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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楼梦》分析古典女性形象 
曲镜丹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以其丰富的意蕴、卓越的文学价值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研
读与探索。作者通过深情感人的笔调描绘了一段大家族的传奇故事，特别是塑造了一批深入人心、标新立异的女性形象。作者改变
对传统女性描写围绕忠贞与顺从的死板观念，大胆突破与拓展，创造了个性鲜明、立体丰富的古典女子形象。 

如忧郁柔情的黛玉、聪慧坚韧的宝钗、运筹帷幄的熙凤等。本文就以《红楼梦》中经典女性人物——林黛玉、王熙凤的视角来
浅析古典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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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大荒山无稽崖的青埂峰写起，一开篇便是讲述使用

皮里阳秋的手发法，铺设了灵石下凡，即贾宝玉这块灵石在人

间所经历一遭的故事。贾宝玉的一生中身边围绕着众多女性角

色，有的生而贫苦为了生活而为奴、有的虽锦衣玉食但生活苦

闷、难以言宣，整日生活在痛苦之中，无所掌握自己的命运。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女性发自内心的同情，表现了对女

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形象客观塑造的高度重视。 

1.林黛玉——遗世独立的孤高品格，多愁善感的独特性格，

具有反抗意识 
林黛玉美丽清冷、多情善感、才华横溢在女性众多的大观

园中以独特的气质脱颖而出。 

2、感情细腻率真、对爱情大胆追求 
林黛玉出身贵族，自小备受父母的疼爱，因家中无子便把

黛玉视为男子来教育，为她聘请老师学习先进思想，开明幸福

的家庭氛围为黛玉情感的大胆表达奠定了基础。后因家庭变故

来到贾府虽寄人篱下但依旧得到贾母的万般疼爱与宠溺，她与

贾宝玉第一次见面可谓是“一见钟情”又自小一起长大算得上

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二人的彼此爱慕在大观园里不曾掩

饰。书中写到宝钗生辰时为贾母点戏，当宝玉问道黛玉爱听什

么时，黛玉表示不愿借光听戏，宝玉一边笑，一边拉起她的手

而去。由此可见宝玉对黛玉的宠溺与欣赏，同时，黛玉也大胆

表达与接受宝玉对她的爱。在贾府，黛玉是孤立的、高傲的，

她将宝玉视为唯一的知心人，她对宝玉的爱丝毫不加掩饰，将

这份情感视为一束灰暗生活里的光，是她的生命之火，一旦这

份情感消失，黛玉的生命也将终结。黛玉虽身体娇弱但愿意牺

牲自我的修养时间，拖着生病的身体、用心劳神地为宝玉做玉

上的穗子。因担心宝玉被贾政责罚，于是深夜偷偷来到宝玉的

住所探望，林黛玉虽自尊心极强，有时也会表现矛盾地拒绝宝

玉但仍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宝玉纯洁、深沉、真挚的爱。

她的爱是大胆的、前卫的、进步的，是作者希望女性在爱情中

应具有的勇气与主动。 

3、敏感多疑、自尊心极强 
林黛玉接受过先进的思想使她明白人格的独立与尊严的可

贵，年幼丧母来到贾家，在未到贾府之前，她便告诫自己：“步

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黛玉

生怕寄人篱下时遭人耻笑与贬低，她借用超强的自尊心来掩饰

内心的自卑。在贾府，虽有贾母的疼爱与庇护但终究是没有至

亲疼爱的孤女，大观园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潜在矛盾使弱小的

黛玉更是摆出尖锐的一面来保护自我，增强自尊要强的底气。

在复杂的大家族中生存缺少不了察言观色的能力与本领，自小

娇生惯养的黛玉在这种环境下便养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在书

中多个情节均有体现。一次送宫花中，薛妈通过多方面的考量

确定好了送宫花的顺序即迎春、探春、惜春（贾家三姐妹）、黛

玉、凤姐。但周瑞送宫花给黛玉时，黛玉问道：“还是单送我一

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当得知各位都有时，黛玉表

示就知道是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又随手一抛，表现出黛

玉性格的敏感多疑与甚至尖酸刻薄，可见她十分看重主家对她

的重视以及不愿意接受他人施舍的心态，她不想他人因自己寄

人篱下就轻贱她的地位，用刻薄的语言与不屑的动作掩饰内心

的自卑，强硬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表现出黛玉内心的敏感与超

强的自尊心。同时，她代表着古典女性与生俱来的高贵与自尊

自强的坚强品质。 

4、清新美丽、才华横溢的聪慧女子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

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姣花照水，

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短短的

这十句话，准确地写出了林黛玉的眉目、五官、神情、病态以

及动静时的姿态，塑造了一位“阆苑仙葩”，外型柔弱娇美的女

子。林黛玉外在的样貌美不是书中所描绘的重点，其内心的丰

盈与才华才是研究的关键。初入贾府时，不仅美丽的外貌吸引

众人，流露出的才华更是非同寻常。她的一生充满着诗情画意，

才华更似与生俱来一样，在举止投足间显现。也许是她具有较

强的情感感悟力与创作激情使她具有诗人的独特气质。她作诗

又快又好，不仅数量多且质量高。在元妃省亲时，一挥就完成

自己的作品甚至精力十足地替宝玉捉刀代笔，在日常生活中培

养香菱的学习兴趣从而引导香菱写诗。林黛玉最著名的是《葬

花辞》，诗句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情感与对生命珍贵、消逝的失落

与无助。林黛玉将作诗作为自己内心情感的宣泄途径与表现自

我能力与强调自我价值的方式。她的诗流露着她的情，气韵激

荡，优美高洁，透露出一股悲凉凄美之感，有力牵动着读者的

心灵。同时，也为黛玉的外在形象赋予了知性、绝美的形象。

所以，黛玉的清新美丽、聪慧机灵、以及才华卓著不需刻意显

露便自然展现与散发。 

5、孤高傲世、个性叛逆、勇于反抗精神 
林黛玉虽然不是贾家之女是寄居在大观园的一位外人，但

她没有因为生活的变故变得世故与谄媚，活出自己的“孤高做

世”。她时刻遵循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即便是知道个人命运不

由己，但依旧不愿为了世俗生活与个人爱情，而去讨好贾府的

任何一个人，及时贾母带她没有丝毫怠慢，她也不愿在贾母面

前装出一副乖乖的样子并极力讨好。她在生活中表现出了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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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叛逆，没有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方式，便选择

和贾宝玉私定终身。在爱情上追求独立的人格与个体的尊严以

及自由的灵魂，她的感情不流于世俗、不局限于传统观念而是

精神的自由选择与情感的理想追求。在贾宝玉将北静王念珠转

送给林黛玉时，林黛玉却将它扔在地上，而且对贾宝玉说“什

么臭男人用过的，我不要它”。面对贾宝王时，林黛玉从来不会

贬低自己而顺从或是迁就，面对指婚，她不会乞求这份爱情而

是选择自我折磨，加剧了病情。可见，林黛玉时时刻刻主张恋

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与关照，是新时代女性在爱情中的前身代

表，表现出了作者对过去女性在婚姻爱情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不

支持，重视女性的婚恋自由与幸福。 

林黛玉一生执着地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

想，她才华横溢、清高孤傲、单纯大胆可家庭变故、情路坎坷，

终究是红颜薄命。 

1. 王熙凤——八面玲珑的处事方式，察言观色的洞察能力，

是现代行政女性的缩影 

在《红楼梦》中作者塑造了众多女性角色，王熙凤无疑是

最突出、最鲜活的人物形象，她区别于以往传统的古典女性，

拥有高超的管理与领导能力。 

（一）、八面玲珑、精明泼辣 

从外形来看，“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就尽显

精明与妩媚，作者将其设计成为一个雍容华贵的传统女性形象。

对她的出场更是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介绍方式，将

她的出场显现地更是极具画面感与生动性。黛玉初进贾府，正

当大家轻言细语聊着家常时，忽然传来清脆爽朗的声音还笑声

“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既缓解了迟到的尴尬又表达了对

黛玉的重视。她更是为了赢得贾母的欢心与为特意表现热情以

及对黛玉的喜爱，便拉起黛玉的手，由上到下细细地打量，对

黛玉进行一番夸赞。她牵着黛玉的手，将她带到贾母的身边坐

下，尽显亲热。她感染的化说罢，泪珠就往下掉，表达对黛玉

的同情与替老祖宗与黛玉相见的喜极而泣。当得知贾母刚哭完，

她立即收起眼泪，笑脸盈盈的，自嘲到自己该打、该打。她的

聪明伶俐与超高情商获得了贾母的喜爱也获得了这贾府中的大

权。可见，王熙凤善于察言观色、处事圆滑多变，是一位八面

玲珑的泼辣精明女子。 

（二）、处事圆滑、心狠手辣、精于算计 

王熙凤年纪虽小但已是贾府中的人物，她擅长洞察一切，

揣测内心，赢得了贾母和王夫人的喜爱与认同，将荣国府的大

事小事统统交给她料理，拥有了在这大家族中的实权，过着锦

衣玉食的生活。但这一切并没有使她满足而是更加不惜一切手

段去追求权势与金钱，在她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暗藏着伤天害

理的阴谋。长安县的张财主有个女儿，名字叫做金哥，已经许

配给了长安备守的儿子，二人两情相悦，本身一段上等的好姻

缘。但王熙凤为了那三千银子，玩弄权术将二人活活拆散，最

后二人身亡。死亡的警示并没有使王熙凤良心发现反而更加胆

大妄为、得寸进尺。在贾琏偷娶尤二姐的事情上，她设下完美

圈套。先是打听到尤二姐的住处将其哄骗到府中，再派人打听

底细，指使家奴怂恿张华到官府告状，从而借机大闹宁国府。

在贾母的面前，尽显可怜与柔弱，搬弄是非，最后假装好人不

仅骗过贾母、骗过贾琏，而且逼死了尤二姐。她为了一己私欲、

草菅人命，无所不用其极，将事情做尽做绝，是一位玩弄权势

的心狠手辣之人。 

（三）、善于用人，思想缜密，具备高超的管理能力 

王熙凤是大观园中的管理者，在管理宁国府的过程中展现

了独特的管理风格、管理策略。她具有如履薄冰的处事严谨态

度，对大观园的情况进行了深度地剖析，发现问题并制定相应

制度进行解决。例如：订造簿册、分班分工、定时点卯、按需

分发什物等。在她的统治与治理之下，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不敬

佩她的，甚至达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作为一个古

典女子操持着整个家族，做到了男人难以做到的境界。她处理

起事情来干净利索，头头是道，善于扶持他人。虽然具有较强

的能力与过人的魄力但她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擅长且亲历亲为。

她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交给合适的人，擅于借用他人力量与发

挥他人长处从而帮助自己更好管理家族，例如：王熙凤知道自

己性子像男人、识字也不多，便把登账、点名、查数灯事等交

于在这方面擅长的彩明。一方面帮助自己解决了难题，巩固了

在大观园中的管理地位，另一方面为彩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王熙凤在宁国府中一手抓钱、一手抓权，深受贾母的喜爱，

是大观园中的风光人物。处于人际关系复杂的大家族中，拥有

贾母的喜爱不是全部，她对王夫人进行甜言蜜语地巴结，对平

辈尽力拉拢与交往，对下人收买制裁，对触及其利益之人痛下

杀手。虽风光不限但树敌过多，曾多次几乎被赵姨娘的阴谋害

死。王熙凤明白自己危险的处境与不利的境地，所以她只能本

着“宁叫我负人，不叫人负我”“日暮穷途，则倒行而逆施之”

的理论，坚持在这条不归路上前行。她一生聪明伶俐、高傲强

势、不肯低头、处处充满了心机与算计但她忽视了对婚姻的经

营与对自己身体的爱护，最终换来的是婚姻破碎、财物被抄没、

自己锒铛入狱、破席裹尸葬雪地的悲惨结局。一辈子争抢好胜

的“凤辣子”曾呼风唤雨、一手遮天，最终却难逃众叛亲离的

悲剧命运。 

王熙凤的一生强势能干，爽利聪明，能言善语，让人爱恨

交织。超高的情商与智商但最终是机关算计太聪明，反误了卿

卿性命的悲惨结局，令人唏嘘。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伟大作品，

作者精心刻画了鲜明生动、多面立体的古典女性形象，融入了

作者对人物的独特情感与喜爱悲悯之情。作者具有超前思想意

识，意识到了女性思想的觉醒与内在潜藏的强大力量。无论是

林黛玉的洁身独立、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还是王熙凤八面玲

珑现代行政女性形象，都展现了古典女性独特的魅力。《红楼梦》

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描写展现了各种女性独特的人格

魅力，书中每一个女性形象都代表了当时各个阶层女性的形象，

林黛玉和王熙凤是其中最具有女性形象和女性魅力的典型古代

女性形象。林黛玉的清新美丽、才华横溢，王熙凤的善于用人、

思想缜密，她们都展现了强大的女性意识，林黛玉身上更是具

有一种反抗精神，她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追求，展现了强大的女

性觉醒意识。《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体现在各种女性形象

中，林黛玉和王熙凤都表现了女性独特的思想和能力，书中对

于女性形象的描写和赞美，塑造以林黛玉和王熙凤为代表的女

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的赞美之情。作者以家族的兴衰

史，贾林薛三人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展现了塑造了各种古典女性

形象，其古典女性形象一直被世人所传颂、被世人所喜爱，成

为女性力量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