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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古本
!

红
楼梦

"

"一书是刘心武对!红
楼梦" 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和研究的结果#刘心武认为$

目前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红楼梦"存在对曹雪芹原作
的误解和篡改# 因此$读!红
楼梦"不应以通行本为准$而
应参照各个古本# 刘心武认
为$周汝昌先生汇校的!红楼
梦" 是目前最接近曹雪芹原
笔原意的一本# 刘心武以此
汇校本为参照$逐回对!红楼
梦" 的原笔原意进行了推敲

和阐释$ 并对八十回后的内
容进行了合理的推想和重
现$力争还原 !红楼梦 "的真
实全貌#在这一还原过程中$

刘心武剖析了!红楼梦"的思
想内涵和艺术构想$ 将一个
广阔幽深的红楼世界完整地
展现出来# 这本书标志着刘
心武红学研究的进一步深
入$ 全面反映了刘心武的红
学思想$同时$又可作为周汝
昌汇校本!红楼梦"的辅助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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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明武宗%正德皇帝
朱厚照&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
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远在湖北的
'(

岁的朱厚 以藩王身份继承皇
位# 但是$朱厚 行进到北京宣武门
外$忽然止步不前了#

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

朱厚 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朱厚
断然拒绝了#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究竟有
何玄机(

中国古代)九*为极数$天子之制
以九为大+皇家建筑大门门钉一般每
扇九路$每路九颗# 出入紫禁城的其
他三座大门'午门,神武门,西华门莫
不如此$为何独有东华门例外呢(

明朝一代$凡是内廷举行吉丧重
典$皆以西华门为上+ 而东华门与皇
帝生死两途都无关系$几乎没有皇帝
由于礼制原因出入东华门+

既然皇帝不走东华门$只有太子
才走$ 那大门的规制自然要低一等
级$所以少了一行门钉就合乎情理+

大明朱氏 $皇
帝 血 统 有 两 次 巨
变+ 第一次是朱棣
举兵靖难$ 叔辈的
燕王一支取代侄儿
建文升位帝系+ 朱
棣 一 支 嫡 传 了

)

代$寿命都不长$大
多是在

&*

几岁驾
崩+ 传到弘治皇帝
朱祐樘$ 此人于国
于家都尽心尽责堪
称楷模$可惜

&+

岁
就英年早逝$ 只留
下惟一的儿子朱厚
照+

朱厚照继位$年号正德$谁知其
德行非但不正$简直荒唐$一生放浪
形骸$ 纵情声色$ 到

&*

岁病死的时
候$反倒一个子女都没生出来+ 于是
挑来拣去$最后定下了血缘最近的正
德皇帝的堂弟---朱厚 +

按照宫廷礼仪规定$这位十四岁
的小堂弟要先入文华殿$追认太子身
份$再择日登极+这样$他一定要通过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 进入紫禁
城+

朱厚 不干了+ .遗诏以吾嗣皇
帝位$非皇子也+ *

其实所谓遗诏$ 并非朱厚照本
意+ 是经过张太后认可$内阁大学士
杨廷和以朱厚照的口吻起草的+

)遗诏是请我来当皇帝的$不是
来做人家儿子的/ *

于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
幕上演了' 一边是即将登极的皇帝$

一边是恪守礼仪的大臣+他们坚持己
见$互不相让+

僵持不下之际$ 老太后妥协了+

于是$ 朱厚 由大明门正中御路进
宫 $ 拜见太后后 $ 在奉天殿登极 +

他没有选用太后和大臣们拟定的
)绍治* 年号$ 而是自己取了个年号
)嘉靖*+

终其一生$ 嘉靖皇帝也没有从
东华门那

)%

颗门钉下走过+

二

公元
'+%(

年 $ 年轻的嘉靖皇
帝$ 仅仅用了

&

年时间$ 就让那些
德高望重又不识时务的老家伙们 $

卷起铺盖走了一大半+

)内阁大学士* 杨廷和于半年
前辞职回家+ 是他$ 在正德皇帝驾
崩后推举朱厚 入继大统$ 结束了
帝国一个月没有君主的尴尬局面 0

是他$ 假借已死的皇帝名义$ 惩处
奸佞, 裁减冗员, 减免赋税$ 将正
德年间的弊政一扫而光+

杨廷和的无奈去职$ 源于一个
问号' )谁是嘉靖皇帝朱厚 的父
亲(*

这个问题看似根本不成问题 '

他的亲生父亲是兴
献王朱祐杭 $ 弘治
皇帝朱祐樘是他的
伯父 + 然而 $ 杨廷
和不这样认为 $ 满
朝文武几乎都不这
样认为+

大家的意见是$

朱厚 继承的是弘
治皇帝朱祐樘的皇
位 $ 所以应该是弘
治皇帝朱祐樘的儿
子 $ 而亲身父亲应
该被他称为叔叔+

朱厚 嘴巴撅
得老高 ' )父母可

更易若是邪(*

谁是谁的儿子$ 这个问题无论
如何看上去都是家事$ 然而$ 最终
却成了嘉靖初年政坛第一大命题 $

由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政治角斗+

为什么杨廷和, 毛澄等满朝文
武一定要求嘉靖皇帝追认朱祐樘为
父呢(

从情感角度来看$ 实在是因为
朱祐樘做皇帝做得太好了$ 文官们
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个人断子绝孙+

文官集团是有情感的$ 然而他们
忘了$ 新皇帝朱厚 也是有情感的+

太极殿在明代被称为未央宫 +

朱厚 的亲生父亲朱祐杭$ 就出生
在这座秀美别致的宫院里+

在紫禁城的内廷$ 朱厚 见到
了从未谋面的祖母邵氏+ 邵氏年轻
时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宫词'

外宫冷落病何堪$ 红药低吟意
妙含+

一语宏恩留故国$ 不
教选女到江南+

尤焕可也道')这么大的老鼠$还
真是少见+俗话说$鼠大成精$可别真
成精了+ *

陈文伟道')也说不定已经成精
了+ 你们看它的牙+ *

说罢$ 他将那只大鼠挑的高高
的+在阳光下$大家清楚地看到+那只
大鼠的两颗大牙闪着金色的光芒$十
分的耀眼醒目+

)金牙/ *张问陶,尤焕可,钱博堂
和常柘松都异口同声地叫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常柘松惊问
道+

钱博堂道')老鼠长了金牙(别不
是真成精了/ *

尤焕可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口里
道')有意思$有意思+ *

张问陶走过去$细细看了那长金
牙的老鼠好一会儿才道')不是就这
么一只吧+ *

正说着$王捕头也挑着一只大鼠
出来道')又一只金牙老鼠+ *

张问陶道')看来这个屋中藏着
宝啊 + 大多都是金
器$所以成了这些大
鼠的磨牙之物+ *

几个人恍然大
悟$尤焕可笑道')原
来是老鼠用金子磨
牙啊+ 可谓天下最富
之鼠了+ *

钱博堂也笑道'

)我还听说食尸之
鼠$体形容易长的硕
大$难道里边还藏着
古尸不成( *

陈文伟皱着眉
头道 ' )里边的确有
股怪味+ *

张问陶对众人道')一定有暗道
或暗室藏着什么东西+ 咱们进去查
查+ *

三十六

一进入这个老宅$ 果然闻到一股
十分难闻的气味$但又和尸臭不同+房
屋虽然年久失修$ 但看得出来十分坚
固$墙灰早已脱落$露出青石大砖和白
色的砂浆+ 近两丈高的房顶已掉了顶
棚$几只老鼠在梁上边穿梭嘶叫着+

光线从窗隙间射了进来$打出数
道强烈的小光柱$ 青砖铺就的地面$

满是碎木破瓷+到处都是倾倒的家具
桌椅$还有一支支或射在屋墙,或射
在家具,或跌落在地的短箭+ 那头倒
霉的大牯牛竟然还没有死$身上扎着
几十支乱箭$倒卧在一摊血泊中喘着
粗气+一大群苍蝇密密的布在牯牛的
伤口和血泊中+

这样的场面让人看了十分的压
抑和恐怖$张问陶,陈文伟,钱博堂,

常柘松和尤焕可五个人都是做过知
县的$审过各种血腥案子+ 但常柘松
和尤焕可两个人却不由得闭了一会

儿眼睛+

)用你们的刀背敲击屋墙和地
面$一定要找到密道+ *张问陶命道+

十几个人开始敲击起来$ 咚咚
咚$哐哐哐+杂乱的声音此起彼伏$在
这间阴郁而炎热的屋中$让人感觉格
外的烦乱+

敲了一会儿 $ 张问陶突然道 '

)停+ *

屋子里顿时静下来$只有苍蝇的
嗡嗡声+

张问陶指着一个衙役道')你再
敲几声+ *那衙役敲了几声$张问陶摇
摇头道')不是+ *他又指着旁边一个
衙役道')你敲/ *那衙役也敲了几下+

张问陶又道')亦不是+ *他的手指一
偏$ 指着在一旁的王捕头道')王捕
头$你敲敲看+ *王捕头方敲了几下$

张问陶道')就是这里了+别的地方是
砖石声$只有敲这里是木头的声音+ *

王捕头点点头$ 用刀向那处猛劈
了一刀$嗡的一声$刀刃被嵌在木头中+

)果然是个木门+ *陈文伟道+

王捕头拔出刀$

和陈文伟一起$一边
敲击一边用刀刻画
出暗门的大致形状+

钱博堂自语道'

)一定有个开门的机
关+ *

张问陶道 ' )不
必了$要开这个门也
容易+ *他回头看了
看常柘松+

常 柘 松 笑 道 '

)不是又要借牛吧+ *

)正是要借一头
牛+ *

常柘松道')这个容易+ *随即吩
咐家人再牵一头牛来+

张问陶又命人将那头苟延残喘
的牛收拾出去$将血迹抹尽+ 等常拓
松的家人牵了牛来$又让陈文伟刀刺
牛臀$将那暗门顶开+那牛冲破暗门$

冲进密室$在里边转了几圈$却又安
然无恙的走出来+

张问陶道')里面没有机关了$咱
们进去看看+ *

陈文伟依旧在前$王捕头和两个
衙役跟在后边+ 因为暗室无光$都打
了灯笼+ 然后是张问陶一干人等$各
带了一名家人或衙役在前边打着灯
笼+ 一进了密室$便见一些金砖散落
在地$还有一些金砖铺在尚未被牯牛
撞翻的架子上+ 十几只灯笼照着$泛
着奇异的暗黄的光芒+

陈文伟带着人将金砖拾起$一共
是两百一十二块+

似乎真相就要大白+管家姜兰分
到一个藏着金子的古宅$但进宅取金
时$却被暗箭射死+凶手不是别人$是
已经死去的常柘松的父亲
常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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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

我在中学时从某本回忆录中读到

鲁迅本人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他曾

遇见热心读者买他著的书!从口袋里掏

出一块钱来放在他的手里!那一块钱还

是热乎乎的!带着青年人身上的体温#

鲁迅受了极大的感动! 经常扪心

自问!生怕自己对不起这样的读者# 这

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

第一个!一块钱的故事"

后来我通读$鲁迅全集 %时 !看到

$写在&坟'后面%是这样回忆的(((

)**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

生来买我的书! 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

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 这体

温便烙印了我的心**,

鲁迅写这篇后记是在
',%-

年
''

月! 那么 )三四年前, 倒推上去就是

',%&

年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罢! 学生来

买的书很可能就是-呐喊%+ 这是他自

费印刷的+

我查阅 -鲁迅日记%

',%&

年
+

月

%*

日星期日下午!)

.

孙
/

伏园来!**付

以小说集 -呐喊% 稿一卷! 并印资
%

百+ ,看来当时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是

自己掏钱以
%

百银圆印刷费 )自费出

版,的.又据史料查证!当时担任印行

的是北大同人组织的文化团体 )新潮

社,!而孙伏园是这新潮社的编辑+

-鲁迅日记 %到
',%&

年才开始有

领取图书版税和文章稿费的正式记

录! 这一年他的著述收入仅仅
'%&

圆

银洋.至于传世之作-呐喊%第一版的

盈余
%-*

圆!是
',%(

年
'

月
0

日才结

清的+

我还有个猜测! 学生买鲁迅的书

也可能是-中国小说史略%!理由如下+

',%1

年
'*

月
0

日-鲁迅日记%载")以

-中国小说史略% 稿上卷寄孙伏园!托

其付印+ ,这部著作也是在新潮社自费

出版的+ 同年
'%

月
''

日载")孙伏园

寄来-小说史略%印本
%**

册!即以
(+

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

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 ,交稿后

两个月就印成了! 可见当时出书效率

之高+ 而鲁迅正在北京这两所学校国

文系兼课讲授!那么-中国小说史略 %

作为讲义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就是说

要由鲁迅自己销售
%**

册+ 鲁迅自印

的讲义要收费! 那么北京大学每学期

要收
'

圆讲义费又有什么不对呢
2

',%(

年
%

月
(

日 -鲁迅日记%载

有")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

,)

本之

值
%&

圆
%

角
0

分
.

作者注"合每本
%

角

(

分
3

+ 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

他对于)那钱上还带着体温+ 这体

温便烙印我的心/*,的深沉感慨!是

否又发生在这除夕独守寂寞之夜呢
2

也说不定+

另一个!一块钱的故事"

晚年鲁迅迁居上海以后!拥有更多

的读者!特别在穷困的学生0市民0工人

中间1鲁迅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

去办事0会友+大约在
#,&45#,&&

年间!

一次他发现书架旁有位工友捧读 -毁

灭%等书爱不释手!但是几次掂量着口

袋里的钱!显然是不够书价+

鲁迅忍不住走上去问")你要买这

本书
2

,

)是的,+

鲁迅又从书架上取了另一本书递

给他说")你买这本书吧! 这本比那一

本好+ ,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

鲁迅看了看书后的定价 ! 又问 "

)一块钱你有没有
2

这本只要一块钱本

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 ,

)有
6

,

这位工友是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

票员名叫阿累! 他立即从内衣的口袋

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 放到鲁

迅的手里+

他认出了卖书给他的是鲁迅 !鼻

子里突然一阵酸+

后来)当阿累受到深重压迫时!总

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 ,

这两个故事有不同的说法+ 情节

有详有略!大同小异+ 总该不是杜撰或

伪造的罢+ 使我怦然心惊的是)那块带

着体温的银圆,+

#,4&

年在北京某校读书的学生!

跟
#*

年以后在上海内山书店买书的

工友!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回事+

但)那一块钱还带着体温 ,!却是共通

的! 因为世界上热心读者的心都是共

通的+

有些伟人蔑视钱甚至不愿意伸出

手接触钱!咒骂"

)钱很肮脏
6

,

也许有些道理罢! 世上很多不明

不白的钱确实不干不净+

但鲁迅的故事告诉我们! 热心读

者买书的钱是干净的! 因为那是劳动

挣来的血汗钱+

但愿这些)带着体温,的钱换来的

书!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但愿所有写书的人都能像鲁迅那

样扪着良心0反躬自问(((

为了每一块钱!也一定要对得起读者+

789:;<=

程应峰

书法有一种技巧叫飞
白$国画有一种讲究叫留白+

飞白也好$留白也罢$说白了
就是要恰如其分地给有限的
空间留些空隙+

这一点$ 可以说从事建
筑业的人最有心得+ 在建筑
物与建筑物之间$ 最有必要
留出空地或通道$ 如果缺少
活动的空隙$再精美的建筑$

消费者也只会望而却步+

诸多事物$ 从整体到局
部$都需要有空隙的存在+拿
居室装饰来说$ 复杂繁多的
装饰反而会使房间失去简约
之美$ 一个房间如果充满收
藏和装饰品$ 反而失去了它
的高雅$ 显得拥塞凌乱+ 相
反$ 如果墙面的大部分面积
以及居室的大部分空间都留
有空白$则会令人心旷神怡$

留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

我有一个从事装饰的朋友曾
说')以我的经验$ 墙面不必
用有色涂料或墙饰布将所有
墙面统统来一个装饰处理 0

在房间的四面墙上$ 至少有
一面是空白$不挂任何画作,

工艺品$ 否则一定透出俗不
可耐的小家子气+ *

对事如此$ 对人更是如
此$ 有了闲隙$ 就有了兼容
性$ 就有可能达到常人不及
的境界+比如说$如果苏轼不
是因为得不到重用$ 数次贬
官$ 就很难留下众多字字珠
玑的千古奇文0 如果李白不
是因为得不到青睐$ 就不会
挎一柄长剑$浪荡江湖$也就
难得有照彻半个盛唐的诗意
的月光了+

水墨留白$ 可得磅礴气
势0大自然留隙$让人思悟浮
想0 心灵留遐$ 教人豁达聪
慧+给生命留出些空隙吧$有
了空隙$ 人生就有了缓冲的
余地$ 有了可收可放的活动
空间$ 就可以随时随地调整
自己的进退$ 就会滋生出无
穷无尽的留恋和回味+

记住这样一句话 ' )拿
花送给别人 $ 先闻到花香
的是我们自己 0抓起泥巴抛
向别人 $先弄脏的还是我们
自己 + * 事情就是这样 $你
给别人一些空隙 $别人也会
回报给你一些余地 +惟有如
此 $生命才更有弹性 $才拥
有更加宽松更为自如的拼
搏环境 +

>?@A

李 娜

如果哪天早上我破天荒的早起$可以看到
院子里老太太们排成队列$ 和着音乐跳舞$或
者是做着奇怪的动作0如果是中午$则可以看
到她们在楼下的小凳子上唠家常$偶尔声音压
低$脑袋凑在一起$看起来很神秘的样子0如果
是傍晚$她们排成一队$在院子里速走+

突然想到$有那么一天$我也老了$我会
是怎么样的情形+

想老伴在身边+ 最好是陪着走了一辈子
的那个人$ 最好他喜欢说话$ 最好他有点爱
好+ 然后搀扶着买菜,做饭$在太阳下休息和
唠嗑$ 他会拿着
蒲扇回忆我年轻
时的调皮可爱 $

我脑子里满是他
的关怀$ 然后两
个人各拿一个放
大镜$ 看着喜欢
的书$不说话$阳
光就那么从背后射进来$ 他用干瘪的手抚一
下我洒落下的白发+或者他铺上宣纸$挥毫几
笔$我站在后面$欣赏他苍老的身躯+

想身体健康+不要生痛苦的病$不要因为
病搞得一辈子的积蓄都要花掉$ 不要用本来
机能就在下降的身躯扛着不能忍受的病菌$

不要自己身上全是药的味道$ 更不要在病房
里看着同龄人的挣扎$ 不要孩子们每天除了
工作家庭外$还要为我的身体担忧+

想有些朋友们$最好是经历相似$年龄相

仿$性情相投$挑个天气不错的季节去踏青和
摄影$或者是约上几个坐下闲谈+

想自己的眼睛还足够能用$ 最好能写点
什么东西$回忆录不写也罢$但是不要放弃了
思考$回忆一下$对了$要有一堆年轻时的照
片$嘿嘿$留下来臭美一下+

想自己足够从容$回忆一生$不会觉得苍
白和轻薄$有点事情可以留在心底$有些品质
保留到了最后+

还要什么呢$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我$

将要
4&

岁的我$想起将有的生活$充满了各
种的需求$ 因为
有太多的事情没
有经历过$ 太多
的好奇还有理想
在蠢蠢欲动 $所
以总是浮华的飘
飘然$ 失去了重
量$ 但是想到老

年生活的时候$ 只是有个人陪$ 有健康的身
体$不至于寒酸+ 真的$没有刻意的在写东西
的时候想到这些$ 写的出发点是我如果是个
老太太会要什么$想不到竟然这么少的需求+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到那个年纪$ 说不定
那个时候的我会依然有太多的比较和浮躁$

比如比较谁的儿媳好看谁的孙子学习好$比
如哪个老太太的衣服贵重+ 但是$更基本的$

是最基础的那些$活着$并且健康+ 于今日$何
尝不是警示(

BCDEF

肖自才

吕伯奢墓在中牟县城北
)

公里$

44&

线
与郑汴快速路会处东北侧+ 大孟镇境内的
大吕村旁+ 墓碑已被黄水淤没+

据!三国志1传记"载'.公刺董卓未果$

从洛阳一带兼行东归+ 过虎牢$ 经中牟被
%县令&陈公所获23杀其伯奢全家+ *又历
史名剧!捉放曹"$演唱的即是该事件的全
过程+ 再据民间所传$ 曹操刺杀董卓失败
后$ 急忙逃出洛阳+ 董卓画像到处捉拿曹
操+ 曹公过虎牢关$向东急奔中牟$被县内
巡捕抓获$解至县衙+ 县令陈公看到曹操是
一条好汉$不忍心害他$两人密谋又共同结
义$联络各路豪杰$共同举事灭董卓$对众
人说'这不是曹操+ 就把他放了+ 曹操当时
就夜宿好友大吕村吕伯奢家中+ 伯奢看到
公到此$非常惊喜$安排住下后$天不明就
去集上打酒买菜+ 并安排家人杀猪宰羊$好

好招待远方客人+

曹操是一位疑心较
大的人物$ 夜里醒来$听
到院内人声嘈杂$又听到
抓住他 $杀他 $以及霍霍
的磨刀声+ 曹操想到$是
否事情已经暴露$派来的
人杀他( 随手持钢刀$跑

到院里$见人就杀$竟将赶集刚归来的吕伯
奢也给杀了+ 当看到被杀的猪,羊,鸡时$才
恍然大悟$啊/ 杀错了$全是误杀$一时铸成
大错+ 事已至此$不能挽回$只有今后以思
相投+

事后众人
深知伯奢及家
人死得冤枉 $

厚葬后又修建
了一座吕伯奢
祠堂和高大的
墓碑 $ 曹公得
位后曾到此谢
罪并祭奠恩人
全家 + 此故事
在当地千余年
长传不衰+

枝上红叶

一日不退仍凌空!容颜斑驳笑意浓+

飘零入土也无妨!化作春花色更红+

王继兴 摄影并诗

江南胜境2国画3 周 天 气节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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