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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遗珍：开启百年新红学之门

《《跋跋〈〈红楼梦红楼梦〉〉考证考证((一一))》》手稿手稿

胡适胡适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

艺术馆展出，展出亚东图书馆有关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

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

（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经民国至而

今，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

培的研究成果颇为引人瞩目。胡适于

1921 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

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

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

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阶段，

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

锐批评。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

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

头记索引》第六版中明确表示胡适的观点

“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

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

商榷”，亦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

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

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其时蔡、

胡之争各执己见，几番往来并无结果。但

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 世纪

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

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

阅读视角。

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著名学者

的帮助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出版

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小说出版后，以其新

颖的版式、标点，认真的校勘赢得了读者

的喜爱。在亚东图书馆所推出的十几种

新标点本小说中，无疑以《红楼梦》最为引

人注目，影响也最大。

说起来颇为有趣，《红楼梦考证》一文

并非胡适主动写成，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

馆老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一

位书商催生了一部传世名著，可谓现代学

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红楼梦考证》
是催逼下撰写的

不重视史料是
当下红学研究的缺点

为纪念新文化运动 105 周
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与“在艺”于8月25至26日在北
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联合
举办“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
——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
主题学术研讨会。

中国红楼梦学会原副会长、著
名红学家胡文彬首先发言，他认为
《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已经无需赘
言，“就是它的研究史，也够今天年
轻一代去认真地进行研究”。

他首先回顾了上个世纪初，蔡
元培《石头记索引》与胡适《红楼梦
考证》两本著述所引发的新、旧红
学论争并直言：“以胡适所代表的
新文人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文
人间的那场论争非常激烈。而这
场争论到现在实际上仍然在延续，
在当下红学研究的争论上，仍然打
着胡适的烙印，也打着蔡元培的烙
印，并没有完全地去掉胡适的观
念，也没有完全去掉蔡元培对红学
研究的观念。”

“今天沿着蔡元培先生的研究
道路，索引红学仍然还有市场。”胡
文彬举例说近来有人研究提出曹
雪芹几十代的老祖宗就是曹操，丹
东大孤山的，“这说明蔡元培的灵
魂影响到今天，作为一种学术的理
念、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还有着
很强的市场。所以今天来讨论这
一问题，我想胡适先生当年提出的
那些观点，包括治学上一些新的方
法，从学理、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我
认为到今天还经得起时代的考
验。”

胡文彬认为在西学方面有很
大造诣的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
特别重视材料、文献的收集。“当年
顾颉刚先生、俞平伯先生都应胡适
的要求找了大量的材料给他，但在
提供给胡适的材料中存在错讹，他
拿去全部当真的运用。胡适的许
多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比如说
他对后十回的看法、他对作者的看
法，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但胡适的
心胸是这样，发现错了就是错了，
敢于承认错了。胡适的这种精神、
这种态度、这种治学的严谨的态度
令我非常感动、敬佩。”

胡文彬直言目前红学研究有
一个缺点，“过去不重视文本是一
大缺点，那么现在重视文本，不重
视史料是不是缺点呢？没有历史
资料的支撑，我们许多所谓的解
读、判断恐怕就有问题。所以我对
这样的展览，这样的发现是抱着学
习、敬畏的态度。”

红学研究学者乔福锦认为，亚
东版《红楼梦》标点本目前学术界
还是看轻了，“亚东版的底本不是
程乙本，也并不是程甲本，而是另
外一个独立的本子，是以道光十二
年双清本为底本。在程甲、程乙两
个系统之外，其实有第三个系统。”

曹雪芹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樊志斌提出，

“一部书成为一门学，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

也不过五六部而已，可见《红楼梦》对国人的

意义。无可置疑的是胡适与他包括《跋〈红楼

梦〉考证》在内的一系列红学文章，打开了现

代意义上红学的大门（西方白话逻辑系统论

文架构下的红学研究）。”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胡适之前王国

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最早引西方文学理论进

行系统《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但在当时影响

有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在当时影响极

大，但在实际研究方式、探求方法上更多地为

传统经学研究范畴（小说背后隐藏历史和实

际人物、故事）。为了对抗蔡元培的《红楼梦》

传统经学模式，宣传自己从美国带回的杜威

实验主义学说（胡适认为与乾嘉考证重视证

据的精神一致），胡适用自己能够查到的文献

资料撰就了《红楼梦考证（初稿）》《红楼梦考

证（定稿）》，后来又用买到的曹雪芹友人敦诚

诗集《四松堂集》，写作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

篇《跋〈红楼梦考证〉（一）》（四纸）。”

胡适打开了现代意义上红学的大门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小

明在发言时说，自己从上海专程来京拜观这

么重量级的文献特别是手稿、原迹，“感受一

下它的气场。有一些东西无法用言语来表

达。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

于新文献的发现，‘罗王之学（以罗振玉和王

国维为其代表的研究甲骨学方法论）’四大发

现都是和文献有直接关系。”

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孙袆萌在发言中提

到“材料是学术的生命”，而“出版则是学术生

命的一种延长，至少是开枝散叶的可能之

一。”她介绍说，2012年胡适作品成为公版后

作为编辑自己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一

个知识产权或者是一个大IP进入公共领域，

对出版人肯定是非常丰富和优秀的资源；另

一方面也引发一种低水平的竞争或者是一个

劣币驱除良币的存在，如2013、2014年左右把

胡适鸡汤化的出版倾向非常明显。我很警惕

这样的一种倾向。”

8月31日北京站落幕之后，“亚东图书馆

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将开启

全国巡展，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

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

（据澎湃新闻）

警惕把胡适鸡汤化的出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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