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林黛玉的论文 红楼梦诗词鉴赏赞
林黛玉(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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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一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
娇袭一身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
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说明]

这段赞文也见于宝、黛初次会面时。

[注释]

1.罥烟眉——形容眉色好看，像一缕轻烟。罥(音绢)，挂。
诸本或作“笼”，或作“罩”，或作“冒”，或经涂改，或
易全句。今从清怡亲王府原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简称
“己卯本”)。

2.“态生”二句——意思是面涡含愁，生出一番妩媚;体弱多
病，因而增添娇妍。靥，脸颊上的微涡。袭，继，由……而
生。这种用字和句子结构形式是骈体文赋中常见的修辞方法。

3.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诸父，官为少师，因强谏触怒
纣王而被处死。《史记.殷本纪》：“(比干)乃强谏纣。纣怒
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旧时赞人颖



悟有“玲珑通七窍”的话。这句说黛玉的心还不止七窍，是
极言其聪明。

4.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越王句践为复国雪
耻，将她训练三年后献给好色的吴王夫差，以乱其政。相传
西施心痛时“捧心而颦(皱眉)”，样子很好看。见《庄子.天
运》。黛玉因“眉尖若蹙”又叫“颦儿”，也暗取其意。这
句说多病的黛玉美如西施，还胜过她。

[鉴赏]

林黛玉多愁善感，脆弱多病。这既与她身世孤单，精神上受
环境的抑压有关，也反映了她贵族小姐本身的脆弱性。赞文
中以她弱不禁风的娇态为美，说明了美感是有阶级性的。贾
府上的焦大固然不会爱林妹妹，新时代的青年阅读《红楼
梦》，虽然可以理解和同情处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林黛
玉，喜欢她的纯真聪明，却未必欣赏这种封建贵族阶级的病
态美。

[知识拓展]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二

葬花吟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入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菊梦-潇湘妃子

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
还寻陶令盟。

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蛩鸣。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
寒烟无限情。

咏菊-潇湘妃子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
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
高风说到今。

黛玉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
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
西风夜已昏。

世外仙源匾额-林黛玉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如梦令-黛玉

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逑.飘泊亦如人命薄，
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忍淹留。

林黛玉的眼泪

眼泪是世界上最小的海洋。在情爱学中，眼泪是一种诗意的
液体，它有着盐质叙事的美学意义。

为情爱落泪，分很多情况。有的是自怜自爱，有的是因恋人
的苦痛。眼泪与眼泪不同，有的眼泪属于对着自我落泪。我
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既在台上，又在台下。我人格分裂，
一变为二。我观赏我自己的戏，我看到自己在爱中的受难形
象，于是感动的泪水涟涟。《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就属此
类经典。“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无人怜，
那么好了，我自己可怜自己一把。黛玉所谓的还泪（神瑛侍
者在仙界施甘露予绛珠仙草），实际还得是双重液体，既还
宝玉，又还自己。眼泪是黛玉对自我情绪的一种清洗。

有的眼泪是因情爱之外的'痛苦而落泪。情爱之外的痛苦，对
于处于情爱之中的人而言，是一种观看式的折磨。恋人的痛
苦不是你的痛苦，你被恋人的痛苦所抛弃。你成了局外人。
你坐在观众席。你眼睁睁的看着恋人因痛苦而憔悴，却无能
为力。你就似中了魔鬼的诅咒，处于奇怪的梦魇。你成了一
个可笑的初生婴孩，除了用哭泣表达伤心与担忧之外，丧失
了别的一切行为能力。

这种痛苦，是对柏拉图《阿里斯芬托》中的情爱球形人传说
最为尖锐的妒忌。球形人是爱的巅峰。他们雌雄同体，四手
四足，同思同维，能够分担彼此一切的快乐与痛苦，宙斯因



害怕他们的强大，而将其一劈为二，从此人类开始了寻找自
己另一半的旅途。而观看者，在旅途中找到了自己所爱的人，
却生生的被置弃于台下，处于廉价的同情地位。他能做的，
仅仅是流泪。泪水滴落，视觉模糊，令观看者的感官发生短
期骗局——我感知到了你的痛苦，我用眼泪在分担你的痛苦，
我为你的痛苦而落泪。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观看者的眼泪对
恋人的痛苦毫无裨益，眼泪不过是观看者自我安慰的奢侈用
具。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三

贾政除了正妻王夫人外，还有两个妾，一个是周姨娘，一个
是赵姨娘。同为“半主半奴”的妾，周姨娘比较安分，人缘
也比较好;而赵姨娘却很能折腾，在贾府口碑极差。然而，贾
政却对赵姨娘偏爱有加，对赵姨娘说的话他极其在意，对赵
姨娘的.闹腾他能够容忍，对赵姨娘的过错他可以庇护，就连
晚上睡觉都由赵姨娘一人“垄断”性的伺候。从周姨娘没有
生育，而赵姨娘却接连为贾政生下一女一子的骄人战绩上，
也可以看出贾政对赵姨娘的宠爱程度。

曹雪芹笔下唯一提到贾政私生活的地方，出现在《红楼梦》
第七十三回开头部分：“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
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
滑了屈戌儿，掉下来，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自己带领丫环
上好，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不在话下。”简单的两行文字，
就把贾政和赵姨娘的浪漫房事隐约表露出来，虽然极其含蓄，
但不失为传神之笔。

在贾府中，贾政很正经，很正统，很正派;而赵姨娘却很阴险，
很野蛮，很下流。显然，贾政和赵姨娘不是一类人。那么，
贾政为什么会喜欢赵姨娘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是作者为了突出贾政的道貌岸然和低级趣味，这
种说法未免太过牵强;有人猜测赵姨娘姿色非常，但在整部书
中却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有人甚至猜测赵姨娘床上功夫很有



一套，如清代有位红学家就猜测赵姨娘“下体可采”，这样
的观点实在是不堪入目。笔者认为，贾政之所以会爱上赵姨
娘，是由贾政在贾府中所处的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所造成的。

贾政在贾府这种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不上不下，进退两难
的尴尬处境，使他一直觉得很憋屈，很郁闷，很孤独，很不
自在。他承认自己“迂腐古板”，却不肯接受新鲜事物;他看
不惯兄弟子侄们的“一味高乐”，却无力纠正，所以他始终
找不到作为家长所应有的那份感觉。难怪有次在视察稻香村
时，贾政遂生“归农之意”。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士
大夫的清玄，但却反映出了他极其失落的心态。在贾府中，
真正能把他当个“人物”的，也只有既可恨、又可怜，既愚
蠢、又真实，既是主子、又是奴才，既想抗争、又没有资本，
既兴风作浪、又屡战屡败的赵姨娘了。只有在更找不到感觉，
处境更尴尬，不得不依附于他的赵姨娘面前，贾政才能找到
一点可怜的感觉，才能表现出一些难得的振作之气，才能展
露一下封建家长的特有权威。此外，贾政的确是在放纵赵姨
娘撒泼耍赖，但每到关键时刻，他都会及时的跳出来加以制
止。也许只有这种时候，贾政才能证明自己在贾府的存在。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四

听到好些个女人说过，《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男人，最值得
的嫁的只有一个——贾政。说出这话说者听者都笑。记得中
学时学《红楼梦》片段，讲到人物分析，说贾政和贾老太太
是封建家长的代表，今天封建家长居然成了这些个女人最想
嫁的人。不过，以安身立命来看贾府男人，贾政的确是最靠
谱的那一个，没有之一。

其他稍好点儿的男人，贾琏算一个。家中大事主要是他与凤
姐掌控，凤姐主内他跑外，虽然混闹，可事还真是做了不少。
不过他还是有些拎不清。和多姑娘之类的乱闹一气也就罢了，
娶尤二姐回家闹多少事出来，甚至弄丢了二姐与未出世孩子
的性命。这其中当然有凤姐的心狠手辣，但贾琏与凤姐夫妻



这么些年，他还不知凤姐究竟是何等人物，凤姐几句好话一
说，他果然中计将二姐搬进贾府，让二姐成了凤姐碗中的肉。
凭这一点，贾琏就不够机灵。

另一个好些的宝玉，说得太多，不说也罢。手不能提肩不能
扛，窝在温柔乡里是个好玩伴，出了那个窝，就百无一用了。
就像《飘》中的卫希理，一出大庄园，干脆闭上眼不看已变
化了的世界，靠回忆滋养，一心想回到过去。这样的男人，
依现在的说法，满格的负能量啊，仅仅在精神上就能拖垮你。

贾政呢，能在官场多年混下来，第一靠祖上基业，第二是有
个做妃子的女儿，第三也是他自己的本事。他“自幼酷爱读
书，为人端方正直”，他对母亲孝顺，对儿子严格(宝玉受那
一顿毒打，可见他对儿子的错误绝不姑息)，对内对外，几无
挑剔。

这一点似乎是贾政作为完美男人的一个污点。

一个男人娶妾不外几个原因：好色，见美艳女子娶来占为已
有;传宗接代，正房夫人未生育儿子，得另娶;其次，家境不
错，又有地位的男人娶妾就像是买款名车，买个大钻戒，买
块名表，标明身份，显派。再次，像冒辟疆娶董小宛，完全
是被粉丝的追求打动，解救小女子于水深火热之中嘛。

——这里说点题外话：不知别人读《影梅庵忆语》是否有这
样的感受，反正我感觉冒辟疆文字中满是男人的得意，不停
地暗示董小宛死皮赖脸要死要活地吃定他这个有情有意的大
才子，他没办法，做个好人收下了这份“礼物”。而她死后，
他一付深情地又写这么一篇文字，为自己留下一段佳话。

贾政似乎与这几个原因都不搭界。那么他为何娶妾?

赵姨娘不漂亮——贾环的相貌像他母亲;赵姨娘出身不高贵，
气质不淑女——从她的亲戚就可知她的'底细了。而且探春坚



持否认她是自己的母亲，贾府的大小丫头们都看不起她，一
是她不讨人喜欢，更是因为她身份低贱，别的姨娘没她这么
不被人瞧不起.

赵姨娘不聪明不贤慧——进贾府这么多年，她还是没有认清
自己的地位与处境，没有学会察言观色，没有学会那怕是稍
稍讨好贾母及凤姐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不知为什么，赵姨娘总让我想到张爱玲《金锁记》里的七巧。
瘦削，神经质，咋咋呼呼，粗手叉脚地穿着与自己不相贴的
华丽绸缎，被打击被折磨却仍不知改进，唯有下意识地提防
着下一刻不知从何而来的打击。但赵姨娘比七巧幸运，她还
有个贾政依靠着。可对于环境的认知，赵姨娘比七巧更粗糙，
她永远弄不懂老太太夫人与姑娘们的小心思，弄不懂冠冕堂
皇言辞之下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她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永远
踏不到点子上，她与贾府的生活不是隔着一层纸，而是隔着
一层厚厚的墙。她是贾府中最大的异类。

贾政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异类。

或许他当初就是奔着这样的异类而去。

算下来，贾政娶赵姨娘当是在王夫人生元春，宝玉之后。或
许突然厌倦了做好上级好臣子，做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贾
政生活中才有了赵姨娘的出现。她的作派是贾府作派的彻底
反转。反转里有新鲜，有别有洞天，有跳出旧圈子的喜悦，
有看到另一片天地，另一个自己的惊讶——原来，人生还可
以是这样的，我也可以是这样的。

但是，贾政毕竟是贾政，赵姨娘毕竟不是他生活的底色，他
的精神还是牢牢扎根在贾府中。冲动一时，荒唐一番，娶了
赵姨娘，他仍回归自己的旧身份——好官员，好儿子，好丈
夫，好父亲。



但是，赵姨娘已成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是他刻板严肃生活
的一个出气口，是他放松身心的一段小夜曲。是他逃遁自己，
忘却他是贾政的一座桥梁。

他看中的就是她的傻。在她这里，他领受着崇拜的同时不需
要一本正经。他可以完全放松，不必陪小心，不必摆形象，
不必字斟句酌，不必揣度人心。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女人的
丈夫，一个纯粹的男人。

书里写贾政外派回来，总写宿在赵姨娘处，听赵姨娘唠叨家
常，有一句没一句地答应着。当然王夫人那里他总是要去一
去的，但就像是公事公办，交待清楚了，礼节到了，也就不
相干了。要放松，还得去赵姨娘那里。

夫人，成了无趣的代表。也不知她年轻时是否有趣过。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五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
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
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
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
状!

[说明]

林黛玉初见贾宝玉，作者对宝玉的外貌作了一番描绘，接着
说：“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月》



二词，批的极确。”就是这二首。

[注释]

1.皮囊——外表，长相。佛家称人的躯壳为臭皮囊。

2.草莽——杂草，无用之物。这句意思是：肚子里没有儒家
那套仕途经济学问。

3.潦倒——困顿。

4.世务——一般社会的一套人情世故。程高本作“庶”，则
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今从甲戍、庚辰诸本。

5.文章——这里特指那些“诗云子曰”儒家书籍和八股之类
的时尚之学。

6.偏僻、乖张——偏僻，行为不端正而偏激;乖张，性情古怪。
这里说宝玉言行违背社会伦理，不合中庸之道。

7.乐业——对家业感到满意。

8.不肖——不像(肖)自己祖先的子孙，即所谓逆子。

9.寄言——告诉。

10.纨袴、膏粱——指代富贵人家子弟。纨袴，细绢裤。膏粱，
见《好歌注》注。

11.莫效——不要效法。

[鉴赏]

这两首词里说贾宝玉是“草莽”、“愚顽”、“偏
僻”、“乖张”、“无能”、“不肖”等等，看来似嘲，其



实是赞，因为这些都是借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的。作者
用反面文章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建叛逆者的思想、性格概括
地揭示了出来。

在曹雪芹的时代，经宋代朱熹集注过的儒家政治教科书《四
书》，已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具有莫大的权威性。贾宝
玉上学时，贾政就吩咐过“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
是最要紧的”。然而贾宝玉对这些“最要紧的东西”偏
偏“怕读”，以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这当然要
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草莽”、“愚顽”、“无能”、“不
肖”了。但贾宝玉对《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理学先生
所最反对读的书却(/wenxue/)爱如珍宝;他给大观圆题额，为
芙蓉女儿写诔文，也显得很有才情。在警幻仙姑的眼中，他是
“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可见，思想基础不同，评价一个
人的标准也不一样。

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尖刻地讽刺那些热衷
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一
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
逼人!”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
丈夫名节”是“胡闹”，是“沽名钓誉”。贾宝玉这些被封
建统治阶级视为“偏僻”、“乖张”、“大逆不道”的言行，
正是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的大
胆挑战与批判。而“那管世人诽谤”，则更是对他那种傲岸
倔强的叛逆性格的颂扬。

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毕竟是一个生长在
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富贵闲人”。他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人
情世故，不追求功名利禄，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剥削阶级生
活。所以，一旦富贵云散，家道败落，也就必然“贫穷难耐
凄凉”了。

细究词意，宝玉后来不幸的遭遇，是与他始终不改其“偏



僻”、“乖张”的行为有关的(当然，贾府之败还与王熙凤等
人的劣迹有关)。他挨父亲板子那次，贾环告他逼淫母婢，这
还不过是“手足耽耽小动唇舌”，然已足使“不肖种种大承
笞挞”;一旦真正遭到“世人诽谤”，后来当然要严重得多。
袭人曾因宝玉“心迷”黛玉，错向她诉说了“肺腑”之言，而
“吓得魄消魂散”，禁不住掉泪暗想：“如此看来，将来难
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如何处置，方可免此丑
祸!”(第三十二回)看来，在曹雪芹笔下，这个所谓“不才之
事”和由此招来的“丑祸”确是没有能够避免，因此宝玉才
会落到我们在《好了歌注》中已说过的那种“贫穷难耐凄
凉”的境地。

宝玉惹出祸来，“累及爹娘”，这才叫做“孽根祸胎”，(第
三回脂批：“四字是血泪水盈面，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下，
四字是作者痛哭。”)才可以在这首词中用“古今不肖无双”
这样重的话。倘若他如续书所写，能接受老学究讲经义的开
导和钗、袭(居然还有黛玉!)的劝谏，终于去读《四书》、学
时艺、考科举，改“邪”归“正”，这还能说他是“愚顽”、
“偏僻”、“乖张”吗?他在“却尘缘”之前，自己既能高中
乡魁，荣受朝封，光耀祖上，又生了个“贵子”继承祖
业，“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怎么还能说他是“天下
无能第一”呢?该说他“于国于家有望”才是!从封建观点看，
如此终于没有“辜负”“天恩祖德”、“师友规训”的回头
浪子，岂不正可作为“纨绔与膏梁”效法的榜样吗?可见，续
书所写违背了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原意，不但使我们在理解曹
雪芹这两首词时产生矛盾，而且也歪曲了《红楼梦》原来的
主题思想。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六

咏白海棠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花开易见流浪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月窟神仙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菊花诗

黛玉(潇湘妃子)

咏菊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黛玉(潇湘妃子)红楼梦林黛玉诗句

问菊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俗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

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刻?

林黛玉葬花辞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树,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英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旬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研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流浪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薄暮,荷锄回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入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七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抉，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黛玉（潇湘妃子）

咏菊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黛玉（潇湘妃子）

问菊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俗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

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

黛玉（潇湘妃子）

菊梦

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

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蛩鸣。

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八

贾政，字存周，是曹雪芹著作《红楼梦》中的人物，荣国府
二老爷，贾母和贾代善所生的次子，贾宝玉的父亲，林黛玉
的舅舅，薛宝钗的姨父。据说贾政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
人品端方，风声清肃。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惟
失之于迂腐。他一心孝顺贾母，亦想严厉管教子女，宝玉挨
打是《红楼梦》的精彩片段;他想作好官，可是不谙世情，只
解打躬作揖，终日臣坐，形同泥塑，遭人蒙骗，弄得声名狼
藉。政，谐音“正”，作者描写他的为人，亦着重一
个“正”字。他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悲剧人物，他既是悲
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受害者。

红楼梦的语言，真是既幽默又刻薄。堂堂中华，汉字众多，
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偏叫卜世人。

卜世人是谁?贾芸的舅舅。他曾遭贾芸冷冷的数落，就差被直
接痛骂你这个舅舅不是人了。

贾芸，没有骂他，但是作者却借着他的那一支笔，和千千万
万人之口骂了他，直接刻薄到了这个卜世人的骨髓里。

既然卜世人可以理解为不是人，贾政一名又何尝不可理解为
假正直，假正经呢?其意义也类似于不是人了，贾政只是装作
一个人，其实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或许只是作者有恻隐之心，与贾政这个人物的原型有着某种
亲情关系，也就不忍心在人名上如此刻薄地唾骂这个人物了。

但是，作者也不会放过丑恶，他总是要对它们进行无情的揭
露与鞭挞。只要你再次仔细品味一下贾芸骂卜世人的话，你
或许立刻就能够感受到作者对此是多么良苦用心。

卜世人不是人相对于的是贾芸，贾政的不是人，相对的是谁



呢?因为他也是一位舅舅，自然就是林黛玉了。贾芸骂卜世人，
何尝又不是代黛玉开骂贾政呢?我们看第一句，舅舅说的倒干
净，意思实则是指贾政把林黛玉撇得干净。林黛玉来贾府那
么多年，贾政确实是一直对林黛玉不闻不问啊，仅仅只是见
林黛玉书香门第出身，才华好，才让她拟一些楼台馆所之名，
而这也似乎是为了迎合元妃爱风雅、喜文采之心。后来贾政
也就丝毫没有把林黛玉放在心上过了。

这一句，如果稍微变更一下词句，道出的则完全就是林黛玉
的.身世了。林如海去世的时候，林黛玉确实年纪还小，对于
俗世的事务，确实不懂，她也似乎是一直不懂，或许只是后
来被贾政们无情地辜负，才觉察到了些许俗事。

虽然后来林黛玉不是听母亲说，贾府吞了林家的财产，自然
是有一天有人告诉了林黛玉这一切。

一亩地，两间房子，指代的则是林黛玉家的家业财产了。这
份财产全部被贾政贾府所挥霍，林黛玉丝毫不曾用过一分钱。

最后说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这一句反问，指责的可能是日
后贾政辜负林黛玉时，贾政反而在林黛玉面前以救世主自居
了。这是林黛玉对贾政的指责，真是绝妙的讽刺。

第三句，还亏是我，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来缠着
舅舅，舅舅也就没法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出的则是林黛玉的忍让与善良。她任随
风霜刀剑严相逼，她自在寒风中傲然挺立。因此，黛玉也最
像那坚贞的美好，遗世独立，暗香四溢，打动着一代代读者
的心。

写林黛玉的论文篇九

抄家后，蒙北静王、西平王看顾，荣国府世职失而复得，贾



政袭职，但未能挽回家族颓运。贾政查看家仆花名册，背着
手踱来踱去，竟无方法。众人知贾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
着急。贾政本是不知当家立计的人，只有靠贾母主持大局。
虽然世职仍旧袭了，但是家计萧条，入不敷出，贾政又不能
在外应酬，难免典房卖地，诸凡省俭，尚且不能支持。贾母
丧礼中，贾政为了避风头，诸事从简，鸳鸯替他感到不值。
果然贾母的财产在出殡当天就被贼寇洗劫一空，贾政连失单
都不敢据实上报，说是“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担
罪名”。

趁丁忧无事，贾政便向贾琏交代家事，自己带上贾蓉扶了贾
母、凤姐、黛玉、秦可卿等人的灵柩回南安葬。回程路过常
州毗陵驿地方，宝玉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前来拜别贾
政。宝玉出家后，圣上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贾府
兰桂齐芳。贾政嘱咐家人道：“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
你们在内相助，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