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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花草描写之统计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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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红楼梦》中的花草数量之多、种类之繁，非一般小说可以比肩。其中参与到具体

情节中，并为刻画人物、渲染环境、表达情感等服务的花草种类多达９３种，其中，太虚幻境中涉

及到的花草有２２种，与红楼众女儿的命运直接相关联；贾府中栽种和提及的花草有７２种，多

出现在不同的居所中，暗示了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诗词文赋中的花草有５５种，在展现人物才情

的同时，暗示了人物特质及家族命运。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花草描写对照起来看，无论从

数量还是其所兼具的文学功能来看，后四十回都远逊于前八十回。《红楼梦》中的花草描写是

《红楼梦》熠熠生辉的一道风景，也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草文化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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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精粹，这部巅

峰之作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原稿几经流转，后多

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
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故《京师竹枝

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
时尚若此，亦可想见世态之颠。”［１］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让大众争相传阅、谈论，
以至于研究它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不

仅是因为小说中宝黛二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更是因为作者以其广博、惊人的才学而展现出来

的丰富的艺术文化世界，它们吸引着千千万万的

读者去探寻其中的胡奥。诚如王希廉所说：“一部

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

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

琴棋书画、医卜星象，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

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可谓包罗万象，囊

括无疑，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 项 背？”［２］的 确，《红

楼梦》涉猎门类之广博，每一门类内涵之精深，已

非一般以炫才为目的的小说可以比肩，其中对于

花 草 的 描 写 与 运 用 更 可 堪 称 古 往 今 来 的 集 大

成者。

　　一、《红楼梦》花草描写统计

《红楼梦》不存在一个最终完成的定稿，其抄

本之多，梓版之繁，实为罕见。就目前来 看，较 为

权威的版本是由冯其庸先生领衔，中国艺术研究

院红楼梦研究所专家集体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组织专家十余年编校，历经三次修订，在１９８２年

３月初版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出版的以庚辰

本为底本的《红楼梦》。本文正是参照这一版本来

对《红楼梦》中的花草进行统计和分类的。
《红楼梦》中植物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引起了

广大植物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对《红楼梦》中植

物的数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统计，台湾植物学家

潘富俊博士统计：“《红楼梦》书中总计谈到２３７种

植物。”［３］湖南吉首大学刘世彪教授进行了更加精

细的统计：“从作品描写和涉及的现实中的植物，
到引用古籍中的植物和虚构或杜撰的植物，共有

２４４种，仅大观园中栽培和提及的植物就有８０余

种。”［４］本文立足于文学领域的研究，文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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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植物学领域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隔，植物

学家在进行统计时，往往注重数量上的齐全以及

对植物属性的清晰阐释，而文学研究在求全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其文学功用。
在潘富俊先生和刘世彪先生对《红楼梦》中的

花草进行植物学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红楼梦》
中的花草进行了文学视角上的反复阅读和筛选，
得出了如下分析结论：《红楼梦》中参与到具体情

节中，并为刻画人物、渲染环境、表达情感等服务

的花草种类多达９３种，其中，太虚幻境中涉及到

的花草有２２种，贾 府 中 栽 种 和 提 及 的 花 草 有７２
种，与人物相关的花草有４９种，诗词文赋中的花

草有５５种。这 些 花 草 涵 盖 四 季，存 在 于 仙 人 两

界，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真是存在的，也有作者匠心

虚拟的，有些虽是真实存在的花草，但作者有时也

对其植物属性进行巧妙的虚构，借以表达曲折隐

微的情感态度。总之，《红楼梦》中的花草不仅数

量多、种类繁，而且在作者曹雪芹的匠心独运下，
形成了一个摇曳多姿、梦幻灵动、异彩纷呈、文学

意蕴丰厚的世界。

　　 二、《红楼梦》花草分类

（一）太虚幻境中的花草

《红楼梦》全书在太虚幻境中共有２２种花草，
分别 为：莲、竹、柳、桃、桂、梅、松、杏、兰、菱、李、
榴、菊、枫、荆、榛、樱、婆娑、长生果、香橼、蜜青果、
绛珠草。它 们 较 为 集 中 地 体 现 在 第１回 和 第５
回，并且主要以诗谶（群钗判词、《红楼梦》十二支

曲）、图谶、诗赋以及环境描的形式出现。这些花

草绝对不是作者信手拈来，随意编排在小说中，而
是隐含了作者的苦心孤诣，它们往往直接与红楼

众女儿相关联。
林黛玉———绛珠草、蜜青果、柳絮。第１回中

出现的食蜜青果为膳、饮灌愁海水为汤的绛珠草，
无疑就是林黛玉的前身。蜜青果和绛珠草这两种

草木是作者笔下首先出现的意象。“蜜青”与“觅

情”是谐音，绛珠草的本质是柔弱的草木，暗红虽

是其颜色，但却让人与血发生联想，故蜜青果和绛

珠草在“还泪”的预设下，构成了林黛玉以草木之

躯，一生寻觅、追求真情，并且穷尽了毕生的血泪，
还报 灌 溉 之 情 的 悲 剧 宿 命。第５回 判 词 中 的 柳

絮，一方面表现了她的才华，另一方面柳絮的轻盈

飘荡，又暗示了她孤单无依的凄凉身世。
袭人———桂、兰。第５回袭人的判词这 样 写

道：“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

福，谁知公子无缘。”［５］“枉自”、“空云”都表达了作

者强烈的惋惜之意，可见，把袭人比作香气馥郁的

桂花和清新淡雅的兰花，是对其品行的一种赞美，
这样一个桂馥兰香般的女子，最终与一个优伶成

就了一段姻缘。
香菱———莲、藕、荷 花、（桂 花）。第５回 香 菱

的图 谶 中 出 现 了 桂 花 和 莲、藕，判 词 中 出 现 了 荷

花。莲、荷、菱、藕是一体，在这一体系中与夏金桂

的代表花桂花分属善恶的两端。这个本应有着清

白的 出 身，却 陷 入 污 秽 的 环 境，而 又 始 终 不 卑 不

亢，散发着淡淡芳香的女子，在夏金桂的摧残下，
最终落得“莲枯藕败”的悲惨结局。

贾元春———香橼、榴 花。元 妃 的 图 谶 上 画 的

的一张弓上挂着香橼，“弓”和“宫”是谐音，“橼”与
“缘”是谐音，暗指贾元春进宫被选为皇妃。判词

中的榴花可以看作是其明艳身份的象征，更代表

了贾府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盛极一时的状态。
贾迎春———柳。贾元春的判词和《红楼梦》十

二支曲之［喜冤家］都强调了她蒲柳般纤弱、柔嫩

的特质，这个本该受尽万千呵护的女子在离开大

观园的庇护后，遭到了“中山狼”孙绍祖的无情摧

残，最终化为一缕荡悠悠的芳魂。
李纨———兰、（桃）、（李）。她有过夭桃秾李般

的美满婚姻，可怜春去也，太匆匆！如今都成了水

中花、镜中月。寂寞岁月，唯有守着独子 贾 兰，寄

希望于他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以慰藉自己逝去的

年华。
贾惜春———婆娑、长生果、（桃）、（柳）、（杏）、

（杨）、（枫）。《红楼梦》十二支曲之［虚花悟］是对

惜春一生的写照。十二钗几乎人人都有过自己人

生的春天，可这个贾府最小的孙女，似乎与桃红柳

绿、杏 花 春 雨 这 些 明 媚 的 春 花 春 景 并 无 关 联，或

许，对于人生的了悟和年龄并无关系，一心遁入空

门的她早已勘破了世间的枯荣兴衰，悟彻了人生

的真谛。
除了这些以个体形象出现的花草外，太 虚 幻

境中还出现了“遣香洞”、“群芳髓”、“千红一窟”、
“万艳同杯”等以“香”、“芳”、“红”、“艳”等为代表

的花草群像。在作者有意识的构筑之下，太虚幻

境形成了一个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的神仙境地。

　　 （二）贾府中的花草

《红楼梦》全书故事的主要演出地点就在贾府

中，这里共 出 现 了７２种 花 草，分 别 为：芙 蓉、竹、
柳、桃、梅、桂花、海 棠、杏、兰、芭 蕉、牡 丹、菱、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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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蘼、芍药、李、芦苇、榴、并 蒂 花、梧 桐、菊、玫 瑰、
蔷薇、杜若、蘅芜、茝、玉蕗藤、薜荔、藤萝、清葛、金
草、芷、藿蒳、姜荨、纶 组、紫 绛、水 松、扶 留、风 莲、
石帆、绿荑、蘼芜、丹 椒、枫、榆、榛、蕙、艾、松、桑、
杨、柏、柘、槿、木香、宝 相、月 季、姐 妹 花、合 欢 花、
茉莉花、紫芸、凤 仙 花、美 人 蕉、星 星 翠、夫 妻 蕙、
荇、水仙、蓼、苔藓、茅、通草、佛手。与太虚幻境中

类似的是，大 观 园（贾 府）中 也 出 现 了 诸 如“天 香

楼”、“会芳 园”、“沁 芳 桥”、“翠 烟 桥”等 以“香”、
“芳”、“翠”为代表的花草群像，但更多的个体花草

形象则根据小说中地点和情节环境的变化出现在

不同的居所中。
怡红院———西府海棠、芭蕉、竹、柳、松、桃花、

玫瑰、蔷薇、宝相等。怡红院是贾宝玉的 住 所，是

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一个雍容华贵、富丽奢华的院

落。院子初名红香绿玉，后改名怡红快绿，简称怡

红院。院子里的西府海棠、桃花、玫瑰、蔷 薇 等 都

是为了凸显“红”这一特点，也很好地突出了宝玉

爱红的癖好。再者，宝玉的前身是居住在赤霞宫

的神瑛侍者，后来也把自己居住的地方题名“绛芸

轩”，又号怡红公子、绛洞花主，“赤”与“绛”无不与

“红”相照应，且林黛玉的前身是一株绛珠仙草，暗
示了两 人 之 间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从 旁 点 缀 的 芭

蕉、竹、柳、松等植物又与院名中的“绿”照应，整个

怡红院笼罩在一派红情绿意的氛围之中。
潇湘馆———竹、梨花、芭蕉、苔藓、水仙。潇湘

馆是林黛玉的住所，竿竿翠竹是这里的标志，地上

阴暗处的苔痕深深浅浅，后院种有芭蕉和梨花，唯
一一盆单瓣水仙花还是薛宝琴送给她的。这里以

翠绿色为主色调，处处透露出主人孤洁恬静、清幽

高雅的性格。
蘅芜苑———薜荔、藤萝、杜 若、蘅 芜、茝 兰、金

草、紫芸、藿 蒳、姜 荨、纶 组、扶 留、绿 荑、风 莲 等。
蘅芜苑是薛宝钗的住所，苑中无一株花木，全由各

类香草配置点缀，虽无馥郁花香，但却传来阵阵清

冷的异香，与满眼的冷绿配合，照应着主人为人低

调，克己复礼的性格与人生态度。
稻香村———杏花、桑树、榆树、木槿、柘树。李

纨居住的稻香村，墙外是喷火蒸霞的百株杏花，院
内是数间茅屋，用桑树、榆树、木槿、柘树编成的篱

笆围在房外，甚至还模仿村舍酒肆种上蔬菜，养些

鸡鸭，挑个酒幌，嫣然一副农家田园风光。这里暗

合了主人内心青春的涌动，却在礼教束缚下，安于

一种“竹篱茅舍自甘心”［５］的矛盾人生态度。
秋爽斋———梧桐、芭 蕉。秋 爽 斋 是 探 春 的 居

所。探春爱芭蕉，自称“蕉下客”，大家都喊她蕉丫

头，梧桐是高贵的象征，暗示其命运。如果说蘅芜

苑的绿是冷绿，潇湘馆的绿是翠绿，那秋爽斋的绿

无疑带着一种朗阔和温热，这与探春豪爽阔达性

格有着密切的联系。
紫菱洲（缀锦楼）———蓼、芦苇、荇、菱、荷。缀

锦楼是紫菱洲上的一处庭院，是迎春的居所。小

说中并未花太多的笔墨描写，只在迎春出嫁后，宝
玉频频到紫菱洲徘徊回想时，对其略做了一番描

述，从地名看，此处是水上的一小块陆地，池上翠

荇香菱，岸上蓼花苇叶，一派凄惨寥落之景。迎春

是庶出，老实无能、懦弱怕事，被他的父亲以抵债

的方式，卖给了“中山狼”孙绍祖，出嫁不久就被虐

待而死。这正与她居所中寥落残败的苇叶蓼花相

照应，草木亦有情。
蓼风轩（藕 香 榭、暖 香 坞）———荷 花、柳、茉 莉

花、桂花。惜春住在蓼风轩中的暖香坞，藕香榭是

盖在水池中的敞厅，四面邻水，水中种有荷花，故

名藕香榭，附近遍植芙蓉、菱、荷、垂柳、桂花、茉莉

花等。惜春是贾敬之女，贾珍的胞妹，其 判 词 云：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５］她的住所

周围遍植了春、夏、秋三季的花草，但这些花草无

论多么盛极一时，终究躲不过冬天凌厉的寒风，作
者用三季的花草反衬出严冬到来时刻的萧索和惜

春看破红尘后的冷清孤寂。
栊翠庵———红梅、苔 藓。栊 翠 庵 是 妙 玉 的 居

所。这里冬天红梅簇簇，其余三季绿意盎然、花木

繁盛，符合妙玉独自修行的环境需求，胭脂般的红

梅也隐微地表现出其想要冲破藩篱、心恋红尘的

微妙心理。
省亲别墅———松、玉 兰。省 亲 别 墅 是 大 观 园

的正殿，是供元妃省亲用的建筑。这里青松拂檐，
玉兰绕砌，是皇家威严的象征。

梨香苑———梨花。梨香苑是荣国公暮年静养

之所，是宝钗初入贾府时的居所，后改为戏班教习

所在，戏班被遣散后，空置过一段时间，后尤二姐

自尽停灵在此处，最后被贾琏在正墙上开了门，直
通大街。这里密植梨树，故名梨香苑。

芦雪庵———芦苇、木 槿。芦 雪 庵 盖 在 河 滩 之

上，四面芦苇、木槿掩覆。红楼众儿女在此即景联

诗吃鹿肉。
贾府（大观园）中的花草出现在各个院落，这

些花草的特点与其院落的主人紧密相连。把太虚

幻境中的 花 草 和 贾 府 大 观 园 中 的 花 草 对 照 起 来

看，无论是个体花草形象还是花草群像，均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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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幻境和贾府大观园中，可以说，贾府大观园中

的花草是太虚幻境中的花草在人间的投射，它与

太虚幻境中的花草相互映衬，构成《红楼梦》花草

系统，正如元春在游幸大观园时所题：“天上人间

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５］

　　（三）诗词文赋中的花草

自唐传奇开始，小说的作者开始有意 识 地 把

诗词文赋加 入 到 创 作 中，形 成 了 所 谓 的“文 备 众

体”，但这些诗词大都是可有可无的闲文，增删之

后并不影 响 小 说 内 容 的 表 达，《红 楼 梦》则 不 然，
《红楼梦》中的诗词文赋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若略过不读，就会对小说的理解产生巨大的障碍，
这一点，脂砚斋在批书时也给予了提醒，他在一篇

看似是小说惯用套头的赞赋《警幻仙姑赋》前这样

评论道：“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

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
不得不用此套。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见其

妙。此赋则不见长，然亦无不可无者也。”［６］可见，
哪怕是一篇看似闲文的赞赋，也别有深意，不可等

闲视之。
笔者对蔡义江先生主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

评注》中收录的《红楼梦》诗词韵文进行统计后发

现，《红楼梦》中的诗词文赋共２３５篇，数量相当庞

大。这些诗 词 文 赋 中 共 出 现 了５５种 花 草，分 别

为：芙蓉、竹、柳、桃、梅、桂 花、海 棠、杏、樱、兰、芭

蕉、牡丹、菱、梨、荼蘼、芍药、李、芦苇、苔藓、榴、并
蒂花、菊、杜若、蘅 芜、茝、芷、枫、榆、黄 荆、榛、蕙、
蓬、艾、薋、葹、棘、楸、菩提、松、桑、蘼芜、杨、婆娑、
长生果、荇、蓼、茅、芹、荳 蔻、蓑、丁 香、蘩、蕴、藻、
怀梦草。其中，《芙蓉女儿诔》提到的花草数量最

多，据刘世彪先生统计，“这里提到的植物及以植

物作比的词语共计４４个。”［２］集中 彰 显 了 作 者 博

大精深的植物文化内涵。

１．文学创作中的花草展现人物才情

曹雪芹开篇明旨，“使闺阁昭传”、使后人知道

“闺阁中历历有人”［５］故小说全篇都在表现红楼裙

钗们的诗情与诗性。《红楼梦》中人物的文学创作

分为“封建家长式命题创作、个人文学创作、宴集娱

乐游戏及其文学创作和雅集（结社）及其延伸的即

兴创作四类”。［７］无论哪一类文学创作中，都涉及到

花草描写，有些雅集结社或诗歌甚至直接以某类花

草命名，作者按照裙钗们不同的特点，“按头制帽，
诗即其人”［８］，展现了众女儿别具一格的才情。

在海棠诗社中，众人以白海棠为吟咏对象，探

春、宝钗、宝玉、黛玉各一首，湘云依韵和了两首，
共６首，湘云的两首压卷。第三十八回中众人赏

菊花，吃螃蟹，作《菊花诗》《螃蟹咏》，宝钗《忆菊》
《画菊》；宝玉《访 菊》《种 菊》；湘 云《对 菊》《供 菊》
《菊影》；黛玉《咏 菊》《问 菊》《菊 梦》；探 春《簪 菊》
《残菊》。共１２首，黛玉诗居首。贾宝玉、林黛玉、
薛宝钗三人各有一首《螃蟹咏》，宝钗诗被誉为“食
螃蟹绝唱”。可见作者没有偏袒任何一个人，而是

借助这些花草以及大观园的众多雅集活动，让每

个人的诗性、才情得以发挥，也让读者领略到了红

楼儿女无与伦比的风采。

２．诗谶中的花草暗示人物特质及家族命运

红楼裙钗乃至整个贾府的最终结局 是 悲 剧，
这是作者在创作之前的预设。所以小说以各种各

样的方式暗示这种悲剧结局，诗谶就是其中的一

种。无论是人们较为熟悉的第５回判词、红楼梦

十二支曲，还是红楼儿女的创作，作者巧妙地运用

了花草的外形特质来展现人物特质，用花草最终

的摇落飘零来暗示悲剧结局。
把第一回癞头和尚《嘲甄士隐》诗和第五回香

菱的判词结合起来，英莲，也就是香菱的命运就已

经非常清楚了。癞头和尚道：“娇生惯养笑你痴，
菱花空对雪丝丝。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

灭时。”［５］香菱判词云：“根并荷花 一 茎 香，平 生 遭

际实 堪 伤。自 从 两 地 生 枯 木，致 使 香 魂 返 故

乡。”［５］“菱花”指的就是香菱，“雪”和“薛”是谐音，
指的是薛蟠。果然在后面的情节中，英莲在元宵

节被拐子拐走，几经辗转做了薛蟠的小妾，改名香

菱，对自己的名字、父母、故乡没有了印 象。这 样

的经历已经让人唏嘘不已了，但是薛蟠在有了香

菱这个貌美小妾后，很快就厌倦了，判词中的“自

从两地生枯木”用拆字法，是一个“桂”字。薛蟠娶

了“河东狮”夏金桂，开始了家无宁日的生活，最直

接的受害者就是香菱，判词暗示了香菱最终在夏

金桂的毒害下，香消玉殒的悲惨结局。而在高鹗

的续作中，香菱不仅没有死，反而被扶正，有了一

个 相 对 美 满 的 结 局，这 明 显 和 曹 雪 芹 的 本 意 相

背离。

　　三、《红 楼 梦》前８０回 和 后４０回 花 草

描写比较

　　今本《红楼梦》分属于不同的作者，在红学界

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学者们普遍认为，后４０回的

《红楼梦》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远

远逊色于前８０回。仅从前后的花草描写看，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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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与前８０回相提并论。
潘富俊先生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中每个四

十回出现的植物进行了细致的统计：“第一个四十

回共有１６５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有１６１种，其中

有７０种前四十回未曾出现过，两者植物数仅差４
种。第三个四十回所提到的植物只有６１种，和第

一、第二个四十回相差百种以 上。”［３］可 见 仅 从 数

量上看，前８０回与后４０回花草描写的云泥之别。
笔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将《红楼梦》前８０回和后

４０回出现的花草进行了统计对比，亦发现了前后

差别悬殊。
从种类上看，《红楼梦》前８０回，出现 的 花 草

多达９４种，而后４０回 仅 出 现１５种，前 后 相 差６
倍之多。

从文学功能上看，续作中出现的花草描写，大

都可有可无，似乎仅仅是为了与前８０回扯上一丝

半点的关系，并不能够掩盖续书作者与曹雪芹之

间在花草文化素养上的巨大差距，难免有穿凿附

会之嫌。这１５种花草与小说本身的情节发展或

人物命运关系不大，仅海棠花承载了一定的内涵，
但其内涵与之前截然不同，“由‘草木知运’到海棠

‘花妖’”［７］，完 全 破 坏 了 曹 雪 芹 赋 予 海 棠 花 的 美

感，也与曹雪芹的本意相违背。
无论从花草数量还是花草所兼具的文学功能

来看，后４０回的花草描写与前８０回绝对不可同

日而语，前８０回花草描写以其种类的多样性和文

学内涵的丰富性，成为了《红楼梦》中熠熠生辉的

一道风景，也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草文化注入

了鲜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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