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之红楼梦 读红楼梦有感红楼
梦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后感之红楼梦篇一

《红楼梦》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几本书卷，而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次次读次次悟，正是它的不朽魅力!下面是本
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读红楼梦有感1000字，希望能帮到大家!

窗外的落红已是满眼，桌上的书已成山，只是那红楼韵却又
神似地穿透出来，揭开了那尘封的泥，为我引一段线。

最爱她似笑非笑的迷人眼，最爱他似懂非懂的勾魂颜。最怨
她捂脸葬花情已伤，最怨他撑脸开盒吃胭脂。最爱他们的幼
稚，最爱他们的叛逆。

是第几次，翻开那厚重的书页，淡淡的书香拂过鼻尖，已记
不清。

只是，那些捧书细读，字典在旁的朝朝暮暮，像是蒙上了一
层细细的轻纱，从眼前掠过。此刻，雾里看花。

太白小时不识月，竟呼作白玉盘。而小时的我，不懂红楼，
却也真真地落了泪。

是太小了吧?还未经世事，不问悲欢离合，不管七情六欲。只
是生离死别，大概还是懂了的。



漆黑的夜，呼啸的风，她斜卧在榻上。阵阵白烟像是幽灵，
一点点允吸着她的精魂。泪似乎已经流干，只剩下涩涩的痛。
那熊熊烈火吞噬着她的情，他们的曾经。那些娟秀的字体，
情意的诗句终将燃成灰烬，猎猎作响。

雪似的手绢，冰似的人儿，终在这火热的情中融化。突兀的
留下了那格格不入的红，呕心沥血的红，她终究还是放手了。

用一世的泪，还了他的滴水之恩。遂了愿，了了情。

在学堂的第三个年头，少不更事的我，为这段情，这个人，
流了泪。不懂爱，不是因为爱，只是那份至死的执着，箍紧
了我充血的心脏，丝丝入扣。

到了此刻，我已不会为了那份纯真的年少情而落泪。只是，
心中还是会有些抑郁，挥之不去。

身处红尘，只是过客的我，已明白，往事如烟，不必忧愁。

只是，还是爱捧着书傻笑，望着天思念，还是会幼稚得像天
上纯洁的云。不过，我们还是被时光的风磨出了些许棱角。
我们已习惯了反抗老师，顶撞父母，我们叛逆得像草原上驰
骋的马。

对于宝黛，有人感动于他们的爱情，有人感动于他们的悲剧。
而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的我们似乎已学会了感动于他们的真
实。

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悲伤，他们可以狠毒地道出心中的不悦，
他们有勇气翻看开那本罪恶的《西厢》。但他们最真实的莫
过于他们躲不过人世的网，再怎样躲避，逃脱，不过是自己
织网，独自死亡。

但至少，他们曾努力过，努力冲出那银丝的网，却已足够。



都道“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非也。于我“不求结
局如愿，但求有过奋斗!”这已足够，这便足够。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捧一杯红茶，梦一回红楼。

一次偶然的邂逅，翻开了《红楼梦》，于是我认识了她——
林黛玉。她，让我深深的震撼，宝黛空前绝后的爱恋，流传
千古，被世人妄加褒贬。普天之下，又有谁有这资格呢?从那
以后，黛玉姐姐的影子就荡漾在我心里，来来回回，隐约中
似乎听到她娇弱的喘息，脑海里是她伤感的容颜，带着一分
憔悴却万分迷人。她落泪，因为只有放纵的哭过后才会更舒
展，笑容才会更加绽放。闭上眼仿佛看见了他那柔情似水的
眼神，闪烁着点点泪光，让人沉迷其中，为之动情，不能自
拔。

常听人评价黛玉“小性子”甚至“心胸狭窄”，可我不这么
认为!因为在这背后，只是因为她太在意宝玉了，因为爱的深、
爱的切，所以不能不介意。我总觉得宝玉给黛玉的时间太少，
黛玉的心太细腻，而宝玉却体会不到。在她某个抑郁的瞬间，
心情像是走丢的小孩没了方寸，宝玉不该到来的问候会被她
驳回，狠狠的、凶凶的，却是无心的，不是不接受，只是因
为太难受，于是她只有用诗来发泄内心酝酿已久积压不了的
情感。

诗，是她美丽的灵魂，是她精神的寄托。每当读到她的诗，
总有振人肺腑的感觉，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尖锐
锋利的刀，深深地插入了读者的心里，让人有至窒息的幻觉，
无形之中像是有谁掐住了自己的喉咙，挣脱不了的伤感，只
能不情愿地放下书，让自己慢慢地清醒过来。记得她的《葬
花词》：“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花依知是谁?试看春残花
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
知”。读完后像是被万箭穿心，肝肠寸断般的阵痛。

虽然她的故事结束了，但是给我留下了万千思念，合上书想



要把这份内心的尘埃封住，但一闭上眼，那段应该被禁锢的
伤感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飞扬、旋转、舞动。

《枉凝眉》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
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
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
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
春流到夏!

《红楼梦》书写了多少书中人的悲剧?曹雪芹不仅体现出了一
个封建权贵家庭走向衰败和荣枯，而且从侧面彰显了封建礼
教下纯真的爱情。一边是功名成就，一边是金玉良缘。曹雪
芹笔下的《红楼梦》让我们看到了这场无声的较量。贾宝玉
与林黛玉两人无比凄凉忧伤的爱情故事浓缩了这场较量的全
部。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假假真
真，让人有时似乎至于千里烟雾之中，琢磨不透这里面的一
切，书中共900多名人物，而最让我能为其流下辛酸泪的也只
有她——林黛玉。

她与宝玉相爱，却只留下凄苦。本是两对打不散鸳鸯，情投
意合、情意绵绵，可是天不由人，不爱说话、性格内向、人
缘不好，却成为她最大的绊脚石。所有人都离她远去，不愿
搭理她。由此，命运的天平加速倾斜，倾向了城府颇深的薛
宝钗这边，凤姐的一出偷梁换柱使宝玉与黛玉二人错失挚爱。
黛玉含泪而终，含恨而去，而宝玉也变得疯疯傻傻，看破红
尘，削发为僧，可悲!

《红楼梦》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几本书卷，而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次次读次次悟，正是它的不朽魅力!

淡淡的月光下，一股凄厉的风飘过，幽灵在贾府徘徊，似乎
永无宁日。



初读《红楼梦》，总觉得它如一泻千里的月光，淡淡地洒在
大自然中，轻轻地、幽幽地，细细品味之后，就渐渐能欣赏
出这美妙的月景了。

林黛玉，正如淡淡月光下的小湖一般幽静、明澈。她娇弱清
丽，总是忧郁哀婉、孤标傲世，同时她又有着十分敏感、细
腻的感情世界。由于父母早亡，她孤身一人投靠到贾府中过
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就使她养成了强烈的自尊意识。她得
到了贾宝玉的倾心爱恋，不过，这也促使她的悲惨命运了酿
成。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中贾宝玉的祖母、母亲为了家族的利
益和宝玉的前途，于是就促成宝玉和宝钗成亲。这一切黛玉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到了最后，痴情的黛玉无奈在忧伤中
死去。月光还是淡淡的，小湖还是平静又柔软，只是笼罩着
无比幽怨的气息。

王熙凤，自然似月光尽情地洒在山川里，那样的直率，潇洒。
她是贾琏之妻，有着出众的才干并精通权术，也因此成为荣
国府的管家媳妇;她是一个爽朗大度的人，以其谈笑风生赢得
老少尊卑的喜悦;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以阴险狡诈的方法
逼死尤二姐。但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干练的女人，也有其艰难
窘迫之时，她不仅曾遭到罩衣娘的暗算，更经常受婆婆邢夫
人的气，在贾府捉襟见肘的衰落局面下，她以病体恃强支撑，
终于因辛劳力拙而死去。可悲，似淡月朗照山川!

我站在月光下，漫步于贾府之中，思绪也随月光一同静泻：
为什么是拆离而不是成全呢?为什么是屈服而不是抗争呢?为
什么是残忍而不是博爱呢?……太多的为什么了，才会酿成如
此悲剧，让你心无宁日啊!正是这不完美的情节和结构的安排，
才凸现出它鲜明的个性、飞扬的灵彩，使它成为不朽的杰作。

月光还是轻轻地，静静地，淡淡的……

暑假里，我读了四大名着之首的《红楼梦》。它真不愧为是
一本奇书，书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



在这本书中，林黛玉、薛宝钗无疑分别是《红楼梦》的女一
号和女二号，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爱情悲据贯穿始终。由多
情潇洒的宝玉，娇嫩多病的黛玉，塑造了一个发生在清朝封
建家庭的动人爱情悲剧。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
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也表达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
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来到了贾府，渐渐与公子贾宝
玉相恋，本来这是一段美好的姻缘，但却又因凤姐从中使用
掉包计，让贾宝玉娶了戴黄金锁的薛宝钗，以至于林黛玉吐
血身亡，贾宝玉从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

《红楼梦》的故事太感人了，写得特别精彩，故事环环相扣，
我时常投入不己。读了它，我还真懂得不少道理。我觉得，
当时的贾府很奢侈，贾府的贾母有权有势，说话也很有分量，
贾府上下全都得听她的。但她特别疼爱贾宝玉，把他当作掌
上明珠。虽然贾母非常疼爱贾宝玉，但我并不是十分喜欢他。
我觉得贾宝玉这个人物有点“玩世不恭”。轻佻、顽劣、屡
教不改，这些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当然，最后他也在黛玉
离世的巨大悲痛中醒悟了过来，一改自己平日任性妄为的作
风，我特别喜欢贾宝玉的表妹林黛玉。她虽然爱哭，但很有
才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和贾宝玉很谈得来，经常在一
起玩耍，两人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十分要好，这在当
时是社会所不能容的。不过，作为当代的孩子，我觉得我们
要坚强些，不要像林黛玉那样动不动就暗自垂泪，林黛玉是
《红楼梦》众多人物里我最喜欢的女一号，也是最令人感动
的人物!

《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也闺成
大礼。宝玉的新房和黛玉的病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边悲，
一边喜;一边哭泣，一边欢笑;一边热闹，一边冷清;一边管弦
丝竹闹翻天，一边傀瘣魍魉把魄牵。我读到悲处悲，读到喜
处更悲，给心灵以巨大的的震撼。我恨不得钻到书里，跟宝
玉说一声，那不是黛玉。

我读了《红楼梦》后就非常佩服曹雪芹，他写出这么好的作



品来，能把里面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说明他的写作功底十
分深厚，里面的人物个个好像站在我的眼前，同我说话似的，
让我跟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悲伤，共同成长。我要学习他的
写作的方法，把写文章的基本功打扎实，提高自己的写作水
平。

读后感之红楼梦篇二

红楼梦以一种毁灭的绚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悲剧不可怕，可怕的是，彻头彻尾而无法避免的悲剧。下面
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读红楼梦有感1500字，希望能帮到
大家!

一千个太阳系这样的世界叫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
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而在《红楼梦》曹雪
芹也描绘了一个世界。读完《红楼梦》，不得不佩服曹雪芹
用笔之神，用词之妙，全书中无一词一句是多余，这每一个
词句都在塑造着人物形象，推动着故事情节，使人物性格鲜
明，故事情节曲折。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为主线
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在阅读《红楼
梦》的过程中，对于林黛玉的印象较为深刻。在我看来，我
觉得林黛玉是幸福的，无论怎么样，贾宝玉都只爱她一个人，
而薛宝钗，尽管她费尽心机，仍无法得到贾宝玉的爱。

但是不得不承认，林黛玉的一生是个悲剧，最后，也因病吐
血生亡。曹雪芹在全书一开始就用神话色彩的笔调点明这一
点，而觉得林黛玉她把自己可以拥有的幸福推开了，在书中
的一个地方可以体现，在薛宝钗进府的时候，贾宝玉同林黛
玉等人出门迎接，当贾宝玉看着貌美如花的薛宝钗目瞪口呆
的时候，林黛玉望着贾宝玉一脸不悦，当贾宝玉去拉林黛玉
的手一同上前时，林黛玉却挣开了贾宝玉的手，但林黛玉又



重新握住了她的手，一方面体现了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另
一方面体现了林黛玉对自己的幸福，不去争取而总去推开的。

导致林黛玉推开幸福的有两大原因，第一，她进贾府是由于
母亲死了，父亲也生病了，无人照料，尽管她得到贾母的宠
爱，但在贾府，也是寄人篱下，而且只身一人在贾府，父母
均不在身边，本身就已经使她十分孤独悲伤，而又要寄人篱
下，生活在贾府，她一定十分辛苦;第二，是她的性格，她本
来性格是比较喜欢退让，她无论在交朋友或是争取自己的幸
福上，都不像薛宝钗那么主动，所以她到最后以悲剧告终。

另一个是我印象深刻的是贾宝玉，他对于男女人权平等的思
想和对爱情的坚贞使我尤为感动。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的地
位是低下，而贾宝玉可以算是封建社会里的一盏明灯，照亮
走向光明社会的道路，在贾宝玉摔玉的情节，将他这种思想
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知道林黛玉没有玉的时候，他说了这样
一句话：“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
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另外，
贾宝玉对林黛玉似乎是一见钟情，并在初识的时候就送林黛玉
“颦颦”二字作为表字，在他得知林黛玉因病吐血身亡之后，
悲痛万分，而且在全书许多情节，尽管薛宝钗对他关怀备至，
而林黛玉有时对他冷嘲热讽的，但他始终把林黛玉放在心上，
凡事都为她着想。

《红楼梦》中有许多诗句都美轮美奂，尤其在“贾宝玉神游
太虚境，幻仙曲演红楼梦”一回中正副册上用诗句韵含书中
各个人的一身结局以及那些揭露人物命运的曲词，其中关于
王熙凤的“聪明累”一曲尤为贴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
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个有，
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
梦。忽剌剌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
叹人世，终难定。”很好的揭示出尽管在书中一开始王熙凤
威风不已，但人生安定，她仍逃不过悲惨的命运。



《红楼梦》不愧是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而《红
楼梦》的写成也与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出生
于官宦人家，后家道中落，流落到北京黄叶村定居，在那
里“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下了这部不朽的巨著。

我觉得中国诗词史上有两句诗有难以描摹的霸气，一句是李
太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另一句
是杜子美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巧
合一样同是以“安”字开头“颜”字结尾，它们却各自代表
了中国士人两种境界，出世则旷达不羁、入世则心怀天下。

李唐几百年以后，在清初，有位伟大的作家用他细腻独特的
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他眼中的这两种士人，同时渲染出那个君
主专制达到鼎盛时期的大悲剧。

读尽红楼，只得一世伤。红颜伤逝的背后，便是中国古代士
人们悲剧的写照。

黛玉在大观园中格格不入，可没有人否定她超凡脱俗的才华
谈吐和细腻优雅的生活态度;宝钗在大观园中受到老少妯娌的
喜爱赞美，她有男子都少有的治家能力，她温婉贤淑，她谦
逊怜下，是那个时代女子的典范。如果说黛玉是小家碧玉柔
娟风流，宝钗则是大家闺秀的冷艳风骨，一个细声“嫁与东
风春不管”，一个韵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无论是出世的黛玉还是入世的宝
钗，在这么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时代中，她们都无路可
走，无处可逃。

黛玉隐寓着超凡脱俗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奔波辛劳的徐霞
客，是医者仁心的李时珍，他们有不同于世俗之人的理想抱
负，又或只为自己而活，不理睬世人的目光，甚至不能被世
人所容，但活出了自己的味道，他们的成就也被后世人肯定，
可是他们所生之年，必定不会被大众理解，必定有人笑他们



痴傻，出世者，不被世所容，怎一个孤寂了得。

宝钗隐寓着兢兢业业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鞠躬尽瘁的张居
正，是心忧天下的王安石，他们把社稷乾坤当成自己的归处，
他们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这个天下而活，文死忠谏，武征沙
场，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是，树大招风，那些嫉妒怨恨他们
的人又怎么会少呢，他们用一生之力守护的东西，最终也会
破碎、消融在历史中。

红楼梦以一种毁灭的绚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悲剧不可怕，可怕的是，彻头彻尾而无法避免的悲剧。

林黛玉是天上的飞鸟，命运却把她牢牢锁在海底，要她眼睁
睁地被海底的暗波汹涌吞没，生不逢时不自由，是千万孤高
者的写照，他们明明比时代站得更高，却不得不接受这时代
的潮流;薛宝钗是海底的游鱼，命运却在她有生之年，一点一
点的把她生命中的水抽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千万权谋
者的悲哀，他们真挚的热爱自己的时代，他们为之努力过，
却无力改变，只得消融。

有人说林黛玉尖酸刻薄，有人说薛宝钗圆滑世故，却忘了他
们无法决定自己命运，却忘了只要是人都会有弱点，人们只
记得孤高者不与时同，是怪人，只记得权谋者殚精竭虑，是
奇人，却忘了他们也有弱点。

我们既不是怪人也不是奇人，我们只是常人，曹公用草蛇灰
线温雅绚烂的文字却逼得我们一跳，红楼梦十年而作字字是
血，似乎在提醒我们做一个早就该做的选择，人这一辈子，
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该做一个非常人，做一个凤颜龙骨
的人，哪怕泯灭，也不该浑浑噩噩过一辈子。

红楼梦中不仅隐含了士人们的抱负和追求，还凸显了在那个
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士人们所追求的爱情。
林黛玉之所以在花团锦簇环肥燕瘦的大观园中脱颖而出成为



红楼梦的第一女主角，不是因为她小家碧玉姿态倾城，不是
因为她才情天赋出口成章，甚至不是因为她境界高远令人敬
悟，而是因为她拥有，红楼梦中唯一真挚动人的爱情。而给
她这份殊荣的，正是她的宝哥哥。因为爱，所以结合，是士
人们真挚的所求。

千万人中读红楼梦，读出千万种心得体会，这才是红楼梦魅
力所在。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折射的是整
个时代的兴衰沉浮，你可以从红楼梦中读出人生百态，读出
世态炎凉，但不可遗忘的是，红楼梦在本质上是一部唯美的
爱情，所以，读这样的名作，必定要刻骨铭心深深沉思，但
也未必不可以小儿女情态，默默泪流。

红楼的泪，不仅仅是红颜的泪，亦是士人的泪;红楼的血，不
仅仅是红颜的血，亦是士人的血。大哉，红楼。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沼泥中。

如果说，一个人可以孤僻到毫无言谈者，那一定是妙玉;如果
一个人可以嗜洁到举世皆嫌，那一定也是妙玉;如果，一个人
可以精致到以梅花雪煮茶，那一定是妙玉;如果，一个人可以
挑剔到非奇珍古玩不可，那也一定是妙玉，真若佳人如花，
妙玉一定是生长在孤清悬崖深谷里的幽兰，伴着清冷的下弦
月，自开自谢。无人问津也好，有人寻访也罢，她只是一如
既往地发散着独有的芬芳，哪管世事冷暖!怎能活得如此绝冷，
清高、孤独、骄傲!

她不是四大家族的人，也未嫁入四大家族，然而她的名字清
楚地写在十二金钗中，在王熙凤之前，排到第六。曹雪芹让
她出场的机会甚少，只是这只言片语，她的神情、睿智、气
质却表达的如此清晰，不得不敬佩曹雪芹。史湘云直，妙玉
也震得住贾母，但史湘云的话，是一种畏惧，而妙玉则是一
种窥视。



红楼如此写她“气质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
你道是肉食腥，视绮落俗厌;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孤负了，青灯古殿人将老，可以这，红粉朱楼春色阑!”妙玉，
是出家后的黛玉，妙玉可能是黛玉的另一种命运，妙玉僧不
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她对宝玉的爱，辛苦的爱，
黛玉可以为了很多事吃醋，惟独宝玉去妙玉那取红梅，她很
放心，妙玉的命运与黛玉的命运就是一种不可扭转的、注定
的孽缘。她们如此相像，却又如此的不同。黛玉的清高出自
心灵的洁白，妙玉的清高是自我保护的方式，同是清高，一
个坦白，一个又那样高明。

我恨高鄂之文，侮辱了她的品格，她深于文化修养，心契庄
子之文，联诗才情超众，有人说她是离世的，我不同意，妙
玉或许是仙子般不食人间烟火，但她的内心又未必如此，她
摆脱不掉俗世红尘的困扰，她是矛盾的产物。不会宝钗、袭
人的讨好，她说着难听的话，人人嫌她，她直接，却象孩子
般不懂人情世故，她对宝玉有感情，却又不屑表达，她想装
得再清高些，可仍是个心思细密的女子。这般可爱的妙玉。

一直相信，妙玉和晴雯合在一起就成了黛玉，仔细看来，众
人对妙玉的嫌恶，或许也可以折射出贾府人对黛玉敷衍式
的“疼爱”，宝、黛结下 的一段“佛缘”，妙玉自称“槛外人
“。宝玉繁华看破终步槛外。妙玉身遭大劫终坠槛内，宝玉
与妙玉身份的互调，槛外与槛内的转换，皆是因佛缘而了了
尘缘，去执念，终归佛土。

我希望妙玉能像刘心武说的那样：“一个为了心中的爱情，
那么坚强，那么执着的与当时的所谓的权贵作着抗争，不屈
从于命运而努力着，虽然世难容，但这样的一个女性才是真
正反封建有超前思想的人。”若真是这样，比起黛玉屈从于
命运安排，似乎要强多了。红学研究者普遍认同“虽可爱，
有人嫌”的评价。曹雪芹给妙玉的曲便是“世难容”。世难
容啊。妙玉有着自己的才情，同样有着作为少女的孤独，不
被世人认同，理解。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答案，她自愿生存



在边缘，享受寂寞，又与天，宇宙达到和谐。这是她的尊严。

妙玉跨越了封建，坚持着平等的自由。一直一直坚持着自己，
她的洁白，让纯真可以杀人。

世难容，世难容，多年以后，世能容的下这个孤独灵魂吗?叹
今生，愿来生。“冰雪冷，却欲作销魂!诗歌却，不带累玉笙。
真!真!真!”她就这样一直独自品赏着梅花雪的轻抚和生命的
哀伤。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
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女
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福。
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不
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或许两个人都是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天生就不该相遇，因为
生活不是浪漫，生活会将浪漫消磨得一干二净，最终，红玫
瑰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成了胸口粘着的白米饭。所
以，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时候画上句号，在彼此的心中，留下
幸福的回忆。

可是也许你会说，黛玉死的很悲惨，一点也不浪漫，关于这
点，我是不赞成高鄂的续书的，也许曹雪芹的本意非此，也
许黛玉确实应该泪尽证前缘，这样不是更好吗?她牵挂着宝玉，
用她全部的热情为这一知己痛哭，怀着深深的思念，这样的



死，何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鄂没有这样写，他最终让
黛玉很庸俗的指天愤恨，气极而亡。这不象我们认识的那个
高傲自赏的黛玉，反而象个情场失意的一般女子。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倒前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否则
以她的脆弱，恐怕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宝玉是个纨绔子弟，
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给予黛玉的其实很少，
谈不上保护与安慰，他自己尚且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弱者，所
以在他身边，黛玉是得不到幸福的。

所以能带着回忆离开他，是一种幸福。宝玉自己能给予黛玉
的只是几句好话，他连痴情都谈不上，看看宝钗的下场，不
得不说黛玉是幸福的，当然有人说宝钗需要的只是宝二奶奶
的宝座，她并不在乎宝玉，是这样吗?难道有一个天生喜欢孤
独的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的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何
况所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个问题。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而离开贾府的，否则他不会
娶宝钗。他最终的出世是因为他的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
化，他的象牙塔坍塌了，他终于明白他的斗争，他的思想其
实全部是依附着家庭，他的家倒了，他的一切也完了，什么
思想啊，斗争啊，统统没了，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也许是为
了避祸。

可以试想一下，你能想象黛玉洗手下厨做羹汤的场景吗?穿着
破衣烂裙，甚至是要依靠袭人的救济，然后她当然无法再刻
薄人，说闲话，只能独自垂泪，不关爱情，而是生活。当生
活给宝黛的爱情画上巨大的问号时，黛玉能一如既往的爱着
宝玉吗?我想不会，恐怕是要大水狂淹龙王庙的。然后宝玉最
终受不了家庭的压力，还是一走了之，这是很有可能的，他
没有照顾好宝钗，负担不起生活，同样对于黛玉，他也不过
如此。

另一种可能，万一贾府能重整旗鼓，兰桂齐芳，黛玉和宝玉



依旧过着他们幸福的日子，多少年以后，宝玉也许会突然发
现黛玉皱纹满面，然后会发现身边的袭人竟如同当年的赵姨
娘，然后爱情就在岁月中流逝，然后宝玉会回忆那个珠圆玉
润的宝姐姐。

其实爱情就是很短暂的，至少这横刀截断的爱情给了我们很
多美好的幻想和期待，就象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还记得我最早读到的名着就是世人皆知的《西游记》，那个
降妖除魔的孙悟空，他从不在困难面前低眉折腰，更不向任
何人屈服。我由敬佩孙悟空，转而喜欢名着。不久，我又读
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那里我认
识了保尔?;柯察金，他让我真正理解了“锲而舍之，朽木不
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含义。再后来我见到了《金瓶
梅》，可是我只读到了横溢的物欲肉欲。为此我曾一度的彷
徨迷惘，原来小说竟然也有如此的恶俗。那一段时间，我几
乎对小说产生了怀疑，以致一度不再相信真善美，直到我读
到了《红楼梦》。

《红楼梦》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我为之折服沉迷。那个历来
被人视为圆滑世故工于心计的薛宝钗，即便有许多人称她
为“冷美人”，对她大加讨伐之词，我依然认为她“任是无
情也动人”。

宝钗是个封建社会典型的大家闺秀。她举止端庄，性格稳重，
温柔体贴，而且聪明机智博学多才。她既慷慨大度礼数周全，
又不拘于小节。当王夫人急需二件衣物给投井的自尽丫头金
钏妆裹时，薛宝钗主动拿出自己的两套新裁的衣服以解王夫
人燃眉之急，毫不考虑衣服给死人穿的忌讳。薛蟠从外地带
回一些南方特产，送给薛宝钗，她又将此分送给每一个人，
连赵姨娘都感激不尽，诚可谓礼数周到。在贾府众人(除宝玉
外)的眼里她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少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人说她工于心计。难道说只有厚此薄彼才能显出她待



人真诚吗?我鄙视那些当面把你赞成神，背后把你贬成鬼，斤
斤计较于小事，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媚上欺下的人。

薛宝钗无论是在长辈面前还是在丫头面前都一团和气。这就
无怪乎贾母、王夫人对她青眼有加，袭人、麝月对她敬佩无
比，就连一向心存芥蒂，怀疑她“有心藏奸”的林黛玉也一
度把她当作知己。试想，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讨好长辈，怎
么可能让所有的人都一直对她有额首称赞?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时有还无。即使薛宝钗一直都在作假，如果她永远如
此，那又何妨呢?我们又何必指责她呢?我曾为此痛心疾首，
既为宝钗也为那些本来毫无瑕疵，却因此遭人嫉恨，被批评
得体无完肤的善良的人，因而十分希望世人能多一些客观少
一些偏见。

正如温饱是一种幸福，饥饿的人才能体会;宁静是一种幸福，
喧嚣才能体会;自由是一种幸福，战乱才能体会。也许薛宝钗
的追求只有她才懂。而她那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则让我深深
地敬佩。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她那样为了理想孜孜不倦地去追
求，我坚信“我的未来不是梦”，因此“我认真地过每一分
钟”。

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薛宝钗那雍容大度的笑容。在大观园
那百花摇曳生姿、各尽其美的群芳之中，她顾盼生辉“任是
无情也动人”。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曾说“我独爱莲之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我要说我独爱薛宝钗这在
大厦将倾之际依然追求完美的“冷香”。我因此更爱世界文
化长廊百花摇曳之中那独放异姿的名着。它的语言优美着我
的视觉，它的思想启迪着我的灵魂，它的精神激励着我一步
步走向成功，一点点地体味人生的精彩。

读后感之红楼梦篇三

一样花开到底迟孤标傲世偕谁隐?九月，秋意渐浓。



——题记

有风从墙外自由的天空吹入贾府，那四角的天空，终被风慢
慢吹成了秋天。

风从竹篱吹过，浸入即将盛开的菊花的经脉中，唤醒了枝头
上贮藏了一春一夏的蓓蕾，以常人看不懂、也看不清的方式
缓缓张开慵懒的蕊，清凉的香气，不知不觉在微凉的空气中
弥漫开来。

只不过，会有人看懂，只不过，时间未到罢了。

只好格格不入。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那是个怎样的女子啊。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如玉般纯净无暇。
从小寄人篱下，“风刀霜剑严相逼”，而她只是想与心爱的
人在一起罢了。她那样的孤标傲世，可又有几人懂她?人们常
把女子比作花，却很少把女子比作菊花。的确，那淡泊疏野、
那孤标傲世、那顽强清高的菊，怎会和纤弱的女子联系在一
起呢?千年之前，有一个叫陶渊明的男人，把菊花的魂升华到
了百花之外;千年之后，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林黛玉，用她纤
纤玉手摘下了菊花沉睡千年的魂。花的魂魄和她的灵魂就这
样契合在了一起。因为她本是这样的人啊!

不禁想起爷爷的大书柜。从那里，我翻出了多少书?犹记得那
四本《红楼梦》啊，浅青色的书面、老式的线装本，微微泛
黄的纸，连“梦”字都还是繁体。旧旧的样子，犹如一位在
岁月里模糊了背影的女子。然而，那金陵十二钗却活灵活现
地在纸上浮动了。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哀伤，让我一时
不禁莞尔，一时不禁落泪。在别人大叫读不下去时，我无可
救药地爱上了《红楼梦》，和那个，孤傲脱俗的女子。

会忍不住想象，她在一百多年前某个睡不着的夜晚，怎样的
落寞，怎样的黯然神伤。口齿噙香对月吟。无人懂。



那样的孤独无助，让人不禁隐隐地心疼。在秋后的某个午后，
徘徊在满园清香中，听伶人们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
心乐事谁家院?”偶抬头，迎风一笑，那样的林黛玉一定冷到
了极点，孤到了极致，犹如一枝秋菊俯视那早已成为春泥的
落红。那一刻的清香，逍遥了整个秋天，逍遥了她的一生。

想，潇湘馆那里的竹篱是否日日被黛玉那沉静悠然的喃喃细
语所敲打?黛玉又是否常坐在那石上，看着书，轻念一句“花
落水流红，闲愁万种。”还是，如后人所道，潇湘妃，枉凝
眉，千古红楼梦一回。还是如往常一样，不悲不喜。

或，面对那菊花，轻拢水袖，漫展柔荑，轻捻一朵菊，念道：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到底迟。”

庭院深深，没有回答，只有回音。

读后感之红楼梦篇四

一本红楼梦震撼了千万人，这本惊天巨作是我们四大闻名的
四大名著。很多同学都选择阅读红楼梦陪伴漫长的假期生活。
阅读红楼梦抒发情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写读后感。下面为大家
带来了红楼梦读后感800字赏析。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曲红楼蕴含人间悲欢情愁，
是多少人留下了惋惜之泪。

曾经，我一直认为那富丽堂皇的大观园是温柔的女儿乡，是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而现在重读红楼梦的我知道自己错
了。在那如此富裕的红灯绿酒生活下，竟掩盖了世界如此肮
脏的一面。小说的内容很多，但令我最动容的贾宝玉和林黛
玉那爱情悲剧。

或许吧，林黛玉是有些小肚鸡肠，是有些娇柔做作。但我们
仍从她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她的温柔与多才。我也并不否认薛



宝钗很完美，她的大方，孝敬是书的亮点。但是，她在完美，
也只是封建社会的塑造品，没有自己的思想，如娃娃般只知
道一味的服从长辈的命令。相比之下，叛逆的贾宝玉和孤寂
冷傲的林黛玉却给我另一番体会。

“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也许有人会说花谢是
自然规律，又那样假惺惺的葬花呢?你们不懂，黛玉这是把花
比喻自己，感叹自己会不会这些花一样，等到花期一过，也
会像花儿一样孤零零的落下，没人问?我只能佩服作者了，黛
玉葬花已经暗示了最后她悲惨的结局。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与亲人团聚时的喜悦中，只有黛玉在哪独
自一人伤心。没人会懂她，自从她踏进贾府的那一刻，她必
须小心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或做错
了什么，就会惹来人的嘲笑。寄人篱下久了，使她变成了在
一些人看来小肚鸡肠的样子。

当贾府一片喜气洋洋时，所有人都在为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
事做准备的时候。潇湘竹院却是另一番景象，面色苍白的黛
玉等着贾宝玉的到来，没想到等待的却是心上人要成亲的消
息。哭，恨已经无济于事了，黛玉带着无奈走完了自己的一
生。

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无非只是写了一个三角恋爱的纠葛，但
《红楼梦》也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不知反抗的
观念。·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尤二姐的吞金自杀。。。。。。
都证明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从这本书中，我明白了，我们要有反抗精神。如果当时薛宝
钗不答应嫁给贾宝玉，那故事的结局就不会这样了。所以我
们在现代这个社会，要有反抗精神，不要到以后再后悔!

在上面文章中，我们学大教育专家为大家整理出来了红楼梦
读后感800字。如果你希望抒发自己对阅读红楼梦的情感，就



希望你利用我们的文章写出优美的读后感。

红楼梦读后感1000字(七)

读后感之红楼梦篇五

读罢红楼,心里酸酸的.不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宁二府的家
破人亡红粉丽人的香消玉殒还是投机分子的欺世盗名好像每
种都有一点。但总是觉得那不是全部.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分析,
我豁然开朗,这是嫉妒.我在隐隐之中对宝玉产生了醋意.说来
也真是惭愧,但是有几个男性看到一个纨绔子弟的周围无缘无
故的缠绕着数不胜数的美女而不心酸呢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
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

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
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
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
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 .
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
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
卓尔不群.花前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
崇尚真情真意,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
独放的荷花,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
如碧玉般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
的诗情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
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
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
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
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

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
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



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
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 '天尽头,
何处有香丘',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
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
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不
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的
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亲身
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痛苦.
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不前,这不
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
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还
有要说的就是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了.看到黛玉的郁郁而终,依
然那么难过.可待到读完,听甄世隐说着什么'兰桂齐芳'我不
由黯然.薛宝钗这样的人物,也要像李纨一样,将一生都葬在这
片冷酷的园子里么面对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男人,管他什么金
玉良缘,她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根本不用问就知道,是
包二奶奶的宝座。

可是我又不禁反问,难道世上真的有喜欢孤独的女人我一直都
觉得她是一个既冷酷又自私的人.可是现在,我竟然不由不同
情她了.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也许比林黛玉的更令人叹惋.
她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爱情的灌溉,而是自由! 薛宝钗家境富足,
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的教育.贾母总是夸
她'沉静宽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被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是
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应形于颜色,否则就是'不
尊重.'综观全书她的举止,几乎从未超出这些束缚.只有一次
宝玉将她比做杨妃令她大怒,可也只是冷冷的用一句话反讽过
去.其实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
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
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
意的爱情,更不敢勇敢地追求爱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
而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



情而是'举案齐眉'的尊重.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
生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觉的麻木着.。

她的作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
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
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
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
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端庄淑
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样希
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痴傻
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诉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泪接
受.直到最后宝玉出家,她的悲剧达到高潮.即使在这时,她依
然是不能由着本性而为的。

王夫人说'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
我,这是真真难得的!'可想想宝钗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
想起自己的一生将如何结束,她的痛苦其实并不在黛玉焚稿之
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制着,这是她的'尊重'! 与林相比,她的
一生也许更为可悲,林至少还追求了自己的幸福,而且得到了
一份真诚的感情,最终一死解脱了所有的痛苦.

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一生,也
只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刀一点一点割掉生命吧!'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 金簪雪里埋' 这几句判词,注定了
薛是红楼数场悲剧中的一个.对于她的一生,作者曹雪芹应该
也是叹惋的吧!纵观红楼梦,这块石头沾染的胭脂味还真不少.
爱情的产生有一千种开始,但结局却只有两个,而是曹雪琴的
高妙之处就在于,爱情的产生有一千种开始,结局去都是红颜
易老,人去楼空.说老实话,我真有点幸灾乐祸了.但是反过来
想一想,这又是一部悲剧,我细读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大凡流传
下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悲剧.从卡西莫多到宝玉,从羊脂球
到阿q,以致于今日泰坦尼克中的杰克和露丝,都是悲剧人物.
正义战胜邪恶只能在动画片中存在,没有哪朝哪代的赞歌流传
下来.特别是中国的《水浒》,《三国》,《红楼》都遵循着开



业艰难后,强劲攀升,接着平稳走势,最后直线下跌的原则。

这又恰与工商管理硕士mba教程中所描述的一般产品发展规
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的规律又仿
佛与此紧密相连.一种文明当其跃上顶峰就必将走向衰亡.的
确,照现在的环境发展,人类终究有个尽头,难道这是宇宙亘古
不变的定理吗 难道这是继柏拉图哲学中'事物模样的精神模
式或抽象模式一定'理论之后,又一种新模式 那么如此说来,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的爱情 ,是真正的空中楼阁,遥不可
及,幸灾乐祸之后,就剩下独自悔过了,呵呵,年长的老师曾经
说过,人生就是偶然的堆积.我们所追求的不一定是我们可以
真正得到的,所以,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凭生'生活态度真是
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红楼梦读后感1000字(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