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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泰斗周汝昌辭世 享年95歲
《紅樓夢》研究集大成者 家屬：不設靈堂不開追悼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綜合報道　內地著名紅學家、古典

文學專家、詩人、書法家周汝昌先生於昨天（31日）凌

晨1時59分於家中辭世，享年95歲。周汝昌是繼胡適等大

師級學者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第一人，是享譽

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其女兒周倫玲表示，

按照父親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讓他安安靜靜

地走。

周汝昌生於1918年，天津人，自幼喜文慕學，絲竹粉墨，無所
不涉。學程至為坎坷，中經多種災難。治學以語言、詩詞理

論及簽注、中外文翻譯為主；平生耽吟詠、研詩詞、箋注、賞析、
理論皆所用心，並兼研紅學。曾任四川大學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
編輯，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研究員，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客座教
授，中國曹雪芹研究會榮譽會長等。

數部遺作正在印製中
周汝昌一生有60多部學術著作問世，尚有幾部正在印製之中。其

中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這部著作
以豐富詳備的內容及開創性，將《紅樓夢》實證研究體系化、專門
化，被譽為「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也是近代紅學研究的
奠基之作。據報道，毛澤東亦曾對這部《紅樓夢新證》作閱讀批
注。另出版有《曹雪芹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獻芹集》、
《石頭記會真》（全十卷）等數十部專著，涉及紅學領域各個層面。

因其在《紅樓夢》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周汝昌被稱為是繼胡適
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

胡適引導 入紅學之門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餘萬言的《我與胡適先生》，書中首次詳

細介紹了二人圍繞《紅樓夢》所進行的學術探討，評說了胡先生與
紅學的淵源和貢獻。「一介書生總性呆，也緣奇事見微懷。豈同春
夢隨雲散，彩線金針繡得來。」又詩曰：「聰明靈秀切吾師，一卷
《紅樓》觸百思。此是中華真命脈，神明文哲史兼詩。」周汝昌作
的這兩首詩，道出了他一生與《紅樓夢》之緣。

晚年失明 仍堅持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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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
學編輯室主任周絢隆表示，周汝昌的《紅
樓夢新證》是紅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周汝
昌的古典文學綜合素質很好，在古典詩
詞、書法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
周絢隆介紹，周汝昌在人文社工作的時

間較早，自己在生活中和他接觸不多。他
早期的著作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
談到周汝昌的藝術成就，周絢隆表示，

他的《紅樓夢新證》是紅學史上的重要著

作。同時，周汝昌的古典文學綜合素質很
好，在古典詩詞、書法等方面也有很深的
造詣。老人給周絢隆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
是，對學術執㠥、勤奮的學者。周汝昌晚
年失明，仍在子女的幫助下堅持藝術創
作，很值得敬佩。
周絢隆表示，周汝昌離開人民文學出版

社已有多年，出版社方面不會出面組織追
思活動，但已有送花圈等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6月1日出
版的2012年第11期《求是》雜誌將發表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
同志的文章，標題為：「㠥力解決發生在
群眾身邊的10個方面腐敗問題，不斷以反
腐倡廉建設新成效取信於民造福於民」。
文章強調，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深入貫

徹落實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特別
是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在繼續加
大力度查辦大案要案特別是高中級幹部違
紀違法案件的同時，把㠥力解決發生在群
眾身邊的腐敗問題擺上更加重要的位置來
抓，嚴肅查處徵地拆遷、礦產資源開發、
各類學校亂收費等問題。

賀國強：以反腐新成效取信於民
據中廣網31日報道 北京高級人民法

院31日上午對著名作曲家蘇越（右圖）

涉嫌合同詐騙5,746萬多元案作出二審裁
定。法院認定，一審法院對蘇越作出的
判決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決定撤
銷一審無期徒刑判決，發回北京市第二
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蘇越曾因創作

《血染的風采》、《黃土高坡》紅遍大江
南北。
去年11月10日，北京二中院以合同詐

騙罪一審判處蘇越無期徒刑，剝奪政治
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蘇
越不服，上訴至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北
京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上述決定。

《血染的風采》曲作者 涉騙5千萬案將重審

香港文匯報訊 周汝昌真
正走上「研紅」之路始於
1947年。那時他還是燕京大
學(北京大學前身)西語系的學
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讀「亞
東」版《紅樓夢》卷首胡適
的考證文章時注意到，胡適
先生談及，自己手中有敦誠
的《四松堂集》，而未覓得敦
敏的《懋齋詩鈔》，深以為
憾，就寫信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京
大學圖書館一查，居然一索即得。敦誠、敦敏是曹雪
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詩集中自然有寶貴的史料。於
是，周汝昌據此撰寫了一篇關於敦敏詩集中《詠芹詩》
的介紹文章，在《民國日報》副刊發表。胡適先生看
到後即回信切磋，信也在報上發表了。
1948年6月的一天，當時還是燕京大學學生的他到王

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的胡適先生府上造訪。胡適先
生親自將《甲戌本石頭記》遞到他手裡，後又托人將
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書局石印大
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送給他。正是由於這段因
緣，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紅樓夢新證》（上圖）這
部被譽為「一部紅學劃時代作品的重要專著」。該書於
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三個
月內連㠥再版三次，當年的研究者們幾乎人手一冊。

《石頭記會真》紅學登峰造極
周汝昌的晚年著作《石頭記會真》的出版，是將紅

學發揮得淋漓盡致，字數多達五百萬字，是他積50年
苦功研究而成的紅學研究大工程，共10卷，一字一詞
都經過了老人的考證。該書從編輯體例、表達方式到
格式上，均有別於現行的編輯整理、統一規範化的性
質與做法，而是首創具錄對照、逢異即斷的匯校方
法，使之成為一部聚集各古抄本大匯校的《石頭記》
登峰造極版本。

■周汝昌在紅學界具殿堂級地位。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