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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意：秦可卿這一形象向來被稱為謎一樣的人物，在她生活歷程演進的有

限的七個回目中，前後矛盾糾結，漏洞頻出。她來歷不明，時而天上，時而人

間。十二釵正冊中，她作為壓軸人物出現在冊末，該是十二釵的副領班。旋即

又是警幻之妹，其容貌氣質，似為釵黛合璧的象徵，作為長房嫡孫媳，她進退

得體，憐貧惜老，慈老愛幼＂，頗得賈府上下人心，臨死托夢的政治遠見，又

不啻是鳳探互補。這麼個幾乎是“完人＂的秦可卿，卻又讓她與公公有染，“宿

孽總因情＂，在道德倫理上是完全不合格的。她“出場早，聲勢大＂，卻草草

結束，匆匆死去，死法又撲朔迷離，怎樣解也解釋不清。而形象本身所呈現出

的不易解釋的矛盾現象，反倒刺激了欣賞者與研究者的窮根究底的興味志趣。

因此，要準確認識秦可卿形象的思想意蘊，藝術價值，就得先解開她身上的一

個又一個的謎，探清天香樓疑案以即與秦可卿有相關文本訊息的真相。自紅樓

夢問世至今，這個話題一直是被關注且研究的。 

我的研讀心得： 

本文將以研究《紅樓夢》中秦可卿此角色的各個觀點，即舊紅學、新紅學、

以及九０年代後劉心武的見解為主，來讓秦可卿如同謎一般的身世與死因作更明

確的分析。 

一、 新紅學的見解 

1921 年興起的新紅學經過索引、考証，對紅學思想性、藝術性的研究作出

了一定的成就。解開秦可卿身上謎團的工程，亦有了新的突破與進展。此時期學

者都認為種種跡象証明十二釵第十一幅冊畫上的自綴者實為秦可卿。代表人物有

胡適、顧領剛、俞平伯、潘介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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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可卿的死因 

新紅學的時代以 1927 年為分界，1927 年之前《紅樓夢》的研究學者多以庚

辰本文主，而在 1927 年之後，甲戌本問世，關於秦可卿的死因探佚，又有更重

大的發現。 

俞平伯《秦可卿之死》，是新舊紅學家當中第一篇認真地分析推論秦氏死因

的文章。其結論亦合理地解釋了諸如必瑞珠觸柱，寶珠為尼、賈珍哭喪，合府納

悶疑心等疑漏之處。其多角度地推斷了秦氏的死因“本書寫秦氏之死，最為隱

曲，最可疑惑。＂第一“從榮府中聞喪寫起，未有一筆明寫死者如何光景，如何

死法。＂；第二“彼時各家皆知，無不納悶，都有些疑心。＂秦氏既患痛症，自

不會驟死，驟死才引起人們的疑心納悶；第三，死後各光景，以及寶玉驚得吐血，

賈珍衰毀逾恒，如喪考仳、尤氏胃病複發，瑞珠觸柱，寶珠作義女等。均為極隱

曲疑惑之處。由此推究，“秦可卿之死，並不定是病死＂，經“多方面推較，可

卿是自縊無疑＂。進而多方取證，證明其死因為賈珍與秦可卿二人私通，穢行敗

露，羞憤自縊。 

原文中未明寫自縊，而是寫其病死，俞平伯作了進一步的說明：“若明寫縊

死，自不得不寫其因；寫其因，不得不暴其醜。而此則非作者所願。但完全改易

事跡致失其真，亦非作者之意。故處處旁敲側擊以明之，使作者雖不明言而讀者

於言外得求其言行、微音。＂ 

在 1927 年後，甲戌本問世，在第十三回中出現了有關於“秦可卿淫喪天香

樓＂的刪改過程。其中說明有關“秦可卿淫喪天香樓作者用史筆也。老朽因有魂

托鳳姐賈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漏，其言其意

則令人悲切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等重要脂硯齋批語線索始被發現。

60 年代初影印問世後，方為大家所明瞭，這對於解開天香樓疑案，大體有了較

為可靠的依據可憑。當天香樓疑案的幾分真相大白於天下時，人們再回過頭看二

十年代初俞平伯先生的推論與甲戍本批語的線索是吻合的。 

1950 年又再發現的靖本，以其獨有的“因命芹溪刪去｀遺簪＇、｀更衣＇

諸文。＂的一條批語，為豐富証實天香樓疑案的細節又添了不可或缺的資料、線

索。秦可卿因穢行敗露，以至羞憤自縊的死因，鮮少人再去懷疑。至於“通回將

可卿死故隱去＂，改“淫喪＂為病亡，致使十三回份量“少卻四五頁＂的刪改過

程，亦被大家所認同。 

〈二〉關於天香樓的探佚 

上文中所說 1950 年所發現的靖本脂批所提示的“遺簪、更衣＂的細節考

探，亦是新紅學家們探佚的一個主要依據。“遺簪＂，是遺落還是遺贈？是賈珍

的簪子遺落或遺贈秦氏，還是秦氏的簪子遺落或遺贈賈珍？“更衣＂，是賈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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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秦可卿，是秦氏更衣遮體，還是更衣自殂？各有說法的多重可能性使這個問題

依然充滿了神秘的模糊性。各家解釋推論既要使“遺簪、更衣＂細節恰到好處地

嵌入十四回的適當處，又要通過推論嵌補進一步印證瑞珠觸柱，寶珠為尼，賈珍

哭喪等後面情節的合理性。在各家解釋中，以賈珍與兒媳秦可卿私通，被人撞見，

倉皇中遺落簪子於枕旁，可卿更衣後自縊最為多見。這種說法基本上較為合理地

解釋了“淫喪天香樓＂的過程，亦能印證後文瑞珠觸柱等情節合乎情理。 

其它有一些學者對於天香樓的謎團其它的解釋與看法。其一，不少論者通過

秦可卿臥室陳設與其氛圍，來揭示主人淫蕩的特質。認為第五回夢境雲雨是隱晦

曲折、似明似暗地寫寶玉與秦可卿二人的隱情。種種跡象表明:“被刪文字，不

但有與賈珍的私通，很可能還有對寶玉的誘惑姦情。 

其二，有人認定“淫喪＂應是“由淫而喪，可能“珍秦淫亂，可卿病中縱淫

暴亡＂是其真相。其時，賈珍驚懼溜走。瑞珠目睹了暴亡情狀，見“遺簪＂於枕

旁，於是為之“更衣＂。暴亡噩耗傳來，合府才“無不納罕，都有些疑心。 

其三，還有人認為“遺簪＂為秦氏遺落簪子被賈珍拾到，或贈簪於賈珍。甚

至推測賈蓉有不育症，秦氏死去所帶胎兒是賈珍的，故有“長房內滅絕無人了＂

之泣嘆。 

其四，亦有不少論者認為秦可卿形象兼備虛實二義。實義為賈蓉之妻，虛義

影射雍正娘娘；另說秦可卿的謎團後面還隱著賈敬夫人的實象，從賈母等多人的

口氣以及，“……一等寧國公家孫婦……賈門秦氏恭人之靈柩＂銘旌之辭看，絕

不像是對賈府最晚輩的稱謂，而是對三品恭人賈敬夫人的稱謂。 

其五，還有人認為秦氏不應死在十三回，應死在今本第七十六回“賞中秋＂

的晚上。 

    眾多的新奇的解說，分別從某一側面充實了天香樓疑案的探討內容，足見這

一命題的思路延伸之廣、之雜。同時也攪擾得天香樓疑案的偵探過程更趨複雜化。 

    人們對秦可卿形象的思想意義亦作了多角度的探討，褒貶不一。為大家廣為

接受的即是:通過寫“淫喪天香樓＂的秦可卿形象，暴露了這個鐘鳴鼎食之家，

翰墨詩書之族，實際上已成了藏汙納垢之地，從內裏己經腐爛了。從一個側面揭

示了封建制度與封建家族不可避免的滅亡命運。也有人認為秦可卿本身的淫蕩劣

跡不應予以太多同情；同時又有人認為她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形象，甚至還認為

珍秦二人的關系借鑒了《長生殿》中李隆基、楊玉環式的生死相戀的情節，具有

政治意義等等。 

    就其諧音意旨而言，清人之“情可輕不可傾＂，意在勸人戒淫，今人亦云：

“秦可卿頃刻盡也＂，象徵榮華富貴，顯赫威烈，稍縱即逝，頃刻散盡。 

四、劉心武的見解—“秦學＂的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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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心武對於《紅樓夢》的探佚不僅在秦可卿的角色上，還有對於人物妙玉太

虛幻境四仙姑、文本中其他學者所未重視的〈蘆雪庵聯詩〉以及「三春」說法，

都有其獨到的見解。 

劉心武一改對於秦可卿的探佚只限於她的死去，認為秦可卿的出身就有著很

不尋常的關係，並且牽涉到了皇族的權力鬥爭，這樣有真實的歷史做為佐證，使

得《紅樓夢》的真實背景更加清晰深刻。 

〈一〉獨到的歷史依據 

“畫樑春盡落香塵＂是曹雪芹在《紅樓夢》第五回裡概括金陵十二釵中排名

十二的秦可卿《好事終》曲的頭一句，也是對秦可卿這個人物命運的暗示。在清

康熙四十七年發生的政治事件「帳殿夜警」為開端直至清乾隆四年為止，作為之

後各論述或考證的基礎，也點明了要用政治歷史環境與《紅樓夢》情節的興衰相

合，讓大眾明瞭這樣的「真故事」。 

康熙皇帝在位十四年時就立二皇子胤礽為太子，當時年紀還不足兩歲，經過

精心的栽培，成為樣樣精通的人才。康熙常讚其“辦理政務，如泰山之固＂，這

樣看似穩定的政局，使得曹寅等權貴們對這個「見習皇帝」都十分擁護以保障自

家。直到康熙四十七年九月之後，康熙兩度廢掉胤礽，最主要原因就是康熙認為

“皇太子服御諸物，俱用黃色，所定一切儀注，與朕無異，儼若二君矣＂。這樣

長壽皇帝與太子隱忍的接班慾望，導致了他們父子君臣關係難保平衡的悲劇性結

局。 

康熙溺愛胤礽，使得胤礽的乳父凌普得以成為內務府主管，曹家也獲得江南

織造的肥缺，到了雍正即位，與曹家既無舊交情，又因其與廢太子關係甚篤，慘

遭抄家。直到乾隆即位，採取懷柔政策，讓曹家起死回生，有過三年美好的光景，

《紅樓夢》中第十八到第五十三回就是指乾隆第一年最好的光景，而五十四到七

十回是第二年，七十到八十回是第三年。但在四年爆發「弘皙逆案」，曹家中於

進退失據，發展到“好一似食盡鳥投林，落了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書中前半

段主要是探討秦可卿，以曹家當時的政治立場與書中的疑點來證明秦可卿的真實

身份。 

〈二〉秦可卿身世之謎 

認為《紅樓夢》中充滿謎陣，而又以秦可卿之謎最大。第一，秦可卿並不是

像書中所說是小小營繕郎秦業從養生堂抱回的棄嬰，而是有著不為外人道的極富

貴之身世，類似北靜王。第二，在皇族內部的權力鬥爭中，他的家族遭到慘敗，

他和他兄弟不得不用送以養生堂棄嬰的方式隱匿其真實身份。第三，賈家和他的

父母有著深厚的關係，故在遭逢巨變時，保護並將他們隱匿起來。第四，賈府沒

有道理直接去養生堂抱棄嬰，必須找一個合適的人物擔任這角色。第五，秦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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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賈府的好處，當時他恰好壯年無兒女，這樣領養不太引人注意。第六，秦業

抱的另一個男嬰可能確實因病死去，而秦可卿也沒多久就被賈府接走，在有大家

氣象的環境加以調教。第七，收養秦的決策有可能是賈代善的主意，而賈母貫徹

了這個意志，將秦視為“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第八，在收養秦可卿的過

程中，賈珍或許早就愛上她，而非是在秦嫁給賈蓉之後。第九，秦懂事後知道了

自己的真實血統，因此心裡根本沒有自卑自抑的因素。第十，“擅風情，秉月貌，

便是敗家的根本。＂秦確是“性解放＂的先驅，引誘尚處混沌的寶玉，也並不討

厭賈蓉，更愛公公賈珍。第十一，她成人後可能跟自己家族中的殘餘份子取得聯

繫，因而能總結出大家族徹底覆滅的慘痛教訓和得以喘息延續乃至起復中興的經

驗，這便是他臨死前托夢的依據。第十二，開始的故事背景，可能是秦家族擺脫

原有政治陰影，甚至開始給賈府帶來政治利潤，秦成了賈府中興的關鍵人物，賈

母們如此疼愛他，下人縱使不明真相，都必然對他恭敬有加，加上他的娛上歡下，

更成為賈府最有魅力的紅人。第十三，在此時發生“天香樓事件＂，造成賈府一

大衝擊“造卹開端實在寧＂、“家事消亡首罪寧＂，都是指她的死，堵死了通過

寧國府向他家族索取政治利潤的可能。第十四，秦可卿臥房的奇珍異寶，大概都

是他家族的遺物，那張唐伯虎手筆《海棠春睡圖》以往都是從淫意上解，但中一

再用海棠的枯榮作為家族衰敗復興的象徵。則那張則象徵著壞運將達到極點，好

運雖仍沈睡但可望開始甦醒。第十五，張友士的實際身份可能是政治間諜，諧音

是“有事＂、“有示＂，而天香樓是一個隱蔽的政治舞台。他所說的閉經情形，

遠遠不到大限。鳳姐對賈璉說“忽然蓉兒媳婦死了＂，不是果然是忽然，可見全

家對她的死亡都並無心理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