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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2_E6_A5_BC_E6_c38_59321.htm 一、导入 《红楼梦》

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它以一个贵族家庭为中心展

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

得到了生动的描写。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不知多少

次打动了我们的心，每一次阅读都会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深深

地牵动着。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节选自《红楼梦》的四篇课

文，走进贾府，走进大观园，走进宝玉，走进黛玉，走进贾

府中的其他人物。 二、整体感知 1．引导学生快速阅读四篇

课文，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弄清众多出场人物

。 2．介绍与四篇课文有关的《红楼梦》第31回、32回、33回

、34回、48回和第74回故事梗概。 目的：帮助学生更好地熟

悉故事情节，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三、概括要点 《诉肺腑》 

宝玉和黛玉的爱情经历了初恋、热恋和成熟三个阶段。黛玉

从她孤苦无依的身世与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品格出发，执著而

强烈地要求宝玉严肃专一的爱情。她或喜或怒，变尽法子反

复试探宝玉的真心，直到史湘云这回远来探亲，黛玉偷听到

宝玉的“肺腑”之言，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确认宝玉

为“我之知己”，从此他们的爱情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 《

宝玉挨打》 在封建家庭里，家长责打子弟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足为奇，但贾政此番毒打宝玉，恨不能置他于死地，却显

得极不寻常。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似乎是结交伶人和所谓“

逼淫母婢”这两件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究其实，根本原

因还在两种思想的矛盾冲突上。贾政是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忠



实奴才和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一心想按封建道德的标准来

培养宝玉，希望他走科举的路以博取高官厚禄，维持自己的

家声；而宝玉却鄙视功名富贵，厌谈“仕途经济”，对封建

社会传统思想的若干方面表示怀疑乃至否定。父子间的这种

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宝玉挨打正是这种矛盾发展到对抗地

步的鲜明而集中的表现。 《香菱学诗》 香菱本来就爱读诗，

也想学着作诗，但苦于无人指点；来到大观园以后，有了黛

玉这样的老师，她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诗的境界中了，终于在

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作诗。 《抄检大观园》 大观园里住着“

金陵十二钗”中的六位青年女子，只有宝玉是惟一的男子，

此外，还有为这些人服务的大群婢女。 抄检大观园的起因是

，贾母的丫头傻大姐在园内山石背后抢到了一个“绣春囊”

这是当时男女青年表示爱情的一种信物，其实并不足怪，但

在持有双重道德标准的荣国府当家人的眼里却如同洪水猛兽

，深恐因此而败坏自己的家声，必欲查个水落五出而后已，

这是就事情的表象而言。如果往深处追究，还可以发现其中

包含着荣国府内大房和二房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王夫人清除

宝玉身边“妖艳”丫头的意图从王夫人拒绝凤姐“平心静气

暗暗察访”的办法，而采取王善保家的抄检之策，就可以看

出这一点来。 这场旨在整肃荣国府内部秩序、改善人际关系

的闹剧，其结果恰恰走向了自身愿望的反面，它使府内的各

种矛盾更加激化，从此，不仅大观园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安

乐，连荣国府也日见其衰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探春“可

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

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

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番话，可说是给这场闹剧做了一个



精辟的总结，揭示了它的悲剧实质。 作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的只能是奴才，有些受迫害而死，有些被逐出府，连充当抄

检急先锋的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的也挨了耳光，成了现世报

。 四、品读鉴赏 《诉肺腑》提示： 在阅读全文的基础上，重

点朗读人物对话部分和心理描写部分，仔细体味其思想感情

。 方法；点评法 1．课文第三段，史湘云以及袭人对宝玉规

劝的一段对话描写：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改不了。如

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

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

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

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

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

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

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

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得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

。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

怎么样呢⋯⋯” 这段对话，充分表现了宝玉厌恶仕途，不愿

与士大夫交接，蔑视封建道德伦常规范，具有强烈的叛逆性

格。史湘云劝说宝玉要热心仕途，多结交官宦，讲谈经济学

问。但封建礼教对她的影响不及宝钗那样深。史湘云的言词

表现了她的娇憨活泼、开朗豪爽的性格特征。袭人与湘云一

起规劝宝玉，表明了袭人与宝钗所遵奉的行为规范是一致的

。显然，湘云、宝钗对宝玉的规劝是善意的、真诚的；宝玉

的反感，是自然的、真实的，都是无可指责的。 2．课文第

三段，湘云因劝宝玉留心“仕途经济”而被宝玉斥为说“混

账话”，并当众颂扬黛玉不讲这些混话： 袭人道：“⋯⋯提



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

。⋯⋯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

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

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宝玉视黛王从来不讲“混账话”，显然，这是宝黛爱情的根

本。 3．课文第四段描写了黛玉听了宝玉的知心之语后的内

心状态： 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

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

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

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

，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

，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烧

，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

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

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又喜又惊，又悲又叹”这八个字，

极其准确地概括了黛玉此刻复杂的心理状态。黛王幼年间也

曾受过封建教育，但并不严格，封建礼教和功名利禄观念对

她的影响微乎其微，因而保持了纯真的天性；又因父母早逝

，生活孤单，她只能从寻求知己中获取感情的慰藉。来到贾

府以后，她和宝玉很快就达成了感情上的默契，并发展成了

爱情；而与此同时，她又不能不想到，宝玉作为荣国府的唯

一继承人，身边有那么多的女性，他能唯独钟情于自己吗？

现在，她听到宝玉亲口说出“林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而

且是当众说的，怎能不“又喜又惊”呢？但理想终归是理想

，它能否变成现实呢？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没有“父母之



命，媒约之言”，自由相恋的情人是很难结合的，更何况在

这诗礼簪缨的大家族里，“金玉之论”似乎已成定局！瞻念

前途，不寒而栗。这也是寄人篱下的黛玉所特有的一种心态

。 4．课文第五段，宝玉对黛玉诉说的肺腑之言。 ①宝玉乃

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

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

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见宽慰些，这病也不

得一日重似一日。” ②“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

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

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只怕我

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这是宝玉对黛玉从

内心中吐露的真实之言。 《宝玉挨打》提示： 《红楼梦》中

的“宝玉挨打”是封建卫道者贾政和封建叛逆者贾宝玉之间

，第一次以剧烈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场面对面的冲突。品

赏的重点放在：①在宝玉挨打这一事件中，贾政、宝玉、王

夫人及贾母的表现，如何显示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②宝

玉挨打后，宝钗、黛玉先后去探伤，两个人的言行不同，表

现了各自什么样的内心活动。 品赏一：众多人物在宝玉挨打

事件中的表现，显示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1．“宝玉挨

打”是怎样引起的 宝玉为了丫鬟金钏儿跳井自杀，正在徘徊

懊恨而弄得精神错乱时，恰巧碰到贾政走来，和他“撞了一

个满怀”！如此莽撞，足使贾政恼怒，何况，贾政因为宝玉

没有和封建官僚贾雨村好好应酬，本来就不高兴；喝问之下

，见宝玉神经不够正常，气更加惹大了。恰恰又在这时，忠

顺亲王府派人来查问名艺人蒋王菡的下落，暴露了宝玉在外

结交艺人，在贾政看来是“流荡”行为；偏巧又碰上贾环乘



机进谗，把金钏儿投井的事加以夸大歪曲，说成是宝玉“强

奸不遂”，在宝玉的“不肖种种”上又加了一条“大逆不道

”；这就把贾政“气得目瞪口呆”“气得面如金纸”⋯⋯情

节的层层推展，把贾政和宝玉之间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一齐

集中起来、交织起来。贾政凶恶地大叫：“拿宝玉来！” 2

．贾政的忧虑 宝玉被贾政的仆人逼着走来。“贾政一见：眼

都红了，也不暇问他⋯⋯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在

贾政看来，封建主义的一套“诗书礼教”已在宝玉身上失效

，只有毒打才能改变宝玉。表面上看，这场毒打含有金钏儿

投井的因素，好像贾政也十分看重这个婢女的人命。其实并

非如此。在“打”的过程中，支配着贾政的思想动机是： 众

门客见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夺劝，贾政哪里肯听，说道：“

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

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

才不劝不成！” “弑君杀父”，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贾政是

在担心宝玉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3．宝玉的不“悔改” 

在贾政的淫威紧逼下，宝玉始终没有求饶，也没有“悔改”

的表示，表现出他不屈服于封建势力；但是，他也没有作出

正面的反抗。此时的宝玉，虽然是封建贵族家庭的“逆子”

，但毕竟是在“温柔富贵之乡”长大的，免不了出身阶级和

时代历史的局限，狭窄而温饱的生活，使他还不能冲破荣国

府这个封建牢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