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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红楼梦》中的同性恋情 
◆朱筱恬 

（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在《红楼梦》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这一经典的“情种”

形象。但长久以来，人们关注的重点似乎一直都是贾宝玉和身边女子之

间的“异性之情”，而对于书中多处的同性之间的暧昧却研究得不多。究

竟曹雪芹为何要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既好女色，又喜男风的形象？本文

就从此点出发进行浅析，揭示书中贾宝玉等人物的双性趋势，从而对于

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更加立体地了解书中人物形象有更深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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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之恋情——同性恋在中国古已有之，可谓是历史悠久，

对于其的记载也是不绝于史书典籍。从古至今女同性恋时有发
生，男同性恋则更是层出不穷。历代男风盛行，不但在宫中如此，
在民间也一样。以宝黛钗爱情悲剧为明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
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来揭示穷途
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的《红楼梦》，其情爱、
性爱价值取向当然是居正统地位、属标准化模式的异性恋。但同
时，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自然地描
写了同性恋，借以反映明清时期的社会、风俗、人文，进而也展
现了作者对于理想爱情观念的超前思想和先锋性。 

一．薛蟠的“龙阳之好” 
在分析贾宝玉与他众多的“同性朋友”之间的感情之前，先

来讲一讲作者在书中所写的另一例比较明显的同性恋人物——
薛蟠。书中对于“呆霸王”薛蟠的同性恋不仅写得比较明显，而
且着墨也较多，其中内容较集中的首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
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望文生义，单单从此回标题我们就可
以看出，作者写的是发生在学堂上的有关男男之情的故事，写道：
“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
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 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
鱼，两日晒网，白送束脩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进益,只
图结交些契弟。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
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说。”① 

“龙阳”即战国时卫国宠臣龙阳君，因他与国君有同性恋关
系，“龙阳”二字便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契弟”是明清时期盛
行于福建沿海一带的娈童的称呼。②看到这里读者便非常明确了，
薛蟠明显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为了搞同性恋特意去学堂，且他确
实在学堂里结交到了好几位同性恋者，还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
这里不能说那些与他同性恋的“契弟”是出于内心对于情爱的渴
望与他欢好，但事实确是薛蟠以金钱为诱饵，同时伴以花言巧语
以及威势，在几个“小学生”身上得到了性满足。可见，当时的
很多同性恋者是受到利益的驱动，迫于生存的压力，以皮肉之淫
换取他人的满足。“其深层原因是中国几千年的男性霸权体制，
不仅使女性一直处于次要、服从的第二性地位，而且渗透到了男
性内部。”③而这处作者对于同性恋的描写恰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
心理缺失，同时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男性霸权。这种同性之情远
离了心灵与情感，“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 

薛蟠对于同性恋的执着还表现在他对柳湘莲的痴迷，第四十
七回中，薛蟠企图调戏柳湘莲：“好兄弟，你一去都没兴了，好
歹坐一坐，你就是疼我了。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交给哥，你只
别忙。有你这个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④这柳湘莲恰不是学
堂里的“小学生”那样的主，听得这话只觉愧和恨，后来将呆霸

王暴打一顿，远走他乡。 
二．贾宝玉的同性“意淫” 
贾宝玉曾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

见了女儿 ,我便清爽;见了男子 ,便觉浊臭逼人。”⑤贾宝玉首先是
爱女儿的，这一点不容置疑。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有很深的感情，
两人互相爱慕，贾可为了林出家；贾宝玉对薛宝钗也有好感，
起码就体现在对其肉欲的觊觎上;贾宝玉与他身边的丫鬟个感情
也非同寻常，他与袭人初试云雨后便待之与常人不同，他让晴雯
撕扇只为博得晴雯一笑……贾宝玉乐于同女子特别是年轻貌美
的女子交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同男子交往，他当然也有着
自己的男性朋友圈子。在作品中，贾宝玉乐意与北静王水溶结交；
与那些与他品性相投的男子诸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冯紫英
之类的也交往甚密；对于庆国公、梅翰林、杨侍郎、李员外等男
性的交往，他也并不反感；另外， 明显的是，他与薛蟠多有接
触，两人常常在一起厮混，喝酒作乐。⑥其实，贾宝玉不仅与上
文列举的许多男子有交情，而且部分早已逾越了正常的友情，达
到了同性爱恋的程度。其中贾宝玉与秦钟的感情 引人注目。 

贾宝玉与秦钟第一次见面是在第七回中。秦钟出场时是一个
“小后生”，“较宝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
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羞羞怯怯有女儿之态。腼腆含糊。”
⑦这样的人自然是人见人爱的，连凤姐看了都喜的推宝玉笑道：
“比下去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回里，宝玉和秦钟是第一次
见面，作者非常细致地描写了这二人初次相见时的内心感受： 

“那宝玉只一见秦钟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天，自己
心中又起了个呆，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
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
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
此比他尊贵，可知绫锦沙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
羔，只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浮，更兼金冠绣服，艳婢侈童。
秦钟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
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接。可知‘贫富’二字限人，亦世
间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⑧ 

贾秦二人初次见面，心理活动是如此丰富而激烈。宝玉先是
“有所失”，接着“痴了半天”，再是起了呆，与自己将他做了比
较之后，将自己贬得一文不值，这是典型地由爱慕对方变成了自
卑心理。而秦钟心中所想也是盼望与宝玉“耳鬓交接”。两人此
刻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初次见面时就因为欣赏对方的美貌而擦出
了爱的火花。 

两人见面之后经过交谈，更是发现相见恨晚，宝玉为了可以
多与秦钟接触，厌恶读书的他竟然破天荒地提出要去家塾上课。
在盛行男风的家塾之中，两人的关系便“公开化”了：“不意偏
又有几个滑贼看出形景来，都背后挤眼弄眉，或咳嗽扬声，这也
非止一日。”⑨后文秦钟与香怜的事也映射出了贾秦二人的关系已
很是亲密。 

到了第十五回，秦钟与智能在馒头庵得趣时被宝玉抓个正
着，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要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地算
账。”两人时候做了什么作者未明说，但读者可从上下文推断出，
两人的关系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的内在深意不言而喻了。
⑩第十六回中，秦钟夭逝黄泉路，贾宝玉携手垂泪送了他 后一
程。后文也多次提及秦钟，在第五十六回和第八十一回均有。 

事实上，贾宝玉与蒋玉菡、柳湘莲之间也有着同性恋倾向。
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中写道：“宝玉见他（蒋玉菡）妩
媚温柔，心中十分留念，便紧紧的搭着他的手。”其后贾宝玉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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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玦扇坠给蒋玉菡，蒋回赠茜香汗巾。在第三十三回中宝玉遭其
父的毒打，原因之一就是“在外流荡优伶（指蒋玉菡），表赠私
物。与柳湘莲则是在第六十六回中写道：“（柳湘莲）次日又来见
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⑪这后四字是耐人寻味的。闻一多
在《说鱼》中便曾说鱼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隐语，是性的暗示。 

第五回中，警幻仙姑说贾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后
又说他是“意淫”，到底何谓“意淫”，这“意淫”和情又有着什
么样的关系，贾宝玉的同性恋情又是如何与“意淫”产生联系？
“意淫”首先必定与“淫”有关，但这个“淫”又不是“皮肤滥
淫”，它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境界。在“意淫”中吧，“情”占
了很大的比重，欲永远是为“情”服务，因“情”而生“淫”。
贾宝玉以“意淫”为精神旗帜，不仅在异性之情中放纵自己的感
情，任性恣情，更让他的同性之恋表现出一种审美性的回归。 

我们不难发现，与贾宝玉产生同性恋情的男子与贾宝玉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曹雪芹所说的“正邪二气所赋之人”，
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形象，他们身上具有超越道德和教化的“尘
俗”，体现出一种“真性情”。他们的行为特征和生存哲学与宝玉
所推崇的“意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宝玉与他们的“同性
恋情”便超越了停留在感性冲动层面上的皮肉快感，而追求一种
构筑在心灵沟通和感情交流基础上的性灵满足。⑫这一种以“知
己感”为基础的同性恋情和薛蟠的那只为了追求皮肉快感的同性
性关系截然不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唯美而细腻地描写了宝玉与几个男子
的同性之爱，超越了世俗与道德的羁绊，对一直被中国文化打压
排挤的同性情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剖析。他从“意淫”这一概
念出发，以一种更为贴近人性的角度展示同性情爱。如果只是单
纯的迷恋肉欲之淫，那么就算是异性情爱，也是“蠢物”，是肮
脏的，但是若我们从一种纯净的灵魂的角度去透视同性之间的情
爱，会发现“情”真的是无关于性别，它只是内心 原始的一种
本能，它也代表着自由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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