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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书名
下册
（4）贾探春
1.论贾探春
2.贾探春的形象
3.贾探春理家
4.贾探春的结局
（5）史湘云
1.论史湘云
2.史湘云的形象
3.史湘云的性格
4.史湘云的结局
（6）妙玉
1.论妙玉
2.妙玉的身世
3.妙玉的形象
4.妙玉的性格
5.妙玉的结局
6.妙玉的悲剧
（7）贾迎春
（8）贾惜春



（9）王熙凤
1.论王熙凤
2.王熙凤典型及典型意义
3.王熙凤的形象
4.王熙凤的性格
5.王熙凤与其他人的研究
6.王熙凤的管理及其权术
7.一从二令三人木
8.机关算尽太聪明
9.王熙凤的悲剧及其结局
10.“评”王熙凤（1973—1975）
（10）贾巧姐
（11）李纨
（12）秦可卿
1.论秦可卿
2.秦可卿的出身
3.秦可卿的形象及其性格
4.秦可卿之死
四、有关金陵十二钗的论述（附红楼
情榜）
五、宝黛研究
（1）论宝、黛



（2）宝、黛的形象及其性格
（3）宝、黛的悲剧及其结局
六、钗黛研究（附钗黛合一论）
七、香菱、晴雯、袭人
（1）香菱
（2）晴雯
1.论晴雯
2.晴雯的形象
3.晴雯的性格
4.晴雯之死
5.晴雯的悲剧
（3）袭人
八、鸳鸯、紫鹃、平儿、小红、司棋
（1）鸳鸯
（2）紫鹃
（3）平儿
（4）小红
（5）司棋
九、焦大、十二官及其他人物
（1）焦大
（2）《红楼梦》十二官
（3）其他人物



十、刘姥姥（附青儿与板儿）
十一、贾母、贾政、王夫人
（1）贾母
（2）贾政
（3）王夫人
十二、尤二姐、尤三姐（附红楼二尤
）
（1）尤二姐
（2）尤三姐
（3）红楼二尤
十三、贾雨村及其他人物
柒  比较研究
捌  回目研究
玖  红楼题咏
拾  《红楼梦》的绘画、医药、典当
、饮食、酒及茶文化
一、《红楼梦》与绘画
二、《红楼梦》与医药
三、《红楼梦》与典当
四、《红楼梦》与饮食
五、《红楼梦》与酒文化
六、《红楼梦》与茶文化



拾壹  有关《红楼梦》考证的论述
拾贰  《红楼梦》译本及翻译研究
一、《红楼梦》译本
（1）综述
（2）王际真英译《红楼梦》节本
（3）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
本
（4）霍克思英译《石头记》
（5）《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的比较
（6）《红楼梦》欧美译本
（7）《红楼梦》法文译本
（8）《红楼梦》德文译本
（9）《红楼梦》意大利文译本
（10）《红楼梦》俄文译本
（11）《红楼梦》西班牙、荷兰、斯
洛伐克文译本
（12）《红楼梦》日文译本
（13）《红楼梦》韩文译本
（14）《红楼梦》蒙古文、藏文、韩
鲜族文、维吾尔族文、哈萨克族文的
翻译
（15）《红楼梦》译本知多少？



二、《红楼梦》翻译研究
拾叁  《红楼梦》在港台和国外的研
究
拾肆  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文艺创
作与研究和《红楼梦》景物再现的篇
目
一、《红楼梦》电影
二、《红楼梦》电视剧
（1）学术讨论会
（2）87年电视剧《红楼梦》评介文章
（3）港台及海外评介87年电视剧《红
楼梦》
（4）87年电视剧《红楼梦》剧本
（5）87年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导
演及其他
（6）87年电视剧《红楼梦》选演员及
其他
（7）讨论重拍电视剧《红楼梦》
（8）其他影视剧
三、《红楼梦》戏曲、话剧、歌剧、
舞剧、广播剧及其他
（1）综论



（2）京剧
（3）昆曲
（4）越剧
（5）川剧
（6）龙江剧
（7）黄梅戏
（8）秦腔
（9）粤剧
（10）话剧
（11）歌剧
（12）舞剧
（13）广播剧
（14）摊簧、弹词、扬州清曲
（15）子弟书、曲艺、说书、大鼓
四、篆刻、手抄、微书、书法
五、牙雕、玉雕、瓷雕、石雕、泥塑
六、刺绣、绢人、剪纸
七、邮票、明信片、火花、烟标
八、画笺、画片
九、月历、台历
十、茗饮、酒令、酒筹、红楼宴
十一、游戏、博戏工具



十二、新建大观园、大观园模型
十三、小说及其他
第七编  红学及红学史研究
壹  红学研究
一、红学及红学的来源
二、论《红楼梦》研究
三、《红楼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
四、《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和
方法问题
（1）《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2）《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五、红学与经学
六、红学与曹学
七、红学与满学
八、关于“自传说”
九、《红楼梦》“探佚”学及新索隐
的出现
（1）《红楼梦》“探佚”学
（2）《红楼梦》新索隐的出现
十、有关刘心武“秦学”的讨论
十一、欧阳健的“新辨”、“辩伪”
及其他



十二、土默热红学
十三、《红楼梦》答问、通信、争鸣
及倡议
十四、《红楼梦》研究的道路、方向
、发展及突破
十五、《红楼梦》研究的概况、述评
、综述及其研究的成果和展望
十六、电子计算机和《红楼梦》研究
十七、《红楼梦》研究论著的评介
十八、《红楼梦》研究资料及考释
（1）《红楼梦》研究资料
1.《红楼梦》注释问题
2.国家、职称及其他
3.掌故、释道迷信
4.建筑、地名、地理研究
5.文物、古迹
6.《红楼梦》与其他
7.诠释、词语诠释
8.《红楼梦》识小录
9.资料与考证
10.《红楼梦》之最、之多
（2）《红楼梦》考释——第一回至一



百一十九回
十九、国内外红学研究的动态及其他
二十、红学人物和对红学人物的评价
、纪念及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贰  红学史研究
一、综论
二、《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及红学
纪事
三、红学三十年——二百年
四、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及
《续稿》
五、韩进廉的《红学史稿》
六、清至五四时期有关《红楼梦》的
杂评、评点、索隐和其他评介文章及
著作
七、鲁迅与《红楼梦》
八、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及对其研
究的评价
（1）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来往书简
及论著
（2）胡适和蔡元培新旧红学之间的论
争



（3）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和
批判
（4）全面评价胡适的红学研究
九、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对其
研究的评价
（1）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来往书
简及论著
（2）一九五四年前对俞平伯《红楼梦
》研究的评论
（3）一九五四年对唯心论的批判和讨
论
1.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
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
2.积极展开批判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
的资产阶级思想
3.彻底清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
影响
4.一九五四年后发表的有关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的评论文章
5.全面评价俞平伯的红学研究
十、毛泽东与《红楼梦》
十一、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二



百二十周年、二百四十周年
十二、“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
运动
（1）“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文
章
1.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
的信》
2.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3.《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4.《红楼梦》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
5.《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
史
6.《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
形象的历史
7.《红楼梦》的主题、主线和总纲
8.《红楼梦》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
争
9.《红楼梦》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10.《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及其他
11.怎样评、读《红楼梦》
（2）林彪、“四人帮”与《红楼梦》
（3）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



评红”运动
第八编  《红楼梦》研究书目
壹  版本、全译本、续书及仿作
一、版本
（1）甲戌本
（2）己卯本
（3）庚辰本
（4）戚序本
（5）王府本
（6）戚宁本
（7）梦稿本
（8）甲辰本
（9）己酉本
（10）列藏本
（11）郑藏本
（12）靖藏本
（13）卞藏本
（14）程甲本
（15）程乙本
（16）程丙本
（17）程丁本
（18）本衙藏板本



（19）抱青阁刊本
（20）东观阁刊本
（21）宝文堂刊本
（22）善因楼刊本
（23）宝兴堂刊本
（24）藤花榭刊本
（25）耘香阁刊本
（26）济南会锦堂刊本
（27）济南聚和堂刊本
（28）凝翠草堂刊本
（29）五云楼刊本
（30）三让堂刊本
（31）同文堂刊本
（32）纬文堂刊本
（33）三元堂刊本
（34）佛山连元阁刊本
（35）翰选楼刊本
（36）文元堂刊本
（37）忠信堂刊本
（38）经纶堂刊本
（39）务本堂刊本
（40）经元升记刊本



（41）登秀堂刊本
（42）王希廉评本
（43）张新之评本
（44）王姚评本
（45）王、张、姚评本
（46）王、蝶评本
（47）桐花凤阁评本
（48）刘履芬评本
（49）王伯沆评本
（50）中华索隐本
（51）商务本
（52）世界本
（53）开明洁本
（54）亚东初排本
（55）亚东重排本
（56）作家本
（57）人民文学本
（58）人民文学新校注本
（59）俞平伯校本
（60）其他校注本
（61）广播本
（62）盲文本



（63）其他版本
（64）改编解读本
（65）节本
（66）青少年版
（67）全译本
（68）续书
（69）仿作
贰  重要文献
叁  专著
一、近代
二、现当代
三、港、台、国外
四、汇编
肆  红学丛刊、工具书
一、红学丛刊
二、工具书
伍  诗词曲赋、注释
一、诗词曲赋
二、注释
陆  书法、篆刻
一、书法
二、篆刻、手书、微书、微刻



柒  戏曲、电影、电视剧
一、戏曲
二、电影
三、电视剧
捌  小说及其他
玖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九年出版的
《红楼梦》评论资料
拾  国内外《红楼梦》研究的书目索
引和论文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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