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鉴赏评论文章(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红楼梦鉴赏评论文章篇一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诗词鉴赏】

第五回写荣宁二府女眷赏梅，并举行家宴。宝玉席间困倦，
想睡中觉，被秦可卿领到上房，见房内挂着一幅《燃藜图》，
旁边挂着这副对联。宝玉看后，厌恶得不得了，赶紧走出。
《燃藜图》画的是西汉时代学者刘向的故事。刘向夜间在天
禄阁校对古书，有个穿黄衣服的老者进来，见刘向在暗中读
书，就把拐杖的一端吹燃，有了光线刘向才同老者见面。老
者教给刘向很多学问，天明才走，自称是太乙之精（神仙）。

《燃藜图》再配上这副联语，是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燃
藜图》启示人们像刘向那样寒窗苦读，准备求取功名的资本。
这副对联劝导子弟们去熟悉社会上的各种事态，以便做官，
建功立业；同时教育子弟通晓人情世故，以便应酬好上下左
右的关系，在社会上立足。宝玉这个封建阶级的“逆子”，
是最讨厌这一套的。他不愿读所谓“治理”之书，无志
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遇到这类说教或暗示，
就受不了。湘云曾劝他“会会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
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朋友”；他当
时就拿下脸来赶她走，并讥刺她：“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
济学问的。”（见第三十二回）宝钗用同类话劝他，他也立



即给她以难堪。贾政教训他时，他也同样反感，只是不敢流
露而已。

秦可卿卧室联语

嫩寒锁梦因春冷，花气袭人是酒香。

【诗词鉴赏】

第五回写宝玉随可卿来到她的卧房，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香气，
又见壁上挂着明代画家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画的是杨
贵纪酒醉后沉睡的美态），旁边挂着宋代秦太虚（观）写的
这副对联。宝玉一下子高兴起来，连叫“这里好！”就在这
里沉酣入睡，并作了一场极其离奇荒唐的梦。

第二回书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讲到宝玉说过的话：“女
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
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贵族男人一进仕途就费尽
心机去争名夺利，品格堕落；而闺中少女和社会隔绝，保持
着纯洁的天性，这是宝玉厌男喜女的基本根据。他愿意在秦
可卿房里午睡，就同他上述特点联系着。

可卿地卧室是个青春少妇地卧室，其摆设、色调、气息，处
处都同普通卧室不同。书中说宝玉当时已十三岁，正是青春
萌动期地开始，这个卧室地一切都仿佛对他是一种朦胧地启
示。作者在这里凭空杜撰了许多摆设，什么武则天地宝镜，
赵飞燕地金盘，掷伤杨贵妃乳房地木瓜，寿昌公主（刘宋时
人）地卧榻，同昌公主（唐代人）地珠帐，等等。上述这些
人都是风流女性，其含意不言自明。唐伯虎地画和秦少游地
对联，也是作者根据需要杜撰地。从这些暗示看，秦可卿不
像是恪守贞操地女子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说她“情
既相逢必主淫”，曲演《红楼梦》里说她“擅风情、秉月貌，
便是败家地根本”，都说明这个少妇在宁国府这个大染缸里
已经自愿或被迫堕落了。



有人根据宝玉在梦中同秦可卿结为夫妇，以及可卿吩咐丫
鬟“好生在廊搪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等情节，认为作者在
这里暗写了可卿引诱宝玉同她发生了暖昧关系。是否如此，
笔者下不了断语，读者可从书中情节自己去推断。

警幻仙姑歌辞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诗词鉴赏】

第五回写宝玉在可卿房里睡着后，梦见自己在可卿引导下来
到了一个“人迹稀逢，飞尘不到”的仙境，就是第一回书中
提到的“太虚幻境”，忽然听到山后有人（即警幻仙姑）唱
出了这首歌辞。

所谓“太虚幻境”，完全是作者依据表述某种思想意图的需
要凭空虚拟的。梦里的故事当然是假的，但作者借此表现的
思想却不是文章游戏，而是寓进了很深的涵义，特别是十二
钗的判词及《红楼梦》曲是全书的纲领，要仔细研究，认真
对待。甚至可以说，读不懂第五回，就没法完全读懂《红楼
梦》。

这首歌辞以虚无观念对男女间爱情进行了否定。《孟子》里
说：“食、色，性也。”《礼记》里说：“饮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这些都是关于男女情爱的唯物论的说法。但佛
教认为，一切苦恼都起源于情欲，要摆脱烦恼就要斩断一切
情思，包括爱的情欲。警幻仙子让宝玉听见这首歌，是要启
发他“醒悟”，不要陷入情爱的纠葛中不能自拔。宝玉当然
不会“醒悟”，如果他在这时就“醒梧”过来出家当和尚，
那么一部《红楼梦》故事就没了。



警幻仙子赋

【诗词鉴赏】

这首赋出初在第五回中，写的是宝玉眼中的警幻仙姑的形象。
赋是一种文章体裁，形成于汉代，其特点是讲求文采韵律。
拼命夸张渲染；流弊是堆砌词藻，有时令人生厌。

在一个重要人物出场时，为引起读者的兴味来一大套赞美辞，
这是旧小说惯用的手法。曹雪芹为迎合当时读者的习惯，也
写了这么一篇赋。赋这种体裁的文章，只能这样写，反反复
复地铺陈，不厌其烦地比喻，没完没了地赞叹，一大篇文字
也只说了一个“美”字。从这篇赋可以窥见作者多方面的才
华，但赋本身并无深意。因其内容同全书思想无必然联系，
读者也可以不必特别重视它。

孽海情天联语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诗词鉴赏】

这副联语写在“太虚幻境”的宫门之上，横批是“孽海情
天”。

佛教把罪恶的根源称为“孽”，并认为男女情爱也是一种罪
恶的根源；世上俗人都陷人情爱纠葛带来的无尽烦恼中，所
以称之为“孽海情天”。

《红楼梦》写了荣府内外大大小小无数矛盾纠葛，男女问正
当和不正当的关系也是其中一部分。这副对联从虚无观念出
发，不分美丑对之一概否定，这表现了作者一股愤激和悲观



的情绪。警幻仙姑的“警幻”二字就是警告人们从梦幻中醒
来之意。她领宝玉看见这副对联，是要用它来告诫宝玉。宝
玉当时究竟是孩子，看了似懂非懂，想道：“原来如此。但
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赂
领赂。”你瞧，不但没能使他“觉悟”，反倒引发了他的好
奇心，启发了他性意识的觉醒。

薄命司联语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

【诗词鉴赏】

宝玉到了太虚幻境，看见两边配殿挂着许多匾额，其中之一是
“薄命司”，两边的对联就是这一副。警幻接受宝玉请求，
让他进去游览一番。

薄命司”，取“红颜薄命”之意。大观园所有女子的“生死
簿”，即《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
陵十二钗又副册》都藏在这里。这就预示着她们无论地位高
低、品质优劣、才智大小、容颜美丑，一概都没有好命运。
这副对联就是对这些女孩儿命运的叹息。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判词——“霁月难逢”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贱。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天多因诽谤生，多情

公子空牵念。

【诗词鉴赏】

宝玉在“薄命司”里看见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
是按照大观园内女孩们的身分、地位划分的。贵族小姐、少



奶奶们的名字都在正册中，介于小姐和丫鬟间的女孩儿名字
在副册中，上等丫鬟的名字在又副册中。宝玉是从又副册看
起的。

这一首说的是晴雯。

判词前还画着一幅画：“又非人物，也无山水，不过是水墨
滃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

霁月难逢，是说像晴雯这样的好姑娘难以找到；同时“难
逢”又是“难于逢时”，即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
预示她薄命早死。画里的“乌云浊雾”也是说她的遭遇将是
一塌糊涂。

晴雯相貌美丽，心地纯洁，聪明伶俐，双手又巧，是怡红院
里最拔尖地女孩子。虽是奴婢，但从不自轻自贱去巴结谁；
相反性格刚烈，疾恶如仇，有话便说，而且常常是一针见血。
这就坏事了。荣府大太太邢夫人地陪房王善保家地，是个心
地邪僻地奴才，就因为晴雯平日不趋奉她，便忌恨在心，乘着
“绣春囊事件”阴毒地使了手脚，在王夫人面前说：“太太
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地晴雯，那丫头仗着她生得模样儿比
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地像个西施地样子，
在人跟前能说会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她就立起两
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趒趒，大不成个体统。”这段话在一
个爱子如命地封建贵妇心理上起什么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王夫人认为是晴雯把宝玉勾引坏了，把她叫来，尖酸刻薄地
辱骂一顿。当王善保家地随着凤姐来到怡红院搜检她
时，“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
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掉出来”，当场给王善
保家地一个大难堪。这种宁折不弯地性格，使她想当奴才也
不可得了。就在她病体支离地情况下，被赶出大观园，在她
那个不成器地姑舅哥哥地又破又脏地家里凄凄惨惨地死去，
年仅十七岁。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人间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
《红楼梦》把晴雯这个聪明美丽的少女写得光彩四射，楚楚
动人，又把她的结局写得让人刺心搅肺，心酸泪落，引起人
们深沉的思索，这就是现实主义手笔的魅力。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判词——“枉自温柔和顺”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

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诗词鉴赏】

这一首说的是花袭人。

宝玉看完晴雯的判词（当然没有看懂），又往下看“见后面
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鲜花隐“花”字，破席
隐“袭”字），接下去就是这首判词。

袭人原来是贾母身边的丫头，本名珍珠。贾母担心她的爱孙
宝玉身边的人不可靠，才把这个“心地纯良，克尽职任”的
丫头给了宝玉。宝玉因她姓花，便依据陆游“花气袭人知骤
暖”的诗句改其名为花袭人。

霁月难逢，是说像晴雯这样的好姑娘难以找到；同时“难
逢”又是“难于逢时”，即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
预示她薄命早死。画里的“乌云浊雾”也是说她的遭遇将是
一塌糊涂。

袭人的性格和晴雯正相反，非常随和，同上下左右的人关系
都搞得不错，所以说她“温柔和顺”；而且长得也“柔媚娇
俏”，所以又说她“似桂如兰”。她跟了宝玉后，“心中眼
中只有一个宝玉”，处处体贴，时时关切，无微不至，成了
宝玉身边第一号得意的人。如果说晴至和宝玉的关系还只是



一种亲密的友谊，那么袭人同宝玉一开始就有了性爱的成分。
。她认为贾母已将自己给了宝玉，所以偷着和宝玉发生了关
系。后来黛玉和她开玩笑，称她为“嫂嫂”，说明她“如夫
人”的身分已被预先承认了。等到宝玉因同蒋玉菡交往和金
钏之死而大被贾政笞挞后，王夫人信得过的丫鬟只剩下袭人
一个，立即将她的月银提到二两，享受到同荣府其他姨太太
同等待遇。一次宝玉无意中将袭人的汗巾同蒋玉菡作了交换；
后来贾家势败后，袭人果真同她骂为“混帐人”的蒋玉菡结
成婚姻。这样一个最合“三从四德”标准的女子，最后落到
一个戏子手里；而似乎肯定是她主人的宝玉却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当年这个向宝玉发誓“便是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的
袭人，还是被蒋玉茵的花轿抬去了。按脂批“琪官（蒋玉菡
艺名）虽系优人，后同与袭人供奉玉兄（宝玉）、宝卿（宝
钗）得同终始”一句提供的线索，我们还可猜测宝玉和宝钗
在穷困落魄后，要靠袭人夫妇过一段生活。这一切在作者看
来都是命运在捉弄人，所以才有后两句的感叹。

判词“根并荷花一茎香”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诗词鉴赏】

这一首说的是香菱。

宝玉看又副册判词不解，又去翻副册，见上面“画着一株桂
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接着便是
这首判词。

香菱是薛家的丫头，是奴婢，进不了“正册”；可她原是甄
士隐家的贵小姐，也不能进“又副册”，所以作者就把她安
排在介于主奴之间的“副册”里。



第一句是说，“香菱”原来就是“英莲”；英莲三岁时被拐
子拐走，养到十几岁卖给薛蟠，给这个花花太岁作了侍妾。
后来薛蟠娶了个搅家不贤的泼妇夏金桂，又贪又嫉，又狠又
毒，香菱受尽他们的凌*虐待，含恨而死。关于香菱的结局，
这首判词说得很明确。高鄂的续书写夏金桂死后，香菱被扶
正，当了正夫人，是显然不符曹雪芹的意图的。

如果说甄家的小荣枯映衬着贾家的大荣枯，那么香菱的命运
也是对大观园群芳命运的一个暗示。谁能想象得到娇生惯养
的甄家的掌上明珠，会成为一个让人作践的奴才呢？谁能容
忍那么聪明俊秀的姑娘，配给一个只会作“哼哼韵儿”的蠢
材呢？有人说过这是“玉碗金盆贮以狗矢（屎）”（二知道
人：《红楼梦说梦》），实在令人惋惜。英莲就是“应怜”，
从作者宿命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解的，命运是无情的。

判词“可叹停机德”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

【诗词鉴赏】

这一首说的是薛宝钗、林黛玉两个人。这一首说的是薛宝钗、
林黛玉两个人。

“宝玉看“副册”仍是不解，又去看“正册”，见第一页
上“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
一股金钗”（两株枯木是“林”字，雪谐“薛”音）。下面
就是这首判词。

这一句是说宝钗有封建阶级女性最标准的品德。她“品格端
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荣府主奴上下
都喜欢她。作者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



自云守拙”，正是封建时代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典型。她能
规劝宝玉读“圣贤”书，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受到宝玉
冷落也不计较。黛玉行酒令时脱口念出闺阁禁*《西厢记》、
《牡丹亭》里的话，她能偷偷提醒黛玉注意，还不让黛玉难
堪。按当时贤惠女子的标准，她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完
美”程度。但读者同这个典型总是有些隔膜，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她对周围恶浊的环境太适应了，并且有时还不自觉地为
恶势力帮一点小忙。如金钏被逼跳井后，她居然不动感情，
反倒去安慰杀人凶手王夫人。有人评论说，她是个有尖不露、
城府很深、一心想当“宝二奶奶”的阴谋家，这也似乎有些
太过分了。她自己既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又是个封建道德
的受害者。贾家败落后，她的下场也不妙，“金钗雪里埋”
就是预示。

这一首说的是薛宝钗、林黛玉两个人。这一首说的是薛宝钗、
林黛玉两个人。

第二句是说林黛玉是个绝顶聪慧的才女。她的才华是大观园
群芳之冠，是智慧的女神。她从小失去父母，寄养在外祖母
家，尽管是贾母的“心肝肉”，可是以她的敏感，总摆脱不
了一种孤独感。特别是在对宝玉的爱情上，几乎到了神经过
敏的程度。好在宝玉对她一往情深，处处宽慰她，哪怕是篱
玉歪派给他的“错误”，他也承认。这样，他们的爱情就在
一种奇特的、连续不断的矛盾痛苦中发展着。一会儿笑，一
会儿又哭了，哭时要比笑时多；刚刚和好了，突然又闹翻了，
闹翻一次反倒加深一次感情。他们的爱情在有形无形的外界
压力下，形成一种畸型。在荣国府那样的环境里，越敏感的
人就越忍受不了。黛玉的悲剧就在于她不会像宝钗那样会
装“糊涂”，她太聪明了。

宝钗和黛玉是一对相互对称的典型：一个胖、一个瘦；一个
柔，一个刚；一个藏愚守拙，一个锋芒毕露；一个心满意足
地成为“宝二奶奶”，一个凄凄惨惨地不幸天折。但这一对
情敌中没有胜利者，后两句说得明白：宝玉的心仍在“林中



挂”，宝钗要冷清清地守一辈子活寡。

红楼梦鉴赏评论文章篇二

《西游记》和《红楼梦》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二
者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西游记》
以唐僧取经为背景，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唐僧一
起历经艰辛，克服种种困难，取得真经的故事；《红楼梦》
则以贾府的兴衰为主线，以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一系
列形象生动的人物，展现了封建社会中人性的复杂和封建道
德的虚伪。通过阅读和欣赏这两部作品，我深刻体会到了两
者的独特魅力，也收获了许多心灵的滋养。接下来，我将分
为五段，具体展开我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我要说的是《西游记》的魅力。这部作品深受读者的
喜爱，其原因在于它不仅是一部寓言故事，更是一部具有深
刻道德思考的文化巨著。通过孙悟空等形象化的人物和各种
稀奇古怪的神魔形象，作者成功地将道德观念和人性的复杂
渲染出来。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人性，每个故事都
蕴含着智慧和忍耐的道理。而且，《西游记》以幽默的笔调
和活泼的语言，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得到内心
的满足，还能够获得一种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

其次，我想谈的是《红楼梦》的魅力。这部作品以其卓越的
艺术表现形式，深深地打动了我。《红楼梦》以细腻入微的
描写和精致的情感刻画，展现了封建家庭的生活和人性的种
种弱点。贾宝玉、林黛玉与其他众多角色的纠葛、爱恨情仇，
以及故事中涉及的众多人物形象，无不彰显出作者对封建家
庭的深刻洞察。作者以极富想象力的描绘方式，将道德观念
和人性的复杂交织在一起。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深入了
解封建家庭的特点和封建伦理的虚伪。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西游记》和《红楼梦》的相似之处。
这两部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西游记》通过道德的讽刺和人性的思考，揭示了封建社会
的弊端；而《红楼梦》则通过对封建伦理的揭示，表达了对
封建社会的谴责。这两部作品通过对现实的揭露，让人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荒谬和虚伪，促使人们更加积极
地追求自由与平等，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西游记》和《红楼梦》在艺术形式
上的独特之处。《西游记》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多彩
的人物形象，以及离奇有趣的故事情节，成为一部受到广大
读者喜爱的古典小说。而《红楼梦》则以其雍容华贵的叙述
风格，毕竟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无论是《西游记》
还是《红楼梦》，都流传至今，成为古代文化的瑰宝，吸引
了无数读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总的来说，通过对《西游记》和《红楼梦》的鉴赏和欣赏，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两部作品的独特魅力。它们不仅是中国
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控诉和思考。我相
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游记》和《红楼梦》会持续发挥
着重要的文化影响力，为后人提供深思和启示。

红楼梦鉴赏评论文章篇三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贾雨村吟完那首单相思的诗后，兴犹未尽，“因又思及平生
抱负，苦未逢时，及搔首对天长叹”，又吟出这联联语。

贾雨村是个利欲黛心的人，同时又才干优长，不是草包。这
种人正是封建社会名利场中富有竞争潜力的好手。即便在穷
困落魄之时，他也按掐不住勃勃的野心。在万家团圆的中秋
月夜，他站在寂寞的葫芦庙里，对着冷月清浑，想着倾心的
美人；又想到尚无出路，前程茫茫，念出这样联语，抒发自
己大志难酬的情绪。这副联语恰合他的身分。这种“按头制
帽”(清人张新之语)的手法，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



这副联语的高明处，还在于把贾雨村的“姓”和“字”自然
巧妙地嵌了进去。“求善价”的“价”，谐“贾”的
音；“待时飞”的“时飞”恰是贾雨村的字.

有人以为，上联的“玉”字隐指贾宝玉，隐喻宝玉之后被捕
坐牢，黛玉忧忿而死，宝玉理想落空；下联的“钗”字隐指
薛宝钗，隐喻宝钗安分守拙，但总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
青云”。是否就是如此能够聊备一说。又有人据“钗于奁内
待时飞”句说，将来贾家败落后，宝钗要落到贾雨村手里，
给他做妾。这种猜测倒是很搞笑，但是嫌太牵强、武断了。

红楼梦鉴赏评论文章篇四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首歌出此刻第一回中。甄士隐家业破败后，夫妻俩到乡下
田庄里生活。又赶上“水旱不收，鼠盗蜂起”，不得安身，
只好变卖了田产，投奔到岳父家。其岳父又是个卑鄙贪财的
人，把他仅剩的一点银子也半哄半赚地弄到自己手里。甄士隐
“急忿怨痛”、“贫病交攻”，直正走投无路了。一天，他



拄着拐杖走到街上，突然见一个“疯癫落脱、麻履鹑衣”的
破足道人走过来，叨念出这首歌。

这首《好了歌》宣扬了一种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思想。从宗
教的观点看，人们活在世上，建功立业，发财致富，贪恋妻
妾，顾念儿孙，全都是被情欲蒙蔽尚不“觉悟”的缘故。这
首歌就是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说明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跛
足道人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又把“好”和“了”
的涵义引申一层，说只有和这个世界斩断一切联系，也就是
说只有彻底的“了”，才是彻底的“好”。所以他这首歌就叫
《好了歌》。

《好了歌》的消极色彩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
地把它视为糟粕抛弃它。因为作者拟作这首《好了歌》，是
对他所厌恶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尽管是一种消极的批判，
也有它的价值。作者出身于一个上层的封建世家，亲自观察
了这个阶级的腐朽、堕落，亲身体验了贵族阶级由兴盛到衰
败的苦痛，进行了半生深沉的思索，激起他强烈的愤感，他
要痛骂，他要诅咒，《好了歌》便是痛骂的歌、诅咒的歌。
作者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他倾注一腔心血，虚构了大观园
那样一个如诗如画的环境，塑造了那么多善良纯洁的少女形
象，描绘了那么多有情搞笑的事物，可见，作者是多么懂得
生活，有着多么高雅的生活情趣呀！有爱必然有憎，他描述
贾赦、贾珍、贾琏之流猪狗不如的品德和行为，就是对他憎
恶的对象的鞭苔。而最后，无论他所爱的还是他所憎的，都
一起毁灭了，就使他堕入一种难以解脱的精神痛苦之中。了
解了作者的生活态度，再看他写的这类具有虚无色彩的东西，
就能够把它放到适当的地位去理解了。也就是说，作者世界
观中尽管有虚无消极的一面，但同无爱无憎的和尚道士不同；
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激情，岂能写出这样一大部博大精深的
《红楼梦》来。



红楼梦鉴赏评论文章篇五

这首五言绝句，也写在第一回里。书中说，空空道人访道求
仙从青埂峰下经过，把那块顽石上的文字从头至尾抄录回来，
以《石头记》的书名在世上流传。后来曹雪芹在悼红轩里把
这部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整理成长篇章回体小说，
并把书名改为《金陵十二钗》，并题写了这首诗。当然这都
是作者用的烟云模糊法，其实作者就是曹雪芹。这首小诗语
言虽然通俗浅近，感慨却颇为深远。

《红楼梦》今天已成为饮誉世界的名著了。可是在二百多年
前作者写书的那个时代，小说被看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无聊
的东西，正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为之的。从封建阶级的正统
观念来看，作者写石头“幻形入世”是荒唐的，写大观园内
小儿女之间你你我我、思恩怨怨的情爱也是荒唐的，揭露那
些诗礼蓉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内部的腐朽堕落，则更是荒
唐、无有意义的。所以作者解嘲似地“承认”是“满纸荒唐
言”。然而作者自己深深懂得他绝不是为了给世人消愁破闷
儿来写这部书的，而是把自己一生“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
态”的经历，加以艺术的概括和提炼。塑造了众多类型的人
物，来表明他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寄托他难以言喻的感慨，
既是赞歌，又是悲歌和挽歌。

和作者关系最密切的“脂砚斋”(名姓已无可考)在书上写下
这样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戌本第一回)可见作者是以泪
和墨写下这部书的。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
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果然不出作者所料，二百
多年来人们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议论真是五花八门，赞叹其
博学多才者有之，欣赏其生花妙笔者有之，艳羡书中描写的
歌舞繁华者有之，以宝玉或笺玉自命者有之，凡此种种，不
一而足。更有甚者，一些封建道学家认为这部书是“诱为不
轨”、“弃礼灭义”，是“淫书”，主张烧毁禁绝;并且有人
编出故事诅咒作者断子绝孙，死后得了“冥报”等等。鲁迅



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
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癞头僧嘲甄士隐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