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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至31日，“纪念新红学
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
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在北京香
山饭店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红楼梦
学会、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国家
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
资助。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
26个省市地区的160余位代表齐聚
一堂，围绕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
讨。《红楼梦》及中国古典文化研究
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展现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专家
学者们观点如何？本期学术家园版撰
写综述予以报道。

本次会议还特设了《红楼梦》绘
画艺术展，分别展出了：彭连熙的金
陵十二钗人物画，贾万庆的大观园
图，陈志伟、许军杰的红学人物十六
幅，谭凤嬛的《红楼梦与张家湾》及
红楼人物画，以及“87版”电视剧
《红楼梦》中平儿的扮演者沈琳根据
“87版”人物造型绘制的红楼人物油
画。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也为本次大会
增添了光彩和艺术气息。

百年新红学的发展历程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突破口是从
提倡通俗的白话文开始的，‘红学’
从戏语演变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
学科。”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北京
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胡德平在年会开
幕致辞中指出。20世纪以来，学术
界因 《红楼梦》 异常出色的艺术成
就、深邃厚重的思想底蕴和包罗万象
的文化含量而产生了以《红楼梦》为
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

1921年，胡适发表 《红楼梦考
证》，以实证主义和传统考据学相结
合的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抨击
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开启了新的
红学研究范式，成为“新红学”诞生
的重要标志，《红楼梦》 研究向自
觉、自为阶段迈进。

“在新红学的创立过程中，胡适
《红楼梦考证》 作为第一篇学术论
文，俞平伯《红楼梦辨》作为第一部
学术著作，彼此前后相继，‘双璧’
辉映，一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新红学
体系。”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红
楼梦学会副会长梅新林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红学研究成为主流。1979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在
原文化部《红楼梦》校订注释小组的
基础上正式成立。同年5月，《红楼
梦学刊》 编委会也在北京成立。
1980年 7月，中国红楼梦学会正式
成立，成为红学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说起这段红学发展史，与会专家
和学者都深有感触。中国艺术研究院
院长韩子勇回顾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与
新时期红学的紧密联系。他指出，
40余年来，红楼梦研究所涌现出了
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红学大
家，为新时期红学的开拓和繁荣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红楼梦研究所
的学术成果中，新校本 《红楼梦》、
《红楼梦大辞典》等都经久不衰，至
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新中国成
立之后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后最重
要、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由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 《红楼梦学
刊》是红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多次
被评为核心期刊以及最受欢迎期刊。
《红楼梦学刊》不仅是学术发表、交
流的平台，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红
学作者队伍，见证着新时期红学的发
展历程。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员张庆善说：“纵观百年
红学史，新时期红学无疑是成果最为
丰硕的时期，红学成为当代‘显
学’，正是新时期红学的重要成果。
新时期红学打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
锢，打破了学术研究的禁区，使得
《红楼梦》研究逐渐转入了正常的学
术轨道。”

“由这样一部书，生出了一门学
问，成立了一个学会。中国红学会是
一个学术团体，以学会友、以学结
合，它没有级别、不须考核，它聚合
了各层面、各地域的红学爱好者和研
究者，尤其是联结了老中青几代
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
会委员吕启祥的心目中，中国红楼梦
学会是一座桥梁、一个平台、一条纽
带，与《红楼梦》结缘是一种幸运，

由此结识了老一辈、同一辈和新一辈
的学人至今已40多年。

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
所、《红楼梦学刊》成为研究《红楼
梦》的最重要学术阵地，在凝集红学
研究队伍、提供红学研究资源、促进
红学传播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
军与示范作用。

说不尽的《红楼梦》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
也枉然。

“200多年来，《红楼梦》以其深
邃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
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造就了万万千
千的‘红迷’。人们以各自角度，对
这一文学奇迹进行解读诠释。”天津
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道出了很多人的

心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波波
的‘红学热’，催生出累累硕果。”

打开百度搜索“红楼梦”，出现
的词条有上亿条；打开知网主题搜索

“红楼梦”，也有3万多篇的相关研究
文章；关于这次会议，专家学者们提
交的学术论文亦逾120篇。新红学百
年与红学史论，《红楼梦》作者家世
生平交游及文物研究，脂批、版本及
成书研究，《红楼梦》 文本、文学、
文化、文献研究，《红楼梦》艺术改
编、艺术创作研究，《红楼梦》与当
代文化建设，《红楼梦》研究的方法
论，域外红学与《红楼梦》传播、译
介研究……这些涉及《红楼梦》的方
方面面论题，都成为专家、学者们以
及红学爱好者争相讨论的话题。

《红楼梦》，一部说不尽的古典名
著。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孙伟科
对《红楼梦》的笔法论进行了研究，
在他看来，在古代小说研究中，“不
写之写”是评点家在欣赏、分析《红
楼梦》时对其客观存在的艺术手法的
一种描述和概括。《红楼梦》是曹雪
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
常”的产物，是作家“批阅十载、增

删五次”的匠心之作，《红楼梦》写
作叙事中包含着特殊的笔法。“不写
之写”是《红楼梦》文本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
之一。

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
学会理事王彬在提交的论文中对曹雪
芹创作《红楼梦》所居住的地方进行
了研究，他指出，曹雪芹曾长期在北
京西山居住，殚精竭虑创作 《红楼
梦》，他究竟在西山什么地方呢？经
过分析探寻，“黄叶村”和“谢草
地”成为他研究的切入点。

“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开创的
‘新红学’，历经风风雨雨，走过百
年，其功过得失不乏讨论，亦多有精
当之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
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
书长石中琪对新红学百年得失进行了

考辨，他认为，评判任何事物，都应
该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考较
其论，学术现象亦如此。新红学开创
之初的考证，无论是其“曹贾互证”
方法还是“自叙传”说的内容，都深
深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乃至今天我们
对《红楼梦》的整体认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
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应必诚在提交
的会议论文中，从版本研究出发，在
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石头记》的基
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他表
示，关于庚辰本的讨论已有近40年
的历史了，并且从未停止过，这说明
在红学研究领域，即使是像庚辰本、
己卯本这样的具体问题，研究起来也
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
能认识清楚。

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看
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是教育界
的热点，也引发了红学界的关注。
《红楼梦》的特殊结构以及复杂成书
过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整体特性。
把握、探究这种整体性及相关问题，
构成《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
关键。

不只这些研究角度和观点，还

有新时期红学40年的经验与成就、
中国红楼梦学会40多年来对红学事
业发展的作用、《红楼梦》与当代文
化建设等等，都成为学术界关注并
讨论的焦点。这些学术成果，丰富
了红学的内容，推动着红学不断发
展。

下一个红学百年再出发

一部《红楼梦》，美了三百年。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

经典，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张庆善指
出，曹雪芹是一位超越了时代和传统
的伟大天才，他以如椽之笔，书写传
神之作，它以画卷的形式镌刻了一个
民族的心灵史。我们无论是研究曹雪
芹的生平和家世、研究《红楼梦》版
本，还是研究 《红楼梦》 的思想艺
术，其目的都是为了接近这座伟大的
文学丰碑，正确地认识这部伟大作品
的深厚内涵与文化价值，以便使我们
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时代对
话，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满足人
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

“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钟
英华表示，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是
红学的一片热土，不仅有丰富的红学
文化遗存，而且还走出过蜚声中外的
红学大家周汝昌，更有源源不断的红
学研究队伍。而天津师范大学作为天
津红学的重镇，将会从各方面大力支
持 《红楼梦》 研究与红学事业的开
展，并积极寻求将四大名著尤其是
《红楼梦》进一步推向海外，讲好生
动鲜活的中国古典文学故事，让这部
伟大的文学经典进一步遍布世界。

“若以曹雪芹这个历史人物及其
作品的研究为线索，系统梳理中华民
族的精神文脉，能够对先秦诸子、司
马迁，直至汤显祖、曹雪芹等人的文
化、文学思想做认真的整理，将大大
有利于锻造中华民族的现实自信
心。”胡德平希望以此出发，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实现《红楼
梦》及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在新时代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向世界展现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中国风采之际，回顾百年
新红学发展历程，赋予红学新思想与
新生命，让《红楼梦》的文字与智慧
鲜活地展现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之中，实现对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发展，正是国
家文化自信有力彰显民族精神命脉的
坚实根基。

《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是我们民族心灵的深刻投射，已
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具有
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韩子勇
希望通过本次年会，能继续推进《红
楼梦》 的研究，加深人们对 《红楼
梦》的理解，丰富《红楼梦》的时代
文化内涵，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
化强国作出贡献。

伟大的曹雪芹，不朽的 《红楼
梦》。香山，不仅是曹雪芹曾经生活
过的地方，更是中国共产党进京

“赶考”的落脚点，此次全国《红楼
梦》 学术研讨会在香山饭店举行，
对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引领红学
研究的未来走向，具有独特意义。
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为
《红楼梦》 这部伟大经典的当代传
播，为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为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
主义文化艺术事业而努力奋斗。

红学史的百年历程
——“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综述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九个必须”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最新成果，富有
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蕴含严密的传统文
化逻辑。

一、文化根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
化生产是人民创造力的本质体现。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些论述揭
示了党的全部生命力的文化根基，体现了
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民本思想。
一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
为民也。”人民与江山的一体性是人民与历
史的一体性的精髓所在。其二，人民是历史
前行的原动力。“君者，舟也；庶人，水也。”
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
历史主观能动性，才能顺应历史发展规律，
把执政理想顺利推向前进。其三，人民疾苦
指引历史发展方向。“民之所欲，天必从
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
民心。”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为儒
家政治思想的基调。在第二个百年征程中，
只有紧紧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
能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二、文化构造。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且依
然活力充溢，除文化基因的传承之外，作为
四梁八柱的文化构造保持基本稳定是重要
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造的核心支柱
是一元化管理体制。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
年都奉行一元化集权管理体制。清朝帝制
推翻后，300多个政党当中，只有以民主集
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检
验最终取得政权，成功结束旧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庄严开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七
一”重要讲话中重申，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

“国之大者”。这一论述从思想、政治、制度
各个层面体现了一元化管理体制的总体要
求，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理
论依据。

这一构造的正梁是群体主义。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文化土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
于欧洲的科学社会主义，脱胎于前苏联社
会主义模式。后二者或者胎死腹中，或者中
途夭折，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社会主义成长
的文化土壤。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君臣、父
子、夫妻为基本社会关系，以家、乡为基本
社会单元，仁、义、礼、智、信为基本社会规
范建立起来的，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如何处
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中华哲学的基本问
题。《礼记·礼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
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中华文化对生产
资料占有方式、财富分配方式、人际关系、
人的自由发展等方面的制度设定和未来理
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天然亲近性，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棵大树能够在中
华大地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伟大转变的内在规定，是习近平总书记向
全世界宣告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底气所在。

三、文化品格。中华文化独树一帜，具
有鲜明的优秀品格。这些品格是中国共产
党长期执政的情感依托、智慧源泉和精神
支撑。一是包容意识。《礼记》说：“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论语》提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远古开
始，中华民族就对各种异质文化采取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的态度，从未停止博采众长
的脚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上的佛
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
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
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
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
历久弥新。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更
深融入中华文化肌体。为更好防范改弦易
辙风险，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
握时代、引领时代的作用，继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也是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需要。

二是忧患意识。上忧天地，下忧生计，
忧患意识内隐在中华民族的个体、集体潜
意识之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经患难
形成的重要生存发展智慧，是中华民族不
断战胜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精神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生于忧患、
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今天，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
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
求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错综复杂的国际
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在无情地等待着
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
必然要承担的光荣使命。

三是革新意识。强烈的自省革新精神，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周易》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应势
而变，与时俱进，是中华文化经受住几千年
波谲云诡历史考验的定海神针。作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把革
新意识推向全新境界——刀刃向内的大无
畏的自我革命精神。纵观建党百年历史可
以发现，这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
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
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
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过去先进不等于
未来先进，过去经受住风险考验不等于未
来也能经受住风险考验。为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
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永恒命题。

四、文化缺陷。世界上尚未产生一种十
全十美、无往不胜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长
达2000年的慢速发展,以及近代以来山河
破碎、民生涂炭的惨痛经历，都与传统文化
的重大缺陷有着密切关系。一是重道轻器。
中华传统文化漠视科学技术,缺乏实证科
学精神。儒、道、名、法、阴阳诸家皆视科学
技术为末道。唯一重视科技的墨家学派在
汉朝中断，修齐治平成为君子追求的唯一
目标，工艺技术被视为小人所营雕虫小技
或奇技淫巧。重道轻器制约了中华民族为
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
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为彻底摆脱任
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实现祖国统一，保卫红
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
平，实施国防科技建设战略工程，加快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是不二选择。

二是一盘散沙。孙中山曾经感叹，中国
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盘散沙。造成民众一盘
散沙的根源，思想上，自认为有德之邦、仁
义之国，无人可战而胜之，忽略社会力量的
组织动员。经济关系上，“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小农经济生产和交换方式造成分散、
保守、散漫的文化性格。社会关系上，君权
族权夫权父权四权合一，每逢明君缺失，百
姓便群龙无首。邓小平说过，中国一向被称
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
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
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巩固人民群众思想、
情感、行动大统一的良好局面，坚持中华儿
女大团结大联合，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生动局面，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重构的重
大现实任务。

五、文化理想。中华文化始终把天下放
在认知体系加以观照，孜孜以求天下大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天下大同”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为解决现行世界秩序的矛盾危机提供
了可行的蓝本，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积极响
应。

“九个必须”深刻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
国人民从急起来、聚起来、站起来到富起
来、强起来的历史经验，精确概括共产党执
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九条
规律，深层次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领导体制、力量源泉、理论遵循、理想追求、
风险应对、短板补救等重大问题，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
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有“九个必
须”护航，我国的复兴伟业将势不可挡。

（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
艺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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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及银幕上的舞台及银幕上的《《红楼梦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