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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紅接 梦 〉广 的 二 元对立

＊

杨 琳

【提 要 】 《红楼梦 》 因 其极 高 的 美 学价值而 流传至今 ， 魅力 经久不 衰 。 回归 文本 ， 从

文学艺术或者哲学美 学的 角 度 阐释 《红楼梦 》 的思想 内 涵和艺 术价值 ， 是红 学研究未来的

发展方向 。 本文即是回 归 《红楼梦 》 文本 ， 剖析 《红楼梦 》 的 结构特点和 巨 大魅 力 。 整部

《红楼梦 》 从宏观的 框架布局 ， 到 具体微观的人物 刻画 ， 再到 思想上任性 自 然 与世俗现 实之

间难以调和的 冲 突都体现 了二元对立的 原 则 ， 并 因 二元对立所触发 的 艺术 张力 而呈现 出 巨

大的 艺术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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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０４ 年 ， 王国维发表的 《红楼梦评论 》 站向 ， 余波至今犹存 。 关于新红学 的发展方 向 ，

在世界文学的新高度 ， 首次用西方美学理论来笔者赞同宋淇先生 的观点 。 他认为
“

新红学的

研究 中国古典名著 《红楼梦 》 ， 较早地使用 了 比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 ， 而忽视了文学批评

较的方法 ， 开启 了 《红楼梦 》 理论探讨和艺术与鉴赏 ， 以致造成轻重倒置的现象
”

。

③归根到

研究的新生面 ， 开创 了 《 红楼梦 》 研究批评派底 ，
《红楼梦 》 考证派的成果应该是为 《红楼

的先河 。 但是此后小说批评派
一直没 能成为红梦 》 研究服务的 ；

《红楼梦 》 研究最终还是要通

学的主流 ， 反而是晚于它十几年的以 蔡元培为过敏锐的 艺术感受力和学术 眼光 ， 揭示 出小说

代表的索隐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蜚声于 杰出的审美价值 。 历史考证是为文学批评扫清

世 ， 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 。 考证派红学在曹学 、
障碍 ， 是文学批评的基础 ， 是文本 阐释的第

一

版本学、 脂学 、 探佚学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
阶段 。 而从文学艺术或者哲学美学的角度阐释红

但是它 自 胡适开始就将研究 《 红楼梦 》 本身的

思想与艺术置于红学的范畴之外 ， 所以是
一种

外驰的红学 ， 以至于窒碍 了对 《红楼梦 》 文本
① 本文将曹雪芽 、 高鹦著 １ ２ ０ 回 《红楼梦 》 作为一个整体来

论述 。 文 中引文均引 自俞平伯校 、 启功注 ：
《红楼梦 》 ， 人

的思想和成就的认知 。民文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１ ９７４ 年余英时发表 《 〈红楼梦 〉 的两个世＊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 ：

“

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

界 》
一

文 ， 揭示 出 《红楼梦 》 的 内在结构 ， 并心态
”

的阶段性成果 。

探求作者在艺术创作上 的意 图 。

？“

两个世界
”？

年第 ２ 期 〇

说使红学研究再次 回归文本 ， 为红学研究提供 ③ 宋淇 ： 《新红学的发展方 向 》 ， 《红楼梦学刊 》 ２００１ 年第

了一个新的
“

典范
”

， 深刻影响着红学 的研究方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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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琳 ： 论 《红楼梦 》 的二元对立

楼梦的思想 内涵和艺术价值 ， 是红学研究未来人的代表 ， 放债 、 揽权 、 揽钱而孜孜于名 利 ，

的发展方向 。 本文 即是回 归文本 ， 从文学批评最后机关算尽太聪明 ， 反误了卿卿性命。

的角度分析 《红楼梦 》 。

＿^

二 、 人物刻？的两两相对
一

、 仙境与俗世的二元框架
《红楼梦 》 中 的人物刻画也体现出 自然天性

《红楼梦 》 全文以空空道士偕无稽崖下石头与现实俗世间两两相对的特征 ， 如贾宝玉 与甄

人凡俗开始 ， 又 以
一

僧
一

道渺渺茫茫带宝玉而宝玉 ， 林黛玉与薛宝钗 ， 晴雯与袭人 。

去为收结 。 警幻仙境与红尘俗世的二元对立是《红楼梦 》 中 的贾宝玉与甄宝玉是相对而写

全书的基本框架 。 梦 中仙境是书 中仙俗两界相的两个人物 。 小说从多个角 度渲染和刻画 了两

互交融的
一种重要方式 。 《红楼梦 》 的俗世故事人几乎难 以 区分的容貌和孩提时代十分相似的

开始于甄士 隐的一个梦 。 梦中一僧 一道 ， 且行思想言行 。 甄 、 贾宝玉都是在第二回 《冷子兴

且谈 ， 谈到西方灵河界三生石畔一风流公案 ：演说荣国府 》 中借冷子兴和贾雨村之 口 登上舞

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 有
一

株绛珠草为报神台的 。 两人都提到他们极其相近又与众不 同 的

瑛侍者灌溉之德 ， 愿随其下世为人 ， 将
一生眼思想言行 。 贾宝玉衔通灵宝玉而生 ， 属于大荒

泪偿他 。 此绛珠仙草便为林黛玉 的先世 ， 而神山 、 无稽崖之人 ， 奉爱的哲学 ， 认为爱与 自 然

瑛侍者则是衔玉 出生 的贾宝玉 的前生 。 所 以贾最为尊贵 ， 活在
“

灵
”

的世界里 。 而孩提时 的

宝玉与林黛玉 的情感是天缘 ， 木石前盟 。 仙界甄宝玉本来是与贾宝玉一样心性的人 ， 尚能保

代表着情感 、 自 然 、 爱与 美好等人类的
“

灵
”

存完整的天性 。 但随着入世愈深 ， 在尘 网 中愈

的
一面。 木石前盟所重亦是如此 ， 重情感与灵久 ， 两人逐渐有 了分化 ， 只有表面举止相 似 ，

性的心心相吸 ， 真情至性 。 与仙界相对应的俗而思想完全不同了 。

世代表人类欲望的
“

肉
”

的
一面 。 俗世所重多在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

一

节中 ，
甄 、 贾

为功利之欲 、 金钱富贵 ， 并为金钱功名富贵之欲宝玉首次见面 ， 两人容貌依 旧
一

样但思想完全

不惜损伤天性 ， 用违背本性的方式与手段限制与不同 了 。 甄宝玉所谈所想皆是功名 利禄 、 文章

泥灭天性 ， 以获得世俗认可 、 获取社会资源 。 最经济 ， 贾宝玉则依然选择依照天性生活 。 此后

终的结局常是虽然获得了世俗认可 ， 得到了世俗藤宝玉在俗世得到了认可 ， 被称为 已雕琢成器

资源 ， 却因丧失本性与本心 ， 并没有找到心灵源的真玉 ， 在仙界则为泯灭灵性 的俗物 。 甄 、 贾

头的快乐 ， 仍未获得最终的灵魂安宁 。 这犹如与宝玉 ， 亦真亦假 ， 同样的相貌 ， 幼时同样的言

宝黛木石前盟相对应的金玉 良缘 ， 虽然遵循世俗行 ， 甚至 同游太虚幻境 。 这正应 了那幅对联 ：

社会规则 ， 费尽心机 、 得到了世俗的认可并结为
“

真作假时假亦真 ， 假作真时真亦假 。

”

作者就

婚姻 ， 但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用这样迷离 的手法塑造了灵肉分离——他 乡 之

《红楼梦》 对俗世的描绘并非彻底地陷入功人与俗世之人分离的甄 、 贾宝玉 。 小说写出 了

利现实的名缰利 锁里 ， 这里仍有着世外桃源
一

仙境他乡与俗世的完全不同 ， 在尘世则为美玉 ，

般的所在
——

大观园 。 大观园里住着
一

群无忧在仙境则为俗物矣 。

无虑的女儿们 。 她们代表着红尘俗世的
“

灵
”

，与甄 、 贾宝玉相对应的另 外两个重要人物

与污浊尘世 中 男 子 、 妇人代表的功利 现实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 。 林黛玉 是世外仙姝 ， 在离
“

欲
”

相对而写 。 《红楼梦 》 中 的男子如贾琏 、 恨天外便与神瑛侍者缘定三生 ， 同贾宝玉
一样

薛蟠 、 贾赦 、 贾政等人无不是追逐功名 利禄之属于他乡之人 。 林黛玉做人做事本真 、 出 自 天

人 ， 而黛玉 、 史湘云 、 香菱 、 鸳鸯等等诗社 中性 ， 是宝玉眼中最洁净的女儿 。 虽然也有高傲 、

女儿都是脱离 了 功名世界非 常天真可爱 的人 。 尖酸 、 小性等性格缺点 ， 但她的真诚 、 对宝玉

俗世中的各婆子 、 夫人 ， 尤其是王熙凤则是妇发 自 内心的赤诚之爱盖过了 这些性格上的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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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林黛玉的人生观和贾宝玉完全
一

样 ，
只求挚且 自 然的情感结合 ， 而金玉 良缘则是现实 的 、

一个爱 ， 其余的贫贱富贵 、 兴衰际遇 ， 也是不利益的结合 ， 表面看似璀璨实则 只是空壳 。 最

闻不问 。 两人心灵相通 ， 感情丰富和纯挚 ， 又后贾宝玉看破薛宝钗
“

重玉不重人
”

的真面 目 ，

都厌恶鄙视事业功名 。 真挚热烈的爱 ， 最终却看清她所重并非是 自 己的人格与情感 ， 而是金 、

被凡骨俗姿 的薛宝钗及众世俗之人拆散 ， 以致玉世俗的现实的利 益。 最终宝玉选择 了离家做

锋珠魂归离恨天 ， 神瑛泪洒相思地 。和尚 ， 薛宝钗则后半生孤寂独守空房 。 如解庵

与甄宝玉一样 ， 孩提时的薛宝钗本是真情居士 《石头臆说 》 所评 ：

“

薛氏谋宝玉姻事 ，

一

真性之人 ， 后因受 了红尘俗世的沾染 ， 认可 了年四季无所不用其心 ， 终成露水而已 。

”③

俗世的规则 ， 逐渐改变本性 ， 失去真情 ， 变成晴雯和袭人是 丫 鬟 中性格截然不同 而又都

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 成为为获取俗世利益矫饰出类拔萃 的人物 ， 两人是相对应黛 、 钗 而写 ，

本心的人 。 《红楼梦 》 中多角度点出 了她现实主 是这两种类 型的人在 丫鬟层次的表现和反 映 。

义功利的性格特点 。 首先她的 出 场就是为选才 书中多角 度描绘了 晴雯与黛玉两人不仅形似而

人以便人宫而进京 ， 这就交代了她的世俗之心 。

且性情也很相像 。 外形上 ， 王夫人对 晴雯的 印

薛宝钗 的 《咏絮词 》
“

好风凭借力 ，
送我上青 象就是 ： 削肩 膀 ， 眉 眼又 有些像你林妹妹 的 。

云
，
，

就是她现实主义心态的真实写照 。 第 ６ ３ 回
这句话点明两人外形上 的相似 。 性格上 ，

」
ｆ雯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 中薛宝钗抽 的签是牡丹
有小性 、 尖刻 、 锋芒毕 露 的

一面 ， 但她高 傲 、

“

艳冠群芳
”

， 诗 曰 ：

“

任是无情也动人
”

， 这恰
纯净 ， 并不因 自 己 丫髪身份而有奴性 ， 反而追

恰是对薛宝钗精准 的评价 。 牡丹虽艳冠群芳 ，

求真擎＿感和人性的平等 ’ 对宝玉有着纯＊

但属健之艳 ， 多为 富贵人所喜爱 。 目
“

任帛
Ｓ瑕的感情 °

、

这—黛５相似 。 晴

无情亦动人
”

则是对薛宝钗个性的评价 。补裘与黛玉泪洒潇湘可 以对照而看 ， 深刻刻画

薛宝钦本质是棚现实之人 ， 細油善
^

于掩饰 ，
工于心计 ， 留 给世人的 印象却是

“

罕袭人与宝钦
－

样 ， 在外人面 則貌似是 Ｉ
至

言寡语 ， 人臟愚 。 安分随时 ， ＊ 云守拙
，
，

。 但
为

未来的当家人的宝座 ； 袭人谋求的则是宝玉之

妾 ， 即姨奶奶 的位置 。 为此她处处用心 ， 护除
成为

ｉｆｆ
身边有可能的竞争对手 。 事实上她 自 己 与宝玉

早已暗通款曲 ， 却又
—本正经提醒太太该让宝

ｉ 玉远离女儿 国 ， 以免做 出不好的事来 。 正是她

的不断告密 ， 自觉 向 主子靠拢 ， 最终使她 自 己

ｆ
别

！＾

上

５
有

＿５１２
有 戴的东

严
上＊＊实上贏得了 王夫人的认可 ， 暗中得到了妾的

发留心 。

’

这里有林黛玉尖刻的－面 ， 但也不
身份和利益 。 这却造成 了大麵诸女被逐 、 晴

得不承认里面有着少女对情敌的敏感 。 而薛宝

钗这份心连
一

向粗陋 的薛蟠都有所觉察 。 薛蟠
‘

、
、 。

说 ：

“

好妹妹 ， 你不用和我闹 ， 我早知道你的心三、 任性 自然与现实

了 。 从先妈和我说 ， 你这金 ， 要拣有玉 的才可责任之间 的冲突
正配 ， 你 留 了 心 ， 见宝玉有那劳什子 ， 你 自然

如今行动护着他 。 黛玉－心爱宝玉 ， 故于ｓ《红楼梦 》 中 的
“

灵
”

指人的天性与本真

玉身上
一

味 用情 。 而宝钗是更世俗化的人 ， 早


知婚姻问题宝玉一人做不 了主 ， 故懂得讨好贾① 《红楼梦 》 ’ 第 幻４ 页 。

Ａ俚
一

Ａ 子 士 而 铀 、 匣 估桔泡② 《红楼梦 》 ， 第 ３ ６ ５ 页 。

母双土天人 ， 侍一人乙刀 而 風柳 ；Ｌ、？ ， 泳③ 一粟编 ： 《红楼梦资料汇编 ：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 卷

意重的天缘木石前盟生生拆散 。 木石前盟是真３ ， 中华书局 １ ９ ６ ３年版 ， 第 １９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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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琳 ： 论 《红楼梦 》 的二元对立

的情感 ， 属于精神 的层面 ； 而
“

肉
”

则是俗世合各方要求 的金玉 良缘 ，
而这种金玉 良缘恰恰

红尘中各种各样的欲望与需求 ， 属于社会现实与先天 自发 的宝黛爱情相互冲 突 。 其最终结果

的层面 。 秉承
“

灵
”

的境界按照天性本真地生则是
“

玉带林中挂 ， 金钗雪里埋
”

， 酿成了爱情

活固然美好 ， 但是社会现实往往是残酷冰冷 的 ， 与婚姻的双重悲剧 。

一味强调个性通常难以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人的 自然个性与社会现实制度之间存在的

在社会上难以生存和立足 。 《红楼梦 》 全书深刻尖锐冲突也是本文探讨的
一

个核心 。 贾宝玉衔

演绎 了任性 自 然与社会现实之间 的剧烈 冲突 ，
玉而生 ， 是来 自 他乡 的世外之人 ， 是重精神灵

剖析了爱情与婚姻 、 个性与社会要求之间不可魂之人。

“

贾宝玉是天生 的哲学家 ， 生下来就有

调和的矛盾 ， 并在此中展示了 作者亦矛盾无解他 自 己 的 人生观 …… 其实 他 的 人生 观 就是

的态度 。
‘

爱
’

， 得到了爱就是幸福 ， 得不到爱就是苦痛 ，

爱情与婚姻是触动人类灵魂的永恒 话题 。 基于这种人生观 ， 宝玉 因此对于人生 的富贵贫

爱情是人天性的情感需求 ， 是灵的层面 ，
而婚贱 ， 尊卑际遇 ， 毫不在意 ；

而于心所爱的 ， 即

姻则通常承担着很多现实 的 、 社会的 、 家族的为之牺牲
一

切 ， 亦所情愿 。

” ① 这与 同样来 自他

期许和责任 ， 属于 肉 的层面 。 爱情应是婚姻 的乡之人林黛玉的思想完全
一

致 。 他们全神贯注

核心 ， 但婚姻承载着更多世俗的期许与要求 。 于一件事上 ： 如何对对方好 ， 得到对方的情感 。

正因为两者不可能完全和谐
一

致 ， 这样的碰撞而对于他们将来怎样 ， 结合 以后怎样 ， 这类实

下产生的矛盾就相当深刻剧烈 ， 让人心灵震撼 。 际问题都没有考虑 。 单纯就爱情而言 ，
两人或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与薛宝钗的婚姻悲许是良配 。 但就婚姻而观 ， 两人都不擅经营俗

剧即是如此。务 ， 他们的结合在社会 中难以维持 。 贾宝玉并

林黛玉和贾宝玉都属于世外他 乡之人 。

一 非不爱读书 ， 只是不爱读八股应试之 书罢 了 ，

致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其情感更加坚定 ，
二者但是社会现实却要求他必须读书做时文应试才

属于灵的层面的精神爱人 。 要是按照爱情是婚能承担起社会和家庭责任 。 他要适应这个世界

姻第
一

要义的标准 ， 贾宝玉与林黛玉无疑是极就必须抛弃 自 己 的个性和思想 ， 按照
一定的模

配的 。 但是婚姻则 属于
“

肉
”

的层 面 ， 现实而子去做人 ， 当一名世俗所谓有用 的子弟 ， 就像

世俗 ， 需要考虑多方需求 ， 满足多方利 益 。 在后来的甄宝玉那样 。 而他选择任性 自 然 的生活 ，

家族权威制度 下 的婚姻 ， 无所谓 自 由 ， 全 由 父最终伤害 的不仅是他个人在世俗的所得 ， 还有

母包办 。 婚姻的成就 ， 无关乎爱情 ， 而是父母整个家族 。 贾政打宝玉一章就集中体现了 宝玉

的喜好 。 在这样 的社会体制下 ， 作 为婚姻对象的个性和家族要求的冲突 。

而言 ， 薛宝钗显然优于林黛玉 。 首先就个性来在保存 自然真性的人和矫饰人世的人之间 ，

讲 ， 林黛玉身 弱 多病 ， 又 与贾宝玉灵性
一致 ，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 获得世俗认可并得到现

个性相投 ， 非但不能规劝宝玉按照家族意愿行实胜利 的人几乎都是人世的人 ， 而真正贏得 内

事 ， 反而会使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远 ， 故其心至爱的则是至情至性之人 。 犹如 宝钗和袭人

性格不得贾母欢心 。 而薛宝钗温柔平和 ， 能讨似乎都得到 了家族认可的妻妾 的位置 ， 而黛玉

得全家上上下下的喜欢 ， 还有理家的才干 ， 并和晴雯却得到 了宝玉 的真心 。 顺从天性需求和

能规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 ， 满足家族需要 ，
必须适俗求生存之间 的矛盾在 当时那个社会中

是做媳妇的上佳人选 。 除性格外 ， 就现实状况是无法调和 的 。 至情至性的林黛玉 以 及清高 自

而言 ， 林黛玉无父无兄 ， 也没有娘家作为后盾 ，
许的晴雯都被现实世界吞噬了 ， 无法生存

］

Ｆ去 。

无人为她的终身大事做主 。 而薛宝钗世家皇商 ，
而甘愿舍弃天性 自 由去追求世俗虚荣的元春 、

母兄俱存 ， 家资 尚 厚 ， 不断衰败亏空严重 的贾王熙凤、 薛宝钗依然是悲剧 。 甚至越是世人眼

家也需要与这样的家族联姻来增强 自 己的实力 。



就世俗眼光来看 ， 贾宝玉与薛宝钗 的婚姻是符① 雅兴 ：
《红楼梦研究 》 ， 《 文讯月 刊 》 Ｉ ９４ ２ 年第 ３卷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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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功的现实主义者 ， 其人性悲剧的程度越深 。 贾宝玉在失去通灵的 同 时接受了世俗安排的金

元春获得了贾府现实世俗人眼 中 的最高荣誉 ， 玉 良缘 ， 为慰父母妻子之心去应试科举 ， 并高

但在灵界人性的视角里却是最不幸的 。中举人 。 但这些世俗所得终不是 出 自他本心 的

对此 ， 作者亦有较深入反思 ， 并或直接或选择 。 在内心强烈的冲突 下 ， 贾宝玉选择 了 出

间接借助书 中人物表达 自 己 的观点 。 就爱情与家 ， 追随渺渺茫茫
一僧一道而去 ， 只 留下 白茫

婚姻的矛盾而言 ， 事实上 ， 婚姻较爱情承担 了茫一片大地真千净。 这样的结局表达 了作者对

更多的现实社会责任 ， 在抚育子女 、 维系生活现状的无解和无奈 。

方面需要更多 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考量 。 总体来《红楼梦 》 通过对警幻仙境与红尘俗世 、 灵

看 ， 贾宝玉和林黛玉更像孩子 ， 更接近情感的与肉 、 任性 自然的精神追求与矫性适俗的社会

纯净状态 ； 而薛宝钗更像成人 ， 更能理智地承现实间两两相对的刻 画 ， 提 出 了 永恒 的话题 ：

担起社会责任 。 抽身事外 ， 作者对宝钗是不无美好的天性在红尘俗世中会被戕灭 ， 而违背天

欣赏的 ， 称其为
“

山 中高士
”

。 但婚姻与爱情难性 、 尽人力而谋的人造幸福亦不能得到 。 人究

以两全的矛盾使得最终结局却是
“

空对着 山 中竟要如何去做才能调和美好天性与世俗现实之

高士晶莹雪 ， 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

的双重间的冲突 ， 诗意地栖居在现实 的大地上 。 这是

悲剧 。人类不断探讨的永恒话题 。
《红楼梦 》 深人地探

对于贾宝玉一心要走 自 己 的路 、 依照 自 己讨了这个话题 ， 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巨大 的艺

的个性选择生 活 ， 作者也显示 了 矛盾 的心态 。 术魅力 。

一

方面他塑造 了
一

个甄宝玉 ， 开始矫性适俗过

世人眼中的世俗人生 。 假作真时真亦假 ， 真作本文作者 ：
北京青年政治 学 院 副教授 ， 中

假时假亦真 。 另
一

方面对于重灵魂的贾宝玉 ，国 社会科 学院研究 生院文学 系 ２０ ０４ 届 文

到底要不要对世俗让步 ， 作者从多方面做了思学博士

考 ， 并安排多方场景与人士进行劝慰 。 《红楼责任编辑 ： 左杨

梦 》 在结尾也 曾 尝试着解开这
一矛盾与 心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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