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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

内容概要

《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后记
静轩
把本书定名为《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是经过反复思考后才确定下来的。原本欲定名为《红楼梦与
满洲文化》，这样一来，满族文化大概念必将冲击到《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之瑰宝的荣誉。因此突
出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似乎更含蓄、更恰当些。
纵观《红楼梦》，从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来看，他的家族早年在辽东归旗，从龙入关后又成为清廷的显
宦，甚至在康熙帝时他的祖父等又成为皇帝的肱股之臣，被委以江宁织造的重任，祖孙三代4人在江
南为皇帝经营了60多年，这样的满洲家族与清王朝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虽然后来曹家被卷入了皇家
内斗的漩涡，革职抄家遣放回京等一系列刻骨铭心的事件发生，在曹雪芹心灵的深处萌发了他要表现
“树倒猢狲散”这样一个“盛筵必散”的主题。尽管曹雪芹声言《红楼梦》是一部为“闺阁昭传”之
作，而他的实际目的仍然写出了一个旗人世家由盛转衰的历史，《红楼梦》以清季社会为背景是毋庸
置疑的。虽然曹雪芹口口声声说“不敢干涉朝廷”，借用“假语村言”写作，小说故意用“无朝代年
纪可考”等模糊障眼法。但是，作为一部文学巨著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完全不可能脱离作者生存
的时代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绝不会例外。古今中外
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都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观察
体验，甚至分析的结果。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这已被许许多多杰出的中外名著所印证。
从《红楼梦》诞生之日起，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都认定他所描写的贾家宁荣二府是写“旗人世家”
的故事，是写“满洲之事”。为此遭到许多清代腐儒们的切齿憎恨，他们贬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贬低作者曹雪芹，甚至诅咒曹雪芹。为什么这些人如此仇恨曹雪芹和《红楼梦》?因为曹雪芹以自身
的经历和家庭的际遇，解剖了腐朽的八旗世家，解剖了封建的清王朝病人膏肓的命脉，解剖了清代八
旗制度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一切自然会遭到封建卫道士们切齿的痛恨。站在这一立场的反
面。更多的有识之士对《红楼梦》所展露出的锋芒，表示了强烈地采，对《红楼梦》深刻的思想性和
艺术性，表示了热烈的欢呼和赞扬。《红楼梦》成为20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喜闻乐见、长盛不衰
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由于历史的原因，《红楼梦》与清王朝的关系，《红楼梦》与八旗
世家的因缘，却被渐渐地淡忘了。致使许多后世的红学家们在研究、评论、探索《红楼梦》这部文学
的千古绝唱时，很少涉及到产生《红楼梦》的历史大背景和社会大环境，很少涉及到曹雪芹生活的旗
人社会。而《红楼梦》中潜隐的大量清代社会风俗往往被忽略，有关《红楼梦》所涉及到的清代封建
礼俗、宗教意识，以及清代特殊的民族关系、地缘关系，大家都不愿意侈谈，而更多地倾注于探讨和
挖掘《红楼梦》中的反封建的意识和表现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多从汉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红楼梦
》，欣赏《红楼梦》。这就给我们透彻地理解曹雪芹创作的宗旨，带来了误解，使我们忽略了在《红
楼梦》中盲区后面的八旗风俗和满洲风情，忽略了《红楼梦》是反映清代八旗世家生活命运的这样一
个带有根本性的命题。
自公元1911年所经过的那场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后，广大的中华民众对腐败透顶的大清王朝、八旗世
家，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充满了刻骨仇恨。自1644年清室入关后，满清贵族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而残酷
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层层高压政策，使广大中国人民悲恸欲绝，不仅是水深火热而且堪称暗无
天日。清王朝的高压统治给中国人民心灵的创伤，决不是短时间可以抚平的。因此，对于《红楼梦》
人们更多地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上去欣赏，而不愿意再浮现任何带有满清色彩的东西出现。这种隔阂更
多地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种普遍的心理。从另一个角度看，清室入关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文字
狱”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清廷对满洲“肇兴之地”东北的封禁
，更割断了清王朝源自关东的历史。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与《四库全书》几乎相等
数量的文献典籍，甚至连金、元史也进行了修改和剔削。在清代“碍语”很多，稍不留意便会引来杀
身灭族之祸，或者被流放关外做苦役做奴仆，让人谈“满”变色。因此，国人对东北清代以前的历史
，所知甚少。究其原因正如《鸡林旧闻录》凡例所言：“前清著录之《四库全书》，凡明人撰述关乎
吉省地理类者，概予删弃。故康乾以还，地学巨子辈出，独柳边、松漠无有能说山川者。”①今天，
清代遗留下来的有关东北的著述，仍然少得可怜。仅留存有残缺不全的宋洪皓的《松漠纪闻》，清初
扬宾的《柳边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等，若不是这些人流徙东北，恐怕连这点只言片语的
关于东北的著述文字都不会留下，连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也承认：“白山黑水之间，古来舆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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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得诸传闻，即近时修志乘者，秉笔之人亦未必亲至其地。”这是清王朝对东北施行的封禁和“文字
狱”的结果。再者，清王朝对广大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狭隘的民族政策和种族歧视，造成了中国人
民对满清贵族的逆反心理。清末“当时欧洲人的共同看法是(因受留洋学者们的鼓励，而这些学者中的
大多数人又都是反满的)，总的来看，这个王朝是受中国人民憎恨的。”“欧文·拉铁摩尔先生写道：
‘只是由于清王朝的腐朽衰败和南方反抗力量的发展壮大，并希望寻找一只替罪羊来承担中国所有一
切弊端的责任，一种带有种族性质的仇恨才被激发起来反对满人，而这种仇恨目前仍然存在于教科书
和政治教义中。’”②基于上述原因，人们不愿意再谈清代的历史，不愿意再涉及满清近300年的罪恶
统治，更不愿意让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沾染上大清王朝的污秽，这是百年来人们珍爱《红
楼梦》这部古典名著的普遍心理。广大知识分子、红学家们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基本回避清
代风俗浸染《红楼梦》，加之对清代习俗的隔绝和远离所形成的整个大文化气候，基本上对清代满俗
满风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虽然也有些学者注重清文化、满风俗的研究，但是终不能成大的气候，
这种环境与心理造成了满风满俗远离《红楼梦》的现象。使一些红学家在对《红楼梦》注释时，对清
代的典故尽力回避，对涉及有些典章制度等也尽量采用汉文化的经典去解释，这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俗
成的习惯作法。因此，才有许多满学家认为，目前对《红楼梦》的文本注释中，许多说法偏离了原意
，误导了作者的本意等。自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这种现象不再会日复一日地
出现。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之风飚起，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再版、出版，《红楼梦》研究
也日益繁荣。在清代历史的研究中，对清史中不实际的部分，开始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对清代历
史、清代社会文化风俗、清代满洲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起色。吉林作为清王朝的“龙祥之地”，又
处封禁的柳条边内，对本土乡邦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当代学者们的注意，特别是对满族文化的研究也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对清代八旗制度的研究，对清代东北官庄旗地的研究，对满族萨满教信仰的
研究，对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研究，对满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对东北满俗满风的研究，都蔚然成风，
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吉林文史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组织出版了《长白丛书》，整理出版了清代
东北的历史典籍、志书笔记等系列书籍，极大丰富了东北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广大学者对东北历史文
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也为东北文化即满族文化与《红楼梦》研究的勾连，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满族学者皇族后裔的启功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对《红楼梦》中的满文化问题，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红楼梦》“直接写出了许多生活制度、人物服饰、器物形状等等。特别是清
代旗籍里上层人物的家庭生活，更写得逼真活现。”③启功先生对《红楼梦》中描述的官职、制度、
称呼、服饰、建筑等进行了滕正，提出了哪些是属于清代的，哪些是前代的或含混不清的，对满族风
俗也进行了必要的解释，特别指出了在后四十回中出现的满语“克什”。《红楼梦》“全书中绝不露
满语词汇，只有后边写莺儿端了一盘给贾母上供之后撤下来的供品瓜果，说‘这是老太太的克什’。
按‘克什’是满语‘恩赐’的意思，也指‘俊(左为食字旁——输入者注)馀’，所以祭神、祭祖所撤
下来的供物，叫做‘克什’。这在全书中几乎是唯一的孤例，也是在后边第一百一十八回中出现的。
”④我们可以看到，在高鹗续书的后四十回中，高鹗写得比较随意一些，没有曹雪芹那样谨小慎微得
不露满痕清迹。例如，第一百零七回中，查抄宁国府后上边对贾赦与贾珍分别做出了处理：“今从宽
将贾赦发往台站效力赎罪。”贾珍“亦革去世职，派往海疆效力赎罪。”对贾赦“发往台站”，许多
注释对“台站”这一清代特有的名词，解释得比较笼统。实际上这“台站”就是清代东北的边台、驿
站，犹如后四十回中提到的“东省”，即指清代的吉林地方。据《吉林地志》载：“至于清代，柳边
以外，悉置台站。”康熙九年(1670年)竣工的柳条边墙被称为新边，共有27个边台和四大边门，每隔
数十里则设有边台，驻兵防守。现吉林省九台市，即是清代柳条边外的第九边台。据《吉林通志》介
绍，柳条边“所辖地域四大边门、22驿站、27边台、106处卡伦。”现在长春地区还有以卡伦为地名的
乡镇。可见，高鹗在后四十回续书中已经少有顾忌了，东北清代中的名称较明显地出现在《红楼梦》
的故事中，这只是人们愿意或不愿意正视的一个现实罢了。细检《红楼梦》，有大量的满族语汇和满
族风俗存在，研究《红楼梦》对于今天来讲，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笔者对《红楼梦》中满族文化融入的关注，是在阅读许多乡邦文献的基础上，又对生存的故土历史地
研究之后，产生了对《红楼梦》中满俗满风的审视。以本人而，生于柳条边外的新兴城市长春，而长
春这个仅有200年历史上的荒原市镇，与柳边上著名的伊通门毗邻，长春原本是清蒙古郭尔罗斯前旗王
公的一块牧地。随着对清代历史和东北乡邦文化的熟悉，从对吉林省特别是吉林市、长春市历史的追
溯，深感满族土著文化十分丰富，民土民风中浓郁的满族风俗实际上成为东北生活习俗的主流，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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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喜事、饮食起居、语言特色等方方面面都裹挟着大量的满族遗俗，虽然今天的东北汉族已经占绝
大多数，但是满族毕竟是东北的土著居民，满族的风俗习惯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客居东北的民族，这一
点在深人到民间采风的过程中，会让你感到日益浓烈。由此萌生了我对《红楼梦》中蕴含的满族风情
的关注，使我有了探索《红楼梦》与满族文化融人研究的想法。也许在诸多研究对比中不免有牵强附
会之嫌，但是在两种文化的对比和观照中，还是让人深深地感悟出满族文化对《红楼梦》至大至深的
影响。我之所以将本书定名为《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还是想让《红楼梦》保持作为中华经典文化
传统的纯情，不让它产生习惯心理上的不悦之感。所谓“风神”，《辞源》上释为：风度、神采，风
格、气韵。让《红楼梦》具有一些来自东北满族文化的神采和气韵，不仅符合它本来的面目，而且还
能体现出一种多民族文化融合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一种生命的契机来，使《红楼梦》在诠释传
统文化的同时，又展示出多姿多彩的地域特色，这样会让《红楼梦》焕发出固有的原始魅力。
本书在阐释《红楼梦》与满族文化和风情的过程中，承袭了前人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满族
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本书汲取的必不可少的营养。例如著名满学家富育光先生对清代满俗贡品
的考证，著名满学家刘厚生先生对满语的考论，都被本书在考论方面做了广泛的吸纳，并廓清了许多
历史上形成的谬误。本书主要以历史上大量满族文献做为考论的依据，力避走火入魔式的索隐和臆断
，以史为鉴，史论结合，考论并用。目的是把《红楼梦》的大背景和满族文化融人的关系梳理清楚，
让《红楼梦》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更具有澎湃的生命力。
感谢著名满族学者、满学家富育光先生审读全书，并给予中肯的评价，在此深表敬仰与由衷的谢意。
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专家学者对本书的形成，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蔡
义江先生题写了书名。感谢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孙占国会长，在百忙之中通读全书，并为之作序。他们
的参与顿使拙著蓬筚生辉、大为增色。感谢吉林省红楼梦学会的同仁们给予方方面面的帮助，感谢吉
林大地这块满族兴祥之地为《红楼梦》研究提供的沃土。藉此，对于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的编
辑及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静轩于长春
2004年9月30日  杀青
2004年11月18日 修改
2005年7月14日  定稿
① 引自《鸡林旧闻录》凡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引自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第13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启功：《红楼梦剳记》，第277页，引自《启功丛稿》（论文篇）。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④ 启功：《红楼梦剳记》，第296页，引自《启功丛稿》（论文篇）。中华书局，1999年版。
附：目录
序⋯⋯⋯⋯⋯⋯⋯⋯⋯⋯⋯⋯⋯⋯⋯孙占国
序Ⅱ可贵的探索 可喜的开拓⋯⋯⋯⋯富育光
第一编  《石头记》的缘起
一、《红楼梦》故事的由来，曹雪芹借用的神话情结
1．甲戌本自述
2．女娲补天与《红楼梦》因缘
3．中华古代各民族对女娲的崇拜
二、历代帝王对山的崇祀是产生诸神话的根源
1．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历代帝王对泰山的祭祀
(1)秦始皇封禅泰山
(2)汉武帝封禅泰山
2．历代帝王对泰山封禅与祭祀
3．清代帝王的巡狩
(1)康熙六次南巡的业绩
(2)乾隆六次南巡的业绩
三、清王朝对长白山的崇祀
1．康熙帝东巡和对长白山的封禅
2．乾隆帝东巡和对长白山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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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娲与长白山
(1)《红楼梦》与长白山之缘起
(2)大荒山神话与《红楼梦》抉源
4．清末刘建封对长白山的考察
第二编  《红楼梦》与满洲发祥的历史
一、《红楼梦》的“自传说”与曹雪芹家世
1．胡适《红楼梦》“自传说”缘起
2．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贡献
3．曹雪芹的满洲家世
4．曹雪芹与八旗世子
5．曹雪芹家族的文化遗传基因
二、《红楼梦》隐喻出一部满洲发祥的历史
1．满洲族在东北的崛起
2．清王室的新政和入主中原
3．曹雪芹家族与清王室的关系
三、曹雪芹祖籍在东北
1．曹雪芹祖籍“丰润说”
2．曹雪芹祖籍“辽阳说”
3．曹雪芹祖籍“铁岭说”
4．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讨论
第三编  《红楼梦》中的满洲宗教礼俗
一、满族的祭天、祭神、祭祖风俗
1．满族萨满祭祀的缘起与清宫祭祀
2．满族祭神祭天仪式的法典化、庙堂化、规范化
3．清官的萨满祭祀
4．清代满族民间跳神
5．《红楼梦》中有关清代萨满祭祀中的活动
二、《红楼梦》中来自东北皇庄的祭祀贡品
1．乌进孝由东北官庄带来的贡品
2．以祭祀为主的东北贡品
3．乌进孝与东北官庄
4．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是东北最大的官庄
三、来自东北中心腹地的乌进孝车队
1．清代吉林官庄的特点
2．行进在吉林御路上的乌进孝车队
第四编《红楼梦》——满汉文化融合的伟大结晶
一、满洲人关后的汉化
1．清入关后京旗的汉化
2．满族入关后企图保持文化的“独立性”
二、《红楼梦》所反映的满族本色文化
1．《红楼梦》中的满族服饰
2．满族建筑的特殊风范
(1)满族宅院
(2)影壁
(3)满族的“炕
(4)排插
3．满族的饮食特征
4。清代东北的驿路
三、《红楼梦》中的满洲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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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楼梦》中的满洲语言运用
2．《红楼梦》中的满洲礼仪
3．《红楼梦》中的满洲风俗
4．《红楼梦》中披露出来的腐朽“八旗遗风”
5. 《红楼梦》与清代宏大的文化建设
第五编《红楼梦》东北风神中蕴含的美学意义
一、《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学“阴柔之美”的代表作
二、《红楼梦》中的“狞厉之美”
三、《红楼梦》中来自东北的大野雄风
四、《红楼梦》中的“镂金错采”之美
五、《红楼梦》是通向近现代美学的桥梁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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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孙占国
序Ⅱ可贵的探索 可喜的开拓⋯⋯⋯⋯富育光
第一编 《石头记》的缘起
一、《红楼梦》故事的由来，曹雪芹借用的神话情结
1．甲戌本自述
2．女娲补天与《红楼梦》因缘
3．中华古代各民族对女娲的崇拜
二、历代帝王对山的崇祀是产生诸神话的根源
1．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历代帝王对泰山的祭祀
(1)秦始皇封禅泰山
(2)汉武帝封禅泰山
2．历代帝王对泰山封禅与祭祀
3．清代帝王的巡狩
(1)康熙六次南巡的业绩
(2)乾隆六次南巡的业绩
三、清王朝对长白山的崇祀
1．康熙帝东巡和对长白山的封禅
2．乾隆帝东巡和对长白山的祭祀
3．女娲与长白山
(1)《红楼梦》与长白山之缘起
(2)大荒山神话与《红楼梦》抉源
4．清末刘建封对长白山的考察
第二编 《红楼梦》与满洲发祥的历史
一、《红楼梦》的“自传说”与曹雪芹家世
1．胡适《红楼梦》“自传说”缘起
2．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贡献
3．曹雪芹的满洲家世
4．曹雪芹与八旗世子
5．曹雪芹家族的文化遗传基因
二、《红楼梦》隐喻出一部满洲发祥的历史
1．满洲族在东北的崛起
2．清王室的新政和入主中原
3．曹雪芹家族与清王室的关系
三、曹雪芹祖籍在东北
1．曹雪芹祖籍“丰润说”
2．曹雪芹祖籍“辽阳说”
3．曹雪芹祖籍“铁岭说”
4．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讨论
第三编 《红楼梦》中的满洲宗教礼俗
一、满族的祭天、祭神、祭祖风俗
1．满族萨满祭祀的缘起与清宫祭祀
2．满族祭神祭天仪式的法典化、庙堂化、规范化
3．清官的萨满祭祀
4．清代满族民间跳神
5．《红楼梦》中有关清代萨满祭祀中的活动
二、《红楼梦》中来自东北皇庄的祭祀贡品
1．乌进孝由东北官庄带来的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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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祭祀为主的东北贡品
3．乌进孝与东北官庄
4．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是东北最大的官庄
三、来自东北中心腹地的乌进孝车队
1．清代吉林官庄的特点
2．行进在吉林御路上的乌进孝车队
第四编《红楼梦》——满汉文化融合的伟大结晶
一、满洲人关后的汉化
1．清入关后京旗的汉化
2．满族入关后企图保持文化的“独立性”
二、《红楼梦》所反映的满族本色文化
1．《红楼梦》中的满族服饰
2．满族建筑的特殊风范
(1)满族宅院
(2)影壁
(3)满族的“炕
(4)排插
3．满族的饮食特征
4。清代东北的驿路
三、《红楼梦》中的满洲习俗
1．《红楼梦》中的满洲语言运用
2．《红楼梦》中的满洲礼仪
3．《红楼梦》中的满洲风俗
4．《红楼梦》中披露出来的腐朽“八旗遗风”
5. 《红楼梦》与清代宏大的文化建设
第五编《红楼梦》东北风神中蕴含的美学意义
一、《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学“阴柔之美”的代表作
二、《红楼梦》中的“狞厉之美”
三、《红楼梦》中来自东北的大野雄风
四、《红楼梦》中的“镂金错采”之美
五、《红楼梦》是通向近现代美学的桥梁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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