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黛玉和钗的性格 林黛玉性格特点总
结(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黛玉和钗的性格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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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愁善感曹雪芹怀着深挚的
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历史与未来、现实与梦想、哲理与诗
情，并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来的林黛玉，是《红楼梦》里一
位富有诗意美和梦想色彩的杯具形像。

二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她的杯具命运洒下同情之泪，
为她的艺术魅力心醉神迷。她是《红楼梦》读者心目中的一
位圣洁、美丽的爱神。然而，在百花斗妍的女儿国大观园里，
有妩媚丰美的薛宝钗，有风流娇艳的史湘云，有文采精华的
贾探春，有美貌不亚于其家姐的薛宝琴，……为什么独有黛
玉那样牵动人的衷肠，甚至有人因她而狂、为她而死呢她为
什么有如此强大的艺术魅力她究竟美在何处、动人在何处应
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点，则是林黛玉具有一种
杯具美。当人们说《红楼梦》是一部杯具时恐怕首先是指宝
黛感情的杯具;其次是指青春少女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的共同杯具。而其中最悲者莫过于黛玉之悲了。

真正的杯具总是动人心魄的，因为杯具是将美毁灭给人看。
越是美的有价值的人生被毁灭，其杯具就越壮美，越深刻，
越动人。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用“造化钟神秀”的诗句，来
形容东岳泰山的壮美在他心中引起的惊奇。意思是说：大自
然把它的神奇秀丽都集中在泰山上了。贾宝玉在阐述他
的“女清男浊说”时道：“天地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儿，须眉



男子可是是渣滓浊沫已。”他之后见到薛宝琴、李纹、李绮
时、又不胜感叹道：“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
这些人上之人来!”曹雪芹这个“造物主”，也只把“精华灵
秀”钟于女儿。并异常多地钟于林黛玉。他所创造的林黛玉，
形容娇美，聪明绝顶，坚贞纯情，才学横溢，并具有诗人的
气质和独特的杯具性格。而她的叛逆的杯具性格，则是她生
命的主旋律。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杯具性格，还在她出世之前，
曹雪芹就用浪漫的笔调、奇特的想像和诗意，创造了新奇绝
妙的亘古未有的“还泪”之说，以象征林黛玉是带着宿根、
宿情、宿恨来到人世的。这绝不是宿命论，而是艺术的夸张、
渲染和强化。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
便吃药，并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

命运对她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仅
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居在黑暗龌龊的贾府。我们第一次见到
林黛玉，是她刚刚来到贾府。作者经过凤姐的“嘴”和宝玉的
“眼”，描绘了她天仙似的人品。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
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这
“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则别有一种风范和
神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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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静似娇花
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曹雪芹把我们民族的审美积淀进行了新的熔铸和创造，他把
杨贵妃式的丰美赋予了薛宝钗，而把更富有魅力的西施式的
清瘦之美给了林黛玉，使林黛玉的形像具有绝世的姿容;作者
有意将林黛玉的外貌与西施联系起来，并将西施“捧心而
蹙”、袅娜风流的外形之美赋予林黛玉，还借宝玉之口给她
取字“颦颦”，便突出了她的杯具性格之美。林黛玉的娇美
姿容是迷人的。然而，使她动人心魄、更具艺术魅力的。则
是她无与伦比的丰富而优美的精神世界。林黛玉首先是个内
慧外秀的女性，她“心较比干多一窍”。

了呢!”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立刻又说：“也亏了你倒
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样他说了你就依，



比圣旨还快呢!”聪敏的颦儿，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多么锋利而
又含蓄，机带双敲而又点滴不漏。又一次，宝玉看着宝钗雪
白的膀子发呆。

这时，“只见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绢子笑呢。宝钗道：
‘你又禁不得风吹，怎样又站在那风口里’宝玉道：‘何曾
不是在房里来着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先是个
呆雁。’宝钗道：‘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瞧。’黛玉
道：‘我才出来，他就忒儿的一声飞了。’嘴里说着，将手
里的绢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这种机敏，这种讽刺与
戏谑，仅有林黛玉才能做得如此精纯而又天衣无缝。大观园
里有几张利害的“嘴”，如凤姐的“嘴”，贾母的“嘴”，
晴雯的“嘴”，尤三姐的“嘴”，红玉的“嘴”;黛玉也有一
张更利害的“嘴”。宝玉的奶妈李嬷嬷说：“真真这林姐儿，
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利害。”但凤姐等人的“嘴”与黛
玉的“嘴”又有文野之分：凤姐多是“世俗取笑”;黛玉则显
得典雅俊则。正如薛宝钗所说：“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
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
来，一句是一句。”言为心声，心慧则言巧。由于黛玉心慧，
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使她变得十分的敏感。周瑞家的
送宫花，最终送到她那里，她便疑心是别人挑剩下的才给她;
一天夜晚，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
拒不开门，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
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欲要发作，又想：

“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我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
双亡，无依无靠，此刻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
”正在悲痛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
气，“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
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
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
黛玉却认为是在骂己，竞气得昏厥过去。

。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



其实她也很谦和。她对“下人”从来没有耍过威风，没有说
过一句恶言恶语。宝玉说，她对晴雯是极好的;佳葱说，她去
潇湘馆送茶叶，黛玉正给丫头们分钱，就抓了两把给了她。
每次赛诗，她总是推崇别人写的好，从不计较高低;与湘云凹
晶馆联句，每当湘云说出佳句，她总是“起身叫妙”，甚至
说：“我竟要搁笔了!”林黛玉冰心玉壶，晶莹剔透;纯如赤
子，一往情真。我们实应改变“林黛玉心胸狭窄，尖酸刻薄，
爱使小性儿”的偏见。林黛玉之美，还表此刻她才学横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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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书，
不但读《四书》，并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
亭》、《桃花扇》等;对于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
等人的作品，不仅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仅善鼓
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
叶琼章、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比如，
她代题“杏帘在望”为宝玉解围的细节，很易使人联想到李
清照与赵明诚比作《醉花阴》的轶事;“堪怜咏絮才”、“冷
月葬诗魂”，则是将林黛玉比晋代的谢道温和明代的叶琼章
的。

絮。字字实在写已，抒发了她身世的漂泊与对感情绝望的悲
叹与愤慨。尤其她的“菊花诗”，连咏三首，连中三元，艺
压群芳，一举夺魁。

热血和生命写就的心曲，是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决裂的檄文。
它真实地展露了一个充满痛苦充满矛盾而又独抱高洁、至死
不渝的心灵世界，凸现的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壮美与崇高。
《葬花辞》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原因正在那里。
富有诗人气质，并且被诗化的林黛玉，诗魂总是时刻伴随着
她，总是随时从她的心里和身上飘散出沁人心脾的清
香。“无赖诗魔昏晓侵”，这是她的切身体验。

体此刻她对贾宝玉的感情之中。



他们的感情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属于未来的
感情。这种感情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
一致基础之上的，表现得十分纯真、深挚、坚贞。林黛玉本
是一个“情痴”、“情种”，她为感情而生，又为感情而死，
感情是她的生命所系。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
终如一，至死靡它。然而，焰们的感情又是在不许爱的环境
中发生、发展和生存的，这就难免有痛苦、有不家，甚至要
为感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再加上她诗人的气质和杯具的性格，
这种被压抑的燃烧着的感情，只能用诗和哭来抒发，来倾泄。
诗，前已叙述;哭，更是林黛玉的家常便饭。她来到人世，是
为了“还泪”。

她第一次见到贾宝玉，就是哭，脂砚斋说：“这是第一次还
泪。”此后，“不是闷坐，就是长叹，好端端的不知为什么，
常是自泪不干的。”林黛玉的哭，分明饱含着现实人生的血
肉。哭是她杯具性格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哭，是她对生活
折磨的强烈反映;哭，是她发泄痛苦的方式;哭，是她诗人气
质的种种感受的抒发。质言之，她是为自我的感情而哭。感
情曾使她几死几生。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感情最终遭到毁
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这种感情是
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感天地，泣鬼神，动人肺腑，
撼人心灵!多少人为她洒下同情、痛惜和悲愤之泪!一生以泪
洗面的林黛玉，临死之前反而发出了微笑，最终喊出了“宝
玉，宝玉，你好——”的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不消
的遗恨!林黛玉死去了。

但林黛玉的纯美的精神，她与贾宝玉生死与共的感情，他们
所实践过的感情原则，她的闪耀着艺术魅力的优美形像，将
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这一形像所含蕴的哲理与诗意，将
给予不一样时代的读者以生活的启示和美感享受。

黛玉和钗的性格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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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和钗的性格篇三

青春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性格特点
鲜明，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认真加以引导，从而避免孩子误
入歧途，早日成材。我想这也是广大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心愿。
通过多年来和孩子交谈、观察，总结了一下这个年龄段孩子
的性格特点，供广大家长和老师参考。

1、早熟。由于生物制品、激素、影视宣传等，使我们的孩子
生理和心理越来越早熟，对世界有着超越年龄的.思维。2、
可塑性强。所有孩子的内心都是向善的，没有孩子生下来就
心狠手辣，杀人放火，都有成功的欲望，都有英雄梦。3、好
奇。孩子们对五彩缤纷的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想探索一切，
总想知道一切，总想掌握一切，充满幻想。



4、贪玩。好玩是孩子的天性，没有不爱玩的孩子，并且方式
多种多样。5、自以为是。自以为已经长大，自己是全能的，
自己是英雄，是救世主，敢于勇挑重担。已经认识部分世界，
在对世界的认知还不完全的情况下，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
都行。一瓶不满，半瓶咣荡。

6、自控能力差。还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容易被诱惑。7、
意志力脆弱。在生活中稍有挫折就可能灰心丧气，意志不坚
定。植8、识别判断能力欠缺。由于知识和技能不全面，对世
界没有足够的正确判断能力。9、逆反心理强。由于和家长老
师沟通欠缺，总认为自己已经长大，讨厌家长和老师的处处
节制，拒绝执行家长和老师的意图，总想反着做。和家长存
在代沟。

黛玉和钗的性格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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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多从其反面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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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也就可是分地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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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把爱
深深地放在心中，期待着别人能帮她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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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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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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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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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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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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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光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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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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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也就可是分地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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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把爱
深深地放在心中，期待着别人能帮她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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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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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和钗的性格篇五

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
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



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
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六十二回)可见她对
于自我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我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
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
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
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那里不仅仅是
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我和社会地位
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从
而认为把自我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我的一种侮辱.那里.她的
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

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
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所以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
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是.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
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

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
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
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
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
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
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
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
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
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
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
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
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细心眼的.
但其实我们应当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
礼教的束缚的.

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感情注定是一场杯具.顽固的封建礼
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感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
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感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



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
大观园“时到达了感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
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
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终含屈而死.那里封建势力彻底
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
乏人问津.完美的梦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感情却无法
得到美满的婚姻.

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
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
反抗.追求感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
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