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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红楼梦》是作者用一生心血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它全面地

表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殁落的历史命

运。作者为了更生动更深刻地表达主题思想，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性格，展开故事情节，

反映社会风俗风貌，以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的爱情故事和人物性格为主线。作者在《红楼

梦》中运用了大量的诗词曲赋，作者写的这些诗词曲赋，是前无古人的杰作，应用了很多雅

俗分明、五彩纷呈的诗词，才使这部小说取得这样举世无双的成就。如果没有这些诗词，决

不会有现在这样深邃而广博的思想内涵和含蓄蕴藉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红楼梦   诗词  艺术   探索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它全面地表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

揭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殁落的历史命运。作者为了更生动更深刻地表达主

题思想，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性格，展开故事情节，反映社会风俗风貌，作者在《红楼

梦》中运用了大量的诗词曲赋 ，作者写的这些诗词曲赋，是《红楼梦》整个创作工程的一

部分，是完全为了《红楼梦》的创作的需要而写的，而不是相反。  

  一、《红楼梦》的诗词，完全同《红楼梦》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离的  

  《红楼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诗化和诗体的小说。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文野悬殊、雅俗分

明、五彩纷呈的诗词，才使这部小说取得这样举世无双的成就。如果没有这些诗词，决不会

有现在这样深邃而广博的思想内涵和含蓄蕴藉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可

以说没有《红楼梦》中的诗词就没有《红楼梦》。同样，《红楼梦》这些诗词从总体上看，

是完全从属于《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的。严格地讲，它没有一般诗词那种独立意义。人们

高度评价《红楼梦》诗词，就在于它在表达主题思想、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展开

情节等方面，有以白话文为主的小说语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把这些诗词从《红楼梦》

中抽出来，单独的孤立的就诗词本身而评析，其中不少是平庸无聊之作。即无任何思想价值，

也无多少艺术性可讲。而正是这些看似平庸无聊的诗作，放到小说的具体情节具体人物、具

体环境中分析，是那样的恰到好处，显示出极强的艺术表现 力和艺术效果。简直是化平庸

为神奇。例如，元妃省亲时的大观园题咏，不过是模拟唐宋以来兴起的宫廷应制诗。如果离

开《红楼梦》单独品评，并无多大趣味。但放在《红楼梦》元妃省亲这一特定的情节中具体

分析就不一样了。它不仅生动形象的展示了贾府因贾妃省亲而出现的“烈火烹油，鲜花著

錦”的繁荣场面，同时又给后世留下一幅生动而又传神的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的风俗画。每首

诗也无不精彩。以贾迎春写的《旷性怡情》诗为例：“园成景备特精奇，奉命羞题额旷怡。

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畅神思？”诗写得空洞无物，没有激情，乏味浅薄，毫无想象力。

但诗如其人。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它恰恰是迎春为人懦弱、缺少主见、逆来顺受、对人缺乏

感情的"人格化"的表现。她诗中表现的这种性格特征，在后面搜捡大观园、出嫁等情节中得

到进一步展现和发展。真是前后紧密呼应、伏脉千里。读过全书回头看，方感十分和谐而不

可缺少。细品其它诸人的诗词也无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题咏中，宝钗从贾妃改“红香

绿玉”为“怡红快绿”中，揣度出贾妃不喜欢“绿玉”，这不单表现了宝钗善于揣度人的心

理，迎合众人之意的极有城府的性格，而且通过这个细节，暗示贾妃不喜黛玉，同后来端午

节赠礼，独宝钗和宝玉的一样，遥相呼应。成为最终支持“金玉良缘”不可缺少的铺垫。可

见，这大观园题咏诸诗，乃是《红楼梦》不能缺少的精彩诗篇和篇张。  



  二、《红楼梦》中诗词的艺术特点 

《红楼梦》中诗词对于《红楼梦》这种功能和特点，不仅同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有天壤

之别，就是同《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名著中的诗词功用也不同。这些小说中

也不乏有较好的诗词。“但在许多情况下，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碰到就跳过去，似乎也没有

多大影响。《红楼梦》则不然。......如果略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后文意弄明白，或者等于没

有那一部分的情节。"不单如此，甚至根本无法体味《红楼梦》诗词中某些奥妙！象《芙蓉

女儿诔》、《葬花词》等，它们传达人物心灵的隐秘活动，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和升华，

是人物性格发展过程不可缺少的链条。是任何别的文字代替不了的。我们欣赏《红楼梦》中

的诗词曲赋的前提一般是不能把它同小说分开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人编辑了一部历

代咏昭君诗词选，将林黛玉的《五美吟》和薛宝琴的咏怀古迹中的昭君诗，冠以曹雪芹的名

字“入选”。这两首诗在二百多首古今歌咏王昭君诗词中，不仅显得平平，而且如果细读选本

中其他诸诗，原是化他人的成句。小说中那种隽永深邃的韵味以及特有的功能全没有了。还

有人专门著文评述《红楼梦》中的咏物诗的成就，这些把《红楼梦》诗词从《红楼梦》中抽

出来单独赏析研究的作法，都是程度不同的无视或忽视《红楼梦》诗词同《红楼梦》密不可

分、它们不同于历代诗人的自作之诗这一艺术特色。  

  作者为创作《红楼梦》写了这么多的诗词曲赋，是前无古人的杰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罕

见的现象。这足以证明他不但是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个伟大的诗人，是个写诗的奇才，

无愧“牛鬼奇文追李贺”的赞誉。“诗言志”“ 诗如其人”。他同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不同。李贺那

些诗人以自己的"自作"之诗，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而

曹雪芹创作的大量诗词曲赋都是为了创作《红楼梦》。他的政治理念、艺术思想，均是透过

《红楼梦》这部前无古人的杰作曲折含蓄地表达出来的。  

  三、《红楼梦》作者以独特吟诗论诗来反映人物性格  

  《红楼梦》就题材而言是一部描写封建社会末期贵族生活的小说。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

物是生活在大观圆这个近乎世外桃源的环境中的一群贵族小姐公子。他们锦衣玉食、饫甘餍

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时光，他们想尽了花样顽耍。饮酒赋诗、赏花对月、吟

咏唱酬，便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他们大多数对诗歌的态度自然是顽了。他

们的诗自然具有闺阁诗的阴柔婉约的特点。他们这种主张和诗风，正是这些贵族公子、小姐

思想性格的一种真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皇族子弟、封建文人，相互吟咏唱酬的社会

风俗的再现。曹雪芹这样描写，是为全面塑造表现这些人物思想形像的需要。  

《红楼梦》中的人物在吟咏中有时也谈诗论诗。把它作为曹雪芹的“诗论”也同样欠妥。严格

地讲，这些“诗论”也无多少独立意义，拿香菱向黛玉谈自己对王维的诗《塞上》的理解为例，

这不过是一个还未入门的小学生向自己的启蒙老师首次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这样的议论和

见解在当时的私墅和现在的中学语文课堂上就可以听到。黛玉听了之后说“这话有了一些意

思”，这再明白不过的表示出一个启蒙老师对弟子的勉力。－－仅仅是"有了一些意思"而已。

香菱谈诗这段写得固然十分生动有趣，但是如果把这作为曹雪芹的诗学思想的代表，就犹如

把一个书法家儿时的描红拿来当作书法家的作品来研究一样。《红楼梦》中的大量诗论同其

诗词曲赋一样，同小说乃是个整体。它表面是谈诗论诗，实则是透过这些诗论写人，写人与

人的关系和人的性格，人的兴趣，人的休养爱好等等。香菱学诗活脱脱的画出一个“呆香菱”

的艺术形象。黛玉、宝钗、宝玉等人的思想性格，也都在他们的“诗论”中进一步丰满起来。  

  薛宝钗是《红楼梦》诸人中论诗较多的人，书中直接间接地写她谈诗论诗的地方多达六

七处之多。作者单把她的“命意新奇，别开生面”“ 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的言论

选出来，作为曹雪芹的诗学思想的代表和体现。如果仔细研读薛宝钗全部诗论并同她每次谈

诗论诗的具体场合、具体人物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她的所谓“诗论”，不过是她见什

么人说什么话，圆滑世故，既讨人喜欢又含而不露地表现自己，处处不失大家闺范的淑女形



象的人格化展现。很难肯定地说她对诗的真实主张到底是什么。例如，在大观圆题咏中。她

在贾妃面前，称赞连贾妃自己都认为不怎么样的诗是“睿藻仙才盈彩笔”，表示自己再也不敢

写诗了；在湘云面前，一会讲“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一会讲“头一件是立意清新”，一会又

讲写诗“原为大家偶得好句取乐”；在黛玉面前讲过两次，完全不一样，一次在第四十二回，

单独同黛玉讲“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一次在宝玉在场又讲“命意新奇”；

在众人面前又主张“雅俗共赏”。当她得知湘云听说他们办诗会“急的了不得”，而家里又总有

干不完的针黹活时，又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用以安慰湘

云。在第 50回，众人承贾母之命在暖香坞制灯迷，她听了众人制出的灯迷后说：“这些虽好，

不和老太太的意思，不如作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这“雅俗共赏”也不是她的

本意，让贾母高兴才是她“高见”的真意。最精彩的要算在第 64 回里写的她的谈诗论诗了。

一天，宝钗、宝玉、在黛玉处，当她听到黛玉写了几首歌咏“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诗时，

宝钗立可借题发挥。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

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从《红楼梦》前后情节看，黛玉的《五美吟》，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黛玉的思想感情，对

黛玉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其他手段无法起到的作用。自然是十分精彩的。但如果把它放到历代

咏昭君诗中评论，算不得“命意新奇”，并且有明显化用他人之诗的痕迹，宝钗引用二人的诗

句，又是一石多鸟：除“不经意”地显露自己博学多才、通览古今、对诗词的造诣很高外，实

际是讲黛玉的诗并没有“翻古人之意”，算不得好诗，特别是对黛玉关于“红颜薄命”的感叹，

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也含有对宝玉的驳诘。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谈诗论诗中十分巧妙进行的。

是在赞“林妹妹这五首诗”“ 命意新奇，别开生面”的掩饰下进行的。－－宝钗知识丰富、言不

由衷、思想含蓄、成熟老道的思想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栩栩如生。可见，这段关于《五美吟》

的有关谈诗论诗的描述，不是曹雪芹借机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而完全是写人，在俩相对照

中同写宝钗、黛玉。写黛玉笔轻，写宝钗笔重，甚至可以说借写黛玉而实写宝钗。精彩地体

现了"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两牍：“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四、《红楼梦》在艺术创作中吟诗论诗是作者表达目的的必要手段 

从小说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吟诗论诗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精彩一笔。但是，把小说里这些贵族

公子、小姐对诗歌的主张看作是作者曹雪芹对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看法，未免缺乏令人信服

的理由。这种看法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本身所揭示的意义相悖。“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其中也包括曹雪芹为了创作《红楼梦》而写的那些体裁 多样、文野迥别、用途各异的众多

的诗词曲赋。这是何等不易之事！这除了看出曹雪芹的诗词造诣外，也可以看出他写作态度

的严肃认真，“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红楼梦》中其他几处“诗论”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和性质。这种既含蓄蕴藉又新奇诡谲

的高度统一，是《红楼梦》诗词和诗论重大艺术特色，也应看作是曹雪芹的艺术追求。这才

是他的真正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尽在不言中－－是通过创作实践曲折反映出来的。  

  综上所述，《红楼梦》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一部具有深广内函和高度内涵的奇

书，《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最高综合和体现。它是从《离骚》以来祖

国优秀传统的主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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