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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内容概要

《(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的批
评专论，亦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在《(红楼梦)评论》中
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以融会中西的学者眼光系统探
究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和美学意义以及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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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作者简介

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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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
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第四章  《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
第五章  余论
附录
人间词话(上)
人间词话(下)
人间词甲稿
人间词乙稿
人间词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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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编辑推荐

由国学大师王国维著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
点评析《红楼梦》的批评专论，亦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
该文1904年上半年连载于《教育世界》。在文中作者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
人物描摹着手，以融会中西的学者眼光系统探究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和美学意义以及伦理学价值
，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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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精彩短评

1、过两个礼拜再读一遍~~
2、红楼梦是载体
3、哲学层面评红楼，可惜举例多为后四十回，非曹公原笔原意尔。
4、高喊解脱解脱确实有点强附，但钱钟书也有点刻薄了，怎么港我还是觉得宝黛在一起是可以HE的
5、#2012430#
6、美致悲剧，悲剧求解脱。看了钱氏批语，却似解脱不得。
7、王国维的悲观性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其受叔本华影响之深也是可见一斑 只是王国维展现的是中国文
人式的悲观 儒佛道性缠扎 不似尼采 西方狂悖式的悲观 放荡不羁
8、一欲而终，他欲随之。
9、是文言文，读的时候略微有些吃力，不过写的真的很好有，不是文本细读之类的评论，更多的是
在阐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因为这本书还专门去了解了叔本华，受益良多
10、叔本华认为人的意志是先验的，作为生命盲目的有无限伟力的本能冲动而成为世界的主宰，“表
象世界”则是意志冲动的客观化，“欲望”是意志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而“痛苦”是意志的结果形
态，欲望也许会因暂时的满足而获得一瞬的欢愉，而随之而来的即为空虚和无聊，继而指向更深的不
满足，“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就在“痛苦”和“厌倦”之中往复，钟表划过的弧线只有虚空，人的
欲望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彻底的回声，所知愈广，所欲愈多，苦痛愈炽。人活在世上，大多数苦
是说不出口的，是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作介质的，人的灵魂不是咔擦一声巨响然后垮塌的，是每天死
掉一点，每天死掉一点，成百上千个事件见证其死亡的过程，而不是哪个主线剧情让他下了地狱，回
顾往昔，尽是些无辜的面目。——摘自室友论文
11、钱钟书在书后的评论一阵见血啊！此处不赘述
12、批评强合叔本华厌世哲学，钱钟书老先生这是在拆王国维老先生的台啊哈哈。
13、评红楼而不仅限于红楼，因为红楼本身就无限，对人生的许多探讨都要奉为金玉良言了
14、非白话文，读起来略吃力
15、我要悟了。
16、后半部分硬把叔本华和红楼联系，有点牵强
17、我非常认同所有对「红」的分析都要先确立文稿本身的真实性。感觉这篇推论的很混乱，而且本
身我就不爱看红楼思想的评论文章。
18、一则，的确自己水平太差看不入脑。二则，基本上都是基于所谓“后四十回”的评论，于红本身
并没有什么价值，不推荐给红迷
19、2015.05
20、不知道我读到了怎样的程度，一字一字地读，不敢妄加评论，感觉通篇围绕“解脱”二字。
21、领会悲剧精神 说简单做难 还是少说几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22、叔本華之三種悲劇。一直以來，只喜歡日本的日常系是有道理的。
23、评红楼美学到位。
“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视之。此之谓也。此即所谓壮美之情，而其快乐存于
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
24、悲剧说
25、用叔本华的厌世哲学解构红楼梦，有点意思～
26、王氏对于「玉」既是「欲」的说法非常认同，第一章的内容也解决了我长期以来没有形成系统的
一些片段式的思考。但是对于后面以叔本华的哲学来分析《红楼梦》却给人一种削足适履的感觉；如
果《红楼梦》的结局稍作改变，王国维绝对不会附会叔本华之说。
27、没读懂
28、没太大感觉,
29、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做法自弊也”————《谈艺录
》P349
30、优美与壮美皆为大美，以无知心感有道美。
31、老夫子文绉绉，张口叔本华，闭口形而上。书后随附了钱钟书先生的《评<红楼梦评论>》，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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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文绉绉，钱先生对王大师的很多观点不认同，字里行间颇有些文人相轻的意味。反正，我对他俩的观
点都不太认同。
32、文学评论 清代
33、悲剧之悲剧
34、也是一家之言，只是阅历太少，很多还不能领悟，悲剧美学。倒是记住了“见多易情厌，见少易
情变，如若长相思，才是常相见”，跑偏～
35、早期的一种解读方式。
36、时代价值很大，现在看未免有点扯
37、红学史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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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精彩书评

1、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又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
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王静安所见的，是人生的本质以及
跳出这无尽苦海的解脱之道。与坊间流行的“揭秘”，“戏言”不同，《红楼梦评论》既不是特务型
的红学，用牵强附会、捕风捉影，考据这里的影射，那里的玄机；也不是三姑六婆型的红学，评头论
足，研究谁是最合适的妻，衍生出无尽的市井气。《红楼梦评论》不是一篇皇皇大文，只是一个用文
学来寻觅人生的学者熬出的字句言语，从哲学与美学的角度，解读满纸荒唐言后的泪与痴。正如黑格
尔的言语：真正的悲剧是冲突双方都有道理，各自代表了一种片面的正义，其结果是冲突双方同归于
尽。王国维说《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悲剧中的悲剧，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悲
剧的结果也就避无可避。这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
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始终。这样的悲剧，最为壮美。因为它，具有无意识的本能性，走到悲剧的
尽头仍茫然不自知；因为它，具有日常性，偏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日常的小事也牵扯出触目惊心的
悲剧来；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从虚构的话本到切实的周围，甚至是自身；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必
然性，如同基督里说的原罪，如同欲之先人生而存在，只要是生活中的人，就必定会产生悲剧！说不
出究竟是谁的罪恶，说不出种下了哪些苦果，说不出这一场悲剧究竟是谁人的悲剧。因为人人都是其
中的推动者，而人人又是其中的受害者。这是宿命，是每一个人的，无可更改、无能为力的宿命。王
国维于《红楼梦》，并不是一个体验者，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一道感受着爱恨情愁、悲欢离合，因其
喜而喜，因其悲而悲。他是一个旁观者，从肤浅的世事中超脱出来，看到人间世，不过是欲望，不过
是痛苦，不过是白茫茫一场空。他因其而悲，不是为着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了这世间的所有人，
每个人，也包括他自己。因此，这样的悲剧，让我们绝望，更让王国维绝望。人生者，如钟表之摆，
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而这样痛苦的人生，解脱途径有两重，
一种是天才的，观他人之痛苦，悟自己之人生；一种是凡俗的，在亲身经历的种种痛苦磨练之后，涅
槃重生，从红尘欲望中解脱出来。按书中说，如果不能真正远离了欲望，看似最后解脱的殉世，也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脱，依旧是痛苦的。然而，王国维还是选择去了，在昆明湖自沉。王国维说《红楼
梦》眩惑之质殆尽，唯独留下充满了浓厚的悲观色彩的壮美。而于我等俗人，依旧只是把《红楼梦》
看做一部风月小说，是家长里短，是巷里的闲话，我们评头论足，只是因为内心里对别人故事的诡秘
的窥探欲望，从纯粹之知识中出，重归于生活的欲望。所以，红楼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的不是众生，
只是其中的莺莺燕燕，男男女女。因为他认真，而我只是俗人。《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果然
不是虚话。人读红楼，红楼又何尝不是在读人？如宝鉴，照出世态万象，有人借此寻觅人生本质，有
人借此把握时代脉络，也有人只是红楼这颗大树上织网的蜘蛛，看似成果斐然，实则空洞无物。突然
想起林黛玉的美来。在宝玉的眼中，自是冰肌玉骨，娴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真真是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在薛蟠的眼中，林黛玉同样是美艳不可方物，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
在那里。林黛玉的美，雅俗共赏。《红楼梦》亦如是。在王国维的眼中，他读出了深刻的人生哲学，
解脱之道。在我等俗人的眼中，也有风月小说，热闹锦绣。红楼梦既是超脱的，是阳春白雪，同样也
是世俗的，是下里巴人。各人看出各人的味道来。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不无悲痛地写下那么
几句话：“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
，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王国维认真地看《红楼梦》，认真地思索着，
在沉静中痛苦着，最终去了。所以，这世界，还是我们俗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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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章节试读

1、《《红楼梦》评论》的笔记-第1页

        文言书写，想明白书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仍需努力！

2、《《红楼梦》评论》的笔记-loc 1-131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29-30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
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
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否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
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29-32
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
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35-36
注：文化愈多,知识愈多.则愈查出生活之荒谬.自己之无知.则愈痛苦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
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
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46-48
注：美术之美.由兹而来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
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
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53-55
文艺之美由此而来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
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
，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
，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
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属前种。至于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像，庐江小吏
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故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讵有子颓乐祸之心，宁无尼父反
袂之戚，而吾人观之不厌。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59-65
不同审美体验的产生如（米巨）（米女）（注）蜜饵，《招魂》《启》《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
（日方）、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赝
《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虽则梦幻泡影可
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68-71
 吐的一段好槽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
而又增之。则岂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之与优美及壮
美相反对，其故实存于此。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72-74
不可纵欲,一时耳目之欢,而后自责之痛苦倍增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携入红尘者
非彼二人之所为，顽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顽石自己而已。此岂独宝玉一人然哉？
人类之堕落与解脱，亦视其意志而已。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00-102
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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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
，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06-107
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
春、紫鹃三人耳。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09-110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12-113
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
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
外，举昔之所执着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
，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
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
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
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16-122
金钏司棋尤三姐潘又安 因欲而死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
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22-123
堕落痛苦 皆自己之自由意志而来 一念之误而生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
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发挥之，我辈之读此
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博库丛刊), loc. 129-131
注:即浮士德

3、《《红楼梦》评论》的笔记-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

        所谓自己的底里未知者，未知其生活乃自己之一念之误，而此念之所自造也。及一闻和尚之言，
始知此不幸之生活由自己之所欲，而其拒绝之也亦不得由自己，是以有还玉之言。所谓玉者，不过生
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携入红尘者非彼二人之所为，顽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顽
石自己而已。此岂独宝玉一人然哉？人类之堕落与解脱，亦视其意志而已。而此生活之意志其于永远
之生活，比个人之生活为尤切。易言以明之，则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的，后者
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的也。又如上章所说生活之于痛苦，二者一而非二，而苦痛之
度与主张生活之欲之度为比例，是故前者之苦痛尤倍蓰于后者之痛。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
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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