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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忆》

内容概要

本书是红学家邓云乡先生对参与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剧摄制过程的回忆文章的结集。主要分为三
部分，一为回忆拍摄过程中的趣闻琐事，取题“红楼梦忆”；一为拍摄过程中所形成诗词短篇，取题
“红楼吟草”；一为应报刊之约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红楼梦》电视剧的零星文章，取题“红楼
零简”。本书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红楼梦》电视剧辗转拍摄过程中的各种酸甜苦辣、趣闻轶事，字里
行间，我们似乎看到一个饱读诗书、阅历丰富的老者向我们娓娓道来，趣味性、可读性极强。
读过邓云乡先生的“红学四书”（《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导读》《红楼梦忆》），
才能真正读懂《红楼梦》这部古典中国的百科全书。

Page 2



《红楼梦忆》

作者简介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
。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
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
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燕京
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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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忆》

书籍目录

前言⋯⋯⋯⋯⋯⋯⋯⋯⋯⋯⋯⋯⋯⋯⋯⋯⋯⋯⋯⋯⋯⋯⋯⋯ １
红楼梦忆
惜别词⋯⋯⋯⋯⋯⋯⋯⋯⋯⋯⋯⋯⋯⋯⋯⋯⋯⋯⋯⋯⋯⋯⋯ ３
白发“红”缘⋯⋯⋯⋯⋯⋯⋯⋯⋯⋯⋯⋯⋯⋯⋯⋯⋯⋯⋯⋯ ５
姑苏岁暮⋯⋯⋯⋯⋯⋯⋯⋯⋯⋯⋯⋯⋯⋯⋯⋯⋯⋯⋯⋯⋯⋯ ７
十里街·葫芦庙⋯⋯⋯⋯⋯⋯⋯⋯⋯⋯⋯⋯⋯⋯⋯⋯⋯⋯⋯ ９
开机典礼⋯⋯⋯⋯⋯⋯⋯⋯⋯⋯⋯⋯⋯⋯⋯⋯⋯⋯⋯⋯⋯⋯ １１
记得祝愿词⋯⋯⋯⋯⋯⋯⋯⋯⋯⋯⋯⋯⋯⋯⋯⋯⋯⋯⋯⋯⋯ １３
开讲“江南风俗”  ⋯⋯⋯⋯⋯⋯⋯⋯⋯⋯⋯⋯⋯⋯⋯⋯⋯ １５
课内课外⋯⋯⋯⋯⋯⋯⋯⋯⋯⋯⋯⋯⋯⋯⋯⋯⋯⋯⋯⋯⋯⋯ １７
春风夜话⋯⋯⋯⋯⋯⋯⋯⋯⋯⋯⋯⋯⋯⋯⋯⋯⋯⋯⋯⋯⋯⋯ １９
曹雪芹纪念馆⋯⋯⋯⋯⋯⋯⋯⋯⋯⋯⋯⋯⋯⋯⋯⋯⋯⋯⋯⋯ ２１
首次小品练习⋯⋯⋯⋯⋯⋯⋯⋯⋯⋯⋯⋯⋯⋯⋯⋯⋯⋯⋯⋯ ２３
小谈服装⋯⋯⋯⋯⋯⋯⋯⋯⋯⋯⋯⋯⋯⋯⋯⋯⋯⋯⋯⋯⋯⋯ ２５
上海找“宝玉” ⋯⋯⋯⋯⋯⋯⋯⋯⋯⋯⋯⋯⋯⋯⋯⋯⋯⋯⋯２７
“红楼西席” ⋯⋯⋯⋯⋯⋯⋯⋯⋯⋯⋯⋯⋯⋯⋯⋯⋯⋯⋯⋯２９
化装小记 ⋯⋯⋯⋯⋯⋯⋯⋯⋯⋯⋯⋯⋯⋯⋯⋯⋯⋯⋯⋯⋯⋯３１
太平湖黛玉北上⋯⋯⋯⋯⋯⋯⋯⋯⋯⋯⋯⋯⋯⋯⋯⋯⋯⋯⋯ ３３
黛玉的船⋯⋯⋯⋯⋯⋯⋯⋯⋯⋯⋯⋯⋯⋯⋯⋯⋯⋯⋯⋯⋯⋯ ３５
国庆晚会⋯⋯⋯⋯⋯⋯⋯⋯⋯⋯⋯⋯⋯⋯⋯⋯⋯⋯⋯⋯⋯⋯ ３７
“黄山情侣” ⋯⋯⋯⋯⋯⋯⋯⋯⋯⋯⋯⋯⋯⋯⋯⋯⋯⋯⋯⋯３９
“神仙洞”虚惊⋯⋯⋯⋯⋯⋯⋯⋯⋯⋯⋯⋯⋯⋯⋯⋯⋯⋯⋯ ４１
黛玉北上诸景⋯⋯⋯⋯⋯⋯⋯⋯⋯⋯⋯⋯⋯⋯⋯⋯⋯⋯⋯⋯ ４３
风雨故人⋯⋯⋯⋯⋯⋯⋯⋯⋯⋯⋯⋯⋯⋯⋯⋯⋯⋯⋯⋯⋯⋯ ４５
重到苏州⋯⋯⋯⋯⋯⋯⋯⋯⋯⋯⋯⋯⋯⋯⋯⋯⋯⋯⋯⋯⋯⋯ ４７
香雪海落花流水⋯⋯⋯⋯⋯⋯⋯⋯⋯⋯⋯⋯⋯⋯⋯⋯⋯⋯⋯ ４９
艺圃传情⋯⋯⋯⋯⋯⋯⋯⋯⋯⋯⋯⋯⋯⋯⋯⋯⋯⋯⋯⋯⋯⋯ ５１
万景山庄⋯⋯⋯⋯⋯⋯⋯⋯⋯⋯⋯⋯⋯⋯⋯⋯⋯⋯⋯⋯⋯⋯ ５３
耦园落花⋯⋯⋯⋯⋯⋯⋯⋯⋯⋯⋯⋯⋯⋯⋯⋯⋯⋯⋯⋯⋯⋯ ５５
寄畅园一日⋯⋯⋯⋯⋯⋯⋯⋯⋯⋯⋯⋯⋯⋯⋯⋯⋯⋯⋯⋯⋯ ５７
杭州采景⋯⋯⋯⋯⋯⋯⋯⋯⋯⋯⋯⋯⋯⋯⋯⋯⋯⋯⋯⋯⋯⋯ ５９
绮园古藤⋯⋯⋯⋯⋯⋯⋯⋯⋯⋯⋯⋯⋯⋯⋯⋯⋯⋯⋯⋯⋯ ６１
花与蝴蝶⋯⋯⋯⋯⋯⋯⋯⋯⋯⋯⋯⋯⋯⋯⋯⋯⋯⋯⋯⋯⋯ ６３
滴翠亭诗⋯⋯⋯⋯⋯⋯⋯⋯⋯⋯⋯⋯⋯⋯⋯⋯⋯⋯⋯⋯⋯ ６５
导演分身术⋯⋯⋯⋯⋯⋯⋯⋯⋯⋯⋯⋯⋯⋯⋯⋯⋯⋯⋯⋯ ６７
西子湖花絮⋯⋯⋯⋯⋯⋯⋯⋯⋯⋯⋯⋯⋯⋯⋯⋯⋯⋯⋯⋯ ６９
上海大观园⋯⋯⋯⋯⋯⋯⋯⋯⋯⋯⋯⋯⋯⋯⋯⋯⋯⋯⋯⋯ ７１
北京有了大观园⋯⋯⋯⋯⋯⋯⋯⋯⋯⋯⋯⋯⋯⋯⋯⋯⋯⋯ ７３
大观园建筑小谈⋯⋯⋯⋯⋯⋯⋯⋯⋯⋯⋯⋯⋯⋯⋯⋯⋯⋯ ７５
潇湘馆秋雨⋯⋯⋯⋯⋯⋯⋯⋯⋯⋯⋯⋯⋯⋯⋯⋯⋯⋯⋯⋯ ７７
“大观园”中怡红院⋯⋯⋯⋯⋯⋯⋯⋯⋯⋯⋯⋯⋯⋯⋯⋯ ７９
晴雯诸戏⋯⋯⋯⋯⋯⋯⋯⋯⋯⋯⋯⋯⋯⋯⋯⋯⋯⋯⋯⋯⋯ ８１
花鸭子和仙鹤⋯⋯⋯⋯⋯⋯⋯⋯⋯⋯⋯⋯⋯⋯⋯⋯⋯⋯⋯ ８３
准备大场面⋯⋯⋯⋯⋯⋯⋯⋯⋯⋯⋯⋯⋯⋯⋯⋯⋯⋯⋯⋯ ８５
“沁芳”拾趣⋯⋯⋯⋯⋯⋯⋯⋯⋯⋯⋯⋯⋯⋯⋯⋯⋯⋯⋯ ８７
“后四十回”讨论会⋯⋯⋯⋯⋯⋯⋯⋯⋯⋯⋯⋯⋯⋯⋯⋯８９
冀中之行⋯⋯⋯⋯⋯⋯⋯⋯⋯⋯⋯⋯⋯⋯⋯⋯⋯⋯⋯⋯⋯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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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忆》

沪成列车所见⋯⋯⋯⋯⋯⋯⋯⋯⋯⋯⋯⋯⋯⋯⋯⋯⋯⋯⋯９３
二王庙现场⋯⋯⋯⋯⋯⋯⋯⋯⋯⋯⋯⋯⋯⋯⋯⋯⋯⋯⋯⋯９６
都江堰⋯⋯⋯⋯⋯⋯⋯⋯⋯⋯⋯⋯⋯⋯⋯⋯⋯⋯⋯⋯⋯⋯９８
拍摄“打醮”⋯⋯⋯⋯⋯⋯⋯⋯⋯⋯⋯⋯⋯⋯⋯⋯⋯⋯⋯⋯１００
“打醮”队伍⋯⋯⋯⋯⋯⋯⋯⋯⋯⋯⋯⋯⋯⋯⋯⋯⋯⋯⋯⋯１０２
索桥情思 ⋯⋯⋯⋯⋯⋯⋯⋯⋯⋯⋯⋯⋯⋯⋯⋯⋯⋯⋯⋯⋯ １０４
离堆导江楼⋯⋯⋯⋯⋯⋯⋯⋯⋯⋯⋯⋯⋯⋯⋯⋯⋯⋯⋯⋯⋯１０６
青城山“游湖”⋯⋯⋯⋯⋯⋯⋯⋯⋯⋯⋯⋯⋯⋯⋯⋯⋯⋯⋯１０８
崇庆古蜀州⋯⋯⋯⋯⋯⋯⋯⋯⋯⋯⋯⋯⋯⋯⋯⋯⋯⋯⋯⋯⋯１１０
罨画池亭子⋯⋯⋯⋯⋯⋯⋯⋯⋯⋯⋯⋯⋯⋯⋯⋯⋯⋯⋯⋯⋯１１２
罨画小桥看“厨娘”⋯⋯⋯⋯⋯⋯⋯⋯⋯⋯⋯⋯⋯⋯⋯⋯⋯１１４
片云何意傍琴台⋯⋯⋯⋯⋯⋯⋯⋯⋯⋯⋯⋯⋯⋯⋯⋯⋯⋯⋯１１６
草堂游罢别成都⋯⋯⋯⋯⋯⋯⋯⋯⋯⋯⋯⋯⋯⋯⋯⋯⋯⋯⋯１１８
上海大观园杂记⋯⋯⋯⋯⋯⋯⋯⋯⋯⋯⋯⋯⋯⋯⋯⋯⋯⋯⋯１２０
平伯师与红楼电视⋯⋯⋯⋯⋯⋯⋯⋯⋯⋯⋯⋯⋯⋯⋯⋯⋯ １２２
移花接木⋯⋯⋯⋯⋯⋯⋯⋯⋯⋯⋯⋯⋯⋯⋯⋯⋯⋯⋯⋯⋯ １２４
“体仁沐德”红白喜事 ⋯⋯⋯⋯⋯⋯⋯⋯⋯⋯⋯⋯⋯⋯⋯１２６
秦可卿灵堂⋯⋯⋯⋯⋯⋯⋯⋯⋯⋯⋯⋯⋯⋯⋯⋯⋯⋯⋯⋯ １２８
雨中谈趣⋯⋯⋯⋯⋯⋯⋯⋯⋯⋯⋯⋯⋯⋯⋯⋯⋯⋯⋯⋯⋯ １３０
青浦招待所⋯⋯⋯⋯⋯⋯⋯⋯⋯⋯⋯⋯⋯⋯⋯⋯⋯⋯⋯⋯ １３２
水乡行吟⋯⋯⋯⋯⋯⋯⋯⋯⋯⋯⋯⋯⋯⋯⋯⋯⋯⋯⋯⋯⋯ １３４
梨香院内外⋯⋯⋯⋯⋯⋯⋯⋯⋯⋯⋯⋯⋯⋯⋯⋯⋯⋯⋯⋯ １３６
宝玉情悟梨香院⋯⋯⋯⋯⋯⋯⋯⋯⋯⋯⋯⋯⋯⋯⋯⋯⋯⋯ １３８
淀山湖梅林⋯⋯⋯⋯⋯⋯⋯⋯⋯⋯⋯⋯⋯⋯⋯⋯⋯⋯⋯⋯ １４０
诗魂梅下定情时⋯⋯⋯⋯⋯⋯⋯⋯⋯⋯⋯⋯⋯⋯⋯⋯⋯⋯ １４２
闲话碧波楼⋯⋯⋯⋯⋯⋯⋯⋯⋯⋯⋯⋯⋯⋯⋯⋯⋯⋯⋯⋯ １４４
碧波“红楼”翰墨缘 ⋯⋯⋯⋯⋯⋯⋯⋯⋯⋯⋯⋯⋯⋯⋯⋯１４６
夜战碧波楼⋯⋯⋯⋯⋯⋯⋯⋯⋯⋯⋯⋯⋯⋯⋯⋯⋯⋯⋯⋯ １４８
三月下扬州⋯⋯⋯⋯⋯⋯⋯⋯⋯⋯⋯⋯⋯⋯⋯⋯⋯⋯⋯⋯ １５０
扬州拍摄日程单⋯⋯⋯⋯⋯⋯⋯⋯⋯⋯⋯⋯⋯⋯⋯⋯⋯⋯ １５２
徐园薛蟠家⋯⋯⋯⋯⋯⋯⋯⋯⋯⋯⋯⋯⋯⋯⋯⋯⋯⋯⋯⋯ １５４
薛蟠家闹剧悲剧⋯⋯⋯⋯⋯⋯⋯⋯⋯⋯⋯⋯⋯⋯⋯⋯⋯⋯ １５６
凫庄、桥影、梦痕 ⋯⋯⋯⋯⋯⋯⋯⋯⋯⋯⋯⋯⋯⋯⋯⋯⋯１５８
柳堤“悲喜剧” ⋯⋯⋯⋯⋯⋯⋯⋯⋯⋯⋯⋯⋯⋯⋯⋯⋯⋯１６０
妆点瘦西湖⋯⋯⋯⋯⋯⋯⋯⋯⋯⋯⋯⋯⋯⋯⋯⋯⋯⋯⋯⋯ １６２
元妃登舟幸园⋯⋯⋯⋯⋯⋯⋯⋯⋯⋯⋯⋯⋯⋯⋯⋯⋯⋯⋯ １６４
扬州“红楼”友谊 ⋯⋯⋯⋯⋯⋯⋯⋯⋯⋯⋯⋯⋯⋯⋯⋯⋯１６６
何园贾政书房⋯⋯⋯⋯⋯⋯⋯⋯⋯⋯⋯⋯⋯⋯⋯⋯⋯⋯⋯ １６８
平山堂花圃⋯⋯⋯⋯⋯⋯⋯⋯⋯⋯⋯⋯⋯⋯⋯⋯⋯⋯⋯⋯ １７０
镇江半日⋯⋯⋯⋯⋯⋯⋯⋯⋯⋯⋯⋯⋯⋯⋯⋯⋯⋯⋯⋯⋯ １７２
“瓜洲古渡” ⋯⋯⋯⋯⋯⋯⋯⋯⋯⋯⋯⋯⋯⋯⋯⋯⋯⋯⋯１７４
再到杭州⋯⋯⋯⋯⋯⋯⋯⋯⋯⋯⋯⋯⋯⋯⋯⋯⋯⋯⋯⋯⋯ １７６
阮公墩之晨⋯⋯⋯⋯⋯⋯⋯⋯⋯⋯⋯⋯⋯⋯⋯⋯⋯⋯⋯⋯ １７８
植物园池畔石榴裙⋯⋯⋯⋯⋯⋯⋯⋯⋯⋯⋯⋯⋯⋯⋯⋯⋯ １８０
设计“红香圃”⋯⋯⋯⋯⋯⋯⋯⋯⋯⋯⋯⋯⋯⋯⋯⋯⋯⋯⋯１８２
“仕女行乐图卷”⋯⋯⋯⋯⋯⋯⋯⋯⋯⋯⋯⋯⋯⋯⋯⋯⋯⋯１８４
湘云醉卧“芍药圃”⋯⋯⋯⋯⋯⋯⋯⋯⋯⋯⋯⋯⋯⋯⋯⋯⋯１８６
湖山屐痕入梦痕⋯⋯⋯⋯⋯⋯⋯⋯⋯⋯⋯⋯⋯⋯⋯⋯⋯⋯⋯１８８
湖光夜色记友情⋯⋯⋯⋯⋯⋯⋯⋯⋯⋯⋯⋯⋯⋯⋯⋯⋯⋯⋯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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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忆》

蓬莱爽约小述⋯⋯⋯⋯⋯⋯⋯⋯⋯⋯⋯⋯⋯⋯⋯⋯⋯⋯⋯⋯１９２
文字因缘⋯⋯⋯⋯⋯⋯⋯⋯⋯⋯⋯⋯⋯⋯⋯⋯⋯⋯⋯⋯⋯⋯１９４
决定性战役⋯⋯⋯⋯⋯⋯⋯⋯⋯⋯⋯⋯⋯⋯⋯⋯⋯⋯⋯⋯⋯１９６
正定“荣国府”⋯⋯⋯⋯⋯⋯⋯⋯⋯⋯⋯⋯⋯⋯⋯⋯⋯⋯⋯１９８
宁荣街⋯⋯⋯⋯⋯⋯⋯⋯⋯⋯⋯⋯⋯⋯⋯⋯⋯⋯⋯⋯⋯⋯⋯２００
“更道”琐话⋯⋯⋯⋯⋯⋯⋯⋯⋯⋯⋯⋯⋯⋯⋯⋯⋯⋯⋯⋯２０３
“元妃省亲”进府⋯⋯⋯⋯⋯⋯⋯⋯⋯⋯⋯⋯⋯⋯⋯⋯⋯⋯２０５
“秦可卿之丧”出殡⋯⋯⋯⋯⋯⋯⋯⋯⋯⋯⋯⋯⋯⋯⋯⋯⋯２０７
“大场面”拍成了⋯⋯⋯⋯⋯⋯⋯⋯⋯⋯⋯⋯⋯⋯⋯⋯⋯⋯２１０
黛玉进府 ⋯⋯⋯⋯⋯⋯⋯⋯⋯⋯⋯⋯⋯⋯⋯⋯⋯⋯⋯⋯⋯ ２１２
院落及其他 ⋯⋯⋯⋯⋯⋯⋯⋯⋯⋯⋯⋯⋯⋯⋯⋯⋯⋯⋯⋯ ２１４
古郡、古寺 ⋯⋯⋯⋯⋯⋯⋯⋯⋯⋯⋯⋯⋯⋯⋯⋯⋯⋯⋯⋯ ２１６
别了正定 ⋯⋯⋯⋯⋯⋯⋯⋯⋯⋯⋯⋯⋯⋯⋯⋯⋯⋯⋯⋯⋯ ２１８
红楼诗草
海上大观园杂诗⋯⋯⋯⋯⋯⋯⋯⋯⋯⋯⋯⋯⋯⋯⋯⋯⋯⋯ ２２３
鹧鸪天⋯⋯⋯⋯⋯⋯⋯⋯⋯⋯⋯⋯⋯⋯⋯⋯⋯⋯⋯⋯⋯⋯ ２２７
水调歌头⋯⋯⋯⋯⋯⋯⋯⋯⋯⋯⋯⋯⋯⋯⋯⋯⋯⋯⋯⋯⋯ ２２８
金缕曲⋯⋯⋯⋯⋯⋯⋯⋯⋯⋯⋯⋯⋯⋯⋯⋯⋯⋯⋯⋯⋯⋯ ２２９
浣溪沙⋯⋯⋯⋯⋯⋯⋯⋯⋯⋯⋯⋯⋯⋯⋯⋯⋯⋯⋯⋯⋯⋯ ２３０
浣溪沙⋯⋯⋯⋯⋯⋯⋯⋯⋯⋯⋯⋯⋯⋯⋯⋯⋯⋯⋯⋯⋯⋯ ２３１
太平湖杂诗⋯⋯⋯⋯⋯⋯⋯⋯⋯⋯⋯⋯⋯⋯⋯⋯⋯⋯⋯⋯ ２３２
北京大观园杂诗⋯⋯⋯⋯⋯⋯⋯⋯⋯⋯⋯⋯⋯⋯⋯⋯⋯⋯ ２３５
玉垒红楼唱竹枝⋯⋯⋯⋯⋯⋯⋯⋯⋯⋯⋯⋯⋯⋯⋯⋯⋯⋯ ２３６
红楼催妆词⋯⋯⋯⋯⋯⋯⋯⋯⋯⋯⋯⋯⋯⋯⋯⋯⋯⋯⋯⋯ ２４１
红楼绮园杂诗⋯⋯⋯⋯⋯⋯⋯⋯⋯⋯⋯⋯⋯⋯⋯⋯⋯⋯⋯ ２４２
“红楼”电视小诗话⋯⋯⋯⋯⋯⋯⋯⋯⋯⋯⋯⋯⋯⋯⋯⋯⋯ ２４４
红楼迎春诗⋯⋯⋯⋯⋯⋯⋯⋯⋯⋯⋯⋯⋯⋯⋯⋯⋯⋯⋯⋯⋯ ２４６
寄语湖山小诗⋯⋯⋯⋯⋯⋯⋯⋯⋯⋯⋯⋯⋯⋯⋯⋯⋯⋯⋯⋯ ２４８
峨眉“红楼说梦”二律⋯⋯⋯⋯⋯⋯⋯⋯⋯⋯⋯⋯⋯⋯⋯⋯ ２５０
红楼零简
“沁芳”晨思
——大观园小记⋯⋯⋯⋯⋯⋯⋯⋯⋯⋯⋯⋯⋯⋯⋯⋯⋯ ２５３
稷园红楼夜宴偶感⋯⋯⋯⋯⋯⋯⋯⋯⋯⋯⋯⋯⋯⋯⋯⋯⋯⋯ ２５５
俞平伯先生与“红楼”电视 ⋯⋯⋯⋯⋯⋯⋯⋯⋯⋯⋯⋯⋯⋯２５７
“红楼”电视的爱情突破⋯⋯⋯⋯⋯⋯⋯⋯⋯⋯⋯⋯⋯⋯⋯ ２６１
红楼春意
——电视剧《红楼梦》拍摄侧记 ⋯⋯⋯⋯⋯⋯⋯⋯⋯⋯２６３
古城秋情⋯⋯⋯⋯⋯⋯⋯⋯⋯⋯⋯⋯⋯⋯⋯⋯⋯⋯⋯⋯⋯⋯ ２６７
凤姐为何叫“奶奶”？ ⋯⋯⋯⋯⋯⋯⋯⋯⋯⋯⋯⋯⋯⋯⋯⋯２７０
“红楼”风俗琐话⋯⋯⋯⋯⋯⋯⋯⋯⋯⋯⋯⋯⋯⋯⋯⋯⋯⋯ ２７２
红楼说梦
——谈电视剧《红楼梦》改编拍摄⋯⋯⋯⋯⋯⋯⋯⋯⋯ ２７９
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谈电视剧《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改编⋯⋯⋯⋯⋯⋯ ２８７
耦园思绪
——我与苏州的断想⋯⋯⋯⋯⋯⋯⋯⋯⋯⋯⋯⋯⋯⋯⋯ ２９０
“红楼”电视与苏州⋯⋯⋯⋯⋯⋯⋯⋯⋯⋯⋯⋯⋯⋯⋯⋯⋯ ２９３
“红楼”电视与东北姑娘⋯⋯⋯⋯⋯⋯⋯⋯⋯⋯⋯⋯⋯⋯⋯ ２９５
“白雪红梅”解⋯⋯⋯⋯⋯⋯⋯⋯⋯⋯⋯⋯⋯⋯⋯⋯⋯⋯⋯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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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忆》

宝玉的辫子⋯⋯⋯⋯⋯⋯⋯⋯⋯⋯⋯⋯⋯⋯⋯⋯⋯⋯⋯⋯⋯ ３０６
尤三姐的锋芒⋯⋯⋯⋯⋯⋯⋯⋯⋯⋯⋯⋯⋯⋯⋯⋯⋯⋯⋯⋯３０９
查抄宁国府
——高鹗续书琐谈⋯⋯⋯⋯⋯⋯⋯⋯⋯⋯⋯⋯⋯⋯⋯⋯３１２
附录
电视剧《红楼梦》简介词⋯⋯⋯⋯⋯⋯⋯⋯⋯⋯⋯⋯⋯⋯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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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忆》

精彩短评

1、当年拍摄《红楼梦》电视剧之所以能成经典，最主要的原因是倾国之力在支持，多少专家和文物
的支持才成就了这部电视剧，可惜吧，这种计划经济时期的作品已经不可以再出现了。
2、作者参与了87版红楼梦的拍摄，该书就是回忆拍摄电视剧的人物往事，可读性不如《红楼风俗谭》
，不过可以一窥当时拍摄的用心与艰辛，毕竟经典不是盖的
3、红楼剧组拍摄的往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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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忆》

章节试读

1、《红楼梦忆》的笔记-第47页

        一部文学作品，拍成电视剧，要经过哪些程序呢？第一，先把这部作品改编成适宜于电视剧顺序
表现的电视剧文学本子。第二，导演根据文学剧本的故事情节再改编成“分镜头本子”。一段情节，
要分成许多镜头才能拍全。第三，根据分镜头本子，镜头再一个一个地拍摄。
　　镜头是按集编号分的。《红楼梦》电视剧共拍了9600多个镜头，而每一个“镜头号”又可分成几
个小部分。如“黛玉北上”这样一段情节，“黛玉在船舱落泪”是一个镜头，“船行进”又是一个镜
头，“下船坐在轿中行走”又是一个镜头⋯⋯这样只此情节，就要分成几个、几十个镜头；在分镜头
本子上，就要编上号，一个个写明。而每个镜头又有远有近、有大有小，这又要分别写上“全景”、
“小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局部特写”等等。
　　在拍摄进程中，不了解情况的热心朋友，常常关心地问我：“拍到第几集了？”其实这是外行话
。因为拍电视不是象台上唱戏一样，按情节顺序表演下去。电视不是按着剧本集数、镜头号数依次拍
摄的，而是按照实地拍摄条件，选择有关号数的镜头，综合拍摄的。依次的号头，也许隔开一年多才
拍；相差几百号的镜头，也许在同一天、同一地点拍。

2、《红楼梦忆》的笔记-第273页

        《红楼梦》里的人用什么灯呢？一是油灯盏，二是蜡，三是灯笼，四是玻璃绣球灯⋯⋯　　
　　油灯盏的形状、点法、亮度等，现代人是很难想象了。“一灯如豆”、“青灯有味是儿时”，这
便是点油灯盏的趣味。灯盏用菜油、胡麻油、棉籽油等等，小的叫 “盏”，大的叫“海”，第二十五
回马道婆说的什么“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等，就是指“油灯”。
　　
　　家用油灯，下面灯台，铜或锡作。圆底座，一铜盘，上圆柱，又一小钢盘，上一浅碟，如酱油碟
，即灯盏。注入清油，放一根灯草作灯蕊，灯草中空，有虹吸作用，大部浸入油中，只留一小端在外
面，点燃，就是油灯盏了。　　
　　第二是蜡。第二十五回贾环在王夫人房中抄《金刚经咒》，“命人点了蜡烛，拿腔做势的抄写”
。蜡烛光度比油灯盏要强，有白色的，叫“银烛”。红色的，叫“红烛”、“绛烛”。“高烧银烛照
红妆”就是被视为很有诗意的事。　　
　　蜡烛要使用时，要把它插到“蜡杆”上，也叫蜡台、烛台。最上端是尖的，蜡的下端有洞，插进
去正好。不过这种蜡烛是老式土蜡。作蜡的油很多，熬成糊状，用麦杆等细管物去蘸，蘸一遍，冷却
再蘸，越蘸越粗，便成各种大大小小的蜡了。　　
　　蜡点一个时间，顶端燃烧部份，胶着成炭，吸不上油，光度便暗了，要随时剪去。第二十五回“
一时又叫玉刚剪蜡花”，第二十九回“清虚观”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个剪筒，照管各
处剪蜡花儿，撞在凤姐怀里，挨了凤姐一嘴巴。电视中有这一镜头，演风姐的邓捷舍不得打小演员，
几次才拍成功。小演员反而多挨了好几次打。　　
　　蜡烛要结“蜡花”，油灯盏要结“灯花”，过去人说这是喜讯。叫作“喜结灯花”。第四十九回
宝琴、啊烟等来到荣国府，贾母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知道，贾母房中平日是点的油灯盏，不是点蜡，不然应叫烛花了。　　
　　灯笼的种类太多了，限于篇幅不多说了。灯笼不管是纸的、纱的、羊角的、玻璃的⋯⋯一般都是
点蜡的。

3、《红楼梦忆》的笔记-第117页

        只有一次，到王建墓前的陈列室中看了看。在陈列品中，我注意到王建的一条玉带。这条玉带是
近五十年前出土的，为五代时的实物。用两寸多阔，三四分厚的皮革制成。皮革是几层缝在一起，麻
绳阵脚十分细密。玉带正面镶有三块长方形羊脂玉，雕作龙蟠图案，十分朴实浑厚。这做工不像明清
以后的雕饰物那样精工细致，还保留有唐代博大的风格，让人追想王建当年系着这条玉带时的模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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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头。

4、《红楼梦忆》的笔记-第312页

        高鹗对林黛玉吃粥的描绘，的确写的不伦不类。但是高鹗并不都是这样，也有写得非常精彩的地
方，就是他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或者说是他生活中最注意的东西，即当时官场中的事、人物心理、
种种弊端，与来便得心应手。维妙维肖，是高鹃文字中精彩传神的地方。如第一百五回写“锦衣军查
抄宁国府”时的一些片段，先写“有锦衣府堂宣赵老爷带领好几位司官，说来拜望”，接着又写“只
见赵堂官满脸笑容，并不说什么，一径走上厅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
，但是总不答话。⋯⋯众亲友也有认得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只拉着贾政的手笑着说了几
句寒温的话。众人看见来头不好⋯⋯”　　
　　赵堂官的突然而来，先是贾政的纳闷寻思，继是紧张地抢步接待，再是冷淡地总不答话，更是虚
伪的说笑寒暄，最后众人看见来头不好。这样写紧张的气氛，一步一步地严重起来，表现得很细致。
　　
　　忽又报导“西平王爷到了”。这是在板紧张的气氛中。突然又起波澜。即使是事实（自然是小说
中的事实），但在文字表现上也十分传神，像音乐在长时间的低音节奏中，突然一声响锣，使人又从
其它方面吃一惊，造成强烈的艺术节奏效果。这是抄查的前奏曲，先紧紧地抓住读者的思想感情。　
　
　　后面写查抄时各种人物的表现更是传神。先是“赵堂宫便转过一副脸来，回王爷道：‘请爷宣旨
意，就好动手。’这些番役都撩衣奋臂，专等旨意”。这是西平王宣读圣旨之前的一刹那，这“转过
一副脸来”和“番役都撩衣奋臂”二语，宇虽不多，却很有力量，把封建时代两句俗语：“一朝权在
手，便把今来行”和“阎王好见，小鬼难搪”都写透I。赵堂官之阴险地翻脸无情，番役之急于浑水摸
鱼、发横财之神态跃然如画了。而这还是初步。　　
　　在西平王宣读圣旨之后，“赵堂官即叫他的家人传齐司员，带同番役，分头按房，查抄登账。”
这时贾政等人固吓得面面相看，而另一方面却“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处动手 ‘’。这又
是极为形像生动的对照。高鸡从赵堂宫外形、举动、言语态度着笔，揭示其不可告人的黑心，层层深
入，变化多端，是十分成功的。　　
　　高鹗在写完北静王进府，让赵堂官带贾赦回衙，贾政应付两王的查抄问话之后，接下去又有惊人
之笔：　　
　　“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带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
：”　　
　　这里的“穿靴带帽”是明显的，就是“官靴官帽”，而“穿靴带帽”又和“强盗”联系起来，这
不能不说是高鹊的神来之笔。这正如陈琳对曹操说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样，是奔来笔底的语
言，而非硬编出来的文字。高鹊写这个的时候，似乎已经把忌讳忘了。按清代早期文字狱中比较晚的
是乾隆四十七年安徽朗县生员方国泰收藏其五世祖《涛院亭诗集》一案，此案未死人，是从轻发落的
。此后文禁稍驰，高鹞续书年代，据《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推算，当在乾隆五十六到五十七年，去方
案已十年之久，可能比较大胆一些了。但这样写，使后人读之，仍然不免感到有些“吓佬佬”的了。
　　
　　高鹗此回书之文字，也商得有失，限於篇幅，不能细说，但可证明一点，就是他熟悉注意这些东
西，写得就自然生动，非常出色了。　　
　　他的经历和曹雪芹，”似乎正好相反。曹是生长王树，经历繁华，由极盛到极衰，虽然满腹才学
，但无功名，最后穷愁潦倒，著书黄叶村。而高鹗虽然也是镶黄旗汉军人，但祖上似乎无大官，靠自
己在仕途上着力，举人、进士一直考上去，两榜正途出身。这样的人，对于官场的事情是极为注意，
十分清楚的。因为他有这种丰富的生活基础，所以写这些场景，既不费力，而又十分精彩了。更难能
可贵的，他以正途出身的人，能看中《红楼梦》，而为之续书，又唱出与曹雪芹类似的叛逆调子，这
不能不说是曹雪芹一个比较难得的知音。　　
　　至于那些写得十分拙劣的地方，则因限于他的才华、学识、生活经历和兴趣等等，无法求全，只
能原谅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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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楼梦忆》的笔记-第198页

        宁、荣二府和宁荣街
P198 正定“荣国府”
离开正定荣国府、宁荣街，虽然还不到一年，但是这两处摄入电视剧《红楼梦》荧屏的仿古建筑，已
经天下闻名了。据说春节时，“红楼”电视试播6集之后，这里的游客剧增。几百里外从来不出门的
农村老大娘，也成群结队坐了长途汽车未逛“荣国府”了。传闻春节假日几天，门票卖了7万元，这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想不到为拍电视剧《红楼梦》盖起一座荣国府、一条宁荣街，地方上真正收
到经济效益了。
　　正定荣国府是由著名红学家兼建筑师杨乃济先生设计建造的。杨公早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专攻古建筑，是已故著名建筑权威梁思成教授的高足。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坎坷道路、饱经人世沧桑之
后，欣逢盛世，仍是壮年。以饱满的精力，为“红楼梦”建造荣国府、宁荣街，这在他过去是沉于“
红海”的非非之想，今天却变为现实了。
　　荣国府在建筑规格上，是大门三间，左右石狮子一对，比起北京旧时的大王府，如郑王府（现教
育部）。醇王府（现卫生部）等略小些；比起过去北京的公府、贝子府等却毫不逊色。主要分中院、
西院、东院三组建筑。
　　进了三间大府门，笔直一条中轴线，前厅、过厅，直对贾政正屋──荣禧堂；转过去后院，一大
排后照房，两旁一律东西厢房，由钻山游廊连接。按格局上讲，是北京旧时府邵大宅门的规模。但是
从大小多少上来说，剧组的目的是只要能拍摄“红楼梦”就可以了。所以院子的层数并不比真的府邻
（王府或一般公府、贝子府）多些。
　　东院只是一所一般的一宅分为两院的大四合，北屋带廊子，东西厢房不带廊子，没有垂花门而有
月亮门，将南房隔成外院。正院西面是一条长更道（预备打更上夜的人走的路线）。隔开更道，是贾
母上房的大院落。这是由正房、四面厅、前厅、垂花门、外院临街南房组成的几进大院落。也都有东
西厢房，四周钻山游廊衔接。因为四面厅四面有廊连接，所以更显得玲现有致。拍完戏之后，我曾在
此院落留影纪念。贾母院后面，一所院落，是琏二奶奶的住处。从王夫人正房后面出来，走后院到贾
母这面来，必然要经贾琏住的院落的门口，这正是按《红楼梦》所写设计的。我把这些院落方位大体
说清楚，以后读者如去参观时也容易明白了。
　　当然“荣国府”的建筑，在木体规模上很像样子，而比起北京旧时真的府邸建筑，那就太粗糙了
。没有一块“磨砖活”，镜头一推近，就显著粗糙不堪，大石灰投子很难看，这限于经济和时间，是
没有法子的。也是遗憾啊！P200 宁荣街
宁荣街是在正定修建“荣国府”的同时，特地配合荣国府工程修建的一条古老的街道。1985年8月去正
定看工程时，这条街还没有破土。隔了一年，到 1986年6月底，已经全部完成土建。到8月中我赶到正
定时，不但土建早已完成，而且辅面装修、过街牌楼、府门前八字大影壁都全部建好，伊然是二百多
年前北京某府邪外──类似于旧时北京旧鼓楼大街、或锦什坊街那样的一条街道了。　　
　　这条街应该是个什么样儿呢？在《红楼梦》原书中，写到黛玉进京，坐在轿子中，由轿窗向外观
看，只见京师街道上的热闹情况。后来轿子向前走，黛玉又从桥窗中看到外面一座府哪，心里知道这
是舅父家大房──宁国府。又走了一段，才到了荣国府。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说过，原书中写的宁国
府、荣国府是两座府职，而在电视连续剧中虽是“两座”，实际上则只盖了一座。这也是真真假假吧
。　　
　　这条街是东西向的，荣国府在街的东头路北。出府门往西走，先是荣国府群房外墙；约五、六十
米，一座高大的彩画过街牌楼，上嵌一匾，刻“宁荣街”三字；过去就是“繁华”的宁荣街了。两旁
都是画栋雕梁的铺房，有的两层，飞檐朱栏；有的一层三开间、五开间，冲天大招牌；有的有围墙，
有的没有围墙，都错落有致，一派京朝气氛，升平景象。有酒楼、绸缎庄、颜料铺、烟店、染坊、当
铺、银楼、钱铺、药铺、香料辅、乾果子铺、鲜果局⋯⋯各种幌子：如“南北海鲜、飞觞醉月”的酒
楼幌子；“锦章庆云，杭纺贡缎”的绸缎庄幌子；“云贵川广、地道药材”的药铺幌子；“诚心大蜡
，如意高香”的香蜡铺幌子⋯⋯应有尽有。你走在街上，仿佛把你拉回一、二百年前的北京大栅栏一
样。形象地说，这条街是《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中北京街市部份具体化了。　　
　　这街长九十多米，不算太长，但比较有深度。出现在镜头中，显著很长，很丰富。在这中间还有
一些曲折。第一，这街向西迎面走不出去，顶头是一座前面有柜台，后面有高楼的铺子，挡住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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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挡视线。西面的街口是向南、北两面拐过去，这样就形成一个过去北京常见的“丁字街”，在镜头
上给人以想象。向南、北拐弯出去，似乎还很远很远。　　
　　在街的中间，一座两层飞檐的华丽酒楼转角处，向北一拐，是一条巷子，这就是着名的“花枝巷
”。贾琏偷娶尤二姐的“外宅”，就在这条巷子中。路西一个乌油小砖门，从门外一看，里面肯定是
一座精美的小院，应该还是两进院于。凤姐身穿蓝缎子素妆，“突然袭击”来找尤二姐，就是在这个
小门口下的又
　　可是不能走进──这个谜不能拆穿，走进去什么也没有，因为尤二姐的房子却远在上海青浦淀山
湖畔大观园中──电视上真真假假，这是镜头接起来的呀！　　
　　由“醉琼楼”酒楼转过去的“花枝巷”设计很好，乌油小砖门也很有意境。只是在小门把院中的
房露了一间在门外──电视荧幕上可以明显看出──则完全不合规格，照北京说法是“不成格局”。
记得当时我本想提出，但考虑到其时一段围墙、街门都已盖好，拆改太麻烦，也就算了。　　
　　黛玉进府，宝钗、薛蟠进府，元妃省亲、秦可卿出殡等等重要戏中；都展现过“宁荣街”的镜头
。那高大的牌楼，不要说在荧屏上看上去是真的；有的人手扶着柱子，我问他是真是假？他还说是真
的──实际是美工同志用杉槁、三合板、泡沫塑料搭建的──读者可以想见其逼真的程度了。　
　　我选了一张和陈晓旭同志在牌楼前面拍的照片作为插画，附在书中，读者可以从照片中看到牌楼
建筑之华瞻，想象‘宁荣街”之富丽。
　　有关荣国府和宁荣街的大体情况就是这些；若要更详细地了解，当然最好是身临其境了。P203 “
更道”琐话
“荣国府”也好、“宁荣街”也好，在建筑上，有优点，有成功之处；自然也有缺点，不管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缺点。　　
　　先举一个镜头作例子：凤姐过生日，喝多了酒，心扑扑乱跳，请尤氏在席上照顾，自己带平儿想
回房歇一会儿。可是一出角门，还没有转“更道”，就看房中小丫头张望，经在门前审问小丫头，得
知贾琏同鲍二家在房中搞鬼。凤姐气得斜坐在角门台阶上，手扶着角门“马头墙”发抖⋯⋯拍摄时，
为了表现凤姐内心的激动，对手部抓墙，给了一个大特写：雪白的手，鲜红的指甲，扶在墙上，似乎
要抓进砖磨中去⋯⋯十分遗憾，衬在手下的，不是磨砖对缝的府邱建筑的细墙；却是十分粗糙的青砖
，和宽而曲的粗石灰缝──美的形像被破坏了。　　
　　“更道”是北京旧式府邵大宅门建筑的一种长通道。北京旧式合乎格局的宅邻，都是许多大的四
合院组成。院子一进、一进、可以连接三个、四个，或者更多的院子，成为垂直一串，有一根轴线。
但这只是纵向连接，应该还要横向关系的建筑。一般都是正院、东院、西院。
　　如正院四进、五进，那其它各院也是四进、五进，但建筑规模及使用，各不相同。大约正院前院
是客厅、大厅等，正院后院是府邸主要人物的内宅。西部院落，一般前进可能是邻宅主人的书房等，
后几进或是老母颐养之所，或是其他长辈所居，也可能是姬妾所居。东院后面可能是另房、或子、侄
所居。而前面则是账房、马号，临街房屋佣人所住，另有门出入。一般三个门通向外面，正门、侧门
（有的还有角门）、后门。正院不论几进，其东西房屋后面，与东、西院之间，各留一条 “走道”，
谓之“更道”。不管几进院子，这条更道直通到底，笔直深长，两面都是正院东西屋，和东西院东西
屋的后墙，十分高耸，因而这条更道象峡谷一样，把连接各个院落的角门关死，那就变成无路出入的
“死胡同”了。　　
　　这种“更道”的规模，如在皇宫中，那就更宽、更长、更深，两边还要加上高高的宫墙，一眼望
不到头，就是人们说到宫廷建筑所谓的“长门永巷”。一般府邪宅门中，虽跟一般百姓家完全两样，
但比起宫廷，那就要差远了。　　
　　“更道”，从名称上讲，是更夫打更巡查、上夜的路线。夜深人静，管家婆子带着人拿着钥匙，
顺“更道”依次巡查一遍，该关的关上，该锁的锁上，夜间再由更夫打着灯笼、敲着梆子，顺更道巡
逻。再有“更道”又称“火道”，带有防火的作用。这边院子着火了，顺“更道”来救火，而且隔着
“更道”，火也不会烧到另外的院落中去。　　
　　这“更道”的作用在于此，却想不到王熙凤利用这个地方，又毒设相思局，狠狠地“整”了贾瑞
一下子⋯⋯贾瑞不禁“整”，一命呜呼了。　　
　　真的府邸，都是磨砖对缝的墙，分“干摆浮搁、糯米灌浆”、“磨砖对缝”、“磨砖勾缝”、“
磨砖打掂缝”等等。细说起来，太复杂，在此就不多说去了。凤姐的手，如果扶在磨砖和缝的墙上，
那在镜头中，就好看多了。可惜“荣国府”工程太粗糙，只能远看。镜头一推进，便粗劣不堪。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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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时间、经费所限，是没有办法的啊！
　　

6、《红楼梦忆》的笔记-第140页

        赏梅，有几种境界。一是盆梅，适宜于萧斋华屋，茶寮禅房，作案头清供。二是梅树，适宜于篱
边驿畔，深院窗前，供水石点缀。三是梅林，以多为胜，以老树为胜，可为香雪海，可成蜂阵，供倾
城看花，万家游赏。

7、《红楼梦忆》的笔记-第270页

        《红楼梦》中所写的种种称谓，是清代康熙、乾隆以后，北京官场中仕宦人家的称谓，时代年限
，是十八、九世纪，社会阶层是五公、贝勒以下的官吏宗族；地区限制，以北京为中心，江南一带，
稍有不同，岭南广东一带如何，则不知道。　　
　　先取个“中心点”，即“老爷”，一家之主，本人为官，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旁有兄弟姐妹。
女的随男的，男的称“老爷”，其妻即称“太太”。兄弟排行：大老爷、大太太，二老爷、二太太，
三老爷、三太太⋯⋯
　　这“大老爷”的概念是“行大”，不同于泛称知县的大老爷。二太太、三太太等，也因其夫排行
为二、为三，不同于本世纪前期官场中称姨太太为“二太太”、“三太太”等等。　　
　　这一基层延展到他们的亲戚，便有“姑老爷”、“舅老爷”、“姨老爷”、“姑太太”、“舅太
太”、“姨太太”等称谓。此“姨太太”又不同于称妾之为“姨太太”。　　
　　“老爷”的官品不严格讲究，但一般也至七品之上。到三品、二品也可泛称“老爷”。但官再大
，也有特殊称呼。如贾珍称太监戴权为’’内相”。戴权所说户部“堂官”，一般尊称便是“中堂”
了。　　
　　女的随男的官品请了“浩命”，才能称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人，六品
安人，七品孺人。但“夫人”，又能泛称，所以叫“王夫人”、“刑夫人”，但家人对话只叫“大太
太”、“二太太”。　　
　　“老爷”的父母，称“老太爷”、“老太太”，老爷的儿子、媳妇，称“爷”、“奶奶”；按兄
弟排行，称“大爷”、“大奶奶”，“二爷”、“二奶奶”，“三爷”、“三奶奶”⋯⋯这是称凤姐
为·’二奶奶”或’’瑶二奶奶”的习惯。这同称祖母为“奶奶”，是两个概念。　　
　　“老爷”的孙子辈，再如“小”宇，如“小蓉大爷”、“小蓉大奶奶”等。　　
　　旁及“姑”、“舅”、“姨”等表亲，亦以此类推。《红楼梦》时北京似乎不太习惯用“少爷”
的称呼。“少爷”、“大少”等叫法，是江南一带兴起的。

8、《红楼梦忆》的笔记-第207页

        “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是拍完“元妃省亲”后，隔了两三天拍的。为什么这样的大场面戏，
都集中在一起拍呢？这里面也有一个窍门，就是省事，象变戏法一样，原地不动，一番花样，“红喜
事”就变成“白喜事”，“荣国府”门前，元妃省亲的场面，就变成大出殡了。　　
　　“秦可卿出殡”也是分好几个地方拍摄的，前面我也曾经介绍过。“秦可卿灵堂”是在上海大观
园“体仁沐德”那个院子中拍的，凤姐上祭、凤姐哭灵，都在那里；和尚、尼姑绕棺念经，也都是在
那里拍的。“道土念经”、“按七作法事”是在北京白云观拍的。这些和尚、道士、尼姑念经，都是
真的。但这些地方，都不能代替“出殡”。“出殡”，“压地银山一般”，那还要在“宁荣街”上来
拍。这时“敕造荣国府”的匾，便换上“敕造宁国府”的匾了。　　
　　街面上的布置，两三天就够了，所以在拍“省亲”两三大之后就拍“出殡”。比如为省亲而搭的
彩牌楼，出殡时照样需用，但是不用另搭，只把上面的红花、红彩球，换成素花，白的、蓝的、黄的
，红彩球换成白布彩球就可以了。大门前石狮子后面搭的彩也换成素的，这样气氛马上就变了。　　
　　秦可卿之丧，“出殡”（又叫“发引”）时大批的纸扎（北京旧时叫“烧活”），都是在现场制
作的。几十名工人在“荣国府”后院群房中，制作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位老艺人，都是旧时北京“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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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铺”学徒出身的，手里都有几样绝活儿。a冥衣辅”在旧时，是北京的特殊行业，它主要业务是两
种：一是给办白事的人家糊 “纸人”、“纸马”、“金山”、“银山”、“阴宅”等纸扎，因为这些
是出殡后都要烧掉的，所以借名“烧活儿”。二是擦糊房屋，这是绝技，在此不多说。不过说到“纸
扎”，在北方几省中，最好的手艺，还不数北京，而是山西。现在当然这种迷信技艺已失传了。剧组
美工组有位年纪最老的纸活艺人已八十多岁了，身体十分健康，还照样跟剧组到南北各地工作，“秦
可卿出殡”的不少纸扎都是他糊的。他旧时在冥衣铺要手艺，解放后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美工，可
以用纸糊出各种古董玩器。　　
　　“秦可卿大出殡”用的临时演员，都是当地找的，各单位支援的。没有这些群众的大力支援，也
拍不好这样的大场面。　　
　　按照《红楼梦》原书所写，应该有不少“路祭”棚，但是场景限制，摆不开，所以只表现了最重
要一个路祭棚，那就是北静王路祭，和宝玉见面。现在出现在荧屏上画面，似乎显得很远了；而实际
在现场，那个路祭棚，只搭在宁荣街西头转角处，拍摄时，要整个出殡队伍都在这个“路祭棚”前经
过，所以也用了很多时间。当然主要是拍贾赦、贾政、贾珍等人参见“王爷”，以及北静王同宝玉见
面等中心近景及特写。　　
　　“出殡”的概念，就是“出去殡葬”，把死人棺材送到坟地落葬。落葬之后，一切该焚化的都要
在坟地烧掉。那大批纸扎，因此都要烧掉。电视表现了这一场面，作一交待。但这个焚烧场地十分难
找，因为第一“秦可卿出殡”是冬天，焚烧的坟地上不能有绿色树木、庄稼。而当时是八月中秋刚过
，田野到处是青纱帐，不能用。第二火烧大量的“纸活儿”，还得要有安全措施，防止危险。最后找
到大河滩上。本来北方不少河十分可怜，枯水时，水就很少，现在上游都有水库，河中更没有水了。
宽阔的河床，一望什么也没有，全是油沙。于是，就在这沙滩上，作了秦可卿大出丧、火烧“纸活”
的“坟地”。熊熊的火焰中，狰狞的“开路鬼”、“找路判”露着鬼脸，吐着火舌，也在荧屏上留下
了形像。　　
　　“秦可卿大出丧”同“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是分不开的。顺便说一句，凤姐协理宁国府，在议事
厅上发号施令，大显才能，也是在正定“荣国府”──也可以说“宁国府”中拍的。　　
　　“元妃省亲”与“秦可卿大出丧”这两场戏拍摄成功，《红楼梦》电视剧的“大场面”就算完成
了，全剧的成功也指日可待了。

9、《红楼梦忆》的笔记-第63页

        事见《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跃，十分
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
　　作为文学艺术意到笔到，几分钟时间毫不费力地就写好了；如果画为图画，也比较容易；但作为
电视艺术来表现，那可十分困难了。如何让两个蝴蝶在摄像机镜头前飞来飞去呢？观众不妨想想，哪
个蝴蝶可以听人指挥⋯⋯更不要说那世界上不大经见的“大如团扇”的“一双玉色蝴蝶”了。清代著
名的“太常仙蝶”的故事，是脸炙人口的京华掌故。曹雪芹写这一情节时，在构思上是否受到某些影
响呢？不知道，也许有可能⋯⋯
　　可是，拍电视却费了劲了。美工小刘别出心裁，作了一只薄绢大蝴蝶，装了一根极细的钢丝，挑
在细竹竿上面。稍一摇动，猛一看，也很神似。但是又如何同宝钗结合起来，让它飞呢？真难办⋯⋯
在西山公园芍药亭畔拍摄时，小刘躺在花丛泥中，细竹竿挑着蝴蝶伸在花丛上面，引逗宝钗来拍。远
看花上蝴蝶飞舞，象是真的。但躺在泥中的小刘，尽管不辞辛苦，为艺术作出牺牲，却无法快速移动
，因而蝴蝶也不能“将欲过河去了”，只能原地“踏步”。

10、《红楼梦忆》的笔记-第274页

        明、清两代各省举子，不管穷富，到京城参加国家最高考试，只要考中“进士”，便可作官，在
京中的大多到各部任“主事”，叫“内班”。到各省作县丞（即知县的副职）、知县，叫“外班”。
京官只赚薪俸，很少，比较穷；外官除薪俸外，还有“养廉银”，而且可以贪污，容易捞钱，所以贾
雨村选了“外班”。当时选内班、选外班，一般自己可以要求。“内班”虽然钱少．但接近的都是大
官，容易升转。如作了几年内班，即京官，再放外官，那就是知府、道员，比知县又高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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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声不好，不称职，有贪污情节但还够不上犯罪，或者得罪了上级⋯⋯便被免职。但是只要不是
免职到底，或永不录用，免职之后，过几年由大官推荐保证，或者再交一笔费用，便可复职，叫“起
复”。贾雨村作应天府，便是这样上来的。　　
　　作官要穿官衣，戴官帽；明代是圆领红袍、乌纱帽；清代是袍、褂，马蹄袖袍子、红青开楔褂，
顶戴花翎。明、清两代官吏等级按“品”分，由一品到九品。又分文职武职，这样便有十八种不同的
品级标志。这标志本来是绣在二块方形黑缎子上，胸前后各缝一块，象打补点一样，所以叫“补子”
，或叫“补服”。文官绣飞禽花纹，由一品至九品是：文鹤、锦鸡、孔雀、文雁、白鹇、鹭鸶、鸂鶒
、鹌鹑、练雀。武官绣走兽花纹，由一品至九品是：麒麟、狮、豹、虎、熊、彪、犀牛、犀牛（武官
七品、八品补子相同）、海马。　　
　　另外御史、按察使、提法使的补服，较特殊，不论品位，都是“獬豸”。　　
　　男人作官，女人有跟随男人享受同样品位服饰的资格。《红楼梦》中写贾母等人进官时都说：“
按品大装”，就是穿品位标志的衣服。

11、《红楼梦忆》的笔记-第205页

        “元妃省亲”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映后受到一致赞赏的一集戏，我也十分爱看这一集。唐
诗中有不少“宫怨”的诗，这种感情、气氛、意境，在这一集中都表现出来了。　　
　　“元妃省亲”一大集戏，是分五个地方拍摄的：西山摄影棚“贾母上房”一堂景中拍的见贾母和
王夫人；在上海大观园“体仁沐德”拍的“更衣”；在扬州瘦西湖抽的“登舟幸园”；在北京白云观
拍的大观楼开宴。以上这些重要的场面都拍好了，但是还不能剪辑成“元妃省亲”，因为还缺少重要
的东西呢，那就是“进府”。 “进府”一直拖着未拍，为什么，主要是等正定“荣国府”、“宁荣街
”的工程。没有“荣国府”，又如何拍得成功“元妃亲省”呢？　　
　　说到这里，不兔要扯远来，说到整个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拍摄速度，那就是“前松后紧”，
而且是后面十分紧。就是所有“荣国府”、“宁荣街”的镜头，都是在1986年
　　8月和 9月两个月拍完的，包括“元妃省亲”的“进府”。　　
　　为了拍好这场戏，准备工作，在7月份就开始了。一是外地的准备，如在苏州、镇江两个戏装场
赶制服装。《红楼梦》原书写贾蓉、贾普到苏、杭为准备元妃省亲采买“女孩儿”动用甄家存的五万
两银于，先提了三万两云云。而赶制服装的费用，若按数字说，多得多。二是现场准备，包括宁荣街
装修、迎接元妃“銮驾”时的张灯结彩⋯⋯都费了很大力气才准备好。准备什么呢？那项目很多。举
几个例子吧：比如说牌楼，就搭了两座。一座是“真”牌楼，在“宁荣街”一文中，已经说过。而在
这一牌楼的对面，也就是荣国府的东面，又搭了一座“六柱、五门”的彩牌楼。彩布起脊，彩绸绣球
飘扬。两座牌楼，一“真”一彩，都是美工同志搭建的假的，分别起着不同的效果，却都花了大量的
的人工物力。　　
　　而这“彩牌楼”，正代表了清代皇家重要喜庆的妆点物。搭彩牌楼，即所谓“张灯结彩”。几百
年中，北京有手艺最高超的结彩、搭棚师傅。这一行道谓之“彩棚辅”。除去搭了高大的“六柱五门
”的过街大彩牌楼外，在荣国府正门上也搭了彩牌楼，把平日的大门也挡住了。　　
　　“銮驾”经过的街道上，要张围幕、要悬灯，都布置的井井有序。只是参照《康熙南巡图》等比
较，在围幕（主要是经过处各路口，不让人看见）张挂上，稍长了一些，出现在镜头上不够好看。另
外元妃銮驾经过的当天，五城兵马司派兵驱赶闲杂人等，黄土填道、净水泼街⋯⋯这些在镜头上都─
一表现出来了。　　
　　贾母、王夫人⋯⋯按品大妆，依次在门前排班，等待接驾，这场戏也是够辛苦的⋯⋯既要等着拍
“銮驾”的仪仗队、大太监、小太监、宫女、女官、凤辇⋯⋯一队队过去；还要等着拍各人的面部表
情，各种特写。当时天气还很热，穿的很多，站在那里，几个钟头，才全部完成。好在拍这场戏是晚
上，不是在太阳中晒着，比较好些。　　
　　按照《红楼梦》原书所写，一队队太监，过了许多队。因在仪仗队中，太监的队伍很长，这都是
临时演员，经过临时训练，能够走整齐的队伍。只是怕掌没有合乎规范──原来书中所写的“拍掌”
是太监传暗号，只有“三下”就够了──现在较多，且配音较响，观众就误以为是现代的鼓掌了。

12、《红楼梦忆》的笔记-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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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筑风格上，北京大观园完全是皇家苑围的规模、京朝派的风格——要特别注意到：大观园是
皇家苑圃，供贵妃省亲凤舆驻辞之所，而不是荣国府贾家的花园呀！

13、《红楼梦忆》的笔记-第150页

        扬州相关
P164 三月下扬州　
　　结束了上海淀山湖大观园的拍摄，剧组便转点扬州。
　　早在大队人马去扬州之前，就有一大批美工人员到扬州搭景，制作道具。在上海大观园拍戏时，
不少室内的戏，多承大观园管理部门给予方便，尽量使用园中陈设的家俱古玩，这样节约了不少经费
。扬州无此条件，几场大景，如元妃登舟、贾政书房、薛蟠家，都要美工同志较长期的制作才能完成
任务。所以要及早动手。
　　由青浦招待所转点去扬州，如果是回上海坐火车去镇江转扬州，便十分麻烦。剧组决定包汽车经
苏州等地由江阴过长江，直开扬州。我因上海有些零星事情要安排，所以回家住了两天，再与会计柳
甬华同志搭火车取道镇江去扬州。虽然只晚去了两天，却好像晚了很长时间。剧务李军如同志来接，
仿佛他已是老扬州、老镇江了。因为还要等北京来的同志，所以我们到镇江站后还不能马上走，还要
留在车站等北京来的人，以便一道走。好在等车的时间不长，只要等个把小时，我便抽身到站前广场
闲步。记得83年我曾在这里参加过一个学会的成立大会，在这“六朝名城”作过几天客。如今重来，
一眼望去，又有不少新变化了。车站前的小山──大概是北固余脉吧，已被切断铲平，开成广阔的环
城马路了。新盖的高层楼房──润州宾馆，巍然在目。感到镇江的变化真不小呀！
　　我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商场去看了看，顺便买了点饼干之类的食品，以备不时之饥。因为我有胃病
，饿不起，经常得准备点零食。　　
　　北京的同志不久便到了。大夥儿一同上车，开赴扬州。王安石诗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镇江
、扬州，象汉口、武昌一样，实际没有多远，只是隔着一条长江，交通就显得不便了。现在是汽车轮
渡过江，轮渡码头就在白娘娘水漫金山寺的金山附近。汽车从山下经过，山上的金山塔清晰可见。　
　
　　过江时，已近黄昏，微微有几点春雨。江上烟水空游，波涛浩森。浑雄的气势，使人不由地感慨
万千。尤文像我这样多少有点历史常识，又饱经忧患，早已过了民乐中年的人，“情之所钟，正在我
辈”，种种感受，是自然而生的。并不是在此放作多情，想博得“美人”的欢心。　　
　　过江上岸，车沿着一条笔直的公路飞速向扬州开去。路两旁的杨树，一派新绿，象迎接客人一样
，十分宜人。我不禁想起王渔洋的“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感到古人虽远，而风景依稀，古人也
仿佛生活在我们中间了。这或许就是我们古老悠久的文化的作用吧！记得83年在南京开红学会，也曾
来过扬州参观。那时走的是江都、六合的公路，而且匆匆来去，并未曾真正认识扬州。三年后有机会
在扬州作较长时间的逗留，或者可以满足我认识扬州的心愿吧。P152 扬州拍摄日程单
　　剧组在扬州住第二招待所。我们到达时，已是晚饭后。下车后大家先去吃了晚饭，再到各自的房
间。我住的房间在三楼，条件虽然一般，但十分宽大干净，明亮的窗外，是高高的树木，绿意可以拍
入窗来。空气好，居室又爽净，便于我的副业──写字。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总要为剧组或友人们写
些宇幅，以留纪念。按照文人的说法，叫结个“翰墨缘”吧。所以总希望有个宽敞的房间，好摆“摊
子”。不仅如此。古人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我虽然腰无“半贯”，却也居然可以在扬
州作半月的“神仙”了。　
　　剧组每到一地，都有打印的工作日程表发给大家，以便按安排好的日程进行工作。前不久，翻阅
旧稿，恰巧见到一份“扬州拍摄日程”单，感到十分有趣，现抄在后面，以为纪念：　　
　　扬州拍摄日程　　
　　3月28日—3月31日　　　　　　薛皤家　　　一组
　　4月1日上午　　　贾政书房（雨村递书）　　二组
　　4月2日—4月3日　　　　　　贾政书房　　　二组
　　4月4日　　　　　　　　　柳叶清柳堤　　　一组
　　4月5日　　　　　　　　　　元妃登舟　　　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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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4月7日　　　　　紫鹃试宝玉
　　　　　　　　　　　　　　　黛玉幻觉
　　　　　　　　　　　　　　黛玉闻恶讯　　　一组
　　4月8日　　　　　　　　刘姥姥遇惜春
　　　　　　　　　　　　　　贾瑞戏凤姐
　　　　　　　　　　　　　刘姥姥赎巧姐　　　二组
　　4月9日—4月10日　　　　宝玉遇湘云
　　　　　　　　　　　　　　宝玉遇雨村　　　二组
　　4月11日　　　　　　　　　三姐之死
　　　　　　　　　　　　　　　贾政回归　　　二组　　
　　我抄一个日程单在文章中，是“实录”的意思，以证回忆的真实性。不过这个日程单，还不能完
全反映当时在扬州的情况。因为实际拍摄日程和项目，比这个单子要多；而且多了不少重要的戏。如
“探春理家”、“赵姨娘闹事”、“宝钗蘅芜院”、“妙玉走火入邪魔”等，都是在扬州拍摄的。　
　
　　扬州拍摄的几个具体地点是“瘦西湖吹台湖岸”、“小白塔桥头”、“瘦西湖小金山”、“徐园
”、“何园”、“剪纸艺术馆”等处。　　
　　我到扬州那天，剧组已开机。第二天一早，到瘦西湖新建“剪纸艺术馆”拍探春理家的戏。艺术
馆是一所由华侨捐资新建的房舍，在五亭桥右侧，共连接三个小院。最前一排厅临水，可望湖光塔影
；中间一个小院，拍过宝钗的“蘅芜院”，不过美工同志制匾额时，把个“院”字写“苑”字了。后
面小院，倒坐三间，作为 “议事厅”，拍了“理家”和“赵姨娘噪闹”一场戏。　　P154 徐园薛皤家
　　扬州拍摄，主要在瘦西湖。“瘦西湖”，这个漂亮的名宇，在《红楼梦》时代，其声望与杭州西
湖，不相上下。若论繁华靡丽，且要过之。略后于曹雪芹的李斗，给我们留下一部内容丰富的《扬州
画舫录》。单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其价值不亚于《红楼梦》。《画舫录》中便记载过瘦西湖。读者有
兴趣的话，不妨找来看看。　　
　　瘦西湖说是湖，实际又不全是湖。它是大运河由北而来、通向扬州城里的一段水路。因其水道曲
折，水势潺缓，成为一个湖。进入瘦西湖公园，有两处园门，一处在“虹桥”边上，一处在后面通向
平山堂的大路上。即旧时的“熊园”（现在没有了）。再过去，就是蜀岗平山堂。　　
　　“虹桥”又名“红桥”，是扬州极为著名的地方。远比曹雪芹祖父曹寅还早的大诗人王渔洋，顺
治时任扬州推官，在此与陈维格等名士，先后两次“修楔虹桥”，写下了著名的“冶春词”。吴梅村
称他为：“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现在站在桥头一望，仍然风景潇洒，极为宜人，可
以想见古人清韵。　
　　从虹桥边上园门进去，一带柳岸长堤，间种玉兰、桃、李等花。尽头是“徐园”。徐园好像是园
内园，但也无明显范围，因为各处可通。为什么叫“徐园”呢？是因辛亥后扬州镇守使徐宝山而修建
的。　　
　　园中几处厅、馆，转过去，经一木桥，便是有名的小金山。小金山侧面，有一处院落，游廊连接
，前后各有三间厅。进门处还有两间厢房，种了不少桂花，十分幽雅。老友陈从周教授为之题名为“
木挥书屋”，想来秋天桂花开时，这里一定很好。　　
　　剧组把这所院落派了大用场，即让它作了果霸王薛蟠的家，一共布置了三堂景。前面三间临水大
厅，在柱子间作雕花落地罩，隔成里外间。门上挂了大帘子，作为薛蟠和夏金桂新婚后的正房。室内
家俱陈设，虽没有。冶红院宝玉房中气派，但也富丽堂皇，充份显示一点“皇商”的气派。　　
　　剧组在这里拍的戏很多：“薛蟠娶金桂”，“薛蟠戏室蝉”、“金桂大闹”等，都是在这里拍摄
的。这地方本是临水的厅，而拍戏时，挂上帘子，表示外面是院子。只是这个院子不能走出去，镜头
也不能向外照。　　
　　后面三间厅，布置成薛姨妈的房间，前面有院子。此屋的妙处，是此屋的门，斜对游廊尽头薛蟋
屋的后房门。这样，夏金桂靠着房门和婆婆拌嘴，薛蟠光脚跑出院子来打香菱等等好戏，都能充份表
演了。　　
　　厅的边上，有两大间厢房，十分宽敞。里面钉了木坑，挂了帐子，摆了箱笼，作了香菱的卧室。
香菱后来就“病死”在这房中。夏金挂在小说中是“桂花夏家”的姑娘，而在电视中却也以“木神书
屋”的院子作为演戏的地方，似乎是个巧合。P156 薛蟠家闹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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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蟠家在扬州小金山后小院中，这是看电视的观众想象不到的。就在这个小院中，演出了果霸王
家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在大观园群芳渐次凋零之际，“呆霸王”娶了富商“桂花夏家”的女儿夏金桂。这个类似王熙凤
，又别有手段（甚至比凤辣子还多两手）的“美人儿”，在曹雪芹笔下，虽篇幅不多，却写的极为火
爆。曹雪芹惊人的艺术才华，在此先不多表，只说电视剧吧。　　
　　夏金桂来薛家，薛家就鸡犬不宁了。她要压迫善良的香菱，她又嫉妒高贵的宝饮，她要而且也能
控制住呆霸王，她不在乎婆婆薛姨妈。旧式封建礼教的作用，在这种人身上常常是不起作用，而反为
之利用的。夏金挂在薛家所向披靡，节节“胜利”，只是遇到薛懈她才失败了。本世纪初有一出名戏
：《宝赠送酒》，演的就是这段情节。　　
　　作为夏金桂牺牲品的香菱，首当其冲，“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曹雪芹写香菱，
从暗示结局到最后都写全了，是“十二金铁”中完整的文字。　　
　　电视里，陈宏海饰的薛蟠、陈剑月饰的香菱、杨晓玲饰的夏金桂，还有配宝蟾的一位年青演员，
演出都很成功。　　
　　夏金桂给香菱改名字时二人的一段对话，只是香菱悲惨结局的开始。接着就是夏金桂对香菱进一
步的暗算，让宝蟾勾引薛蟋，故意让香菱（已改名秋菱）取绢子撞破，然后薛蟠拿门闩打香菱，使香
菱受折磨。拍电视用的这根很粗的大门闩，是塑料作的。薛蟠──陈宏海在小院中乱叫乱喊，追赶香
菱──陈剑月，抡起大门闩，狠狠地向她打去。哭成泪人儿、吓的象头被猎人追赶的小鹿般的香菱─
─陈剑月，一下子被打倒在地了。　　
　　薛姨妈闻声出来护香菱，夏金桂 ──杨晓玲却在后门口与婆婆舌枪唇剑，大拌其嘴。杨晓玲演撒
泼很传神，说骂就骂，说哭就哭，坐在地上号叫⋯⋯样样都来。但是毕竟又有其天真处，导演要她在
撒泼时，摔一个很好看的花瓶，而且只有一个，必须一次演成功。她捧着花瓶，笑着爱玩了好一会儿
，舍不得──但是不行，非摔下可。镜头对好，喊一声“开始”，她马上来戏，一跺脚，哗啦一声，
一个美丽的花瓶，就粉碎了。戏拍完要拆景时，她真舍不得，用地道的哈尔滨语音叫道：“这可是俺
们家呀！”　　
　　香菱──陈剑月，最可怜的还不是被薛蟠拿大门闩一抡打了个大跟头，而更可怜的是服侍薛蟠洗
脚时，被“呆霸王”任意折磨。又嫌水冷，又嫌水热，又骂又打，把洗脚水泼得她满身满头──热情
的观众，能不为她气愤填膺吗？在那“木樨书屋”改装成的香菱的卧室中，善良、美丽、聪明的香菱
姑娘，身世坷坎的香菱姑娘，年青的生命悲惨的结束了⋯⋯P158 凫庄、桥影、梦痕　　
　　在五亭桥边，小白塔下，有一组游廊、水谢连接起来的建筑，好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样，名“凫
庄”。凫庄倚栏，可以远望“吹台”，近看“五亭桥”。五亭桥又名“莲花桥”，桥上五亭，一大四
小，桥下十五个桥洞，三大十二小，是瘦西湖的精华。有了这样的桥，凫庄便成为一个极得中国园林
水趣的所在。
　　凫庄是一家茶社，也卖酒菜点心。扬州最有名的一种点心是“干丝”，就是把厚的豆腐乾切成丝
，用好汤文火煮了，在上面加些浇头，如肉丝、鸡丝、虾米等，便是“鸡丝干丝”、“开洋干丝” 等
名点。干丝不十分咸，可以当点心单吃，也可以当菜吃。在五亭桥一带拍戏时，休息一会，我常常在
附近散步，隔着窗户，望见不少女师傅忙着不停地切干丝，想来生意是很好的了。　　
　　剧组用“凫庄”拍了“藏春院”的戏。这是八十回后的情节，贾家衰败之后，巧姐不幸坠落风尘
，被卖在维扬“藏春院”作妓女。刘姥姥古道热肠，千里迢迢来到“瓜洲古渡”，进入维扬城来救巧
姐，找到这个瘦西湖边上的“藏春院”──凫庄。刘姥姥交银子赎人的场面，是在上海大观园拍的。
而藏春院的内景，寻找巧姐的戏，却在凫庄拍了。这里拍很有层次：在曲折游廊上，站了几个穿红挂
绿的姑娘，镜头拍出去，情景历历，把《红楼梦》时代及其前后，如余谵所写《板桥杂记》、李斗所
写《扬州画肪录》中所描绘的妓院的气氛表现出来了。　
　　在这里的山石旁，还拍了个特殊的镜头，也可以说是补前面的吧。在宁国府中赴宴，凤姐看望完
秦可卿的病，急急忙忙到席上去。刚转过山石畔，一个人突然出来道：“请嫂子安！”原来是贾瑞─
─这个重要的一刹那，正是在克庄的山石畔拍的。　　
　　关于八十回后的情节，在五亭桥下还拍了不少，而且都是十分重要的。　　
　　五亭桥下来，转过小白塔──注意，这里“白塔晴云”，是扬州二十景之一，这在镜头中也未出
现过，不必多说它。──又有一座桥，也很宽敞高大，适宜于拍戏。狱神庙之后，贾宝玉从狱中放出
来，形容憔悴，落魄途中。上桥时，正遇到大官鸣锣喊道过桥。他冲撞了官轿，被衙役用皮鞭一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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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倒，从桥上直滚下来⋯⋯而官轿，却是北静王的大轿。在桥上，他又遇到奇事，昔日的贾雨村，已
经枷锁柳裆；而昔日那个“门子”，却是猩袍官帽，一品大员了。宦海浮沉，沧桑巨变，世态炎凉，
封建社会的种种残酷无情，在此桥边，宝玉─一经历了，认识了⋯⋯　
　　入夜了，玻璃绣球灯──宝玉仅存的唯一有繁华梦痕的灯火，被一个画船上姑娘望见了，突然大
喊“宝哥哥”。原来技船上沦落风尘的史湘云，正在人生的苦海中作最后的呼叫，宝玉闻声，拍入水
中，拍向船头，二人抱头痛哭了⋯⋯P160 柳堤“悲喜剧”　　　
　　老友从周教授《园林丛谈》的《瘦西湖漫话》文中道：“扬州旧称绿杨廓，瘦西湖上又有绿杨树
，不用说瘦西湖的绿化是应以杨柳为主了⋯⋯在瘦西湖的春日，我最爱‘长堤春柳’一带⋯⋯”　　
　　他的文章，我拍戏时，有充份的感受。　　
　　由虹桥过来，进入瘦西湖大门，沿着一条柳堤前行。右面是湖水，但无西子湖之浩渺，只是五、
六丈宽吧。隔水又是一带洲诸，上面长着一排高大的树，有林莽之势。左面则是斜土坡，杂花丛树，
联绵不断。一路行来，中间有个亭于，临水而建，可以远望虹桥水中倒影，也可以望远处湖水烟波。
　　
　　杨柳与春花是相结合的。杨柳无桃李而不“媚”，桃李无杨柳而不“韵”。这段柳堤，兼而有之
，既韵且媚，又多春草，而且花柳杂植，更添不少野趣。不象杭州西湖边“一株杨柳一株桃”和整齐
的水泥砖路面那样太讲究，太感到人工化。　　
　　剧组拍戏期间，正是春花次第开放的时候。玉兰、迎春、桃花、海棠⋯⋯再加上杨柳依依，回黄
转绿。翠堤一脉，真是春光锦绣，气象万千。“柳叶清边镇葱叱燕”，这反映大观园天真丫头的一场
戏，在北京、上海大观园中，均未找到理想的拍摄场景，在此找到了。这环境正如书中五十九回所写
；“二人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柳叶渚。顺着柳堤走来，因见叶才点碧，丝若垂
金⋯⋯径顺着柳堤走来。鸳儿便又采些柳条，索性坐在山石编起来⋯⋯”　　
　　镜头在瘦西湖岸，对准这些小演员，营儿、蕊官、春燕⋯⋯气氛出来了。戏也出来了。婆于的柱
杖、春燕娘的耳刮子，似焚琴煮鹤一般，打破了美丽的画面。这是大观园鼎盛时期的闹剧。　　
　　如果说“嗔莺叱燕”是闹剧、喜剧；那在同样的春柳堤畔，桃花树下，又拍了悲剧、惨剧。那就
是尤三姐自刎的场面。　　
　　要拍好尤三姐这场戏，让她在一个什么特定的美丽环境下自刎才好？几经研究，大家以为最好是
花下。什么“花”呢？最先研究是玉兰。后来才决定桃花。“桃花薄命”，有一定象征意义，一也；
当时桃花盛开，气氛正好，二也；所以就在这柳堤的左侧桃花林中，拍了尤三姐自刎的场面。现在放
映出来，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瘦西湖拍戏，几乎天天要走这条柳堤。有一奇怪景观，很值得一说。有一天大早散步时，我无
意向右一望，只见隔水高大的树林上，立着一排奇怪的“庞然大物”。别人说是猫头鹰，我仔细一看
，果然是。我忽然想起林风眠、黄永玉的画来——原来真是这样！P162 妆点瘦西湖　　
　　“元妃省亲”中的元妃登舟一场戏，也是在扬州瘦西湖拍的，很值得一说。　　
　　《红楼梦》所写大观园，没有类似湖泊的大水面，但有引来的一股活水，因而有沁芳闸、有柳堤
、河流池沼，有船，有姑苏请来的驾娘⋯⋯这样在元妃省亲时，在刘姥姥逛大观园时，都有了乘船的
描写。在拍摄“红楼”电视时，必须要选择能表现这一场景的水面。这水面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
；还必须在园林中，不能用野外的水面。也不能用过大的水面，如杭州西湖就不能用。上海大观园“
体仁沐德”后面；本来有码头，有水面，但一因隔岸建筑物尚未完工，二来也没有放水，因而不能用
。为此，选景时选中了扬州瘦西湖。　　
　　瘦西湖五亭桥北岸，有几十米开阔地带，高处有两组古建筑。右边是五亭桥，斜对克庄。左面是
有名的“望台”，是一座建在水中的突起方亭。四面四个月亮门，是当年迎接御舟、借水音演奏丝竹
的场所。正对面则是一带柳堤。在这样借景陪衬之下，中间是瘦西湖的纤腰，其水面相距约成三十米
的三角形。如把“她”妆扮成大观园中水区，用来行走元妃所乘凤舟，大小正好。　　
　　元妃省亲，更衣之后登舟，是在晚间。火树银花，皇家富丽，在《红楼梦》原书中有细致的描写
。拍电视时，如果妆扮实景，要因地制宜加以改造。瘦西湖河岸，是土岸，颇有野趣。但作为皇家贵
妃省亲苑圃，如何能成呢？因此先要岸边搭出码头。北京颐和园和北海的码头都是细石料，汉白玉栏
杆。这里临时搭建，自然不能用石料，只用木头、泡沫塑料。泡沫塑料雕刻装置的汉白玉栏杆，不要
说在月光下、电灯光下远望，即在白天看上去，也几乎可以乱真了。此外，还有用同样材料，按比例
尺寸搭建的汉白玉牌坊，也就是《红楼梦》中多次写到的“玉石牌坊”（按有的版本中写作“琉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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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那是绿琉璃的。这两种牌坊，现在在在北京名胜古迹中仍然都能找到）。　　
　　最五彩缤纷、构成梦幻境界的是湖上的灯、桥上的灯、岸上的灯和那彩灯照耀的凤舟。岸上的灯
好办，只要吊在灯杆上、灯柱上、树上，挂上彩灯，接上电线，入夜一开电门，便灿若繁星了。桥上
、牌楼上，也好办，按照书中所写，作成灯匾，一写“寥汀花椒”，一写“天仙宝境”。拍摄“奉元
妃命”时，一个改为“花淑”，一个改为“省亲别墅”就可以了。灯中都可装电灯，光源都好解决。
　　
　　困难是水面上和凤舟上的彩灯，以及其它灯船上的灯、水中漂浮的花灯，光源如何解决呢？解决
的办法是全部用大蓄电瓶。记得那天单电瓶钱，就用了好儿千元。这样，一入夜，瘦西湖就被妆点得
象一片五彩灯海了。波光闪耀，凤舟在华灯辉影里，在萧鼓声中，缓缓前进──有人笑道：自乾隆下
江南之后，瘦西湖从来没有这样繁华过了。P164 元妃登舟幸园� 
　　《红楼梦》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一节中，写元妃入苑，在 “体仁沐德”更衣后，复出
，上舆进国。“忽又见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下舆登舟，只见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
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小说写元妃登舟，只一笔带过
。但电视要表现的却是一个“说不尽太平景象，富资风流”的大画面。而且。前而说过，拍更衣是在
上海。拍登舟则在扬扛7b了。这场面，小说只用几个宇，拍成电视，就不那么简单。它所跨越的时空
和花费的劳动，是观众很难想象的。　　
　　如果说在上海大观园“体仁沐德”更衣之后，走出殿门，走上码头便是“登舟幸园”；那么这一
“出”一“登”之间，便已由上海青浦淀山湖，飞越长江，来到瘦西湖了。而且不只元妃一个人，还
带了庞大的銮驾仪仗、内监宫娥──每到一处，必须有大批的群众演员。　　
　　元妃登舟时，舟上、岸上大批执事仪仗，都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学们担任的。掌伞的、掌
扇的内监，捧炉的、掌灯的宫娥──男同学、女同学一行行，几百名，在“汉白玉石牌”坊下，鸦雀
无声，肃然敬立。远远两条用彩灯妆饰的船，一大一小，缓缓行来，渐渐听到仙乐鼓吹声。凤舟抛岸
，搭好跳板，由南京演员成梅女士扮演的元春宫袍凤冠，由宫娥、女官扶着，在鼓吹声中，款步走下
船，迎面走来，在汉白玉牌坊前立定，仰面细看，说道：换作“省亲别墅”吧！⋯⋯这时在指挥台指
挥的孙桂珍导演用话筒高喊着调动队伍，在现场的执行导演马加奇同志忙碌地指挥着，总导演王扶林
同志在监视器的荧屏上注视着每一个画面，而轨道车上的摄像机，和站在轨道车上的摄像李耀宗同志
被推过来，推过去，不停地转换着镜头──元妃省亲登舟时的场景、形像，通过这样复杂的艰巨的劳
动，展现在观众面前了。P166 扬州“红楼”友谊　　　　 　　
　　在瘦西湖拍摄“元妃登舟”的前两天，总监制戴临风、副总监制胡文彬、作曲王立平、音乐编辑
郭融融等一行四人，在烟花三月之际来到扬州和拍制组的同志见面，算是“红楼”剧组在外景驻地的
一次小聚。
　　由于在他们来到之前，扬州方面已知道这一消息，所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黄进德教授代表师
院约我和王扶林导演，加上胡文彬兄去给同学们讲一次“红楼”电视。导演拍戏太忙，实在抽不出时
间来，这样就只有我和文彬兄二人应进德教授之邀，去师院讲课了。同学们十分热情，都争着来听。
有二百来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满了，又开了一个教室，拉线过去，装了扩音器。我介绍了一下拍摄“红
楼”电视的过程和难度；文彬兄讲了一下为什么要拍《红楼梦》。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多举例子，只
不过讲大概而已。所讲实际是很浮浅的，而同学们认真听讲的态度，却很使我感动。他们专注的神情
，至今似乎还浮现在我眼前。从听讲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和热情。这也可以说是建立在《
红楼梦》基础上的友谊吧。　　
　　因为应进德教授之邀，去师院讲课，就又认识了该院中文系主任曾华鹏教授、副主任张泽民教授
，相谈十分投机，颇有倾盖如故之感。承他们盛情，相邀到富春茶社吃点心。扬州富春茶社，海内外
久负盛名。原是卖茶、卖花、卖点心的茶社，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因为杨州早在《红梦楼》时代之前
，就是“十里栽花当种田”的繁华之地，卖茶、卖花、卖点心是传统的行业。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更
富有文化生活的情趣，集中起来说，就是一个“雅”。品茶、品花之际，肚子饿了，也要吃，如何使
其与“雅”相配呢？自不宜于酒池肉林的酗酒饮宴，而是吃些 “点心”。大概这样原因吧，“富春”
的精美点心便应运而生了。　　
　　三丁大饱、五丁大饱，是上好白切肉丁、笋丁、豆腐干丁等制成的。翡翠烧卖，是透明的皮子包
碧绿的菜心泥。千层糕是生腊油、白糖、发面蒸的透明的又松、又软、又甜、层数又多的糕⋯⋯品名
众多，无法─一介绍了。自然还有闻名海内外的各种乾丝，这都是“富春”的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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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茶”、“品花”、“品尝名点”，三者结合为富春的传统特色，颇有“红楼雅意”，殊足代
表东方文化的神韵。可惜的是，近年渐失雅趣。装上茶色玻璃的楼窗，密不透气，没有“卷上湘帘画
不如”的风韵了。食客又太多，地方较小，点心桌的玻璃板下面，台布又油又脏，看了让人不快。自
然，也无花可看了。不过，点心确是好的。P168 何园贾政书房
　　美工总监制刘宝俊同志早就向我说，要找个适当的地方，为贾政布置一间书房。当然也可以在棚
里搭景，但是不如找几间合适的房子，这样更方便些。这个房舍，在扬州的何园找到了。　　
　　何园，原名“寄啸山庄”，在花园巷，为清光绪时做道台的何在助所筑，是清代扬州园林最后一
部作品。园中以池和假山为主。假山堆的不俗，且山上有一株大白皮松。陈从周教授《园林谈丛》说
到“何园”时道：“园中为大池。池北楼宽七槛，因主楼三间稍突，两侧楼平舒展伸，屋角又都起翘
，有些象蝴蝶的形态，当地人叫做‘蝴蝶厅’”。　　
　　宝俊同志就在这“蝴蝶厅”中，为贾政布置了一座书房──“梦坡斋”。　　
　　贾政的书房名 “梦坡斋”，这在《红楼梦》几处写到，是大观园外有斋馆题名的房舍。其格局自
然也应该是“京朝派的”。这场景主要是拍室内。少数镜头在门前，没有室外全景。所以，只用楼下
正面三大间就可以了。房门外正对大池，如出现在荧屏上，似乎不合“梦坡斋”庭院意境，怎么办呢
？很简单，院中池边，正对房门处，立一个老北京式的锦格木影壁，如国木屏风，这样就把池水的景
挡住了。在房中，正当挂在门上的竹帘，向外望去，只见本影壁，似乎转过木影壁，就是通向外院的
月亮门了。就这简单的造景，就可引出人们不少的想象⋯⋯　　
　　室中充“梦坡斋”的横匾，又挂了《前赤壁赋》的横技。《前赤壁赋》现有传世苏东坡手迹影印
本，模拟复制并不难，只是字太小，在荧屏上显示不出来，失去了它的效果。室中几案书架等，布置
也都不俗。当然，这里有个小小的漏洞，就是有一套盒装《二十四史》。严格地说，在《红楼梦》时
代，还没有《二十四史》这个名称呢！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是乾隆后期的事。不过在电视剧中
作为妆点，那也就不能严格要求了。　　
　　贾政书房中的戏很多，主要一场是“宝玉挨打”的戏。这“不肖种种，大受鞭笞”，可不是好演
的。打必须真打，所用的板子也必须的真的。怎么办呢？先在板子上想点主意，毛竹板子，一面塑料
海绵垫了，包起来刷上颜色，一面硬，、一面软，打时用软的一面，稍减轻一些疼痛。但打时又很又
快，虽然一次拍摄成功了，但欧阳奋强同志为这场戏，臀部真让打肿了。　　
　　在一个场景中，镜头是综合拍摄的。“宝玉挨打”是夏天的戏，而“宝玉上学”是冬天的戏，都
是在贾政书房中拍。门帘换成冬天的，门前做上人工雪等等，稍微变换一下季节感，这样给人的印象
就不同了。P170 平山堂花圃　　
　　扬州平山堂，是天下闻名的地方，早在《红楼梦》时代，已经是扬州胜迹的中心。据钱泳《履园
丛话》说：“扬州之平山堂，余于乾隆五十二年秋始到，其时九峰园卜倚虹园、西园曲水、小金山、
尺五楼诸处，自天宁门起，直到淮南第一观，楼舌掩映，朱碧新鲜，宛入赵千里仙山楼阁。今隔三十
余年，几成瓦砾场，非复旧时光景矣。”乾隆五十二年是公元1787年，所记在《红楼梦》程伟元乾隆
辛亥活字本之前四年，在《红楼梦》“脂砚斋”庚辰“四阅评过”本之后二十七年。这正说明，扬州
风华最繁华的时代，也正是《红楼梦》写作诞生的同时。电视剧《红楼梦》在扬州拍戏，把“小金山
”诸景─一收入镜头，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当年的平山堂；不只是一处建筑，是一大组景。一手风景线。现在由瘦西湖到平山堂一带，虽不
能如钱泳所说：“楼台掩映，朱碧新鲜，宛人赵千里仙山楼阁。” 但风景线仍然连接着，《红楼梦》
时代的盛况，仍可依稀想见之。剧组也想在扬州多拍些镜头，但几次到平山堂选景，总未选到适当的
足以表现红楼故事某处的理想景点。　　
　　在平山堂下面植物园，有一大片桃林着花正好。在几株大的落英缤纷的大桃树下，略加布置，作
了一个假的石凳，起了一个小小的“花家”，便布置成为“大观园”中沁芳桥旁幽僻小山的境界了。
　　
　　时当春暮，黛玉葬花时所起的花家，也不知经历了几个寒暑，又是碧草如菌、落红成阵的时节了
。大观园人事凋零，去者去、死者死、嫁者嫁⋯⋯连宝玉也外出了。久病缠绵的黛玉，趁身体稍好之
际，出来散散。走到这个“伤心地”，突然听到宝玉在外遇险、元妃赐婚等等不幸的消息。如闻晴天
霹雳，昏倒过去，就此不起了。当然这些都是八十回后新编的电视故事情节，当作《红梦楼》八十后
的情节来研究，那是学术问题，在此不多作讨论；如作电视剧的情节发展，则我感到也未为不可。它
有一定的情趣，在情理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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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且不多说，只说说具体拍摄时的情况吧。　　
　　那天在花下拍，全是外景，没有电源，都用自然光，但因有不少特写镜头，所以灯光组带了大的
反光板，在多云天气下，拍得十分成功。现在播映在荧屏上，这一镜头，接上北京大观园紫鹃找姑娘
的镜头，在境界上还能连得起来。只是“花家”周围景观不够雅，如当时再稍加加工，就更好了。　
　
　　这天戴临风、胡文彬、王立平、郭融融等同志都来了，也是一次小小的胜会。今年春天，去北京
见到摄像耀宗同志，送我一张大照片，正是当天拍完戏大家的合影，把扬州平山堂下花圃中的春色长
期地保留在照片中了。

14、《红楼梦忆》的笔记-第266页

        《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不算筹备阶段、演员训练班等所用时间，单说拍摄，共两年零一个月，
拿下了九千六百多个镜头。基本演员及工作部门人员一百五十多人；大场面戏，临时演员最多用到上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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