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高中读后感(通用8
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微风起，轻酝酿，谁为之洒泪;

奈何天，伤怀日，谁为之埋葬;

水中月，镜中花，谁为之了却。

明是满纸荒.唐言，却藏把辛酸泪。

——题记

那年人间，好不热闹，风起风落，门庭若市的贾府之中，来
了不少女子，偌大的贾府之中，多了一丝灵动，是是非非便
开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以及那一抹悲哀。

芙蓉泪

还记得宝哥哥说，女人是水做的，你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一
泉清流。你是那一泉活水，流入了这贾府。初见，你黛眉轻
皱，一双杏眼掩不住风波，青丝垂鬓，好似水出芙蓉。那一
天，你迷晃人眼，晃走了你宝哥哥的心。你一生多泪，那泪，
诉说着你悲苦的一生;那泪，你又给了你挚爱的宝哥哥，一生



一世，你不曾遗忘，也不曾拥有。还记得，你在那沁芳闸边，
拔弄芊芊细手，埋葬着那片片落红，也埋葬着自己的真
心。“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在水边你吟出
了自己的心声;“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在水
边你看透了自己的末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
知”，在水边你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也许不是不曾喜欢，而
是不能相爱，世间至苦，莫过于此，此生的到来，不过是为
了让你看透世间的污浊。你是芙蓉，宛在水中的芙蓉，聘聘
婷婷，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可怜你洗了一
身的清洁，换来了一世的灵动，却在你宝哥哥迎娶娇美娘的
时候，你落下你最后的泪，回到了你的仙境。你知道，你一
生的落泪，只是为了还当年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也罢，就
这芙蓉泪，你拿去吧。

梅花染

在这胭脂缭乱的大观园内，你如那靓艳寒香的梅花，静静地
开放着。大观园的花花世界，对于你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
烟。从来没有人见过你眼中的泪光，是因为金钗步摇换做了
拂尘吗?花花世界之中，你执着的追求那一方一尘不染的清净
之地，忘了凡尘，成为了自己的“栏外人”。青灯古殿，你
日日与古佛相伴，时光渐去，唯有佛经记下了你的虔诚，你
凌霜傲雪，保持那-份属于自己的淡宁。读尽诗书，气质美如
兰，才华馥比仙，却难守自己的清白。“好一似，无瑕白玉
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可笑，自己一生傲视凡
尘，到头来，却被贼人掳走，也许这都是命吧。白雪飘零，
点红成梅，“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
尘肮脏违心愿。”你与诗书佛经相伴一生，为何迎不来自己
的幸福?煮一盏温暖的香茗，旧年时的故事，就像那清澈的泪，
遗落在不曾记起的地方，淡淡的禅机之中，隐隐是落寞的苦
涩。拾级而上，栊翠庵外的石阶早已长满了青苔，长亭步廊，
也不见当年之净。而你，却忘了回归。佛像早已蛛网四布，
木鱼也早已沉默，佛经再也悟不出丝丝禅机。可能，自是来
于红尘，而归于红尘，可能这也是一种圆满吧。



牡丹情

芳华尽谢，唯有你，依旧等候着属于自己的情。冷香丸的清
芳让人着迷，哥哥的不务正业，让你不得不绽开笑颜，款移
莲步，做别人的大家闺秀。你不爱花不爱粉，你只是想平平
淡淡的，却不得不步步为营。杨妃戏彩蝶，背后亦是孤独的，
可能，没有人真的懂你“任是无情也动人”。人人都说你配
牡丹也是绝配。是啊，群芳之冠，也为你最为动人吧。你也
是爱宝哥哥，和颦儿的爱比起，你的爱更为小心翼翼而又步
履如冰，你把自己的感情掩藏到极致。在这大观园内，你只
有静静望着他，渴望着他那一丝丝的心动，但终是无望守候。
你“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比
起黛玉风露清愁的出水芙蓉，你的美是实实在在的，让人触
手而即。可怜你嫁入府中，却赢不来心爱之人的一片真心，
等来的只是宝哥哥弃尘出家的消息。泪，在那刹那芳华落了
下来，每一滴泪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你的真情，是爱，还
是痴。你终于知晓，原来自己的婚事，竟是这般无赖，也罢
也罢，就让这随风而去了吧。

花魂竟去，独留贾府在人间矗立;掩卷沉思，红楼儿女的梦成
就了最美的篇章，里面亦是孤独的痴情。仰天长啸，谁奈我
何，只愿下一世，你我都不再孤独。

爱，是一座城，

你我都是在城中的人，

只是，你我都爱得太深，爱得太痴。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p



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与宝玉有着“金玉良缘”之称的宝钗为人处世方面磊磊落落，
想看宝玉的玉便直言不讳的提出来，并拿出自己的金锁与宝
玉交流。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也成为
今天流传的话语。虽然后人有很多都批判宝钗有心计没有人
情。但我觉得她至少为了爱与自己争取过，虽然方式不对，
但也没有伤害太多的人。

第九回的花袭人劝宝玉努力学识，孝敬父母，还真是让我很
感动的。她从小在宝玉的身边长大懂得宝玉的性格与心理。
这在古代很少有女性能如此贤明且贤惠的。这方面也看出了
宝玉性格的活泼调皮，不像封建势力低头，坚持做自己所喜
欢的事情。同时在文章里的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宝玉的聪灵觉
悟。

p

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我们在里面不仅能看
到作者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形成和破灭过程，更能在字里行间
体会到几千年来积淀在古人心中的审美意识。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分享的红楼梦高中读后感400字，欢迎阅读参考。

一番相思，两处闲愁，千言万语道不尽古往今来痴儿怨女。
红尘过往亦只是南柯一梦，过尽千帆，亦难逃香消玉殒。

读《红楼梦》时，不喜欢黛玉梨花带雨的姿态；不喜欢熙凤
的泼辣刁钻，可以说对《红楼梦》中的大部分角色都甚欣赏，
他们亦刻薄，亦狠毒，亦阴险，工于心计，不惹人怜。独有
一人，她勇敢，不屈——她就是晴雯。但她却偏偏活在书里，
终其一生演绎了场并不华丽的悲剧。



晴雯的出现，必定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因为她就是另一个黛
玉。作者用一个黛玉横死街头的悲惨下场，预示了宝黛之间
悲惨的结局。晴雯身世凄惨，却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
得到了主人的赏识，并且依旧保留着自己纯真的本心，一如
对袭人的态度，一如对坠儿的惩罚，虽脾气火辣却天性使然，
但正是她的纯真天性，才导致其最后的悲凉。

宝玉也是如同深爱着黛玉一般深爱着晴雯的，否则宝玉不会
同一个奴才的奴才那般要好，也不会在一个下人病倒的时候
心急如焚。晴雯也同样深爱宝玉，否则也不会在病重时依旧
拼尽最后一丝气力也要补好对于宝玉极其重要的雀金裘。鲁
迅先生说过：“所谓悲剧不过是把人认为美好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而此时的晴雯恰好充当着“美好的东西”。这样
看来，晴雯之死便是必然了。

话说当时贾母带了刘姥姥来至栊翠庵，妙玉接了进去并为贾
母斟了老君眉，贾母递与刘姥姥品尝，刘姥姥的一句“好是
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惹的众人哄笑。其后妙玉
在和宝玉、黛玉、宝钗一起喝茶的时候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其言：“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
骡了”，可见妙玉确实懂得品茶之道。从美学角度而
言，“解渴”源于我们的生理需要，此时对外界的判断还建
立在实用功利之上，而审美是远离这些利害计较的；后面
的“饮牛饮骡”更是这种束缚的极限描述，完全被肉身功利
所局限，根本无“美”可言了。

只有摆脱外在功利束缚，回归初心，在祥和的心境中安宁地
去把自我身心融入一杯暖茶，细细的回味那淡淡的清香，恰
似回望人的生命，绚烂光华总是短暂的，只有内心温暖的安
宁祥和才是永恒，这即是超越的美学。茶中上品总会让我们
在灵魂深处获得许多精神慰藉，因而品茶也就成了历来文人
的一件生活雅事。



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国人对它的熟知度很高，几
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几句红楼中的词句和故事章节，读完红楼
梦，要怎么写一篇红楼梦读后感呢？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
写“红楼梦读后感600字高中”，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
供大家写文参考！

《红楼梦》讲述的是因皇亲而荣华富贵的贾府逐渐走向没落，
最后因家庭成员获罪被抄家，终于繁华成空的悲剧故事。
《红楼梦》里，有精明泼辣、圆滑狠毒的王熙凤，多愁善感、
才思敏捷的林黛玉，叛逆多情、贪玩厌学的贾宝玉……而我
也是众多痴人中的一个，也曾偷偷地为宝黛抹了不少眼泪，
暗恨自己不在小说的章节中，不能帮他们一把。有时会为了
它坐在角落里暗自伤神，因为，大观园里有在我心中留下抹
不去痕迹的人。

此人便是林黛玉，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黛玉是美的。她原是三生河畔的一株仙草，集天地之灵气，
下世为人，故，她是有灵性的，她的诗也是有灵性的。然而，
她的身世却让她的性格十分敏感，有些偏颇，旁人叹她尖刻，
而我却觉得恰是如此，她才能诗风玉琢，因为敏感是诗人的
神经。“质本洁来还洁去”道尽心中无限事，在我心中，她
是纤尘不染的仙子。

当读到《葬花吟》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时，我似乎看见花一朵一朵地凋谢了，花瓣随风满天飞舞，
花儿那曾经的清香，也没有了。可是谁会来怜惜它们呢?只有
孤单瘦弱的林黛玉!但是当林黛玉也香消玉殒时，还有谁会来
怜惜花儿，有谁会来想念可怜的她呢?难怪她要发出“一朝春
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慨!当林黛玉听说宝玉和宝
钗成亲，她的病情恶化，奄奄一息，上气不接下气时，她把
自己最心爱的诗稿、手绢和着自己的泪、自己的血都烧光时，



真让人潸然泪下!她烧的岂只是诗稿，而是她所有的寄托!她
的灵魂!

看完书，掩卷思考。我觉得宝玉和黛玉悲剧式的结果，让我
感怀不已。一部红楼梦，它是声声控诉，封建思想毁了多少
有情之人。可冷静思考，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他们，结果自然
是注定的。想到自己，成长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美好新社会里，
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和谐大家庭里，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
机会，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放飞自
己的梦想。

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是一本很难读懂的小说。曹雪芹说他的红楼梦是：“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不仅
是这本书的命，也告诉我们，这部作品具有十分深的意味。
读这本书要细细读，慢慢品。

《红楼梦》写的是书中三个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
钗三角恋爱。我们能够看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我
们也能看到四大家著有兴旺到衰亡的命运。

作者在这本书里，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各种行行色色的
人物形象。

或许，人生是如诗一般的美好;或许，人生是跌宕起伏一般的
有悲有喜;或许，人生如戏剧一般精彩;如曹雪芹笔下《红楼
梦》一般，演绎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让人荡气回
肠。

对于人生的理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借贾府往事一一
列举在读者眼前。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一生历
尽沧桑，就因如此，才写出了传唱千古，震慑人心的《红楼
梦》。以《红楼梦》把中国古典小说推上了顶峰，给我们讲
述了贾府从繁荣昌盛到抄家破亡的故事，从而又写出贾宝玉



与林黛玉的凄婉爱恋，把人生旅途中酸甜苦辣，变幻万千都
跃然纸上。

正是因为《红楼梦》这般精彩，所以让我们对人生有更多了
体会，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更深的了解。

我们的人生，正是如诗如歌般的岁月，有过开心的笑容，有
过伤心地泪水，有过真心的悔责…谁都有过失败，曹雪芹笔
下的宁国公也如同所说。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部多姿多彩
的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只不过作者是我们自己罢
了。人生如戏，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人生像一场
旅途，正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说过：“上人生的旅途吧，
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前面才有路。”
对啊，虽然有难关，但不怕的人才能挺过去。《红楼梦》中，
钟鸣鼎食的宁荣府，最终也一蹶不振。人生几何，何必留恋
人世繁华，不如努力拼一生，潇洒走一回。以免来去匆匆，
白白流逝人生时光!想必这正是《红楼梦》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读完《红楼梦》这部历史名著，我对人生的感悟有了更多，
正因为有了这些让人震撼内心的经典名著，才会让这华彩美
文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想必经典诵读
已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咱们国家这些古典文学，也让
人为之赞叹，耳熟能样的四大名著，四书五经…都在人生长
河里，如宝石般栩栩生辉，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远行在如
戏般的道路上。

人生如戏。曾几何时，那些古时的文学大师们，把满腔热血，
把人生感触以各种形式呈现在我们跟前，名著让人慢慢感悟，
经典让人回望过去…就让我们在如戏般的人生中，尽情感受
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

自从在电视上看了《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我就被它深深的吸
引住了。剧情也是非常的精彩!



且还大胆地控诉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和堕落，指出他们的
种.种虚伪、欺诈、贪婪、腐朽和罪恶。它不单指出这一家族
的必然崩溃和死亡，同时也暗示了这一家族所属的阶级和社
会的必然崩溃和死亡。

曹雪芹笔下所创造和热爱的主人公是那些敢于反判那个垂死
的封建贵族的逆子;所同情怜惜的是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
者;所批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和不合理的社会制
度。

一边是木石前盟，一边又是金玉姻缘。一边是封建社会下必
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是心驰神往的自由之身。曹雪芹笔
下的《红楼梦》为我们展现了这场无声的较量。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爱情故事浓缩了这场较量的全部硝烟，
“因为和尚的一句话使黛玉和宝玉无法在一起”，在面对封
建礼教下的种.种迫害和冷漠，甚至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质
本洁的追求始终不弃。

我们感叹贾、林两人爱情的悲剧的时候，看到了造成悲剧的
一个重要因素：林黛玉的清高的个性，她的个性与当时的世
俗格格不入，无法与社会“融合”，她的自卑情结正是她自
尊的体现，也是她悲剧的开始。

“假假真真”，让人琢磨不透《红楼梦》中的一切，林黛玉
作为灵魂人物，她与常人不同，她就是她，一丛清高孤傲的、
孤芳自赏的空谷幽兰。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是命运所赐，也以
此写成了她的命运。

《红楼梦》博大精深，常读常新，人人有感，次次有悟才是
它的不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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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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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消香断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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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把责任归到万恶的封建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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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有这样一种魅力：让悲伤慢慢侵入内心，即使在
读过很久之后，也常常为这场大悲剧而愁绪万千。

林黛玉是一个向往自由，反抗封建社会的才女。可是她的命
运可以用＂凄惨＂形容！

《红豆词》中唱到＂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
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
不下玉粒金樽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
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
悠悠。今日一曲相思红豆，不为你们那个消瘦，年少轻狂为
你谱的新愁，他日你们还记的否，痴情笑我爱强说愁，蓦然
回首春华已过，才子佳人神话代代依旧，菱花镜里白了多少
少年头。

喔……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让人哀叹！

黛玉葬花，吟到：＂“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怜？”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
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把花



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捧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
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
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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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向往自由，却无人能懂！惟独宝玉了解她！然而宝玉在
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下，离黛玉越来越远！

黛玉伤心欲绝，直至最后病危，惋惜叹曰：“天尽头！何处
有香丘？＂

黛玉的凄惨命运，如她诗中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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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玉的爱情悲剧，一番凉意涌上心头！

红楼梦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一部含笑的悲剧，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
的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统治阶级进行
了有力的批判。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红楼梦优秀读后感
高中1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屹立在我国古代小说巅峰。”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娴静犹如花照水，
行动好比风拂柳。“这首歌似乎还萦绕耳畔!

《红楼梦》讲述的是因皇亲而荣华富贵的贾府逐渐走向没落，
最后因家庭成员获罪被抄家，终于繁华成空的悲剧故事。
《红楼梦》里，有精明泼辣、圆滑狠毒的王熙凤，多愁善感、



才思敏捷的林黛玉，叛逆多情、贪玩厌学的贾宝玉……我觉
得最有趣的当数心地善良、老于世故的刘姥姥。刘姥姥二进
贾府时，为了取悦贾母，在宴席上故意出丑，鼓着腮帮子幽
默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
头!“哄得众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

《红楼梦》中最令人悲伤的情景莫过于黛玉葬花和焚稿。

当读到《葬花吟》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怜?“时，我似乎看见花一朵一朵地凋谢了，花瓣随风满天飞
舞，花儿那曾经的清香，也没有了。可是谁会来怜惜它们呢?
只有孤单瘦弱的林黛玉!但是当林黛玉也香消玉殒时，还有谁
会来怜惜花儿，有谁会来想念可怜的她呢?难怪她要发出”一
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慨!当林黛玉听说宝玉
和宝钗成亲，她的病情恶化，奄奄一息，上气不接下气时，
她把自己最心爱的诗稿、手绢和着自己的泪、自己的血都烧
光时，真让人潸然泪下!她烧的岂只是诗稿，而是她所有的寄
托!她的灵魂!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
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
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
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的真实写照。

有人把莎士比亚比作高山，我认为曹雪芹是一个大海。山再
高，终有人可以登上它的顶峰，而大海，要想探究她的深底，
却非常之难。“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
解其中味!”曹雪芹在写这部书时，用了“谐音寓意”的手法，
他把贾家四姐妹命名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这是
谐“原应叹息”的音;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让
他饮的茶“千红一窟”，是“千红一哭”的谐音，又让他
饮“万艳同杯”的酒，这酒名是“万艳同悲”的谐音，这样
的手法几乎贯穿了全书。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黛玉低吟着的悲凉
试句一直被古往今来的独孤人士吟唱至今，这句诗出自曹雪
芹的手笔，似乎也暗示着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悲凉结局和它之
中蕴涵着的封建社会独有的苍凉和无奈。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巨大的，这首先体现在典型形
象的塑造上，它探索到人物灵魂的深处，描写了不同人物的
精神面貌，塑造出不同的典型。这一大群性格鲜明，有血有
肉，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道瑰丽的艺
术画廊。在这一人物群中，不仅有大家闺秀，豪门公子如主
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

《红楼梦》中除了众多的人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还
有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他没有明说，但通过这成
百的众多人物的神志，语言，动作，心理活动表现的惟妙惟
肖，一个庞大的繁荣的贵族大家庭，到后来的家破人亡妻离
子散的下场，我们不难看出封建资本家的腐败无能以及封建
社会的黑暗和不长久，文中描述了如林黛玉，贾宝玉………
这样的“叛逆者”的形象，他们的爱情没有结果，甚至可以
说凄惨，但他们代表的是新生命，敢同顽固势力作斗争的新
主派代表，我们都江堰市知道林黛玉的眼泪，但也知道她的
尖酸刻薄以至使别人都嘲笑她挖苦她，我们也知道贾宝
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须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哪管世
人誹謗”纨绔子弟的形象，他们鲜明的人物性格也使黑暗中
有了一丝亮光，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述上
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
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
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
向崩溃的真实写照。

独对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有独钟。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不少。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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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
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红楼梦》巨大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写出了贾宝玉和林黛
玉的爱情悲剧，更在于它以这个爱情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
时具有代表性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向腐朽的
封建制度敲响了沉沉暮鼓。同时，小说通过对封建叛逆者的
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思想，也敲响了新世纪到来的晨钟。



在中国文学，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爱情悲
剧写得既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揭示出它的
社会根源，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深刻有力的批评。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随着宝玉了却尘缘，红楼一梦终于归结。也许是由于阅历过
浅，在这一部绵长细腻的经典面前，我竟有些哑言，如同涓
涓溪流无意间初入大海，《红楼梦》那高不可攀的艺术性与
思想性，即便是在世界文学作品中，也理应首屈一指。

这些的确是读过《红楼梦》之后应有的共识，但从那些华美
传神的文字背后，我读出的则大多是曹雪芹对后人的谆谆教
诲。

每每读到贾府丰裕的家产，诸如黄金几千两，白银几千两，
绸缎多少匹，总会隐隐担心，如此富贵的家族到底能不能成
功地延续下去，毕竟“富不过三代”的定律似乎很少被打破。
果不其然，贾府中鲜见勤奋的身影，大多是笙歌不断，鼓乐
不休，结果难逃败落凋敝的命运。这不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另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曾经活
跃于历史风烟中的那一群五陵少年。他们多是皇亲国戚的后
代，大富大贵，衣食无忧，不必考虑学业，不必操劳生计，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让他们变得百无聊赖。为了打发难
以消磨的时光，他们互相攀比，互相炫富，为非作歹，花天
酒地，结果如何?终被世人遗弃，被历史遗忘。现今中国人常
怀着一种暴富的心态，各式各样的奢侈品难以满足其欲千金
散尽的胸怀，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风气正逐渐蔓延至年轻一
代的学生身上，并且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不难想象，这种无
节制的享受最终将演变成国民性，让整个中华民族都失去前
进的欲望，更难以完成复兴的使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巴
西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尚能引发美国一场龙卷风，一代一代的
“耳濡目染”又何尝不会酿成不堪的悲剧!我不愿再进行痛斥，
柏杨先生早已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唯愿独修其身，却又
不忍责任的折磨。整个社会的大风气，早已不是你我能够左



右的了，保持住内心的一方净土，是周国平先生、余秋雨先
生、王蒙先生等，以及所有有良知的读书人的心愿。我愿做
这样的践行者，践行着心中永远简朴安静的生活，践行着美
好的祈愿。想必曹雪芹先生也是这个意思，字里行间，他仿
佛在对我们说，一切繁华都是红楼一梦，何苦为儿女情长苦
苦纠缠，何苦为人情世故操劳奔波，何苦为琐屑小事争喋不
休，何苦为追求金钱呕心沥血，何苦徒增无尽烦恼。心安即
是归处。

虽然《红楼梦》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真是把“人”写绝
了：人的美好，人的智慧，人的劣性，人的悲哀。读这样的
作品，我们便懂得了自己，懂得了我们的家庭，懂得了我们
的民族国家。向曹雪芹先生致敬，正因有了他，荣辱兴衰、
人性冷暖尽收眼底。向那些努力修行品德的志士致敬，英雄
造时势，唯愿不再是个传说。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围绕事关
贾府家事利益的贾宝玉人生道路而展开的一场封建道路与叛
逆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为情节主线，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叛
逆者的悲剧为主要内容，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没
落过程的生动描述，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种种黑
暗和腐朽，进一步指出了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运终权尽”的
末世，并走向覆灭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地，生动
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全
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
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小说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
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
剧。如贾宝玉，林黛玉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
雯补裘，宝琴立雪，黛玉焚稿等等，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如林黛玉飘然的身影，诗化的眉眼，智慧的神情，深意的微



笑，动人的低泣，脱俗的情趣，潇洒的文采……这一切，都
是作者凭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艺术素养培育出来的，
从而使她在十二钗的群芳中始终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
韵味，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
读来犹如作品中的人物同生活中的人物一样真实可信，《红
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
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
说不得庸俗平凡”，令人徒加评论。不仅贾宝玉，林黛玉这
对寄托了作者人格美，精神美，理想美的主人公是如此，甚
至连王熙凤这样恶名昭着的人物，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
坏”，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可爱”，从而表现
出种种矛盾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格“迷人的真实”。

红楼梦读后感篇七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
述上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
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
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
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有
以神话故事中的女娲为开头引出这一故事——石头记。有以甄
(真)隐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又一个国度——英国。她诞生了一位伟大
的、杰出的、有天赋的，剧作家他就是莎士比亚。他用他毕
生的经历发扬了本国的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那时
一个民族，他那时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己、
充实着自己。正如莎士比亚与戏剧的微妙关系一样，曹雪芹
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与
其说他是异步伟大的巨著，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说那
是写贵族的生活，不如说是当时时局的真实写照。从一点点



的细节来讲，那种语言的魅力体现出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
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一张一弛。一丝一毫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点，可以说那种语
言的叙述找不出一丝破绽。而从中又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发展
的问题，具体的症结，具体的民生国计，无不与此相关联。
这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史书。

前面说都是前八十回，而后四十回我认为恰恰相反。从中有
许多的破绽，例如贾宝玉在前八十回的一回中已经暗示到其
是一悲剧人物，而到高鄂的笔下它又成了一个乐于学习又参
加考试而考取举人，从一个顽童到一个好学之人，这中间几
乎没有什么衔接，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而且在最后又丢下
已经怀孕的宝钗出家为僧。而且据说高鄂是因为一个上任的
资助，取续写红楼的，我认为一个初衷就不那么纯洁的人，
并且也没有理解到曹雪芹的写的《红楼梦》。是无法写好的。
再说想象曹雪芹一样的来刻画人物是非常难的，不是容易达
到的。我看到不如留下这四十回不写，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还是挺美好的。

警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
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干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
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
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
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它乡是故乡;甚荒.唐，到
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