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 HUA 2012年3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 张亚琴 美编童珂 组版 邱莉娜 校对 李文静 B3策划

观园内的“侦探社”

张爱玲说人生有三大恨事：

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

三恨《红楼梦》未完。这份遗憾，

就连身在海外的人也切有体

会。于是，日本的作家芦边拓，

出版了《红楼梦杀人事件》。如

鲁迅所说，续作者大抵是太爱这

本书，希望能写更好。那么，日

本这本和《红楼梦》有关的书，又

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芦边拓自小喜欢中国文学，

以《狄公案》为最。为写《红楼

梦杀人事件》，他颇花一番功

夫，不仅阅读日译本《红楼梦》，

还做了大量笔记，甚至参考过

央视制作的电视剧《红楼梦》。

在书中，他说明了自己的创作

用心：“这是一部除了要从遥远

的日本表达对中国古典文学的

敬意之外，也包含着对推理小

说新的探索。”

于是，在《红楼梦杀人事

件》中，贾宝玉摇身一变当上了

业余侦探，贾宝玉和林黛玉一

起比肩共读的，不是那本“我就

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

国倾城貌”的《会真记》，而改成

了《棠阴比事》、《折狱龟鉴》、

《洗冤集录》等法医学专书和

《龙图公案》、《武则天四大奇

案》、《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

传》等公案小说。

大观园的美女们接连死于

杀人事件。同时，大观园内的

“居民”们也钟情于探案，由探

春发起成立的海棠诗社，竟变

成解疑破谜的“海棠谜社”。原

作里一笔带过的总管家赖大之

子赖尚荣由贪官改塑为屡破疑

案难案的刑部司法官，他被委

以重任调查大观园发生的连环

杀人案，而暗中协助者便是怡

红公子贾宝玉。

点评：有《红楼梦》原著的

珠玉在前，这个续作就处处让

人觉得生硬，感觉就是“红楼梦

的现代文简写本”。如果对原

著喜爱至极，注重考据，那么这

本书就千万别碰。

母仪天下的薛宝钗

80 后作家张一一出版的

《反红楼梦》一书中，薛宝钗这

一艺术形象终于得到了“平

反”，她因为才貌出众被选入后

宫，与表姐贾元春互相扶持，终

因其出类拔萃的才华和德行力

压后宫群芳而被册立为皇后，

掌管后宫，而其在《红楼梦》中

好逸恶劳、有“呆霸王”之称的

兄长薛蟠在《反红楼梦》一书中

也是勇武过人，所向披靡，为平

定“八藩之乱”立下了汗马功

劳，最后当上了“辅国大将军”，

颇受皇上器重，极富喜剧色彩。

张一一不但“撮合”了宝黛，还

让林妹妹成为“生子机器”，一

共给宝哥哥生了“七子八女”，

而且生性厌恶仕途的贾宝玉竟

高中状元，官居宰辅，成为国家

栋梁，《红楼梦》原著中草菅人

命的贾雨村在张一一笔下也一

转身成一时之大儒，“前授生

徒，后列女乐”，堪称“史上最风

流男教师”。

在《反红楼梦》一书中，每一

个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好出身”，

譬如贾宝玉是唐代大诗人贾岛

后人，林黛玉是八十万

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后

人，薛宝钗是曾被封到

薛地的“战国四公子”之

一孟尝君后人，“口蜜腹剑”的王

熙凤则是谦恭未篡时礼贤下士

的新朝短命皇帝王莽后人。

点评：写作《反红楼梦》，并

不是为了“推陈出新”，其“反弹

琵琶”，与《红楼梦》唱“对台戏”

的目的就是在利用名著《红楼

梦》的影响，借此为自己进行炒

作，制造轰动效应，吸引读者对

自己的关注。 朱玉婷 整理

除了以小说方式进行续作外，戏

曲、话剧、影视、弹词、评书、大鼓、快

书、相声等都有移植改编《红楼梦》原

作。比如，晚清就有《红楼梦传奇》剧

本多种流传。

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第一

次将《红楼梦》搬上银幕。后来王文

娟版的越剧《红楼梦》已经成为经

典。近年多种戏曲改编《红楼梦》，还

有交响乐、芭蕾舞和两个版本的电视

剧。而天津相声《黛玉走四方》则是

借林黛玉之口来表达对日本军国主

义的批判。

可以说，红楼梦的续作之多，已

经达到了随时随地进入中国人日常

生活的程度，既可以“恶搞”，也可以

“善意的调侃”。无论如何，看来，续

写《红楼梦》，还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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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个迷人的东西。书中所创造400多个从不重复的人物性格，对许多读者的精神生

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正是由于《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才会有弥恨补憾的《红楼梦》各类续

作的出现。清代和民国时期曾是《红楼梦》续本出现的高峰，当时《红楼梦》的续作有近100种。近年

来，在“草根写手”中也刮起了“续红”风。 张亚琴

续作产生比较早。甚至在

《红楼梦》原书尚未正式付梓问

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续作。

据研究者所说，《红楼梦》的全

部初稿，已于1754年前写完，而

且有人读到过全稿并予以传

抄，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 14

种原稿传抄本，均只有前80回。

从1754年到1792年的近40

年，我们无法知晓那个时段的

准确阅读情况。

在古往今来，影响最大的续

作，无疑是程伟元、高鹗的 120

回刻印本，二百多年来几成定

本。有的续书，如《红楼圆梦》、

《绮楼重梦》、《红楼外传》，其实

是从这个 120 回本续写下去

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考证

派红学家胡适、俞平伯、顾颉刚

等人指出后 40 回是高鹗的伪

作，并非曹雪芹亲笔。但高鹗

反而因此得享盛名。

有学者将续作分为 8 种类

型，即“程高本续衍类”、“改写、

增订、汇编类”、“借题类”、“外传

类”、“补佚类”、“旧时真本类”、

“引见书目类”和“短篇续书”。

《红楼梦》的出现，将长篇

章回小说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续书创作在清乾隆之后不断涌

现。

早期的续书多以长篇为主，

同治、光绪以后至民国年间，则

主要以短篇为主。从内容上

看，大多由悲剧变为“兰桂齐

芳”的大团圆结局；晚清，尤其

是民国时期的续书，则由于动

荡不安的时局，作者往往借续

《红楼梦》而抒己之志。

到了当代，红楼续书已跳出

了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类型，

不少专家、学者借续红楼之名，

实则在进行着辑古补佚的工

作，这就有了补佚类续书的产

生。吴宓、王国维等，多从西方

视角解读《红楼梦》，并无对结

局细致猜测。王国维的《红楼

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

第一篇较为系统的专论，也是

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篇富有理

论色彩的名作。

鲁迅先生也曾从“国民性”

的角度论述过《红楼梦》续书。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

人作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关

于《红楼梦》续书“乐观的国民

性”的问题，鲁迅的笔调比王国

维更为尖刻。

俞平伯也曾去补《红楼梦》

第三十五回中的一节缺文。即

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叫快请，

下文就没了。到了三十六回，又

另起一事，和这事并不相干。按

说 黛 玉 既 然 来

了，宝玉把她

请了进来，两

人必有一番

话说。补小

小一段文字，况

大意已可以揣摩而得，甚至连说

什么话也可知道。但俞平伯绞

尽脑汁，“竟一字不能下笔”。

续作比原书早问世

另类续作大行其道

早期续书只为抒己之志

名人论续书之难

大行移植改编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