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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脂砚是湘云（上）

【作者】周汝昌

谁知脂砚是湘云（上） ■周汝昌 [1]  

  有朋友问我，你当了大半辈子考证派，你自己觉得哪条考证是你平生最为得意的？我回答说：不

做假谦虚，我最得意、最精彩的就是考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即史湘云。朋友听了哈哈

大笑，说：你这个考证可不像考曹荃即曹宣那样，连反对你的人也只得承认；你说脂砚 既湘云，人家

笑骂交加，有人说你这是“匪夷所思”。我答：你说的只是一面的情况，另一面是我拥有大量的认同

者，甚至也有“粉丝”，都非常赞同这一出色的考证。他们对此兴趣浓厚、深信不疑，这些同情者中

有名家、有专家、有学者，还有不少是在校读书的学生。 [2]  

  我的第一部著作《红楼梦新证》草创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

出版。但是我又把它自评为是一部未定稿和半成稿，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我一经考明曹（雪芹）、李（煦）两家至亲都惨遭雍正的政治迫害之后，便立刻悟到：曹

雪芹的《红楼梦》不仅仅是个自传性小说，而更是曹、李两家的自传或合传的文学创作(此所谓“传”

者，实际就是今日通常所谓的有素材、有原型的小说写作)。还不止此，我考明了李煦是雍正夺位后第

二年就把他投入刑部大狱，抄家苦治，把一位百姓平民都称之为“李佛”的七十高龄的善良人远充到

东北极荒之地冻饿而死，所因何故？就是因为李煦是雍正政敌胤禟的“奸党”，查出他曾经给胤禟买

了几个苏州女子，这下子可就犯了雍正最不可容忍的大罪，成了万恶之人了。对比来看，李煦的内丈

曹寅家却是迟至雍正六年才遭到抄家、逮问、治罪的。所以，我那时很快悟知《红楼梦》的后半部的

主角已然不再是黛、钗俩人，而是逐步转到史湘云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上，并且，由此而牵连到小说的

素材及情节内容必然要包含了相当部分的李家的遭遇和其后果。于是我一层又一层地细看曹雪芹写湘

云的笔法，才恍然醒悟她的家虽然名称仍然叫做史侯家，却是生计如此艰难，湘云靠做些针线活儿卖

一点儿钱来度日，每夜忙至三更天。有一次，袭人提起来，湘云便红了眼圈。雪芹的文字寥寥数笔、

淡淡落墨，内中却包涵着无限难言之痛苦。而一般读者就只能看见那些满纸淋漓痛快的所谓爱情的描

写。我的感触无论在当年还是今日，想找一个或几个可有共同语言的伙伴也都是很不容易的。 [3]  

  我明白这层道理之后，立即向胡适、邓之诚等诸位前辈探询，有无关涉到李煦家的文献存在？我

已忘记了到底是哪位老学者告诉我故宫档案馆存有后来发现的李煦家档案，我听了又是一番巨大震

动，心里想这比我研究了曹寅家世之一切是同等甚至更为重要。我立刻写信给赵万里先生(北京图书馆

善本室主任、著名学者)，问他可否帮我介绍到档案馆去查阅这部分文献。赵先生立即写来了回信，并

附有一纸向故宫档案馆的介绍信，而且告知我进故宫走哪条路线就可以到达档案馆。这种热情都是我

平生难忘的，是仁人君子的典范。  

  我兴奋地拿了这份介绍函立即前往故宫——有一个细节，十分有趣：赵先生给我指明的路线是从

神武门(即故宫后门)进去，然后左拐，即往东再转南行……我走了很长的路，这是故宫东面的一条最

宽大的宫内通道，我不知应该怎样称呼，两旁都是很高的大红墙，大红墙上有不止一个大宫门，都是

紧闭的，上面一条大铜锁有一尺多长，还刻着细花纹，真是见所未见。我走了很久并未碰上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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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终于寻到了档案馆。我站在那里一望，不觉自己笑了起来：原来这就是东华门内不多几步路往北

一点儿的一个小院子，简陋的几间房冷冷落落，这就是当时的故宫档案馆了。我心里奇怪，为何赵先

生让我进神武门？若是进东华门不用五分钟就到了。我不是因此有走冤枉路的想法，相反，正是当时

那里都不是开放的线路，我平生只能在此经历那种宫禁森严的特殊感受，我要感谢赵先生给了我这么

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那时，档案馆的简陋与冷冷落落的景况让我意想不到，馆内的二三位馆员见我这个青年人来了，

不但不嫌烦反而露出了高兴而乐于接待的表情。他们看了赵先生的介绍函后问我想看什么，我直答想

看看李煦的档案。很快，我就高兴地看到了这些珍秘文件，同时，我注意到另一张表格，这是给来客

洽阅档案的签名簿。我一看吃了一惊：上面清清楚楚有胡适先生的签名，此外并再无一人来过，我是

第二位了。这是何故？我至今不敢妄言。 

【原载】 《中华读书报》2008-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