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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把红楼当小说读 

二十多年前，我正偷偷学写小说，无意中被一位同学发现了。同学在讥笑了我的不

自量力后，提到了她的博学的哥哥以及哥哥对《红楼梦》头头是道的评析。我那时似乎

并不太在意她的“打击”，她对哥哥的崇拜以及“一套一套”的“怎么怎么样”的红楼

让我分了心，我期待着她说出下文。可惜的是，她并没有说出她哥哥对《红楼梦》到底

有怎样的评价。我后来所能记起的只是她说话时的语气和曾有一个普通人对《红楼梦》

的着迷。 
有很多次我在想，他是怎么解读的？ 
《红楼梦》本是通俗小说，民间流传“老不看三国，少不读红楼”，这句俗语从一

个侧面说明《红楼梦》存在着一个广泛的读者群。但在我的印象里，《红楼梦》早已登

上大雅之堂，《红楼梦》的解释权在专家手里。我所理解的红学专家，就是穷其一生或

者半生或者至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读《红楼梦》并卓有见解的人。这样的想法

也许并不止我有，当以十年之功，自称“秦学”研究者的刘心武先生在“百家讲坛”开

讲《红楼梦》时，一再宣称自己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固然是刘心武先生

的谦虚，但这话恐不止是对广大观众说的，也像是对“红学大家”说的。后来的事实证

明，刘心武集索隐与探佚于一体的解读，确实搅动了一池“红”水，各路专家或褒或贬，

受到启发者纷纷发挥想象的余地，红楼探佚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红楼梦》

的研读范围已经由索隐、探佚发展到对脂评的研究了，这当然不是坏事，至少说明红楼

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只是让人感觉对《红楼梦》本身的研读却在淡化。 
《词的故事》完稿后，我蒙发了以《红楼梦》文本为依据，从细节中，用小说本身

提供的材料来解读红楼的想法，以找到作品本身给读者的感觉。因为小说和论文不同，

和其他文学体裁也不同，它本身塑造人物，塑造人物性格，又有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

而优秀的小说，则更为生活化，真实而自然，有着多重精彩丰富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

来体会作品，读懂作品，才是对作者的最大尊重。当然，读者的解读可能不符合作者的

本意。作者在写作某个人物时，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与读者的看法可能一致，

也可能不一致，但那正是优秀小说家的优秀作品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复杂性。 
小说是与人生做参照的。无论是以宫闱秘事为基点的索隐派，还是以作者经历为依

据的“自叙传”派，或是以“脂评”为依据推测故事发展与人物结局的探佚者，无一不

是与人生做参照，而读者也会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体会、思考融入到对小说的解读中，

虽然作者未必然，但读者自有其“合理”的解释，我谓之为“读小说”。《微观红楼》便

是我读小说《红楼梦》生发的一些想法。 
就这样，陆续写了几十篇后，我将文稿发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反馈回来

的消息是“大家都说好”。我自然知道这里有鼓励的意思在，但也让我信心大增。于是

终于成就了这样一本《微观红楼》。 
微观红楼，从小处着眼，书中求证。不用索隐，也不去探佚，而是把红楼当小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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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楼当社会人生来看，一句话，一个情节，一个疑问，一个人物都可以作为探索的因

由。因《红楼梦》版本较多，而且有些内容差距较大，为此，我基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版本为依据，或解答疑问，或探索人物心理，或分析社会环境，或前后对照，或跳出

文本，以切近现代社会的视点来阐释人物。写出来了，自己也不知算什么东西。 
可巧近日看到王蒙先生的一段文字，忍不住暗自发笑。王蒙先生说：“红学是一门

非常特殊的学问，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

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

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

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

么来就是什么 。”我所写的当然更称不上研究，不过，倒很像王蒙先生说的“它扯出什

么来就是什么”，这也是使我发笑的原因。但愿读者读了有些启发，我便心满意足了。 
 

寇秀兰 
写于 2009 年 11 月 21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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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石头的寓意 

古代神话传说中，因共工触不周山，支撑天地的柱子断折，致使天倾西北，地陷东

南，天出现一大洞，大雨不断，洪水泛滥，野兽横行，人类面临着空前大劫难。为拯救

人类，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经过这样一番整修，天地才又恢复正常，人们才得以生息。 
神话里女娲补天用的石头是大是小没有交代，到了《红楼梦》中，作者自言“女娲

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石头便有了确切的尺寸。第一回中交代，女娲所炼五

色石，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也就是长与宽均为二十四丈，底面是一正方形，总体

看是一长方体。共炼这样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实际工程用料三万六千五百块，

余下一块没有派上用场，便“弃在了青埂峰下”。只是此石已与无知无识的顽石不同，

“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

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虽然这事有点荒唐，但“细玩颇有趣味”。石头所怨何来？并不是书中所说“独自

己无才”。如果无才，也是大家都无才，所有的顽石被女娲炼过后都成了成品，自然都

有了补天之才，但由于女娲计算不周，虽然这块石头也成才，但无奈没派上用场，被弃

之不用。未经锻炼是顽石一块，但已通灵性就不同了，他有了思想，于是也就有了痛苦。

何况这痛苦原因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才能，而是机会的不平等，这就产生了怨。女娲具有

神力，何以会出现计算方面的低级错误呢？既然出现了，女娲也该为此负责，给这石头

寻个其他的出路与用场，结果却很不负责地弃之了事。 
石头情绪很不好，除了“自怨”还有点“自愧”，这是因为有了自尊的意识。 
同由女娲锻炼，别人都就业了，而且是“补天”那样的大用途，独自己没有用，如

何面对众人鄙视的目光？无形中会产生羞愧心理。因怨而悲，因愧而哀，自是难免。 
所谓补天，其实是作为栋梁之才，为国效力。那么这块被弃之不用的石头只想得到

一个位置吗？而且必是用于补天？ 
还是到书中来找答案。关于石头的一组数字颇有意思：十二；二十四；三万六千五

百零一。这些数字用于计算石头的体积，但由于这些数字有一些奇怪的巧合，我便想它

应该还有另外的意思。 
十二：一年有十二个月。二十四：我国长期用的是农历，历法中一年有二十四节气；

而且书中是很喜欢用节气的，薛宝钗用的“冷香丸”药方里，便是四时之节：雨水、白

露、霜降、小雪，所用的几样花蕊一律对应着时间：春天的牡丹、夏天的荷花、秋天的

芙蓉、冬天的梅花。而且用量都是十二——十二钱或十二两。三万六千五百零一，通常

认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按这样方法计算一百年便大约是三万六千五百天。但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不是精确的时间，也许精确算起来，一百年正好是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天。但是

这个精确的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回答一百年是多少天，恐怕大

家还是会得出三万六千五百天这个结果。 
这个可能在事实上存在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天中的一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给丢掉

了。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错误，也是被遗忘者无法避免的悲哀。如果再联想下去，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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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比喻，人生也是百年。百年也就是人的一辈子。在这百年里，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

做，那就是空活百岁。人类一直在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人生的意义。石头希望

自己有用，他经常自去自来，他在寻找机会，位置并不重要，“可大可小”，他只要有所

作为，而受不了在时间里被彻底放弃当成废物。这与儒家学说不谋而合，儒家是讲究“入

世”、“进取”的，在历代名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杜甫身为平民，只做过

很小的官，却始终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一直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再使风俗淳”；

李白一再回首长安，“长安不见使人愁”，也是想实现自己的治国抱负；辛弃疾满腔报国

热情，渴望恢复中原，一生却很少被重用，临终前尚在大呼杀敌……当这种理想不能实

现时，文人往往选择另一条道路，所谓看破红尘，或者寄情山水，独善其身，或者沉湎

于享乐的灯红酒绿，周邦彦酒前要“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人生最重要的

是体验。具有灵性的石头背负着“无才补天”之名，他必然会选择到尘世历练一番，这

是对人生的另一种态度。朱敦儒说“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

阳”，便是对那种现实追求的反叛，他需要的是“且插梅花醉洛阳”的享乐。石头无望

大展宏才，他便要到人间“受享”去了，因此那和尚才满足他的愿望，携了他投生到“花

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这也正是石头的“幻形”宝玉“毫无来由”地厌弃官场经济，追求自由平等的原因。 
在经历几世几劫后，这块石头出现在一位空空道人的面前。他已经淡然了，不再有

人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生前身后事”，而且是传奇一样的经历，这是生命独一无二的

体验。身外之物，带不来也带不去，只有自身的体验才是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古人衡

量成功的三条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前两个都是生前事，唯有立言是身后事，石头并

非“枉入”，而是有所得，所以他要“倩谁记去作奇传”了。而空空道人的经历，却又

正好验证了宝玉的经历，那空空道人看了石头记，“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

录》。”“空空”道人，本是身入“空门”的，先有了人间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

样一个观念，可是当他读到《石头记》之后，他的观念却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空”

境而领会到了人生万象——也就是所谓“色”，这时候他用有情之眼再去观照世界万物

人生，直至这时才悟到真正的“空”便是有情世界，若无情何来色？那么也只有无情才

可能成空了。这就说明因空见空是不彻底的，而必要见色——入情——悟空这样一个基

本程序，方始了悟。 



 3

2.礼仪中的传统文化 

文化有一种传承过程，《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在描写四大家族以及

各种社会关系时，无法避免地会写到他们之间的交往以及交往中的礼仪，它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 
黛玉的母亲去世后，贾母因挂念外孙女，派人去维扬接来贾府。黛玉以前听母亲说

过外祖母家的事，又见接自己来的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就拿定主意，要“步步

留心，时时在意”，免得说错话，办错事，被人耻笑了去。可见黛玉的自尊心从小就极

强。于是她初进贾府，便非常留意贾府的各种事情。 
听说正定的“荣国府”是按照《红楼梦》所写来建造的，可惜没有去过，不知是否

相同。荣宁二府建在一条街上，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有所交代，“街东是宁国府，

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两府占去了大半条街，面积很大很气

派。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宁府在东，荣府在西？ 
在第三回中，黛玉未进贾府前，从轿中已经看到了正门匾上大书的“敕造宁国府”

五个大字，说明是朝廷批准造的宅子。造宅子要朝廷批准，是因为占地大，估计土地是

特批的，要是他们家自己的地方，就不用批了。后来修建大观园，要把宁荣二府的花园

连接起来，“虽有一条小巷界断不通，然亦系私地，并非官道，故可以联络”，就不需要

批准。因为当时宁国公立了战功，就奖励给他们家一套大宅子。宁国公又传给自己的长

子贾代化。贾代化因自己的长子八九岁死了，便传给了次子贾敬，贾敬不愿当官，把世

袭的官职又传给了儿子贾珍，所以，这宁国府便是宁国公的嫡传所继。荣国公与宁国公

为兄弟俩，两人都立了功，按照古代东尊西卑的说法，意思是紫气东来，太阳最先照到

的是东边，五行之说，东又为木，意思是茂盛之意。故而处于兄长地位的宁府为尊居东，

荣府居西。黛玉虽然年纪小，但身处那个时代，又受到良好教育，所以看到“敕造宁国

府”五个大字，便知“这是外祖的长房了”。 
黛玉的外祖母住在荣国府。这没有什么异议，因为她嫁的是荣公的儿子贾代善，虽

然现在贾府顶数她资格老，但也只能居住在荣府。荣府也是三间大门，黛玉的轿子却不

进大门，而是从西角门而进。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府邸有三道门，正门一般是不开的，

但如果有元妃省亲这样的活动，那就必须开中间的正门，这也体现着尊卑。当然如果从

安全的角度看，平常开着大门，门户洞开，也不大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但是对于左右，常常把人弄糊涂了。黛玉初到，去拜访二舅母王夫人，在座位的问

题上，我就很伤了回脑筋。 
“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靠东壁面西设着

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

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把我闹糊涂的是“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

我按照自己在房中所处的位置很是比划了一阵，后来才发觉自己的大方向也许错了。王

夫人住的是东廊三间小正房，也许并不是东屋，而是坐北朝南的房子。东壁面西的引枕

恰好是在东面，左高右低，东尊西卑，那是贾政的位子，所以按照礼法，夫尊妻卑，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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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是不能越位的。 
夫妻这么分明的座次，始于汉文帝。有一次汉文帝与宠妃慎夫人出行时并排坐在一

辆车上，袁盎看到了，就劝谏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

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妾主不可同坐，主后也分左右，等级制度极其森严。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尊卑文化其实是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儒家学说的

盛行与统治阶级政治目的需要，使得“礼”成为必要。荣国公贾源当年也得了一匾，是

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书“荣禧堂”三字，悬挂在正内室中。但王夫人平常居坐宴息却

不在这里，而是东边的三间耳房内。黛玉在这儿也只是坐下来参观了一下，就又被带到

东廊的三间小正房内，这才真正见到主人王夫人。这么转来转去，也是把我闹糊涂了的

原因。 
晚上吃饭，黛玉又遇到了座位问题。“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旁四张空椅，熙凤忙

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下。”因为面前还有王夫人、还有比自己年长的两位嫂子，

黛玉“十分推让”。贾母说了话，“你舅母和嫂子们是不在这里吃饭的。你是客，原该这

么坐。”这也是左尊的例证。 
这里还有个入乡随俗的问题。黛玉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因为黛玉身子弱，在自己家

时父母要她惜福养身，吃过饭要过一会儿才准吃茶，为的是不伤脾胃。但贾府的习惯不

同，才吃过饭，黛玉就看到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小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比星级服务

员还好。黛玉一见，这里规矩不同，那只有自己随和些，于是也端起了茶杯。可是这杯

茶不是用来喝的，也亏得黛玉细心，接了茶没往嘴里直接倒，自己不会先看别人怎么做，

不像相声中不懂吃西餐把菜单上的汤全要了。这才发现这茶用于漱口，再上的茶方是吃

的茶。 
贾府中经常遇到排座次的问题，一般是在平辈人中出现。客人的座次就不能完全按

辈分了。薛姨妈每每座次要高于其姐王夫人，与贾母平起平坐，甚至在为凤姐过生日掏

份子时，薛姨妈并不推辞，而是主动向贾母看齐，拿出二十两银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最有趣的要属代人请安的事。贾赦偶感风寒，宝玉代表贾母来问安。宝玉先把贾母

要说的话说了，邢夫人站起来应了，然后再请自己的安，那邢夫人就该端坐受礼了。对

于后者，自是应该。只是前者倒让人想起电视剧中的情节，国民党将军们若在开会，提

到蒋委员长，必全体起立。如果在下级军官们面前提到，那军官也必“啪”地立正来个

敬礼。估计这套礼仪也是按照这种家族规矩来的。 



 5

3.仙界的警示教育 

宝玉生来就不想去干一番事业，宁荣二公在天之灵看到家门不幸，后继乏人，只好

将还不算堕落的宝玉培养成材，顶门立户。于是托警幻仙姑对他进行警示教育，以便他

走上正路。 
贾家有那么多子孙，竟然找不出可以做继承人的人，这真是家门不幸。从小就没有

经邦济世治国齐家大志的宝玉被看中，主要原因可能是宝玉除了“禀性乖张”、“用情怪

谲”点，还不像贾家其他子孙有那么多毛病。宝玉不走仕途经济之路，但也没有像珍、

琏、蓉他们那么堕落，一旦改变对女儿们用情太过的毛病，爱“经济”之道不爱美人了，

以其“聪明灵秀”，那就还算可造之材。 
于是，由宁荣二公出面，特请警幻仙姑亲自安排，进行了一次专门针对贾宝玉的警

示教育活动。 
可惜效果不佳。首先这现实中的地点时间选得不好。因宁府花园里梅花盛开，尤氏

就邀了贾母一干人来赏花，并且置了酒具。先在花园里玩了一番，然后又喝茶聊天，之

后设家宴款待。俗话说身教胜于言传，上上下下营造出这样一种享乐环境，却要宝玉从

小发愤图强，实在是不现实。所以到了中午宝玉要午休，贾蓉媳妇秦可卿便打算把他安

排在上房内间里休息。这里虽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符合宝玉的审美习惯，但墙上却

挂了一幅画，还是劝人勤学的《燃藜图》。宝玉本就不爱学习，出来跟着贾母游玩，不

想还要被教训好好读书上进，自然呆不下去了。便吵着说：“快出去！快出去！”这样，

秦氏便把他领到自己的房间里。 
秦氏的房间就没有上房那么虚伪，况又奢华精美，适合做温柔富贵之梦，宝玉一见

便高兴了，与“快出去”正相反，连说两个“这里好！”于是，宝玉便带着这种现实印

象进入了“太虚幻境”。 
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大概没有去过人间，不了解凡人的想法，办事没经验，宝玉一

到，映入眼帘的就是宫门上的四个大字：“孽海情天”。又见一副对联：“厚地高天，堪

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这样的宣传口号对经历过这事的人可能

会起到猛醒作用，可对于还不了解这种事情的人反倒会激发好奇心与兴趣，所以，这宝

玉见了就似懂非懂地想：“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又何为‘风月之债’？

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就如在影片前冠以“少儿不宜”，反倒引得未成年人要去领略一番

一样。这警示教育的第一步就没走好，宝玉只这么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

仙姑虽是神仙，这一点却没料到，宝玉都“病入膏肓”了，竟然还想按照宁荣二公想出

的“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的办法，然后让他自己觉悟，从而“跳出迷人圈子，入

于正路”。 
警幻仙姑的初衷主要就是启发宝玉，让他自己认识到他所喜欢的事情毫无价值。殊

不知，要世人自己觉悟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对一个什么事都没经历的人就要他什么也别

做，除非那人绝对听话，否则，肯定失败。 
借了警示教育之名，让宝玉领略了一番仙界的享乐生活。这警幻本是教育宝玉的，

偏还要显摆自己的东西好。宝玉闻到香气，不禁问这是什么茶啊，那警幻板了一张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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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嘲笑宝玉：“此香乃尘世所无，尔如何能知！”完全像黛玉到妙玉处做客时问泡茶的

水是不是旧年的雨水时妙玉的骄傲态度了。 
宝玉喝了香茶，饮了美酒，听了艳曲，还被“秘授以云雨之事”，依着警幻所嘱，

做起儿女之事来。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可宝玉的梦幻之旅只走到了最美妙的阶段，并

没有像黄粱梦中的书生那样经历了所有人生的欢悲，所以这一切不仅没有使宝玉觉悟，

反倒使他更快地坠入迷津，实在是教育方法不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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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楼梦》讲的是地位身份 

《红楼梦》一开始就出现了太虚幻境，其中正、副、又副册一个明显的分类标准是

与出身有关的。晴雯、袭人在又副册，一个是赖大家买来的丫头孝敬给了贾母；一个是

贾府自己买的使唤丫头，两个人出身地位低，在太虚幻境的地位也低。副册的香菱，本

身是薛蟠买来的丫头，后来摆了酒，正式做了薛蟠屋里人。但她本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

只是长到五岁时被人贩子给拐了。这样的身世，书中只有香菱一个人，故列入副册中的

也仅她一人。而列于正册中的金陵十二钗，无疑都是贵族女子。 
《红楼梦》中各种矛盾的产生，多数也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血缘关系形成了家

庭成员间的基本关系，也自然形成了等级关系。贾母一层，政、赦一层，珍、琏、宝玉

一层，蓉、蔷、芹一层，每一层之间是以孝道与尽礼来联结，确立了地位的尊卑，使得

上一层对下一层有着绝对权威。正因如此，贾政可以挥着大棒对宝玉开打，贾珍也可以

让人啐贾蓉。而在同一阶层之间，除了要遵守长者为尊的次序外，还因为彼此父母的不

同，也依然有着地位上的差别。 
贾环、探春，对于嫡庶的敏感，说白了还是对身份地位的敏感。而且，当时的整个

社会环境也无疑很看重这一点。凤姐在论及这些姐妹时，说到探春的能干，又想到探春

的婚姻，就曾感慨，“将来作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

多有为庶出不要的。”管厨房的柳家的对等级也看得很清，对迎春的大丫头司棋吃碗鸡

蛋的特权要求给予拒绝，抱怨说“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

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凤姐有感于探春的能干，对正的庶的似不在乎，但对于她自己来说，那个“级差”

是存在着的。平儿所以能够在她的“卧榻之侧安睡”，归根结底在于平儿安分于自己妾

的地位，从来不跟她争，从而赢得了她的信任。对于被贾琏正式纳为妾的美貌而又温柔

的尤二姐，虽然也没有跟她竞争之心，她却要赶尽杀绝，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保住自己

的绝对地位。“妾身不明”，便没身份，没身份则没地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袭人的地位只是被王夫人默认，但没有经过正式程序给予确认，到最后袭人还是被嫁到

外面去了，妻妾之争说到底也还是地位之争。 
小红有才能，可是被众位大丫头挡住了，没有被“任用”的机会，她也就没有办法

攀到高枝上去，坠儿替她抱不平。这是低阶层向高阶层的竞争。 
看戏时，凤姐说这个唱戏的扮上了活像一个人。凤姐点到为止，知道不妥，并没说

完。宝钗心里也知道，却只点头不说话。心直口快的湘云却总要表现自己的聪明，接口

说：“我知道，是象林姐姐的模样儿。”宝玉怕黛玉怪罪她，只好用眼色制止。但湘云却

不高兴，说难道她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么？但她不想，小姐和丫头分别都这么大，

何况把林姐姐一千金小姐比作下九流的戏子呢？这种地位意识其实人人都有，连那么大

咧咧的湘云不也以此为根据对宝玉发脾气吗？ 
甚至吵架也要分清主子奴才，黛玉遇到丫头不给自己开门时，也不肯理论，因为以

自己一个主子姑娘，若与小丫头们理论，就会很没趣。赵姨娘倒是不管，与芳官四人扭

打在一起，被探春说失了身份。探春自己连管家娘子的话也不搭，只让身份地位与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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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丫头侍书吵。这其中的道理被黛玉说了出来：“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

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间的丫头。他和我玩，设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轻贱？”

吵和玩一样，都要身份对等。 
在这等级分明秩序井然之中，只有宝玉混淆了这个界线。众生平等的思想使他不仅

对小姐与丫头一视同仁，就是对偶尔遇到的村姑以及刘老老*信口编来的故事中的女子，

也满是情义。贾宝玉也不只在丫头群里闹，他和那些小厮们也是“大家乱玩一气”，下

人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 
柳湘莲在贾琏看来冷面冷心，却独与宝玉要好。柳湘莲孤傲，对于薛蟠这个贵家公

子对自己的侮辱也挥以拳头，这有其心高气傲的一面，但也不能不含有那种“破落户”

的心理情结在内。也许正因为宝玉和他是在尊重的基础上的平等，才使他们的友谊能够

存在。 

                                                         
* “刘老老”为《红楼梦》中的用法，本书尊重原著，亦采用此用法。其他如“象”、“他”

等，引文保留原文用法，此外按现代汉语习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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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府的薪酬 

我最初的想法是，贾府作为一个家庭，所有花销都应列入生活费用，但纵观整个贾

府，倒像是个行政事业单位。虽不出产什么，但有收入，更有开支，因此需要在费用上

有比较正规和严格的管理制度。 
同时贾府上下人等都付出了劳动，就连林妹妹那样娇弱的身子，“旧年好一年的工

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虽然生产效率极其低下，但看出还

是参加了劳动，只是请病假多了点。袭人活做不来，央求湘云帮忙，湘云直喊累，原来

在史家她每天要工作到零点，可见当时贵族之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普遍存在着自食其力

的现象。对于支付的这部分费用，应该算做薪酬。 
贾府的工资分配基本是按职务高低定级别，职务高，工资高，并且存在着激励机制，

如可升迁，职务升了，工资也跟着升；如果出现差错，那就要不仅给予刑事处分（如打

板子之类的家法），还有失业的危险。袭人被王夫人提拔为准姨娘后，加薪为每月二两

银子，比鸳鸯那样的大丫头还多一倍。四儿被王夫人撵出，则失业。管理层的也不一样，

王夫人这个阶层月薪二十两，主子公子小姐月薪五两，凤姐大概三四两。但贾府也实行

人性化管理，李纨虽然和凤姐一个级别，而且工作责任轻，只管几个姑娘，工资却比凤

姐还高，属于特殊照顾。侍妾如赵、周二位姨娘月薪则为二两。丫头们也实行等级工资

制，其中等级与所服务的领导有关。老太太的丫头工资就高，八个一两银子的丫头。宝

玉屋里有一个一两的丫头袭人，并不是宝玉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王夫人问老太太屋

里几个一两的，凤姐赶紧汇报：八个。如今只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便明白为

什么宝玉有一两的丫头了，不够级别再怎么得宠也是有违旧制。凤姐于是接着解释：袭

人还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份例上领。宝玉

所使的，是“晴雯、麝月他们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惠他们八个小丫头，

每月人各月钱五百”的丫头们。赵、周二位虽然长一辈，但地位低，定例每人只有二两，

不过“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1 000 钱=1 吊）。因为不满工

资不按时发，有人发牢骚，为安定团结，王夫人查问此事，凤姐回道：“姨娘们的丫头

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钱，从旧年他们外头商量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人各

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姨娘丫头的待遇就连宝玉屋里的丫头也比

不了。 
虽然分工不同，工资收入不同，但若能充分利用权利，也有灰色收入。凤姐的收入

虽然不低，但如果仅有这么点收入，以凤姐的高消费，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除非吃

老本。可是，由于掌管着荣府的财政大权，她便有机会挪用公款生利钱。三十九回中，

袭人问平儿，“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是为什么？”平儿方告诉

袭人放高利贷了，“他（凤姐）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

单他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除了放高利贷，想来别人“孝敬”的也

不少。贾芸承包了大观园山上种树的工程，立即还清了债务。管理伙食的和看门的也不

同，岗位竞争也就存在。柳嫂儿因茯苓霜一事就差点丢了工作，原因就在于这个岗位竞

争较激烈。但也并非看门的什么都捞不着，茯苓霜便是柳嫂儿的哥哥当门房时有人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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