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红楼梦》的神话开篇

上古时候，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起了冲突，发生了一场恶战。

在较量中，共工败下阵来，恼怒之下，他一头撞向了位于西北的不

周山。

这可不得了！不周山上有支撑苍天的天柱，经共工这一撞，天

柱崩断，苍天倾斜，天空中立刻出现了一个大窟窿。人间顿时变得

暗无天日，洪水肆虐，一些妖魔鬼怪也乘机作乱，大地上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

慈悲的神女女娲看到这一切，不禁心生怜悯，希望百姓重新过

上安定的生活，便施展法力，炼成美丽的五色石补天。

终于，天空中的窟窿被补上了，地上的洪水渐渐退去。人们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恢复了安宁的生活。

从此，人们铭记着女娲的功绩，每当看到天边的霞光时，就说

那是用来补天的五色石正散发着耀眼的光彩。

《红楼梦》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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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女娲炼石补天，炼制的五色石共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每

块高十二丈 a、方二十四丈，硕大无比。其中三万六千五百块被用来

补天，唯独剩了一块，被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b

谁知，这块补天遗石为神仙炼制而成，已经有了灵性，能够像

人一样思考、说话。它心想，别的五色石都担当了补天的重任，只

剩下形单影只的我。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女娲娘娘抛弃在这里呢？难

道是因为我有什么不足吗？……

补天遗石百思不得其解，又无法挪动，只得日日待在青埂峰下，

不免寂寞悲伤，却没有任何法子。

然而，这块补天遗石也有它的神奇使命，只是这时的它还浑然

不觉。

直到有一天，补天遗石远远看到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徐徐而来。

这二位乃天上的神仙，皆神通广大，能够往来于天地之间，僧人名

为茫茫大士，道人名为渺渺真人。c

这二位神仙游走于天地间，见多识广，走累了就席地而坐，闲

聊起来。原来这红尘之中有很多美丽的景物，也有着富贵的生活，

a “丈”是古代常用长度单位，古时各朝代对 1 丈的具体长度有不同规定，当
今 1 丈约为 3.33 米。这样说来，《红楼梦》中女娲炼制的巨石高十二丈，仿
佛是一座座小山。

b 曹雪芹撰写的地名、数字，往往都有文学寓意。“大荒”意味着“极其荒唐”，
“无稽”表示“无从查考”，而“青埂”谐音“情根”，寓意与情有关的故事
从此开始。《红楼梦》中有“金陵十二钗”的说法，是指十二位优秀的女性，

“十二丈”“二十四丈”等数字，是对“十二钗”的强调。

c 古典长篇小说往往以具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开篇，以吸引读者阅读下去，像
《水浒传》开头就是洪太尉放走妖魔的故事。而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红
楼梦》，被誉为“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书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开篇故
事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内容，表达了作者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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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车马田宅、山水美景，还是歌舞美酒、宝器华服，都是说不

尽的繁华景象。

偏偏他们所说的一切，被寂寞了千年的补天遗石听到。它心中

想，人世间竟然有那么多五光十色的景致，跟青埂峰下的荒凉迥然

不同。只可惜，多彩的人间生活我并没有见过，如果能感受一番，

也不枉在荒山中的千年等待。

两位神仙休息好了，眼看即将离开。补天遗石不想错过这难得

的机会，忙毕恭毕敬地开口说话。因形体笨重，它便自称“蠢物”。

“二位仙师，弟子蠢物，请恕不能见礼了。”

两位神仙见多识广，倒不觉奇怪，回身与补天遗石攀谈起来。

补天遗石壮着胆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二位仙师法力无边，

不知可否带弟子步入红尘，去见识见识人世间的富贵繁华。”

两位神仙听了，相视一笑，摇头道：“红尘中倒不像山林里这般

寂寞，然而，虽有些欢乐的事情，但也难免乐极生悲——都说‘美

中不足，好事多磨’，倒不如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

石头既然已经动了凡心，哪里听得进去，一心想要去人间经历

一番。两位神仙见状，只好依从了石头。

可巨石如何能带入凡间呢？好在两位神仙法力高强，他们施展

幻术，顷刻间，这块巨石就变成了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如同扇坠

大小，可以拿在手中，也可以佩戴在身上。

补天遗石本由女娲娘娘炼制，并非凡品，变成的玉亦十分美丽。

茫茫大士将玉托在掌上端详着，说道：“看这外观，倒也是个宝物了。

只是，若见识平平的人看了，也不过以为是一块普通的玉石。依我说，

还要再刻上一些字迹，注明你的神奇之处，让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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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不凡才好。”

茫茫大士答应石头，要带它去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

体验一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生活。

石头迫不及待地问，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赐给它哪几样字迹，

又有怎样的神奇之处。

天机自然不可泄漏。茫茫大士不答，将美玉藏在袖中，与渺渺

真人有说有笑，飘然而去……

补天遗石变成美玉后，又过了很多很多年。有一天，一个人来到

了大荒山无稽崖。他叫空空道人，走遍名山大川是为了得道成仙。

空空道人来到青埂峰下，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丛林之中

耸立着一块巨石，奇异的是，石头上竟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看上

去隐约有“贾府”“贾宝玉”“林黛玉”等字样。

空空道人不曾见过此景，好奇地逐一辨认，终于明白了石上文

字写的是什么。

原来，这块石头就是当年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带走的补天遗石，

它在经历红尘繁华之后，又变回了原形，回到青埂峰下。只不过，

去往人间数十载，这块石头并非毫无知觉，而是将它的所见所闻变

成文字，显现在自己身上，成为一段凄美动人的故事。

在故事的开头，还有一首诗：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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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正是补天遗石的心声，它希望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知

晓，让人们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空空道人来了兴致，想圆了石头的梦想，打算抄回这些故事，

在人间流传。然而，他转念一想，又觉得无非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种种，

并非什么奇特的经历，更无关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所以便犹

豫了。

这时候，补天遗石看出空空道人的心思，便与他攀谈起来。

原来，石上故事记录了很多优秀的女孩子，有的才华横溢，有

的心胸开阔，有的眼界高远，各有所长。这些女子的优秀之处，是

值得世人知晓的。

空空道人觉得言之有理，又细看了看文中故事，其中朝代年纪、

地舆邦国已经失落无考，不知是什么朝代、哪个年号间的故事，且

大都是与情有关的内容，极少谈及朝政等，想来不至于触怒朝堂上

的大臣、皇帝。

空空道人便把故事抄了回来，使之在世人中流传。这本是源自

石头上的故事，因此名为《石头记》。a

人们都很喜欢这个故事，越流传越广，因此《石头记》又被人

们命以种种别名，比如《金陵十二钗》《红楼梦》，等等。

石上的故事虽好，但不免冗长，后来曹雪芹先生在他的书斋悼

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一编出目录、整理出章回，这才

a 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形式，一个皇帝即位后可以使用
不止一个年号。“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的文学设定，是虚构
的内容。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书中写的是清朝发生的故事。只是由于清代
大兴文字狱，作者为了防止著作被禁毁，有意进行了模糊处理。



给孩子讲《红楼梦》006

有了当今世人所见的作品。a

而在书的开篇，也有曹雪芹的一首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a 红楼故事源于补天遗石上所记文字，这是小说内容的一部分，小读者们不
可当真。其实，《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他祖上曾担任清代的
江宁织造。他幼年经历过富贵的生活，因此书中对大家族生活的展现相当
鲜活。网络上常有人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小读者们应持审慎
的态度，面对争议时冷静地思考，慎重地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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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士隐去，贾雨村言

一首开篇诗之后，书中故事正式开始。且说那石头上的故事，

是从江南的姑苏城讲起的。

姑苏，也就是苏州，是一个繁华兴盛的地方。苏州有一个城门

名为阊门，周围百姓聚居，商贸兴隆，名闻遐迩。

阊门附近有一条十里街，街上有条仁清巷，巷子深处有一座古

庙，由于地方狭窄，寺庙建得不方不圆，被人戏称为葫芦庙。a

在这葫芦庙旁住着一户人家，主人名叫甄费，表字 b士隐。这甄

士隐饱读诗书，素日观花栽竹，过着富裕的生活。

一天，正值炎炎夏日，甄士隐读书困倦了，伏在桌上睡去。不

承想，这一睡就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a 曹雪芹的写作手法相当灵活，“姑苏”“阊门”皆是真实的地名，而“仁清巷” 
“十里街”则是虚构的地方，通过谐音，强调了“人情”“势利”。

b 表字：古人的表字与大名有关，在意思上是对大名的解释，如关羽字云长。
因表字有“表德”的作用，表明一个人的道德追求，故名表字。平辈的友人、
同窗之间为表尊重，不能称呼彼此的大名，要称呼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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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甄士隐来到了一处烟云缭绕的地方，仿佛是那诗文中描

写的仙境。他正疑惑，忽见远处走来两位神仙，边走边谈。其中一

位光着头，是位僧人；而另一位手执拂尘，是个道士。

这两人是谁？想必小读者们已经猜到了，正是茫茫大士和渺渺

真人。当初他们带着补天遗石变成的美玉飘然离去，如今出现在甄

士隐梦中，正是携玉而去之后的故事。a

甄士隐远远听到两位神仙笑谈，道士问：美玉无手无脚，如何

让它到人间经历繁华呢？僧人胸有成竹，说眼下有一桩奇事，正

是将美玉带入世间的良机。他侃侃而谈，讲出了另一段仙界中的 

故事——

原来，在西方灵河岸上，有一块石头名为“三生石”，相传这块

石头掌管着人的前生、今生与来生的缘分。在三生石旁边，生出了

一株长着绛红色珠子的仙草，因此得名“绛珠草”。

不远处有神仙居住的赤瑕宫，里面住着一位仙人，名为“神瑛

侍者”。神瑛侍者具有慈悲心肠，每日用仙界甘露来灌溉这株绛珠

草。年深日久，绛珠草得日月之精华，终于修炼成一位女子，乃绛

珠仙子。b

a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文学化地展现了作者艰辛的创作历程，曹雪芹撰写
《红楼梦》前后经历了十年，付出了大量心血。书中的线索穿插极为精妙，
介绍“还泪”神话前史的一段故事，发生在甄士隐梦中，却呼应了前文中
补天遗石变成美玉被仙人带走的情节，衔接相当巧妙。

b “绛”是指深红色，“绛珠”寓意着“血泪”，铺垫出后文林黛玉还泪的故事。
“赤瑕”表示玉上有红色的斑点，“瑛”是指像玉的石头。这几个说法呼应，
巧妙点出了“木石前盟”的神话背景。神瑛侍者下凡，便是贾宝玉，而绛
珠仙子变成了林黛玉，“还泪”正是两人前世的盟约。“三生石”是参考“三
生石上旧精魂”的古诗句，指出宝玉与黛玉的缘分是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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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相处未久，忽而一日，神瑛侍者动了凡心，

觉得仙界虽然美妙，却不像人世间有着那么多的奇闻佚事。因此，

他想下凡到人间去经历一番。

仙界中掌管这些事情的是警幻仙姑，仙姑得知神瑛侍者的想法

后，便来找绛珠仙子。既然绛珠仙子受过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

依理要报恩，而他下凡到人间，正是绛珠仙子报恩的机会。

可当初神瑛侍者浇灌绛珠草，用的是仙界的甘露，到了人间，

绛珠仙子并无这样的奇水可供报恩。她想了想，说待到了凡间，便

以一生所有的泪水来报答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

这是一段“还泪”的佳话。听茫茫大士说完，渺渺真人连连称奇。

茫茫大士又道，既然要让石头变成的美玉感受凡间生活，不妨就借

神瑛侍者下世投胎的机会，将美玉带往人世间。a

渺渺真人向来以慈悲为怀，觉得人世间有乐事，也不免有悲伤，

何不趁此机会与茫茫大士一起下界，去解救人们于苦难。

茫茫大士觉得有理，约定将美玉交予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之

后与渺渺真人一起去往人间。

两位神仙相谈甚欢，而一旁的甄士隐听了这段美妙的故事不免

称奇，好奇心起，上前恭敬施礼，想要看一看这块神奇之物。

a 古籍往往存在版本问题，像引起大家争论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还是“斯
人”，就是一个版本问题。同样，《红楼梦》的版本对阅读也有影响。早期
的抄本（如甲戌本、庚辰本等）体现出曹雪芹的本意：补天遗石变成通灵宝
玉，神瑛侍者投胎成为贾宝玉。但到了后来的程本（如程甲本、程乙本等），
有人对《红楼梦》进行了修改，将补天遗石与神瑛侍者混为一谈，那并不
代表曹雪芹的原意。抄本只到前八十回，程本整理者则进行了续写、整理，
增添了后四十回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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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大士见甄士隐是读书人的打扮，又忠厚老实，便笑颜相对，

从袖中拿出美玉让甄士隐观看。

仙界的美玉岂是人间之物可比，甄士隐一看，就被美玉瑰丽的

外表惊呆了。只见这块玉十分莹润，上面镌有“通灵宝玉”四字。a

玉上还有几行小字，甄士隐正欲细看，偏巧这时已到一座巍峨的石

牌坊前，牌坊之上有“太虚幻境”四字。

原来，三人已经来到太虚幻境。僧人与道士拿了通灵宝玉便走，

甄士隐还想跟随他们进入幻境。那幻境岂是凡人能擅入的，忽听半

空中一声惊雷，甄士隐就从九霄云外坠入了凡间，惊恐之中，只依

稀记得太虚幻境石牌坊上的一副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甄士隐猛地惊醒，才发现是做了一个梦。他睡眼惺忪，看着书房

外炎炎烈日正照在翠绿的芭蕉上，泛出淡淡的光彩，不失为夏日的美

景。甄士隐看着这人间景致，倒把梦中在仙界的经历忘了一大半。

这时，院中传来孩子稚嫩的声音，只见奶妈抱着女儿甄英莲走

来。英莲此时才三岁，生得粉妆玉琢，十分可爱。甄士隐年已半百，

与妻子只有这一个女儿，故而一向宠爱。英莲张着小手要父亲抱，

甄士隐笑呵呵地抱过她，到街上玩耍。

街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英莲见了十分开心，甄士隐不时逗

a 甄士隐看到的玉名为“通灵宝玉”，就是贾宝玉佩戴的那块玉。前文茫茫大
士说要给玉刻上文字，即呼应这一处情节。由此可以看出，阅读《红楼梦》
应细细鉴赏、品味，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的读法是不适合这部名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