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红楼梦》的浪漫主义

    《红楼梦》无疑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

物。要谈其浪漫主义，避不开那块女娲补天剩下来的

顽石，和贾宝玉一游的太虚幻境。

    《红楼梦》第一回，讲了一个神话故事。当年女娲

补天剩下的遗弃在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请求路过的

癞头和尚、跛足道人带它到红尘“富贵场中”“温柔

乡里”去享受一番，那和尚、道士便让正要从太虚幻

境下凡的神瑛侍者带入人世。于是第二回也就有了冷

子兴所说的贾宝玉“衔玉而生”。又从第五回可知，

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转世，神瑛侍者和那块通灵宝玉

（青埂峰下的顽石）是神奇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贾宝

玉的成长过程中，那块玉能为他除邪祟，但他被声色

货利所迷便不灵验。故此在第二十五回里，贾宝玉便

逢到“五鬼”而病得“连气都将没了”，但又只要那

和尚、道士对那块玉如此这般一番，贾宝玉连带王熙

凤就都痊愈了。贾宝玉和这块玉是不能离弃的，那块

玉戴在贾宝玉身上的时候，贾宝玉才思敏捷异于常人，

这从第十七回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便可知；但第

九十四回里，这块玉一旦失去，他就“只是怔怔的，

不言不语，没心没绪”。

        再来看太虚幻境。

    《红楼梦》第五回里，贾宝玉由秦氏也即警幻仙子

的妹子引入太虚幻境，然后由警幻仙子亲引游太虚幻

境。幻警仙子先让他看“太虚幻境”的牌坊，接着引

他进“孽海情天”的宫门，再让他看金陵十二钗又副

册、副册和正册，然后让仙子来接他，让他闻“群芳

髓”之香、吃“千红一窟”之茶、饮“万艳同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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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再让他观赏新制《红楼梦》十二支的歌舞，最后

授其云雨之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开导宝玉，希望他

幡然醒悟，跳出迷圈。然而贾宝玉终不醒悟，仍“未

免有儿女之事”。警幻只好把他带到迷津边，说：“此

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

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

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溪，设如随落

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那“木居士”

就是林黛玉，“灰侍者”就是他自己。撑木筏而渡迷

津可以这样理解：贾宝玉与林黛玉在人生的迷津中同

心同德、同气相求，而两人又因爱恋和婚姻的不称意

而参透爱情、觉悟人生。

      顽石与太虚幻境的浪漫主义的旨趣是贯穿在整部

《红楼梦》之中的。对贾宝玉艺术形象的刻画，也既

是现实主义又是浪漫主义的。

        书中很多情节和细节，也可读到浪漫主义的描写。

      第二十六回里，林黛玉听说贾宝玉被贾政叫去到

晚上才回，就想去问情况。将到怡红院，见薛宝钗进

去了，就在芳沁桥上看了一会水禽才来到怡红院扣门。

谁知丫环晴雯和碧痕拌了嘴正没好气，还在抱怨薛宝

钗的到来，忽然又听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并不

问是谁，就说“都睡下了，明儿再来”。林黛玉又说

“是我，还不开么”，晴雯没听出来，谎说“凭你是谁，

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林黛玉越想越伤

感，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

悲悲戚戚呜咽起来。不料这绝代姿容、稀世俊美的女

儿一哭，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都忒楞楞飞起远

避，不忍再听。真浪漫啊！浪漫主义与真实性也并不

矛盾，读到这里，谁不认为是真实的？

      第二十三回，林黛玉见桃花落了，怕人践踏，又

觉得撂到水里也会随水流到脏的臭的地方去，就干脆

扫好拿土埋掉。第二十七回里，她还特意作了一首《葬

花词》，边念边葬花。贾宝玉也有这种待花如待人的

情感。第七十八回，贾宝玉从乃父贾政那里回到园中，

猛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环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于

是对着芙蓉嗟叹一番，又想在芙蓉前一祭晴雯。于是

写了《芙蓉女儿诔》，到晚上把诔文挑于芙蓉枝上，

先行礼，再泣涕念读。对林黛玉和贾宝玉异于常人的

浪漫举动的描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

      第九十四回里，怡红院本来枯萎了一年的海棠，

竟然在十一月里开出花来。目睹这一怪现象，很多人

各有看法，李纨说是宝玉喜事来了，此花先来报信。

林黛玉说是二哥哥认真读书了，舅舅喜欢，那棵树也

就发了。贾兰则在诗中写“莫道此花知识浅，欣荣预

佐合欢杯”。贾宝玉先也高兴，后想起海棠是晴雯死

的那年死，今日海棠复荣而晴雯不能复生，转喜为悲；

忽又想起听说王熙凤要把五儿补入，或此花为她而开，

又转悲为喜。只有贾探春心里说“此花必非好花……

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不管怎样理解枯

树开花吧，这种浪漫主义的写法是加深了文章的内涵

的。

       第九十八回，林黛玉气绝之后，紫鹃、李纨等痛

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

又没有了。这也是浪漫主义的描写，绛珠仙子归天，

才有仙乐啊。

       第一百二十回里，贾政扶贾母的灵柩到金陵安葬

了坐船回家。船泊下贾政写家书写到贾宝玉的事，抬

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一个人，光头、赤脚，披

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他倒身下拜。贾政认出是贾

宝玉，和他说话，又不作声。又见船头来了一僧一道，

两人夹着贾宝玉，说“俗缘已毕，还不快走”。然后

三人登岸作歌而去，贾政追了一程，只见白茫茫一片

旷野，并无一人了。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这是与

第一回相照应，这种浪漫主义的描写耐人寻味。

       对其他人物，也有浪漫主义的描写。第六十六回

里，尤三姐在柳湘莲面前自刎以明志后，柳湘莲俯棺

大哭一场，昏昏默默出了门，被薛蟠的小厮带入新房

之中。忽见尤三姐从外而入，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

捧着一卷册子，向着他哭泣、诉说。然后一阵香风，

无踪无影去了。柳湘莲警觉，似梦非梦，自己竟处在

一座破庙中，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在捉虱子。几句

对话之后，柳湘莲便跟随那道士，不知所之。这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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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主义的情节，是柳湘莲的最佳结局。

       浪漫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作家理想中认为应

当是怎样的来描写，或者是理想地描写对象，或者描

写理想化的对象。《红楼梦》的浪漫主义正体现了这

一原则。现实固然是其创作的丰腴土壤，浪漫主义则

突破这种现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有机结合，

丰富和升华了作品的主旨。

         二、《红楼梦》的水文化

        一部《红楼梦》，荡漾着水的意蕴。贾宝玉说，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而这部书中写了多少女儿！单凭

这一点，上述说法就可以成立了。但是请注意，还有

更多的实写水的情节。水，在《红楼梦》中也是一种

文化，和书中所描写的其他文化一样，显得特有意味。

      第五回末尾，贾宝玉来到太虚幻境，依警幻所嘱

之言与可卿行了儿女之事的第二天，两人携手出去游

玩，不觉走到迷津岸边。深有万丈、遥亘千里的迷津，

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

撑篙，遇有缘者渡之。无可如何之际，竟被被许多夜

叉海鬼拖将下去了。上文说过，所谓木居士，可以理

解为贾宝玉自己，灰侍者则可以理解为林黛玉。贾宝

玉能不能被救，全在于木居士和灰侍者，亦即贾宝玉

能不能脱离世俗的迷津，全靠他自己和林黛玉的觉悟。

整部《红楼梦》的一条重要线索，实际上也是抒写宝、

黛在落入世俗迷津，在其中浮沉、寻觅、挣扎，最后

到达彼岸的过程。

       第十七回对大观园里的水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里

面有“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中”；“清

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曲沼”。贾宝玉

因此有“绕堤柳借三分翠，隔岸花分一脉香”的联语。

有“水声潺潺，泻出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

浮荡”的“蓼汀花溆”；“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

溶溶荡荡，曲折萦纡”。原来园子里的溪水名“沁芳泉”，

是从外河通过“沁芳闸”引入的。“沁芳闸”这一名

称就值得吟味：“沁芳”不能无度，需要节制。贾宝

玉取此名，是从冥冥之中获得的灵感吧。潇湘妃子所

住的潇湘馆，自然也离不开水：“后院墙下忽开一隙，

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

盘旋竹下而出。”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潇湘。大观园因

为有这条内河“沁芳泉”而灵动活泼如那些青春靓丽

的女儿们。

      第二十三回，贾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读《会

真记》，见桃花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他就兜了那

些花瓣抖在池内，让它们流出沁芳闸。不久林黛玉来

葬花了，说把花撂在水里不好，园子里的水干净，流

出去之后就有人倒脏的臭的东西，把花也糟蹋了。是

的，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林黛玉比

贾宝玉更了解水，也寓意林黛玉比贾宝玉更了解世俗

社会。实际上，将这位金陵十二钗正册里的二号人物

的籍贯安排在扬州，也有深意。她两次都是坐船到贾

府来的；死了以后，“带柩回南”自然也是从水路。

潇湘妃子终归于水。

      第六十二回，香菱跟一些小戏子在园子里玩，和

豆官嬉戏时滚在一洼子雨水上，把新裙子弄脏了。后

来贾宝玉来了，听香菱说那裙子的料子是宝琴带来的，

她和宝钗都做了一条，就说你的先弄脏了，宝姐姐的

尚好，就是辜负了宝姐姐的心，而且薛姨妈也嘴碎。

于是让袭人把她的一条同样的换下来。这里有深意。

香菱和袭人都是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的人物，香菱的新

裙子被积水弄脏，寓意香菱被世俗社会蹂躏，贾宝玉

让袭人帮她，寓意想减轻她的痛苦。

      第七十六回，中秋之夜史湘云和林黛玉在“因洼

而近水”的凹晶溪馆赏月。“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

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这种

意境的描写，就是要做足水的文章。特殊环境、特殊

时间里的水，更能反映这两个载于金陵十二钗正册里

的人物的心境。两人联诗将要结束时，林黛玉见池子

里有个黑影像鬼，史湘云捡了一块小石片打去，“一

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复聚者几次。只听得那黑影里嘎

然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接下来的“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诗魂”的联语，氛围、情境全出来了，称得上

是《红楼梦》水文化的震撼人心的绝唱。白鹤被惊扰

而无奈地飞出寒塘，林黛玉她们也会像它一样遭受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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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而逃离现实的寒塘啊。月，沉在寒塘里才称得上冷

月，两具诗魂葬在里面，真是适得其所。“水”中的

意蕴，值得细细咀嚼。

      第八十一回，贾宝玉不想看书，一个人走出来逛，

见探春、李琦、李玟、邢岫烟“四美”在蓼溆的栏杆

上钓鱼，便也掺进去。虽说要做姜太公（愿者上钩），

但终究有点心焦，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他把竿

子一幌，就被吓走了。又无可奈何地说，我最是个性

子急的人它偏性子慢。还乞求：“好鱼儿，快来罢！

你也成全成全我呢！”最后还把钓竿折断，钓丝振断，

钩子也不知去向。这样的描写很有意味：水里的东西，

想得到它们是要慢慢来的，贾宝玉修为未到位，过于

心焦，结果鱼逃竿断。对贾宝玉而言，水做的骨肉的

女人，和水里的鱼一样。

      整部《红楼梦》是“假语村言”，贾府兴衰的见

证人及《红楼梦》的线索人物贾雨村这一形象，也融

入了水文化因素。第三回写贾雨村是与林黛玉同路到

京城来的，当然是水路，意味着贾雨村是顺水而上。

第一百二十回写他的结局，也体现了一种水文化。贾

雨村犯了婪案，定了罪，却又遇大赦，褫籍为民。带

着家眷回原籍，在急流津觉迷渡口邂逅成了神仙的甄

士隐，贾雨村问自己的终身，见甄士隐拒绝回答，就

心中恍恍惚惚，在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这

是一种象征；急流津觉迷渡口也应是被警幻仙子推下

水的贾宝玉上岸的地方，贾宝玉应该已经上了岸，而

世间像贾雨村一类人还正在梦中。

        三、《红楼梦》情节发展的一个特点

       《红楼梦》的情节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情节暂断，

节外生枝。

      一种情况是：故事情节叙述到一定时候就暂停，

而插进另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没有多长，稍后或有补

述，但以后不再叙述，是断尾的：然后又接着上一个

情节来叙述。

      第七回，薛姨妈让周瑞家的去给几个小姐送花。

周瑞家的先后给迎春三姊妹、凤姐送去再往贾母那边

去，情节却又被打断了——她的女儿从婆家来了。原

来是来和她说这样的事：女婿冷子兴多喝了两杯酒和

人分争，“被人放了一把邪火（暗中挑拨），说他来

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解递还乡”。周瑞家的认为这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她放心，打发回去了。

再写周瑞家的把花送到黛玉那里，离开之后，又补述

冷子兴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来讨情分，周

瑞家的不把这样的事放在心上，“晚间只求求凤姐儿

便完了”。这样写，最大的好处是读起来不沉闷。虽

然写了周瑞家的把花送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性格表现，但终究不免沉闷，而插进另一种性质的

情节，沉闷自然一风吹了。此外还有这样的作用：花

是“领着內帑（宫廷内的钱库）钱粮，采办杂料”的

薛家从宫里拿回来的，将其送给贾府的小姐太太；周

瑞家的仗着贾府的势力，根本不把打官司看做什么事，

两相映衬，很有意味。

      有的地方，一个断尾的情节似乎完全不必要插进

去，作者的用意究竟是什么，需要深思。第三十九回，

写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给贾母等一干人讲杜撰故事：

有人抽柴草，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村姑。关键时刻却

又被打断：南院马棚里走了水（失火）。贾母等人看

着火光熄了之后，再让刘姥姥另讲故事。而以后也没

有再写这件事了。仔细琢磨，当然不是冗赘。这是一

种象征，马棚会“走水”，贾府也会“走水”，刘姥

姥就是见证者。

      另一种情况是：正写着一个情节，突然被打断，

而写另一个情节，那另一个情节写到一定的地方就停

下来，又接着开头的情节，再到一定的时候才又接上

那另一个情节。

       第六回里，刘姥姥来到荣国府，周瑞家的把她领

到二奶奶王熙凤身边，说，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甚

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刘姥姥本来是来要点东西的，

但又羞于启口，经周瑞家的使眼色，心想今日所为何

来？就忍下羞耻，要把来这里的目的说出来。正在节

骨眼上，忽听二门上小厮们说，“东府里的大少爷进

来了”，王熙凤就忙止住刘姥姥：“不必说了。”后

面就是王熙凤和贾蓉的对话。原来贾蓉是来向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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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玻璃炕屏的。王熙凤和贾蓉一番打情骂俏，让贾蓉

走了以后，才用二十两银子打发刘姥姥。这样写大有

意趣。

      第一，一边是穷苦人刘姥姥向王熙凤讨要东西，

一边是东府的阔少贾蓉向王熙凤借东西，一穷一富，

一老一少，一丑陋一漂亮，一真正含羞忍辱一假做畏

怯：两相对照，相映成趣。

       第二，一边是真讨，为的是那个穷家，说的是实

话；一边是假借，说奉的是父命，话里有话，言借此

而实要彼：真真假假，令人玩味。

      第三，一边是和刘姥姥没有真感情，不可能认刘

姥姥的孙子板儿是“侄儿”；一边是和贾蓉有真感情，

贾蓉才是她的“正经侄儿”；对没有真感情的说话还

算客气，对有真感情的反恶声恶气的，“若碰一点儿，

你可仔细你的皮”：细细琢磨，意味良多。

      第四，一边是“天也晚了，不虚留你们了”，打

发快走；一边是贾蓉已走，又被喊回，而王熙凤“只

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

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前者没有悬念，去

了就去了；后者悬念深深，晚饭后再来做什么？

       第五，王熙凤对刘姥姥是居高临下，对贾蓉也是居

高临下，而又高下有别。对前者虽有一丝怜悯，但在

她眼里是真正的下等人；对后者是爱昵，是作为少妇

的婶子对花花公子的侄子的违背伦理的畸形的情感。

      第六，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王熙凤多面性格中

的狡狯、荒淫已初露端倪。贾蓉的无耻、无聊、会耍

小小心机的性格也已显露。

       也许还有许多玄妙，可以慢慢悟出。总之，这

样穿插起来些，比照反衬，引人思考，情趣盎然。

      第十四回凤姐在宁国府为料理秦可卿的丧事帮忙，

突然听说随贾琏送林黛玉回苏州的昭儿回来了。一问，

则是“林如海捐馆扬州城”，处理了有关事宜后年底

就会带林黛玉回来。然后，继续写凤姐在宁国府大显

身手，到十六回才写贾琏带着黛玉回来。这样交叉写，

显得“祸不单行”，象征意义很明显。

      第十六回则写荣、宁二府人丁齐集，为贾政庆贺

生日，突然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宣贾政入朝，

再写贾母带王夫人等进朝谢恩，原来元春晋封为凤藻

宫尚书，加封贤德妃了。这是“喜上加喜”了。然后

就暂不写元春的活动（到下一回才写大观园的事，再

下回才写元春省亲），而是写秦钟父亲秦业被秦钟气

死、秦钟添了症候，贾琏带了黛玉从苏州回来，再写

秦钟之死。这样写，除了有对比的意味，象征意义也

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喜后有忧，忧后有喜，喜忧总是

循环往复，二是秦钟的今天，就是贾妃的明天。

      再一种情况是：只用一句话来提个头，这句话讲

了之后相关的情节过后较久才续上。第十一回，王熙

凤从宁国府看了秦可卿、商议了一些事回到自己家中，

问平儿，家里没有什么事，平儿告诉她，那三百两银

子的利银，旺儿媳妇送来了。原来是写王熙凤放高利

贷。先设个悬念，其放高利贷的事并不马上接着写，

而是以后陆续写（第十六回有写到旺儿媳妇来送利

银）。

      上述写法，还可举出很多例子。这样写，刚读时

也许觉得有点突兀，细细一想就觉得特别真实。生活

本来是这样的啊，很多事情的发生本来是很突然的啊，

它要发生了谁也挡不住，哪能让你处理好这件事之后

它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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