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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楼梦》悲剧的内核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

灭给人看。”在《红楼梦》中，这种将美好事物无情
摧毁的例子比比皆是。封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要想真
正站起来，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能够不再依附于
男人而存在的个体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曹雪芹
笔下深受封建礼教毒害名门女性尽管享受着平常人需
要仰望的优渥生活，但同时也像每一个身处其时的普
通女性一样，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既可悲又可怜。
在《红楼梦》的初期，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构建了宏
大的“红楼世界架构”，用细腻的文笔将每一个红楼
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在这些人物中，刻画得最为成
功的便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二人从初次见面到互相爱
慕，及至最后这段恋情无疾而终，都始终牵动着读者
的心。他们是纯洁无瑕的象征，二人的爱情尽管从一
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结局的种子，但是正是这种敢于打
破封建束缚，敢于表达自我的意识觉醒才更让我们感
动。他们美好的结合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束缚中被扼
杀，这不仅仅是生逢末世，一个没落家族中女眷的个
人命运悲剧，更是整个社会中女性的悲剧。作者将最
美好好的瞬间用文字记录下来，给我们描绘出了如梦
如幻的爱情世界，最终却亲手将它一点点撕烂，揉碎
给我们看，真正地诠释了什么才是悲剧的内核[1]。

二、人物性格分析
（一）林黛玉的性格分析
纵使没有读过《红楼梦》，相信大多数人在日常

的闲谈中大致了解到林黛玉的总体性格特征，即多愁
善感和弱不禁风。而在我的印象中，林黛玉始终都是
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如果要用一个词语
来对她进行概括，我认为应当是“才女”一词。她如
李清照一般，胸中有丘壑，腹内藏经纶，同时也有一
丝丝红尘薄命的意味。她一身才气，但始终无法为大
家所接受，她孤傲如冰雪的性格似乎注定了她与人情
世故这个词无缘。无论是在同龄人面前，还是在长辈
面前，她都是以柔弱无骨、冷若冰霜的才女示人，旁
人很难接近；尽管她的原生家庭逐渐没落，自己也过

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她的身上与生俱来的优越
感让她难以平等地看待地位比自己低的下人；同时她
又对那些阿谀奉承老太太的贵妇颇有微词，故而在贾
府中，除了贾宝玉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真心实意地将
她看做自己人。她孤傲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她
孤独无依的生活困境，也为林黛玉之后的人物悲剧埋
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林黛玉天生多疑，她对任何人都不
信任，这使得她本就脆弱的内心更加敏感。她从自己
家搬到贾府后，因为心中始终认为自己是“寄人篱
下”，所以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变得谨小慎微，当
听到别人议论关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也总是过度理
解，她的内心其实还是非常自卑的。例如在《红楼
梦》中，作者曾这样写道“黛玉特意看了一眼装花的
匣子，便说道：‘是别人挑剩下的也不给我’”，仅
此一点我们便可以窥见林黛玉敏感多疑又有些许自卑
的内心世界。

（二）贾宝玉的性格分析
作为《红楼梦》中的另一大主角的贾宝玉，从小

便生在富贵乡中，活在长辈同辈的溺爱里。正如书中
所说的那样“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他其实
也并非是不学无术，只是贾宝玉性格有些顽劣，天生
就有逆反心理，加上一家之主贾母的宠爱，这个顽童
最终变成了人们口中的“不学无术之人”。贾宝玉不
爱政治，喜爱琴棋书画，但是造诣一般，只能算是略
知一二。但是贾府却要求贾宝玉长大以后出仕，成就
一番事业，重振贾家祖辈的辉煌。家族的希望像一座
大山一样压在了年幼的贾宝玉身上，他的生活也因此
充满了无奈。当他看到了极具才情又真实淡泊的林黛
玉，只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子。尽管贾宝玉痴情于
林黛玉，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种爱情很可能是没有结
局的。在那个双方结婚特别看重家族的年代，林黛玉
家道中落，自己又体弱多病，很难得到家中长辈的认
可。但是在贾宝玉眼里，是没有“庶出”“正出”这
类传统观念的，他只是一视为骨肉同胞。就以迎春为
例，贾宝玉平时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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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的二姐姐嫁给孙绍祖之后，他却是第一个难
以释怀的。因为他知道孙绍祖的为人，很为自己的这
个好姐姐惋惜遗憾。

三、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分析
（一）贾家香火的延续
传宗接代在古人心中的意义非同寻常，更何况是

贾家这种富甲一方的大家族。尽管贾母爱屋及乌地对
自己的外孙女林黛玉疼爱有加，但是林黛玉自小就体
弱多病，“不是个能生养长寿的”，因而从为了宝玉
好的角度来看，林黛玉也确实不是当时贾家香火延续
的最佳选择。贾母对林黛玉的爱是毋庸置疑的，虽然
自己是大观园中唯一的话事人，可问题就在于自己年
纪已经大了，倘若强行拍板二人婚姻，等到自己百年
之后，林黛玉恐也难讨公婆欢心。贾母在的时候可以
作为宝黛二人背后坚强的后盾，但是自己却不可能陪
他们走一辈子。所以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这场没有得
到认可与祝福的爱情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二）深藏背后的家族利益
在《红楼梦》开篇之初，就出现了薛蟠因霸占

民女惹出人命官司的带入事件。见一叶而知秋，我们
通过一件小小的人命官司，就可以看出那个年代腐朽
落后的统治。贾雨村胡乱判案，为了维护自家人的脸
面便改判了官司，将一桩人命案子压下，自己却拿着
一封案情判决文书匆匆向贾政交差。这种唯家族利益
的现象并不少见，因为这些大家族背后潜藏着巨大的
利益，保全家族的脸面就是为自己的前途铺平道路。
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清朝的“指婚”制度，联姻的双
方由皇帝“钦点”，主要为了控制手下权臣，巩固满
蒙同盟。这种一切为了政治利益、家族利益的婚配模
式完全忽视了儿女情长的爱憎，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
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归

宿。由此可见，在更大的利益集团面前，个人的感情
是没有丝毫分量的，个体的选择权也是非常有限的。

（三）宝黛思想的局限性
不论是林黛玉还是贾宝玉，他们都在封建社会的

大染缸中浸泡着，自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有了时代
的局限性。尽管二人都对这个腐朽落没的时代充满了
厌恶，都充满了反叛精神，但终究是势单力薄，想要
反抗却无能为力，同时宝玉还对封建家长制抱有一丝
丝幻想，企图在消极的等待中逆天改命。他们二人始
终都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从思想境界上做不
到更进一步，以俯视的角度剖析爱情的悲剧。就像二
维平面世界难以理解三维立体世界的精彩一样，宝黛
二人身处其中，很难以旁观者的视角挖掘出命运悲剧
的源头。

四、结语
综上，文章从林黛玉和贾宝玉的身世背景出发，

并对二人的性格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深入思考了这个
爱情悲剧，总结出了固化的封建思想、追求利益的社
会环境以及离经叛道的个人性格等因素对悲剧爱情的
推动作用，这也是宝黛爱情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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