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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叛逆的性格却生活在封建的时代，他们是腐朽制度下奋起反抗者的化身和

代表，他们的感情也是一个爱情悲剧。这也是红楼梦的主线和主要线索之一。在曹雪芹笔下，悲剧的根源有两方

面：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宝黛的性格与思想。宝黛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这是封建礼教和制度所不能容忍的爱

情悲剧，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不容忍的忤逆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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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华

论宝黛的悲剧爱情

《红楼梦》的第九十八回是不

寻常的一回，在这一回中，林黛玉

结束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黛玉这个艺术人物，是曹雪

芹用生命的感悟塑造出来的，让

无数人为之一震！初识黛玉，也许

会让我们最先联想到类似于莎士

比亚的悲剧爱情。《红楼梦》以宝

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四大家

族的衰败为载体，呈现了清朝中

期的社会百态，也掺杂了封建社

会必有的阶级斗争，痛斥了封建

阶级的丑恶嘴脸。本文以前人的

研究为参考进一步剖析谜一样的

宝黛爱情。
一.空前的爱情绝唱

宝黛的爱情，从开始就是一

场悲剧：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

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

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

案，到底意难平。
在封建上层社会，门当户对

的观念根深蒂固。曹雪芹参透了

这一现象，也了解这给封建妇女

带来的悲惨遭遇。
《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部

流传已久的爱情戏曲对《红楼梦》
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厢

记》的辞藻优美，情节自然，全剧

如诗如幻、无与伦比；《牡丹亭》中

描写女子伤春的《惊梦》更是千古

绝唱，曹雪芹深受影响，运用自己

独 到 的 见 解 开 创 了 一 个 新 的 世

界。
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的爱

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

的基础上，红楼梦第一次明确提

出来的这个爱情原则直至今天仍

然是通用的，这也是它成为伟大

作品的原因之一。这种新潮的爱

情观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属

于未来。
二.社会、命运悲剧

“在伟大的艺术家们的身上，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象是

结合在一起的。”曹雪芹也是如

此。《红楼梦》中处处折射着封建

社会现状，也不无大胆的想象色

彩：绛珠仙草林黛玉为报答神瑛

侍者贾宝玉的甘露之恩，遂与贾

宝玉一同下凡，而女娲补天所剩

玉石也成了贾宝玉出生时所含玉

石。
在传统观念里，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向来是正统，婚姻从来不

是你个人的自由。薛宝钗出身名

门、端庄淑秀，是封建正统思想忠

实的信奉者，薛贾两家门当户对，

宝钗也自然成了宝玉妻子的不二

人选。贾宝玉生来叛逆，科举八股

入仕，他一概反对，这与男尊女卑

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但他却得

到了黛玉的支持，与此同时黛玉

也爱上了他。黛玉羁傲不逊、为人

清高，摒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古训，与宝玉的性格十分吻合，但

也正是这样的价值观为宝黛的爱

情悲剧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林黛玉幼年丧母，小小年纪

便进入贾府。她步步留心，唯恐犯

错，看惯世事沉浮，体遍人情冷

暖，也为她的性格抹上了悲剧的

色彩。“金玉”纠葛是宝黛爱情生

活中不可翻越的一道坎,也是他内

心深处不可摆脱的重压。贾宝玉

伤了脸,林黛玉来探望，恰碰到王

熙凤、薛宝钗等,还受到了王熙凤

的嘲弄:

……凤姐笑道：“你别做梦，

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少什么？”
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

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也配不

上?哪一点儿还玷污了谁呢?”
在这貌似诙谐取笑的揶揄口

气里,人们不也可以听出这位“刀

子嘴”二奶奶的字字刻薄、句句钻

心。门第、根基、家私———黛玉样

样不行，这既是嘲笑，也是无情的

警告，这也正是贵族婚姻的“金

玉”标准：只有金才能配玉。黛玉

喜欢以“草木之人”自诩，她的内

心充满悲伤，抑郁。贵族的婚姻是

门当户对，即使是真情的木石联

盟也是分文不值。 即使薛家日

渐式微，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薛

家还是四大家族之一，远是林

黛玉不可企及的。老太君亲手培

植了宝黛的爱情，两人从小青梅

竹马，下人都断言：“将来准是林

姑娘定了的”；脂砚斋也曾说过：

“黛玉乃贾母溺爱之人”。但这丝

毫不能撼动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

等级观念，不然，红楼梦所痛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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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和其中的悲剧意识，也

就没有了真实情感的铺陈。
在宝黛的婚姻问题上, 贾夫

人和王夫人一直存在矛盾,贾母并

非如宝黛一样叛逆，但人性生来

复杂，就像贾母溺爱宝玉，绝不允

许其他人说道半分，这也助长了

宝玉的叛逆性格，一定程度上，贾

母保护了宝黛的爱情。宝黛的感

情纠葛日益严重的时候，她说“不

是冤家不聚头”。当然，她也喜欢

薛宝钗，宝钗是大家闺秀，还自己

出钱帮宝钗在贾府过生日。后来

刘 姥 姥 游 大 观 园 来 到 宝 钗 的 住

处，“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

玩器全无”，又听说王夫人、凤姐

儿曾送她玩器摆设，她一概退回，

便批评道：“年轻姑娘们，房里这

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

越发该往马圈去了！”。这也反映

了贾母与宝钗的冲突，不管是在

性格上还是在审美上。
我们无法判断“金玉良姻”是

不是贾母的主意，也不能认为贾

母对黛玉的态度一成不变。当个

人的好恶与整个家族的利益发生

冲突时，个人利益必将退于幕后，

这也是封建家族的取舍与权衡。
宝黛的爱情悲剧，错综复杂，社

会、政治、文化无一不有，正因为

如此，宝黛的悲剧有着非同寻常

的研究价值。
封建社会下，宝黛的爱情悲

剧不可避免。封建统治阶级的所

谓的“男女之防”，倒不是说是女

性之防，男子可以随意僭越而受

到赦免，这在《西厢记》中的《会真

记》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而对于

女性，这边是一个悲剧，不可饶

恕。黛玉死后，宝玉依然深爱着

她，他不满一切的封建制度，黛玉

爱上宝玉，只会有不幸的命运。
三.性格悲剧

宝黛的悲剧是双重的，是封

建婚姻制度所反对的爱情悲剧，

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反对的社会悲

剧。封建制度腐败、罪恶，充满着

对人性的禁锢和对女性的不公，

扼杀的爱情更不在少数，罪恶必

然会引起反抗，其内部也会产生

叛逆者，此起彼伏，而贾宝玉思想

上叛逆，行为上叛逆，是一个集中

体现者。
贾宝玉出生富贵，却能平等

待人；男性是封建统治者，他便讨

厌男性。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

立场上，贾宝玉选择站在了被压

迫者这一方。他曾说：“女儿是水

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

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

浊臭逼人！”他喜欢和丫鬟呆在一

起，丝毫没有主人的架子，受到打

骂也不生气。他的思想显得和封

建社会格格不入，也在一定程度

上破坏了封建制度。他摒弃封建

观念，这也是贾宝玉能在众多描

绘男性叛逆者的书中脱颖而出的

原因。
贾宝玉不愿遵守自己既定的

轨道，他不去当封建士大夫，而是

与下层的丫鬟戏子厮混在一起。
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劝阻，唯有林

黛玉不曾劝过他走封建统治阶级

既定的老路，也正因为如此，贾宝

玉对待林黛玉也与他人不同。
贾宝玉不喜欢四书五经，也

不愿参加科举考试。他是一个民

主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只是一

个萌芽，他没有否定封建秩序，更

不敢否定君权、亲权。他只是阳奉

阴违，他把希望寄托在家长身上。
但可悲的是：贾宝玉所反对的封

建阶级，也是他必须依靠的，这也

在根本上注定了宝黛爱情必是一

个悲剧的结局。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一

步步发展的，对于黛玉的爱情，宝

玉有过怀疑，也有过矛盾，矛盾发

展，爱情也在前进，林黛玉与贾宝

玉的相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爱

情的发展也就是思想的发展，“诉

肺腑”之后，他们的爱情变的更加

成熟，他们互相爱着彼此的思想、
纯洁和叛逆，他们是彼此的知己。
林黛玉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她因

为无法主宰自己的爱情而暗自流

泪，她聪明、孤傲、执着、痴心。然

而她性格上最强烈的却是悲哀，

封 建 社 会 中 不 幸 的 女 子 大 抵 如

此。林黛玉的叛逆和反抗的性格，

是通过她的不幸所体现的，她没

有屈服，依然桀骜不驯。黛玉的性

格是进步的，也是局限的。鲁迅说

过，“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

发离开地面”。在封建主义的思想

体系下，有些东西她是无法摆脱

的，封建思想始终禁锢着人的思

想———这就是宝黛二人爱情悲剧

的思想原因。
最终黛玉香消玉殒，宝玉出

家为僧，宝黛爱情故事以悲剧结

局。一直以来，人们没有停止过红

学的研究，不仅仅因为它有力的

控诉和窒息的哀伤，谱写了封建

叛逆者的哀曲，同样也呼唤着新

的社会、新的制度的到来！这对

“儿女之情”，并非超世脱俗的永

恒的爱，而是一曲悲情恋歌。
现如今，恋爱婚姻问题已成

为个人问题，不再有父母之命。可

是《红楼梦》不同于其他恋爱婚姻

方面的作品，它揭露了整个社会

的腐朽制度，无情的揭开了封建

社会阴暗的一面，暗示了腐朽制

度必将灭亡，歌颂了幼稚但不可

战胜的新生力量，提出了自由恋

爱为前提的爱情原则。宝黛的爱

情悲剧是永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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