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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语言特色赏析  
常国泰 

（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  甘肃兰州  730021）

近些年来，红学始终是文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作为一部艺术性突出的文学著作，《红楼梦》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结构构

思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造诣。个性化的语言对于人物刻画、情节渲染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所以，研

究《红楼梦》的语言特色，有着巨大的学术与艺术价值，同时有利于读者更好的理解《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本

文阐述了《红楼梦》语言特色研究的意义，并且对其进行了多角度赏析。

《红楼梦》；语言特色

【摘   要】

【关键词】

关于《红楼梦》语言特色研究的文献成果非常的多，尽管
当前学界并没有出现专门的研究《红楼梦》语言的专著，但是，
其文学语言成就是受到学者广泛肯定的。所以在分析《红楼梦》
的艺术成就时，语言特色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从《红楼梦》
的语言艺术来看，它相对于前期的古典小说而言，在语言方面
有继承，又有突破和发展，表现出具有丰富表现力的个性化的
语言特色。

1、《红楼梦》语言特色研究的意义

学界研究《红楼梦》的热度一直只增不减，《红楼梦》被
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现实主义巨著，因此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
曹雪芹被很多学者评价为语言艺术大师，正是因为他在语言运
用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艺术，勾
勒了一个个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既显示了作者非同一般的文
学艺术才华，也体现了他过人的语言艺术才能。语言作为思想
表达的外在载体，其艺术价值和艺术内涵是应该被充分挖掘的。
[1]《红楼梦》语言特色历来以通晓易懂著称，剧中以生动化个
性化的语言刻画了一个一个跃然纸上的人物。正是因为小说在
语言方面的极大造诣，所以，除了林黛玉、贾宝玉等几个主要
人物以外，其他的小人物的刻画也是入木三分。例如《红楼梦》
中对马道婆这一宗教人物虽着墨不多，但作者以简洁精炼的文
字就塑造出活灵活现的马道婆形象，并通过她揭示了复杂的人
际关系和尖锐的矛盾斗争，从而体现了马道婆不可或缺的存在
价值，可见作者在语言艺术运用方面的深厚艺术造诣。《红楼梦》
的语言以当时被肯定为“官话”的北京话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广泛借鉴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口头俚语、俗语等，因此达到了雅
俗共赏的艺术效果。[2] 在《红楼梦》中，语言的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极富个性化，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人物的典型性格。《红
楼梦》中描写了大量的人物，尤其是大量的配角人物，而这些
人物又都置于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当中，所以，如何表现人物个
性对作者提出了难题，但是，《红楼梦》无疑很好的化解了这
个难题，作者经过精心思考，给每个人物都设计了符合其性格
特点的语言，甚至即使只有片语只词，也能够知道话是出于谁
口，或出于何种身份的人物的口中。在《红楼梦》中，人物对
话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大篇幅的人物对话，如果处理不好就容
易混乱，但是，作者通过精巧构思，很好的将人物对话衔接了
起来，并且，还体现出了人物语言的多样性使得对话情节十分
精彩。《红楼梦》开辟了白话小说无限广阔的前景，它的雅俗
共赏的文学语言，也体现了我国小说的进步与发展。[3]《红楼梦》
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它的接受与欣赏对象也逐渐由
最初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走向如今的广泛的社会各个阶层。之
所以，它能够被各个阶层的群体所欣赏所接受，除了主题的深
刻性以外，主要就在于《红楼梦》所使用的通晓易懂的语言，
能够使人们更好的理解它的思想内涵。由此可见，《红楼梦》
在语言运用方面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体现了语言对于艺术价值

创造的巨大作用，研究《红楼梦》，不得不研究其语言特色，《红
楼梦》的语言特色值得被进一步探讨和挖掘。

2、研究《红楼梦》语言特色应思考的几个问题

学者在研究《红楼梦》的语言特色时，必须要首先明确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作品在语言风格方面所体现的民族
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红楼梦》的语言风
格特点和其他民族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的差异性问题；其次是
《红楼梦》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个性化问题，实际上，《红楼梦》
的小说语言对之前的古典小说作品进行了借鉴，在此基础上做
出了创造性的发挥，那么，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学作品语言继承
与发展问题，不同的作家能够创造出不同的语言风格，如何对
这些作家作品的语言使用特点进行区分，是一个应当考虑的问
题；最后是关于作品在语言风格方面所表现出的文学作品的语
言共性问题。在学者对于《红楼梦》语言特色的概括当中常常
会出现通晓自然、个性化、富于表现力这样的字眼，实际上这
些对于文学作品语言特色的概括是非常常见的，无论是国外还
是国内的优秀文学作品，往往都具备这样的语言共性，但是在
对《红楼梦》的语言特色进行分析的时候，如果仅仅只用这样
的简单字眼来进行概括，那么只能够体现《红楼梦》在语言特
色方面的贡献，而无法体现它的个性。[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要首先分析文学作品语言与全民共同语之间的关系，以
更好的理解作者是如何学习和借鉴全民共同语的。

3、《红楼梦》的语言特色赏析 

谈到《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既自然而又传神，而正是具
备这样的特点，才使得《红楼梦》的人物形象饱满、故事情节
丰满。

3.1  个性化的语言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说到《红楼梦》语言特色中的“个性化”，就不得不提到

《红楼梦》的语言运用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
在人物性格描写等细节刻画方面，真正的达到了生动传神、活
灵活现的艺术效果。例如《红楼梦》中的配角人物“刘姥姥”，
作者关于这位人物的描写，就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刘
姥姥在书中是一位没见过大世面的乡间老太太，作者以简单，
生动的语言描写，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各种丑态，但是却意在
揭示刘姥姥深谙世故、明晓事理的人物特点。刘姥姥故意献丑
以博得贾府一众人的取乐。[5] 刘姥姥在剧中看似是一个丑角，
但是他这个人物的分量确实非常重的，关于刘姥姥的对话部分，
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绘声绘色，既符合人物的身份教养又不过
于夸张，所以能够达到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在幽默诙
谐的背后，是发人深省的深刻主题。例如“别哄我了，茄子跑
出这个味儿来。”这句话，既表明了刘姥姥处于社会底层的身份，
又以生动的遣词造句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使读者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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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言谈嬉笑中品味出其内心世界，令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
3.2  语言的“性格化”特点
要说《红楼梦》语言最具特殊性、最为成功的地方，那应

当是语言的“性格化”了。之所以说《红楼梦》的语言具有性格化，
是因为他的语言和人物性格贴合得十分紧密，几乎能够通过人
物语言直击人物灵魂深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使得人物个性突
出，绝不出现雷同的情况，常常从片语只词里表现一个人物的
灵魂深处。[6] 突出的人物性格化语言，使读者从文字当中仿佛
听出人物的声音，从书页上看到鲜活的人物，并走进人物的内
心世界。有时候仅仅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也能够显现出人物的
思想性格来。除此以外，从《红楼梦》描写人物的语言中，能
够很好的表现人物之间的上下级和感情关系，例如尊卑、亲疏、
爱憎，等等。

3.3  自然不造作的特点
作家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会对文字加以修饰，

以更好的表现自己的思想或者文章的主题，有一些文学作品遣
词造句、文字雕琢太过，反而不利于作品思想性的表达和人物
形象的烘托等等。所以，最好的语言效果呈现应该是既有精巧
的构思，又不显得雕琢造作。《红楼梦》语言的特色也可以用“自
然不造作”来进行概括。《红楼梦》的语言经过了曹雪芹严格
的淘洗和高度的提炼，但是其依然保持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语
言在经过细致构思后依然能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这是非常难
得的。可以说，《红楼梦》借助这样“自然”的语言，使其既
饱含着生活的血肉，又饱含着人物思想感情的血肉，含蓄而隽
永。作者在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娓娓道来，平淡叙述，
犹如家常叙一般，自然流露却揭示出了作者内心的情感和文章
主题的复杂性。

3.4  语言运用的丰富性
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的语言运用，可以说

它不亚于一座语言艺术宝库。曹雪芹不仅仅纯熟地运用了当时
的官方标准语，还根据作品的需要创造性地加入并运用了大量
的极富表现力的口语、方言词语等，文白结合，既提高了作品
的语言艺术成就，又使作品相对于前期的古典小说而言更加富
于生活气息，这是十分难得的。而所谓的《红楼梦》语言，包
括了各种各样的生动而贴切的俗语、俚语、歇后语等。例如“虎
头上捉虱子”、“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黄柏木作磬
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这样的，语言运用在《红楼梦》当
中非常的常见，使得作品在保持其深刻思想性的同时，以雅俗
共赏的语言艺术风格收获了各个阶层的读者群体。

总之，《红楼梦》的语言特色，并非寥寥数语就可以说得
清的，只是通过一些简单的片段切入去领悟其语言风格和语言
艺术成就，感知《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言作为文学的根本材料，是研究文学思想内
涵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于《红楼梦》这一部伟大的古典小说
巨著来说，其语言特色本身就是其艺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
分。《红楼梦》在语言运用方面有着一定的创新突破，语言的
个性化是丰富人物形象塑造的基础，而语言的通晓明易是成就
《红楼梦》雅俗共赏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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