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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哈斯宝《新译红楼梦》
翻译底本问题*

齐风华

内容提要:蒙古族翻译家哈斯宝将一百二十回本《红
楼梦》节译成四十回本的《新译红楼梦》，对其翻译底本历
来都是争论不休。本文通过《新译红楼梦》和一百二十回
本《红楼梦》之间跨语言的文字对比以及哈斯宝回批内容
与陈其泰《红楼梦》批语内容的比较，认为哈斯宝《新译红
楼梦》的翻译底本是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所评点的藤花榭
藏板，其评点思想也或多或少受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的
影响。

关键词: 哈斯宝 新译红楼梦 翻译底本 藤花榭
藏板

蒙古族翻译家哈斯宝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节译
成四十回本的《新译红楼梦》，然而其底本问题是历来争论
不休，却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
各方观点，陈岗龙教授曾撰文详细论述过，总结起来大致有
以下几个观点: 一、翻译底本可能是程甲本《红楼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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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巴·格日勒图教授在哈斯宝翻译底本问题研究的后期所
得出的观点① ;二、翻译底本是程乙本《红楼梦》。此观点是
巴·格日勒图教授早期探讨哈斯宝翻译底本问题时所提出
的观点。他认为，译文基本上与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程乙本《红楼梦》一致，且有些地方与藤花榭本、王希廉评
刻本、戚廖生本和程甲本相同② ; 三、翻译底本是王希廉评
本。持此观点的有巴·格日勒图教授、亦邻真教授。1979
年亦邻真教授提出“哈斯宝译文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评本
或藤花榭本”的观点;四、翻译底本是程甲本的翻刻本。巴
·格日勒图教授、亦邻真教授持此观点。巴·格日勒图教授
认为，哈斯宝的译文如果不是以程甲本为底本，那么“藤花
榭”版本的可能性大，不会是王希廉评本，但是没有进一步
详细论证这一观点;阿尔丁夫认为，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当
是程甲本的某一翻刻本，如果不是“东观阁”翻刻本，就是
“抱青阁”翻刻本，要么就是依据这两种刻本重刊的某一翻
刻本。③陈岗龙教授认为，“哈斯宝翻译的底本是程甲本的
翻刻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或本衙藏板本，而不是王希廉评
本”④。

导致翻译底本争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由于原著
《红楼梦》的底本问题本身就很复杂。《红楼梦》版本繁多，
堪称历来说部之最。据一粟《红楼梦书录》的著录统计，抄
本与印刻本总数达一百七十余种，而实际数量，当远不止
此;但是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明显，尤其是翻刻
本之间的差异更是如此。而且《红楼梦》的诸多版本还未
影印出版，一般收藏于各大图书馆古籍部或由私人收藏，参
考和借阅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哈斯宝对《红楼梦》不是全
译，而是节译，这也导致了不同版本之间对照的难度。加
之，有关哈斯宝及《新译红楼梦》的相关资料本来就很匮
乏，近年来也未发现新的研究资料。再有就是《新译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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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几种手抄本的落款识年均不相同，导致众多学者各持
己见，莫衷一是。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底本问题的确定，有助于我们思
考《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代。通过底本问题的确定，我们
可以大致推断出《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成书时间的推
算，又可以接着推断出“哈斯宝是谁”这一问题，有助于弄
清哈斯宝是否就是尹湛纳希或者是其家族成员中的某
一位。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底本问题的确定，有助于我们思
考哈斯宝文学评点思想及其评点方法的影响来源。哈斯宝
在其《红楼梦》回批中明确提到是受金圣叹的影响。金圣
叹的评点对哈斯宝的影响尤为深刻，是其评点方法和思想
的重要影响来源。那么，在《红楼梦》的评点上，哈斯宝是
否同时也受到过其他人的影响呢? 确定翻译底本，以进一
步考察同底本与译本同时期评点本及评点家对哈斯宝的
影响。

一、与程甲本和程乙本的比对

弄清《新译红楼梦》的底本问题，首先要确定其底本是
程甲本还是程乙本。这就需要将《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
程乙本进行严密的跨文字对照，看译本文字与程甲本和程
乙本哪一个版本更相似。

程甲本《红楼梦》即《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乾隆五十
六年辛亥( 1791 ) 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二十回。封面题
“绣像红楼梦”，扉页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
是程伟元主持、高鹗参与修订整理的第一个《红楼梦》木活
字印本，嗣后的所有梓印本，都是根据程甲本辗转翻刻。因
此，程甲本是早期抄本与后期梓印本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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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乙本《红楼梦》即《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乾隆五
十七年壬子 ( 1792) 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二十回。程伟
元、高鹗在辛亥本的基础上作了少量改订，全称为“乾隆
壬子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自胡适始将辛亥本和壬
子本简称为程甲本和程乙本，此后在《红楼梦》版本上就
此沿用。

清嘉庆、道光年间，许多书坊多依程甲本为底本翻印
《红楼梦》出售，数量多达数十种。而至 1927 年，上海亚东
图书馆才排印了程乙本，自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的 1982年之前，人们读到的大多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订
本。这就是研究者们所称的“程高本系统”。

胡文彬认为，程甲本、程乙本在三个方面有不同:一是，
时间先后不同，称辛亥年初印本为“程甲本”，称壬子年再
印本为“程乙本”;二是，程甲本无“引言”，程乙本则增加了
一篇“引言”，说明“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
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误”; 三是，更为重要的是两本在文
字上有很多不同之处。“据我的考察，程乙本对程甲本做
过大量的增、删、改，数字高达 21506字，其中前八十回就增
删了 155317字。”⑤《新译红楼梦》底本的考证过程中，将程
甲本与程乙本两者文字不同之处与《新译红楼梦》进行对
照，看《新译红楼梦》此处的文字与哪一本相同，由此断定
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具体对照如下:

程甲本《红楼梦》第三回“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
本名珍珠

獉獉
，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不中任使，素

獉
知
獉
袭人心地纯良，遂与宝玉”。这段文字在程乙本中是这

样的，“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蕊珠
獉獉

，贾母因溺爱
宝玉，恐宝玉之婢不中使，素日

獉獉
蕊珠心地纯良，遂与宝

玉”。对于袭人的本名除了程甲本作“珍珠”，在甲戌本、
庚辰本、脂评本中均为“珍珠”，而且在这句话的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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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甲本等诸本均唤“袭人”; 而在程乙本中则唤“蕊珠”。
程甲本中是“贾母素知”，程乙本中是“素日”。结合这些
改动再来看下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的译文为
“medekü”，即意为“知道”。译文与程甲本等诸本的“素
知”相似。《红楼梦》中丫鬟的名字都是作者精心构思设
计的，都有其深刻用意。如贾母的丫鬟叫鸳鸯、鹦鹉、珍
珠、琥珀、翡翠、玻璃。既有禽鸟命名，又以珍贵的把玩珠
宝来命名，可见丫鬟在贾母心中卑贱的地位和主人的最
贵身份。程乙本将“珍珠”改为“蕊珠”，显然是打乱了曹
雪芹富有匠心的艺术安排。对于程乙本的这一改动，张
俊等学者是这样解释的:蕊珠，诸本皆作“珍珠”。然珍珠
既已改名送人，而第二十九、九十六、一百十一回又复出
现或提及其名，似仍在贾母房中。程乙分别为两人，意在
弥补他本之疏漏。⑥这是不无道理的。因此在《红楼梦》
里既有珍珠又有袭人，二者似不是同一人。

《新译红楼梦》第二回中讲到林如海，哈斯宝的译文为
“今如海四十岁”。程甲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蒙府本都
作“今如海年已四十”，而程乙本却是“今如海年已五十”。
在 1975年出版的校对版的《新译红楼梦》中林如海的年龄
是“tɑbi”即“五十”。随后进行注释，说明这是编者在整理、
校对时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程乙本进行修
改的，在道光二十七年原底本中却是“düči”即“四十”。程
乙本为何对林如海的年龄进行修改呢? 《红楼梦》第三回，
林如海对黛玉说了一段话: “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
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汝父年已半百”就是五十岁的
意思。大概程乙本是同“半百”保持一致，而对林如海的年
龄进行修改了。在这一点上，《新译红楼梦》的文字与程乙
本不同。

《新译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在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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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时说“edüɡe dolurɑn nɑyimɑn nɑsulɑyrɑd”即“如今长
了七八岁”。在程甲本、藤花榭本、东观阁本、蒙府本等诸
本中均作“七八岁”，在程乙本中却是“如今长了十来岁”，
很明显这是程乙本对程甲本的改动; 而以程甲本为底本的
诸翻刻本却同程甲本保持着一致性。

程甲本《红楼梦》第二回中，“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
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
那些道士们胡羼”; 程乙本“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
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住在家里，只在都中城外和那
些道士们胡羼”。程乙本将原来的“又不肯回原籍”改为
“又不肯住在家里”; 《新译红楼梦》第二回中是“nutuy 
tɑɡɑn eɡekü durɑ üɡei ”，其意为“不愿回原籍”与程甲本等
诸本意义相同，与程乙本相异。

程甲本《红楼梦》第九十七回，“登堂行礼毕，送入洞
房。还有坐床撒帐等事俱是按金陵旧例”;程乙本中“登堂
行礼毕，送入洞房。还有坐帐等事俱是按本府旧例”。程
甲本和程乙本的不同之处为“金陵旧例”与“本府旧例”等
处。藤花榭本、东观阁本、双清仙馆本等程甲本的翻刻本都
与程甲本相同;这段文字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中是
“Jˇ inlinɡ-un qɑɡučin yosu-ber”译文意同“金陵旧例”。程乙
本将“回原籍”和“金陵旧例”修改为“住在家里”和“本府
旧例”，明显是有意在回避地点的问题，均采取模糊语代替
的方法。

此外能够证明《新译红楼梦》底本不是程乙本的例子
暂列一表以证观点，未能撷尽: ( ▲表示《新译红楼梦》译文
文字与《红楼梦》文字相同，△表示原文文字与译文文字有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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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程乙本对照表

译文与原文
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一回
第一回

edüɡe ene č ilɑru ur oron
dur eɡeɡsen tulɑ č i bide
qoyɑɡulɑ yɑɡun-du mün-
küJˇ inɡ quwɑn siyɑn zi-in
derɡede ɑbɑ č i Jˇ u ( 第 17
页)
▲

今日这石复还原处
獉獉獉獉你我何不将他仍带

到警幻仙子案前
( 第 94页)
▲

今日这石正该下世
獉獉獉獉我来特地将他仍带

到警幻仙子案前
( 第 11页)
△

第二回
第二回

qoyitu Jˇ il


bɑsɑ niɡen
ɡünɡzi trübei( 第 71页)
▲

次年
獉獉

又生了一位
公子
( 第 122页)
▲

隔了十几年
獉獉獉獉獉

又生了
一位公子
( 第 19页)
△

第二回
第二回

edüɡe dolur ɑn nɑyimɑnnɑsulɑrɑd( 第 73页)
▲

如今长了七八岁
獉獉獉( 第 122页)

▲

如今长了十来岁
獉獉獉( 第 19页)

△

第三回
第三回

uy-ɑčɑ ene si rn kmɡč
i münJˇ iɑ mü-düJˇ ɑruɡdɑJˇ u
üile čilkü ükin，čoqom
nereJˇ enJˇü( 第 138页)
▲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
母之婢，本名珍珠

獉獉

▲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
母之婢，本名蕊珠

獉獉△

第三回
第三回

ɑrbɑn dolurɑ nɑyimɑtɑi
debel mɑlɑɡɑi teɡsi
drben keüked irejˇü
seüke-yi erɡün emiyeɡed
inu jɑbɑrɑn-dɑɡɑn niɡenč
omorlir dɑbqur qɑrɑl  ɑn-
du xurüɡed seüke-yi tɑlbiǰ
u，olɑn keüked čm ɡɑrču
ečibe


( 第 103页)

▲

四个衣帽周全
獉獉獉獉

的十
七八岁的小厮上来
抬着轿子众婆子步
下跟随至一垂花门
前落下众小厮又退

獉獉獉獉獉了出去
獉獉獉

( 第 137页)
▲

四个眉目秀洁
獉獉獉獉

的十
七八岁的小厮上来
抬着轿子众婆子步
下跟随至一垂花门
前落下那众小厮肃

獉獉獉獉獉然退出
獉獉獉( 第 27页)
△

第三回
第三回

ükin dü( 第 133页)
▲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
姊妹
獉獉

我曾见过的
( 第 155页)
△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
妹妹
獉獉

我曾见过的
( 第 3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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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与原文
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三回
第三回

qɑručin tɑnil( 第 133页)
▲

心里倒像是旧相认
獉獉獉识

獉
，恍若
獉獉

远别重逢的
一般
( 第 156页)
▲

心里倒像是远别重
逢的一般
( 第 38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üküɡsen ɑmidu teɡri-yin
kesiɡ tur sitükü inumoqosi üɡei( 第 149页)
▲

求太老爷拘恩不尽
獉獉獉( 第 167页)

▲

求太老爷拘拿凶
犯，以扶善良，存殁
感激，大恩不尽

獉獉獉獉( 第 43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erkim kümün eɡeneɡte
umɑrtɑmɑtɑrɑi ( 第 150
页)
▲

贵人多忘事
獉獉獉獉獉

把出身
之地竟忘了 ( 第
167页)
▲

老爷怎么
獉獉獉獉

把出身之
地竟忘了
( 第 43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ruwɑizi-yin ükin
qudɑlduqui-du učɑrɑyɑd
( 第 155页)
▲

可巧遇见这拐子卖
獉獉獉了

獉
丫头

( 第 170页)
▲

可巧遇见这丫头
( 第 44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dčin nɑsun-u kiritɑi
( 第 166页)
▲

寡母王氏乃现任京
营节度使王子腾之
妹与荣国府贾政的
夫人王氏是一母所
生的姊妹今年方四

獉十上下
獉獉獉( 第 178页)
▲

寡母王氏乃现任京
营节度使王子腾之
妹与荣国府贾政的
夫人王氏是一母所
生的姊妹今年方五

獉十上下
獉獉獉

( 第 48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ümekeiJˇ oros( 第 169页)
▲

自谓花上几个臭
獉
钱

没有不了的( 第 179
页)
▲

自谓花上几个钱没
有不了的 ( 第 4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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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与原文
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十九回
第五回

Jˇ eɡeli düɡürenɡ kümünr
ɑiqɑldun mɑ rtɑl čɑJˇü yɑr
utɑi kɡ Jˇ imtɑi si boi，
busu ɡer kerkibe čü dɑr
ulɑrulɑn čidɑqu üɡei
kememoi( 第 225页)
▲

内中扬幡过会、号佛
行香，锣鼓喊叫之
声，远闻
獉獉

巷外。满街
獉獉上个个都赞好热闹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戏别人家断不能
獉獉獉獉獉獉獉有的
獉獉( 第 508页)
▲

内中扬幡过会、号
佛行香，锣鼓喊叫
之声，闻于

獉獉
巷外。

弟兄子侄
獉獉獉獉

，互为献
獉獉獉酬

獉
，姊妹婢妾
獉獉獉獉

，共相
獉獉笑语

獉獉( 第 215页)
△

第十九回
第五回

kelelčen iniyeldüJˇü
( 第 225页)
▲

( 宝玉) 先是进内去
和尤氏并丫头姬妾
说笑
獉獉

了一回便出二
门来
( 第 508页)
▲

( 宝玉 ) 先是进内
去和尤氏并丫头姬
妾鬼混
獉獉

了一回便出
二门来
( 第 215页)
△

第十九回
第五回

sü lü( 第 237页)
▲

李嬷嬷又问道这盖
碗里是酥酪

獉獉
怎不送

与我吃
▲

李嬷 嬷 又 问 道:
“这盖碗里是酪

獉
怎

么不送给我吃?”
△

第二十回
第七回

olɑn kümün( 第 298页)
▲

说的众人
獉獉

一笑湘云
忙回 身 跑 了 ( 第
556页)
▲

说的宝玉
獉獉

一笑湘云
忙回身跑了 ( 第
238页)
△

第二十一回
第八回

KeJˇ iye sɑyi qɑlɑqu bolbɑ
( 第 308页)
▲

还是这个毛病儿，多
獉早晚才改呢

獉獉獉獉獉
( 第 561

页)
▲

还是这个毛病儿
( 第 240页)
△

第二十一回
第八回

čiɡe bɑidɑl yosu kemJˇ iye
( 第 311页)
▲

袭人叹道姐妹们和
气也有个分寸礼节

獉獉獉獉也没个黑家白日闹
的凭人怎劝都是耳
旁风( 第 563页)
▲

袭人又叹道姐妹们
和气，也有个分寸

獉獉儿
獉
，也没个黑家白

日闹的! 凭人怎
劝，都 是 耳 旁 风
( 第 2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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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与原文
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二十二回
第八回

lüJˇ i en sortuJˇu eü tɑi ɑn
ɑrulɑ-yi
yekete sɑmɑrurɑrulursɑn
( 第 329页)
▲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
命宝钗点宝钗点了
一出鲁智深醉闹五

獉獉獉獉獉獉台山
獉獉

( 第 586页)
▲

至上酒席时，贾母
又命宝钗点，宝钗
点了一出《出门

獉獉
》

( 第 252页)
△

第二十三回
第十回

ɑrbɑnJˇ irrurɑn keseɡ
( 第 380页)
▲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
书来瞧从头看去越
看越爱不顿饭时将
十六出
獉獉獉

俱已完 ( 第
622页)
▲

黛玉把花具放下，
接书来瞧，从头看
去，越看越爱，不顿
饭时，已看了好几

獉獉出
獉
了( 第 270页)

△

第二十三回
第十回

bi üɡe keleJˇ ü tɑsiyɑrɑbɑ
( 第 381页)
▲

宝玉着了忙向前拦
住道好妹妹千万饶
我这一遭原是我说

獉獉獉獉错了
獉獉

若有心欺负你
( 第 623页)
▲

宝玉急了，忙向前
拦住道: “好妹妹，
千万饶我这一遭儿
罢! 要有心欺负你
( 第 270页)
△

第二十六回
第十回

küriyen-u doturɑ ɑrurlɑn
( 第 411页)
▲

( 晴雯 ) 正在
獉獉

院内
抱怨
( 第 703页)
▲

( 晴雯 ) 偷着在
獉獉獉

院
内抱 怨 ( 第 313
页)
△

第七十回
第二十三回

bi qɑrin čidɑqu üɡei
( 第 1034页)
▲

黛玉看毕笑道好新
鲜有趣儿我却不能

獉獉獉獉( 第 1926页)
▲

黛玉看毕，笑道好
新鲜，又有趣儿。
( 第 911页)
△

第九十四回
第二十九回

teɡün-i
kümün olɑn
( 第 1360页)
▲

贾环道他的玉在他
身上看见不看见该
问他怎么问我捧着

獉獉他的人多着咧
獉獉獉獉獉獉( 第 2593页)
▲

贾环道他的玉在他
身上看见不看见该
问他怎么问我你们

獉獉都捧着他
獉獉獉獉( 第 12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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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与原文
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九十七回
第三十一回

tüsiJˇü sɑndɑli dur
rɑrrɑrsɑn
( 第 1491页)
▲

贾母恐他病发亲自
扶他上床
獉獉獉獉

( 第 2686
页)
▲

贾母恐他病发，亲
自过来招呼着
獉獉獉獉獉( 第 1271页)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Jˇ i č i ɑrrɑ eri Jˇ ü Jˇ eɡün
küriyen-u kereɡ-i tursiqui
dur sɑyin
( 第 1611页)
▲

此时贾政魂魄方定
犹是发怔贾兰便说:
“请爷爷进内瞧老
太太再想法儿打听

獉獉獉獉獉獉东府里的事
獉獉獉獉獉

”
( 第 2869页)
▲

此时贾政魂魄方
定，犹是发怔。贾
兰便说: “请爷爷
到里头先瞧瞧老太
太去呢。”
( 第 1356页)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e looye mün
( 第 94页)
▲

薛蝌道说是平安州
就有我们那参的京
官就是赦老爷

獉獉獉
( 第

2875页)
▲

薛蝌道说是平安
州，就有我们，那参
的京官就是大老爷

獉獉獉( 第 1358页)
△

第一百九回
第三十四回

čilüɡe eriɡed
( 第 1693页)
▲

贾政着急，知病难
医，即命人到衙门告

獉假
獉
，日夜同王夫人亲

侍汤药
( 第 3159页)
▲

贾政着急，知病难
医，即命人到衙门
告诉
獉獉

，日夜同王夫
人亲侍汤药
( 第 1407页)
△

第一百九回
第三十四回

nidün emüne
( 第 1879页)
▲

就是不在我眼前
獉獉( 第 3221页)

▲

就是不在我跟前
獉獉( 第 1519页)

△

通过上面表格中的对照，可以发现程甲本与程乙本中
的文字略有不同，而《新译红楼梦》的文字多数情况下是与
程甲本保持一致。由此可以断定，《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
本不是程乙本，而是程甲本，或是程甲本的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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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程甲本及其早期翻刻本的比对

哈斯宝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不是程乙本，而是程甲本
或是程甲本翻刻本。这就需要进一步去考证程甲本及其翻
刻本。然而，程甲本的版本情况亦相当复杂。“乾隆辛亥
以后，许多梓印本出现面世。梓板一次付印的数量，远非手
抄时可比。书贾亦出于牟利计，翻印镌刻，风起云涌，版本
繁多则可想而知。读者得到《红楼梦》的机会，遂大大增
多，这部旷世奇书在读书界的影响，亦随之而更为扩大。此
书既经辗转翻印，于是，诸多印本中遂各有版本的异同。
同，其所据的底本，大都是程甲本及其翻刻本。异，梓板中
有书手或刻工的误植，主其事者间亦对个别字句作某些必
要或不必要的修改调整。因此，各梓印本的版本差异亦是
复杂的”。⑦程甲本各梓印本版本间的细微差别，成为确定
哈斯宝翻译底本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版本之间的对照，
将几个版本中的异文部分摘取，同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
进行文字对比，并对哈斯宝译文中与之对应的蒙古文再进
行汉译，比较哪个版本中的文字与之能够完全吻合，作为标
准来考察其底本的问题。

《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及其早期翻刻本对照表

原文与
译文回数

新译
红楼梦

程甲本
藤花
榭藏板

东观
阁本

双清仙
馆本

本衙
藏板

第一百十
九回
第 三 十
九回

Jˇüi ren
olurɑd
( 第 1920
页)
▲

只 是 他
们 的 宝
玉 中 了
獉 獉官

獉
( 第

3248页)
△

只 是 他
们 的 宝
玉 中 了
獉 獉举

獉
▲

只 是 他
们 的 宝
玉 中 了
獉 獉举

獉
( 第

3448页)
▲

只 是 他
们 的 宝
玉 中 了
獉 獉举

獉
( 第

3900页)
▲

只 是 他
们 的 宝
玉 中

獉了举
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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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与
译文回数

新译
红楼梦

程甲本
藤花
榭藏板

东观
阁本

双清仙
馆本

本衙
藏板

第七十回
第 二 十
三回

čüi yüJˇ i
čɑrɑsu
( 第 1031
页) ▲

去油纸
△

捶油纸
▲

捶油纸
▲

捶油纸
▲

捶油纸
▲

第 九 十
五回
第 二 十
九回

lin ɑn
wɑnɡ-un
yɑmun
( 第 1362
页)
▲

将 那 往
南 安 王
獉 獉 獉府
獉
里 去

听 戏 时
丢 了 这
块 玉 的
话 悄 悄
的 告 诉
了 一 遍
( 第 2617
页)
△

将 那 往
临 安 伯
獉 獉 獉府
獉
里 去

听 戏 时
丢 了 这
块 玉 的
话 悄 悄
的 告 诉
了一遍
▲

将 那 往
临 安 伯
獉 獉 獉府
獉
里 去

听 戏 时
丢 了 这
块 玉 的
话 悄 悄
的 告 诉
了 一 遍
( 第 2777
页)
▲

将 那 往
临 安 伯
獉 獉 獉府
獉
里 去

听 戏 时
丢 了 这
块 玉 的
话 悄 悄
的 告 诉
了 一 遍
( 第 3177
页)
▲

将 那 往
南 安 伯
獉 獉 獉府
獉
里 去

听 戏 时
丢 了 这
块 玉 的
话 悄 悄
的 告 诉
了一遍
△

第 一 百
十回
第 三 十
六回

rɑdɑnɑ
JˇobɑJˇu boi
( 第 1709
页)
▲

我 们 大
爷 和 珍
儿 是 在
外 头 乐

獉了 ( 第
2986页)
△

我 们 大
爷 和 珍
儿 是 在
外 头
罢
獉
了

▲

我 们 大
爷 和 珍
儿 是 在
外 头 罢

獉了 ( 第
3168页)
▲

我 们 大
爷 和 珍
儿 是 在
外 头 罢

獉了 ( 第
3596
页) ▲

我 们 大
爷 和 珍
儿 是 在
外 头
罢
獉
了

▲

第一百十
九回

第 三 十
九回

torɡubɑsu
bɑsɑ bü-
ɡüdeɡer-i
torɡurɑmoi
( 第 1902
页)
▲

要 发
獉
大

家都发
獉( 第 3236

页)
△

要 发 大
家都发

△

要 罚
獉
大

家都罚
獉( 第 3436

页)
▲

要 罚
獉
大

家都罚
獉( 第 3888

页)
▲

要 发 大
家都发
△

注:藤花榭藏板和本衙藏板未出影印本，因此未能标记页码。

《红楼梦》第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
贾家延世泽”中刘姥姥因惦记着贾府，叫板儿进城打听。
在程甲本和程乙本中板儿打听到的皆是“他们的宝玉中了
官”。而在其他诸翻刻本中却都是“中了举”。这一内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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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被翻译为“Jˇ üiren oluyɑd”即
“中了举”; 《红楼梦》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
偶填柳絮词”中得知贾政学政任满，准备回府，宝玉吓得赶
快补足功课。黛玉帮着宝玉写字，让紫鹃送去给宝玉，“宝
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去油纸

獉獉獉
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在

程甲本和程乙本中皆是“去油纸”，而在其他诸本翻刻本中
却是“捶油纸”;另外在蒙府本中是“老油竹纸”。在《新译
红楼梦》是“čüi yüJˇ ičɑyɑsun deɡere”即“捶油纸上”; 程甲
本《红楼梦》第九十五回中“王夫人知事难瞒又瞧瞧袭人怪
可怜的样子只得便依着宝玉先前的话将那往南安王府

獉獉獉獉
里去

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地诉了一遍”。“南安王府”在
《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则是“临安王府”。虽有“伯”
与“王”字的差别，然而小说中“临安伯”即“南安王”。在
《新译红楼梦》中其中关键的文字“临安”二字却是与藤花
榭本和东观阁本一致，而与程甲本不同。

由此可以确定，翻译《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不是
程甲本。在几种版本对照过程中，尽量选取一些能够切切
实实地证明其观点的例子。《红楼梦》版本众多，各个版本
之间又有着诸多差异。无论是《红楼梦》的手抄本，还是翻
刻本都会存在一些抄写错误和刻印错误。翻译本身是一种
创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发现明显的抄写错误或刻印
错误时不可能不去纠正而去照着错误的写法继续翻译。因
此笔者在对照不同版本时，原著与译著不同之处，尽量选取
那些名词、数量词等，这类词是译者不能根据原著的上下文
意义而进行改动的词语，尽量做到在版本对照上更具信服
力。即便可以改动，也不至于改得与翻刻本的其中某一本
恰能吻合。

哈斯宝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如果不是程乙本，也不是
程甲本的话，那么要考虑程甲本翻刻本的可能性了。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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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翻刻本版本纷繁复杂，据一粟先生在《红楼梦书录》中的
辑录来看，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有以下几大系统:本衙藏板
本、东观阁刊本、金陵藤花榭刊本，还有王希廉评本( 《新评
绣像红楼梦全传》、双清仙馆刊本，1832 年) 。在早期的翻
刻本中存在诸多其他书肆、书坊的翻刻本，如抱青阁刊本、
三让堂刊本、桐花凤阁刊本，等等都属于本衙藏板本、东观
阁和藤花榭本系统。

本衙藏板本，扉页有题记，背面题作“新镌全部绣像红
楼梦本衙藏板”( 1799年) ，首程伟元序，次高鹗序，次目录，
次绣像，后正文。正如其题记所说: “《红楼梦》一书，向来
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原璧。但原
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校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
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釐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
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也。”⑧东观阁
刻本系统，《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是《红楼
梦》早期刻本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本子，也是《红楼梦》众多
刻本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版本。东观阁本初刻本之后，
还有东观阁嘉庆十六年( 1811) 本、藤花榭刊本。金陵藤花
榭本系统( 1818 年) 是继东观阁本之后，受“程甲本”影响
而出现的一个刻本，其扉页题“绣像红楼梦 藤花榭藏板”。

程甲本与程乙本两个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已有诸多
研究分析，而对程甲本及其早期翻刻本的版本差异少有研
究。程甲本早期翻刻本中东观阁评点本《东观阁本·新增
批评绣像红楼梦》于 2004 年 10 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
版发行。本衙藏板本和藤花榭藏板至今未出影印本。本衙
藏板本今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杜春耕先生自藏一部”⑨。
而藤花榭本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图书
馆，“杜春耕先生藏书中有一部藤花榭刊本”⑩。

现将《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的文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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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结果列入表格，方便对比其异同:
《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对照表

程甲本翻刻本
回数与《新译
红楼梦》回数

新译
红楼梦

藤花榭
藏板

东观
阁本

双清
仙馆本

本衙
藏板本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tɑnɑ ɑrbɑn
rurbɑn
kelkiye( 第
1649页)
▲

珍珠 13掛
▲

珍珠 13 掛
( 第 3041
页)
▲

珍珠 12 掛
( 第 3459
页)
△

珍珠
13掛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ulɑbɑr
nekei qori
( 第 1649
页) ▲

酱色羊皮
20张
▲

酱色羊皮
20 张 ( 第
3042页)
▲

酱色羊皮
30 张 ( 第
3460页)
△

酱色羊皮
20张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kbnɡ-tɑi
Jˇ iɑtɑi dɑnɡ
ɑ debel
( 第 1650
页)
▲

棉夹单纱
獉绢衣三百

四十件
▲

棉夹单纱
獉绢衣三百

四 十 件
( 第 3043
页)
▲

棉夹单绢
衣三百四
十件 ( 第
3461页)
△

棉夹单纱
獉绢衣三百

四十件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nɡe buri-
in ( 第
1650页)
▲

各色
獉獉

粧蟒
三十四件
▲

臽色
獉獉

粧蟒
三十四件
( 第 3043
页) △

各色
獉獉

粧蟒
三十四件
( 第 3461
页) ▲

各色
獉獉

粧蟒
三十四件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ɡerte-e č e
rɑrɑl üɡei
( 第 1610
页)
▲

余俱散收
禁内
獉獉▲

散收宅内
獉獉( 第 3044

页)
△

余俱散收
禁内
獉獉

( 第
3462
页) ▲

散收宅内
獉獉△

第九十五回
第二十九回

lin ɑn
wɑnɡ-un
yɑmun
( 第 1364
页)
▲

将那往临
獉安伯府

獉獉獉
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一遍
▲

将那往临
獉安伯府

獉獉獉
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 一 遍
( 第 2777
页)
▲

将那往临
獉安伯府

獉獉獉
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 一 遍
( 第 3177
页)
▲

将那往南
獉安伯府

獉獉獉
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一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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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甲本翻刻本
回数与《新译
红楼梦》回数

新译
红楼梦

藤花榭
藏板

东观
阁本

双清
仙馆本

本衙
藏板本

第一百二十回
第四十回

qoinɑ
eɡun-i
üJˇ eɡed
( 第 1989
页)
▲

后
獉
见了这

本传奇
▲

后人
獉獉

见了
这本传奇
( 第 3541
页)
△

后
獉
见了这

本传奇
( 第 3941
页)
▲

后人
獉獉

见了
这本传奇
△

注:藤花榭藏板和本衙藏板未出影印本，因此未能标注页码。

《红楼梦》一百五回中贾府抄家清单中对于其中“珍
珠”的掛数各个翻刻本中是这样的: 双清仙馆本中是 12
掛;藤花榭藏板、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中均是 13 掛; 该清
单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是“tɑnɑ ɑrbɑn rurbɑn
kelkiye”即“珍珠 13掛”。

在“酱色羊皮”的数量上: 双清仙馆本中是 30 张; 藤花
榭藏板、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中均是 20 张;该清单在《新
译红楼梦》中是“ulɑbɑr nekei qori”即“酱色羊皮 20”。

除了清单的数量在各翻刻本中有所不同，还有在物品
的名称上也稍有差别:有一种“绢衣”在双清仙馆本中的修
饰语是“棉夹单”，而在藤花榭藏板、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
中均是“棉夹单纱”，双清仙馆本少了一个“纱”字。在《新
译红楼梦》中是“kbnɡ-tɑiJˇ iɑ-tɑi dɑnɡ ɑ debel”即“棉夹
单纱绢衣”。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清单物品的数
量上，还是从清单物品的名称表述上，双清仙馆本都与《新
译红楼梦》中的文字表述有出入，却与藤花榭藏板、东观阁
本、本衙藏板本吻合。由此可以排除双清仙馆本作为《新
译红楼梦》底本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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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藤花榭藏板之间的联系

底本的考证过程中，《新译红楼梦》的文字与程甲本早
期翻刻本的相似度极高，这就需要进一步考证与哪一翻刻
本最接近。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新译红楼梦》与程甲
本早期翻刻本之间的联系，即文本文字对照和哈斯宝回批
内容的比较等两个角度来进行。

(一) 《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的文字对照
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小说结尾处有一句话，在东

观阁本和本衙藏板本中均作“后人
獉獉

见了这本传奇”，而在藤
花榭藏板中是“后

獉
见了这本传奇”。在《新译红楼梦》第四

十回是“qoinɑ eɡun-i üJˇ eɡed”即“后
獉
见了这个( 传奇) ”。与

藤花榭藏板相同，只有“后”，少了一个“人”字。哈斯宝《新
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与藤花榭藏板接近。

《红楼梦》一百五回中锦衣军查抄登记完物件之后，命
人看守贾琏，并下令“余俱散收宅内

獉獉
”。在东观阁本和本衙

藏板本中均为“散收宅内
獉獉

”; 在藤花榭藏板中是“余俱散收
禁内
獉獉

”。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是“ɡerte-eče rɑrɑl
üɡei”。这里的“rɑrɑl uüei”意思即为“不让出去”“禁止出
去”的意思，有种命令的口气，与汉语中的命令禁止做某些
行为的语气很相似。而“散收宅内”如果蒙译的话应该是
“ɡer-tü qoriJˇ u tɑlbi”。这里如果用蒙古语的“格”来解释的
话更加容易辨别:哈斯宝译文中的““gertes”是在“ger”( 即
“宅”“家”之意) 字的后面附着了蒙古语的两个格即“-tu”
和“-eče”，分别是向位格和从比格。其中向位格表示方位
和处所，相当于汉语的“在”。从比格用于表示出发点、来
源以及比较、对照时使用，相当于汉语的“从”。这一从比
格“-e č e”在蒙古语中就叫“rɑrqu -in teyin ilrɑl”，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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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ɑrqu”恰好与哈斯宝译词中的“rɑrrɑl”是属于同根词。言
而总之，哈斯宝译文中的译词同藤花榭藏板的意思最吻合。

前文表格中除了藤花榭本在所有比较点上都与《新译
红楼梦》保持一致外，其他翻刻本却或多或少都有些出入。
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间大致相似，加之《新译红楼梦》又
是节译本，因此，往往在诸翻刻本之间有差异的地方，恰好
是哈斯宝删节没有翻译的部分，这就造成了在底本考证问
题上的难度。

(二)哈斯宝回批内容的对照
上述研究是《新译红楼梦》与藤花榭藏板在文本文字

上的对照，另外，除了文字对照之外，从哈斯宝的《新译红
楼梦》回批中，也可以看出《新译红楼梦》与评点本藤花榭
藏板的评点内容有诸多相似之处。经查阅，国家图书馆古
籍馆藏有白话本藤花榭藏板和评点本藤花榭藏板。经对
照，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中有诸多地方与国家图书馆
馆藏的陈其泰评点本藤花榭藏板的批语近似。

哈斯宝批语与陈其泰批语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
第一，体现在二者观点一致; 第二，体现在二者所评文本细
节一致;第三，哈斯宝的批语似乎在反驳某一观点，其反驳
之处恰好是陈其泰批语中所评述过的观点。下面对上述三
点进行详细解析:

第一，二者观点一致。哈斯宝与陈其泰批语中有诸多
相似的观点，无论是对小说人物的评价及态度问题上，还是
在文章写作手法的评论上，都提出了近似的观点。

1．“扬黛抑钗”是哈斯宝与陈其泰对小说人物所持的相
同态度。哈斯宝在回批中极力赞扬林黛玉，赞美她才貌无
双，同情她自小离开父母寄人篱下，欣赏她冰清玉洁，理解她
敏感多愁，并在林黛玉含恨归天后，为其特别创作弔文寄托
无限哀思，并引以为“知己”。而对薛宝钗则是极力地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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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她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极好极忠厚的人，但实际上却是极有
心计，恶极残极的奸佞之徒。认为她是僭夺木石之盟的奸诈
小人，真可谓是对其深恶痛绝;同样，陈其泰也非常欣赏黛
玉，同情黛玉，处处为其辩护。他认为宝黛同心，两人心心相
印，是天仙化人，“非美色所得而间，非柔情所得而动，非毁誉
所得而惑，非生死所得而移，亦非食人间烟火者所得而领会
也”瑏瑡。认为宝钗是纯乎人欲而汩没天性者，“假道学，是宝
钗一生欺人处，亦是宝钗一生占便宜处。”瑏瑢黛玉同宝钗两相
比较“黛玉实心人，竟不知宝钗之奸”瑏瑣。

2．二人都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个阵营。哈斯宝认为，
同志相谋，同恶相党。由此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善与恶两个
阵营。其中善的阵营中有林黛玉、贾宝玉、紫鹃、探春等人，
这一阵营中的人物是宝黛爱情坚定的守护者和忠实的拥护
者。哈斯宝对这一阵营的人物非常欣赏，充满了钦佩之情，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她们发自内心的赞赏;在恶的阵营中则有
薛宝钗、贾母、袭人、凤姐、王夫人等人。这一阵营的人物是
宝黛爱情的僭夺者和破坏者。她们奸诈狡猾，机关算尽，善
于玩弄权术，最终造成宝黛爱情的悲剧命运。哈斯宝认为这
些人物表面上看去都好似极好、极善的人，可内心却是无比
的奸狡，是非常可鄙的。因此，在其回批中时常揭露她们的
恶行，不断提醒读者不要被其表面现象所蒙蔽。

陈其泰也将小说中的人物划分为两大类。宝玉、黛玉、
晴雯、妙玉诸人为一流人物，陈其泰认为:这些人情感率真，
行为不流凡俗，不失为圣贤之人。他极力称赞黛玉“清操
如玉”“神清”; 认为晴雯虽有些任性，但不计较利害得失，
是率性而为者;认为妙玉是宝玉的知已，二人皆性情纯洁，
因此是可以心心相印的神交，二人的关系已是超越男女私
情的纯乎天性的关系。陈其泰又将宝钗、王熙凤、袭人等列
为另一类人物，尤其对宝钗批评得十分严厉。他认为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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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起于薛家捏造惑人。宝钗是善于权术的“假道学”，
只为图谋婚事而机关算尽倾轧黛玉的“禄蠧”“小人”;与黛
玉相比是“纯乎人欲而汩没天性”的大“俗人”。

3．鸳鸯是宝钗和宝玉婚姻的促成者。哈斯宝在《新译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回批中认为，宝钗亲自祭拜鸳鸯的一
个原因是，“报答鸳鸯帮他成就婚事”瑏瑤。陈其泰认为，黛玉
和鸳鸯性情不和，如果二人性情相投的话，贾母必会知道宝
玉之心只属黛玉一人了; 之所以性情不投，故鸳鸯党附宝
钗，继而促成宝钗婚事。“鸳鸯为凤姐之党，亦只知逢迎王
夫人，以彼在老太太前言听计从。倘能为黛玉圆全，如紫鹃
之劝黛玉，则老太太爱怜宝玉、必成宝玉之愿。且爱怜黛
玉，亦必喜黛玉之归于宝玉。老太太果然出口作主。王夫
人虽欲定宝钗，亦未便强拂老太太之意矣。无如鸳鸯与黛
玉性情亦复不投，且不能深知宝玉之心，故亦党附宝钗。以
致老太太不以黛玉为念，而任凭王夫人聘定宝钗也。”瑏瑥

4． 宝钗是宝黛之盟的僭夺者。这也正是二人“扬黛抑
钗”的主要原因。陈其泰认为，宝钗是为宫选一事来到都
城，住进贾家的，“而到京以后，并不报名听选，岂非一见宝
玉，便不思入宫耶?”瑏瑦见宝玉与黛玉“亲厚”，于是造出金玉
之说“摇惑众心”，终达成心愿; 哈斯宝也同样质疑过宝钗
是进京等待宫选一事，“这时为何一字不提此事了? 凭宝
钗这等才华容貌，难道说未能入选? 这是何人之过，读者为
何不察?”瑏瑧他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薛宝钗见宝黛二人情
谊深厚，便想方设法僭夺宝黛之盟，最终亦得偿所愿。

5．知己说。哈斯宝认为宝玉和黛玉，一个是才子，一个
是佳人，才子佳人可互为知己。紫鹃忠诚体贴，处处替黛玉
着想，是黛玉最为知心的“姐妹”，是黛玉的另一知己。除
此之外，译者本人也是黛玉的另一知己。在黛玉离世后，译
者难掩悲痛之情，特为黛玉撰写了一篇寄托哀思的诔文。



也
谈
哈
斯
宝
︽新
译
红
楼
梦
︾翻
译
底
本
问
题

257

译者公然出现在其译文中，并在诔文中将黛玉视为知己，充
满了对黛玉的钦佩和仰慕之情。另外，译者又将《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引为知己，并基于此翻译了其小说;陈其泰也认
为，宝玉同黛玉心心相印，“纯是天性，绝无人欲”，自是知
己。妙玉也是宝玉的知己。妙玉是“黛玉一流人”，“夫宝
玉之性情，舍黛玉谁能知之。而妙玉独能相契于微，则亦黛
玉之下一人而已”瑏瑨。

另外两者对文章的写作手法也有类似的观点，如“宾
主之说”“图影之道”，宝钗形象的塑造方法等方面都有近
似的论断。

第二，体现在二者所评文本细节一致。哈斯宝和陈氏
不约而同地都在回批中评点了相同的情节，而且其评语也
惊人地近似。如袭人装睡、宝钗宫选、宝钗同婢女赏鉴通灵
宝玉，等等。下面就将两者对照情况用表格列出。

哈斯宝与陈其泰回批中共选的文本情节与批语对照

《新译红楼梦》回批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
批语内容 页码 批语内容 页码

袭人装睡

读《红楼梦》的人都说
袭人是第一等好人。
我看，再没有比她更精
通奸计诈术的人了。

38
袭人轻狂处，亦只闲闲
一笔，使读者冷眼看出
其平日之伪也。

71

宝 钗 宫 选
一事

宝钗之来是等待宫选
的，这时为何一字不提
此事了? 凭宝钗这等才
华容貌，难道说未能入
选? 这是何人之过，读
者为何不察? ……薛宝
钗是在林黛玉之后来
的，见宝黛二人情谊深
厚，便想方设法僭夺宝
黛之盟。上对贾母、王
夫人谄谀备至，下对仆
妇丫鬟笼络讨好。因为
妒嫉宝玉对黛玉的爱
情，她费尽心机。

37

宝钗为待选而来，自是
禄蠧一流人物。而到
京以后，并不报名听
选，岂非一见宝玉，便
不思入宫耶?
宝钗一觉宝玉与黛玉
亲厚，即有金玉之说，
摇惑众心矣。

5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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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红楼梦》回批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
批语内容 页码 批语内容 页码

宝钗与婢女
莺儿赏鉴通
灵宝玉

因为妒嫉宝玉对黛玉
的爱情，她费尽心机，
故意要赏鉴那块玉，笑
脸看着婢女，让婢女说
出同自己金锁上的话
是一对儿。写这等情
节，令人觉不出她的奸
诈狡猾，回目上也只写
“巧合”二字，就这样
却淋漓尽致地揭出了
她是何等奸狡。

37

先要看玉，以便卖弄金
锁也。金锁尚未造成，
故未赏鉴此玉。金则
有意要牵合金玉二字
耳……非宝钗一问，何
以引出此语耶? 写慧
婢聪明，凑趣如画，然
用计亦显然……主婢
二人，暗中会意，语语
入扣，恰到好处而止。

69—70

猜灯谜贾母
将荔枝喻作
猴子

贾母将荔枝比作猴子，
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
猴子。

45

此谜甚劣，贾母不应如
此。荔枝鲜红光润，如
何似猴子耶。北方人
只 见 干 荔 枝，故 云
尔也。

102

为 宝 钗 作
生日

黛玉来这里已经过了
几年，宝钗来了才一
年。可是不闻曾为来
此已阅数载的黛玉过
生日，为什么给才来一
年 的 宝 钗 作 生 日?
……就因宝钗得了上
谄贾母、凤姐等人，下
则取悦仆妇丫鬟之力。

44

自金锁出现之后，渐渐
林冷而薛热矣。此回
说老太太喜他稳重平
和，破格庆寿，则合府
之耳目心思，皆可知
矣。从此步步写宝钗
占 胜 处，黛 玉 能 不
病乎。

100

凤姐说茶事

王熙凤戏谑之间借着
送茶叶说了那几句话，
使读者觉得宝黛姻缘
已定不可移，以为作者
构思就是如此。书中
诸人也该这样作想。
后来突然折转，无意中
生变，而且变得端端在
理，这是何等之奇。

49

凤姐可恶，明是违心之
谈，不过随口绰趣而
已。宝钗深知，故曰诙
谐。黛玉闻凤姐之言，
却稍慰于心，故绝不嗔
怒。只含羞默坐耳。
而岂知凤姐早已心向
宝钗哉……宝钗自知
已占胜者，亦复随口笑
谑以簸弄之，而两玉且
闻言心喜，以为心愿可
遂，深可怜也。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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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哈斯宝评点中有些批语明显带有反问的语气，
似乎是在反驳某一观点，其反驳之处恰恰是陈其泰批语中
所评述过的观点。如果说二者持有相似的观点以及共同选
择同一文本情节进行评点，可以理解为纯属巧合之举或英
雄所见略同，还不足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影响和被影响关
系的话，那么下面将进一步论证二者之间的联系。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第十二回的回批中有这样一
段批语: “第三回中就有老夫人接来外孙女，这岂无用意?
至今宝黛二人都已省得人事，还令他们挤在一处，手接足
触，难道不知雏大将鸣，花开送香的道理? 这个罪过不归老
夫人还能归谁? 有人说

獉獉獉
，老夫人原打算让宝黛二人先通私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情
獉
，后才正娶
獉獉獉獉

，罪过就更重了。亏得颦卿之志如松子之坚，
否则一旦失足，又该如何? 老猴子何等可鄙! ”瑏瑩这里“有人
说”也没有注明到底是谁说的，但是其反驳之意非常明显
且强烈。在陈其泰的批语中可以看到类似于这一“有人
说”的原话: “贾母老年人，自有斟酌。二玉同在园中，所以
放心者，以为他日总要在一块儿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妨尽着搁在一块儿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耳
獉
。”瑐瑠可以看出哈斯宝回批中反驳的观点恰是陈氏为贾母

辩解的观点。陈氏认为，贾母是极疼爱黛玉的，本希望宝黛
二人将来能够在一起，聘宝钗非贾母之意，是王夫人及凤姐
极力撮合之结果。陈氏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贾母的同情与辩
护。而哈斯宝在此问题上与陈氏恰恰相反。他认为贾母
“性情不定”，今日亲了这个，明日疏了那个，是宝黛爱情的
破坏者之一，对其充满了厌恶、憎恨。哈斯宝很可能是看到
陈氏为贾母辩护的这段话语，很是不能赞同，于是在回批中
予以驳斥。而且对陈氏这段话的两层意思都予以了反驳:
二玉同住一处无妨;日后二人定有婚配。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六回的回批中对鸳鸯
之死有这样评论:鸳鸯之死，“贾母非死于仇敌，何义可尽?
贾母非其夫君，何节可殉? 果真感恩，思求报答也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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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殉死? 故不能说是大义大节
獉獉獉獉

”瑐瑡。而在国家图书馆所
藏藤花榭评点本的一百十回的回批中评价鸳鸯为“至忠至

獉獉獉
孝
獉
”。虽在用词上有些差异，但藤花榭本却很明显是在褒

奖鸳鸯，肯定其行为。王希廉在评价鸳鸯殉主时则评价其
行为“固是义气，亦是怨气”瑐瑢。不论是藤花榭藏板批语还
是王希廉批语，其态度则都是很明显是在肯定鸳鸯的行为。
而哈斯宝似乎很不能苟同这些说法，从而进行反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绣像红楼梦》( 藤花榭藏板)
的白话本和评点本。共 4 函，每一函套内的册子上依次各
标有“文”“采”“风”“流”一字，共 28 册，线装本，每行 24
字，共 11行。评点本的一百二十回结尾处标有“桐花凤阁
主人评，墨禄斋主人手录”字样，每回的回目下方都有朱红
印章，未识。桐花凤阁主人为清代陈其泰。据刘操南先生
考证，陈其泰生于清嘉庆五年庚申( 1800) ，卒于同治三年
甲子( 1864) 。字静卿，号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十七
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五岁撰《弔梦文》，后列陈评之首。
“至道光廿二年，陈氏四十三岁时，手评逐渐写定。”瑐瑣关于
陈其泰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张庆善也认为，“二十五岁
( 道光四年，1824) 开始写评，用了将近二十年，到四十三岁
的时候( 道光二十二年，1842) 才全部写完。”瑐瑤从时间上来
看是早于哈斯宝“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起撰”( 1847 年)
的时间。据刘操南先生讲今余所见，非抄本，亦非过录本，
而是陈氏的手稿本，现藏杭州市图书馆。瑐瑥一粟先生于《红
楼梦书录》中记载: “陈其泰评，墨禄斋抄本，一百二十回。
未见。……民国二年( 1913) 赣宁乱定，棣孙族叔返江宁，
于旧书肆中购得藤花榭本，有墨禄斋主人手抄斯评。爰借
录一通，分为十二卷，题曰‘桐花凤阁红楼梦评’。”瑐瑦经翻阅
对照，国家图书馆所藏藤花榭评点本与一粟先生所记载的
本子又有所区别。陈氏手稿本同国家图书馆所藏藤花榭评
点本，其批语文字虽大体相同，但亦有些出入。如上文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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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关于鸳鸯的评价，墨禄斋主人手录稿中是“至忠至
孝”，而在陈氏手稿中则是“愚忠愚孝”瑐瑧。哈斯宝所看到的
很有可能是墨禄斋主人手录本，而非陈氏手稿本。

结语

经过上述对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
本之间严格细致的版本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新译红楼
梦》的底本与程甲本、程乙本文本文字有诸多不同之处，又
与程甲本翻刻本中的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和王希廉评本
( 双清仙馆本) 也有诸多不同，因此，可以排除哈斯宝《新译
红楼梦》的翻译底本不是程甲本、程乙本，也不是程甲本翻
刻本中的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和王希廉评本 ( 双清仙馆
本) 。通过对照还可以看出，哈斯宝翻译所据底本文字与
回批内容同程甲本翻刻本中的藤花榭藏板很相似，因此，哈
斯宝翻译的底本是程甲本翻刻本中的桐花凤阁主人评点的
藤花榭本，其评点思想或多或少受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的
影响。

《新译红楼梦》版本的确定，有利于解决早期对哈斯宝
翻译底本问题的争论。通过版本的确定，可以据此推论哈
斯宝所生活的大致年代，有助于考证“哈斯宝是谁”这又一
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判断《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
代，有利于合理判断哈斯宝评点思想和艺术主张的影响来
源以及艺术旨趣独立性的评价。

* 本文系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哈斯宝《新
译红楼梦》与其翻译底本的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
17CZW06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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