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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可待成追忆
———揣读林黛玉在贾府中的地位

⊙张 雯［太原五中， 太原 030112］

摘 要：在高中语文课本《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分析中，大家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林黛玉谨小慎微、寄人篱

下，她在贾家的处境令人担忧。但是纵观《红楼梦》全书，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本文试图从整部作品出发来客观还原

林黛玉在贾府的处境。
关键词：林黛玉 寄人篱下 受宠 积极姿态

张爱玲曾在《红楼梦魇》中提到此生三恨：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其实，对于红学发烧

友而言，《红楼》未完成的部分终是让人抱憾的，尽管脂砚斋曾在“红批”中显示后30回的创作已由曹雪芹完成，只是

最后在流传中丢失，但我们终究是要面对曹雪芹与高鹗共同写就的文字。不完美是客观存在的，成熟的人不是抱

怨生活，而是接受事实，并将现实开拓出无限的可能。与其终日哀叹不已，不如将红楼已有的精华反复品咂，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之后反倒有了另一番心得。
人教版教材（必修三）中选录了第三回《托内兄如海酬训教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一节文字，并命名为《林黛玉

进贾府》。对于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悟性极强、自尊自爱、敏感细腻、多愁善

感。而《语文（必修三）教师教学参考用书》在对林黛玉进行人物分析时提到“林黛玉美貌多情，体弱多病，生性敏感，

言行小心谨慎。……而林黛玉时时处处持这种谨慎态度，是她将要寄人篱下的思想反映”。再加上她一贯的美貌多

情，娇柔多病，“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别人耻笑了去”，难免让读者对林黛玉在

贾家的处境感到担忧。
粗看之下，按照人之常情去推测，似是有理，细读文本之后，确实可以在文本中找到几处依据。第一处是林黛玉

进贾府时看见：

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上有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又往西行了不多远，照

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角门。
对于初次登门拜访的林黛玉来说，贾家自要热情待客，而客仍要从偏门进入。这种做法似乎有悖于待客之道。
第二处是林黛玉初次拜见王夫人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本房内的

丫鬟忙捧上茶来。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这些丫鬟们，妆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亦与别家不同。……王夫人却坐在

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

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她上炕，她方挨王夫人坐了。
这是黛玉小心翼翼地揣度贾家的礼俗习惯，并试图保持一致，是她“将要寄人篱下的思想反映”。
第三处是黛玉初次在贾家吃饭时：

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

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

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

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
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

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

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
这气势、这氛围、这礼仪，无一不在体现这个膏粱锦绣之家的繁文缛节，又无一不在渲染这位“老太君”无上威

严的地位，同时表现林黛玉待人接物处处留心，时时留意。
然后是回答读书时前后两次答案的对比。
第一次是吃完饭，众人坐着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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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

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

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第二次是贾宝玉初见黛玉时两人的对话：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

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

些须认得几个字。”
在贾府，心思细腻的林黛玉时时留心每个人的举

动，揣度每句话的言外之意。在贾府生活以这样的方式

开始，无疑让每个人为林黛玉在贾府的处境捏了一把汗。
但是若对《红楼梦》全书作过相应了解的人却不难

发现这些论证细节与后文中的细节起冲突的地方。
在第七回中涉及周瑞家送宫花这个情节，周瑞将

花送至各个房中的姑娘们的手里，我们看到唯有林黛玉

一人要问：“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

呢？”她无意中得知这是最后两枝，却禁不住冤屈送花

人：“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在这个

细节中，我们看不到林黛玉有寄人篱下的心理，小说中

她的反应反倒是在以一个主子身份去表现她对此事的

不满，潜意识下言辞与前文众人分析的林黛玉初进贾

府时寄人篱下的心理定位无疑是矛盾的。
小说第三十回，宝黛二人怄气，凤姐奉贾母之命来

劝和，凤姐拉着宝黛二人到贾母处，“此时宝钗正在这

里。那林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回想贾家森

严的等级、繁文缛节的礼仪，黛玉却坐在贾母身边，这

样的描写从没有出现在迎春、探春、惜春与贾母的日常

生活中。还有小说第五十四回中，众人园中听戏时，听

到嬉闹到三更时分，贾母提议众人都到暖阁坐着，挤在

一处。小说中写道：

贾母便说：“这都不要拘礼，只听我分派，你们就坐

才好。”说着，便让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宝

琴、黛玉、湘云三人皆紧依左右坐下。向宝玉说：“你挨

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夹着宝玉。宝钗等

姊妹在西边挨次下去。
座次的亲疏远近直接折射的是情感上的亲近程

度。这是林黛玉受宠的表现，薛宝钗不会有这样的待

遇，嫡亲的孙女———三春也不会有这样的待遇。这些细

节都足以说明林黛玉在贾家备受宠爱，有着超越同辈

人的优越地位。
而林黛玉初次见王夫人的细节也值得我们拿出来

细细品鉴。在这样一个严格遵守封建统治秩序的大家

庭中，主客有别、长幼有序、排场讲究。如果要对这段文

字作一个客观的分析，必须摆脱断章取义的局限，将之

放到《红楼梦》全书中来考量。在《红楼梦》中，贾家涉及

的坐具共有炕、椅、小杌（小板凳）、脚踏、站着五个等

级，而且位次尊卑由高到低顺次排列。小说中另有章

节可以证明。在五十三回写到贾家在中秋节祭祖的仪

式，贾珍作为族长，祭祀完毕后，贾珍到贾母处：

乃是十五日，贾府开祠堂行朔望之礼。……
贾珍夫妻至晚饭后方过荣府来。只见贾赦、贾政都

在贾母房内坐着说闲话，与贾母取笑。贾琏、宝玉、贾
环、贾兰皆地下侍立。贾珍来了，都一一见过，说了两句

话后，贾母命坐，贾珍放在进门的小杌子上坐了，警身

侧坐。
这段其中的细节值得玩味，此处的“警身侧坐”不

是坦然而坐，也不是很踏实地坐在椅子中。它特指坐

这个小板凳的一半或一角。它传递出的是两个信息：一

是贾家真的是一个世家大族，礼节周全，贾珍进屋需拜

见屋中的每一个人，越是在公众场合，礼数越要周全，

包括坐姿也必须是严格合乎礼仪要求的；二是座次也

是按照尊卑秩序来排列，不能僭越，坏了礼数，而与座

次对应的坐具也就有了尊卑之分。贾母作为贾家中的

无上威权的偶像，自然是坐在屋子中最尊贵的位

置———炕上，而贾赦、贾政作为低一辈的人物，自然是坐

在紧挨着炕的椅子上，贾琏、宝玉、贾环、贾兰作为小辈人

物是地下侍立，而贾珍按照位分，只能是坐在小杌子上。
所以在上面的引文中，林黛玉初次拜见王夫人时，

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这是敬客之礼，而黛玉“度其

位次”“便不上炕”说明黛玉深知豪门世族的尊卑礼仪，

王夫人作为长者坐在炕上，自己断不能坐在与这同列

的位置。所以当林黛玉到了东厢三间小正房内时，见

王夫人坐在炕的西边下首，“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

人“再四推她上炕”，她没有坐在东边尊位上，而是紧挨

王夫人坐了。因为礼仪规定上，长者赐座晚辈必须要

坐。这一系列的心理及动作描写绝不是闲散之笔，作者

真是笔笔写出了世家大族的风范、气度和礼仪。
这段文字与其说明林黛玉有寄人篱下的心理，不

如说她是在用一种积极的姿态融入一个权势直达皇权

的贵族生活中去。
开头第一处的文字似乎更容易解释，小说在五十三

回提到过“大门正开”这个细节：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

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
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塞门，直到正

堂，一路大门正开。
刘金水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世家大族只有祭

祀、大婚时正门才会大开，其余时间皆是关闭的，所以，

林黛玉进贾府时从偏门进入是一种正常的待客之道。
那么，我们在开头部分中三、四两处看到的林黛玉

吃饭时对别人举动进行细致的观察，回答别人读书时

两次的不一致都迎刃而解了———这不是寄人篱下的

自卑心理的显现，她显然是在用一种积极的姿态融入

贾家的生活中。
所以，面对《红楼梦》，我们要用一种超越阶级的眼

光，接近贵族的情怀和眼光去看待文中人物的言行，才

能达到对作品内容的正确解读。晚年的（下转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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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一无所有，穷困潦倒，他唯一拥有

的便是过去经历过的繁华、温暖和美好的岁月。正如卖

火柴的小女孩一生中唯一带给她光亮的是擦亮火柴后

回忆起与奶奶相依偎的温暖的过往。曹雪芹也是如此，

能擦亮他光亮的就是过去的锦衣玉食，繁华的过往，是

世家大族的繁文缛节，这些回忆是他失去了一切也不

会忘记的。面对这样一部字字血泪的呕心之作，我们唯

一能做的，就是放下偏见，放下阶级，尽可能地理解他的

文字和文字中的情怀。正如我们对林黛玉在贾府处境

的分析，不要过早地用一种褊狭的阶级的方式给出定位，

慢慢读，慢慢悟。

作 者：张 雯，太原五中高中语文教师。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四）运用议论，以精炼的笔调来抒情

王西广的散文，无论是乡土题材的篇什，还是独语

体的文本，看似闲适散淡，但“个人主体”始终是话语的

中心，行文常有议论语句或段落出现，以凸显自我感

情。“就是这样过年，有人还替老百姓担忧，怕他们忘了

节俭，铺张浪费呢。每年春节期间，报纸上、广播里总是

不厌其烦地教育老百姓不要铺张浪费，要俭省过节，过

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菜鱼》中的这段话，夹叙夹议，在

看似闲适的叙事里闪出锋芒，讽刺个别领导不了解民

情、乱发政令。再如《挖栝楼根》《村小学》《禁烟》三篇散

文结尾的画龙点睛式的议论：“钱，不光能给人类带来

灾难，也能给自然界带来灾难。”“人类之幸福与美感不

但存于新鲜的事物中，还存于古老的陈旧的事物中。”
“大凡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事情，皆是因为缺乏‘认

真’。”这些议论少而精炼，褒贬之情隐含其中，体现出

散文语言的力度。
三、运用变化无方笔调
变化无方是谓变化灵活。这是从散文的外在形态

来判断其笔调运用的，指的是组织语言以散语为主，句

式变化无方。散文创作之组织语言，当然须以散语为

主，而变化无方至变化多姿，是散文笔调的一个重要美

学特征。王西广运用句式是变化无方的，即多种句式在

其笔下能被灵活运用。请看《看风筝》中的一段话：“他

们或站着，或坐着，或仰望空中的风筝，或海阔天空地

闲聊，神情萧散，意态从容，仿佛世外桃源中人。放风筝

的人，绝无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者，绝无腰缠万贯、妻妾

成群者，他们衣着朴素，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携一只

廉价的马扎，准时而来，准时而去。我想，只有这样的人

才会跑大远的路，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这在抢权

抢钱的人眼里可是巨大的浪费啊！掌权者最懂得权力

的好处，有钱人最知道金钱的神力，前者时时以权捞钱

且想窃取更大的权力捞到更多的金钱，后者天天以钱

生钱且想买得一顶乌纱帽遮风避雨永保平安。他们的

欲望日益见长永不满足，他们为欲望而喜而忧，而乐而

苦而死，他们无法散淡，无法悠然，无法亲近大地和天

空……”这段话里有长句有短句，作者将长短句结合，

长长短短，呈现出隐约的音乐美；这段话里有整句有散

句，作者将整句与散句相结合，让语言生动活泼而又节

奏鲜明；这段话里有单句有复句，作者将单句与复句相

结合，使语言既错落有致又气势贯通。“年愈长而性愈

淡，四十一过，恍然不惑。除了清风明月，这世上再没有

令我痴迷不已、苦苦以求之事物。官不迷之，钱不迷之，

色不迷之，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得失尽作天意观之，安

身立命，随其自然。虽无托钵云游之志，却有超然物外

之想。如此存世，岂不可喜哉？！东坡曰：江上之清风，与

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又曰：江山风月，本无

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如是观之，我所好之物无人争，不

迷之物任人争夺，所不自在处仅在无闲。‘闲者便是主

人’，欲为主人，何其难哉！游手好闲，无以果腹。既要果

腹，又欲自在，只能忙里偷闲，做片刻主人，据一时风

月。即使如此，我也不觉遗憾，较之世上穷人富人官人，

岂不幸哉？……”这段文字的语言没有过度“散化”。其

中有口语句式也有书面语句式，既活泼自然又严谨周

密。“虽无托钵云游之志，却有超然物外之想”中既有否

定句式也有肯定句式，“四十一过，恍然不惑”是常式句

式，“官不迷之，钱不迷之，色不迷之”是宾语前置的变

式句式。如此熟练地运用多种句式，将各种句式组合运

用，语言通顺生动，文章断中有续，散中见整，摇曳多

姿，富于文采，抒发了作者顺遂自然、恬淡自处的人生

态度，贯穿全篇的调子活泼自如、流利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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