要动因和素

材的来源。毫无疑问，没有江南曹家繁华兴盛的生活，曹雪芹是写不出《红楼梦》，是写不出大

观园的。当然，光有对生活的深刻感受也是不够的，还要有才华。曹雪芹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华

的人，所以他才能写出“传神文笔足千秋”的《红楼梦》。对曹雪芹，我们了解的还不是很多，

根据他的朋友的有关记载中，大致可以画出曹雪芹的形象，一是很有才华，工诗善画；二是性格

豪放，能谈；三是爱喝酒；四是耿介正直，不向权贵屈服等。 

    曹雪芹的一生短暂而凄惨，这是他的不幸。而他在短暂而凄惨的生活中写出了一部《红楼梦》，

这又是中华民族的万幸。 

    怎样读《红楼梦》？ 

    了解了曹雪芹的人生，我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红楼梦》是一部人生感悟的书，是曹雪芹人

生体验的结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读《红楼梦》呢？ 

    我以为主要有几点： 

    一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不要刻意求深，不要钻牛角尖。 

    二是要精读、细读。把精读、细读与整本书阅读结合起来。《红楼梦》不是一部以故事情节

见长的小说，它没有《三国演义》那样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西游记》《水浒传》那样

许多曲折惊奇的故事。《红楼梦》中的故事似乎是那样的平淡无奇和琐碎，因此一些年轻人似乎

有点读不下去。不可否认，《红楼梦》由于叙述方式、表现内容等原因，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是有一些阅读的障碍。尽管如此，我认为对这样的伟大文学经典，我们一定要读一读，不是“死

活读不下去”，而是“死活也要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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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重在欣赏、审美、感悟。好好欣赏《红楼梦》传神般的描写、生动鲜活的语言、栩栩如

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细细品味人物的性格特征，加深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情世故的感悟，感

受《红楼梦》的美妙和精彩。说到细细品味《红楼梦》人物的性格特征，林语堂有一段精彩的评

论，他说：“黛玉和宝钗成了讨整个民族喜欢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类型的人：急躁的晴雯、

温柔的袭人、浪漫的湘云、贤淑的探春、饶舌的凤姐和聪明的妙玉。他们性格各异，代表不同的

类型，供读者去选择取舍。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便的办法，是问他在黛玉与宝钗之间更喜欢哪

个。如果喜欢黛玉，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喜欢宝钗，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林语堂

说“黛玉和宝钗成了讨整个民族喜欢的人”，这句话有点危险。但他说“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

便的办法，是问他在黛玉与宝钗之间更喜欢哪个”，真是经典无比。对黛玉宝钗的看法态度，自

清代至今，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如林语堂所说，你是喜欢黛玉还是喜欢宝钗，确实可以

发现人们的性格和脾性。 

    四是对《红楼梦》叙述艺术的特点有一些了解，如诗意般的叙述、一语双关、隐喻、草蛇灰

线伏脉千里等。比如《葬花词》是林黛玉性格及人生命运的谶语等。 

    五是选好参考资料，包括好的研究论文，可以对我们理解作品内容予以帮助。当然，还是以

阅读文本为主，阅读参考资料为辅。从而达到“深入领会作品的内涵，体验人物的命运遭遇和内

心世界，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品味作品的语言魅力”的阅读目的。 

    读《红楼梦》一定要注意，曹雪芹写生活场景，写人、写事，从不做静止的描写，而总是在

动态中描写，他总是用一种主观的镜头对着人对着事对着物，描写贾府是这样，描写大观园也是

这样。黛玉进府时，就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和心理活动，而依次展现场景和情节的。 

    书中写到，林黛玉自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的人来接了，林黛玉在家时就时常听母亲说，

她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为什么不同，因为林黛玉的外祖母家是王公贵族之家呀，黛玉见到来

接她的几个三等的仆妇，已经感到吃穿用度不凡了，那么她外祖母家的一等仆妇、荣国府的主子

岂不更是不凡了么？要知道林黛玉也不是小家子里来的，也是大家闺秀。这是林黛玉第一个感觉，

这个细节的描写，通过林黛玉的心理活动，为荣国府作了充分的渲染和铺垫。因此，此时的林黛

玉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为什么呢？“唯恐被人耻笑

了去。”这既表现出林黛玉的谨慎、自尊，又表现出她是一个有心的姑娘。有人曾说，“步步留心，

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这怎么与后来的林黛玉不一样啊，口齿伶俐的

林姑娘怎么会“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呢？这种疑惑有一定

道理，但忘记了这是“黛玉进府”，这是一个有心、自尊的小姑娘来到一个新环境下的正常心态

和表现，否则傻呵呵的还能是林黛玉吗？ 

    随着林黛玉的眼睛，我们看到了都市的繁华、人烟的阜盛，自是与别处不一样。“又行了半

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注意，这还不是荣国府，而是宁国府。作者

为什么这么写，是有用意的。一是宁国府是贾家长房，是老大，林黛玉进贾府，必然是从宁国府

门前过，而且“敕造宁国府”几个字很重要，这几个字与两个大石狮子，凸显出贾府的高贵势派。

另外还有，在《红楼梦》中还有谁说到宁国府门前的这一对大石狮子呢？柳湘莲。《红楼梦》第

六十六回，柳湘莲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

净。”东府指的就是宁国府，宁国府是贾府的长门，门口蹲着的石头狮子显示着权力和富贵，可

这样的人家主人无论是贾敬，还是贾珍贾蓉，都是糟糕透顶的人。他们的荒淫无耻与威严的大石

狮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成了绝妙的讽刺。曹雪芹的描写常常就是这样一笔多用，常常是言外有

言，言外有意，而且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读到这一段，看到这里的大石狮子的描写与第六十

六回柳湘莲对贾宝玉说的那段话联系起来，把这两尊大石狮子与贾珍、贾蓉的丑行以及红楼二尤

的故事联系起来，就会深深地感受到曹雪芹对宁国府门前两个大石狮子的描写真有“史笔”之千

钧之力，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红楼梦》了。 

    《红楼梦》中的传神之笔有很多，第四十回说的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也就是今天大家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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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刘姥姥逛大观园，这里说说曹雪芹如何写“笑”。 

    书里写到王熙凤和鸳鸯为了逗大家乐一乐，两个人合谋捉弄刘姥姥，老于世故的刘姥姥当然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非常配合地演出了一场“闹剧”。书中写到：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

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

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

子嗳吆；宝玉早就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

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

离了坐位，拉着他奶妈叫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曲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

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人们把这一段称之为“群

笑图”，曹雪芹真是把笑写绝了。这一小段中，写了 11个人，表演节目的刘姥姥、王熙凤、鸳鸯

没有笑，剩下 8个人笑得不得了、笑得不行了。绝妙的是作者仅仅用 8句话写出 8个人的笑态，

各个不同，活灵活现，而又非常准确地符合每个人的身份和性格，寥寥几笔，传神千古，叙述语

言简洁准确，生动丰富，真是写得绝了。 

    此外，《红楼梦》中诗词曲赋，也写得非常好。它的诗词，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众体皆备，

什么都有，诸如诗、词、曲、赋、对联等等；二是按头戴帽，《红楼梦》中的诗词，不是曹雪芹

的诗词，是曹雪芹替《红楼梦》中的人物写的诗词，他的了不起就在这些诗词都非常符合这些人

物的身份、性格和文化修养。林黛玉的诗就符合林黛玉的性格，只有她才能吟出“花谢花飞飞满

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薛宝钗的诗就是含蓄浑厚，像薛宝钗的为人，所以她能吟出“好风凭借

力，送我上青云”。三是命运隐喻，《红楼梦》中许多诗词，既符合每个人物的身份特点，又隐喻

着人物的命运，譬如林黛玉的葬花词就是这样。正是“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介绍，语言艺术、

结构艺术、叙事模式等，但我认为《红楼梦》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

一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了几百个人物，其中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不少于几十人，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论是宝玉的率真，黛玉的情痴，宝钗的城府，凤姐的泼辣⋯⋯曹雪芹的

伟大就在于他写的那样生动逼真，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就像是我们的生活中曾经遇到过的人物一

样，因而，读《红楼梦》常常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即使不很重要的角色如一个小丫鬟、一

个下等仆人，曹雪芹寥寥几笔，就能使这个人物跃然纸上，令人难忘。脂砚斋评价《红楼梦》中

的人物描写时说：“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人物的鲜明性格，还

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正如鲁迅所说“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

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这充分显示出曹雪芹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这在

中国小说艺术上同样是巨大的突破。 

    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它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是中华民族对人

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由于有了曹雪芹和《红楼梦》，我们中国人在英国人面前、在俄国人面前不会难为情，因为

曹雪芹和《红楼梦》比起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毫不逊色，曹雪芹的《红

楼梦》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而曹

雪芹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早 100多年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正是：伟大的曹雪芹，不朽的

《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