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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大运河有何《红楼梦》与大运河有何
文化渊源(上)？文化渊源(上)？

三百年前，康熙
皇帝曾沿大运河数次
南下。深得他信任的
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
盐 御 史 曹 寅 ， 在 南
京、苏州、扬州等地
奔劳，以确保接驾事
务万全无虞。几百年
后，这样“银子花得
跟淌海水一般”的皇
家巡行在当地留下来
许多可供追思的历史
遗迹，当然也留下了
诸多故事，曹寅的孙
子曹雪芹也将清帝南
巡所经过的城市、所
发生的故事编织进《
红楼梦》。

“扬州旧梦久已
觉”，大运河作为中
国古代最重要的水运
通道之一，连接着南
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交
流，将曹雪芹、《红
楼梦》、曹寅、与扬
州的渊源故事连绵书
写至今。

最近，在曹寅主
理刊刻《全唐诗》的
扬州，围绕曹雪芹家
族、《红楼梦》与大
运 河 文 化 展 开 一 系
列 学 术 文 化 交 流 活
动：“曹雪芹家族、
《红楼梦》与大运河
文化”学术研讨会，
《 曹 寅 全 集 》 首 发
式 ， 黄 进 德 先 生 “
红楼梦研究”学术研
讨会，“曹雪芹家族
与《红楼梦》”文化
展，沈琳、陈林“红
楼 人 物 ” 书 画 作 品
展，冶春红学文化雅

集等等。
《红楼梦》与大

运河
研讨会首先聚焦

于《红楼梦》与大运
河的渊源。与会专家
学者探讨了大运河的
历史、文化、艺术等
方面与《红楼梦》之
间的关联，并分析其
在文化传播交流中的
重要作用，同时也揭
示了曹雪芹作品与地
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
系。

北京曹雪芹学会
创会会长胡德平从《
红楼梦》中薛宝琴所
作“广陵怀古”诗中
的大运河“隋堤”谈
起，历数李商隐、皮
日休笔下大运河上的
锦帆飘荡，指出薛宝
琴、李商隐、皮日休
这三位诗人在不同层
面上表达了对大运河
古今交融的感悟。用
现代眼光来看，可以
说他们“消费”了大
运河在历史中的文学
意象，但也实现着自
我的精神享受。

中国红楼梦学会
会长孙伟科指出，《
红楼梦》中大量的环
境描写与大运河有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实 际
上，书中很多江南文
化的元素都体现在大
运 河 的 沿 线 上 ， 杭
州、扬州、常州、苏
州、无锡、淮安、通
州都是大运河的重要
节点，将这些地理地

名串联起来，就是生
生不息、贯通南北的
大运河。曹公小说中
写到的南甄家、北贾
家，一南一北，正是
中国的“双城记”，
可与狄更斯笔下的巴
黎、伦敦的故事相媲
美。

天津师范大学教
授 赵 建 忠 认 为 ， 纵
观曹雪芹的一生，其
生活范围主要在金陵
和北京。金陵是南方
重要的运河城市，北
京则位于大运河的北
端，《红楼梦》中提
及这两座城市最多，
有研究者指出：两座
重要的运河城市的文
化和生活滋养了曹雪
芹的精神世界和艺术
世界，曹雪芹熟谙大
运河及运河沿岸的南
北风情，自然赋予《
红楼梦》中运河文化
的南北元素。大运河
成为《红楼梦》中人
物远行的重要交通基
础，也必然成为曹雪
芹走出静态书斋动态
远 行 的 主 要 交 通 方
式，并创造出运河文
化背景下具有南北风
俗的《红楼梦》。

赵建忠认为，曹
雪芹熟谙大运河及沿
岸的南北风情，《红
楼梦》运用了空间叙
事手法，这从作品中
对南北地域物产、民
俗、方言等的具体描
写中也能领略到，如
描写的水果类就有鲜

荔枝、柚子、黄橙、
朱橘、橄榄、木瓜、
大佛手等；食品类有
风 腌 果 子 狸 、 鸡 髓
笋、火腿、红稻米、
红菱、大芋头等；茶
类有老君眉、普洱、
六安 等；酒类有绍
兴酒、惠泉酒等。大
运河使南北地域的物
产、民俗、方言等汇
集于《红楼梦》中。

北京曹雪芹学会
常 务 理 事 樊 志 斌 谈
及，按照清人记载，
一般说来，自京师沿
大运河舟行南下，至
扬州、南京，用时二
十余日（正常情况）
；而自南京、扬州沿
大运河舟行北上，至
京 师 ， 用 时 更 长 数
日。此为《红楼梦》
大运河故事书写考察
的一个基础知识。在

曹雪芹的《红楼梦》
构思中，大运河作为
推动故事进展的重要
途 经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红楼梦》写
二十年事，其中一半
时间内有相关人等经
行大运河，往来于中
国东部南北地方。大
运河书写不仅联系起
了贾府京师、南京间
的关系，同时统辖起
书 中 重 要 人 物 的 活
动，为贾宝玉与诸钗
了结今生因缘创造了
条件，推动了这种了
却因缘故事的发展。
可以说，曹雪芹通过
大运河的相关书写，
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
的运河历史记忆融入
其间，在完成故事书
写的同时，也完成了
自我情感的释放。”

（转下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