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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哎呦，这是我认为自己写的最痛快最好玩的一篇书评了，哈哈。————————话说，这书还
是得自己买来看，或是拥有几项除了阅读外的其他权利，比如划线、标注，想到就写，大意快哉！王
小山的《又厚又黑红楼梦》豆瓣上找不到，只有那本《红楼梦遗》，书名和封面都不一样，简介一致
，我就私自把两书当一本来谈。右栏“谁读这本书”统计中，5人想读，1人在读，这个“1人”就是我
，再加上无人对此书进行评论，突然我感到莫大的荣幸。作者王小山在第九篇的其中一文里借“王熙
凤管理秦可卿大丧”一事说了个大忽悠的道理，并用韩寒语来点破：里面的书评影评居然大部分都是
在看过作品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在中国太不可思议了。随后他自己也表示：从刘心武和曹文轩的自
我招供来看，这在当今中国作家里就很难得。不由让我提笔在书的左边空白处写上：我也很难得，把
你的书看完后才敢下笔。是的，于我，无论影评书评，大多时候充其量是个感想，但都得把片或书看
完，说不上对读者对导演/作者负责，看上去好像对自己挺负责。和《红楼梦》相关的书看过不少，也
忘了不少，多是压榨少年时代繁重功课里的时间。现在不一样了，浮躁的年代浮躁的我，便没了心情
去挑书看书，一切奉行拿来主义，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这个号称收集一切和红楼梦有关的人也已渐
渐不那么热衷了，客观的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王小山是个坦诚的人，开篇红楼大讲坛里就告诉
看客：反正都不靠谱，干脆都不靠谱算了。然后得出个结论：既如此，小僧也伸伸脚，通篇为自己以
后的胡言乱语做铺垫，不禁粲然：这难道是一本教会人贫嘴的书？贫嘴也罢，让书好读些也是件好事
，所以突然在谈论灵魂时来个“自我意识”这么学究的词还真不习惯。看到三分之一处，我得出一个
结论：红楼梦真是万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王小山把近期国内外所有大事小事正事轶事都拿来和红楼
梦里的人事做类比，让他们一一对应。有些给出了结论，有些没给，便很直白地写上：至于结论，抱
歉，没有。和菜头的序里说了，请用批判的眼光审读。审读的结果是，有些我赞同，有些不能赞同，
多半看过算过，开心地写批注。——————————————比较，是书中从一而终的做法，事和
事，物和物，人和人，有些比的无甚由头，有些比的精辟绝伦。印象最深的是拿晴雯和星巴克做比较
。从星巴克被责令离开故宫联想到晴雯被赶出大观园，两者还真有一定的可比性。都有离开的理由，
都有令其离开的发起人，当然了，离开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晴雯死了，而星巴克依旧很火爆，但至少
是有影响的，一个造成了大观园之后的抄家和败落，一个使得舆论和芮成钢一下摆到公众面前。王小
山像是特别关注芮成钢，还有狐假虎威一例也拿芮成钢说事儿，不过他没说芮成钢是“我的朋友”，
尽管他的朋友有和菜头，有杨锦麟，有连岳，文化界里大小也是个腕儿。我估计他是芮成钢的博友，
常去看他博客，那个点击量他清楚的很。说开去了。对于晴雯和星巴克，我倒是很想看看进一步的讨
论，但王小山就那么戛然而止。那还是把钻石和宝鉴做比较来的痛快些。都是介乎色和戒之间的道具
，宝鉴正面是色，反面是戒，而6克拉的钻石让本来要戒的事变成了色，刻骨铭心，却都有极高的危
险指数。比较归比较，天马行空式的联想也是王小山的作风，从萨特的《地狱》到金钏事件再到马德
里列车爆炸，我愣是没看懂；而拿《红楼梦》和金庸的武侠做比较跟显得荒诞，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
东西，曹雪芹和金庸除了都靠文字发家、文字里都有爱情外没有一点可比性，他竟然将“侠之大者”
和“国”的概念硬是扯到了一块儿，这对于既是红迷也是金迷的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更甚，还拿范
仲淹说事，看的我气急败坏。还好，此段最后提到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倒是我也联想到了近期的社会
问题。“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前段时间，精于清史的满洲学者阎崇年在
无锡签售时被打了两巴掌，而汉文化一度占据人们眼球，有学者说，中国历史是不承认元、清两个朝
代的，所有这些统一起来看，汉本位就被突出来了，像极了当年的反清复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地
会来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现代化的爱国主义？当看了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时突然感慨，易姓或
是改号，大多数人要的还是国泰民安罢了。王小山对刘心武好像是有微辞的，在他眼里，刘心武拿着
甲戌本批语里“命芹溪删去”“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叶”说事是没有根据也是靠不住的，问题
是，他自始至终没有拿出“靠不住”的理由和观点来。我在旁边写道：胡言乱语，我是拥刘派。刘心
武的“红楼三钗说”我很早就看了，大概是00年，当时只是一本很旧的小书。等到百家讲坛出来，我
几乎是预言般的告诉别人下一讲的内容，或是帮人解疑释惑。因此，印象之深，观点之牢使我不知不
觉就成了拥刘派。————————————————————除了比较，归类也是王小山在书中惯
用的手法。秀才不出门，却知天下事，他可能是第一个把贾宝玉说知道的远地方罗列归类出来的一位
，俄罗斯、法兰西、暹罗、真真国，在那个时代，贾宝玉通过身边人身边事知道那么多还真是博文远
见。而关于老妈妈的归类让我拍手叫好，百度上都没那么齐全。只不过突然在说到汉族的老妈妈女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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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话锋一转，转到了贾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外来的戏子的归类也是绝妙的，山东、沈阳、
郑州、山西、陕西⋯⋯举国上下都在利用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做商业推广，媒体还为之屁颠屁颠，早
看不惯了，王小山一针见血：就怕领导有文化，或者试图有文化。中国地方大，历史长，任何地方都
想找点能热闹起来的事。好歹也是从事过不少行业，流窜过不少地方，见多识广自不在话下。———
——————————————————总结，是王小山书里的第三个手段，他根据六梦溪提出的红
楼三个死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脂砚斋是什么人？续书的作者是谁？）总结出一句话：喜欢《红楼
梦》的话，读书就是了。总结多半是有个人生活态度的融入，他油腔，他滑舌，但心态足够好，提到
钱时，潇洒的来一句：我阴暗，确实有点眼红。《百年疗妒汤》一文里，所要表现的也是个“活好自
己”的心态，他不是鼓励人自己了断，既然是早晚的事，又何必急于一时？对于艳照门事件，归于私
生活也是我一直所持的观点。于是乎，对于近段时间屡闻有人被包养等事我的反应也是极为平淡。后
来他又动用诸多例子来提倡勇于道歉也是实诚的，在中国国情下也是最合理的。而《“家父”与“爱
物”》一文在我看来是最有条理和可看性的一篇，我来来回回看了三遍，深表理解，深有同感，深刻
感悟。别老揪着别人的一点点口误不放，能领会意思不就行了嘛，事情正在起变化，语言词汇的含义
也逐渐在改变，严肃点。王小山的立场是极其鲜明的，之前我说他不屑于刘心武，关注着芮成钢，都
是明摆着的，他也不遮掩，不含糊，就像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叫板87版电视剧《红楼梦》，认
为“新版超越老版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他对于李少红和新版红楼梦的好感就变得非常明确。最好笑
的是，在《寻找宝玉》里他说，如果李少红真要忠实原著人物年龄的话，我对该剧表示悲观，当然，
如果她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那我就跟悲观了。啊呸，要么你自己去找啊！像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儿还多着呢，费了好大的劲，给贾府算富豪榜，几两几吊都罗列了，到头来一句“我知道我换算的收
入有点凌乱，好在咱们这儿算计这个的，乱的又不是我一个人”，问题没说清楚还推脱责任，我说：
哇靠，那你算个什么劲儿呢？！《清客相公们》里他貌似很鄙视那些在文集后面添加评语的人，我不
禁努努嘴写道：哎呀，那你看看你自己书后清客们的那些个话儿吧。编辑怕人不知道评论人的知名度
，还都在名字前加了职业，什么新闻人程益中，评论人莫之许，作家徐星，挺多的，还都是好话。哎
呀，王小山，你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不一一罗列了，好笑好玩值得思考的东西多着呢。当初拿到书时
，同事说，我几年前就看王小山了，你怎么也看啊？格调不高啊。我说，雅俗共赏嘛。后来，躺在床
上边看边写，拿来和自己对照，提炼新的观点和课题，也不是件累人的事。不过，我建议，如果书要
再版的话，不如拿第八篇里的一文做书名算了，干脆就叫《过过嘴瘾》，也不至于因为借用《红楼梦
》的宏大主题被人骂，如果你想因遭骂而成名那么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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