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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姥姥  曹雪芹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寫作背景 
(一)劉姥姥與財大勢大的賈府的關係 
劉姥姥是狗兒的岳母。狗兒姓王，當年他祖父也曾作過小官，因而結識王夫人之父，為貪圖王府的權勢，就連了

宗。後因莊稼歉收，難以過冬。王狗兒終日埋怨，劉姥姥想起這段連宗的關係，抱著一絲希望入賈府「打秋風」。

不料遇上鳳姐兒，更受到賈母憐恤，因而發展出這一段精采的故事。 

(二)劉姥姥共四進榮國府 
《紅樓夢》中劉姥姥共四進榮國府（一進在第六回，二進在第三十九至四十二回，三進在第一百一十三回，四進

在一百一十八、一百一十九回），她的四進四出，聯繫了賈府的興衰變幻，亦撐起了整部小說的架構。曹雪芹精

心安排她這樣一個小人物在故事裡產生穿插、襯托與連結的功能，使得故事發展更加豐富多彩！如果說劉姥姥一

進榮國府只是紅樓夢故事的開端，那麼其二進榮國府，就是引出賈府食、衣、住、行及玩樂各生活層面的奢華，

劉姥姥的角色也由「王家親戚」成為「賈母坐上賓」。劉姥姥第三次進榮國府，此時賈府已經土崩瓦解，面臨著

家破人亡，一片蕭索淒涼的景象。第四次進榮國府，鳳姐之弟王仁和賈環心懷不軌，想將巧姐賣給外藩作妾，幸

得劉姥姥巧計救走，善加照顧，並說定婚事，巧姐才得以有個好下場，所以劉姥姥可說是貫穿紅樓夢的重要人物

之一。 

 回數／篇目名 內 容 

一進 

第 6 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時間：是年秋盡冬初 

‧原因：劉姥姥依女婿過活，而女婿王狗兒只有兩畝薄田，是年秋盡冬初，天氣

已冷，而冬事未辦，女婿正在愁煩。劉姥姥遂提議以親戚之名到賈府走動，盼

王夫人（昔日金陵王家二小姐）能給些好處 

‧過程：由周瑞家的引薦，見到了王熙鳳 

‧收穫：得到了二十兩銀兩的資助 

‧藉劉姥姥之眼表達：賈府家道興盛 

二進 

39 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40 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41 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 

‧時間：秋 

‧原因：劉姥姥此次造訪賈府可以說是致謝之意。因為上次來訪曾獲二十兩的資

助，這對窮人而言是個頗大的數目，很可以疏困濟窮，現在收成好，所以劉姥

姥帶來了大批的鄉下土產、瓜果蔬菜回報賈府 

‧過程：見著王夫人、賈母，為賈母講古，並遊大觀園，醉倒怡紅院；又為王熙

鳳女命名「巧姐」 

‧收穫：一百多兩銀子及眾人贈送的各色物品 

‧藉劉姥姥之眼表達：側面烘托賈府的奢華 

三進 

113 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時間：賈母亡後 

‧原因：劉姥姥聽說賈母去世，賈家被抄，進城探視 

‧過程：見到王熙鳳，時熙鳳已臥病。劉姥姥應熙鳳要求，為她到鄉下廟中求菩

薩保佑 

‧藉劉姥姥之眼表達：家敗局已成，賈母死、鴛鴦殉主、鳳姐病危 

四進 

119 回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時間：王熙鳳死後，賈璉不在家中  

‧原因：賈環及賈芸串通王仁要將巧姐賣給外藩作偏房，平兒正不知如何是好，

恰劉姥姥從後門來訪，就共商計謀，逃到劉姥姥的鄉下去躲藏 

‧結果：因而保住巧姐，未落入眾狼手中。劉姥姥並將巧姐說與莊上大富周家 

‧藉劉姥姥之眼表達：見巧姐被賣、寶玉出家 

 

(三)原文舉隅 
 原文舉隅 

一進 

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疏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嫌棄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

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姥姥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到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

就是管家爺們瞧著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噁心！不過托賴祖父的虛名作個窮官兒罷咧！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006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006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113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113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113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119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119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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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家有什麼？不過也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兒說得好：『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 

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

使人頭暈目眩，劉姥姥此時只有點頭砸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

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

花容月貌，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周瑞

家的稱「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 

二進 

襲人進了房門，就聽得鼾聲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臥床

上。襲人這一驚不小，忙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姥姥驚醒，睜眼看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

娘！我該死！好歹並沒弄腌臢○1 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撣○2 ！襲人恐驚動了寶玉，只向他搖手兒，不

叫他說話。姥姥因問道：「這是哪個小姐的繡房，這麼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似的！」襲人微微的笑

道：「這是寶二爺的臥房啊！」劉姥姥嚇得不敢作聲。（○1 腌臢：音ㄤ ㄗㄤ，骯髒。○2 撣：音ㄉㄢˇ，

拂去塵土。） 

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給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

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給劉姥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

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尋常的衣裳，叫給劉姥姥換上。

那劉姥姥哪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

都在這裡坐著，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1 說的書還好聽。（○1 瞽目先生：本指瞎

眼的人，後稱瞎眼而從事說書行業的人。） 

三進 

只見平兒同劉姥姥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哪裡？」……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

心說：「姥姥！你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得這麼大了！」劉姥姥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神

情恍惚，心裡也就悲傷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

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劉姥姥道：「我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

不知道吃藥，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著什麼了罷！」 

四進 

平兒道：「姥姥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姥姥也唬

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方法多著呢。這有

什麼難的。」平兒趕忙問道：「姥姥，你有什麼法兒？快說罷。」劉姥姥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

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

裡去？」劉姥姥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

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大太太知道

呢？」劉姥姥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她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

給她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姥姥道：「咱們說定了幾時，我叫

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著罷。」急忙進去，將劉姥姥的話，避了旁

人告訴了。 

 

二、作者相關：曹雪芹 

經歷 內 容 

生卒

年月 

曹雪芹，名霑，字芹圃，號雪芹。約生於聖祖康熙五十四年（西元一七一五年），卒於高宗乾隆二十

八年（西元一七六三年），年約五十。 

曹家

出身 

曹家為旗籍漢人，曹雪芹的先祖曹世選（「世選」後又作「錫遠」）原本居住於遼陽，約於明神宗萬

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前後為滿州軍隊所俘掠，從此，曹家世世代代成為滿州奴隸，隸屬正白

旗包衣。「包衣」是滿州話，直譯為「家裡的」，意譯就是「家奴」。清太祖努爾哈赤創業之初，採

取戰鬥與生活合一的組織方式，將所率領的子民編為八旗（正黃、正紅、正白、正藍、鑲黃、鑲紅、

鑲白、鑲藍），分由其子姪統御，擄掠來的漢人亦分配各旗，稱為「包衣」。八旗中，正黃、鑲黃、

正白三旗由天子自己率領，稱為「上三旗」，而上三旗的包衣，奴以主貴，成為皇帝的家臣，受理組

織「內務府」，管理宮廷庶務與皇帝私事。上三旗包衣中，又以正白旗勢力最大。 

榮寵

歲月 

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清廷設置江寧織造，「江寧織造」是一個頭等財政的差事，掌織

造宮廷及官府需用的綢緞布匹，同時又作為皇帝在外的耳目，負責暗中監督江南一帶百姓和官吏活動

情況。官階雖不高，卻是當時一個最有錢有勢的要職。第一任監督是曹雪芹曾祖曹璽，在任二十二年，

他的妻子孫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自曹璽之後雪芹的祖父曹寅、伯父曹顒、父親曹頫相次繼任此職，

前後共達六十五年之久。 

曹寅和康熙皇帝的關係極其親密。當他母親做康熙的保姆時，他就做康熙的「伴讀」。十六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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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被選進宮，任御前侍衛。因為曹璽已經在江南為曹家奠定了政治活動的基礎。康熙二十九年（西

元一六九○年），曹寅由內務府郎中出任蘇州織造。三十一年（西元一六九二年），正式繼承父職為

江寧織造；由於康熙皇帝特別寵信的緣故，曹寅在江南的二十三年間，成了曹家的鼎盛時期。 

繁華

落盡 

雍正繼位，朝中發生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形勢便大為改變。雍正不信任曹頫做為派在江南的耳目，藉

了種種口實，挑曹頫的毛病，要把他撤換下來。曹頫被追查虧欠，勒令賠償。雍正五年（西元一七二

七），曹頫因屢忤聖意、藏匿財產而被革職抄家，抄家以後又查出藏有胤ㄧ
ㄣ
ˋ衤唐ㄊ

ㄤ
ˊ（雍正之兄弟兼政敵）

所鑄之鍍金獅子一對，於是曹家因政治罪案而被抄家封產，曹頫下獄治罪。此時曹雪芹年紀尚幼，小

小心靈上深深地烙下可怕的印象。金陵曹府遭到抄家噩運後，曹雪芹全家遷回北京居住，由於曹家在

北京尚有幾處住所，而朝廷亦恩准「少留房屋，以資養贍」，所以曹家在北京尚有棲身之所，然遭此

打擊後，家道從此一蹶不振，日漸衰微。 

努力

著述 

曹家被抄沒，遷回北京之後，後代子孫生活如何、下落如何，找不到什麼相關記載，曹雪芹的生平有

賴幾個友人的詩文記述，才留下一些蛛絲馬跡。曹雪芹是內務府旗人，所以他長大之後，必須在宮廷

當差，這是沒有多大疑問的，但他到底擔任過什麼差事，卻無資料可供查證。傳說中，他曾做過內務

府堂主事（職掌文案章奏），也有傳說他擔任過侍衛，二說皆無從查考。比較可以相信的是他大約在

乾隆九年（西元一七四四）至乾隆二十一年期間曾在「右翼宗學」（滿族子弟學校）裡當「瑟夫」（滿

語，意為教師），擔任抄寫之類的雜役人員，因而得以結識滿族宗室子弟敦敏、敦誠兄弟。二人較曹

雪芹小五至十歲，彼此意氣相投，遂成為知交。也因為敦敏兄弟二人，我們才得以知道曹雪芹中年以

後的一些概況。敦敏兄弟二人雅愛詩文，在宗學中發現曹雪芹驚人的詩才時，其驚喜佩服，不難想見，

彼此的友誼也因詩文論交而越來越親密。從敦敏兄弟詩文集中的記載，約略可以想見曹雪芹的儀容風

采，他的體格似乎很魁梧，健談豪邁，不修邊幅，性格狂放，落拓不羈。在「右翼宗學」裡，敦敏兄

弟度過他們求學的日子，曹雪芹則度過了當差的歲月，同時開始從事《紅樓夢》的寫作。 

晚景

淒涼 

乾隆二十一年（西元一七五六）以後，曹雪芹遷居於北京西郊的一處山村，直到離開人世為止。 

其生計之艱難，寫作之辛苦，潘德輿《金壺浪墨》就曾記載過： 

「或曰傳聞作是書（《紅樓夢》）者少習華膴ㄏ
ㄨ（美衣豐食。膴，大塊魚肉），老而落魄，無衣食，寄

食親友家，每晚挑燈作此書，苦無紙，以日曆紙背寫書，未卒業而棄之，末十數卷他人續之耳。余曰

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鬱者也。」 

曹雪芹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在乾隆二十三年以前就已經去世。至於她是不是曹雪芹的表姊妹，

因何而亡，卒於何年，均無可考。後來曹雪芹續絃的新婦何人，也無從得知。不過續絃夫人為曹雪芹

生了一個兒子，也是唯一的孩子。不幸在乾隆二十七年（西元一七六二年）秋天，這個孩子就夭亡了。

曹雪芹感傷成疾，也在同年的除夕去世，身後留下了一個孤零無靠的新婦。二三好友，出資協助料理

後事，草草殯葬於北京西郊山村某處，荒墳孤冢，衰草寒煙，便是一代文學巨匠的歸宿 

 

三、國學常識 
（一）中國小說流變史 

緣 起 

「小說」一詞，始見於（ 《莊子‧外物》 ）：「飾小說以干懸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而《漢

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是指九流十

家中的小說家（學派之一），皆與現代的小說意義不同。 

先秦 
1.《隋書‧經籍志》所列二十五部小說，以《燕丹子》為最古。 

2.古代神話、傳說代表：《山海經》、《穆天子傳》。 

六朝 

（筆記小說） 

1.特色：雖名為小說，實皆零星記事，無完整之結構。 

2.種類： 

(1)神異鬼怪類（志怪小說）：干寶（ 《搜神記》 ）。 

(2)名人軼事類（志人小說）：劉義慶（ 《世說新語》 ）。 

唐代 

（傳奇小說） 

1.特色：唐代小說是文言短篇小說，已有完整的小說結構，多保存於宋代李昉所輯《太平廣記》。 

2.分類： 

(1)愛情類：白行簡〈李娃傳〉、元稹〈會真記〉（〈鶯鶯傳〉）、陳鴻〈長恨歌傳〉。 

(2)豪俠類：杜光庭〈虬髯客傳〉。 

(3)神怪類：陳玄祐〈離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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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話本小說） 

宋人小說以「話本」最出色，話本乃說書人之稿本。代表作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

和遺事》。 

元代 

（章回小說） 

代表作品： 

1.施耐庵《水滸傳》。 

2.羅貫中（施耐庵的學生）《三國演義》。 

明代 

1.白話短篇小說：明代馮夢龍輯有《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

凌濛初作《二拍》（《拍案驚奇初刻》、《二刻》），後抱甕老人就《三言》、《二拍》將近

二百篇小說中，選出四十篇佳作，名為今古奇觀，至今流行。 

2.章回小說：趨於神怪，如許仲琳《封神演義》、吳承恩《西遊記》。 

3.小說界四大奇書：施耐庵（ 《水滸傳》 ）、羅貫中（ 《三國演義》 ）、吳承恩（ 《西

遊記》 ）、笑笑生（ 《金瓶梅》 ）。 

清代 

1.章回小說：以吳敬梓（ 《儒林外史》 ）、曹雪芹（ 《紅樓夢》 ）、劉鶚（ 《老殘遊

記》 ）為代表。其他如李汝珍《鏡花緣》、石玉崑《三俠五義》、李寶嘉《官場現形記》、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孽海花》。 

2.文言短篇小說：蒲松齡（ 《聊齋志異》 ）、袁枚《子不語》。 

（二）小說比較 

朝 代 書 名 作 者 內 容 性 質 篇 章 價 值 

南朝劉宋 （ 世說新語 ） 劉義慶 高士言行 筆記 36 篇 開說部先河 

元 （  水滸傳  ） 施耐庵 梁山泊盜 俠義 120 回 最早之章回小說 

元末明初 （ 三國演義 ） 羅貫中 三國故事 歷史 120 回 最通行之章回小說 

清 

（  紅樓夢  ） 曹雪芹 賈家盛衰 言情 120 回 紅學世界知名 

（ 儒林外史 ） 吳敬梓 文士庸俗 諷刺 56 回 筆錄犀利見人性 

（ 聊齋志異 ） 蒲松齡 仙狐鬼魅 神怪 431 篇 人物個性鮮明 

晚清 （ 老殘遊記 ） 劉 鶚 言行見聞 遊記 20 篇 寫景功力獨到 

（三）紅樓夢 

作 者 清人（ 曹雪芹 ） 

體 裁 言情章回白話小說 

內 容 寫賈家興衰，以（ 賈寶玉 ）為曹雪芹自況 

篇 數 前八十回為（ 曹雪芹 ）所作，後四十回為（ 高鶚 ）所補 

價 值 
1.世界性文學名著，中外學者研究，形成所謂「紅學」 

2.具文學藝術性，記清代民俗及方言，豐富可靠，言及官紳活動，可考當時政治 

異 稱 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金玉緣 

特 色 
內容包羅萬象，思想豐富深刻，又具有上乘的藝術形式，情節細密完善，人物刻劃入微，文

字爐火純青 

（四）紅樓夢別名緣由 
 別 名 命名緣由 

1. （  石頭記  ） 
紅樓夢本名。青埂峰下一塊石頭，因無才補天，被一僧一道攜入紅塵，歷盡離合

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 

2. （  情僧錄  ） 
空空道人把石頭記故事抄寫回來，傳入人世。從此，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

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並將石頭記改名。 

3. （  風月寶鑑  ） 
賈瑞因見鳳姐美色而痴邪病危，跛足道人持一鏡來，背刻四字，叮囑賈瑞，千萬

不可正照，只可反照，賈瑞不聽，果然送命。這面寶鏡，乃戒妄動風月之情。 

4. （ 金陵十二釵 ） 
曹雪芹自言，他是為金陵十二個女子林黛玉、薛寶釵、賈元春、賈迎春、賈探春、

賈惜春、史湘雲、王熙鳳、賈巧姐、李紈、妙玉、秦可卿，寫成一部近百萬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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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說。 

5. （  金玉緣  ） 
寶釵和寶玉頸上各掛有金鎖片和通靈寶玉，象徵他們後來的姻緣乃是命定，而這

也是寶玉、黛玉愛情悲劇的主因。 

（五）紅樓夢主要人物介紹 
1.金陵十二金釵：四春（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薛寶釵、林黛玉、王熙鳳、賈巧姐、李紈、

史湘雲、秦可卿、妙玉。（元、迎、探、惜四字諧音「原應嘆息」） 

人 物 判 詞 性 格 

元 春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

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寶玉的姊姊） 

賈政與王夫人之長女。賢孝才德，兼於一身。入宮為女史，後受

封為賢德妃，使榮國府聲勢一時如日中天。但她卻被幽閉在皇家

深宮內。省親時，她說一句，哭一句，把皇宮大內說成是「終無

意趣」的「不得見人的去處」。這次省親之後，元妃再無出宮的

機會，後暴病而亡。 

迎 春 

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粱。

（寶玉的堂姊） 

賈赦與妾所生。溫柔沉默，觀之可親，拘謹懦弱，膽小怕事，渾

號「二木頭」。她父親賈赦欠了孫家五千兩銀子還不出，就把她

嫁給孫家，實際上是拿她抵債。出嫁後不久，她就被孫紹祖虐待

而死。 

探 春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

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寶玉的姊姊） 

賈政與妾趙姨娘所生。「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

忘俗。」志向遠大，精明能幹，連王夫人與鳳姐都讓她幾分，有

「玫瑰花」之諢名。惜因庶出而不受重視。別號「蕉下客」。探

春對賈府面臨的大廈將傾的危局頗有感觸，她想用微小改革來挽

救，但無濟於事。最後賈探春遠嫁他鄉。 

惜 春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

昔年妝。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旁。 

（寶玉的堂妹） 

由於沒有父母憐愛，養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冷口冷心，心狠意

狠，天性孤僻冷漠，不喜與人親近，處世但求自保而已。四大家

族的沒落命運，三個本家姊姊的不幸結局，使她產生了棄世的念

頭，後入櫳翠庵為尼。 

薛寶釵 

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

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

（寶玉的姨表姊） 

「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守時，自云守拙」，知書達禮，賢

淑有德，端莊大方，貞靜多才，別號「蘅蕪君」，居蘅蕪院。她

熱衷於「仕途經濟」，勸寶玉去會會做官的，談講仕途經濟，被

寶玉背地裡斥之為「混帳話」。她恪守封建婦德，而且城府頗深，

能籠絡人心，得到賈府上下的誇讚。在賈母、王夫人等的一手操

辦下，賈寶玉被迫娶薛寶釵為妻。由於雙方沒有共同的理想與志

趣，賈寶玉又無法忘懷知音林黛玉，婚後不久即出家當和尚去了。

薛寶釵只好獨守空閨，抱恨終身。 

林黛玉 

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

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

（寶玉的姑表妹） 

「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文才高妙，體弱多病，

多愁善感，善妒。別號「瀟湘妃子」，居瀟湘館。她生性孤傲，

天真率直，和寶玉同為封建的叛逆者，從不勸寶玉走封建的仕宦

道路。她和寶玉有著共同理想和志趣，真心相愛，但寶玉後娶薛

寶釵，林黛玉淚盡而逝（吐血而亡）。 

王熙鳳 

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

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寶玉的堂嫂兼表姊）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明是一盆火，暗是一

把刀。」心機深細，精強狠辣，恃強好勝，貪財虛榮，渾號「鳳

辣子」，深得賈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成為賈府的實際大管家。最

後被 賈璉休棄，遣返金陵老家。 

賈巧姐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

（寶玉堂姪女） 

賈璉與王熙鳳的女兒。幼年多病，慕賢良，聰明嬌養而膽怯，小

名「巧姐兒」。在賈府敗落、王熙鳳死後，舅舅王仁和賈環要把

她賣與藩王作使女，在緊急關頭，幸虧劉姥姥幫忙，把她喬裝打

扮帶出大觀園。後嫁給一個姓周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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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紈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頭誰似

一盆蘭。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寶玉的嫂嫂） 

青春喪偶，心如槁木死灰，唯知侍親教子。為人賢慧而宅心忠厚，

安分無為，處世公道別號「稻香老農」。她是個恪守封建禮法的

賢女節婦的典型。 

史湘雲 

富貴又何為，襁褓之間父母

違。展眼弔斜暉，湘江水逝

楚雲飛。 

（寶玉的遠房表妹） 

爽朗率直，有男兒氣慨，心地光明純潔，行事灑脫，不拘小節，

別號「枕霞舊友」。她的身世與林黛玉有些相似，但她沒有林黛

玉的叛逆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薛寶釵的影響。後嫁與衛若

蘭，婚後不久，丈夫即得暴病，後成癆症而亡，史湘雲立志守寡

終身。 

秦可卿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

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衅開端實在寧。 

（寶玉的堂姪媳） 

容貌俊俏，體態婀娜，性格風流，行事溫柔和平。賈蓉之妻，但

公公賈珍與她關係曖昧，年輕早夭（懸梁或病死）。 

妙 玉 

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 

（與寶玉無親戚關係） 

出身高貴，氣質秀美，因多病而入空門，帶髮修行，心性孤僻，

世俗難容，身在空門，卻心繫紅塵。十七歲時隨師父到長安都修

行，師父圓寂後，被賈家請入櫳翠庵帶髮修行，後賈府敗落，她

被強人用迷魂香悶倒姦汙，劫持而去，下落不明。 

2.賈寶玉（怡紅公子、絳洞花王、富貴賢人） 

賈寶玉的性格主要表現在不肯「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不願讀書中舉，揚名顯親。

第三回用了一首〈西江月〉來概括他的性格。詞云：「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

哪管世人誹謗？」他把做官看成是「國賊祿蠹」，稱進取功名是「沽名釣譽」，斥仕途經濟的話為「混帳

話」。在第八十二回中他對黛玉說：「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

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他說程、朱理學等儒家的書，「都是前人無故生事」，

「杜撰」出來的，後來索性把《四書》以外的儒家書籍都燒了。另一方面，賈寶玉卻又「雜學旁搜」，如

飢似渴地閱讀《西廂記》、《牡丹亭》一類被道學誣為「淫詞」的讀物，為書中人物追求理想愛情，憧憬

自由幸福的言行所傾倒。賈寶玉的性格還表現在反對「男尊女卑」和對女性的同情。他的名言是：「天地

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子們不過渣滓濁沫而已」、「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是泥做的骨肉，我見

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所以，他最喜「在內幃廝混」。他對女性的同情是出自內心的

真誠，金釧受辱身死，事情一過別人都忘了，寶玉卻念念不忘，不顧給鳳姐過生日這樣的「大事」，偷偷

跑到城郊冷清之處灑淚祭奠。「身為下賤」的晴雯生了病，他悄悄地請大夫來看，並讓人在自己的屋裡給

她煎藥；晴雯含冤去世，他又寫了「灑淚泣血，一字一咽」的〈芙蓉女兒誄〉來讚美她。 

3.林黛玉（瀟湘妃子） 
林黛玉的前世為三生石邊的一株絳珠草，受赤霞宮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願跟其下凡還盡眼淚。今世

為林如海與賈敏的獨女，因少時父母便先後去世，外祖母憐其孤獨，接來榮國府撫養。她出身於「清貴之

家」，從小受父母鍾愛，比較任性。比之賈寶玉，她受禮教的精神壓力更大。孤苦的身世，高潔的心靈，

敏感的氣質，不屈的個性，使她在這個只重權勢財富的天地裡得不到精神上的自由。由於她無視「溫柔敦

厚」的道德規範，對貴族家庭中種種醜行深為不滿，「自憐自重，一心戒備」，「專愛挑剔別人的不是」，

時時嘲諷；又「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從不逢迎討好長上，不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禮教信條，不

僅識字作詩，才華橫溢，而且專愛看那些「移人心性」的「雜書」，鄙視一般文人的庸俗，詛咒八股功名

的虛偽，從不勸 寶玉為官做宦，不講仕途經濟這一類的「混帳話」，因此深受寶玉敬重。自然而然地兩人

產生了深摯的愛情。 

4.薛寶釵（蘅蕪君） 
薛寶釵是作者著力刻劃，與林黛玉相對立的形象。她出身「珍珠如土金如鐵」的皇商大家，為待選入

宮而入京。入選不成，寄居賈府，處心積慮想當寶二奶奶。她的主要性格特徵就是「會做人」，處處「隨

分從時」、「裝愚守拙」，一舉一動都做出「端莊賢淑」的樣子。在一般社會，「會做人」往往是同虛偽

聯繫在一起的。元妃從宮中送來一個燈謎叫大家分猜，她明明在心裡感到「並無甚奇」，卻「口中少不得

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她早猜著了」。賈母替她做生日，叫她點戲，她就按賈母的喜好點，於

是「賈母更加喜歡」了。有一次她在滴翠亭旁偷聽了兩個丫頭談的私房話，聽完之後，忽然想起這樣會對

自己不利，於是便想出一個「金蟬脫殼」的法子「故意放重腳步」又口裡叫著，假裝追尋林黛玉，這樣便

巧妙地解脫了自己的干係，使那兩個丫頭誤以為：「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寶

釵具有濃厚的禮教觀念，是一個虔誠的衛道者。她一有機會就宣揚傳統道德，說什麼「咱們女孩兒家不認



曹雪芹-劉姥姥 

7                       

 

字的倒好」、「只說做些針線紡織的事才是」，勸寶玉學些應酬世務，講些仕途經濟，去「立身揚名」。

寶釵不僅具有所謂標準佳人的「德、言、工、貌」，而且，還有過人的「才」；有文才，也有治家之才。

因之，她就成了寶二奶奶的理想人選。賈母、王夫人平時可以對寶玉百般嬌縱，但在這樣一個關係到家族

的重要問題上，卻寧可使寶玉精神上受折磨，也不准他與黛玉結婚。這就道出了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根源。 

5.王熙鳳（鳳辣子） 
王熙鳳，俗呼鳳姐，謔稱鳳辣子。出身金陵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府。王夫人之內姪女，賈璉之妻。賈政

和王夫人將總管家務之事交與賈璉、王熙鳳夫婦。賈璉無能，完全受她轄制，她就成了賈府的實際當權者。

王熙鳳是一個精明幹練的當家人，又是一個貪婪錢財，權慾極強的妒悍女人。她明白要在賈府站住腳跟，

並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老祖宗賈母的支持，為此，她曲意奉承，一切依賈母眼色行

事，深得賈母歡心，竟使賈母離不開她。在平輩中，她作為一個當家人，處處予以照顧，滿足他們的種種

要求。對下，則採用高壓辦法，使奴僕們完全服從她的統治，凡是違反家法、家規，一律嚴加處治。這一

切都是為了鞏固她在賈府中的地位，滿足她的權力慾。 

王熙鳳沒有生兒子，賈璉藉口宗祧無繼，招婢納妾，直接影響王熙鳳的地位，她設計害死了尤二姐，

非但不能解除無子對她地位的威脅，反而增加賈璉對她的反感和不滿。 

後四十回對王熙鳳的描寫很平庸，缺乏藝術光彩。據脂批，王熙鳳後來竟躬親賤役，執帚掃雪。僅此

一事，前後對比，今昔之感，足以撼人心魄。第五回判詞云：「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暗

示她最後被賈璉休棄，遣返金陵老家。 

6.賈母 
榮國府老太君，賈代善夫人，因娘家係金陵世勳史侯，故亦稱史太君。賈赦、賈政、賈敏之母，賈寶

玉的祖母，林黛玉的外祖母。她初嫁賈府，正值榮、寧兩府功名鼎盛，家業興旺之時，又曾經歷過數次接

駕的世面。晚年雖因賈府已大不如昔，然而她壽高、福深、威重，在家族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她給人

以閱歷豐富、通情達理、治家有方、深明大義、和藹慈祥的印象。在把家政委託給媳婦王夫人和孫媳王熙

鳳之後，她日常就只帶領著孫兒孫女們遊玩宴樂，安享晚年。 

八十回後賈府被抄。面對家運乖蹇，家業破敗，她開箱倒籠，把歷年積蓄全部拿出，按情況分給各房

兒孫過日子，盡到老祖宗對這個家庭的最後責任，表現出一個深明大義，享得起富貴，又經得起風雨的老

人的氣度。她的通情曠達、果斷明晰，反襯出那些紈袴子孫的腐朽無能。 

7.劉姥姥 
與榮府略有些瓜葛的鄉村老嫗。女婿王狗兒的祖上，因貪金陵王家的勢力，曾經和王家聯過宗，但知

者甚少，早已疏遠。性格靈巧機智，詼諧逗趣，樸實淳厚，善體人意，精於人情世故。 

此角色設計之用意： 

(1)陪襯人物中的關鍵人物。 

(2)以旁觀者的角度，極寫榮府的富貴奢華和興衰變化。 

(3)和賈母作對比，表現貧富階級之間的巨大差異。 

(六)「紅樓夢」的內容及主題 
  《紅樓夢》共一百二十回，書中人物，男女各二百餘，總計四百多人，作者有意把時間與地點

的坐標隱沒，只說故事是發生在一「隆盛昌明之邦，詩書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

書中所寫的，是一個世襲貴族家庭賈府，在八年之間盛極而衰的過程。全書主要的男主角就是賈寶

玉，而主要的女主角就是金陵十二釵。全書係以賈府的興亡為經，以賈寶玉及金陵十二釵等人生平

行蹟、個性表現、歡笑眼淚為緯的故事組合。 

  《紅樓夢》一書的主題思想是一種澈底的人生悲觀論，透過豪門賈府的衰亡，說明富貴浮雲，

世事無常的道理，第一回敘述前來度化甄士隱的跛足道人所唱之〈好了歌〉，是其明證。 

  在人生悲觀論的前提之下，作者所一再強調的解脫之路，即是勘破世情，削髮出家。正如第一

回開頭說：「更於篇中用夢、幻等字，卻是本書主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因此，書中第一男主

角賈寶玉，就是作者筆下所創造的一個夢幻人生的體悟者，曹雪芹用非常細膩的筆法，先讓賈寶玉

享盡榮華富貴，再讓他歷盡情關，最終受黛玉之死與賈家被抄的刺激而大澈大悟，演出了「懸岩撒

手」的出家結局。作者借寶玉來現身說法，告訴世人富貴榮華，興衰際遇都是夢幻，而寶玉的一切

情愛糾纏和邪行惡蹟，便是他現身說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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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賈寶玉既為夢幻人生的體悟者，以此作為全書之中心，則所謂金陵十二釵者，可解釋為環繞

著這中心的悲劇人生演員群。因為她們都是太虛幻境警幻仙子轄下「薄命司」註冊的女子，她們與

賈寶玉之間均有各種不同的親情、友情與愛情關係存在。寶玉對人生的澈悟，書中既一再強調為「情

悟」，那麼金陵十二釵之作為共同悲劇人物，其作用就在於促使寶玉產生「情悟」之觸媒。她們每

一個薄命的事蹟，皆視其與寶玉關係的深淺，而與寶玉所受刺激的大小成正比。因此脂硯齋批語說：

「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處掛號。」 

從賈氏家族的敗亡，使人領略到禍福無常，物質享受的虛幻，從寶玉出家和金陵十二釵的薄命，

使人體悟到情愛兩空，精神生活的虛幻，總之，人生如夢，就是《紅樓夢》所欲表達的主題思想。 

 

四、課文深究 
（一）常言道，話中見個性，劉姥姥遊大觀園，逗得大觀園中的千金少爺夫人們滿心開懷，可見她

處世圓融，由她的說話研判劉姥姥的個性特質如下： 

特 質 原 文 

詼諧，自娛娛人 
1.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 

2.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索性做個老風流！ 

慧黠，善於應對 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 

圓融，懂得奉承 
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別是神仙托生

的罷！ 

忠厚、質樸 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繡鞋，別沾髒了！ 

自嘲 才說嘴就打了嘴！ 

（二）劉姥姥與賈府中人在曉翠堂用餐是本文歡樂的高潮，作者描繪各角色不同的笑貌，極為生動

傳神。本段文字描繪了這些人物的性格或身分如下： 

人 物 作者描寫 性格或身分 

史湘雲 撐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 性格豪爽 

林黛玉 笑岔了氣，伏著桌子，口叫「噯喲」 纖弱體虛 

寶玉 早滾到賈母懷裡 表現出最受嬌慣的身分 

賈母 笑的摟著寶玉叫「心肝」 顯示出寵愛孫子的祖母特性 

王夫人 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 

較為矜持，知道內情但說不出口；切合身分（主使

者鳳姐的姑媽和「後臺」）地欣賞這一幕，亦略帶

嗔責 

薛姨媽 撐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 
一時失態，不過身為長輩，口中茶噴到探春裙子上，

較可以被接受；大家閨秀的小姐絕不會如此 

探春 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 閨閣中的英傑，敢做敢為，不忸怩做態 

惜春 離了坐位，拉著他奶母叫揉一揉腸子 
年紀最小且懦弱孤僻，笑得再厲害也不會滾到賈母

懷裡，只能拉著奶母照顧 

丫鬟 

婢女 

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

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她姐妹

換衣裳的 

表現奴婢的身分 

  另外要說明的是，寶釵當時亦在座上，作者卻沒有描寫她的反應，顯然她端凝自持，未曾失態，

可見作者刻劃人物功力之高明。 

（三）眾人參觀瀟湘館一段，作者描繪的竹林、石徑、書案等都隱含著黛玉的性格，以下景物或話

語用來象徵黛玉的性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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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象徵 描繪內容 

象徵黛玉的孤高不俗 翠竹成林 

象徵黛玉不太與人來往 蒼苔滿布的地面 

不懂得與人寒暄 
賈母等人來到，她只端了一杯茶奉與賈母，王夫人說不喝茶，她

就沒再倒茶 

象徵黛玉滿腹文才 書案的筆硯 

象徵黛玉的生命形態—一

個寂寞而藉以讀書遣懷的知

識分子 

劉姥姥把黛玉的繡房當成是公子哥兒的上等書房 

「心窄」正是黛玉褊狹的心態 臨行，賈母說：「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 

 

五、 結構表 

 

 

 

 

 

 

 

 

 

 

 

 

 

 

 

 

 

 

六、延伸學習 
（一）紅樓夢詩文 

彩石偈 
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語譯：我沒有能力修補那殘破的青天，白白地降生到人世間這麼多年，這裡記述的是我生前身後的

親身經歷，誰請替我抄去作故事流傳？ 

石頭記緣起詩 

劉姥姥 

綴錦閣 

襯托賈府的富有 
李紈命小廝搬桌子、船具 

劉姥姥看閣中家具、物件，大開眼界 

鳳姐戲弄劉姥姥，橫三豎四插了一頭的花 

劉姥姥不以為意，反倒自嘲，索性做個老風流 

用餐時，鴛鴦、鳳姐設計捉弄劉姥姥，姥姥不
以為意 

劉姥姥開動前，起身高聲道：「老劉！老劉！
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 

劉姥姥在席上賣傻逗趣 

鳳姐、鴛鴦向劉姥姥賠罪 

沁芳亭 

瀟湘館 

秋爽齋 

劉姥姥的詼諧 

劉姥姥 

賈母請惜春繪大觀園圖贈劉姥姥 

以畫喻園 

以神仙托生，讚美惜春之能幹 

走上羊腸小徑時，劉姥姥讓路給姑娘們－為人設想的性格 

黛玉閨房像上等哥兒書房－可見黛玉之才 

惹得眾人大笑，
笑態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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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語譯：全書寫的都是荒唐的言辭，卻潤透著我辛酸的眼淚。都說作者太迷戀兒女痴情，可又有誰能

真正理解書中的意味？ 

好了歌 
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語譯： 

世上的人都知道去當神仙好，只是戀著那功名富貴忘不了！古往今來文臣武將現在哪裡？只剩

一堆荒墳被野草堙沒了。 

世上的人都知道去當神仙好，只是戀著那金銀財寶忘不了！一天到晚只恨搜刮得不夠多，待到

搜刮得多的時候卻死了。 

世上的人都知道去當神仙好，只是戀著那美麗妻子忘不了！你活著她天天說對你恩情重，你一

死她就跟著別人跑了。 

世上的人都知道去當神仙好，只是戀著那孫子孫女忘不了！傻心眼的爹媽自古就不算少，可是

孝順的兒孫有誰看見了？ 

好了歌解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

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

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

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

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

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語譯：那敝陋的臥室和空蕩蕩的廳堂，當年卻是朝笏堆滿了牙床。那生滿衰草和枯乾白楊的地方，

曾經是演出輕歌曼舞的劇場。那畫棟雕梁早被蜘蛛結滿絲網，綠紗如今又糊在破敗的窗上。

說什麼年紀輕輕胭脂濃花粉香，卻怎能轉眼間兩鬢蒼蒼如雪霜。昨天才在黃土堆上埋葬了白

骨，今晚卻又在紅綃帳裡結對成雙。說什麼積攢得金滿箱，銀滿箱，轉眼間變成了乞丐落得

人毀謗。正在悲嘆著別人的壽命太短促，哪會想自己回到家裡就一命亡。且不要誇口教訓兒

女嚴格有方，可保不定將來子弟變成強梁。費盡心機選擇富家子弟做女婿，誰會想到頭來竟

淪落在煙花巷。那些因嫌官小拚命向上爬的人，卻不料反落得枷鎖套在脖子上。昨天還哀嘆

衣不蔽體挨冷受凍，到如今反倒嫌紫金蟒袍拖地長。亂烘烘，這個下臺那個又登場，忙碌終

身啊，竟然把他鄉當做是故鄉。所有這些多麼可笑又多麼荒唐，這分明都是為別人做嫁衣裳！ 

葬花詞（節錄）   林黛玉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

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花開易見落

難尋，階前愁殺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

兩不知！ 
語譯：花兒已經枯萎凋殘，風兒吹得它漫天旋轉。褪盡了鮮紅顏色消失了芳香，有誰對它同情哀憐？

柔軟的蛛絲兒似斷似連，飄蕩在春天高臺上的木屋。滿天飄散的柳絮隨風撲來，沾滿了繡花

的門簾。閨房中的少女，面對著殘春景色多麼惋惜。滿懷憂鬱惆悵，沒有地方寄託愁緒。手

拿著鋤花的鐵鋤，挑開門簾走到園裡。園裡花兒飄落了一地，我怎忍心踏著花兒走來走

去？……花開時節容易看到，一旦飄落難以找尋，站在階前愁思滿懷，愁壞了我這葬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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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裡緊握著花鋤，我默默地拋灑淚珠，淚珠兒灑滿了空枝，空枝上浸染著斑斑血痕。……我

今天把落花埋葬，人們都笑我痴呆。等到我死去的時候，有誰把我掩埋？不信請看那凋殘的

春色，花兒正在漸漸飄落。那也就是閨中的少女，衰老死亡的時刻。一旦春天消逝，少女也

便白髮如絲。花兒凋謝人死去，花兒人兒兩不知！ 

咏菊詩   林黛玉 
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

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語譯：著魔般的詩興，從早到晚折磨著我。繞著籬笆倚著山石，獨自沉思低吟。筆尖凝聚著美好的

想像，迎著寒霜寫出秀麗的詩文。口角裡含著秋菊的芳香，對著天上的明月長吟。滿篇流露

對命運的悲憐，寫出了平時累積的悲憤，我用片言隻語傾訴，誰能了解我的愁苦？自從彭澤

縣令陶淵明寫出評價菊花的詩篇之後，它的高尚品格，一直傳誦到今。 

五美吟  黛玉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語譯：一代絕色的美女如浪花般消失，她在吳宮裡白白地想念兒時的家鄉了。不要去笑東鄰那個效

顰的醜女，她能平平安安地在溪邊浣紗直到白髮。 

虞姬 

腸斷烏騅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語譯：夜聞烏騅馬的嘶鳴，叫人肝腸寸斷。虞姬在幽恨中直視著眼中有兩個瞳子的項羽大將軍。項

羽部將黥布和彭越居然甘心投降劉邦，日後被剁為肉醬，哪裡比得上虞姬那樣自刎於楚帳中

而流芳百代？ 

明妃 

絕豔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語譯：驚人的美貌卓立於漢代後宮，可惜自古紅顏都薄命。即使君王看輕美貌，又何必把決定權交

給畫工呢？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語譯：把明珠（喻綠珠）當作瓦礫一樣地拋棄；石崇什麼時候曾經重視過這名美女？緣分福分都是

前世所修，石崇前生注定厚福，因為尚有綠珠與他同歸地府，可以慰其寂寞。 

紅拂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語譯：紅拂見李靖與楊素會見時長揖不拜，儀表灑脫，高談雄辯，紅拂美人慧眼識李靖這窮困的英

雄。尸居餘氣的楊素，豈能拘束紅拂這位女丈夫？ 

 

七、曹雪芹名句 
1.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紅樓夢‧第五回） 

〔釋義〕此句是作者對王熙鳳的評論，說明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依恃聰明，一味地算計別人，

那無異於為自己挖置陷阱，終有一天會自取滅亡的。 

2.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紅樓夢‧第五回） 

〔釋義〕此句用「食盡鳥投林」的比喻，形象生動地描述了賈府必將一敗塗地的結局。表現出作

者對社會、人生、命運的深刻思索，也流露出濃厚的悲觀情緒。 

3.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紅樓夢‧第六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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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不經歷一事，就不會獲得一事的經驗，也就不會增長一層智慧。人的智慧是從實踐中來

的，每實踐一次就會多增長一些智慧。此句告訴人們要在實際生活中學習，提高自己的

認識能力，增長智慧。 

4.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紅樓夢‧第七十回） 

〔釋義〕憑藉好風之力，送我直上青雲。這是薛寶釵藉詠柳絮而自述其志。 

5.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紅樓夢‧第二回） 

〔釋義〕此句比喻賈府雖已現衰敗的趨勢，但仍能憑藉顯赫的家世來維持殘破的局面。後用來比

喻人、事雖然衰亡敗落，但尚能苟延殘喘，維持興旺繁榮的假象。（百足：馬陸的別名，

從中間斷成兩段，頭、尾仍可各行而去。） 

6.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釋義〕這是紅樓夢中林黛玉對花襲人說的話，用來比喻家庭內部複雜的爭鬥。後世常用來比喻

複雜殘酷的政治鬥爭。 

7.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紅樓夢‧第五回） 

〔語譯〕當把假的當成真的的時候，可能真的也變成假的了；把「沒有」當作「有」的地方，那

麼「有」就跟「沒有」一樣。 

8.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紅樓夢‧第二回） 

〔釋義〕做人要宅心寬厚，不要做得太絕，否則往往會陷入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田地。（縮手：抽

回手，比喻停做某事。回頭：轉過頭，比喻改邪歸正。） 

9.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紅樓夢） 

〔釋義〕此二句可以說是為人處世，或是寫作文章的重要法門。（洞明：明瞭。練達：通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