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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王熙凤悲剧形象解析 
◆郭利华 

（胜利坪九年制学校  山西吕梁  033200） 

 
摘要：王熙凤是《红楼梦》里的重要人物。她是家贾家荣府的实际统治

者，威重令行，机敏善变，凭着自己的才智与苦心，在贾家这个大家庭

里应付自如。协办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初显个人才能。她口才出众，

八面玲珑，博得男女老少卑尊的喜悦。她不懂一般闺阁中琴棋诗画的消

遣，在衣食享受权利争取之外，并无精神生活可言。她没有女性的温柔，

没有女人的气息、秉性与情怀，没有爱情，没有真正的朋友。“机关算尽

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她制造了别人的悲剧， 后也制造了自己的

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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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

丹唇未启笑先闻””恍若神妃仙子”但是她是面艳心狠.正如兴儿
形容她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
火,暗是一把刀”这是《红楼梦》第 65 回作者在描写王熙凤时的
浓重笔墨。而王熙凤这个女性形象，也的确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留
下了深刻又复杂的印象。 

《红楼梦》问世以来，在红学史上，对王熙凤的各种评语是
非常多的，认为她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有把王熙
凤叫做“女曹操”的，还有称之为“胭脂虎”的，就是母老虎的
意思。就连作者曹雪芹，都是很讨厌凤姐这一形象的，书中满是
批判之语。 

然而，王熙凤这个形象因其丰富和复杂，更具有独特性的悲
剧性。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悲剧，家族衰落的悲
剧，儿女情长的悲剧，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剧等等，所以，在书
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王熙凤，无疑也是有其独特的悲剧色彩
了。她精明强干，她人情练达，她才貌双全，但这些更让她的悲
剧显得发人深思。 

人情练达显孤独 
王熙凤这个人物在《红楼梦》当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可以说

这个形象具有独特性。她有一种支柱作用，一种艺术结构上的、
艺术机体意义上的一种聚焦的作用，或者说是一种辐射的作用。
因为《红楼梦》不仅是写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爱情婚姻，作者还写
了这个大家族中四百多个人物。如果没有了王熙凤，那么《红楼
梦》的结果会如何。可以说，如果把贾府中长幼、尊卑、亲疏、
嫡庶、主奴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比作一张网的话，那么王熙凤
这个人物就处在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上。她要同各种各样的人物
打交道，所谓上有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叔嫂妯娌兄弟姐妹以至姨
娘婢妾，下层有一大群管家陪房奴仆丫环小厮等等。按说王熙凤
在整个贾府当中，她的辈份是很低的，她是孙子媳妇，那么为什
么像王熙凤这样一个人物能够来当家呢？除了她有娘家“金陵
王”的背景，贾母的靠山，还有她对人情世故的巧妙周旋，她的
聪明和才智。 

说到机心，《红楼梦》里面 著名的关于王熙凤的机心谋略
的事件，如果说刚才讲到的是一些普通的人际关系，普通的跟家
族成员之间的交往，那么一旦遇到那件事是王熙凤利害攸关的，
是损害到王熙凤的尊严的，危及到她地位的，那么王熙凤就会使
出她浑身的解数，她的机心谋略在这个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杀伐决断”表现她的阳而威的一面，那么她的机心谋
略则表现她阴而狠的一面。在这里不能不说到，那两个著名的事
件：一个叫“毒设相思局”；一个叫“赚取尤二姐”，所谓“弄小
巧用借剑杀人”。王熙凤这个人对人的优势不只于金钱权势，在
心理状态上，她也常常保持一种强者的优胜地位，这是一种重要
的优势。那么贾瑞和尤二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也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故事，他们的死也是不同性质的死。但是有一点是类似

的， 初他们对王熙凤而言，开初都有某种优势，接着都是在王
熙凤的导演下转为劣势， 终走上绝路。  

精明强干显无助 
她作为贾府的女管家，地位显赫，但也责任重大。要管好“三

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的贾府，谈何
容易！府内穷奢极侈的生活，挥金如土的耗费，豪奴悍仆的差遣
约束等等；外面皇亲国戚的贺吊应酬，亲朋故旧的婚丧嫁娶、喜
庆寿诞，侯门府第的送往迎来，繁文缛节等等，这一大摊子庞杂
琐碎千头万绪的事体，都要由她处理、过问、决断。她是贾府里
的大忙人，忙忙的几乎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脂砚
斋曾这样批道：“纸上虽一回两回中或有不能写到阿凤之事；然
亦有阿凤在彼处手忙心忙矣。”忙则忙矣，然而凤姐管起来，无
论大事小情，里里外外，都是井然有序，妥帖周详。 

说到这里，凤姐的干练能力已经表现的相当充分了；然而曹
雪芹并未到此止笔，他又用烘云托月之法，进一步突出凤姐这位
“脂粉队里的英雄”：这日伴宿之夕，亲朋满座，尤氏卧于内室，
一切张罗款待，都是凤姐一人周全应承，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
也有言语钝拙的，也有举止轻浮的，也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的，
也有俱贵怯官的，越显得凤姐飒爽风流，典则俊雅，真是“万绿
丛中一点红”了。王熙凤这种管理才能，在贾府里确实是出类拔
萃的，不但是尤氏、李纨、邢夫人、王夫人所望尘莫及，就是贾
政、贾珍、贾琏这些“须眉男子”，也是万不及一。 

红颜悲怜显凄凉 
生活在封建宗法关系中的王熙凤， 终仍旧不能摆脱“夫纲”

和“妇道”的拘束，她不能不承认丈夫纳妾是正当的。所谓“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子嗣，即使三妻四妾也是冠冕堂皇，
无往而不合于礼。所以在强大的宗法礼教和社会舆论面前，争强
好胜的王熙凤，也要竭力洗刷自己“妒”的名声，构筑“贤良”
的形象。这实质上是一种屈服。王熙凤终要受到宗法关系的制约
的。 

事实上王熙凤的身体不堪精神上的折磨，也就很快地垮了下
来，再加上丧失生育能力，输尽了封建社会里一个没有出子的年
轻女子在贵族家庭立足的 起码的本钱，她的日子并不比贾宝玉
好过多少，甚至可以说是无尽的凄凉。贾府被抄时，被检查出她
向外放了高利贷．做了亏心事，担惊受怕，情绪紧张，心气郁结．病
上加病。因此早亡。曾经是“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带
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
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官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
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
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
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才貌双全的贾府女
强人，如今这般结局，真是红颜悲怜显凄凉啊！   

曾经的呼风唤雨， 后的凄凉人生，王熙凤演绎了一出女强
人的悲剧。说实话，王熙凤在衣食享受、争权夺利之外，并无真
正的精神生活可言。她丧失了女性的温柔，掩藏了女人的气息、
秉性，压抑了女性的情怀，没有爱情，没有真正的朋友。“机关
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她制造了许多别人的悲剧，
后也铺垫出了自己的悲剧之路。可悲可叹可怜，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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