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态红楼
◇杨嘉欣

时光的车轮碾过历史，车辙里留
下对回忆的诉说，名为岁月的剪影里
倒映的是现实，是人生，也是经典。

《红楼梦 》就像是封建社会中觉
醒思想的触动和生发，真实却又充满
无奈，它从小处着手，以细腻的文笔
道出“荒唐言”后的真理，以一个大家
族由盛转衰的过程，抨击了封建社会
的腐朽与落后。

作者曹雪芹把自己的真实经历

加以润色， 使小说产生虚中有实、实
中有虚的效果。 小说以贾宝玉与林黛
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他们只是作
者反抗封建制度的一个缩影，他们的
性格、他们的思想，注定在那样的社
会中难有美好的结局。 这样的故事以
梦开始，以幻结局；这样的家族，始于
荣华，终于没落。

封建社会摧残人们的个性，磨灭
人们的思想。 《红楼梦》中不止一次写
宝玉爱读那些所谓的“禁书”，那些在
现在甚至可以称为名著的“禁书”，其

他人都认为他应该读四书五经从而

考取功名，只有黛玉支持他，理解他，
甚至与他一起研读。 《西江月》中说宝
玉“纨绔”，但那只是在封建礼教衡量
下的假象，作者明贬实褒，在我看来，
他是保持着天真善良天性的真正意

义上的人，是敢于与旧社会对抗的真
正的勇士。 他无视封建等级制度，与
下人打成一片 ； 他虽 “愚顽怕读文
章”，却有一定的才情与学识，能在大
观园建成时随口题词题匾，可见其厌
弃的并不是读书，而是所谓封建社会
的繁文缛节。

而黛玉本是绛珠仙草，因受神瑛
侍者浇灌决定以泪报恩。 作者最开始
以黛玉的视角向我们展示贾府的繁

荣景象，既写出了黛玉寄人篱下的小
心谨慎， 又为贾府由盛转衰埋下伏
笔。 黛玉不符合封建社会所谓的大家
闺秀形象，她自卑却自尊 ，敏感却坦
荡，脆弱却坚强。 她会因周瑞家的最
后一个给自己送宫花而直接表达不

满，“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看
似刻薄，却又道出无尽心酸。 她会因
不忍落花被玷污而花费很长时间将

其埋葬，在葬花时她有着与宝玉不同
的更细腻的心思，她认为即使把花葬
入此处的净水中，仍难保证其他地方
的脏水不会玷污落花，不如将落花葬
入泥土，她认为“质本洁来还洁去，强
于污淖陷渠沟”。 或许在她的心中还
有那么一片净土为自己保留，她为落
花寻找归宿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
精神的寄托。 一句“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更是将伤感的情
绪推向高潮 ， 这是对世事无常的感
慨，对生死离别的迷茫。 她会将才情
寄托于诗词，无论是《桃花行》还是三
首菊花诗，无论是《五美吟》还是《秋
窗风雨夕》，她总能将自己代入其中，
流露出最真实的情感，或赞叹 ，或唏
嘘，或伤感。

相比于黛玉的直率坦荡、敢爱敢
恨，宝钗则显得圆滑世故 ，善于把控
人心，呈现出封建礼教约束下的女子
的真实情态，她会时刻保持端庄的仪
态，会在恰当的时机“笼络人心 ”，会
在陷入困境的时候选择明哲保身。 人
们常说“过刚者易折，善柔者不败 ”，
但不管是哪一种性格，仿佛都难以改
变女子在封建社会的摧残下难以善

终的结局。
《红楼梦 》中不只有性格刻画得

入木三分的人物 ， 其剧情也可谓是
环环相扣。 宝玉进入太虚幻境时看
到的判词便暗示了每个女子最终的

命运归宿，“慧极必伤， 情深不寿”则
是对其中大多数女子结局的总结。钗
黛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王
熙凤的“一从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
事更哀”，探春的“清明涕送江边望 ，
千里东风一梦遥 ” ……无不令人唏
嘘。 无论是四春暗喻的“原应叹息”，
贾雨村暗喻的“假语存”，还是甄士隐
暗喻的 “真事隐”， 也都是全文的伏
笔。

在《红楼梦 》中我们学习说话的
艺术，其中典型便是王熙凤。 林黛玉

初入贾府时，她一句 “天下真有这样
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 况且这
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
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 怨不得老祖
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这句话
看似只是赞美黛玉，实则还夸赞了四
春与贾母。 《红楼梦》中这样的说话艺
术数不胜数，着实令人叹服。

在《红楼梦 》中我们学习生活的
哲理。 人生变化无常，不必贪恋所谓
身外之物，没有永恒不衰的基业。 无
论是贾府的衰落，还是甄士隐丢失了
女儿， 又因大火由富人沦为乞丐，都
是世事无常的体现。 正如《好了歌》借
跛足道人之口警示人们不要为了所

谓的功名钱财而争斗不休，最终不过
是“荒冢一堆草没了”，要学会活在当
下。

《红楼梦 》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
会的百科全书 ，其中涉及多个知识
领域 ：中医 、美食 、茶艺 、园艺 、诗
词 、管理等 。 我知道自己还无法真
正领悟 《红楼梦 》，我只希望能想我
所思 、述我所感 、书我所悟 ，与大家
共勉 。

《红楼梦 》让我看到人生百态 ，
它就像历史中寄托感情的一叶扁舟，
泊过岁月的沧桑， 留下阵阵涟漪；像
连通过去与未来的一座桥梁，伫立于
深海的泥泞，印出片片痕迹 ；像在我
们的世界闪耀的满天繁星，归于月亮
的怀抱，溢出点点星光。 或许昏沉中
的清醒、衰败中的撑持 、沉默中的爆
发，都是所谓的人生吧。 ③22

··读书随想··

（接上期）

读书··连载

书香
２０23 年 6 月 22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程文琰 A7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十六章

【原文】
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

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
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
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没身不
殆。

【译文】
尽力使心灵的虚寂达到极点 ，使

生活清静，坚守不变。 万物一起蓬勃生
长，我从中考察其往复的道理。 万物纷
纷芸芸，各自返回它的本根 。 返回到
它的本根就叫作清静，清静就叫作复
归于生命。 复归于生命就叫自然 ，认
识了自然规律就叫作聪明，不认识自
然规律的轻妄举止，往往会出乱子和
灾凶。 认识自然规律的人是无所不包
的 ，无所不包就会坦然公正 ，公正就
能周全 ，周全才能符合自然的 “道 ”，

符合自然的道才能长久，终身不会遭
受危险。

【解读】
本章“简练如诗，琅琅成韵”“层层

通透，节节光明”。
首先揭示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

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

律，从生长到死亡，再生长，再死亡，生
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都遵
循着这样一个规律。

然后要求人们要充分地体察和认

识这个规律，遵循规律，顺道而行，才
能做出正确的行动，取得事业的成功，
消除身边的危险。

而认识规律 、遵循规律 ，人们就
必须达到极端空明虚无的境界 ，拥有
纯粹清静自守的状态。 只有内心空明
虚静， 才能在静中回归本真状态 ，从
而在本真中产生高超的智慧 。 正如
《大学》中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

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
先后，则近道矣。 ”如果心存杂念，挂
碍太多，必然心志大乱。 不但事不能
成，还可能给自己招来灾祸！ 也如《大
学 》中所说 ：“身有所忿■ ，则不得其
正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
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
正。 ”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足智多谋，深
谋远虑，被后人视为智慧的化身，他的
《诫子书》， 充分传承了老子在本章中
的思想：“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
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 淫慢则不能励
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年与时驰，意与
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
将复何及！ ”

诸葛亮一生崇尚宁静，追求“淡泊
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 年轻时，他博
览群书，修身养性，静观天下之变，在
宁静淡泊之中伺机而动， 为将来建功

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等到时机成熟，
就积极行动，身体力行，运筹帷幄，尽
忠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是因为诸葛亮 “致虚极， 守静
笃”，才在宁静中产生出那么高明的智
慧和谋略，成就了不朽伟业，为后世称
颂！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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