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班主任工作计划学情分析 林黛玉
人物分析以及经历(实用6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
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班主任工作计划学情分析篇一

林黛玉是一个比贾宝玉更多一些悲剧色彩的艺术典型。

她出身在一个已衰微的封建家庭。

祖上曾封列侯，到她父亲一代便已不能袭爵，父亲是科甲出
身，官做到巡盐御史。

林家支庶不盛，门庭单薄。

林黛玉没有兄弟姐妹，母亲的早逝使她从小失去母爱，同时
也使她没有像一般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
的熏陶和训练。

父亲请了家塾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又因她身体怯弱，课读也
就不甚严格。

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得很，她保持着纯真的
天性，爱自己之所爱，憎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很少顾及
后果得失。

这种性格最不宜寄人篱下，可是她因父母相继去世，偏偏不



得不依傍外祖母家生活。

她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
矜自重，警惕戒备;

使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

使她用真率与锋芒抵御、抗拒侵害势力，以保卫自我的纯洁，
免受轻贱和玷辱。

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她遇着热心、真诚的贾宝玉，在他们
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彼此达到了了解和默契，他们都在对方
的身上发现了自己，在自己心灵上照见了对方。

他们由青梅竹马顺乎自然地发展成爱情。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经历了初恋、热恋和成熟三个阶段。

初恋时的缠绵和牾都还带着孩童的幼稚和单纯。

自林黛玉扬州奔丧回来，他们的恋爱进入热恋时期。

他们爱情的思想原则逐渐明晰和自觉起来。

林黛玉从她孤苦无依的身世与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品格出发，
执著而强烈地向贾宝玉要求着彼此“知心” “重人”、忠于
自我，与“金玉之论”以及封建主义秩序截然划分界限的严
肃专一的爱情。

她或喜或怒、变尽法子反复试探贾宝玉的真心，一旦得到贾
宝玉的肺腑之言以后，她的感情便趋于平静，由对贾宝玉的
不放心转而对恶劣环境的深沉的忧虑。

“诉肺腑”是他们恋爱转入成熟的标志。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个恋爱在两个层
次上与封建主义发生矛盾。

班主任工作计划学情分析篇二

水浒传中人物称呼九纹龙 史进（史家庄少庄主）2 神机军师
朱武（少华山大寨主）3 跳涧虎 陈达（少华山二寨主）4 白
花蛇 杨春（少华山三寨主）5 花和尚 鲁智深（鲁达，提辖）
打虎将 李忠（卖艺，史进第一位师傅，后为 桃花山寨主）
小霸王 周通（桃花山寨主）8 豹子头 林冲（八十万禁军教
头）9 小旋风 柴进（柴大官人，周世宗之后）旱地忽律 朱贵
（梁山耳目，“忽律”即鳄鱼）11 摸着天 杜迁（原梁山二
寨主）云里金刚 宋万（原梁山三寨主）青面兽 杨志（殿司
制使官，管军提辖使，杨家将之后）急先锋 索超（大名府留
守司正牌军，管军提辖使）美髯公 朱仝（郓城马兵都头）16
插翅虎 雷横（郓城步兵都头）17 赤发鬼 刘唐18 智多星 吴用
（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19 立地太岁 阮小二（阮氏三
兄弟老大，石碣村）短命二郎 阮小五（阮氏三兄弟老二，石
碣村）

有关杨志和林冲的故事

1、杨志

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十七位

梁山军马里做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排行第三。林冲来到梁
山，王伦不容，要他先下山劝投名状”杀一人上山。不想正
巧碰见青面兽杨志，两人拔刀大战三十余回，不分胜负。原
来杨志是杨老令公(杨继业)杨家将的后代，本来是殿帅府制
使，因押送花石纲在黄河里翻了船畏罪逃避。与林冲不打不
相识，被王伦一起邀上梁山。但杨志一心想到东京找个官做，
不肯入伙。杨志到了东京被高俅排挤，不被任用，又花光了
身上的钱，只好去卖祖传宝刀，与泼皮牛二发生争吵，不得



已杀了牛二，被发配到大名府充军。梁中书看中了他的武艺，
派他护送生辰纲去东京，不料生辰纲又被晁盖等所劫。无奈
之下杨志和偶遇的鲁智深打上二龙山，做了山寨之主。后归
了梁山泊。征讨方腊时在归途中病故。

2、林冲的故事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一日带美貌的妻子张氏逛庙会，
偶遇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两人一见如故。不料林冲的妻子在
庙会被高衙内调戏，这高衙内是太尉高俅之子，林冲只好作
罢。然高衙内要除去林冲，霸占张氏，高俅设下毒计，骗林
冲带刀进入白虎堂，林冲被发配沧州。高又买通差役要在发
配途中结果林冲，幸好鲁智深闻讯赶到野猪林救下林冲，并
护送至沧州。一计未成，高俅再施毒计，买通牢营管营和差
拨，故意让林冲去看管草料场，又派陆谦等人火烧草料场，
欲致林冲于死地，即使烧不死林冲，林冲也难逃死罪。谁知
林冲因大雪压塌了草屋，搬到山神庙，恰好在庙中听到陆谦
等人的谈话，愤怒之下杀死陆谦等人，风雪之夜奔上梁山。
征讨方腊胜利时中风瘫痪。

班主任工作计划学情分析篇三

贾元春，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金陵十二钗之
一，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长女，贾宝玉的姐姐，贾府通称娘
娘。因生于正月初一而起名元春。第2回便已入宫做女史，第
十六回加封贤德妃。为了迎接元春省亲，贾府建造了大观园。
元春省亲热闹欢腾，同时又表现出她在深宫高处不胜寒的辛
苦。元春的命运关乎贾府兴衰，秦可卿之死标志着贾府末世
来临，元春晋封皇贵妃则令贾府重现生机，直到后四十回她
与王子腾先后暴卒，贾府失去了靠山，很快就获罪抄家。元
春在钗黛之争中支持宝钗，她曾利用端午节礼单和清虚观打
醮表明自己的立场。

昙花难得开花，花夜开晨即萎谢。所以“昙花一现”这句成



语，是用来形容事物一出现就很快消失。

贾元春是贾政的嫡长女，排行老二。生于正月初一故名为元
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起初充任女史。后来封为凤
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蒙天子降谕特准鸾舆入其私第。书
中用了整回篇幅写“元妃省亲”贾府流金淌银之盛，然而，
元春却称自己居住的皇宫是一个不得见人的去处，可见她在
帝皇之家既受极权的管辖，也无人身自由的难以言状的辛酸。

贾元春既是贾府的政治靠山，也是“金玉良缘”政治婚姻的
支持者。她在一次赏赐礼物给众人的时候，独宝玉与宝钗的
相同。这就显示了她在宝玉择偶问题上的倾向。贾元春用自
己的最好的青春为贾府带来了转机，但是贾府的男人们并没
有把握好这个机会，贾赦、贾珍、贾琏等人仗着元妃这个靠
山，在外有恃无恐，加速了家族的衰落灭亡。以红学家多年
研究的结果，认为元春的结局并没高鄂后四十回中所写得那
么单纯，从”虎兕相逢大梦归“可以看出元春可能毙于一场
关系到贾府的宫廷恶斗。

贾府在四大家族中居于首位，是因为它财富最多，权势最大，
而这又因为它有确保这种显贵地位的大靠山——贾元春，世
代勋臣的贾府因为她而又成了皇亲国戚。所以，小说的前半
部就围绕着元春“才选凤藻宫”、“加封贤德妃”和“省
亲”等情节，竭力铺写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但是，“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
甘?”试看元春回家省亲在私室与亲人相聚的一幕，在“荣
华”的`背后便可见骨肉生离的惨状。元春说一句哭一句，把
皇宫大内说成是“终无意趣”的“不得见人的去处”，完全
像从一个幽闭囚禁她的地方出来一样，从这里也让作者一眼
便看出了元春心中高出世俗的光辉。曹雪芹有力的笔触，揭
出了封建阶级所钦羡的荣华对贾元春这样的贵族女子来说也
还是深渊，她不得不为此付出丧失自由的代价。

但是，这一切还不过是后来情节发展的铺垫。省亲之后，元



春回宫似乎是生离，其实是死别;她丧失的不只是自由，还有
她的生命。因而，写元春显贵所带来的贾府盛况，也是为了
预示后来她的死是庇荫着贾府大树的摧倒，为贾府事败、抄
没后的凄惨景况作了反衬。

元春之死不仅标志着四大家族所代表的那一派在政治上的失
势，敲响了贾家败亡的丧钟，而且她自己也完全是封建统治
阶级宫闱内部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这样，声称“毫不干涉时
世”的曹雪芹，就大胆地揭开了政治帷幕的一角，让人们从
一个封建家庭的盛衰遭遇，看到了它背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
各派势力之间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的肮脏勾当。贾探春所说的
“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话的深长含义，也不妨从
这方面去理解。

班主任工作计划学情分析篇四

田润叶生活在文明与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这种外界环境的
熏染，使她脱离了世俗之见，代之以现代女性的开放大胆的
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并不认为爱情就要门当户对。门当户
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意。”因此，她不介意孙少安的贫寒家境
和农民的身分，几次三番主动向孙少安表白自己的心迹，即
使孙少安表现出明显的退却时，她也没有放弃。不幸的是，
理智的孙少安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已经成为拿工资的公家人和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庄稼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难以沟通的
距离，难以弥补的生活反差。同时，田润叶的父亲作为传统的
“门当户对”思想的维护者，也万万不会同意这桩婚事。这
个双水村的能人略施小计就使孙少安遭到公社的公开批评。
此时的孙少安别说“高攀”田润叶，就是在本乡本土找一个
对象都难。不久，他便从山西接回了与自己般配且不要财礼
的贺秀莲。田润叶的初恋以失败告终。她刚刚萌发的现代女
性要求自由自主的独立意识被传统的世俗观念无情的击碎。

路遥以社会生活的“书记员”身分写出了城乡差异明显的时
代下，这对年轻人无可奈何的抉择。在当时以至今日，田润



叶的爱情之花想要结出婚姻之果是何等困难。他们幼年时青
梅竹马，长大后成却城乡两端。绽放的马兰花，带给田润叶
的是喜悦，而对于孙少安来讲却是司空见惯。对田润叶的爱
情悲剧，路遥的评价是耐人寻味：“这类生活悲剧的演出，
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常常是当时社会的各种
矛盾所造成的。”然而，田润叶的不幸远不只初恋的痛苦。
被心爱的人所遗弃是被动的受伤，而与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结
婚则是主动的放弃幸福。无爱的婚姻消磨了她宝贵的青春。

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初恋都是难以忘怀的，何况像田润叶
这样纯朴的女性。“一旦当她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热烈
爱情，就会深陷进而不能自拔。”因此，李向前为她所做的
种种只会引起她的厌烦。但是，迫于叔父和李家的特殊关系，
田润叶又不得不委屈求全，同意与李向前结为夫妇。这时的
田润叶不再是那个大胆追求自身幸福的现代女性。她没有听
取发自肺腑的声音：“不，这不可能。她现在正在处于感情
葬礼后的‘忌日’。一个臂挽黑纱的人怎么可能去进花烛洞
房呢?”徐国强的一番“劝导”使她为了报恩接受了别人为自
己安排的人生之路。暂时性的丧失了自我。

但是，这种迷失只是短暂。她很快就意识到这段婚姻不是她
想要的。她是她自己的，她不能把自己与这个“陌生”男子
的命运相连。在结婚初期，她与李向前的冷战和热战都证明
她又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对她而言，婚姻仍然与爱情一样
不可迁就。这也正是她与传统女性的极大区别。在历史的压
抑下，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萎缩，即使婚前有追求爱情
的勇气，婚后仍是摆脱不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悲观
意识。《人生》的巧珍在爱情的绝望中也选择了一个并不爱
的人。没有爱情她也会以贤妻良母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的家庭。
因为在她的婚姻爱情中：没有“爱人”只有“丈夫”。但是，
田润叶这种现代女性追求自我的思想又很快被她浸入骨髓的
传统名节观所虐杀。她没有明智与理智的选择离婚。她
说：“我担不起这名声。”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向把信义名节
看作为女性的第一生命。女性“常常成为社会评价的奴



仆。”正是这种“被渗透在灵魂深处的封建传统思想左右所
造成的现代悲剧。”作为知识女性的田润叶也未从灵魂中完
全擦除历史的“赐予”。这当然与她自身修养有关。但我们
不可否认，自由民主的思想自五四运动以来走过了六十多个
春秋，整体国民道德伦理的进步却是如此的缓慢。社会对女
性的评判仍然让人难堪。

班主任工作计划学情分析篇五

保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最大的成就，就是
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在
革命烽火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
他以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的道德风貌、高昂的革命激
情、奇迹般的生命活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谱写着把一切
献给党和人民的壮丽诗篇。

保尔是一个自觉的、无私的革命战士，他总是把党和祖国的
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保尔和父兄们一
起驰骋疆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努力，同外国武装干涉者
和白匪军浴血奋战，表现了甘愿为革命事业献身不怕牺牲的
精神。在那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岁月中，他
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到和平劳动之中。虽然他曾经金戈铁马，
血染疆场，但他不居功自傲，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名利地位，
只想多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党叫他修铁路，他去了;党调他
当团干部，他去了，而且都是豁出命来干。为了革命，他甚
至可以牺牲爱情。他爱丽达，但受“牛虻”的影响，要“彻
底献身于革命事业”，所以按照“牛虻”的方式来了个不告
而别。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他生命的全部需要，就是
能够继续为党工作。正像他所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
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
争!”

保尔更是一个刚毅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人生各个方面都经
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宁死不屈;在



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勇往直前;在与吞噬生命的病魔的搏斗
中，他多次令死神望而却步，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
尤其是他在病榻上还奋力向艺术的殿堂攀登的过程，表现了
一个革命战士钢铁般的意志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保尔又是
一个于平凡见伟大的英雄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中，没有什么
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他总是从最平凡的小事做起。面对疾
病的沉重打击，他也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而且就是在他与
病魔抗争的英雄主义激情中，他包含有“左派”幼稚病的危
险。保尔后来也终于认识到他不爱惜身体的行为不能称之为
英雄行为，而是一种任性和不负责任。因此，保尔是伟大的，
也是平凡的，他是在革命的烈火中逐渐历炼成熟起来的钢铁
战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让人感到亲切的榜样式人物。

保尔性格：自我牺牲的精神,顽强坚韧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信
念，热爱读书的精神。

保尔精神：顽强、执着、刻苦、奋进、勇敢、奉献、宽容。

保尔又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典型
形象，作家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为基础来描写保
尔的。因此，保尔的动人事迹不是艺术上的虚构，而基本上
是真人真事，惟其真实，所以更加感人。但作者又反对把这
部小说完全看成作家的自传，因为“这是小说，而不是传
记”。他在保尔身上集中了他同时代许许多多同类人物的思
想和性格特征，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他说：“在这本书中，
我写的不是保尔柯察金一个人,而写的`是千百万柯察金，是
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而奋身投入战斗的千百万男女!”保尔的
形象既是自传性的，更是梗概性的，是社会主义青年一代中
最光辉最典型的代表。

班主任工作计划学情分析篇六

（一）黛玉的自卑感



基于当时那个社会的影响，黛玉在贾府 中一直有一种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并非是他人赋予的，是来自她内心深处的。由于
母亲病逝，父亲身患重病，无法照顾黛玉，于是父亲便将视
为掌上明珠的女儿送到外祖母家，在贾府任何人都没嫌弃过
她、看不起她，甚至外祖母——贾母对其疼爱有加，但是她
依旧觉得很自卑，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时刻约束自己的言
行，以防说错话被别人笑话。所以她内心就一直无法摆脱那
种自卑感。

（二）黛玉的叛逆性

黛玉在家中一直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由于母亲较早的过世，
父亲过分的疼爱，所以，黛玉受到的舒服极少，进而她的性
格较为叛逆。父亲不仅给她请先生，还让她受到别的女子所
没有受到的教育。通过她对于先进知识的学习，进而她内心
深处就不愿受这个封建时代的束缚，所以，才华横溢的她在
面对这个腐朽的封建社会时，就极其的叛逆，并勇敢的同其
进行斗争。当她的爱情受到封建势力的阻碍时，她就激烈的
进行抗争，哪怕是付出生命她也在所不惜。

（三）黛玉的孤傲性格

《红楼梦》中的黛玉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孤傲，并且始终贯
穿于文章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在外貌上还是在才情上，她都
是很孤傲的、高高的凌驾于别人之上。她的这种孤傲性格也
为她的命运埋下伏笔。

在我国古代的婚姻，均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黛玉
就要打破这种封建习俗，她要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并为之进
行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旧在抗争着。她的这种
抗争意识，充分的彰显了在她的眼中男女一样，女性也可以
争取自己的幸福，不应该只是一味的受人摆布。同样的处于
封建时代的女三宫，她就不像林黛玉那样，敢于为了自己的
幸福同封建势力进行抗争，她只是一味的低头接受。



（一）同封建礼教进行抗争的黛玉

林黛玉在进入贾府后，她同宝玉一起读书，一起游玩。基于
两人之间有着相近的兴趣爱好，所以他们之间有较多的共同
语言，这种相通的思想性格让他们逐渐成为知己。伴随着时
间的流逝，她和宝玉之间的.友情也就逐渐发展成了刻骨铭心
的爱情。面对自己的爱情，她进行执着地追求，并希望将这
种爱情转变成现实的婚姻。但是在那“存天理，灭人欲”的
时代中，婚姻的缔结是不需要爱情做基础的。并且结婚只是
一种政治行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绝不是个
人的意愿。

作为封建家族最高统治者的贾母，她考虑到阶级利益和政治
权利的利益，所以她不想让宝玉娶黛玉。贾母不是因为不喜
欢黛玉而不选择她，只是因为黛玉出生在已经衰败了的“钟
鼎书香之家”，没有宝钗拥有的薛家的庞大家世背景，如若
他们俩结合，势必没有宝钗跟宝玉的结合给贾家带来的政治
影响力强。宝玉跟宝钗结婚，可以巩固贾家的政治地位和家
族势力，而宝玉跟黛玉结婚，有的只是他们俩的感情，而无
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家族势力上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基于这种
原因贾母就非常的发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当贾母发现了他们
之间有着她不赞同的爱情关系时，她骤然的改变了对黛玉的
态度。特别是当她听说黛玉因为得知宝玉要和宝钗结婚而昏
厥时，她竟毫不掩饰地说：“我方才看他却还不至糊涂，这
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
心病（即与宝玉相恋）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
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舍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
我也没有心肠了！”贾母的这些话便说明了她对黛玉的溺爱
之情已经完结。

黛玉在得知这一切时，她并没有因为贾母态度的转变而改变
自己的初衷，而是依旧与宝玉保持着爱情的关系，纵使贾母
不再来看望她、问候她的病情，她依旧心系宝玉。直至最后
她生命陨落时，口中依旧是念叨着宝玉，这种情形让周边的



人无不为她泪流不止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纵使她没有能够得到自己的幸福，但是她没有拖鞋，她依旧
同封建势力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默默忍受封建立礼教摆布的女三宫

女三宫是源氏之兄朱雀帝的女儿，所以她的出身比较尊贵。
又逢她正值豆蔻年华又姿容艳美，所以她特别招人喜欢，因
而追求她的人数不胜数。当时女三宫与内大臣之子柏木互相
欣赏，但由于朱雀帝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致使他们不能结
为连理。面对这种情况时女三宫没有维护自己的爱情，而是
默默地接受朱雀的安排。嫁给比自己大将近二十岁的风流人
物，并且是妻妾成群的源氏为妻。他们之间的婚姻遭到众人
的发对，但是只因朱雀帝的选胥标准，她就被迫嫁于源氏，
毁坏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

纵使女三宫出嫁，她一直还想着自己的恋人。所以，他们背
着源氏私底下相见，随之生下一个酷似柏木的儿子。并且书
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源氏之妾三公主生下了薰君，源氏察
觉薰君相貌酷似柏木，深感人世无常，不由悲从中来，低声
吟道：‘谁人世间播松种，无言作答心隐痛。’”所以他们
之间的隐情也就被源氏所发现，这之后源氏就对女三宫进行
一系列的报复，他残酷的羞辱、折磨女三宫，长此以往女三
宫痛苦到了极点，最终她万念俱灰，面对这悲痛的生活，她
选择了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从此一个“美丽可爱”、“天真
烂漫”的女孩，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原本她可以幸福快乐、
无忧无虑地生活的，但是由于她对封建礼教的妥协，没有捍
卫自己的幸福，所以她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最终唯有与
青灯古佛为伴。

通过对于她们之间的对比，很显然的就看出黛玉的抗争意识。
纵使俩个人之间有着共同的结果，但是与女三宫相比，林黛
玉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逆来顺受的接受她们的安排，
纵使会因为她同宝玉之间的爱情而遭到贾母的反感，她也没



有屈服，相反的是向她们挑战，就算最终也没有得到自己想
要的婚姻，并成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为自己的命运
做出了斗争、做出了反抗，而不是像女三宫一样逆来顺受，
即使忍受着光源氏的百般折磨，也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只是
默默的承受，最终万念俱灰，选择与青灯古佛为伴。

在封建社会中，两个人之间的自由恋爱本身就同封建势力相
抗争、追求自身的幸福。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描
写中，将黛玉进行了质的提升，从而更加彰显黛玉的那种反
封建精神。黛玉同宝玉之间的爱情拥有相似的思想以及人生
道路等，他们之间的爱情旅程相当的漫长并且曲折复杂，同
时，也是他们进行相互了解的过程；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自然
的、逐渐地从心头慢慢滋生而出的，这种感情的出现极有可
能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这种爱情已经滋生在他
们心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心绪、情趣、思想以及人生理想
之间的相互结合，这些因素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生死爱情的基
础。

同时，《红楼梦》之所以用神话来暗示，这是凸显了黛玉的
悲剧命运。《红楼梦》中“木石前盟”的神话故事，不仅彰
显了宝玉同黛玉两者之间的爱情因果联系，同时还确立了宝
玉同黛玉之间那种露水润生和用泪相报的爱情情结，从这个
神话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们之间的爱情不会圆满的。文中
黛玉所遇到的一系列悲剧，都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结论，所以
他们的爱情就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是黛玉悲剧人生的代表
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