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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影”英莲
——论甄英莲与林黛玉悲剧命运的影射关系

文/杨璇璐

摘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林黛玉和甄英莲列为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的冠首人物。本文从身世际遇、

命运转折和婚恋因缘三方面论述二人的影射关系，通过“黛影”甄英莲的命运来探究林黛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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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英莲是金陵十二钗副钗之首，是红楼女儿中

出场的第一人，在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前八十

回）中，她的故事相对比较完整，由此展开了“千红

一窟，万艳同杯”的序幕。小说以贾家故事作为主

线，但开篇不写荣宁二府世家大族，先写姑苏甄氏乡

宦小家，这般从小到大，由甄及贾，于字里行间无不

暗示将“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英莲的人生短暂而

曲折，她先是衣食无忧的富家小姐甄英莲，后是任人

买卖的奴仆香菱，再是受人欺侮的小妾秋菱。如此薄

命，甄英莲，真应怜也。

林黛玉是金陵十二钗正钗之冠。她与甄英莲同

为姑苏人士，且都是家中独女，幼年皆逢僧道度化出

家，而各自命运的转折也是在其别家之后……

曹雪芹颇有深意使这二人的人物设定隐约相似，

她们相逢于贾府，在大观园中还有师徒情谊。细细

品来，英莲之命运竟处处皆有黛玉之影，这一“副”

一“正”间千丝万缕，一明一暗间遥相呼应。琢磨方

悟，原来“假作真时真亦假”[1]。

一、身世际遇：孤木独枝难成林，家亡人散金

银尽

英莲之父姓甄，名费，字士隐。甄父淡泊名利，

品性随和，观花吟诗，小隐于市。但终究美中不足，

甄父年过半百却膝下无儿，只得英莲一幼女。黛玉之

父“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

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

史……今如海年已四十……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

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女如

珍”。（《红楼梦》第二回）

甄林二女皆为家中独女，且家亡人散的身世虽

有些许相似，但究竟似而不同。甄家虽小有富贵，但

仅是当地望族。而林家是业经五世、封袭四代的钟鼎

之族及书香世家。从甄家到林家，依旧是作者笔端以

小见大的有意为之。论家世门第，甄家不及林家；论

诗书才华，书生甄费又怎比探花林海；论仕途权谋，

地方乡绅哪能攀比朝廷重臣。其家其父既如此，其女

亦然。尽管有诸多差异，亦有诸多相似。甄父年过半

百，林父年已四十，皆为半身入土之人，皆命中无

子，膝下只得一幼女。林如海虽曾有一子，但不幸早

夭。正所谓孤木难成林，甄家与林家都是只存一脉、

子孙不继、终为绝户[2]。

林黛玉与甄英莲同为被录入太虚幻境薄命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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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命女，又分别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与副

册中的冠首。然而在其悲剧命运的具

体描写上，曹雪芹却“副”用明写，

“正”用暗笔。

比如在写僧道度化出家的情节上，

度化英莲是较直白的正面描写：“看见

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哭起来，又向士

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

爹 娘 之 物 ， 抱 在 怀 里 作 甚 ？ …… 舍 我

罢！舍我罢！’”（《红楼梦》第一

回）而度化黛玉则是委婉的侧面描写：

“那一年我才三岁时，听得说来了一个

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

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

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红

楼梦》第一回）

又比如写甄林两家家财散尽的情节，甄家家产

被封家霸占写得言之凿凿：英莲走失之后，甄家受隔

壁葫芦庙大火所连累，烧成一堆瓦砾。又逢天灾人

祸，甄父只得将田庄折卖，携妻投靠岳丈家。“他岳

丈名唤封肃……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

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得的银子未曾用完……那封

肃便半哄半赚，些许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

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

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

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红

楼梦》第一回）封家既占人家财又污人名誉，此等做

派与贾家众人嘲讽林黛玉白吃白喝打秋风何其相似。

可怜的是林家家产被贾家贪没之事仅能寻得只言片语

而已：“贾琏道，‘……这会子再发上个三二百万的

财，就好了。’”（《红楼梦》第七十二回）一个

“再”字表明，贾琏曾经发过一笔横财。当然，实际

发财的应是贾家，贾琏不过是个经手人。在《红楼

梦》中，送黛玉回家，操办林父后事的正是贾琏。俗

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何况林家还有

业经五世之底蕴。如此算来，林家之产恐怕就是那

“三二百万”。一个“再”字还表明，现在这财已经

没了，全都用光。而巧合的是，这之后贾家便修了美

轮美奂的省亲别墅[3]。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

甄英莲的判词中的两句，却恰似林黛玉的际遇。林黛

玉以孤女身份二入贾府，至此之后林家女再未见过林

氏族人。仅仅只在贾宝玉又一次疯癫哭闹时，留下点

蛛丝马迹，“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罢。’又

忙安慰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

没人来接他的，你只放心罢。’宝玉哭道：‘凭他是

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的！’贾母道：‘没姓

林的来，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红楼梦》第

五十七回）要知道这世上有多少大实话是在不经意间

随意脱口而出的。这林家族人的不见踪影，只怕正是

贾家的手笔。林家人被赶走、被恐吓、被死亡，而寄

居贾家的林黛玉就成了那任人欺负、无依无靠的无根

独木。没有家族作为后盾，一介孤女的命运可想而

知。

二、命运转折：恩将仇报葫芦判，玉在椟中求

善价

甄英莲从富家小姐，再到奴仆丫头，最后沦为

妾室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而导致英莲命运发生

重大转折的关键人物就是贾雨村。贾雨村其人，姓贾

名化，字时飞，号雨村。他本是个穷书生，因囊中羞

涩，暂时寄居在甄家隔壁的葫芦庙，靠卖字作文度

日。甄士隐对其颇为欣赏，与他相交，时常接济之，

并赠银五十两助其进京赶考。甄父是贾雨村仕途上的

第一个恩人。然而，他明知英莲是恩人之女，且被拐

子“一货两卖”，却为着讨好荣国府贾家，把她胡乱

判于薛家。贾雨村在知遇之恩和“护官符”之间选择

了后者，恩将仇报，将甄英莲亲手推入火坑，自此注

定了她愈加悲惨的命运[4]。

林黛玉命运的转折无疑是从离开林家一进贾府

开始，而送她一路进京的正是她的老师——贾雨村。

贾雨村因为贪酷、恃才悔上，被批革职。他在游历期

间，为赚盘缠，托人进林家做了西席，林黛玉便是这

女学生。贾雨村因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得知林家与

贾家的姻亲关系，随即央求林如海，请托京中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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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谋复起。此时正值林家主母贾敏过世，贾母派人接

林黛玉去贾府教养。林如海便请贾雨村护送黛玉，并

为其写下举荐信，托贾政为他周全。果然，贾雨村顺

利复职，补缺金陵应天府，而他一到任便判了那桩

“葫芦案”。

命运的重大转折，副钗在明，正钗在暗。若说贾

雨村送林黛玉入贾府，不过是完成林父的请托。那么

其后他可曾顾念师生情谊，对黛玉过问一二？起复之

后，贾雨村频繁到荣国府拜访贾政，只是他每每关心

的人不是林黛玉而是贾宝玉，且回族定要见到他，方

可罢休。

林父是贾雨村仕途的第二个恩人。可恨红楼未

完。贾雨村会如何加害于林黛玉？尚无定论。不过第

二次的恩将仇报却有迹可循。贾雨村寒窗苦读之时，

虽怀才不遇，却不坠青云之志，曾写下“玉在匮中求

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脂评说这两句实则写黛玉

和宝钗。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贾雨村为了讨好

贾家，能果断将甄恩公之女英莲“卖”与薛家；那么

曹雪芹构思的结局中，为了依附权贵，他就会将林恩

公之女黛玉“嫁”与出价高者。这便是“玉在匮中求

善价”，林黛玉被“卖”了个好价钱。最后，贾雨村

还对第三个恩人贾政，甚至整个贾家恩将仇报。他不

仅站到了贾家的政敌一方，而且打压威胁落败的贾家

将薛宝钗送与他为妾。这便是“钗于奁内待时飞”，

薛宝钗被迫委身于贾时飞。

三、婚恋因缘：英莲偏逢不良人，绛珠难遇真

命君

红楼虽未完，因缘早已定。

于英莲而言，薛蟠或者冯渊，都是不良之人，

无论嫁与谁，她都是为妾。暂且不提那呆霸王薛蟠，

来说说这“夫君未满”的薄命郎冯渊。他本是乡宦之

子，“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

头，立意买来做妾……也再不娶第二个了”。（《红

楼梦》第四回）冯渊之所以“不娶第二个”，是因为

原本他连第一个也不想娶；又之所以“立意买来做

妾”，是因为买来的妾既可生育子嗣，以慰父母在天

之灵，还可充作门面以挡外界流言蜚语，更重要的是

卖身契在手可拿捏其生死，而且是“妾”不是“妻”

便管教他不得。这两害之轻的冯家尚且如此，那水深

火热的薛家就更万劫不复。

于黛玉而言，她今生是为还泪而来。按照曹雪

芹的设定：林黛玉前世是三生石畔、灵河岸边的一棵

绛珠仙草，因得赤霞宫神瑛侍者为其浇灌而化为女

体，即为绛珠仙子。而后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告与她

知，神瑛侍者下凡历练，绛珠须下凡还泪方能报其浇

灌之恩。于是乎便有了后来的故事。但蹊跷的是，今

生的林黛玉不仅还泪还送命。而且为了悲剧的剧情发

展需要，林黛玉必须要进贾府，所以先是让其弟夭，

再是让其母亡，最后让其父逝。真是为了让林黛玉还

泪报恩，硬生生逼她家破人亡。可悲可叹！报恩反送

了卿卿一家子性命，也算是古今少见。再则，这所谓

的恩又从何而来？河边之草怎会缺水？那浇灌岂非多

此一举？然而，最可悲的是，这好不容易完成的报恩

还找错了人。若真有“木石前盟”，那也是绛珠仙子

和神瑛侍者。而贾宝玉却是那无才补苍天剩下的一块

顽石，虽得机缘造化却终究假的真不了。所以，人道



品艺长廊 19

是贾宝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实则是：“宝玉

道：‘我心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

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黛玉道：‘我很知道你心

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不仅如此，贾宝玉还曾与

秦钟、智能儿在水月庵厮混，更与蒋玉菡相交甚密互

换贴身汗巾，还与北静王相交甚密……如此种种与冯

渊、薛蟠之流有何两样？贾石头非良人也！

在婚恋因缘方面，林黛玉与甄英莲之间的影射关

系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正如前文所述，林甄二人的

悲剧命运自离家开始，至遇贾雨村转折，再逢不良人

而亡。甄英莲的遭遇在明，林黛玉的遭遇在暗。甄英

莲嫁与薛蟠，沦为小妾，后被薛蟠之妻夏金桂磋磨致

死。而林黛玉被暗写的因缘其实也大体如此，只不过

有些微差别而已：

一是在曹雪芹笔下，隐约提及林黛玉曾被薛家

看中，险些嫁与薛蟠。在邢岫烟与薛蝌定亲后，玩笑

间黛玉与薛姨妈说起认干妈，“宝钗忙道：‘认不得

的。’黛玉道：‘怎么认不得？’宝钗笑问道：‘我

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

与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我哥哥已经相准了，

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才说你认

不得娘，你细想去。’说着，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

笑……宝钗笑道：‘真个的。妈明儿和老太太说，求

了他做媳妇，岂不比外头寻的好。’黛玉便够上来要

抓他，口内笑说：‘你越发疯了。’薛姨妈忙也笑

劝，用手分开方罢。又向宝钗道：‘连邢女儿我还怕

你哥哥糟蹋了他，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这孩子。

我也断不肯给他。’”（《红楼梦》第五十七回）这

一段双簧薛氏母女唱念做打唱得是极好。性格端方的

薛宝钗先是当着孤女林黛玉的面，对着薛姨妈装嫩撒

娇，方才引出这认干妈之事，后母女二人又毫不避讳

地说起婚姻之事，半真半假之间达到了既试探林黛

玉，又交好于她并让其放下戒备的目的。薛宝钗口中

的“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十有八九是真。这“哥

哥”就是薛蟠，而那被相准之人就是林黛玉。想当初

贾宝玉、王熙凤姐弟二人被马道婆的厌胜之术所害，

贾府一时乱作一团。“别人慌张自不必讲，独有薛蟠

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

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

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

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红楼梦》第

二十五回）这薛呆子对林黛玉的“一见钟情”与他先

前一眼看中甄英莲的“不俗”何其相似。而这样的好

感，薛蟠自然告与了母亲和妹妹知晓，只不过那“下

定”是假罢了。商户怎配娶官女？薛氏母女当然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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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的，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美梦，她们可能也

是做过的。一则林黛玉出身高贵，性情相貌极好；二

则可以为金玉良缘扫除“障碍”。说什么舍不得刑岫

烟配于薛蟠，更舍不得林黛玉。其实薛姨妈是既看中

了刑岫烟出众的模样品格，又“看中”了她穷困的家

庭出身，而这样的姑娘许配给侄子薛蚪就刚刚好。二

是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林黛玉会嫁与北静王为

妾，且很快香消玉殒。从表面形式上看，前文已叙，

贾雨村将英莲判与薛家，后才有英莲为薛蟠之妾；而

林黛玉只怕就是贾雨村“善嫁”与北静王的，再不做

累述。从内在联系上看，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已埋下道

道伏笔，颇有些意思的是贾宝玉竟是那牵线搭桥的

“红娘”。贾红娘的“成就”有一有二。这种“保媒

拉线”的剧情，也被曹雪芹安排成一明一暗，明的一

对是花袭人和琪官蒋玉菡，暗的一对是林黛玉和北静

王水溶。通过贾宝玉，他们分别产生交集，前者互换

汗巾，后者“听说”彼此，赠送鹡鸰香串珠和蓑衣雨

具未果。可巧的是花林二人的生日还都是在二月十二

花朝节。《红楼梦》里的种种巧合都是曹雪芹的精心

安排，看似不经意的寥寥几笔，却是“草蛇灰线，伏

笔千里”。他甚至早早地“剧透”北静王有个要紧的

姬妾死了。更“巧”的是，大观园中林黛玉的居所潇

湘馆最早被贾宝玉题为“有凤来仪”。脂评说，“果

然，妙在双关暗合。”这“凤”定然是回家省亲的皇

妃贾元春，而这“双关暗合”则是后居于此的林黛玉

会嫁与权贵为“妃”。

四、结语

笔者试从身世际遇、命运转折和婚恋因缘三方面

论述甄英莲与林黛玉悲剧命运的影射关系，通过“黛

影”英莲的表象来探索黛玉的隐秘。可恨红楼未完，

存留之假语尚且字字血泪，更不知隐去之真事如何

“风刀霜剑”。这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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