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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黛玉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抑郁症、变态(异常)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中原生家庭亲子教育问

题、人格心理学的悲剧性格成因等，研究的角度似乎缺少了以林黛玉本身作为主动应对对象的立场。本

研究拟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尝试扒梳黛玉的逆境及其因应方式，更加立体全面地分析影响黛玉悲剧

人生的动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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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ies of Daiyu from psychology perspective always focus on depression, abnormal psychol-
ogy, tragedy character formation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parent-child education in primary 
families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is no view from Lin Daiyu herself 
as an active object of response to her own life issu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the study tries to sort out the adversi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Daiyu, so that the 
dynamic factors influencing her tragic life can b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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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回顾成长过程，逆境即是指个体所遭遇或经历之印象深刻的困难、挫折事件或长期发展困境，此挫

折或困境就像一个鲜明画面，能够在内心描绘出细节及可看见的事物。压力是一种知觉到环境要求威胁

到我们有效因应能力的不愉快激发状态。因此逆境即会导致压力，逆境知觉也可以被看作是压力知觉。

逆境知觉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指青少年对处在自我认同阶段所面对的压力、挫折与挑战等危机的感知，

Swanson 与 Woitke (1997)将其称为“生涯阻碍”(career barriers)，意指个体在生涯发展过程所遭遇的生涯

困难事件或情境。整个生涯发展历程，若以 Erikson (1968)的人生周期来看，可从婴儿期到老年期，分为

八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危机产生，若危机能够朝着正向解决，将有助于后续阶段的发展；反之，

会妨碍往后发展以及人格形成。在这些阶段中，又以自我认同(ego-identity)阶段最为重要，因为此一阶段

的危机解决，有赖前面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儿童期、学龄儿童期等四阶段危机的适当解决，且此一

阶段危机的解决又有助于后续阶段危机的解决。 
反观黛玉，林如海膝下无儿，对这聪明绝顶的小女孩特别钟爱，请了老师把她当儿子一样教书；却

又因她体弱，不能严格课读。这说明黛玉自幼就孤独、任性，却没有接受一般标准的规范教养。幼年丧

母，一个不适宜于寄人篱下又不惯于处人多场合的黛玉，初到贾府之后，贾母对她特别爱怜，宝玉对她

非常体贴，又再使这小姑娘不懂得顺应环境。她内心抱着无父母姐妹兄弟孤零的悲戚，而生活上却是既

不缺乏衣食供养，又不受到别人的制压。她原具有高人一等的才华，却又无人教以人情世故。 
从黛玉的人生经历来看，显然，她的婴儿期(0~1 岁)、幼儿期(1~3 岁)、学龄前儿童期(4~6 岁)、学龄

儿童期(7~12 岁)四大阶段的困境并未能妥善解决，因此影响了其后续阶段的发展，从而最终体现在自我

认同危机而造成的自杀悲剧。林黛玉的生命只有短短 16 年，然而黛玉的所思所想，已远超过当代 16 岁

青少年的感知发展水平，更像是进入到了青春期(12~18 岁)甚至是成年期(18~40 岁)早期的发展阶段，更

与当代的大学生人格发展水平较为相似。因此本研究都将以此发展阶段作为讨论黛玉逆境知觉及其因应

方式的人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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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黛玉逆境事件之整理 

2.1. 逆境事件 

知觉到的逆境或是压力事件是指，个体所遭遇或经历之印象深刻的困难、挫折事件或长期发展困境。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 健康逆境即身体或心理的健康困境。包括：① 重大疾病；② 先天的器官缺

损；③ 意外受伤；④ 忧郁：如心理情绪困扰。2) 学习逆境即指在学习过程中与志趣、学习表现及成效

有关之困境。包括：① 考试落榜；② 学习成效不佳；③ 学习压力；④ 学习瓶颈；⑤ 学习违规行为，

如作弊等。3) 自我认同逆境：指对自己的自我价值与未来发展感到怀疑，包括：① 怀疑自我；② 未来

发展。4) 家庭(亲子)逆境，指家人互动关系及家庭变动有关的挑战，包括：① 亲子关系；② 父母冲突；

③ 家庭变故。参与者在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下，必须面对这些突然的变化。5) 人际逆境：指人际关系

连结、经营与互动之挑战，包括① 友谊冲突；② 歧视批评；③ 排挤霸凌；④ 孤单。6) 爱情逆境指爱

情关系的建立、经营遭遇挑战或结束，包括：① 暗恋及表白受挫；② 爱情经营困难；③ 分手。7) 死
亡逆境，指家人、同事或师长死亡，造成失落与哀伤的冲击，包括：① 家人过世；② 同学同事与师长

过世。面对死亡，不论是父母亲、祖父母或是师长同侪，对遭遇此一事故的参与者而言，代表一份重要

关系的失落，甚至是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有许多来不及说的话、未完成的事，让当事人

对未来感到不安、困惑，同时出现思念、哀伤、忧郁等现象。 

2.2. 黛玉逆境事件之整理 

本研究，按照在前一部分所陈述的逆境事件内涵，就通行本前 80 回(<清>曹雪芹，2018)里出现的林

黛玉所觉知的逆境事件做了整理，具体见表 1： 
 

Table 1. Adversities of Daiyu 
表 1. 黛玉逆境事件表 

逆境类别 压力事件 内文引例 

健康 

先天孱弱 
看看又是一载有余，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学生奉侍汤药，守丧

尽礼，过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旧病复发，有好些时不曾上学。(第 2 回) 
自云：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第 3 回) 

饮食障碍 林黛玉自不消说，平素十顿饭只好吃五顿。(第 35 回) 
盛上粥来，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两口汤喝，就搁下了。(第 87 回) 

后天抑郁 

紫鹃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

不知为着什么，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乡，

受委屈，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

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闷坐，只管外间自便去了。(第 27 回) 
这病时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

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衰

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第 83 回) 

睡眠障碍 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二

更多天方才睡了。(第 27 回) 

学习 

家庭教育缺失 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第 2 回) 

正规学习的成效性差 
这女学生年纪幼小，身体又弱，功课不限多寡，其余不过两个伴读丫鬟；女学生

奉侍汤药，守丧尽礼，过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旧病复发，有好些时不曾上学。

(第 2 回) 

人际 友谊冲突 
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麽他都记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

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

(第 29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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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主仆冲突 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

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第 5 回) 

形单影只 
(孤单) 

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

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些。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

将养。有时闷了，又盼个姊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她，说不得三

五句话，又厌烦了(第 45 回) 

爱情 

情感压抑 
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说自家死了

干净，别错听了话又赖人。”正说着，宝钗走来，说：“史大妹妹等你呢。”说

着，便拉宝玉走了。这黛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第 20 回) 

争风吃醋 
话犹未完，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

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

了。”(第 8 回) 

婚配命定的冲击 

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

人的呢？我就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无闻的，方见的是待我重，无毫发私心

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呢？可知你心里时时有这个金玉的念头，

我一提，你怕我多心，故意儿着急，安心哄我。”(第 29 回) 

猜忌，不信任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黛玉听了，怔了半天，说道：“我有什么

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

问道：“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

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黛玉道：“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

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

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了。

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第 32 回) 

家庭(亲子) 

亲子教育缺失 

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

了！(第 2 回) 
那女学生黛玉，身体方愈，原不忍弃父而往，无奈他外祖母致意务去，且兼如海

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

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
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第 3 回) 

家庭变故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

“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

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第 26 回) 

缺乏共同成长亲朋 
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

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

于去岁亡了。(第 2 回) 

死亡 

幼弟亡故 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第 2 回) 

母亡 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

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第 2 回) 

父亡 昭儿道：二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巳时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

送林姑老爷的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回来。(第 14 回) 

自我认同 

自我矛盾 

(一面孤傲、不懈于流俗)：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蕶苓香串珍重取出来转送黛玉，

黛玉说：“什麽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逐掷还不取。(第十六回 ) 
(一面又甘于礼制，赋诗于世俗) 
世外仙源匾额林黛玉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十八回) 

患得患失 

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第
3 回) 
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然好。你要把自己丢开，只管周

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你了。”(第 29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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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黛玉逆境事件之分析 

笔者将黛玉短暂生命中所经历的逆境事件做初步归结整理(见表 1)，大致可以归纳为生理逆境与心理

逆境，虽然生理与心理可相互影响，但某种程度上亦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2.3.1. 生理逆境 
生理作为心理的物质承载，是人的生物基础。关于黛玉的身体健康问题，据脂砚斋评：曹雪芹旧稿

许多回都开有黛玉的药方，以示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小体弱多病，其母早逝，可以推测其身体孱弱

可能系遗传导致，抑或是其母本身体质不好抑或是孕期安胎不当，因此一出生便是一身的病。在进贾府

以前就有不足之症，从会吃饭起就吃药，并且经常咳嗽；进贾府以后，医生为其看病多次，也吃了许多

名贵药材，而她的病情却并未得到缓解和控制。“这里走的几个太医虽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

见效，”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麽个形景，

就可知了。” 
严重的躯体疾病会导致抑郁、焦虑、沮丧等不良情绪。而除了先天的体质影响，体现在上表中的后

天面临的健康逆境，主要围绕饮食障碍、睡眠障碍以及抑郁症状等方面展开。通行本后四十回中的咳血

等也可以看到黛玉的病在日趋严重，而严重的躯体疾病会导致抑郁、焦虑、沮丧等不良情绪。长期处于

这种不良情绪则会导致心理疾患乃至有自杀倾向。生理上的病态特征，是导致黛玉最终早丧的物理原因。 

2.3.2. 心理逆境 
心理逆境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家庭(亲情)、人际、爱情、学习等发生在黛玉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同时还

包括了影响其自身认知情感发展的自我认同逆境。 
1) 亲情逆境 
家庭逆境与死亡逆境实则可归纳为亲情逆境，原生家庭的重大影响足以解释黛玉在整个生命中所感受

到的一切。林黛玉的父亲是前科探花，母亲是“书香簪缨”的贾府小姐，夫妇二人极有才学。研究表明，

高文化水平的父母倾向选择民主型教养方式(罗杰欢，2016)。根据阿德勒的理论，小时候被宠坏的孩子，

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任性、骄傲、过于单纯的性格缺陷，主要表现为：自认为超越他人，要求他人按其意

愿行事，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极度气愤、沮丧、痛苦。不善于与人相处，既希望获得他人无条件的

爱与尊重，却又不知如何尊重他人。敏感、脆弱、抗挫折能力低，容易做出自杀等极端行为。对人性和人

情缺乏理解，在社会交往中简单直接、心直口快，得罪人而不自知，以致于种下人际关系的恶果。 
家庭重要成员的丧失，使得黛玉从小不仅得不到亲人的爱，也难以获得由亲人提供的直言不讳的家

庭管教，因此，其个性任性极端、不知人情世故实是没有得到家人妥善控制劝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再者，

被此个性伤害到的对象又难以像长辈一样的对其进行批评纠正，因此，“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

体娇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粗忽，也都不苛责”，像是现在人所说的“野蛮生长”1。 
2) 爱情逆境 
红楼梦的爱情故事凝结了一切“春怨悲秋”女性之传统，没有恋爱生活，就没有林黛玉之存在(王昆

仑，2000)。黛玉和宝玉是童年相遇的，她和他的关系从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然而却又不是

单纯和谐的“两小无猜”。黛玉的爱情逆境始发于宝钗的出现，宝钗与宝玉二人的“金玉姻缘”，所谓

婚配命定的姻缘说打破了他们原本“昼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胶如漆”的生活，

因此，争风吃醋、猜忌不信任等逆境事件也就由此发生。而之后，史湘云的出现，又让黛玉所遭受的可

能性逆境更多；再加上，黛玉孤独、任性的人格特征，其对于爱情的处理又是内敛含蓄，因此，情感上
1、

 

 

1野蛮生长，指的是具有破坏性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且影响其他物种生存的生长，这一意义衍生于企业家冯仑所着的<野蛮生长>一
书的书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 年 10 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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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抑性事件自然随之频繁发生。 
3) 人际逆境 
爱情就是两性关系，实则也为人际关系的一部分，爱情逆境中的表现即可对黛玉其他的人际逆境管

窥一二。黛玉的早期成长经验，意即“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的童年，剥夺了林黛玉潜在的社

会兴趣发展成熟的机会，使她只能孤独地自我摸索，从而将全副精神专注于个体自身，忽视外界的人情

世故，对群体事理无意也无暇旁顾。母亲的过早缺席，使黛玉无法在慈爱与同情的环境里，逐渐体会并

进入到与他人紧密联系的(即使只是初步的、雏形的)社会关系之中；再加上缺少平辈的兄弟姊妹知己按彼

此分享、关怀、互动、忍让、协调的互动学习，以致天性中本就带有一段孤傲兴奋的林黛玉，只有长期

抑制了潜在的合群天性，丧失了在群体中取得认同与价值实践的社会兴趣。 
4) 自我认同逆境 
黛玉几乎时刻都在提醒着自己在贾府中的特殊处境，始终觉着自己是个外人“如今父母双亡，无依

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她的自我认识与评价都使她很难悦纳自我，造成了

自我情感和认知上的巨大冲突(王林丽，2004)。从自我价值的认知来看，林黛玉常有无用感和罪疚感。第

三回里宝玉摔了玉，黛玉“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了，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来。倘或摔坏了

那玉，岂不因我之过’”；第三十二回诉肺腑，黛玉心里想：“所悲者: 父母早逝，虽有刻骨铭心之言，

无人为我主张……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第四十九回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

妹，不免又哭了”。黛玉像一般的抑郁患者一样，常常觉得自己缺乏那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特征：如美

丽、聪明、受欢迎和健康，会抱怨缺少关爱、没有钱和名望，觉得自己的人格有缺陷，并在环境中寻找

证据证明自己制造了麻烦，这种无用感使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再者，黛玉清高、孤冷乃“仙子”

如尘，对于凡物往往不懈，连北静王的玉都看不上而怒摔，而另方面却也深受贾府中的礼制与世俗之影

响，尤其在元妃省亲的赋诗中鲜明的得以体现，可以窥见其寻求自我认同的矛盾所在。 

3. 黛玉压力因应策略之整理 

3.1. 压力因应方式的界定 

人们对于外界的思考及因应方式会受到与环境持续互动的影响，其中，压力是一种知觉到环境要求

威胁到我们有效因应能力的不愉快激发状态。对于压力，无论长期或短期、严重或轻微，也不管这些团

体差异，虽说无人能免疫、也无从幸免，然则，却各有因应之道。Lazarus 与 Folkman 将人们采取的不同

因应策略后，将其分成两大基本方式。 
第一种称作问题焦点因应，即认知与行为方面的努力，克服问题根源以减低压力。问题焦点因应方

式包括：计划性/主动因应(试着采取其他行动来解决问题)；正向重新解释(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找出正面意

义)；接受(接受已发生的事，且知道它改不了)；寻求社会支持；克制因应；聚焦/发泄情绪；压制相竞争

的活动；心理解套；向宗教求助；行为解套；否定；酗酒与服药。第二种称作情绪焦点因应方式：三缄

其口、坦诚承受、转移注意力、发泄情绪等方式。 
然而，根据 Shelley Taylor 与 Lisa Aspinwall (1992)的看法，人们常在事先主动因应中获益，它可被视

为我们试图预防日常意外的发生，并作出反应的、进行中的历程。因此他们提出了第三种因应的方式，

即事先主动因应：事先设法避免或改变压力事件的发生来因应问题的行为方式。因此，因应并非只是消

极地针对生活的事故与冲突所作的反应，而是试图防止这些事件的产生。有大量的证据指出，社会支持

对心理与身体健康都有其疗效。史丹佛大学一项对乳癌末期的妇女支持性团体的研究发现，参与了团体

聚会的妇女比其他背景相似但未参与该团体者，平均多活了 18 个月。学者指出，不管是经客观测量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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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社会隔离者，还是籍自陈报告自承寂寞，均为较容易出现问题行爲(如失眠、吸烟等)，及一些生物因

素(诸如：高血压与低免疫功能)的高风险群，结果造成预期寿命缩短。社会支持的健康价值，在实验研究

中已大量获得证实。 

3.2. 黛玉压力因应方式之整理 

从表 2 中不难看出，跨越或走出生涯逆境会使用到内、外在资源。其中，内在资源系指与个体自身

有关的特质或能力之运用；外在资源则指个体以外的社会或重要他人的协助。林黛玉往往压力因应策略

的使用上，多为内在资源的运用，而鉴于其个性特征，显然其可运用的对抗各种压力事件的内在资源是

颇为缺乏的。另则，黛玉在文中常常以自我觉知、自我聚焦的方式面对问题，这也符合心理学中的自我

觉知理论观点，即自我聚焦会突显自己的缺点，一如在注视镜中自我时，反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脸

部的每个污点。因此，自我聚焦似乎会强化一些负性情绪焦点，而当压力事件发生时，增高的负向心情

又会强化自我聚焦。自我聚焦时，有负向自我概念者会比有正向自我概念者经历到更多的负向心情，结

果形成一种自我循环的反馈环路：坏心情出动了自我聚焦，使低自尊者心情更加恶化，此恶性循环形成

了忧郁的自我聚焦模式的基础。 
 

Table 2.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of Daiyu 
表 2. 黛玉因应方式表 

向度 项目 内涵 内文 

问题焦点因应 

计划性/主动 试着采取其他行动来 
解决问题 

黛玉又说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说给姐姐，

不用过来问候妈妈，也不敢劳他过来。我梳了头，和妈妈都往

那里去吃饭，大家热闹些。”(第 59 回) 

正向重新解释 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找出 
正面意义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

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

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

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

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纔知道了。比如你说

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

知我竟自误了。”(第 45 回) 

接受 接受已发生的事， 
且知道它改不了 

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

字。(第 42 回) 

寻求社会支持 向某人倾诉心中感受，向有过

类似经验者请教其当时作为 

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

知说，不知道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

去呢？”(第 42 回) 

克制 

强迫自己等到行动的 
适当时机； 
确定不会发生过早行动 
反坏事的情形 

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说：“人有聚

就有散，聚时喜欢，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感伤，所以

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儿开的时候儿叫人爱，到谢的时

候儿便增了许多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欢

喜时，他反以为悲恸。那宝玉的情性只愿人常聚不散，花常开

不谢；及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没奈何了。因此，

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黛玉还不觉怎么着，倒是宝玉心中

闷闷不乐，回至房中，长吁短叹。(第 31 回) 

压制相竞争的活动 略过其他活动而专注于此， 
必要的事情先放一旁 

“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

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第 2 回) 

聚焦/发泄情绪 生气且让情绪发泄掉， 
让感受有个出口。 

黛玉听说，走过来一瞧，果然一件没有，因向宝玉道："我给

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

了！"说毕，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他没做完的香袋儿，

拿起剪子来就铰。宝玉见他生气，便忙赶过来，早已剪破了。

(第 17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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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酗酒与服药 籍酗酒及用药以减少 
对这事的思虑 无 

情绪焦点 
因应方式 

自我聚焦 思考自我 

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

岂是重这邪说不重人的呢？我就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无

闻的，方见的是待我重，无毫发私心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

事，你就着急呢？可知你心里时时有这个金玉的念头，我一提，

你怕我多心，故意儿着急，安心哄我。”(第 29 回) 

坦诚接受 接受已发生的事情， 
学习与它和平共处 

一语未了，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几天可

好了？”黛玉便知他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

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又忙

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给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正值

吃晚饭时，见了王夫人，又嘱咐他早去。(第 52 回) 

转移注意力 心理解套，转而关注他人 
或他事 

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又将素日所喜的

诗词也教与他念。(第 35 回) 

开放 挑战自己的心魔，向自己 
与他人表现内在的感受 

一时，晚妆将卸，黛玉进了套间，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不禁

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甚是刺心。当此黄昏人静，千愁

万绪，堆上心来。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

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

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

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

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像辘轳一般。叹

了一回气，掉了几点泪，无情无绪，和衣倒下。(第 82 回) 

事先主动因应 社会支持 
向某人倾诉心中感受， 
向有过类似经验者请教 
其当时作爲 

袭人便送了那锺去。偏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锺茶，便说：“那

位喝时，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倒不喝，

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杯，

递在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

道我这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锺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

说毕，饮干，将杯放下。袭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问：“这

半日不见芳官，他在那里呢！”袭人四顾一瞧，说：“纔在这

里的，几个人斗草玩，这会子不见了。”(第 62 回) 

 
笔者以面对爱情逆境时的因应策略为例，简要谈谈黛玉的因应情况。黛玉在贾府成为一个锋芒毕露

争强取胜的出众者，同时在精神上也抵触了社会所给予妇女的规范；结果就以自己脆弱的生命去尝试那

时代的冷酷的摧残。黛玉并不是以为宝玉给自己的太少，而是以为他分给别人的太多，纵然在很明朗的

童年之爱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因此，越当情欲诱力加强的时候，才会意识到礼

教束缚之严紧；也就使这姑娘表现出爱悦之反面。甚至黛玉的爱情在已经获得宝玉和贾府上下的默认后，

却依然笼罩在她自我患得患失的阴影之下。自我意识中既多愁善感、高洁叛逆、孤标傲世，但同时又真

诚直率、热情坦白、宽容温柔。这些人格特质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

她所写所歌的诗词中。 

4. 结论 

黛玉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人物，我们是无法用现代心理学的测量方式去探究其人格特质对于逆境事

件知觉以及因应策略使用的真实影响的。诚然，先天的本质(天性)与后天的经验同时会起作用，并且很难

在观察行为时区分它们个别的影响。但个体对逆境的知觉，有来自在客观环境的比较或其他人为因素，

如家庭逆境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拒绝和对抗等；也有来自个人的主观感觉，如孤单、猜疑等。不论是客观

环境或内在知觉的逆境，不难看出，黛玉所感受到的害怕、焦虑、难过、无助、挫折等负性情绪较为明

显，在行为上，也常伴随压抑、逃避、退缩、放弃等反应，包括睡眠和饮食等生理问题，这些感受、认

知、行为与生理反应，与 Beltman 等(2011)所提及的个人危险因素一致，且若未面对及修复，就会危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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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的发展，甚至造成偏差行为或精神疾病。这也凸显出 Erikson 强调青年自我认同的阶段，危机重重，

不仅要调整内在，也需要与外在环境保持和谐。 
借用《易经》的智慧，个人的生涯经历就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安身”落在现实中，强调我

们要认识世界的运作规则、了解他人期待，才能在社会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立命”就像初心，要探

索自己生命的热情，知道自己为何而活。黛玉在遭遇了人生的多种逆境之后，最终早早的香消玉殒于其

安身立命之道——即因应策略的使用有莫大之关联。因而，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细品黛玉的人生，便也

不难理解其故事中的凄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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