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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深处方续红

高鹗之续：

悲喜虽交织，灵气却不足

周教授介绍说，当时高鹗与程

伟元搜罗了市面上流行的《红楼梦》

传抄本，但当时的抄本错别字很多，

他们俩人搜罗之后便对这些抄本进

行了对照与整理，然后由高鹗续写

了后四十回。但高鹗与程伟元在书

的序言当中并没有提及续书一事，

而推说是陆陆续续在市面搜集而

来，后来经过俞平伯等红学家的考

证加之文献的记载，证实此书是高

鹗他们续写而成。

就高鹗的续写来看，总的来说还

是比较成功的，保持了宝黛二人爱

情、婚姻悲剧的结局。

但缺陷也显而易见，高鹗只把

这种悲剧看成是婚姻、爱情的悲剧

却没能看成是社会、历史的悲剧，

所以在他的续写中将结局安排成

了家道复苏。“看似一个光明的尾

巴，却不符合情节发展甚至是社会

发展的逻辑。”同曹雪芹“落得一片

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思想境

界相去甚远。从宝玉对晴雯之死

与林黛玉之死的不同反应就可以

看出。“高鹗旨在利用情节而不是

利用人物性格冲突去表现人物的

性格、形象。”

刘心武之续：

以作家之名，挥动想象的翅膀

对于引起很大争议的刘心武续

写《红楼梦》，周教授也做了一番评

论。他认为，刘心武的续写并不是在

从事学术，他只是个作家，以想象、推

理、推测的方式去写作。但是学术是

要讲求科学的，科学要以事实为依

据，学术就要以所记载的文献资料作

为根据。

但周教授也坦言，《百家讲坛》和

名作家的效应将刘心武置身到了舆

论的风口。现代的人去写两百多年

前的事，“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再现

两百年前的生活缺乏现实的感受与

体验，创作基础并不具备。

续写升温的背后：

罔顾史实，急功近利

关于续书，周教授说，其实清代

的时候就出了好多种续书，这些续书

基本的倾向是改变悲剧的结局，所以

什么“圆梦”、“补梦”之书纷纷出炉。

但是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却无

法与原著相比，因而影响都不大。

在谈到这些年续书热兴起的原因

时，周教授认为，《红楼梦》魅力大，影响

也大，这是续书热兴起的首要原因。

因而，“不少人想借《红楼梦》成名”。

记：您的续红楼已经完结了

吗？有出版的意愿吗？

张：已完结，正在联系出版。

记：您觉得续红楼给您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张：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心

灵与曹雪芹这个情种、情圣、情哲

进行的心会，续红过程是我领略

人性，体会伟大作家心境的过程。

记：您的职业对续红楼有无实

际的帮助？您的学生如何看待？

张：以前教授《写作学》，红楼

中的情思、结构艺术、语言艺术

是我讲课的重要案例，教学相

长——教学促进了我研究红楼的

主题和艺术，反过来，研究成果

帮助我提高了教学效果。

我的学生很惊诧我敢于续

写，更期待我的作品出版。

张亚琴

面对五花八门的续写《红楼

梦》作为我省著名文艺评论家的唐

先田，也有自己的想法：“续写这部

旷世巨著，如果不带功利的目的，单

纯是自己喜爱，这种自娱自乐的方

式未尝不可。如果是有志于文学作

品的创作，我觉得还是可以从《红楼

梦》中汲取写作方式的营养，写出现

今生活的时代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在唐先田看来，《红楼梦》不是

一般的优秀文学作品，它展现了一

幅既充满奇特想象又符合作者所在

的历史真实的宏大生活画卷，能够

让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用“博大

精深”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而且，这还是一部耗时耗力的伟大

作品，作者曹雪芹在创作时也是“披

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十年辛苦

不寻常”。在世界文学史上，《红楼

梦》的地位绝不容小觑。

“续写《红楼梦》不是从今天才

开始风行的，在古代就有这样的现

象。续写是一项有很高难度，很繁

琐，很复杂的工程，需要涉及许多方

面的充分准备。到目前，续作都没

有达到原著的深度和广度。”唐先田

说写续书时，仍然要慎重地以曹雪

芹前八十回的内容和脂砚斋、畸笏

叟等人的批语为依据。

说起《红楼梦》的“草根写作”，

唐先田观点很明确：“时下已是一个

大众文学的‘卡拉OK时代’，不能阻

止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续写名

著。创作是个人自由，无可厚非；续

写其实是今人走近古代文学经典的

一种尝试。可是，如果把这份精力

创作自己熟悉领域的作品，才是最

佳的选择。” 张亚琴

续
写
红
楼
为
哪
般
？

自曹雪芹版《红楼梦》遗失书稿之后，可不可以续写红楼梦，如

何续写红楼梦，一直都纷争不断。目前取得的共识是《红楼梦》由

曹雪芹撰写前八十回，高鹗和程伟元续后四十回，但是续书是否遵

照了曹雪芹的原意？曹雪芹的原意究竟又是什么？百人有百种说

法。安徽的两名“草根作者”也加入了续写的大军。且不说他们写

作的水平如何，但是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凭着对《红楼梦》的那

种真挚的喜爱，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续作，是用心在写。

记者（以下简称记）：《红楼

梦》最初给你留下的是什么样

的印象？

何恩情（以下简称何）：最

早接触这本书是初中的时候，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林黛玉的

形象在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有续

红楼的想法，因为初读红楼梦

的时候我觉得后四十回读起来

怪怪的，就产生了按照自己的

思路来重新构思写作的想法。

说起来，我从动笔开始，整

整历时1年半才把这部作品创

作出来。

记：在你的续写中，你对哪

个人物结局比较满意？他的结

局是什么？

何：每个人物都有他必然

的命运。而苦等宝玉的薛宝钗

的结局在我看来，最符合原作

者的本意。她的结局是在冰天

雪地中被冻死了。

记：你的续写已经出版了

吗？

何：续《红楼梦》现在已经

完成了，但是还没有出版。其

实在这些续写中，我赞同刘心

武的部分观点，他的观点也为

我的续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记：续写为你的生活带来

了改变吗？

何：那当然有改变。当作

品在网络上被流传后，我第一

次被电视台采访，第一次登报

纸，不少第一次都是续写《红楼

梦》带来的。除此之外，没什么

太大影响。有时候走在校园

里，有不少同学会喊我红楼

哥。但是，我还是以前的我，没

什么太大变化。

记：你现在还是在校上课吗？

何：我已经是快要面临毕

业的大四学生了，现在在合肥

市经开区管委会实习。

张亚琴 朱玉婷

铅华付之续红梦

在合肥工业大学，何恩情

是个人物。身为人文经济学

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08 级

一班的学生，获得许多奖项。

可在他眼里，这些远远不如续

写《红楼梦》所带来的成就感

大。

大一下学期，随着自身文

字功底的加深和对原著理解的

深入，何恩情开始真正构思续

写小说架构。大二暑假，他正

式着手进行写作。

在闷热的寝室里，他一遍

遍地翻看原著，细细琢磨前80

回的暗示、脂砚斋批语、红学家

的推断，精心安排情节。甚至

为了加深诗词与古文功底，他

买来《古文观止》、《唐诗三百

首》等书，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还把原著的诗词摘抄下来，细

细品读。而陪着他的，只有一

台破旧的电扇。

2010 年 11 月，何恩情完成

22万字的初稿。他把作品放到

合肥工业大学论坛、合肥论坛

以及百度周汝昌吧、刘心武吧

和天涯论坛上，引起了数万网

友跟帖热议，当时，他刚刚 21

岁，成为《红楼梦》最年轻的续

写者。正如他在网络连载的自

序中写道：“我，二尺年华，书生

一介。只是凭借自己的双手，

在拟着这个残缺的美。不为

名，不为利，只为自己的一颗心

罢了。”

迷上红楼，他花了十年；续

写红楼，他花了一年半时间。

未来，他的人生，与《红楼梦》彻

底分不开了。

上世纪80年代，当张江红的

哥哥从外地回来时，他没有想

到，自己随身带回的《红楼梦》，

竟然会成为张江红钟爱的书

籍。由于喜爱，张江红反复翻

阅，直至现在的床头，仍然放着

看不出是哪个版本、破旧不堪的

《红楼梦》。因为梦想，从2008年

开始，张江红执起了续写《红楼

梦》的笔，从此潜心创作，现已完

成了整部作品。“情种情书红楼

梦，爱恨情仇写人性”，现在在安

徽铜陵学院任教的张江红，用很

简短的语言概括了对《红楼梦》

的自我见解。

断臂的维纳斯需要再安胳膊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部道尽世事沧桑、写尽人世沉浮的《红楼

梦》历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正因为《红楼梦》高超的艺术成就和在读者当中

的巨大影响力，续写《红楼梦》者历来有之。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并出版又将

这一话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记者就此话题联系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

常务理事、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中明，刚一坐下，周教授便直言：“我觉得，

《红楼梦》续写这个问题不值得大做文章。” 实习生 马明新 记者 张亚琴

自娱自乐的方式未尝不可
受访对象：唐先田，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文艺评论家

梦境：第十三回里，写秦可卿托

梦于王熙凤，告诉她要在贾府兴盛

时早早筹划下将来的基业，还说眼

下又有一件非常喜事。实际上是暗

示了贾府的衰败和下一步元春晋

妃。

判词：第五回中，作者通过一系

列判词（配画的）暗示了主要人物的

最终命运。比如关于袭人的是“枉自

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

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就暗示了袭人

最终是嫁给了蒋玉涵（优伶）。

灯谜：第22回里，写贾府过元宵

节猜灯谜，贾母制的是“猴子身轻站

树梢”，谜底自然是“荔枝”（离枝），暗

示贾府破败后自然是“树倒猢狲散”。

戏文：第 29 回写贾府女眷在清

虚观楼上看戏，贾珍来回“神前拈了

戏，头一本是《白蛇记》……第二本是

《满床笏》……第三本是《南柯梦》”，

暗示了贾府由创业起家（如刘邦斩白

蛇）、兴盛（满床都是上朝拿的笏板，

暗指贾府很多人做官）、衰败（荣华不

过是南柯一梦而已），贾府最终必然

逃不过被抄家的厄运。

诗歌：用诗歌来暗示人物命运

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薛宝芹的十首怀

古诗，此诗见第51回。《钟山怀古》比

较明显是说李纨的，《青冢怀古》暗示

香菱，《桃叶渡怀古》写迎春等。

酒令：28回里写宝玉和薛蟠等人

行酒令，其中蒋玉涵说的酒令中有

“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

夫唱妇随真和合”明显暗示他和袭人

将结为夫妇，并且谜底是“花气袭人

知昼暖”，出现了袭人的名字。

人名：《红楼梦》里的人物姓名足

可以写篇不错的文章。其中的贾宝

玉，暗示意为“假宝玉”，实际上也就

是说此人为“真石头”，是一块无材补

天的石头。“霍启”是甄士隐的家人，

作者用以暗示他将使主人“祸起萧

墙”即“祸起”也，后果然因他的不慎

而丢失了英莲。

记者（以下简称记）：续《红楼

梦》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是偶

然还是思考已久？真正写作的时

间有多长？

张江红（以下简称张）：续

《红楼梦》，是因为对这本书的

至爱，爱到深处方续红。续红

是对情种曹雪芹、情书《红楼

梦》的致敬行为。

爱红楼，由来已久。少时偶

然接触《红楼梦》，因为那时不知

情滋味，并不偏爱，相反，它还不

如水浒、三国更能调动我的阅读

兴趣。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随着对人情世态体验的加深，越

来越能够读懂它，越是读得懂，

就越是喜欢读。

如此反复地强化，直至一

日不读如隔三秋，索性置于枕

畔，睡前醒后，都要信手翻开一

页来读。此时，已经熟悉了其

中的情节。那段时间，可谓是

阅读红楼无处不在，而且不论

在何地何时，阅读时都能瞻前

顾后。此种读法，别有风味。

记：熟读此书，是你产生续

写想法的根本？

张：熟读，使我了解了曹雪

芹《红楼梦》，熟读，是我体悟曹

雪芹心的过程，此时的续写，是

我和作者隔着历史的时空而心

会的场所。

具体写作，开始于 2008 年，

那年，列出了续写回目。

阅读无处不在

续写是与曹公的心会

记：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红

楼梦这本书的？哪个人物给您印

象最深？

张：很小的时候，我哥外出打

工带回一套红楼梦，那时开始第

一次接触。刚开始，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宝玉、黛玉，后来看得多

了，印象深刻的人物就比较多一

些了，比如史湘云、妙玉。

记：在你的续红楼中，您觉得

哪个人物的结局最靠谱？

张：按照“靠谱率”，依次是：

香菱、迎春、探春、宝钗、宝玉、史

湘云、龄官、贾蔷、贾母、黛玉、妙

玉等等。

记：面对五花八门的红学研

究，您比较赞同谁的观点？

张：周汝昌的观点，虽然他主

要是考据性研究，研究范围和方

法虽有局限，但是态度真诚。

续写香菱的结局最靠谱
7大伏笔作引子

《红楼梦》其中的伏笔和暗示手法数量大，而主要方式有灯谜、梦境、戏

文、诗歌、酒令、判词等。 朱玉婷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