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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型与文艺发展
□向云驹

我们面临的时代转型，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生
活其中的当下经济、政治的变革与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全会作出的
《决定》进一步明确以经济改革为主要目标的社
会全面改革开放的总部署。这次会议及其作出
的《决定》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
大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方
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这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重要构
成。未来的 2020 年、2050 年是中国发展的两个
重要节点、标杆和里程碑。逐步实现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这是中国人
民和中国社会的最宏大、最剧烈、最切近的时代
转型。这个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发展、完善和市场经济的
全面细化、深化、强化。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具备
更有活力的生命力、更加深刻地体现和实现市场
经济的公开、公平、公正并且更加有效地抑止市
场经济中的某些负面因素（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这个概念中“社会主义”的作用、目标、意义之
重要所在），那么，当今时代转型中的各种转折、
转变、转身中，这就是中国的时代转型的主旋律。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作品。回望人类
历史和人类精神创造史，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
每一个创造了新的历史的历史时代，都孕育、催
生、造就了文化和文艺的“伟人”。如此看来，在中
国当今的时代转型中，由于它的“革命性”及其变
革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能够激发伟大的文艺创
造。但是，我们也时常听到人们引用狄更斯在《双
城记》中的历史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
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转型时代的矛盾、困惑、焦
虑、残酷、破坏、损毁也与转型中的激扬、新生、创
造、亢奋、惊奇、向上一样，让我们纠结无比。对一
个崭新的历史的到来，我们还不能断然对它作出
鲜明的是非和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作家艺术家在
旧有的分工体制下过于专业化、职业化、写作化，
那么我们一方面为“好”“坏”莫辨、“是”“非”不明
而犹疑未决，另一方面我们又身为旁观者、外位
人，我们的感同身受和“切近”由何而来？没有这
种历史的亲历、参与、身在，我们怎样书写和写
作？我们能不能胜任这种书写与写作？

假如让时代自己来作出选择，让文艺的“伟
人”在时代中自然生长出来。我们似乎也没有见
出这种文学迹象来。我们从传统的“工业题材”、

“改革题材”、“农村题材”和工人作家、农民作家、
或者各种非职业作家中并没有发现令人欣喜的

“天才”；我们从具有现代意味的打工文学、草根
作家、网络文学中也没有发现足以超越现有最优
秀作家的新人或新秀，或者有望能担当起我们这
个时代的文学与写作使命的“天才”。

我们的现状是：一些优秀的专业的作家艺术
家是从转型前历史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与
最新的时代变革、时代发展也许会有隔膜、隔阂、
隔离、隔行；杰出的改革家、企业家、商人、工人、
农民或所有一线的实践者，又无暇无意于文学，
或者并不具备文学的天赋与异禀，所以，其中也
未能生长出时代所企盼的文学“伟人”来。更为

困难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个时代变革，
它由资本的创生和推广，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样
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中，都有它的顽固的本能
和天性。它在分工上是追求更加专业、精细、职
业，它在行为目的上有天生的逐利性，追求俗世
的生活与物欲的满足，并为满足人们的物欲化而
尽心竭力。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
后指出，资本主义是诗歌的敌人。也就是说基于
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缺乏诗意、扼杀
诗情、窒息诗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可以
走出这个诗的“魔咒”，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马克
思也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文学、文
艺、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期待转型时代的文
艺和文学呢？为什么我们的纯文学期刊越来越
孤芳自赏、发行量寥寥无几？为什么发行量多达
几百万份的期刊会是《读者》《知音》《故事会》这
些所谓的“心灵鸡汤”？

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转型，还有一个我们不能
不面对的外部现实：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
时代是当前时代的最大变数。全球化既来自于
外部的变化、介入、强加，也来自于每个人、每个
社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参与、迎合、融入，乃
至共建、共处、共生。当下的全球化是由一系列
全球共在组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互
联、互通有无；你来我往，彼此相依；同生共死，唇
亡齿寒；知己知彼，他者互看。

首先是交通运输全球网络体系的联通并且
形成全面抵达、快速抵达、便捷抵达的航空、铁
路、公路、海运的全球化体系；与此同时，网络联
通联网，信息的及时即时全球通畅，以及广播、电
视、电讯的全球联通，共同构成了物质传输传递
全球化和信息传递传播全球化。这种输送与传
递的全球化正在日益加速发展之中。其次是政
治与经济的全球化，即政治的国际化，体现为联
合国的作用日益重要，洲际性国际组织作用日益
活跃和突显，地区性跨国性交往日益频繁，以及
金融、人权、反恐、贸易、粮农、卫生等国际组织、
专业性合作空前活跃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
际性的同步、共识、行动之中。经济一体化、协同
化、标准化、规范化也日胜一日。经济之间各国
的互相依赖程度正在深化与强化。加勒比海的
蝴蝶扇动翅膀引来欧洲或东方刮起超强风暴已
经不再是传说和神话；小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
会引来全球的经济恐慌和金融风暴。自给自足
的桃花源世界已经从这个世界彻底地消失殆
尽。再次是人类的眼球放大而地球变小。地球
成了人类的地球村。它不仅在时间、速度的加速
运动中使空间缩小、距离缩短，更重要的是地球
村概念的被认同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生

活在同一地球、同一家园。地球的环境就是我们
生活其中的自然生态。生态是一个系统。生态
保护不可能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独善其身的。
生态保护是全人类的世界观、生存观，生态理念、
生态行动、生态文明是全球化的最新理念和最重
要观念、理性之一。没有生态保护，就没有人类
的未来。最后是人类的全球化事件或事态，让世
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人类是共生共存共在共亡
的。此类事件最引人瞩目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
界大战引发的人类战争（自相残杀）恐惧和反战
反思。战争的世界性规模令人惊诧不已，而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核武器原子
弹。这种曾经制止过人类战争的武器，如今成为
人类未来的现实威胁。因为它足以毁灭我们现
存人类和我们的地球。核恐惧和核威胁，已经不
是个别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它成为全球的命运
主宰。核武器如今已经真正成为悬在人类头顶
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可以随时牵动全体人
类的神经。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和人类命
运 休 戚 与 共 的 还 有 人 类 的 太 空 探 索 。 在 太
空——地球外的宇宙空间，人类放置了若干系统
卫星并形成多体系的全球定位系统和设置。地
球之外的卫星实施对地球的全方位覆盖和全球
实时扫描、跟踪、定位，这是“全球化”最为实用和
个体化、个性化体验的方式。空间实验站、火星
探索、登月计划、太空遨游、星际远航等等空间科
学实验与发展，则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地球
成为一个“定位”和“立场”，浩瀚的太空使我们意
识到人类的共在和地球在太空中的存在。在探
讨所谓外星文明是否存在，外星人、太空人是否
曾经来过地球的话题时，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过
一句令人惊讶的警句，他说：不要浪漫地想象地
外文明能否来到地球。假如外星人一旦来到地
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可想象的灾难。能够
从地外文明抵达地球的外星人，具有超出人类想
象的摧毁人类的和地球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的确来到了一个“地球人”的时
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革和转型形
式。我们的文学对此作好了相应的准备和应对
了吗？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表述：这是一个充满
想象力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时
代。全球化时代是高度物质化的时代，也是充分
虚拟化的时代。物质化让人类的童心、童趣、童
稚比较难找到立足之地，物化和物欲使人类逐渐
钝化对浪漫的憧憬和梦幻。物质的满足代替了
精神的需求和向往。虚拟空间和虚拟世界是想
象力的乐园，是人类想象世界的实现、实体、实
施，它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是想象力的桎梏和囚
牢，它使想象沦落为虚幻。虚拟世界解构和消解

了人类的虚构能力。虚拟世界替代了虚构世
界。全球化的最大特征并不是语言巴比塔大功
告成的结果，它是超越语言的全球化。技术语
言、信息编码、规则与法则、图像与事实、可视和
可见的灾难，这些就是人类的“共同的语言”。视
觉信息，包括了文字的有限作用，也包括着非文
字的可视信息并超越和突破了语言的隔阂和障
碍。那么，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学在这个时
代何所作为、如何而在呢？

文字产生的历史就是记录、记载、传播、
传达、表情、达意、思想、抒怀、叙述、说理
这些文字的功能史。文字产生出的书面文学运
用了文字的各种可用的功能。实施着抵达心
灵，通达人性，塑造人物，描写人事，记述传
奇，抒写性情，寄寓哲思等等文学意图。文学
用文字抵达人性的高度和深度，是任何时代、
任何民族、任何文字的文学都共有的手段和功
能，也是文字永不衰竭的精神追求。文学用文
字实现情感的共鸣和共振，满足人类的情感需
求的天性和本能，也是文学不朽的根本奥秘。
但是，我们的文学如果进入全球传播时，既不
能抵达人性的深刻，又不能触动情感的波澜，
其意义何在？我们的文字在视觉艺术、影视艺
术等形象美学、活形象美学竞争中，既无后者的
视听震撼和视听奇观，又无艺术美学的创造力
度，凭什么去跨越语言的樊篱呢？这个全球化背
景中的信息化、视觉化、网络化、图像化、形象化
的时代，正是超越、跨越了文字阻碍和障碍而实
现全球化的时代，文字与文学如何融入其中？如
何以自己的与时俱进或全新的时代创造创新而
立于不败之地？“最美的图书”难道徒有其表就万
事大吉？是什么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读图的时
代？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低头读屏而不再心仪
文学经典？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学之
困。中国的当代文学还面临着独遇的悖论：它从
集体意识走向个体表达，正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
性之路途中，然而全球化已然带来了“人类性”和

“后现代性”，两种转型、转变叠加一身，向前与向
后的时代趋动同时向我们挤压过来，文学能走出
这样巨大的时代悖论吗？

我们面临的时代转型，还有一个中国式的特
殊境遇和时代变迁，既全面的、快速的农村城镇
化进程。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一个
曾经有过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国度、一个农
村土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作为占有众多地域和
国土面积的人文地理构局，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
迅速崩溃、瓦解、转型、变迁，重组与重构。中国
的人口版图、文化版图、经济版图、空间经济、物
流结构、集聚模式、生活方式、城市地图都要重组

和重构。城乡二元模式的消弭和城乡一体化的
强化，将使中国社会结构重新排序、重新呈现。
中国的城镇化图景将在三个层级上展开：东部沿
海城市向国际化都市发展，中部城市衔接东西部
的过渡形成文化的、低碳的资源性城市集群，西
部建构少量精品城市。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已至
6.9亿，有城市657个，其中1000万以上人口城市
13个。未来20年，城镇人口将增长3亿，城镇总
人口将达10亿。这是空间经济学能够预见到的
未来，也是空间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09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发展报告的标题就是《重塑
世界经济地理》，指出，是“核心—边缘”构成了空
间经济的普遍现象，经济增长与空间集聚同时发
生，空间集聚具有强大的马太效应（越集聚经济
越增长，越分散经济越缓增）；世界上成功发展的
国家和地区无不据此三大特征重塑了本国、本地
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所以，城镇化不
仅是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它也是空间经济学的
全球化趋向和态势。无论是从人文地理还是空
间经济，甚至是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考，都会就此
生发出无穷的时代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城
市？为什么沿海地区相对富裕？为什么不同的
地方展现出不同的经济景观和经济现象？为什
么有的地区快速发展而有的地区增长乏力甚至
萧条不堪？为什么有的地区历史上辉煌一时今
天却昨日黄花风光不再？为什么有的地区历史
上名不见经传今天却声名显赫？是什么力量驱
动着城市和区域的兴衰与成长？如何把握一个
地区和城市发展的未来？这些问题都是城镇化
过程中应该审慎思考、深长思考的问题。显而易
见，我们的文学还没有给予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发
问。我们有如此之多的乡土写作和农村书写，一
年数千部长篇小说生产，为什么多数被城市和乡
村的读者予以闲置？

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对农村的书
写有很好的传统，也有很大的成绩。乡土文学
从现代文学至当代文学，一直有一支文学劲
旅，为文学史留下了一批精品。甚至可以说，
我们作家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深远的乡
土之根和无以化解的乡土情结，携带着与生俱
来的“农民意识”。我们的作家的城市书写均不
由自主地戴上了“小农的眼镜”。但是中国社会
已经转型，中国人口已经大量并且还将继续大
规模向城市迁徙，一个空巢的、寂静的乡村如
何进入文学书写的新境界？文学的重心如何与
人口迁徙、社会重心同步转移？旧有的已有的
农村书写是否已经被边缘化、去中心化并且仿
佛是前朝旧事的自言自语？这是我们必须面对
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有机遇的时代，这也是一
个机会均等到可遇不可求的时代。城镇空间是
社会化、都市化、消费化、喧嚣化、去民俗化
的生活世界，它与传统、封闭、寂静、田园、
无欲、闲适的乡土生活格格不入、对比鲜明。
在这个光怪陆离、影像斑驳、炫目视听的世
界，我们的文字和文学如何才能自由而又深刻
地将其驾驭住呢？书写城镇化或者用城镇化的
眼光重读我们的乡土、田园、自然、生态，都
需要文学与时俱进地实现自身的转型。

结识陈岩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大概是两年前的一天，北京雍和国际版权交

易中心总经理殷秩松告诉我，他们研发出一种可
以鉴定字画真伪的技术，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可
靠。希望我去看看。由于近年来，国内字画市场
赝品泛滥，字画造假手法多样，花样迭出，呈蔓延
之态。对此，许多著名艺术家多次表达他们的愤
慨和无奈。所以得此信息，我迅速地答应下来，并
前往观看。说来也不复杂，这是一种通过对书画
纸张的鉴定，来确保其真伪的一种技术。在确定
了某书画家的某一作品的真实性后，即通过对该
作品纸张上的纹路予以提取和保存，对其作品纸
张上的纹路提取和保存的数据信息即为认证和鉴
真的依据。即使这位书画家又在同样尺寸纸张上
创作了同一题材的作品，也会因两幅作品纸张纹
路的不同而做出清晰的区分。的确是可靠的鉴真
技术。

在这里，我见到了陈岩和他设在雍和国际版
权交易中心大楼内的画室“蓝色山居”。当殷秩
松向我介绍陈岩时，他友善地看了我一眼，打了
个招呼，便一直默默地跟着我们一行。陈岩没有
引起我们一行的特别注意。那是一个春天，北京
难得的好天气，观摩书画鉴真技术也带来了好心
情，我们的话挺多，竟从较为熟悉的著作权领
域，扯到了书画艺术，虽只是一些皮毛，但我们
于艺术是圈外人，知道不多，胆子不小，无知无
畏，评头论足。陈岩依旧是淡然地跟着我们，几
乎一言不发。

辞行前，陈岩送我一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他
的著作 《往事丹青》，当我阅读完这本书，便知
道了陈岩这个名字的分量。黄永玉为此书专门写
了一个很长的序，既讲了陈岩，更多地讲了黄永
玉与陈岩几十年交往的友情。序的标题是“活到
当今的六朝人”。何谓六朝人，说的是陈岩的秉
性，黄永玉评价他：对自己的事情懒散，对朋友
的事情积极，浑身本领，只有在汉魏六朝才有。“他读的
书，脑子里面的东西，眼睛练出来的本事，他稀有的感
觉，难得的文物经历，像我们湘西人讲的话：手里捏得不
算宝，沉香当做烂柴烧。”

陈岩上世纪 60年代初便从事书画艺术鉴定工作，迄今
已有5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50多年里，前二三十年，他以鉴
定为主，书画创作为次；后二三十年，先生反了过来，以创作
为主，书画鉴定为辅。与陈岩的年龄比较，他在书画领域的
传奇经历，既便是当下一些显赫的艺术家也断难企及。当我
读完《往事丹青》，唏嘘之余，心中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交往
过的艺术家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如：傅抱石、李可染、李苦
禅、启功、黄胄、蒋兆和、程十发、白雪石、徐邦达、黄永玉、王
世襄、范曾、黄苗子等等。陈岩是鉴定大家，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他就是启功、徐邦达、王世襄等大家的亲授学生，班小
人少，讲的悉心，听的倾心，得到真传。在《往事丹青》中，他
平淡地讲述了有关书画、文物等许许多多真实的事情，平淡
地讲述了他和上述大家交往的生动而又感人的事情。讲一
个例子：“文革”期间，陈岩所在单位北京市对外贸易局以20
万元的价格收购近 20万件字画，存放在北京通县的三间仓
库。在《往事丹青》中这样描述：“三间仓库是成排的，有三四
层楼房那么高，门一打开，‘好家伙！’我不由得喊了一声。我
们面前是小山一样高的大堆字画。这堆字画的顶部几乎快
挨到库房的房顶了。”黄宾虹的山水，汪士慎的梅花，傅抱石、
齐白石、岭南派代表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的作品，任何一

件，现在都价值不菲。20万件书画作品经他和几
位同事整理，进入了文物市场有秩流转，为国家在
经济和文化上作出了双重贡献。窥一斑知全豹。
书画艺术品当年远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闹，甚至可
以说是一个寂寞的行业，陈岩在其中浸淫几十年，
鉴定整理的文物无数，接触过当时几乎所有的著
名艺术家，其中与刘继卣、周昌谷、程十发、黄永玉
等结有深厚友谊。在这篇文章还没写完时，我又
收到陈岩刚出版的新书《丹青余韵》，李瑞环题写
了书名。该书再现了陈岩在琉璃厂宝古斋当经理
时与几十位著名艺术大家的书信交往原貌，极为
难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观赏性。也可作为
上述一段评价的佐证。

第二次和陈岩见面是我有求于他。还是因字
画造假、真伪不辨缘起。当下的书画造假猖獗，这
要细究起来原因很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
因，既有查处打击造假字画不力，也有人们对假字
画的观念问题。要根治必须双管齐下，既要严厉
打击，也要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伪，我想
到能不能在电视里专门办一个栏目，讲解字画的
真伪与鉴定，因刚读完《往事丹青》，我便想到了陈
岩，他是鉴定和讲解的最佳人选了。朋友又帮我
联系到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约定了在陈岩的

“蓝色山居”一块聊聊。我按时到达了位居北二环
的“蓝色山居”，但那位主持人没来，因堵车，主持
人临时提议改到离他近的东三环一处茶室，朋友
为难，我也为难。朋友为难的是这位主持人并不
是随时随意可约到的。我为难的是已约定在陈岩
的“蓝色山居”，临时改变地点，如何向陈岩解释？
短暂考虑后，我做出了一个比较功利的选择，搁下
陈岩，赶去会这位主持人。当我把这个改变尽可
能委婉地告诉陈岩时，他依如上次见面一般平静、
淡然送我出门。

过了一年多，殷秩松送来了一张陈岩署名的
邀请函，在“蓝色山居”举办一个小型画展。这个

画展是上世纪90年代在巴黎举办的中国书画展中部分精品
的回顾展。为了弥补上次的失礼，我不假思索地应邀前往。
上世纪 90年代初，在法国巴黎举办的这个书画展当时是一
场慈善活动。书画都是陈岩组织征集来的，其中很多人现在
都是大家，有何家英、刘大为、沈鹏等人。这可能是改革开放
之后，最早“走出去”的书画展。据陈岩讲，这个书画展后没
有人认购，当时国家没有钱，怎么办？按陈岩的话：“我强请
了一位朋友凑了 15万元了事。”展览结束不久，这位朋友没
想到的是，陈岩把所有参展的作品都送给了他，而事前并没
有这样的约定。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年为陈岩慷慨资助的这
位朋友，现在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兼任了“蓝色山居”的
董事长。“蓝色山居”举办的这个回顾展，展品都是他的。真
是善行有善报。回顾展周国泰院士也来了，他和我讲了这个
真实故事。接下来是开幕、致辞、嘉宾发言，我坐在台上，突
然觉得少了什么。主席台左右前后一看，怎么不见陈岩先
生，目光在人堆中寻找，终于看到了他，坐在台下后几排的一
个边上，看着嘉宾发言，好像在参加一个和他自己没什么关
系的活动。

从陈岩的人生阅历和他的《往事丹青》《丹青余韵》，能感
受到他的魅力所在，能判断出他的价值。

这一次陈岩终于改变多年之低调，他要出山，将在“蓝色
山居”举办他的画展，之后还计划到广州、厦门、南昌等大城
市巡展。一坛珍藏几十年的陈酿打开了泥封，正散发出浓浓
的芳香。

缅怀大师 研读经典
□李 虹

近日，“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 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
讨会”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文化部
恭王府管理中心、北京曹雪芹学会和新绎集团联合主办，邀请
了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约12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几十家媒体
参加。冯其庸、李希凡、胡德平、张庆善、孙旭光、王玉锁等出席
开幕式。

谈到曹雪芹家世，冯其庸说，最初他们并不是抱着否定“丰
润说”的态度才去寻找资料的，只是后来在追寻《丰润县志》以
及职官志等文献资料时才渐渐发现，“丰润说”存在着无法自圆
其说的漏洞。而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文物与档案的发现，尤其是
辽阳若干碑志的发现，才使曹雪芹与辽阳之间的关系慢慢浮现
在研究者面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集中而细致地展现
了传统文化的神髓与精华。李希凡说，《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
稀世珍宝，它既不是一部单纯描摹曹雪芹家族“精裁细剪的生
活实录”，也并不是如胡适所言，仅仅是描写一个家族坐吃山空
树倒猢狲散的自然主义杰作。写实也好，自然主义杰作也好，
都没有意识到小说的艺术创作。《红楼梦》是一部凝结着中国传
统审美理想、审美情趣追求的伟大文学作品。

在对小说作者问题的研究中，以著作权与家世最容易引发
争论。关于小说作者是谁，在小说进入学术研究范畴之后争论
有很多。除了曹雪芹之外，还有吴梅村、李渔、洪昇以及明末清
初的革命志士等等说法。尤其是近年来由土默热提出的洪昇
说，也在相当范围内引发了争议。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第一
历史档案馆的张书才、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分别就小说元春
省亲所反映的清代礼仪、历史记载中元春省亲的原型以及与曹
雪芹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文献考证。通过对清
代官书档案的记载，张书才考察到，元春省亲中所提到的“曲柄
七凤黄金伞”始置于乾隆十年；八人抬“金顶金黄绣凤版舆”始
置于乾隆十四年或稍后；“协理军机”始置时间在乾隆二十一年
前后；“时宪书”则是乾隆皇帝继位后为避讳而由“时宪历”改称
的。这些资料证明，《红楼梦》的写作时间上限在乾隆十年前
后，其作者不可能是在那之前早已作古的吴梅村、李渔、洪昇
等。黄一农则根据满汉文档案如《小玉牒》以及台北国家图书
馆收藏的《惠爱录》等文献的记载，一路追寻纳兰、傅恒家事乃
至康熙朝的夺嫡事件，以及乾隆时期第一位可出宫省亲的嫔妃
与曹振彦、曹寅之间隐约可见的关系，从而推断出小说著作权
的最大可能性依然是曹雪芹的观点。

复旦大学的陈维昭认为从版本演变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
来看，《红楼梦》的叙述者或者说作者还是值得商榷的。他说，

《红楼梦》的确是一部经典，但从叙事的角度来讲却是混乱的。
他认同俞平伯在晚年谈到戴不凡关于原始作者时的看法，即曹
雪芹做的就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几个字一个字不多，也
一个字不少。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存在缺点与瑕疵的经
典，故而希望研究者在考察文本尤其是以西方理论进行论述
时，持谨慎态度，不要忽略小说成书的独特性。

与会的研究者除了从清代的典章制度、历史档案，以及文
人笔记、书画题记等文献资料入手，对作者的家世乃至著作权
等问题进行探讨之外，还对作品中以各种艺术手法如时间与空
间中分割与同在的艺术表现、对涉外物品的考证辨析以及小说
中女性物品所影射的文化内涵等进行了深度分析。

《红楼梦》开始流传之后，很快被改编为昆曲、京剧等戏曲

形式，并作为重要的绘画题材进入美术创作领域，产生了一大
批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同时，小说文本也被翻译成各国文
字，陆续传播到海外。这些改编与翻译的作品在红学研究中同
样受到研究者关注。段江丽说，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地
缘关系，日本中国学是“国际中国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性
质也最特殊的部分，“红学”庶几亦不例外。自 1882年末松谦
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以降，日本学者撰写了近30部《中国文
学史》，绝大多数都有对《红楼梦》的介绍和评论。其中，笹川种
郎通过“帝国百科全书”之一种《支那文学史》，第一次让《红楼
梦》走进日本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视野。可以说，笹川种郎借
助影响巨大的帝国百科全书，使《红楼梦》开始在日本普及。唐
均关注的是斯洛伐克翻译家黑山。他说，黑山女士翻译《红楼
梦》开始于 1978年，译本中增加了春夏秋冬四个副标题，以表
达她对小说叙事的感受。从译本的插图与译文的词语选择上，
可以看出译者严谨的态度和对原本比较准确的理解。由此提
醒我们在考察任何一种译本时，都要跟底本做细致的比对。

《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在小说正式出版后不久就开始了，陈
钟麟即是其中一位。他是清代中晚期著名的时文大家，改编了
长达80出的昆曲剧本《红楼梦传奇》。孔令彬的会议发言即着
眼于这部《红楼梦传奇》的创作年代。根据苏州图书馆藏的陈
钟麟手稿本、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的刻本、梁廷柟的《粤秀
书院志》以及《翁心存日记》的记载，他认为《红楼梦传奇》应该
完成于道光十五年，在陈钟麟由杭嘉湖道至接任粤秀书院掌教
之前，而不可能更早。

而从晚清即开始以《红楼梦》为题材的绘画艺术，随着近年
来美术创作的繁盛，也受到很多研究者与创作者的关注。轩宗
武即以《当代红楼梦绘画研究》为题，从清代改琦创作《红楼梦
图咏》谈起，对“红楼”题材的绘画创作进行了画风画派等方面
的介绍与评析。此外，以创作者身份参加研讨会并发言的当代

“完全美学主义绘画艺术创始人”虹鸣也阐述了自己对“红楼”
美术的理解和盼望。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创作素
材所进行的文化产业开发已经颇具规模，并在近年来成功组
织了许多兼具创新与传统的文化活动。研讨会上，文化部恭
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长李明新、
北京大观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马俊潼和新绎集团李耀宗也分别
介绍了他们根据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故事进行的文化产品
衍生与开发。

概而言之，不论是对作者家世、著作权以及小说文本所进
行深入的学术考证，还是戏曲美术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改编
分析，以及对《红楼梦》与曹雪芹故事所进行的文化开发，都是
对《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正如胡德平说的，《红楼
梦》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历史是民族的传承。研究《红楼梦》，是
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的。不论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的传统文
化究竟有多少感情，都不必过于纠结人心不古，而是应该努力
以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红楼梦》进行跨专业、跨学科的研究，使
小说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衍生品真正与小说本身百科全书式的
特点相吻合。沈治钧也说，实事求是是《红楼梦》研究的基本准
则，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具体观点或有不同，但基本的学
术态度与学术规范却是所有学者必须遵守的准则。学术研究
应该讲求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需要有真凭实据，学术发展需
要研究界与全社会一起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