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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 文文

2024年5月22日 星期三 9 高考·辅导

备考《红楼梦》从这五个方向入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特级教师 高传利

从2020年开始，《红楼梦》与《论语》一起被列为北京高考必考内容，共同构成了名著阅读

的考查板块。在4月24日刊登的文章中，我已分享过有关《论语》的备考思路，今天我将针对

《红楼梦》的备考再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思路和方法。

学情分析

《红楼梦》是一部百万字巨著，

其内容丰厚，博大精深，人物众多，

情节复杂，整体阅读的难度很大。

学生阅读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经

读了一遍乃至多遍，有的则没读

完，或读得粗糙，有的干脆不读，以

为耗时多而未必见功。一些学生

为了应付考试，采取只做几道相关

试题的做法，如同雨过地皮湿一

样，收效可想而知。可见，对于部

分考生而言，《红楼梦》这部名著的

阅读，处于一种尴尬的备考状态。

试题呈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近几年的北

京高考真题。

1.（2020年高考北京卷）《红楼
梦》第五回中晴雯的判词是：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

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请从判词的画线部分选择三

处，各举出原著中的一个具体情节

加以印证。（5分）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经典名

著人物形象的把握能力。“心比天

高”“灵巧”是对晴雯人物形象的评

价；“毁谤生”是晴雯的不幸遭遇，

“多情公予空牵念”是晴雯死后宝

玉写祭文之事。要求考生结合《红

楼梦》的情节写出相关事例印证。

2.（2021年高考北京卷）根据
要求，回答问题。（共 6 分）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去

世前向王熙凤托梦，说道：

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

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

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

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

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

“盛筵必散”的俗语。……我与婶

子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

要记着：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

寻各自门。

（1）这里说的“非常喜事”在小

说中指什么？（2 分）

（2）画线的部分与小说后续情

节有何关系？请结合原著，举例说

明。（4 分）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经典名

著基本内容以及情节的整体把握

能力。这段话出自《红楼梦》第十

三回，是秦可卿临终给王熙凤的提

醒，“非常喜事”是指元妃省亲，整

段话暗示了贾府盛极必衰的命运。

3.（2022年高考北京卷）根据
要求，回答问题。（共 10 分）

《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开头，

作者自道书名说：

（空空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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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

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

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

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

《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

痴，谁解其中味。”

（1）除了《红楼梦》外，这里还

提到了小说另外四个书名。请从

中任选三个，解释这些书名和作品

内容有何关联。（6 分）

（2）小说第五回中，贾宝玉神

游太虚幻境时听到的仙乐套曲就

叫《红楼梦》。今天的通行本也多

以《红楼梦》为书名。结合作品内

容，谈谈《红楼梦》作为书名的合理

性。（4 分）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经典名

著基本内容的整体把握与探究能

力。每一种命名都是基于文本内

容的提炼与概括，都有其一定的关

联。由第一问可见认真研读前五

回对进行《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具

有重要作用。第二问作答时，考生

可从作品的写作内容、象征意义、

主旨情感以及作家的人生体验等

角度进行探究，把握《红楼梦》这一

命名的合理性、恰切性。

考向解读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高考对名著《红

楼梦》阅读考查的特色和趋向：

1.分值逐年增高，尤其是只考一部作
品的年份，如2022年分值增至10分。参看

2023 年高考对名著阅读的考查，这一赋分

情形基本定型。10分的分值不可小视。

2.试题注重对人物形象、典型情节、作
品主题的考查。《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性格

命运、典型情节的基本内容、小说文本的主

旨内涵，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在此基础上，

对小说的艺术特色、语言风格的考查，也是

考生需要关注的。

3.注重对整本书阅读的考查。整本书

阅读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划分的 18个任务群之一，且

是第一个任务群。加强对《红楼梦》整本书

阅读的考查，正是遵循新课标的要求。秦

可卿托梦与小说后续情节的关系、《红楼

梦》书名命名的考查，都可看出高考对整本

书阅读考查的命题指向。

4.注重对文本探究的考查。考试不仅

仅是为了考查考生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考

查考生对文本的研读、理解、把握。晴雯人

物形象的印证，托梦与小说后续情节的关

系，书名与作品内容的关联以及作为书名

的合理性，都带有很强的探究性质。因此，

在探究人物的精神世界，体会小说的主旨，

研究小说的艺术价值，欣赏小说的语言表

达等方面，考生需要给予足够关注。

5.注重对作品进行综合性考查。这跟

每次只考查一部书，且赋分比重较大有着

直接关系。高考有立德树人、服务选人、引

导教学的核心功能，综合性是考查真阅读

以及人的思维品质的重要手段。

备考策略

1.进行科学规划
在之前阅读的基础上，现阶段考生要

围绕“人物”“情节”“手法”“语言”“主题”等

几个板块，再将《红楼梦》的主要内容重点

研读一遍。

2.掌握阅读方法
（（11））从前五回入手进行研读从前五回入手进行研读。。《红楼梦》

前五回非常重要，是整部书的纲，考生可以

抓住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贾雨村与甄士

隐、林黛玉进贾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

史王薛四大家族、画册判词仙曲等关键内

容进行研读。

（（22））从感兴趣的章节入手进行研读从感兴趣的章节入手进行研读。。

比如，《红楼梦》前五回尽管非常重要，但也

非常难读，考生不妨先跳过去，先从有兴趣

的章节读起，等对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时，

再返回来研读，也就不那么难了。

（（33））从人物形象入手进行研读从人物形象入手进行研读。。《红楼

梦》人物众多，仅有名有姓的女子就多达

四百多个，读者可以抓某个或某几个重要

人物形象进行阅读，比如王熙凤、林黛

玉、薛宝钗、史湘云、探春等，或者袭人、

晴雯、平儿、香菱、鸳鸯等。人物是小说

的核心，抓住了人物形象也就抓住了作品

的关键。

（（44））从故事情节入手进行研读从故事情节入手进行研读。。《红楼

梦》的经典故事情节有很多，比如宝玉挨

打、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熙凤弄

权、探春理家、晴雯补裘、龄官画蔷等。考

生可从梳理一个人物的故事入手，比如林

黛玉，便有初进贾府、共读西厢、黛玉葬花、

潇湘夺魁、结金兰契、黛玉之死等情节。故

事情节是小说的骨架，抓住了骨架也就抓

住了研读小说的路径。

（（55））从反复处入手进行研读从反复处入手进行研读。。反复，是

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包括语句的反

复和情节的反复等。抓住反复处进行研

读，是考生阅读长篇经典著作的一种重要

策略。语句的反复，在《红楼梦》中俯拾皆

是。至于情节的反复，诸如刘姥姥三进荣

国府，大观园内的几次结社作诗，各色人等

的生日宴会，规格不一的丧事场面，都是阅

读作品的好抓手。

3.利用辅助读物
考生要重视前人对《红楼梦》的评点、

赏析，以及教师提供的讲解资料。我认为

以下阅读辅助书目可供参考，如《〈红楼梦〉

研究》（俞平伯）、《论〈红楼梦〉》（何其芳）、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平心论高鹗》

（林语堂）、《红楼小讲》（周汝昌）、《红楼启

示录》（王蒙）等。

4.进行专题式复习
同《论语》复习备考一样，《红楼梦》的

备考也需要考生在实战训练中提升能力。

建议考生把各区相关的模拟题进行梳理归

类，研究其题型以及各类题目的共性与不

同，并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式补

习，查漏补缺，提高复习备考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