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

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

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

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

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矛盾与

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等。

此诗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

命运与人的命运紧密联系，有力地控诉

了那些黑暗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

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于景与

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

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

价值的真实写照。

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

诉，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

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

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

写出了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

得时，所表现出来的不愿受辱被污、不

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

其思想价值。

四月飞花 再品“红楼”

4月大观园赏花地点建议

【杏花】:稻香村南侧 【梅花】:栊翠庵

【桃花】:滴翠亭、怡红院 【梨花】:潇湘馆内

【玉兰】:沁芳桥北、大观楼 【海棠】:怡红院内

【榆叶梅】:潇湘馆东、西侧 【迎春花】:缀锦楼、太虚幻境

北京大观园是根据《红楼梦》设计建造的古典文化园林，是电视剧

《红楼梦》的实景拍摄场地。其中潇湘馆一景位于大观园西路，与怡红

院遥遥相对，是林黛玉的住所。4月是游览大观园的最佳时期，园内百

花齐放，处处都值得“打卡”。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未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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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四月北京满城飞花，在城南的大观园里，丁香、海棠、榆叶梅、碧桃等花卉盛开，春花多多、春意浓浓。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经典片段。

林黛玉最怜惜花，对美有独特的见解。她写了《葬花吟》，以花比喻自己，成为《红楼梦》中优美的诗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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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红楼梦》，我对王

熙凤的人物形象有了初步的了

解。我认为凤辣子的“辣”有两种

含义：第一种是“泼辣”，这里的泼

辣是褒义的，是指有魄力、有管理

才干。第二种是“香辣”，就是口

才好、情商高。

凤辣子之泼辣
凤姐敢办事、能办事，管家时

在衣食住行上都挑不出错。她快

人快语，办事风风火火，既有能

力，又有魄力，辣得痛快。

结合情节来说，我认为“协理

宁 国 府 ”较 能 体 现 凤 姐 泼 辣 之

处。她面对宁府复杂混乱的局

面，临危受命，一上任就能理清头

绪，抓住要害，找出宁府的五大弊

端：头一件，人口混杂，遗失东西；

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第

三件，需要过费，滥支冒领；第四

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

家奴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

者不能上进。

于是，凤姐针对这五大弊端

提出要求，进行处理。第一是订

造簿册；第二是查看宁府的家口

花名册；第三是分配专职的事务，

分工不同，职责到人：倒茶的不管

送饭的，举哀的不管收拾茶碗、祭

礼的，各有分工，各负其责。

除 具 备 管 理 才 能 外 ，凤 姐

还有一股不避锋芒的魄力。“既

托 了 我 ，就 说 不 得 要 讨 你 们 的

嫌 了 ……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

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

没脸的，一律清白处治。”规矩立

下后，她说到做到，不怕得罪人。

书中写到一个仆妇迟到，也求了

情，最后凤姐还是不饶，被打了二

十板子，且还罚了银米。这看似

是凤姐不通情理、不讲情面，但正

是这样的行事作风保证了规则的

实施，得以在当时的境况下维持

住了宁府的秩序。协理宁府充分

展现出凤姐的管理才干和做事魄

力，这两个特点共同组成了凤姐

的泼辣。

凤辣子之香辣
凤姐作为长房媳妇，要与贾

府中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为了

巩固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凤姐

在与如贾母、王夫人等的交往中

左右逢源，“香辣”显露无疑。结

合情节来说，我认为香辣是凤姐

最鲜明的特点，藏在她的每句言

语中。

凤姐出场迎接黛玉时，拉着

黛玉的手，仔细打量后，仍送到贾

母身边坐下，笑着说“天下竟有这

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

了！况且这通身的气魄，竟不像

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

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嘴里心

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命这

么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她

的一番说辞有声有色，既宽慰了

黛玉，又顺便迎合了贾母。但当

她听到贾母的责备后，发现势头

不对，即刻转悲为喜，接着又忙拉

着黛玉的手询问近况。她机警善

变、口齿伶俐的表现，“辣”得贾母

满心欢喜。

在逛大观园时，贾母提及自

己从小因为淘气，跌了一跤，头上

落下一个疤、一个窝。凤姐马上

就说：“可知老祖宗从小的福寿就

不小，鬼使神差碰出那个窝来，好

盛福寿的。老寿星头上原来是个

窝，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就

凸出来了。”此话一出，大家都笑

了。一个伤疤本不算好事，但凤

姐即兴发挥，顷刻间就讲出了喜

庆的小笑话，活跃了气氛。凤姐

的“多嘴”应时应景、自然天成，可

见凤姐语言功底深厚。诸如此类

带有香辣味道的话，令贾母等人

满心欢喜。也正是这独一份的香

辣，让她讨得了贾母等人的欢心，

成为贾府的开心果。

凤辣子的性格无法单用善或

恶、好或坏来形容，而是一个多

面、立体、鲜活的性格综合体，她

既有精明能干、敢于管理的泼辣

一面，还有伶牙俐齿、八面玲珑的

香辣一面。也因此给读者以生动

而真实之感，独一无二的凤辣子，

就此跃然纸上。

我看“凤辣子”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石润达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

著之一，书中对人物的描写

刻画精深入微。“娴静时如

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

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

西子胜三分。”我在此聚焦

林黛玉，写写对文中部分诗

句的感想。

在书中第六十三回提

及的晚宴中，众人抽取各自

对应的花签。黛玉抽到的

是“莫怨春风当自嗟”，此句

出自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

介甫作》。而王安石的《明

妃曲二首》中有“明妃初出

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写出了王昭君离开汉宫时

的依恋之情是“一去心知更

不归”。而黛玉自幼丧母，

虽聪颖过人，且具备文化底

蕴，但十岁便被送入了贾

府，想再去打听家乡的事又

有诸多不便，大抵也只得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

年鸿雁飞”了。

随后在第七十回的《咏

絮词》中，诗社中的人聚在

一起，发起填词活动。在那

时，贾符日益败落，林黛玉

也无力可挡，只得在《咏絮

词》里表明：“嫁与东风春不

管，凭尔去，忍淹留！”她的

悲戚之感在众人看来，却被

薛宝钗“韶华休笑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的豪情壮志所压倒，更是鲜

明了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

特征。这次填词中，宝钗的

诗句虽为尊，但在判词中，

作者却明确地用了“咏絮

才”一词形容林黛玉（咏絮

才，出自晋朝谢奕女幼年时

期的故事，后用来形容女子

有诗才）。

《红楼梦》有无数世人研

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书

中对人物刻画细致鲜活、淋

漓尽致，实令我叹为观止。

我认为，黛玉有着较高的自

我意识，为人真实，她的敏

感、自尊以及那一丝自卑被

掩盖在灵动和分寸下。她

口齿伶俐、看事透彻、出尘

不染，有较深的共情能力，

真心实意地体贴和关怀别

人。我钦佩黛玉学识的渊

博和人格的魅力，喜欢她一

直秉持本心的真性情。我

出生在开放民主的社会，从

而得以更开阔自由地追求

所爱，不断去寻找自己的价

值。希望我能不断做到无

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会动

摇心智，“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如黛玉一般坚守本心，

去立德、立身、立言、立行。

我眼中的林黛玉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学生 陈紫宜

红楼梦中人

葬花吟

（姜思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