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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王  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部长，当代著名作家、学者) 

 

《红楼梦》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既可以用自己的观点、经验解释《红楼梦》，也可以用《红

楼梦》的故事、见解来解读自己的经验、观点。我们如果只是谈自己的创作显得狭窄了一点。在

这里说明一下，《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其实《红楼梦》就是中国文化，谈《红楼梦》就是谈中

国文化，《红楼梦》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毛泽东主席曾经有一句

名言：中国有什么呢？中国有悠久的历史，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众多的人口，另外还有一

部《红楼梦》。那么，什么叫《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呢？我今天着重谈的是《红楼梦》里面所表

达出来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方式、一些中国人的人生命题。因为

《红楼梦》不是一篇论文，它要想谈什么问题我不能说用三个大问题、六个小问题、十二个子问

题，不能这样写。我们就是从这里面寻找那些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分析、值得我们咀嚼的这

样一些人生命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红楼梦》的家国之思与兴亡之叹。家国之思、兴亡之叹，这是中国

特色，中国人谈到国的时候，都是联想到家。我们现在讲国家，既指国也是指家。抗美援朝的时

候我们说“保家卫国”，也是家和国，所以儒家的士人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把

家治理好了，就是你把国家治理好的缩影。过去我们更多地说家国，现在我们说是国家，我们把

家看成国的缩影，这是中国的观念，跟外国不一样。外国“家”就是“家”，“国”就是“国”，“家”

是 family，“国”，英语里有三个词都可以翻译成国家，一个 state，主要指的是政体和政权，一个

country，指的是领土，一个 nation，指的是民族、人群，但是都和 family 没有关系。中国不管什

么时候“家”与“国”都有关系。中国对“国”的理解就是一个大家庭，很久以来中国认为“国”

就是一个大家庭。中国的“家”，我指的是旧社会，“五四”以前也是非常大的家庭，依靠人们所

希望的“四世同堂”、“五世齐昌”维系在一起。把这个家维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呢？一靠血缘关系，

二靠尊卑秩序、尊老爱幼。中国的家，从它的正面来说它真是尊老的爱幼的，充满人情，充满情

感，所以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家最好，中国人的家的观念非常地重。当然，家里头还有小的分化，

也有一些表面上的尊老爱幼、孝悌忠信，旁边还有私利，还有勾心斗角，正像《红楼梦》所描写

的那样。那么家里面除了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另外还有几层关系，就是一个家里有

主奴关系。在《红楼梦》里面，主奴有别，主就是贾家、王家、史家、薛家几乎是屈指可数的这

么一些人，还有嫁到他们家的比如说尤氏；另外还有大量的奴隶，老的有焦大，男的有兴儿，女

奴就更多。光贾宝玉身边就那么多，袭人、晴雯、麝月，贾母那边有鸳鸯……主奴的关系它也有

两面，一面我们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关系，主人对奴才的控制、压迫、主宰，甚至于要奴才的命，

在《红楼梦》当中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它也有另一面，就是奴才的思想受到控制，也由于

实际的生活水准，她不想回自己的家，不想得到自由，她想得到的是在贾府内部相对好一点的生

活。《红楼梦》有几次描写贾宝玉到袭人家里去，描写贾宝玉到晴雯家里去，那种描写感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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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普通人家里去就像下了地狱一样，房子不像房子，茶碗不像茶碗，缺了口子肮脏的样子，茶水

也不是茶水，茶水发红（质量非常低劣的表现），而且普通老百姓家的人物都粗俗、卑下，所以

它也有某种力量凝聚这些奴才。这个家里头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物，我指的是半奴半主的人物——

姨娘、妾，在过去的家里面仍然处于奴才的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二奶。所以也有些对中国传

统文化采取比较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他们认为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是姨娘文化：

姨娘文化是一种奴才文化，是一种卑下的文化，是一种没有尊严、没有原则的文化，往往又是一

种争风吃醋的、加害于同类的文化。那么《红楼梦》除了姨娘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相同的

人，那就是寡妇。因为旧中国，这个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讲守寡。那么寡妇在《红楼梦》里算

是相当美好的写法，写贾宝玉的嫂子李纨。李纨呢，她并没有痛苦，别人对她也没有什么批评，

因为她已经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对一切已经冷淡了。而这家呢，它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仅仅是

尊卑长幼、兄弟姊妹、男女的勾心斗角、主人对奴才有好有赖，更重要的是家国之思。思什么呢？

就是思这个家已经没有前途了，这个家也正在酝酿着它的衰亡和没落，充满着悲凉。为什么会充

满着悲凉呢？书从一上来就不断地说，外面看着还可以，里面已经渐渐地空了，已经寅吃卯粮了，

花的钱像流水一样，但是花得越来越多，进项越来越少，而且长期寄生的生活，使《红楼梦》里

边荣国府，特别是宁国府（的人）是一群废物，一群寄生虫在那里生活。他们只知道穷奢极欲、

吃喝玩乐、养尊处优，而没有任何人在那里考虑生计；只考虑自己的利欲，支出祖上的积蓄，而

没有考虑要有自己的积累，自己的贡献，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通过写一个家庭呢，我们也看出来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既是政治的概念，

也是社会的概念，也是历史的概念，以至于它也是文学的概念。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兴亡，还可

以说盛衰，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过那么多的改朝换代，有过那么多的战乱，有过那么

多的天灾人祸，人们从历史上已经看惯了一个朝代兴起来了，一个朝代灭亡了，一个家族兴旺起

来了，在兴旺的时候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红红火火、赫赫扬扬，非常地辉煌，非常地火热。而

一旦衰败起来，稀里哗啦地就完蛋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贵族，这样的个人，这样的派别，这

样的势力，直到这样的朝代，都是一样的。如果说皇帝厉害，谁比得过秦始皇啊？！那秦始皇的

兴，秦始皇的盛，何等的威武显赫，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而秦朝却比任何一个朝代衰亡得快，

来得惨，来得可悲。所以中国人自古即研究了这个，对这个特别地敏感。 

而《红楼梦》里虽然写的是一个家庭，但是让你感觉到那些表面上非常辉煌的东西，它可能

包含着某种衰落的危险，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还有许多这样的话，比如说“大有大的难处”，“百

足之虫，死而不僵”，比如说“外面的还可以，里子里却是空的”，这些东西都给人叹息的感觉。

有些人还把它概括为最代表我们中国人观点的一句话：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秦可卿死前托梦给

王熙凤，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近百载，快到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给人以悲观宿命的感觉，让

人觉得都是这个命，胜利的太多就会开始失败，太阔了就要穷了，你的权势太大了也就快要被推

翻了。《红楼梦》尽管写的是一个家庭，而且这个家庭和实际的存在并不一致，它也没告诉你宁

国府、荣国府在什么地方，但是让你感觉到它的家国之思、兴亡之叹，可以说是感动到人的骨子

里了，你看着《红楼梦》，就好像听到作者的一声又一声深长的叹息。 

第二我要说的是富贵之花、享乐之福。《红楼梦》里写到了这样一批幸运者、统治者、贵族、

封建社会上层的富贵之花、享乐之福。这些在中国的小说里面，很少有小说能写得这么的细致，

写得这么的具体，这么生动，而且相对比较真实。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经验，在旧社会，在清朝，

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而且是曾经有权有势的，家底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贵族，当时是怎么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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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怎样行事的，我们不知道，可是《红楼梦》里面写得很多。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四个字，在

旧的戏曲里面讲得很多的，就叫富贵荣华。“富”指的是财富之多，“贵”就不光是指财富了，“贵”

还有社会地位之高。那么“荣华”呢，那很多是精神上的一种感受：华丽、华彩、华贵。《红楼

梦》非常集中地描写了这种荣华富贵，比如说吃东西，过节，过生日，都吃哪些东西呢？吃的东

西有些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匪夷所思，看了以后甚至发晕。比如说刘姥姥，吃了一块东西，说“这

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好吃的啊”？回答说是茄子，刘姥姥说不要骗我了，我乡下人没见过茄子

吗？茄子是什么味儿我还不知道吗？王熙凤告诉她这个茄子是怎么烹制的，刘姥姥一边听一边念

着佛：“哟，我的佛啊……”做一个茄子光用鸡作配料就用了十来只，这叫什么茄子？ 

他们的居住，修建的大观园，那种园林，那种山水，里面讲究了，很多园林的一些规矩，包

括每个人住的地方，潇湘馆里有很多的竹子，蘅芜苑有很多阔叶植物，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

有亭子，什么地方有桥，什么地方有路，什么地方有假山石，这个风光也让他们享受尽了。你看

了这个大观园会给你一个感觉，如果把这个大观园都给了你，你就什么活都不想干了，也不用上

学了，也不用去经商了，就每天在大观园里头自我陶醉，自我享受吧，这一生也不白走这一趟了。 

而且《红楼梦》里头有两个大事件，极尽荣华富贵。一个事件本来还是丧事，就是秦可卿之

死，但是你们看秦可卿之死的那个排场啊！为了让秦可卿的丧事办得风光一些，先让秦可卿的丈

夫捐一个官职，捐一个级别，有了官职和级别，这个丧事的档次就可以上去了，然后还有多少的

僧侣、道士，有念经的，有哭的，有代替主人来哭的，有路祭的，有更高级别的北静王前来祭奠。

一个丧事就这么豪华，让你感觉简直不是在办丧事，和搞大游行差不多，像搞庆典，那是在炫耀，

炫耀自己的地位、财富、周全、体面。 

另一件事就更大了，就是元妃省亲。贾政的大女儿嫁给皇上到宫里去当个贵妃，皇帝允许那

些妃妾回家探亲。那种场面，大太监、小太监、二太监、三太监，就是光那满街的太监，你就觉

得那谱、那场面、那个威风啊!黄土垫道，净水泼街，采取临时管制，其他车马人一律不得通行。

贵妃快来了，说话声音都小小的，不敢大声说话。 

写的那个荣华，那个富贵，一方面要有一些荣华富贵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人也还有一种享

乐的欲望，无限地享乐的欲望，其中尤其以贾母为代表。贾母是一个最会享乐的人，你看当刘姥

姥向贾母做一些恭维“老寿星啊，你有福啊，你的福真大啊”等等这些的时候，贾母说：我有什

么福啊，我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请大家注意，一个像贾母这样的人，在她说她自己是“老废物”

的时候，也是自我感觉最良好的时候，是最舒服的时候，也是自我感觉最得意的时候。“老废物”

什么意思？就是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她操心，不需要她劳动，不需要她生气，不需要她计划，到了

一个老人说自己是个老废物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自信的时候。 

他们的享乐还有一个特点，这种特点反映我们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就是他们的享乐一定包含

什么呢？包含“不动”，就是“不动弹”，坐享其成，占据别人的劳动成果，而自己连举手之劳

的事情都不做。你看外国的贵族，骑马啊，是不是？你看《战争与和平》里的瓦西里，老瓦西里，

公爵还喜欢自己做木匠。很多欧美人喜欢做木匠，他们做木匠的目的只是为了玩，不是为了打个

家具什么的去市场上去卖。我去过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阿瑟•米勒的家，他家地下室全是木匠

房，你到他的客厅里头，他就告诉你，这个板凳是他打出来的，那个桌子也是他打出来的。《红

楼梦》里的这些人就是什么也不动，有时候我看这种人都有点发指。发指什么事情呢？我指的是

一个秋天，林黛玉心情也不好，写了一些有关秋风秋雨的诗，这会儿贾宝玉来看她，看完她贾宝

玉走了。贾宝玉去解手，结果一解手来了四五个人伺候，这个把衣服撩开，那个把衣服挡住，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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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到他，四五个人伺候，而且基本都是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贾宝玉怎么可能尿得出来呢？但

是他们就把这个当成了享受，当成一种幸福。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就是青春的欢乐，青春的享受。比如说，他们成立了诗

社，一起吃螃蟹，这个有点南京这边的特色。一边吃螃蟹，一边作诗，而且讲螃蟹应该怎么吃。

譬如说“芦雪亭联诗”，简直就是一次青年联欢节，诗歌节，初雪节。《红楼梦》本来是写贾府的

衰落的，但是当《红楼梦》写到了贾府尚未衰落的时候的种种荣华富贵、吃喝玩乐、猜酒行令、

说说笑笑，讲故事，讲笑话，我们生活里的一些东西在《红楼梦》里都能找到。写到这些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不管是曹雪芹还是读者，被它带到一个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这样一种荣华富贵、享乐

的场面。《红楼梦》表达的仍然是对荣华富贵的一种向往。 

第三，《红楼梦》还写了人生之悲、情爱之苦。那么是不是每天享乐、吃喝玩乐呢？不是的，

《红楼梦》恰恰相反，尤其是它的两个主要人物，最动人，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两个人物，一个

是贾宝玉，一个是林黛玉。他们对人生之悲、情爱之苦这种体会让人们看到另一面，让人感觉受

不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在《红楼梦》里面都很年轻，林黛玉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 9岁，有人说 10

岁，也有人说 11岁，《红楼梦》结束的时候林黛玉也就是 14岁，贾宝玉也就是 16岁、17岁左右，

很年轻，但是他们对生命都有一种短促感，一种荒谬感，有一种空虚感。 

其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写贾宝玉在大观园里面，树上栖息的鸟在叫，贾宝玉就想：这

只鸟现在在这棵树上叫（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杏树吧），转眼间这些杏花就会脱落了，落了

后就结上了杏子，然后第二年再开出了杏花，但已经不是今年的这个花了，今年的花已经灭亡了，

那么第二年也可能还有一两只鸟到这个树上来，但你也弄不清楚还是不是今年的这只鸟，如果是

今年的这只鸟，那它已经老了，如果不是，那它很可能已经死了。就是万事无常，生命之无常啊。

他感到非常的悲哀，他甚至哭，掉眼泪了，自己傻乎乎地在那儿自悲自叹。 

那么林黛玉这种对生命悲观的感受，大大超过了贾宝玉，而且超过了一切。林黛玉的那首著

名的《葬花吟》表达的就是这个心情：生命是短促的，青春是短促的，时光是不再的，一切都会

灭亡，一切都会离开我们。“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

亡两不知！”这里相当刺激，而且相当的奇特，如果她说是年龄再大一点，或者在医院里检查出

得了个白血病，她产生这么个悲观的想法，感觉生命即将离自己而去，人间即将离我而去，那还

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要是十二三岁，或十三四岁就老琢磨我也快老了，也快要死了，我将来死了

后骨灰也就只有那么大一瓶就不十分正常了。因为这个对生命有所感触，有所感慨啊，这本身并

不奇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也是一种感慨，光阴如水不断地逝去，就

是说在这个短暂的生命中，你要追求真理，你追求最根本、最核心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追求这个价值，维护这个价值，死就死了，我懂得了真理，可以死了，心里也塌实了。 

曹操的诗也是这样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写的是何等的悲哀。

但是曹操并没有灰心失望，相反到最后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时间短促，生命短促，所

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建功立业，好男儿要有所作为，不能让一生白白地过去了。但是贾宝玉和林黛

玉他们的痛苦就在于他们对人生的悲哀的这种体验，他们抓住了一条，就是爱情，因为贾宝玉本

来就不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他也不相信仁义道德、礼义廉耻这一套，他

不相信，唯一能给他们孤独的生命，给他们短促的生命以温暖、以慰藉的就是爱情。尤其是林黛

玉，对爱情的想法就是以身相许，没有爱情林黛玉还不如去死，她的一生也是这么度过的。而在

那种社会情况下，爱情带来的只有痛苦，很少有快乐。贾宝玉和林黛玉有几次快乐地在一起唱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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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ok？或者是在跳舞？或者是在一起骂骂领导？没有。他们只有痛苦，只有悲凉，只有怀疑，你

怀疑我，我怀疑你，不能说破，不能说明，也不知道他们的家长最后会做怎样的主，有情人终未

成眷属。其他的那些人的情爱，哪怕没有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么忠诚，这么一种知己的性质，而更

多的是一种欲望，这些欲望带来的也都是痛苦。 

现在回过头来说，只有断了情爱之念的人才能不受情爱之苦，比如说李纨，因为贾珠已死，

她在守寡，等于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在欲望上先实行自杀，基本上自杀得差不多了，这人 70%

已灭了，还剩 30%吃喝、说话，行尸走肉了。 

这方面《红楼梦》写得太惊人。当然，有这种思想，有这种问题的人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

不在少数。王国维解释《红楼梦》，他用叔本华的欲望说，他说《红楼梦》表达的是种欲望的痛

苦，因为人活着就有欲望，有欲望就希望得到满足，很多欲望得不到满足，得到了满足又会有新

的欲望，新的欲望又要求新的满足，因此人生只剩下了痛苦，这也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第四，我想谈一下《红楼梦》所表达的好了之辩、色空之悟。《红楼梦》里面有一段很有名

的《好了歌》，那个中心的意思是说世界上你看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你只有把所有的

好全都结束了，所有的好都看穿了，不追求这些好，你就了了；了了，就是你的灾难、你的痛苦

就可以结束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你把所有的情爱、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梦想全都了掉，你

也就好了。所以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和“好变成了，了变成好”同样的一个问题是，“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这本来是从佛家，是唐玄奘翻译《波罗密多心经》过来的，叫“色不异空，空

不异色”。色就是各种各样的实有，五颜六色，红尘世界，花花世界，但是和空无异，是没有差

别的。而空呢？它和大千世界也是没有差别的，然而接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更进一步增加

了其中的思辩性。 

它里头有一个故事，其实和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有类似的东西，而且应该说这个故事本身

也不高明，但是它表达了那种思想。贾府有一个叫贾天祥的，对王熙凤感兴趣，对王熙凤有非分

之想，结果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想办法害他。这也是种变态心理，因为一个人对你有所兴趣，你

躲开他也就算了，他闹得厉害点最多把他作为性骚扰，起诉也就行了，而王熙凤却害他，非要人

家的命不可，这是个变态的心理。 

跛足道人送贾天祥即贾瑞一面镜子，从这个镜子的正面看是美人，背面看是骷髅，多看背面

不看正面，你的病就好了。贾天祥他有好奇心，反过来一看，正面是王熙凤，结果他就死掉了。 

中国的文化有两方面，中国文化为什么虽然屡屡亮起红灯，亮起黄灯，但是至今长盛不衰？

中国的文化不是一条道，不是一条直线，而往往是一种兼容并存。比如刚才讲到的修齐治平，要

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要治国安邦，要辅佐明主，要建功立业，很大一部分从孔子到孟子那里

都是这样的。但是另外还有一部分，它只是想解脱，啸傲江湖，讲与世无争，讲老死于山林之中，

退而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有这层意思。这也是一种境界，尤其当你修齐治平、治国安邦、

建功立业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那么你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士人，知识分子，

你怎么办呢？是不是自杀？跳海？或者发神经病？闹成一个精神分裂？这都是不可取的。可取的

是你要看开一切。《儒林外史》里头最后把价值归结到什么地方呢？琴棋书画。一个读书人的最

高的价值是琴棋书画。 

然后佛学来了以后呢？佛学本来是一种很坚定的信仰，但是佛学传到中国以后淡化了信仰主

义的强度。讲佛经的故事很激烈的，很煽情的。讲到佛祖以身饲虎，说佛祖到了一个林子里，看

到一只老虎，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非常的饥饿，已经不能动了，气儿都快断了。佛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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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它，于是佛祖就把自己送给老虎了：“请吃吧，你太饿了，愿我能够帮助你解除饥饿。”这是

一种很激烈的行为，是很煽情的一种行为。 

但到了中国，尤其到了禅宗那里，很少有这种教导，包括我们中国那些著名的高僧，也没有

这种记录，把自己切成块当饲料喂给狼吃啊！中国文化要求的是解脱，解脱的目的就是好变成了，

了变成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这个解脱有很大的一个限制性，这个色即是空是在什么时间、

什么条件下它是“空”，空即是色是在什么条件下它是“色”？“好”和“了”也都是这样。比

如说这镜子里头，比如说风月宝鉴，正面看是个美人，背面是一个骷髅，告诉你美人都是骷髅。

你如果说这一百年以后，不用说鄙人了，在座的各位都变成骷髅了，但现在咱们不是骷髅，绝对

不是骷髅，现在绝不是个骷髅在这里给大家讲。如果你们现在思想很超前，认识很透，这不就是

一个骷髅吗？那怎么行呢？是不是？你怀抱着一个美人和怀抱着一个骷髅，这感觉是绝对不相同

的，是不是?所以就有我所说的那个现象。 

在《红楼梦》里它不断地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但是它写一些

具体的场合，荣华富贵，吃喝玩乐，爱爱仇仇，说说笑笑，行酒作乐，喝酒，猜酒令，还有说相

声，觉得它是很有吸引力的。你甚至觉得不管曹雪芹在他晚年衣食无着，达不到温饱的程度，但

是他回想起当年快乐的生活，还是会压抑不住得意，压抑不住炫耀。 

第五，吉凶之异、宿命之威。《红楼梦》给人一种感觉，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你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的，说变就变。比如说金钏，她是

王夫人面前的丫环，伺候王夫人睡觉，给王夫人敲腿，王夫人虽然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这些都

是剥削阶级的坏毛病，他睡着了还要占有一个奴隶，还要剥削劳动人民的劳动力。贾宝玉跑到那

里没事骚扰，去捣乱，然后金钏说了一句话：你不要到我这儿来捣乱，我给你出个法子，你到谁

谁谁那儿去，去看彩云和环哥他们在干什么。金钏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夫人她没有睡着，听到金

钏说这话，噌地转过身来就是一个嘴巴，就认为金钏对贾宝玉进行了精神污染，立即宣布将金钏

开除宅籍，把金钏轰出去，叫其家人领走，结果是金钏就跳井而亡。 

一个人由活到死就这么方便？就像不值得一提一样，跟打死一只苍蝇差不多，本来什么事情

也没有，只是个笑话，就把一个人给整死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贾宝玉还挨了一顿打，差点没把

贾宝玉活活打死…… 

贾政在外面做官，做得也不好。回家了，一回家那贾宝玉就非常紧张，因为他天天在家吃喝

玩乐，给他留的家庭作业他一件也没有做，赶紧就开始写小楷，而且林黛玉也帮着他写，帮着他

造假。贾宝玉每天晚上在那儿恶补，在那儿写小楷，那些服务员没有一个敢睡觉的，大丫头在旁

边侍候着，小丫头在外边。有一个丫头就坐在那里打盹，“嘭——”脑袋就磕在了墙上，贾宝玉

说不好，有人从墙上跳下来了，借着机会就折腾。折腾半天，晴雯给出主意，就说宝玉受惊了，

受惊了所以小楷写不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这是晴雯编的一段瞎话，这个瞎话一直到最后她自己

也讲不清，到最后引起搜查大观园。而搜检大观园的结果，第一个被驱逐的就是晴雯，真是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读了就会觉得人的命运完全不可以掌握，谁也不知道早晨你还是好好的，晚上

你还是不是能保持完整；早晨他还是你的朋友，他晚上是不是已经被开除宅籍，驱逐出境了。《红

楼梦》里写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表达了中国人对命运的无奈，而且对命运戏剧性变化的恐惧感。 

第六，说一下《红楼梦》里的用藏之惑、邪正之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应不应该为社

会所用，为朝廷所用？《红楼梦》里面分两大派，一派包括贾政，包括薛宝钗，他们都劝贾宝玉

要好好读书，要经世济用，将来要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为家里争得荣誉，争得财富。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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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管他呢，反正再没有吃的也少不了咱们的，再没有穿的也少不了咱们

的，相反地，你们那些蝇营狗苟，谋取功名那才是最下贱的、最虚伪的、最肮脏的。凡是劝贾宝

玉上进的，贾宝玉都称之为禄蠧，就是光拿俸禄的虫子，蛀虫，专等着吃国家的俸禄。 

贾宝玉还有些非常精彩的批判，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文官要

敢于说真话，敢于向皇帝提意见，为提意见丢脑袋也在所不惜。武官要勇于在作战中牺牲自己，

马革裹尸，一腔热血要贡献给朝廷。大家都这么想，但是贾宝玉偏偏不这么想，进行批判。他说

“文死谏”，你光为了自己拼得了一个忠臣的名声，你把皇上陷于何处了？你如果死谏，那不是

证明皇上是昏君吗？那不是说皇上听不进意见吗？“武死战”呢，朝廷养着这么多的武官，这么

多的军队，是为了保卫皇上，不是让你去死的，一打仗所有的武官都死了，那谁来保卫皇上？这

个贾宝玉也很能辩论，而且他这个辩论还给我一个感觉，以极左的方式来批判左。你不是对皇上

忠吗？我嘛事不管我才忠，你到处提意见，那不是找乱子吗？你自己死了倒好还让皇上生气！这

书里贾宝玉口头上说了一大堆，我辜负了天恩祖德，我是不肖之子，可是另一面具体写到的呢，

你又觉得确实他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前途。而且不光是贾宝玉没有选择，没有这种愿意为朝

廷所用，为社会所用的想法，《红楼梦》里除了贾政没有一个人那样，而贾政又纯粹是一个不懂

人情、不懂世故的，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人，是一个绝对无用之人。 

这个用藏之辩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读书人、许许多多的文人在那儿说个不停的话

题。李白也面临这个问题。李白的诗里也有这种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是“夫子红颜我少年，章

台走马著金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另一面也要寻仙，“五岳寻仙不辞远，一

生好入名山游”，“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陶渊明诗里也有这种自相矛盾，世

世代代都是这样。 

第七，我想谈一下《红楼梦》里的词字之谜、诗文之丽。《红楼梦》在应用汉字进行文学创

作上达到了极致，它把汉字的表音、表形、表意都用到了极致。《红楼梦》提供的信息丰富，除

了表面上叙述的故事以外，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好像还含着谜语，包含着一个没有完全

告诉你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名字——甄士隐，把真事隐去；贾雨村就是假语谶言；贾

宝玉的四个姊妹的名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放在一起就是“原应叹息”……所以甚至让

有些人光去研究《红楼梦》的这些字了。 

《红楼梦》词字之谜带给我们读者极大的欢乐，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再一个就是诗文之美，

中国自古以来，小说戏曲属于俗文学，诗歌散文属于纯文学，所以我觉得曹雪芹生怕别人以为他

是个俗人，所以本来是写小说，后来不断地写诗，写文章。而诗文中显示了人的风格，显示了人

的才智，也显示了人的情调。贾宝玉很任性，薛蟠也很任性，如果说到任性和个人的欲望，他们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贾宝玉也是对所有漂亮的女孩一概感兴趣，薛蟠也一样。但是他们的一大不

同就是他们的诗文不同。贾宝玉的诗文写出来，他在语言文字上大大美化了自己的生活，而薛蟠

的诗属于恶搞的性质，这证明诗文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学有好多理工科学院，希望我们

所有的理工科的同学也多学学诗文，至少可以美化我们自己的形象，使我们的境界、我们的生活

变得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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