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說，有人曾把《紅樓夢》翻譯成 「紅色房子裏的夢」
，這真是暴殄天物，但是，《紅樓夢》裏的房子確實別具一
格。在 「紅學」 興盛的今天，這部經典之作的角角落落已被
人研究了個遍，亭台樓閣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為《紅樓夢
》裏的房子專闢一題，考訂詳盡、圖紙復原，寫成專著的似
還未見，所幸有劉黎瓊與黃雲皓所著《移步紅樓》，這本讓
人欣喜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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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裏有價值的圖還不止於此。在書的 「
附錄：圖解紅樓」中，收錄了作者繪製的八
張路線圖，分別是對應第三回內容的《林黛玉
拋父進京路線圖》、第七回的《送宮花賈璉戲
熙鳳路線圖》、第十八回的《榮國府歸省慶元
宵路線圖》、第五十三回的《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路線圖》、第十七回的《大觀園試才題對額路線
圖》、第四十回的《史太君兩宴大觀園路線圖》
、第四十九回的《琉璃世界白雪紅梅路線圖》，
以及第七十四回的《惑奸饞抄檢大觀園路線圖》。
讀過紅樓的人都知道，這些 「路線」，正是煌煌紅
樓的敘事線索。而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這些圖
的名稱，目的是想表達一種感受：當我捧讀此書，看
到這些平面圖以及路線圖時，多年以來讀紅樓積累的
記憶突然被以另一種方式激活了，原先那些在腦中飄
忽不定的人物、錯綜交織的故事，也忽然有了自己的
位置，都悄悄地安放下來，變得井井有條。古人說，左
圖右史。我想，再讀紅樓時，手邊放上這些圖，一定會
有新的體悟。

斯人也，而有斯居也
《移步紅樓》中還介紹了幾所典型的房子，以及它們

的主人賈母、鳳姐、秦可卿、林黛玉、探春、迎春、惜春
、李紈、寶釵、元春、妙玉、寶玉、湘雲。而且，作者力圖
把房子主人的性格和命運，與房子的建築特色勾連起來，形
成了一種互文性。譬如，賈母這位威嚴而睿智的老人，居住
的就是一所 「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有格局，講氣派，重傳
統，庭院方闊舒展，尺度合宜，規制嚴整，一應俱全」，自成
一個小天地，將外界的喧囂隔離在外。鳳姐的院子就是另一番
景象了，堂屋掛的是猩紅的氈簾，屋子裏熏着香，滿屋子金光
閃閃。

黛玉住的瀟湘館， 「隱在一片沒遮攔的綠色裏，而且毫無爭
議地，成為這好大一塊綠的核心。」作者發現，這座瀟湘館 「安
謐、孤迥，任誰也侵犯不得」， 「大觀園中，瀟湘館就以這樣遺世
而獨立的姿態最先出現」。這座小姐的繡房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像繡
房，而如一座上等的書房。其實，這也是黛玉的精神氣質不同於一
般女子之處。如作者所言， 「黛玉更多的精神，都用在讀書寫詩上
了，這是她保持精神獨立、高潔的重要緣由。閱讀和寫詩，使她從內
心裏剖析和看清自己，從而堅守自己。」瀟湘館的色調是冷的，一如
黛玉。因此，作者認為，瀟湘館是林黛玉的另一個 「物質性存在」，
黛玉無限豐富的內心都可於瀟湘館中尋找到線索，瀟湘館也使黛玉的
品格和情操得以具像化。

與之相對照的是蘅蕪苑。步入大門， 「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
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作者認為，
這正是喻示房子主人薛寶釵的性格：藏愚、守拙。從建築的角度來看，蘅
蕪苑的規格是很高的，而且遍栽奇花異草，處處流露出 「貴族氣派」。更
需要注意的是內部陳設，雪洞一般，十分樸素，大片的白牆，襯得房中分
外空曠，寶釵討厭 「玩物喪志」，是個傢具陳設方面的極簡主義者，不允
許讓奢靡的東西擾亂心神。

當然還有全部故事的重頭戲怡紅院。 「一入院門，兩邊是遊廊婉轉相接
。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着數本芭蕉，闊大葉脈，鮮綠肥厚，有玉的光
澤；再遠幾棵松樹，兩隻仙鶴在樹下閒在剔翎，令人有出塵之想。另一邊則是
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綠，葩吐丹砂，喚作 『女兒棠』」。居室之內的
裝飾，則是一種 「大汗淋漓，呼呼直喘」的富貴，閃得人頭昏眼花。而且，怡
紅院又是花最多的所在。月洞門外是碧桃花林，籬笆下是玫瑰花叢，院子裏有
芭蕉和海棠，還有各式各樣的盆栽之花。而且，在後院的水池裏，還養着綠頭鴨

如書中所言，紅樓之中，處處是豐腴飽滿的物
質細節，而 「所有細節中，對建築和園林的耽溺和
沉湎，是其中尤其豐贍、唯美、意味深長的，它遠
不只是現實的摹寫和複製，也不只是演繹故事的背
景和舞台，而已然成為《紅樓夢》裏的重要角色，
供十二釵駐足凝神，呼吸生長，也與她們一同歌哭
悲歡。它的榮枯華衰，處處見證着繁華落盡的過場
，參證着 『物是人非事事休』的道理，遠比服飾和美
食更有承載力，更浩瀚，更委屈，也更深邃。無限的
『意』，如白蓮花，盛開在紅樓建築和園林煙波一般

的 『境』中。」
其實，這本書中所寫，又不僅是建築和園林，還

包括房子裏的擺設、陳列。因而，在我看來，這是一
部 「器物紅樓」之書。在書中，作者沒有把筆墨潑灑
在活色生香的紅樓人物身上，而是別開蹊徑地凝視那些
不聲不響之物，探究建築語言的 「造境」之能，品析紅
樓器物的獨到之美。

按圖索驥讀紅樓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即便持 「自傳說」者抑或

死硬的 「索隱派」，也無法將其完全坐實於某地。所有
故事的發生地只能是曹公腦中。因此，紅樓中的建築也
罷，器物也好，都是存在於紅樓人物的眼中的。這些亭台
樓閣、物件擺設的樣貌，在人物的眼中、口中才漸漸清晰
起來。本書作者顯然深諳此節，故而選擇以林黛玉視角下
的賈府作為全書的開篇，漸次展開描述。

說到底，《紅樓夢》中最重要的建築無非三處，即寧
國府、榮國府和大觀園。林黛玉進賈府是小心翼翼的。而
林黛玉又是小家碧玉出身，這就決定了賈府在她眼中是陌
生而新奇的。陌生代表着疏離，而新奇意味着探究。可想
而知，在此種心情下看賈府一定是仔細而冷靜的。作者循着
林黛玉的腳步和目光，描繪了寧、榮二府的大體格局。兩府
都遵循 「前堂後寢」的規制，寧國府相對簡略，榮國府則繁
複得多了。

寧、榮二府的後半部分，後來合併改造成了大觀園。書
中對於大觀園的復原，借用了賈寶玉和劉姥姥的視角。第一
次是賈政在寶玉和眾清客陪同下從大觀園正門進入，經過翠
嶂、沁芳亭、瀟湘館、稻香村、蘅蕪苑、顧恩思義殿、沁芳
閘、怡紅院等園中主要建築群，由於當時大觀園尚未完全啟用
，缺乏 「人氣」，所以這一次主要是展現自然景觀。但值得注
意的是，因為曹雪芹在此設定了一場賈政 「試才題對額」，也
就是對寶玉的 「現場考試」，寶玉既然受命給這些處所寫對子
、起名字，自然要描摹其外部樣貌，還要分析其內蘊的人文意
味。第二次則到了四十二回，劉姥姥二進榮國府，賈母親自帶
着 「老閨密」遊園，一行人在瀟湘館小憩，在秋爽齋進餐，坐
船觀景，去蘅蕪苑，至綴錦閣、藕香榭，又到櫳翠庵品茶，最
後劉姥姥還誤入怡紅院。此時，園中已經住進了寶玉和他的姐妹
們，活潑的生活景象也就躍然紙上了。

俗話說，一圖勝過百言。文字可以描繪賈府的富麗堂皇，也
可以刻畫大觀園的流光溢彩，但總無法給人直觀的真實。《移步
紅樓》一書的妙處就在於根據《紅樓夢》的文字，以地圖或圖紙
的方式復原了寧國府、榮國府和大觀園。書的作者之一黃雲皓是
國家一級註冊建築師。書中的《寧國府建大觀園前總體布局示意
圖和平面圖》、《榮國府建大觀園前布局示意圖和平面圖》、《
賈府建大觀園後平面圖》清晰地展現出了賈府的宏觀布局和建築
設計理路。

、鴛鴦等寵物。這實在是個溫柔鄉，如它的暖男主
人一樣。

以目為步再賞經典
《移步紅樓》作者的目光沒有停留在室外，除

了對房屋的宏觀描繪外，還深入建築肌理和居室之
內。周汝昌說： 「大觀園的主脈與 『靈魂』是一條婉
若游龍的 『沁芳溪』。亭、橋、泉、閘，皆以此二字
為名，可為明證。一切景觀，依溪為境」， 「大觀園
的一切池、台、館、泉、石、林、塘，皆以沁芳溪為
大脈絡而盤旋布置」。書中對大觀園的水系作了一番
探源導流的工作，推斷出水源頭是從會芳園北牆角引
來的一股活水，這股水被引到大觀園東北角的沁芳閘
橋處，通過閘口提升水位，再從東北向西流，經過正
殿、蘅蕪苑附近的蘿崗石洞，折向稻香村，從這裏分出
一股水流，這股支流流到西南方向，主脈則繼續向南流
經紫菱洲、蓼漵，穿過沁芳橋東與支流會合。支流則向
東南流經蘆雪庵、藕香榭、秋爽齋，注為荇葉、柳葉兩
渚，南流穿山石經怡紅院外與主脈合流，從園東南出園
。這樣一幅大觀園水系總圖，讓我們對這座縈繞中國文
人心頭數百年的園子有了新的理解。

書的另一看點則是關於 「門」的敘述。 「《紅樓夢》
裏有重重的門，院落屋宇的正門、前門、後門、旁門、側
門，每一道門都通向一個隱秘幽微的所在，打開一道門，
就會揭開一段委曲的故事和心事。」這話非知紅樓者不能
道也。門，在紅樓中是一種別具意味的存在。寶玉的 「秋
容淺淡映重門」，黛玉的 「半捲湘簾半掩門」，寶釵的 「
珍重芳姿晝掩門」，各個不同，喻示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如書中所言： 「門是欲望的，開門是征服，是要揭開未知
；關門是受挫，是退縮和躲避，門裏夾着個黯然銷魂的背影
。」與門相關的，還有 「簾」，紅樓裏有湘簾、珠簾、繡簾
、軟簾、猩猩氈簾、黑漆竹簾等等，在打簾子、摔簾子、掀
簾子、甩簾子、捲簾子、放簾子、掛簾子之中，宴賓客、起
高樓，樓塌了，多少故事，作了煙雲，留給後人唏噓不已。
從這個意義上說，《移步紅樓》不僅是在書中款步而行，而
是啟發讀者以目為步，移轉閱讀視角再賞紅樓。

作為一部有趣又嚴謹的書，《移步紅樓》給人以許多新
的知識和感受。但多少還有些遺憾，首先是器物的歷史考證內
容不多，譬如書中講到，榮禧堂的擺設，為《紅樓夢》作者生
活在清代前期提供了力證，但語焉不詳，其實從這裏入手，可
以為建築學的紅樓研究介入傳統紅學提供了很好的接口。另外
，書中對建築和器物形制的探究少了些。比如，那句只有兩個
石獅子乾淨的名言，膾炙人口。石獅子雖然常見，但模樣、規
制各有不同。每讀紅樓，就很想知道這唯二乾淨的石獅子到底
長什麼樣。再如，大觀園既然是個女兒國，便少不了胭脂花粉
，諸釵縱然天生麗質，但也用不少化妝品，而清代的化妝品產業
已頗可觀，那麼，小姐們梳妝台上擺的都是誰家的產品， 「色號
」若何？也是極有意思的課題。作為讀者，此類訴求或許有苛求
之嫌。不過，器物之學浩瀚無邊，器物之美，令人遐想無窮。《
移步紅樓》一書固未窮盡也不可能窮盡，但確實給我們提供了讀
紅的另一種視角，也讓我們看到了別樣的風流。

—簡評《移步紅樓》
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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