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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鹗之 “补” 实为 “补缀”

否定高鹗对于 《红楼梦》 的著作
权， 笔者以为是合理的。 2005年， 长
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评本时，
就曾按笔者的建议， 未把高鹗列为作
者。 这样处理大概有几个理由。

其一， 认为 《红楼梦》 后四十回
系高鹗所续， 其依据是张问陶 《赠高
兰墅同年 》 诗的题下自注 ： “传奇
《红楼梦》 八十回以后， 俱兰墅所补。”
恩华为 《八旗艺文志》 编目， 亦认为：
“《红楼梦》 一百二十回： 汉军曹霑注。
高鹗补。” 胡适等学者认为： “补” 的
意思就是 “续 ”， 因而著作权属于高
鹗。 没有设想将 “补” 理解为 “补缀”
“修订” 的可能性。

其二， 认为高鹗和程伟元只是对
后四十回作了编辑、补缀或整理，其主
要依据是程本所载程、高两人的序和两
人合撰的 《红楼梦引言》。 程甲本卷首
程伟元《红楼梦序》云：“《红楼梦》小说
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未知出
自何人， 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
过。 好事者每传抄一部， 置庙市中，昂
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 然原
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
本。 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
卷，读者颇以为憾。 不佞以是书既有百

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
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
来，仅积有廿馀卷。 一日偶于鼓担上得
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
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
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
复为镌板， 以公同好， 《红楼梦》 全
书始至是告成矣。” 所谓 “截长补短”，
即补缀是也， 正是 “补” 的准确释义。

只用三年不可能完成 “续作”

1959年，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
梦》 被发现， 表明在程伟元、 高鹗排
印本之前， 确已有了完整的一百二十
回本。 程甲本高鹗自序与程序意思相
近 。 程乙本 《红楼梦 》 卷首还有程 、
高合写的引言： “书中后四十回， 系
就历年所得， 集腋成裘， 更无他本可

考 。 惟按其先后关照者 ， 略为修辑 ，
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 至其原文， 未
敢臆改。 俟再得善本， 更为厘定， 且
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所有这些都
指向一个结论： 后四十回是程、 高在
多种残本基础上修订、 整理而成的。

另外， 从创作的普遍现象看， 续
书比另起炉灶更难： 续写者必须体认
别人的风格， 在已形成的框架内写作，
这样， 势必处处被掣肘， 很难施展才
力。 因此有许多续书，实际上只从原著
借来一点因由（这在严格意义上已非续
书）。 像《红楼梦》这样后四十回与前八
十回之间内在联系如此密切的情况极
少见。 照一般说法，曹雪芹写前八十回
尚且需十载， 倘若后四十回真是续作，
那就至少需要五年， 考虑到续书之难，
则七八年也未必够用。 高鹗有这个可
能吗？ 他的年谱告诉我们： 高鹗乾隆
五十三年 （1788年） 中举， 乾隆六十
年 （1795年） 中进士， 中间相距八年，
《红楼梦》 百二十回刊本于乾隆五十六
年 （1791年） 首次刊印成， 离他中举
才三年。 三年能完成 “续作” 吗？

遗憾剥夺曹雪芹著作权

最后， 一般写续书的人， 总是力
求所续的情节与原著的伏笔相吻合 ，
如不能吻合， 则改削原著的伏笔， 使
之与所续情节吻合。 而现在前八十回
与后四十回却多有不吻合之处。 如何
解释这种现象？ 合理的推测是： 曹雪
芹在修改 《红楼梦》 时， 时有改变最
初设想之处， 因而与早先的预示、 伏
笔不合， 而高鹗作为修订者，“至其原
文，未敢臆改”，于是留下了漏洞。为此，
拙见以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
确实不属于高鹗， 署 “无名氏著” 比
署 “高鹗著” 更为严谨。 但因此而剥
夺曹雪芹对后四十回的著作权， 仍不
免遗憾。 摘自 《光明日报》

先来说 “正” 字。 “正” 字在字
典中有两个读音， 分别是一声和四声。
实际上，“正” 字还有一个读音是三声，
通整齐的“整”字。“正红旗”的“正”字正
是“整”字的意思。 说到这里，有必要先
从清代的八旗制度说起。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满洲各部统一
过程中， 参照金代猛安谋克制创建了
满洲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的八旗制。
最初只有黄、 白、 红、 蓝四旗， 后来
又扩充四旗， 变为八旗。 为了便于区
分， 将最初的四旗命名为正黄、 正白、
正红和正蓝， 而将后续的四旗命名为
镶黄、 镶白、 镶红和镶蓝。 正四旗是
四面纯色的长方形旗帜， 而将后续的
镶四旗设计为五边形， 只在旗帜边缘
镶套四色 ， 是为镶四旗 。 相较之下 ，
正四旗的正确说法应是整黄旗、 整白
旗、 整红旗和整蓝旗， 代表一整面某
色旗帜的意思。 在设立八旗之初， 本
没有高低之分， 正四旗与镶四旗完全
是旗帜形状的不同。 这样就用整和镶
来作为最简单的区分办法。 否则， 在
正四旗之后， 理应命名为副四旗才对，
用镶字来命名显然说不通 。 因此 ，

“正红旗” 应当写作 “整红旗”， 只不
过 后 来 将 “整 ” 字 简 化 为 “正 ” ，
“正” 字仍应读三声。

老舍先生正是正红旗人。今天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录的文献《正红旗护
军营》 中记载了老舍父亲永寿的身份：
“熙璋佐领下 : 护军永寿 , 系正红旗护
军营满洲固山人。 ”引文中的“固山”原
系满语，即汉语中旗帜之义。

那么， 正红旗下的 “下” 字为何
要读轻声呢？ 原来， “下” 字在这里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字， 而是和前
面的正红旗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
词语。 历史上隶属八旗的旗人， 有时
也称为 “在旗的” 或者 “旗下人”。 这

是旗人的另一种称呼。 比如， 在过去
北京街头两位陌生人见面寒暄过后 ，
很可能有如下一段对话：

甲： 敢问您是旗人？
乙： 对， 我在旗。
甲： 贵固山啊？
乙： 正红旗下的。
如此说来， 某某旗下应当是过去

旗人社会的一种表明自己旗籍身份的
固定词语或专有词汇， 并非特指处于
某面旗帜之下的具象含义。 行文至此，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正红旗下》 这个
书名， 似乎更加能体会到作家的良苦
用心。

基于历史原因， 老舍先生在1949

年以前， 一直对自己的旗人身份讳莫
如深。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他才敢于表明自己的旗人身份。 写作
一部描写自己家史的小说始终是老舍
先生长久以来的心愿， 并且多次向朋
友提起。 这个心愿终于在1961年底变
成现实。 自从老舍先生在稿纸上端正
地写下 “正红旗下 ” 四个大字之时 ，
似乎就在向世人宣告， 自己要立志为
自己的民族和旗籍书写一部伟大的作
品。 当然，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作品
在11章8万字之后就戛然而止， 仅仅是
一个鸿篇巨制的开头， 我们依然应当
对这部作品和作者致以足够的敬意。

摘自 《北京晨报》

老舍名作《正红旗下》
你念对了吗

最近， 《红楼梦》 作者的
署名变化引发广泛关注和争
议。 其核心在于， 人民文学出
版社新版 《红楼梦》 后四十回
的作者不再是高鹗， 而变成了
“无名氏”， 高鹗与程伟元并列
为 “整理者”。 武汉大学文学
院教授 、 长江学者陈文新认
为， 这一改动是合理的。

《《红红楼楼梦梦》》后后四四十十回回作作者者该该署署谁谁

《正红旗下》 是老舍先生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也是他一生
最后一部小说作品。 关于这本小说题目四个字的读音， 没准儿你就念
错了。 那么正红旗下这四个字到底应该念什么呢？ 其实， 这四个字中
的 “正” 字应读三声， “下” 字读轻声。 你念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