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对黛玉的总结(模板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下
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对黛玉的总结篇一

生活中有这么一种人，你感到他敦厚平和，令人可亲;而经过
多次接触，你又觉得他心地难侧，令人生畏。生活中还有这
么一种人，你感到他性情孤僻，令人生畏;而经过多次接触，
你又感到他心胸坦荡，令人可亲。我们阅读《红楼梦》，对
林黛玉这这个艺术形象，也有类似的感觉。

概括地说，林黛玉的性格又有哪些特点呢?既尊重自我，又尊
重别人，这是林黛玉思想性格的特点之一。黛玉是很自尊的，
这反映在各个方面。她一进荣国府，便想起母亲的遗言:“外
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
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

既敏感，又笃实，这是林黛玉性格的特点之二。敏感，使黛
玉善于体察世间人情，感受到世态炎凉。笃实，又使黛玉不
会顺应世俗人情，善于保卫自己。这也就是湘云等人说她是
小性儿、行动爱恼人的原因。

既尖刻，又宽厚，这是林黛玉性格的特点之三。比如，袭人
与宝玉的暖昧关系是众所领会到的，可谁肯去说这个呢?独黛
玉却对袭人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但
黛玉的“尖刻”，是由于她的纯真率直，而不是由于她的心
胸狭窄。论心胸，黛玉倒是个襟怀宽厚的少女。



对黛玉的总结篇二

如其曰：「然而求名得名，求禄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
为命，……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今且安
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
此长往。……」.

的确，明哲保身、知足随缘、安时顺命成为白居易中年以后
的指导原则，在政坛上，他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不卷入政
治核心，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权限范围内，直接造福百姓；
而在内在的修持上，佛教思想开始敲击他的心窗，菩提种子
逐渐发芽，茁壮，信仰的因缘已然具足。此后他便一直以儒
释道三家思想，贯穿其一生，叶梦得《避暑录话》云：
「……处世者如是人（白乐天），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
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
然有余也……雍容无事，顺适其意，……」但白居易谪居时
生活浪荡,对于女性喜新厌旧,十年换三批家姬,晚年更是逼死
已故好友张愔的侍妾关盼盼,事后追悔莫及,遣散自己最喜欢
的两个家姬小蛮和樊素,但是这样反而造成小蛮和樊素晚年生
活的不幸,这就是他人生做下的两大糊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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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黛玉的总结篇三

林黛玉可谓是内向型女子的一个典型。林黛玉的性格特点是
敏感、细心、绝顶聪明，悟性极强。林黛玉的性格特点让她
她在对待和宝玉的感情问题上常常表现过分自卑，猜疑和忧
虑。林黛玉的性格特点是，既不相信自我，更不相信别人。

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即身体虚弱、抑郁性的气质，对黛玉性格
所造成的影响：

在黛进贾府之后，众人见她，身体虚弱，因问：“常服何药，
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
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
效。”由此可见她从小身体就很弱，只能靠吃药来维持生命。
笔者认为：身体的健康状况不佳，给她的性格着上了灰暗的
底色。从她作的诗中就能够看出来：

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在她的诗词当中的体现：

她在《葬花吟》中她这样写：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
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在《秋窗夜雨夕》中，她写道：抱得秋情
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泪烛摇摇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
情。

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
湘云和黛玉在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
对了下句：冷月葬花魂。

由此可见，林黛玉的性格特点是：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
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
老、分散、衰败。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身体上的先天虚弱，黛玉对事物的反应



比较消极，什么事多从其反面来思考，这也导致了林黛玉的
性格特点极为消极和被动。人的气质是和性格联系在一齐的，
某种气质更容易构成某种性格，如多血质人的容易构成乐于
助人，活泼好动的性格，而黛玉属于抑郁质，林黛玉的性格
特点为她性格的构成起了奠基的作用，这使得她“喜散不喜
聚”、“喜静不喜动”。大观园中的女儿们明白她天生气质
如此，对她也就但是分地苛求了。这些姐妹们喜欢宝钗的多
于喜欢黛玉的，每次湘云来贾府总是爱找宝姐姐玩，而不会
首先去找林妹妹，这使得黛玉与别人的社会性的交往逐渐减
少，也促成了林黛玉的性格特点。

阅读精选（2）：

林黛玉的性格特点是敏感、细心、淡泊、真实、易伤感，绝
顶聪明，悟性极强，自尊自爱，多愁善感林黛玉她才学横溢
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
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还有些
叛逆。

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
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笔者认为：正是
由于身体上的先天虚弱，黛玉对事物的反应比较消极，什么
事多从其反面来思考，这也导致了黛玉在思维方式上极为消
极和被动。

人的气质是和性格联系在一齐的，某种气质更容易构成某种
性格，如多血质人的容易构成乐于助人，活泼好动的性格，
而黛玉属于抑郁质，这种气质为她性格的构成起了奠基的作
用，这使得她“喜散不喜聚”、“喜静不喜动”。大观园中
的女儿们明白她天生气质如此，对她也就但是分地苛求了。
这些姐妹们喜欢宝钗的多于喜欢黛玉的，每次湘云来贾府总
是爱找宝姐姐玩，而不会首先去找林妹妹，这使得黛玉与别
人的社会性的交往逐渐减少，也促成了她更加忧郁的性格。
家道中落对黛玉造成的影响就是：敢爱而不敢言，只有把爱



深深地放在心中，期盼着别人能帮她一把，把自我的感情寄
托于别人的怜悯，构成了强烈的依靠感。只把着了一个救命
的稻草，信守感情，正所谓，爱至深，伤也深。最后，直至
为感情付出了自我的生命。

林黛玉可谓是内向型女子的一个典型，林黛玉的性格特点是
敏感、细心、绝顶聪明，悟性极强。她在对待和宝玉的感情
问题上常常表现过分自卑，猜疑和忧虑，既不相信自我，更
不相信别人。这种猜疑结果，常常一方面伤害自我，另一方
面又伤害自我的心上人。这类性格就是心理学家定义的内向
型性格。其心理特点上往往具有高度的情绪易感性，她们的
行为孤僻，寡言，但又常为一些别人认为薇不足道的事情而
动感情。表面上看，她们有时似乎很坚强，但内心世界却充
满自卑和懦怯。

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

细心：林黛玉是在母亲去世后投奔外婆家的，虽然贾母十分
疼爱她，她却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所以，进贾府后始终
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
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着’。比如：(1)在邢夫人处。邢夫
人“苦留吃过晚饭去”，黛玉婉言拒绝了，她说：“舅母爱
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去
不恭，异口再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这一番十分得
体的话，既表达了对邢夫人的感激和尊敬，又表现了自我懂
礼节、识大体，能够看出林黛玉做事处处留心在意。(2)在王
夫人房里。王夫人坐在西边下首，见黛玉来了，便往东
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
也搭着半;日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搞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
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连坐在什么地方都不肯轻易
从事，可见黛玉行事的谨慎留意。等等。

淡泊：黛玉从不主张宝玉读圣贤书、考功名，他淡泊名利。
宝玉将北静王给他的珠子给黛玉，黛玉却说：“什么臭男人



拿过的东西，我才不要”。可见他淡泊名利，轻视官僚。

真实：黛玉从各个方面都是很真实的，从不遮遮掩掩。

绝顶聪明：从她的才华，思考问题的全面能够看出。

多愁善感：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言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中的黛玉葬花足以体现她的.多愁善感。与前面所说的敏感差
不多。

黛玉的叛逆：首先，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
婚姻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仅才情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
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述感情的角本杂剧，
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五美吟》中，她叹
绿珠为石崇殉葬的不值;表现出对女子“三从四德”和“夫
权”思想的不屑一顾;她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这也是对女子
贞操观和正统感情观的大胆反叛;对于贾府的“混世魔
王”、“祸胎魔根”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
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这是对封建社会男性观的傲然蔑
视。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
神。

影响黛玉性格构成的因素

1、身体虚弱、抑郁性的气质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在黛进贾府之后，众人见她，身体虚弱，因问：“常服何药，
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
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
效。”由此可见她从小身体就很弱，只能靠吃药来维持生命。
身体的健康状况不佳，给她的性格着上了灰暗的底色。从她
作的诗中就能够看出来：



她在《葬花吟》中她这样写：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在《秋窗夜雨夕》中，她写道：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

泪烛摇摇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

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

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
湘云和黛玉在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
对了下句：冷月葬花魂。

由此可见：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
是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笔者
认为：正是由于身体上的先天虚弱，黛玉对事物的反应比较
消极，什么事多从其反面来思考，这也导致了黛玉在思维方
式上极为消极和被动。

人的气质是和性格联系在一齐的，某种气质更容易构成某种
性格，如多血质人的容易构成乐于助人，活泼好动的性格，
而黛玉属于抑郁质，这种气质为她性格的构成起了奠基的作
用，这使得她“喜散不喜聚”、“喜静不喜动”。大观园中
的女儿们明白她天生气质如此，对她也就但是分地苛求了。
这些姐妹们喜欢宝钗的多于喜欢黛玉的，每次湘云来贾府总



是爱找宝姐姐玩，而不会首先去找林妹妹，这使得黛玉与别
人的社会性的交往逐渐减少，也促成了她更加忧郁的性格。

2、父母双亡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良好亲子关系影响着孩子性格的
构成。黛玉7岁丧母，11岁丧父，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她的
学龄期和少年期，此时正是她的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
对她心灵又是两次重大的冲击，父母的相继辞世，是影响黛
玉性格构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林黛玉父母双亡，孤苦零丁，不得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在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一回中，林如海这样对黛玉说：

“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
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
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黛玉听了，方洒泪拜
别。

能够看出来，黛玉是极不愿离开自我的家的。实在是不得已
而为之。这时她才七岁，一个七岁的孩子就背井离乡，远走
他方，在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个“自已身世不幸”
的情结。在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
痴颦”中，当看到宝姑娘在母亲怀里撒娇时，黛玉流泪叹道：

“他偏在那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
”

黛玉的家庭能够说是一种破裂家庭，她先后失去父母，这对
于处于性格构成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

3、家道中落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着个体性格的构成。如在一个富



裕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可能性格中就比较有优越感，而家
庭的衰落就可能给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带来自卑感。林家
的家道中落除了直接冲击着黛玉的心灵之外，还间接地影响
着她感情的成败，这反过来，又影响着黛玉性格的构成。

林家原先是很兴旺的：小说中这样描述：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
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
一月有余。原先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
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
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
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薛家对贾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宝玉娶宝钗可谓是顺理成章。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性格的构成也必然深受社会的影响。
家道中落对黛玉造成的影响就是：敢爱而不敢言，只有把爱
深深地放在心中，期盼着别人能帮她一把，把自我的感情寄
托于别人的怜悯，构成了强烈的依靠感。只把着了一个救命
的稻草，信守感情，正所谓，爱至深，伤也深。最后，直至
为感情付出了自我的生命。

4、早期教育以及生活环境对其性格的影响

黛玉在贾雨村的教育下，读了两年的中国书，从她之后的兴
趣能够看来，她读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言情小说：如《西厢
记》、《牡丹亭》等，这使得她对完美的感情心存向往和幻
想。

阅读精选（3）：

林黛玉性格特点折射出死因是被谋杀之谜

大多数人都认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死因是因为疾病缠身，加



上最后受到宝玉与宝钗婚事的致命打击，因而气绝身亡的。
其实不然，黛玉是被谋杀也不奇怪。原因诸多，大可请看下
文。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主角，也是曹雪芹塑造得最成
功的人物之一，百年来，人们对红楼主角众说纷纭，有爱林
憎薛者，也有拥薛贬林派，对林黛玉的死更是有多个版本，
高鄂的版本是气病交加而亡，而红学专家研究曹雪芹的原稿
得出的结论是自杀，但我细读红楼，且透过认真的反思后，
认为林黛玉是死于谋杀！嘿，下方的听众朋友别扔鸡蛋，且
听我慢慢道来。

在林黛玉的丰富性格中，较为突出也最为世人所公认的就是
那所谓的“小性儿”，说话尖酸刻薄不饶人、诸事好挑剔等。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其“小性儿”、说话尖酸
刻薄等令人不喜欢的性格背后，隐藏的正是她那颗十分强烈
的自尊心。执著地维护自我的自尊心，正是她一切性格的根
源。要求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
丝毫亵渎，是她性格的核心部分。

黛玉葬花

在“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时，她就“步步留心，时时在意，
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
正反映了她那种强烈的自尊心，林黛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她曾“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一样，他近日
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
其家”。而自我如今的处境是寄人篱下，不是“正经主子”，
因而显得更加留意在意，惟恐自我的自尊心在众人面前受损。
能够说，林黛玉就是带着这样一颗强烈的自尊心来到贾府的，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会发现，林黛玉那些被人们视之为“小
性儿”的事情，都是和她的这颗强烈的自尊心密切相关的。
它就象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安装在异常敏感的林黛玉身上，
不管有意无意，只要稍一触动，就会强烈地颤动起来。



有一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人一生的际遇和一个人的
个性有着密切的关联，要了解林黛玉的死因首先要分析一下
她的性格特点。细看《红楼梦》中关于林黛玉的篇幅，我发
现林黛玉固然有闭月羞花、伶俐娇俏等让人心生怜惜的一面，
但性格上却有三大致命的弱点：一是小性多疑，二是冷漠，
三是自恋。这些性格上的缺陷，使得她在贾府内不受大多数
人欢迎，也是导致她早夭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看她是如何小性多疑的：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有这
么一段：“……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宝玉笑
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沏碗我喝。’……黛玉道：‘别
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紫鹃道：‘他是客，自然先沏
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倒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头!
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黛玉登时
急了……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
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
了。’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逼得宝玉慌忙赌咒
发誓：‘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敢说这
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明明是两人一同看的
《西厢记》，书中的这些言语林黛玉早就烂熟于心，这时宝
玉随口一说倒成了“调笑”她了。细揣摩林黛玉的心理，大
概是因为当时有紫鹃在场，不得不矜持一下，生怕被别
人“取笑了去”。而紫鹃对林黛玉却是忠心耿耿，甚至为了
她不惜顶撞贾府的“正经主子”。林黛玉对自我身边贴心的
人尚且如此防备，可见其性多疑之极。

棠”的格局了，再加上宝玉宝钗都不是会大声喧哗的人，林
黛玉站在大门外，是绝对不可能听到“里面一阵笑语之声，
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这些只但是是林黛玉疑心
病发作引起的幻听而已，至于随后宝钗从怡红院走出来但是
是一种巧合罢了。

林黛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有一种鄙视和冷漠。她常常悲叹
自我“寄人篱下”，在贾府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



严相逼”，但她有贾母护着，宝玉捧着，至少在日常用度上
不用发愁，这和同样寄居贾府的邢岫烟比起来，林黛玉真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在第五十七回中宝钗向林黛玉、史湘云
等人说起，岫烟因被仗势欺人的丫鬟婆子敲诈，被迫典当棉
衣筹钱，黛玉听说便“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免感叹起
来”，她首先想到不是同情岫烟，而是立刻感叹起自我的命
运来，当史湘云动了气说：“等我问着二姐姐去！我骂那起
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林黛玉立刻笑
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报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
轲聂政，真真好笑。”那里的林黛玉既没有宝钗的体贴，也
没有史湘云的豪侠正义，有的只是旁观者事不关己的冷漠
与“好笑”而已。

对进贾府求援的刘姥姥，林黛玉更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她和王熙凤的不一样之处只在于王熙凤只是表现得露骨，而
她则是深入骨髓地轻蔑与不屑。说起刘姥姥，林黛玉是这样
说的：“……他是那一门子的老老？直叫他是个‘母蝗虫’
就是了。”对这样的刻薄，宝钗的注解很意味深长：“世上
的话，到了二嫂子（王熙凤）嘴里也就尽了，幸而二嫂子不
认得字，不大通，但是一概是市俗取笑儿。更有颦儿（林黛
玉）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话撮其要，
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
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这
一番明褒暗贬的话，倒是着实刻画出了林黛玉的尖刻冷漠。

林黛玉的心态常持续在一种竞争状态上，总想在才艺上压倒
群芳，如在贵妃省亲游大观院时，不得施展就因“未得展才，
心上不快”。殊不知，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仅仅指女人）拥
有一颗友爱善良的心，远比满腹的才藻更要来得可贵。纵观
全书，除了对宝玉，很难看出林黛玉有主动关心体贴别人的
地方，更多时候她是把自我禁锢在自恋的怪圈中：愈是不被
大多数人真心的喜爱，愈是要处处显示自我的才华，而这样
做的结果更愈会让人对其敬而远之。在第四十九回中，林黛
玉对宝玉史湘云在芦雪庵烤鹿肉吃的行为不以为然，湘云就



痛快地说出了对林黛玉的不满：“……黛玉笑道：“那里找
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庭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
践了。我为芦雪庭一大哭。湘云冷笑道：“你明白什么!‘是
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林黛玉有
才不是一种错，但她的持才傲物却把自我幽禁在了自恋自闭
的孤寂中，陷入了“过洁世同嫌”的尴尬处境。

有人认为林黛玉之所以多疑尖酸，是因为对宝玉感情患得患
失的缘故，但仔细分析林黛玉的性格，即使贾府不曾家道中
落，林黛玉也病体痊愈，如愿以偿地和宝玉成亲，那才是一
场更大的灾难：贾宝玉说到底但是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银
样蜡枪头”，他的长处就是对“水做的女孩儿”的温柔体贴，
但这样的温柔却不会只给林黛玉一人，他能够才和金钏
说“咱们在一处吧”，转眼又能够怜惜起“画蔷”的龄官来；
更何况还有一个“只差没禀明老太太”过了明路的“准姨
娘”袭人。以林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
风”的言论观点来看，婚后和袭人等“屋里人”和睦相处是
不可能的，她势必会哭哭啼啼地掀起一阵阵的酸风醋雨，让
宝玉头疼不已。而宝玉到底也是一个“泥做的”男人，长期
地应对眼泪也会麻木，并可能由麻木至生厌，再由生厌至疏
远，能够想像，发展下去林黛玉最后很可能会演变成第二
个“王夫人”，由“珍珠变成死鱼眼睛”了。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曹雪芹不得不让林黛玉死去，在《红楼
梦》第五回就暗示了林黛玉的死，“只见头一页上画着是两
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也有四句诗道：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那里的“玉带林
中挂”很可能暗示的是林黛玉死于悬梁自尽。在以后随着故
事情节的发展，更是一步步地加重了林黛玉的病情，将她推
至死亡。从这一角度来看，曹雪芹倒像是亲手“谋杀”了自
我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

虽然是精心策划的一场“谋杀”，但这样的“谋杀”不如说
是出于仁善，是给了林黛玉一个持续良好形相的机会，让



她“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至于“污淖陷渠沟”。但林黛玉
毕竟是他塑造并喜爱的人物之一，对于她的死，曹雪芹也有
着无奈和不忍，在第六十三回的群芳夜宴中，林黛玉抽到的
签上有一句“莫怨东风当自嗟”，那里埋着的潜台词就
是：“别怨我让你早早地就死了，我也是出于无奈，谁让你
的个性这么不招人待见呢？”

对黛玉的总结篇四

1.聪明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不谦逊

2.交流与合作能力比较强，但是又往往向往个人主义

3.懒惰(体力劳动)，大部分程序员可能都是这样，也许是因
为程序员已经习惯了脑力劳动！

4.创造力非常强，但是好像又缺乏纪律性！

因为缺乏纪录性，所以国内的一些软件可能赶不上像：印度
等国家的软件正规性，

5.学习能力非常强，但是又往往太过于依赖个人经验。

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点，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就有这
种倾向，这种习惯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真的是很可怕的，
我决心改嘿嘿，希望大家也能一起改起来！

6.程序员肚子局部胖的比较快。

7.爱电脑胜过自己爱人，

程序跟什么接触的时间最多---电脑---是日久生情，还是对
电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赖，无论是从我还是周围的朋友，
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深信不疑的，所以导致很多程序员的夫妻



生活并不是很和谐！爱电脑，也要爱老婆呵呵！

8.作为思考者的程序员，不喜欢热闹得商场，比较喜欢同一
两个朋友呆在一起玩电脑的感觉！

9.抽烟。在我接触过的同事中，相对于其它部门而言，技术
部的程序员抽烟的比例比较高！

10.浅薄，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说太多，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属于
这一点的！

11.十二点之前基本不休息.

本文来自：/yeah/archive//03/20/

对黛玉的总结篇五

在大观园的少女群里，林黛玉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形
象。林黛玉绝不会研究到现实社会的客观要求，她的脑中仅
有一套惟美的价值观，她心中是一片无瑕的纯洁、真诚，她
是梦想美的化身。殊不知，在黑暗的社会里，逆着封建道德
而行，只能被无情地吞噬。

她的叛逆性主要表此刻，她对贾宝玉的许多违背封建礼法的
行为，不仅仅从不规劝，并且常常采取同情或支持的态度。
此外，封建社会对妇女所要求的那一套贞静温淑的做人标准，
林黛玉也并不很留意。对当时的所谓淫秽小说，如《西厢
记》、《牡丹亭》等，她在心里记得烂熟，认为“戏上也有
真正的好文章”。她对于“非女孩家的本分”的读书写诗充
满热情，以至成为她生活的重要资料。

她又“气的说不出话来”，认为那是‘胡说”是欺负”她。
因而，在她和宝玉的感情表现形式上常常呈现出一种矛盾曲
折或喜怒无常的状态。当然，林黛玉的感情最终还是突破了



自我的封建意识，继续向前发展了，并且最终在婚姻无望时
决心以死来反抗，从而把自我的叛逆性格推向了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