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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

《红楼梦》的意蕴中有一个

形而上的层面：对人生（生命）终

极意义的追问。这是《红楼梦》意

蕴中一个最高的层面，却被很多

人忽略了。 还有很多人也谈到

《红楼梦》的这个层面，但是他们

误解了《红楼梦》（曹雪芹）的本

来意思。

过去（以及现在）很多人讲

《红楼梦》，都认为曹雪芹的世界

观（体现在贾宝玉身上）是讲佛

教的色空观念， 一切归于空虚，

一切归于幻灭， 人生没有意义，

因此最后归于 “出世”，“遁入空

门”。 这就是《红楼梦》给读者的

“悟”。我认为这个看法可能不符

合《红楼梦》的实际状况。曹雪芹

的世界观是把 “有情之天下”作

为人生的本源性存在，作为人生

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有情之天

下”不是虚幻的存在，而是真实

的存在，“有情之天下”就存在于

实在的、生动、鲜活的生活世界

之中。 “有情之天下”不在彼岸，

而在此岸。曹雪芹用“情”照亮了

“空”，因此人生是有意义的。 一

部《红楼梦》给予读者的“悟”就

在于此。

我的这篇文章就是谈我的

这种看法。 这篇文章所谈的看

法，和我在此之前的文章（讲演）

中的看法，当然有承续性，但是

在很多观点上也有差别。有很多

观点，我过去的文章（讲演）没有

讲清楚，有的讲得不准确，有的

讲错了。

《红楼梦》 不是只有 “色”

“空”这两个字。 《红楼梦》还有一

个“情”字。 对于曹雪芹来说，这

个“情”字更重要，或者说，这个

“情”字最重要。 离开“情”字，可

能读不懂《红楼梦》。 离开“情”

字，可能读不通《红楼梦》。 离开

“情”字，可能读不透《红楼梦》。

曹雪芹的这个“情”字，继承

了汤显祖的世界观和美学观。

汤显祖 （1550—1616）的美

学思想的核心是一个“情”字。汤

显祖的“情”包含有突破封建社

会传统观念的内容，就是追求人

性解放。 汤显祖和自己说，他讲

的“情”一方面和“理”（封建社会

的伦理观念）相对立，一方面和

“法”（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社

会习惯）相对立。 他说：“人生而

有情”“世总为情”“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

生”“生生死死为情多”。 他认为

“情”是人人生而有之的（人性），

它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不应该用

“理”和“法”去限制它、扼杀它。

所以，汤显祖的审美理想就是肯

定“情”的价值 ，追求 “情 ”的解

放。汤显祖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

类型：有情之天下，有法之天下。

他追求 “有情之天下”。 在他看

来，“有情之天下”就像春天那样

美好，所以追求春天就成了贯穿

汤显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但是

现实社会不是 “有情之天下”而

是“有法之天下”，所以要“因情

成梦”“梦生于情”“梦中之情，何

必非真？ ”更进一步还要“因梦成

戏”———他的戏剧作品就是他的

强烈的理想主义的表现。 “因情

成梦，因梦成戏”这八个字可以

说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汤

显祖的《牡丹亭》把“情”提到了

形而上的层次， 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而且可以穿越生死。 汤

显祖高举“情”的旗帜，在思想史

上、文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曹雪芹深受汤显祖的影

响。 曹雪芹美学思想的核心也

是一个“情”字。 他的审美理想

也是肯定 “情” 的价值， 追求

“情 ”的解放 。 曹雪芹在 《红楼

梦》 开头就说这本书 “大旨谈

情”。脂砚斋在很多批语中也提

到这个 “情 ”字 ，如说作者写这

部小说是 “滴泪为墨， 研血成

字”“欲演出真情种”，说这部小

说是 “情痴之至文 ”，说这部小

说是 “因情捉笔 ”“因情得文 ”

“岂非一篇情文字”， 说这部小

说 “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

情字”。

曹雪芹的“情”的观念，和汤

显祖一样，是“儿女之真情”，是

人人生而有之的。曹雪芹也要寻

求“有情之天下”，要寻求春天。

他和汤显祖一样，也感受到当时

整个社会是“有法之天下”。但是

他和汤显祖有一点不同，就是尽

管整个社会是“有法之天下”，他

依然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

“有情之天下”， 可能很短暂，可

能是瞬间， 甚至可能是悲剧，但

它确实存在。 在汤显祖那里，杜

丽娘的春天只能存在于梦中，而

在曹雪芹这里，贾宝玉的春天却

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 可以说，

在这里，曹雪芹也比汤显祖提升

了一步。

《红楼梦》一开头，写女娲补

天剩下一块石头，被抛在青埂峰

下。 后来来了一僧一道，把这块

石头带到人间去经历了一番，这

叫“幻形入世”，最后被一僧一道

带回青埂峰。他把这番经历记在

石头上，就成了“石头记”。

这块石头到人间这一番经

历，有什么意义？ 这块石头在人

间看到了什么？

这块石头降生到贾府 ，因

为元妃省亲， 贾府建造了一座

大观园， 这个大观园是贾宝玉

人生理想的投影。 大观园聚集

了一群女孩子 ， 她们活泼 ，明

亮，她们聪明，灵巧，她们热烈，

多情，她们追求“儿女之真情”，

她们追求“情 ”的自由 ，“情 ”的

解放，她们追求人格的平等，追

求爱的尊严。

这是这块石头入世的“亲见

亲闻”，这是这块石头对“有情之

天下”的体验。 这个体验非常重

要。 如果没有这个体验，“情根”

“情痴”“有情之天下”都是空的，

只是概念的存在。 一旦入世，有

了这番经历，“有情之天下”就成

为实在的、生动的、鲜活的生活

世界了。

这块石头 （贾宝玉的灵魂）

来自 “青埂峰”, 到最后又回到

“青埂峰”。 “青埂峰”是本源，是

生命的出发点， 又是生命的归

宿。 “青埂”是“情根”。 “情根”不

是说“情”生了根 ，而是说 “情 ”

（“儿女之真情”） 是生命之根，

“情”是天地的本源性的存在。

这个“青埂峰”是曹雪芹的

人生理想的象征，所以不能坐实

为某一个现实的空间存在。如果

坐实为某一个现实的空间存在，

“青埂峰”就成了彼岸世界，类似

宗教的天堂，仙界，西方极乐世

界。 “青埂峰”，“有情之天下”，作

为曹雪芹的人生理想，不是彼岸

世界，而是在此岸，就在当下的

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当下的生活

世界如果体现了 “有情之天下”

的人生理想，就是“青埂峰”。 曹

雪芹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体验

到这个“有情之天下”的存在。他

为什么要让这块石头入世，就是

为了显示“有情之天下”不在彼

岸，而是在此岸，是在现实的生

活世界之中。

《红楼梦》第一回说空空道

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见

一块大石头上记了一篇故事

（《石头记》），把它从头到尾抄录

回来，问世传奇。 接着说，“从此

空空道人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

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空空道人”把自己的名字

改为“情僧”，又把《石头记》改为

“情僧录”， 这个改动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再说。

“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

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十六个字

是说《石头记》故事对空空道人

的思想产生的影响， 也可以说

是空空道人对《石头记》故事的

理解， 所以红学家都十分重视

这十六个字。

怎么理解这十六个字呢？

首先， 我们要注意这里除

了“色”“空 ”这两个字外 ，还有

一个“情”字。其次，我们要弄清

中国哲学中“空”“无”的概念的

含义。

中国哲学中的 “空 ”，并不

是我们平时理解的空白， 一无

所有，“万境归空”。苏轼说：“空

故纳万境。 ”空包纳万境，是一

个充满生命的丰富多彩的世

界。 苏轼的话正好和 “万境归

空”的观念针锋相对。宗白华先

生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谈到这个

问题。 宗先生说：“中国人感到

这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

空，而这虚空却是万物的源泉，

万动的根本， 生生不已的创造

力 。 老庄名之为 ‘道 ’，为 ‘自

然’， 为 ‘虚无’， 儒家名之曰

‘天’。万象皆从空虚中来，向空

虚中去。 ”又说：中国画的空白

“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

往来，生命流动之处。 ”“这无画

处的空白正是老、 庄宇宙观中

的‘虚无’。它是万象的源泉，万

动的根本。 ”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十六

个字。

“因空见色”，就是天地的悠

悠中呈现宇宙的生机，大化的流

行，呈现一个充满生命的丰富多

彩的美丽世界。 在《石头记》中，

就是大观园的世界。 这就是“空

即是色”。

“由色生情”，在这个充满生

命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之中，产生

了“情”。 这“情”主要是“儿女之

真情 ”。 汤显祖说 ，“人生而有

情”，“情”是人的天性，本性。 这

是“由色生情”。这个“情”是主导

的，决定性的，是生命之根，是生

命的本源性存在。

“传情入色”，有了“情”，再

来看世界，就有了意义，有了生

机，有了情趣。 大观园这个世界

有了情， 有了一群多情的女儿，

有了黛玉、晴雯、鸳鸯、紫鹃、司

棋、龄官、芳官、湘云、妙玉……

成了“有情之天下”，这个世界就

有了意义，有了生机，有了情趣。

“自色悟空”， 由有情的世

界，有情的人生，即有情之天下，

再来看宇宙的本体，对宇宙的本

体就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这是

“悟”。 这个“悟”，不是像一些人

解释的，“悟” 到人生的无意义，

“悟”到“万境归空”（空白的空），

相反，是“悟”到人生有意义，因

为这个世界中有一群明亮 、活

泼 、 多情的少女 （“异样之女

子”），因为这个世界包含了“有

情之天下”， 尽管它可能是短暂

的存在， 但它是真实的存在，而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个“悟”字，在书中出现过

许多次。 书中出现的“悟”字，在

多数情况下都是世俗眼光中的

“悟”。 很多人把这种世俗眼光中

的“悟”看作是作者（曹雪芹）的观

念，这是极大的谬误。世俗眼光中

的“悟”，主要受两种观念的影响。

一种是封建社会传统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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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用“情”照亮了“空”，因此人生是有意义的。一部《红楼梦》

给予读者的“悟”就在于此。这个“情”字，继承了汤显祖的世界观

和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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