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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美感世界》自序 
李淳玲  

  

 

1995 年寫完〈紅樓夢的美感世界〉一文後，筆者心裡有數，知道是應該回

頭處理哲學問題了。當時有關審美判斷的美學問題已經出現，向來在腦中殘留

之「美與道德」的問題也已浮現，康德美學的問題又還沒弄明白，所以筆者就

將心思回注於哲學本行，展開另一波的生命之旅。 

       這樣悠悠將近十載，筆者的用心與寫作大體灌注於康德哲學的問題上。除

了〈史湘雲與十獨吟〉以外，都是 1995 年以前的作品。〈十獨吟〉一文是 
2000 年補綴的小品，算是書寫史湘雲文字的一個收煞！ 
       收在此處的六篇文字涉及兩方面：一方面是考據的，它們與向來「紅學」

的研究範圍比較接近。筆者在書寫〈史湘雲的結局疑案〉裡，接二連三看出因

為這個問題向來糢糊，導致紅學家對許多相關的問題，作出滑轉與錯誤的判

斷。滑轉是原本可能屬於史湘雲的情節都沒能被人想起；錯誤是由於史湘雲結

局面貌的糢糊，導致寶釵的結局被誤判。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明義二十首〈題

紅詩〉的第十七首：「錦衣公子茁蘭芽，紅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褟，

夢魂多個帳兒紗」屬誰？以及〈十獨吟〉的作者是誰了？ 

       這兩點是筆者從史湘雲結局的輪廓推衍的論斷。雖然與大多數紅學家的論

斷不必相同；並與少數紅學家的意見類似。但是以第十七首〈題紅詩〉論証湘

雲結局的可能只有筆者一人。至於〈十獨吟〉的作者，也有學者推斷可能是出

於史湘雲，但是他們的論証方式與筆者不同，並以為〈十獨吟〉也可能成於黛

玉。那是筆者所不取的。筆者完全依前八十回有關湘雲文獻的內証，以及對於

湘雲生命性情的掌握而判斷〈十獨吟〉的作者應該就是史湘雲。這一點在沒有

太多外証的條件下可能會引起異議；但是異議無妨，筆者的目的也只是提出另

外一說以供參考而已。 

       附帶一提的是明義詩的第十五首：「威儀棣棣若山河，還把風流奪綺羅，

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筆者也很驚訝地發現紅學家的論斷是那

麼樣的離譜：有說是鳳姐的、也有說是寶釵的。其實這首詩說的就是探春。只

有探春的本事才與這四句詩意互相貼切。筆者並由此詩相應的回目﹝七十四

回﹞，以及第十六首誄晴雯﹝七十七、七十八回﹞的情節，間接推斷八十回以

後湘雲的悲劇就要登場了。這當是順情合理的推斷。這就是有關史湘雲這頭三

篇文字的主要論點。 

       另一方面是屬於審美判斷的。這比較困難，因為它們涉及「什麼是美？」

的美學問題。美學在傳統中國並不發達，雖然中國人的美感情調向來超逸別

緻，但是哲學地討論「美」的問題確實是闕如。這也是筆者從 95 年後一頭鑽入
康德美學的主要原因，由此牽三掛四，引出更多更根本的哲學問題。如今有關

這方面的哲學著作，已收集成《康德哲學問題的當代思索》一書，由台灣南華

大學社會所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 

       此處收集的後三篇文字，第五篇〈紅樓繫年〉也是考據的性質，只因考據

的結果壓縮出曹雪芹寫「時間」的短暫，因而帶出〈寶釵〉文與〈美感世界〉

文主要的一個觀點：就是曹雪芹「浪漫情懷」與「寫實情調」交揉的小說寫

法。這似乎是曹雪芹運筆的奇氣所在，到底這種手法是他改寫過程無心的發

展，還是有意的創作就很難說了。從現有的蛛絲馬跡看來，我們大可相信，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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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芹早期是有一份《風月寶鑑》的文稿寫得比較寫實，當時寶玉的年齡比較

大，沒事可以在妓院裡唱唱小曲，跟沈世兄、北靜王等酬作於海上名士之間，

可能是一部比較成年人的作品。而後來在浪漫情懷與美感情調昇華以後，寶玉

必須生活在大觀園的眾香國裡，他的年齡就不得不壓小，與早先的年齡相差了

三歲，由此才可能編織出《紅樓夢》裡非常特別的小兒女詬誶、旖旎風光與香

豔情調。這一點究竟是創作原初的刻意、還是創作過程的偶然，筆者不敢斷

定，筆者只想判斷寫實情調應該在先、浪漫情懷可能在後，這一點與曹雪芹最

終的美感經營有關係，筆者因此以為〈繫年〉一文雖然偏向考據、卻與美感情

調的決定有一定的關係。 

至於另外兩篇〈寶釵之美與悲劇〉以及〈美感世界〉的寫法，好像也與一

般文評不同。筆者大體是以個人欣賞的趣味去讀紅的，更因哲學的本行，對哲

學家論「審美」有高度的興趣，並對總是與「審美」沖撞的「道德善」也有高

度的關切，總希望能明白它們之間的關係。何況，筆者心中還有一個信念，就

是認為大家論道，就算有別、必然有相通之處。比如說康德論「美」，或可運

用於曹雪芹的「美感世界」裡，他們幾乎是異地同時的中西天才，彼此或有互

通款曲之處也未可知。 

       曹雪芹的《紅樓夢》無疑是一部普世的文學巨著，他所繫動的審美情感不

是筆者在此叨絮得盡的。那麼康德呢？他是如何剖析「審美」的呢？他說：審

美是一種單一的情感判斷，卻必須同時召喚出普遍的同意之情，換句話說，審

美判斷雖然始於主觀的情感，卻具有客觀的普遍性，雖然它並不屬於一種客觀

的認知判斷。並且康德又說：當「想像力與知性合拍和諧」之時，審美判斷就

會發生。這一點就很有意思了，他好像在對筆者印証《紅樓夢》之所以那麼吸

引人、它的美感情調之所以那麼高致，正是因為它的浪漫情懷﹝想像力﹞與它

的寫實質地﹝知性一般﹞完全合拍合調的緣故。 

       關於此、筆者未來還可能書寫相關的討論文字，尤其是在分判主觀情感的

普遍性上，還可能涉及「審美之情」、「崇高之情」、「道德之情」與「宗教

之情」等種種人類普遍情感之異同與感通，值得進一步探索。此處書寫的〈寶

釵〉文與〈美感世界〉文，與此「審美情感」的思路大體是一路的。 

      人之一生以能欣賞偉大心靈的歧見為幸福，而這些偉大的心靈包括了不同領

域的天才。筆者有幸，得以讀到曹雪芹、康德與牟宗三先生的作品，自覺是一

種生命的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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