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明清時期章回小說選讀： 

問題與方法 

 

第八講： 

《紅樓夢》是怎樣開頭的？ 

脂硯齋研究 

 

授課教師：白先勇文學講座 商偉 教授 
 

 

 

 

 

 

 

【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

性－相同方式分享」台灣 3.0版授權釋出】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tw/deed.zh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tw/deed.zh_TW


 
 

2 
 

◎《紅樓夢》的整個接受過程裡，出現了一系列的悖論，這樣一本非常文人式的

書寫，怎麼突然變成大眾文化裡最流行的小說？我過去的做法是把它變成《紅樓

夢》現象，那時期的大眾所接觸的，不見得是小說本身，而是它的衍生物，這個

衍生物有視覺的成分，有表演的成分，有戲曲、插圖、年畫、詩詞、木刻等等，

甚至出現過刪節本，在中國很快變成「開口不談《紅樓夢》，縱讀詩書已枉然」

的現象。有很多文化副產品出現，這是《紅樓夢》現象特別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而且，它有一套組裝的辦法，根據不同的主題和需要，很快就篩選出《紅樓夢》

裡必讀的東西，因此，許多讀者並沒有完整讀過小說，而是讀它的選本。在圖像

裡也有類似情形，但圖像選擇跟《紅樓夢》閱讀的差別是很大的，一些非常不重

要的場景，比如「四美釣魚」、「寶琴立雪」，在情節上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只是

因為畫面好看，便經常被保留在《紅樓夢》的插圖裡，這選擇完全遵循視覺邏輯，

把這些東西篩選而出，從文本中脫離出來，變成可以單放、攜帶，游離在文本之

外，可以獨立存在的東西，《紅樓夢》的流行，很大程度跟它的非文本化，或者

它簡約變成詩，可以立即被大眾消化、吸收，並且被記住的這麼一個過程相關。 

當然跟後來新技術的發展也有關係，如石印的發展，使得插圖本製作變得特別容

易，清晰度也變好，利於推廣。 第三個因素則是時間，隨著大眾文化的出現，

視覺技術的發展，包括我後來寫的文章講的西洋鏡，種種新加入的技術，產生了

一套流行文化，一下子就成了很流行的主題，這裡也有它歷史偶然性的成分。 

 

◎《紅樓夢》的版本，長期以來多是程甲本、程乙本，程甲本是 1791年木活字

版，有插圖，第二年又重印，做了一些修改，後來，基本處於支配地位的是木活

字版的程甲本，直到 1927年甲戌本的發現，在 1792年到 1927年之間，大家所

了解的《紅樓夢》，基本上是程乙本的《紅樓夢》，已經忘記了還有其它系統的版

本，因此，在脂硯齋本出現的前後，我們對於小說的閱讀是不一樣的，而脂評本

的出現有什麼意義，起什麼作用，又引發了哪些問題，主要是下列三個層面：第

一，關於作者和小說所依據的經驗素材的意義；第二，關於小說版本、成書和流

傳的過程，脂評本提供什麼新材料，對我們閱讀小說有什麼樣的幫助；第三，它

對我們解讀《紅樓夢》有什麼意義。 

    關於脂硯齋本畸笏叟的點評，以讀者內部來講，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讀者，

他是一個箇中人的、有特權地位的讀者，是跟《紅樓夢》作者共同享有生活經驗

參照系的讀者，事件發生時，他很可能就在現場，直接參與了作者所描述的那個

場景，這在今日的讀者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若沒有借助畸笏叟的點評，我們沒辦

法知道那些部分，可是脂硯齋這樣的一種評點，它最後指涉的核心，不在文本，

而是要透過文本去指涉一個已經失掉的經驗，所以文字只是手段，要以此為跳

板，幫助進入某個他們共同見證的經驗裡。 其二， 脂硯齋裡有許多個人參與、

角色扮演似的發言，直接參與到人物的對話中，加入那個場景，就像他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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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句不好，還不如改成我的這個；或者人物沒有明說，但他潛台詞給點破了等

等，他的閱讀樂趣在這樣的身臨其境，也就是說，這個文本提供讀者參與的機會，

你可以隨時跳入、打斷、干預正在發生的場景和人物對話，文本沒有邊界，它是

有彈性而開放式的文本，每個人可以投身其中，參與修改，而非文本已經完全固

定，讀者站在一個距離之外來評點它，這是脂硯齋本的特點。 

 

◎《紅樓夢》故事來源的設定是，空空道人從石頭上抄錄而來，中間又經過幾層

不同的人，最後到曹雪芹手上，成了這一本書。也就是，曹雪芹說他自己不是唯

一的作者，甚至在這個過程裡，他不是作者，因為他評閱十年，修改分出章節，

最後是一個編者，這中間過程裡，好多人經手，而且每個人都給了不同的標題，

那麼，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姿態和聲明？曹雪芹又為什麼把自己作為一個唯一作

者的身份給否定掉？ 

    小說開頭說「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

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 在這之前，整個小說都已經結束，前兩段就把小說發

生的事情全部了結，然後開始講小說文本的歷史，什麼時候小說變成文本，刻在

石頭的上面，而這個空空道人是第一個讀者，他讀不懂，所以請教石頭，石頭出

來說明，此時，石頭是一個作者，也是主人公，他以兩層身份來替小說辯護，而

空空道人聽說如此，就把《石頭記》重新再檢閱一遍，重頭到尾抄寫回來，因世

傳奇。這空空道人重讀了以後「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

自色悟空，遂易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 他經歷這麼一個轉換

的過程，由空見色，這是石頭經歷的，它一定要到人間繁華溫柔之鄉，經歷一番

再悟道，這才有意義，所以是「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轉

了一圈又回來了，最後空空道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也就是閱讀經驗使他跟小說

裡的人物，經歷了同樣的人生歷程，這個閱讀過程把他給改造了，所以他變成叫

情僧，而且這個小說他也從《石頭記》改成《情僧錄》，也就說，聲稱他具有它

的擁有權，這是關於我的書，這不僅僅只是關於賈寶玉，也關於情僧的，這是一

個由讀者轉換成跟小說主人公認同，而又變成編者，最後聲稱他對小說具有擁有

權，變成《情僧錄》的一個過程。小說的閱讀不僅僅只是閱讀過程而已，它是一

個生命體驗的過程，它可以改變你的人生，使你經歷了同樣一段遭遇，最後你完

全跟小說主人公認同，這是一個完全放棄批評距離的、感同身受的同情理解的閱

讀，最後這個小說，變成了關於我的小說。所以說，這是否為讀者設立了標杆，

這是開放性的文本，你加入，這就是你的小說，在流傳過程裡面，每個參與者都

因為不同的原因把題目給改了：《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石頭記》，轉了一

圈，從《石頭記》最後又變成《石頭記》了，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將名字作了改

動，成為一種我閱讀、參與的標誌，這是書史上一個特別奇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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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奇特還表現在，它是特意寫在石頭上面，從一般意義上來講，石頭作為一個

媒介，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可以保持長久不變、傳之後世，刻在石頭上的文字

具有永恆性，通常是官方或宗教性文件，上頭必須是有年代的，紀念碑似的傳之

久遠的文字，有政治宗教的含義，可這裡都沒有，「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

的善政，不過是幾個異樣女子……」這就形成了對比，當空空道人仔細讀了內容

以後，發現這跟一般以為刻在石碑上的文字、那一些文類毫不相關，這本身就是

一個對比。接下來又發現，連刻在石頭上的文字，也是具有流動性的，每個人抄

下來後都可以改，變成是流傳過程中，每個人都可以認同、參與而修改，可以重

新編輯的文本，而且他顯然把這樣一種空空道人的閱讀方式，作為一個範式，強

調在我們讀者身上，空空道人是第一個讀者，我們就是第二個讀者，以書史研舅

來看，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小說，變成是完全對讀者開放的文本，而這也被脂硯齋

抄本的流傳過程給印證。同一部小說有各種不同的流傳本子，不僅只是作者的修

改，抄寫的過程也會做一些改動，抄寫者把評點抄到正文裡去，把原來兩段評點

合併等等，它完全是流動性的，不具備穩定性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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