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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新集》

内容概要

《惠新集 红学文稿选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研究员张庆善关于红学研究
的文集，大部分文章都公开发表和出版。全书包括三个部分和附录。上编收录了“作者家世与红学史
研究”文稿，中编收录了“《红楼梦》文本研究”文稿，下编为作者撰写的序跋与致辞，附录为作者
接受媒体的访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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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就是实事求是——专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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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获得签名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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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惠新集》的笔记-第1页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
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
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
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
，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
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
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
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
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
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
锐观察与深刻洞见。

　　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
”“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诠”“昆曲艺术大
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
，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
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
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
、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到，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
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
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
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
掘的独特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
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
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

2、《惠新集》的笔记-第382页

        　　东方早报：许多学者批评了目前市场上许多“歪解”《红楼梦》的产品，但这是不是存在另
一种理解：在学术成果进入大众的过程中，因为红学会这样的学术机构没有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市
场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催生了这样的结果？

　　张庆善：大家对红学会有一定误解。红学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不是文化主管部门，而是一个松
散的民间群众社团。它是一个学术性团体。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不可能隔绝社会，
面对社会存在的文化需求，我们也应该从学术角度提供理论支持、艺术指导。如果《红楼梦》要拍影
视作品、搞美术创作，甚至做成动漫，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的。但社会上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很多人也
并不是那么严肃地做学问，而是追逐名利，对《红楼梦》的解读胡编乱造，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
在于《红楼梦》研究。对于学者来说，我们所能做的可能只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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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些文化产品的人，让他们引起重视。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传达正能量。经典要走向当代，不可回
避的就是传播问题，理论如何进入操作问题。现在人们接受经典的渠道很多，不仅看书，还可以通过
电视、动漫、多媒体等。

　　东方早报：但在公众感觉中，红学会反而一直打压一些“民间红学”的观点？

　　张庆善：我真是无可奈何。红学会是个松散的学术团体，跟作协不是一回事，没有政府拨款也没
有国家编制，入会退会也非常方便，只要你喜欢《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并有一定成果就可以
入会。而且我们是欢迎各种各样观点学术争鸣的，最简单的例子，红学会的顾问周汝昌老先生就非常
支持刘心武先生。其实，没有人是代表中国红学会去参加讨论，都是以学者个人的身份参加讨论，就
是红学会里，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从不去压制谁的观点。

　　东方早报：外界对红学界的批评，还包括浪费国家投入做一些在大众看来过于琐碎的研究。

　　张庆善：这种说法可能是不了解情况造成的。我刚才说到，中国红学会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就是
《红楼梦学刊》也是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国家拨款。学者自己搞研究、写文章，达到发表水平就发表
，读者爱看就看，不爱看就算了，不存在国家投入的问题。我不知道说浪费国家钱财从何谈起。

　　至于说到具体的学术研究，要尊重专家学者研究的权利和个性，有的专家一辈子研究版本问题、
作者问题，这是他的学术兴趣，理应得到尊重，我们没有权力干涉人家。而且这些研究都是有价值有
成果的。大众对《红楼梦》研究的需求，可能更渴望得到普及性的阐释，帮助他们去理解，事实上这
方面的文章也是最多的。但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好，读者也不读，媒体也不炒，大家喜欢关注“曹雪芹
的头发有多少根”之类的话题，媒体一宣传，造成了红学界专门在做这样的事的感觉。但事实根本不
是这样的，往往这些炒作，与红学家们毫无关系。“曹雪芹的墓石发现了”，“《红楼梦》手稿回归
祖国了”，这样的事情反而一窝蜂，但红学界真正在做什么反而没有人关心。

　　东方早报：外界对红学界的不信任可能还基于一定的观察方式，比如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红学家不
为大众所知。

　　张庆善：事实上，中青年红学家里还是有很多优秀人才，但他们没有那么有名，这可能有两个原
因。一是老先生们在他们的学术发展阶段，往往会由一些历史机遇造就，比如胡适在1921年，李希凡
在1954年，而且以当时的学术环境，一个新材料的发现就可能使一个年轻人名扬天下，但现在这基本
是不可能的。二是时代变化了，现在的学者要保持专心致志在一个方向钻研太难了，他会面临学科设
置、考评要求，要面临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不可能像周汝昌先生那样一辈子主要做《红楼梦》研究，
像那样他就要失业了。比如一个教师在大学里就不能只开《红楼梦》课，而是要开好几门课，不可能
专一。我觉得中青年学者的知名度不够高，不代表成就不高，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合理，不仅懂古代文
学，也懂西方理论。我们相比老先生，差的是治学精神。我们许多年轻人晚上去唱卡拉OK，老先生
们却在秉烛夜读，所以他们唐诗宋词朗朗上口，这样的功底能不出成就吗？但这也不是妄自菲薄，否
定掉一代人，只是需要看到中青年学者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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