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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用“某某家”来框定冯其庸的身份。
如果说他是画家，可他的书法作品严谨而豪放，具
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和书卷气；如果说这是因为书
画不分家，可他在诗词上也颇有建树；如果说诗书
画本是一体，可他还是优秀的摄影家、戏曲评论
家，甚至是探险家。

有人称冯其庸为“国学大师”，他却拜托
大家不要用这样的称呼，并幽默地说，要
是“大师”可以理解为“大学教师”，自
己倒很符合。

冯其庸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
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
面有很大成就，他出版的考证丝
绸之路和支架取经之路的大型
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
术界的高度评价。

终其一生寻一梦终其一生寻一梦
风雨平生确不庸风雨平生确不庸

各界 悼哀

@欧阳宝玉1987（欧阳奋
强）：冯老一路走好！

@六小龄童：“我与冯老是
忘年交，在北京拍央视版《西游
记》前曾去拜访他，他将画作赠给
我以资鼓励。他的去世是中国红
学研究界、文学艺术界的重大损
失。愿冯其庸先生一路走好！”

@可凡倾听（曹可凡）：国学
大师冯其庸先生驾鹤远行，不胜
哀痛！犹记 2005 年初春赴京采
访，倾听先生治学经历，畅谈红
学，颇受教益。先生平素不擅言
辞，但那日谈兴甚浓。采访完毕，
老人写下七绝一首——十年磨剑
剑锋寒，秋水文章把臂看。看到
公孙神妙处，满头白发即霜翰。

@思想的河流：大观园中寻
一梦，从此红楼无人懂。

@韦华六六：冯其庸先生去
世了，想起他为陈晓旭写的挽
联——为君留得形音在，多谢绛
珠一片情。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昨日离世，享年92岁

□本报综合报道

昨日中午，著名文化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在北京安
详离世，享年92岁。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2月
出生于江苏无锡，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
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

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
《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以研究《红楼梦》著称于世。

当然，红学家是冯其庸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他
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
集》《秋风集》等专著20余部，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
本、《红楼梦大词典》和《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

近30年来，中国红学界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
有他的功劳，比如中国红学会的创立、中国艺术研究
院的创立、《红楼梦学刊》的创立等。就学术研究本
身而言，冯其庸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事、祖籍的研究，
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
究，也卓有成就。

冯其庸曾说：“念中学时有一位先生叫我读《红
楼梦》，读了一半我就读不下去了，觉得婆婆妈妈。
我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看这个觉得没劲。”那
时，冯其庸19岁，和《红楼梦》擦肩而过，直到过了而
立之年，才与《红楼梦》再续前缘。1954年，冯其庸
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他
不得不重新读《红楼梦》。这一看，就再没放下。

真正让冯其庸与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产生共
鸣的，是在抄写《红楼梦》以后。他说：“《红楼梦》实
际上写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生的遭遇，你了
解曹雪芹一家的遭遇就知道了，《红楼梦》辛酸得很，
只有曹雪芹，只有经历过这样事情的人写得出来。”

85岁时，冯其庸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校订
《红楼梦》，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校订《红楼梦》了。随
着多年对红学的深入研究，他的体会、朋友的体会都
多了，大家就又在一起重新整理了一遍，这次改
动比较多。对于此次校订，冯其庸感到特别
高兴，他说：“因为这种东西光靠读是体会
不到的，只有一字一句地抠了以后才
会觉得，这个地方一直有个问题，到
现在豁然明白了，就改过来了。
改完以后就觉得很痛快，解决
了一个问题，对读者也觉
得说得过去。否则，有时
发现了错误，误导了别
人，自己心里也不
舒服。”

他近50年前的手抄作品
19日刚刚出版1

19日，冯其庸1968年抄完的《瓜饭楼抄庚辰
本石头记》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他曾说：“我对这部
抄本《红楼梦》珍爱到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瓜
饭楼”正是冯其庸位于京郊张家湾的寓所。

据专家介绍，《石头记》清代抄本有庚辰本、甲
戌本、己卯本等十几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因第五
册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故名庚
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相较之下，庚辰本年
代较早，文字最完整，保留了曹雪芹《红楼梦》原著
及脂砚斋批语2000多条，价值最高。

据了解，冯其庸从1967年12月开始严格按
照原著格式逐字抄写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1968年6月抄写完毕，整整抄了7个月。

冯其庸在小楷上有深厚功底，从这部手抄本
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前面部分有明显的晋唐书风，
接着转为他较为熟练的文征明小楷风格，后来则
变为书写较为快速流畅的行书小楷。翻开这部手
抄本，阅者无不有赏心悦目之感。

他是博学多才的大家2

他与《红楼梦》的一生情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