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第三回读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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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红楼梦第三回读后感篇一

红楼一梦，一品便是百年。如同佳酿，历经岁月的发酵，愈
显醇香。可是三生石畔那灌愁海水增了韵味，还是悼红轩中
那辛酸之泪添了离殇。

鲁迅曾如此评价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将自己的血肉，
都研碎在蘸笔的墨砚里。呕心沥血，惨淡经营，方才酿出这
既醇厚又清洌的奇酿美酒，以飨后人芸生各自悲喜。

我本是一个不喜悲剧的人，读书必要知道结局美好才肯开始，
唯红楼例外，明知宝黛悲剧已成定局，却还是将书稿一读再
读，电子书、纸质版甚至是繁体字脂评本反反复复读了不下
五遍。初识红楼，不过是初中的一节语文课，老师为讲解四
大名著泛泛而谈，当初吸引我的，却是那些诗词，辞藻华丽，
又不是简单的堆砌，字字珠玑，每一首词，都有它自己的故
事，每一首诗，也有其独特的寓意。它们，都是作者内心的
写照。全书以曹公之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评价宝玉的那两阙《西江月》，
更是令我诧异，古往今来，哪一个作者不是将人世间所有美
好献给自己的主人公，曹公却以贬笔写宝玉，将其批得体无
完肤，通篇读来，却不由得佩服曹公的智慧，以贬写褒，何
等无奈之举，却又是何等的荡气回肠。黛玉之诗，总有那止



不住的泪水，化不开的忧愁，那怪宝玉会对薛宝琴说，“这
是林妹妹作的，你不会有如此的忧愁”，许是木石前盟还泪
报恩，只有宝玉会如此知黛玉之愁。

后人观之红楼，大多认为是曹公自身经历的写照，荣宁二府
乃至大观园，更像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贾母是整个贾府的实
际掌权者，她从重孙媳妇做到有重孙媳妇，有后人说她是受
封建毒害最深的一位，在我看来，贾母也定然是一个厉害的
角色，支撑如此大的一个家，着实不易，封建桎梏，不知年
轻时的她是否反抗过，但，年年岁岁的光阴，早已磨平了她
的棱角，在尔虞我诈中，学会了如何保住自己的利益，她所
能做的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下一代子女。第五回中，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可谓将诗词功夫显
现到了极致，众人的命运，全被写入这词曲之中，我们在为
万艳同悲时，也不禁暗暗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叫绝。黛玉
的五美绝，更是为这部奇书填了些许悲凉味道。而广为后人
所知的《葬花吟》，又何尝不是黛玉自己身世的写照，“一
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从小寄人篱下，年少的
她似乎有着不合乎年纪的敏感与成熟，步步留心，时时在意，
怎不生的“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如今葬花
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宝玉成亲，黛玉却在笙箫喜竹
声中凄凉而去，也怨不得“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
相思地”，虽是生不同人，死不同鬼，但离开这个世界之时，
爱人却娶他人为妻，纵然孤标傲世，纵然还尽一生的泪，了
却上一世的心愿，今生，还是到底意难平吧;“天尽头，何处
有香丘”，洁如黛玉，即使是落花，也将其埋葬，舍不得半
点玷污，更何况是那“质本洁来还洁去”绛珠仙草，只可惜，
世间早已污浊不堪，或许，只有那离恨天、灌愁海，才是最
终归宿吧。

宝黛是整部红楼一梦的主人公，他们的爱情，让人可悲可叹，
都说黛玉爱使小性儿，宝黛之间更是悲喜相间，殊不知，正
是这一悲一喜又一悲，早已将缘分融入了一辈一夕又一辈。
古往今来，总有人讨论宝黛钗三人的爱恨纠葛，但是于全书



中，我却并未感受到宝玉对宝钗的男女之情。许是宝黛爱情
悲剧的抑郁，最开始读红楼梦时，我很不喜欢宝钗这个角色，
甚至是带着敌意的，如同现代偶像剧中邪恶的女二一样，但
是这么多遍书读下来，在前八十回中，我并未感受到宝钗对
宝玉的爱情，许是大家闺秀的品格，她学会了接受，接受父
母安排的生活、姻缘甚至命运，可宝玉又是一个最讨厌规矩
的人，这样的爱情，本不可能有结果，强行骗来的终身托付，
也只能是青春的坟墓了吧。或许，家教的要求，她对谁都是
那样大方得体，不肯轻易将情感流露，所以，于宝玉，我并
未感受到那份炽热的爱。反而黛玉，总会有情人间的真情流
露，如若情侣间如宝钗般相敬如宾，那则样的生活，该是何
等乏味。有人曾做过调查，宝钗是男人最想娶的女子类型，
她温顺聪慧识大体，这样的日子或许舒心，但这只是日子，
谈不上生活。

红楼梦第三回读后感篇二

情因相爱反相伤，何事人多不揣量。黛玉徘徊还自苦，莲羡
甘受使儿枉。

黛玉等别人一批一批的先看过宝玉，自己再去探望，不去和
他们凑热闹，就在那里站着，仿佛忘记了时间。黛玉敏感到
令人崩溃，一个宝玉都不够哄的。

黛玉在潇湘馆，每每黯然神伤，不然鹦鹉怎么会的“花落人
亡两不知”。原是黛玉泣泪而成的诗句，以这样一种戏剧的
形式展现出来。

宝钗是忍受了多大的痛苦，难以想象。宝钗原来的心思就是



让哥哥别再和那些酒肉朋友一起玩了，认了错，承诺以后安
分守己，就给个台阶下。薛蟠总是想着做些什么来补偿妹妹，
“没事找事”，可是宝钗没什么需要的。

宝玉想吃的，并不用什么名贵的食材，只是做工精细，过程
繁复。富贵人家吃的精致，并不是山珍海味的。这些模具只
用过一次，凤姐不记得也是正常。只给宝玉做，就用分配给
宝玉的体己，若是大家吃，这个钱就得另外的人出。

贾母在凤姐这个年纪的时候，比凤姐更为精明能干。贾家到
如今的程度，贾母功不可没。

凤姐会说话，是懂得猜人家的心思，知道怎么逗笑开心。黛
玉的会说话，不留情面，锋芒毕露，比起其他小姐会说话罢
了。宝钗是虚怀若谷，她的会说话显露的没凤姐黛玉明显，
但是贾母看得出来。

吃饭的细节再次展露贵族礼教，位次怎么安排、筷子怎么摆
等等，都是有规矩的。

莺儿是宝钗手下训练出来的，恪守规矩。宝玉完全没有主子
的姿态，也是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下人喜欢他。还好袭人
有眼色，不让莺儿尴尬。

门当户对是极为重要的。现在虽说自由，但是价值观相当还
是需要门当户对的基础。

那些汤就打了，好可惜啊，专为宝玉准备的，他也就只喝了
两口。

宝玉看龄官地上写字，当时有其他人在场吗，就算有，一定
很少，毕竟是下雨了。两个婆子是外人，应该是听人说些闲
话，就知道了这件事。再次印证贾府没有秘密。宝玉在外人
眼中的形象就是呆头呆脑的。



颜色搭配的美学。红黑配色我比较喜欢。葱绿柳黄，是很清
新、舒爽的色彩。

蒙府侧批：闺房闲话，着实幽韵

莺儿可能会暴露宝钗的一些想法，虽然是说宝钗的好。如果
了告诉宝玉，差不多就是告诉了贾府所有的人，别人知道的
多了，对自己并不是好事情。宝钗进门，我觉得不是偶然的。

王夫人给袭人加菜，她重视袭人，基本上认定了是宝玉的妾。
宝钗一眼就看出来了，或者是早有耳闻，所以说出那样的话。

事事想着黛玉，我愿意为你，至情，无可比拟。

 

红楼梦第三回读后感篇三

说到《红楼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红楼梦》是我国古
代四大名著之一，其原名《石头记》，全书由贾宝玉，林黛
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为线索，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
为轴线，浓缩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内容。

《红楼梦》的开卷诗让我印象最为深刻：“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两句诗，把作者曹雪
芹的情感挥发得淋漓尽致，那句“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更是颇为耐人寻味，真不愧是我国古代的名著!

《红楼梦》的主要人物有：率性单纯，温和善良，无功利心，
同情心强，反对封建思想礼教的贾宝玉;美丽而敏感细心，易
伤感，绝顶聪明，悟性极强，蔑视高官权贵的林黛玉;稳重随
和，野心勃勃，城府极深，极会拉拢人心，恪守封建妇德的



薛宝钗;精明能干，尖酸刻薄，两面三刀，心狠手辣，天下阴
毒之能事的王熙凤。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林黛玉，“娴
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弱西
子胜三分。”明明是这样一个妙人儿，却寄人篱下，只能凄
婉的唱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真是令人
惋惜!

热闹的“元妃省亲”;有趣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凄惨
的“黛玉焚稿”……作者曹雪芹几乎是用生命去完成《红楼
梦》的创作。“披阅十载，增删是十五次”就是这样认真的
态度，成就了如今的杰作《红楼梦》。且看那金陵十二钗，
就这么十二个人，在作者的笔下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特
征，作者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是那么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
就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果!

《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实也
是当时封建社会的高度缩影。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最后的结局
都很悲惨，贾母归天，贾宝玉出家，林黛玉含恨而亡，王熙
凤魂归金陵，一个风光无比的的贾氏家族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合卷沉思，令我感怀不已。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他们，悲惨
命运是自然注定的。相比之下，我们则是无比的幸福，我们
生活成长在如此美丽的社会里，家庭是如此的和睦幸福，我
们必须倍加珍惜。学习中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地勤奋努力，以
优异的学习成绩去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