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后感二十三回概括 红楼梦
二十三回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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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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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二十三回概括篇一

它是一部千古不朽的人生大戏，《红楼梦》所呈现的，主要
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不朽的人生悲剧。
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琢磨着《红楼梦》，虽然几个月就把
它给看完了，但我还有许多看不懂的地方，便一句一句地理
解。 《红楼梦》主要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述
了贾家荣、宁国府之间，表现在婚姻、建筑、文化、财产等
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其中最让我羡慕的则是塑造出
的一大批栩栩如生、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比如：贾宝玉、林
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就连作者寥寥几笔勾勒的
晴雯、紫鹃、雪雁等丫鬟，都成为了我国文学画廊中的著名
艺术典型。

《红楼梦》所讲述的，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大家庭，原本荣华
富贵，后来因家庭成员获罪以致被抄家，逐渐走向没落，终
于繁华成空的大悲剧。

因此，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故事作为主力呈现，也适度传出了
《红楼梦》的主要精神。

黛玉和宝玉的悲剧，肇始于封建社会中，婚姻大事向来由父
母决定，子女本身并没有资格决定。贾宝玉的父亲命他娶薛
宝钗，他就非娶不可，尽管实际上他心里喜欢林黛玉。婚姻
大事他无法自主，最终导致了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三个



人的悲剧。

当我看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和《苦绛
珠魂悲伤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时，听着悲伤的音乐。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那
不争气的眼泪始终还是把那页给模糊了呢!傻傻的我本以为结
局会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啊!王子与公主
生活只是童话故事而已，然而，这么悲惨的结局我却怎么也
想不到。

当黛玉听完傻大姐的话后，就直吐鲜血。不住地流泪。因为
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黛玉她恨宝玉，恨他为什么不理解自
己。她把宝玉送给她的那绢子往火上一撂，顿时化为灰烬。
熬了一天，黛玉已经奄奄一息。突然，她高声叫道：“宝玉、
宝玉，你好……”狠心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只见黛玉两眼
一翻，一缕芳魂就这样随风而逝。

黛玉死的时候，正是宝玉娶宝钗的同一个时辰。只因潇湘馆
离新房很远，听不到潇湘馆这边悲恸的哭声。

这真的是个不朽的悲剧啊!

我为黛玉和宝玉感到悲哀，宝玉最后竟然出家当了和尚，因
为他知道林妹妹是为自己而死的。便在灵柩前放声大哭。

红楼梦读后感二十三回概括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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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了，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



小时候素来不爱读书，那印象中大观园的繁杂与喧闹似乎就
是儿时对红楼梦的理解.宝玉的轻浮，黛玉的忧郁，宝钗的大
方，刘姥姥的和善，凤姐的小家子气，其他人物各自的轻佻，
刻薄，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中清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
当时，我是这么理解的.

可再仔细品读之后，随着见解的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不
仅只意味着一个纯粹的俗气的故事，它开始有了更深远的寓
意，那故事背后所揭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悲伤与凄惨，也让
我领略到了曹雪芹这个怀才不遇的文学者的深刻思想和反叛
观念.

宝玉曾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前者在婚前纯洁，
而在婚后受泥土玷污，自然也浑浊了."宝玉为何有此感?这也
不正暗示着曹雪芹对当时社会重用男才，而置女子不顾的现
象觉得无比反感与愤愤不平么?黛玉为何生性郁郁寡欢，喜散
却不喜聚?因为作者正是借这个凄惨美人儿所表达自己内心所
受到的侮辱和对封建社会文人没有自由所以心中悲伤，忧郁
的心境.而其他的像凤姐之类人物的刻薄尖酸也正是那个年代
猥亵小人的真实写照.也有善良的主儿，如袭人，也如像前面
所说到的尖酸小人，也有乐于助人，热心，善良的一面，这
也正是作者心中的善良和祥和激发的片刻.然而，悲剧的色彩
仍笼罩着这个美丽切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那荣宁二府的家
破人亡与天各一方也表明了作者内心对社会的极度失望和那
看破红尘的一分洒脱与伤感，令读者不觉为之一颤.

红楼梦读后感二十三回概括篇三

假期里我潜心攻读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该名著
讲述了一个家族大大小小的故事，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悲
剧故事。

故事中，当时的贾府是相当的富有，贾母更是有权有势，说



话非常有分量，贾府上上下下全部听她的，她把宝玉当成是
掌上明珠，倍加喜爱，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虽然贾母非常
疼爱贾宝玉，但是我并不喜欢他，因为我觉得贾宝玉这个人
有点玩世不恭的意味，用轻佻、顽皮这些词来形容他一点都
不为过，由于他身边大多是女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他
略带柔弱的性格。最后他在离开林黛玉的悲痛中才最终醒悟
了过来，改变了平时任性妄为的作风。

要说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人物，那便是贾宝玉的表妹林黛玉，
她体弱多病，猜忌心强，多愁善感，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掩盖
她的出类拔萃，她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她和贾宝
玉经常在一起聊天，一起玩耍，最终却因贾宝玉与薛宝钗成
亲而伤心离世。

《红楼梦》这部名著让我投入不已、感慨万千，它让我懂得
了很多、感悟了很多。我感触最深的是大作家曹雪芹把故事
中的每个人物都刻画得那么栩栩如生，每个场景都描绘得淋
漓尽致，真不愧为一部世代流传的佳作。

红楼梦读后感二十三回概括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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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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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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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二十三回概括篇五

《红楼梦》打动过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影响过千千万万的人。
《红楼梦》在中国可谓地道的名著。它以凄婉的爱情为主线，
描绘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兴亡史。其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其实
也是他们(她们)的性格悲剧，当然也更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在文学是史上，《红楼梦》被称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现实
主义的高峰，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高度的思想
性，更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红楼梦》以贾府为中心活动舞台，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悲
剧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通过对贾、王、史、薛为代表的封
建贵族家庭由盛至衰的发展过程及豪华奢侈生活的生动叙述
与描写，客观而真实地揭露出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并明
白无误地预示了其无可挽回的覆亡趋势。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了，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
小时候素来不爱读书，那印象中大观园的繁杂与喧闹似乎就
是儿时对红楼梦的理解.宝玉的轻浮，黛玉的忧郁，宝钗的大
方，刘姥姥的和善，凤姐的小家子气，其他人物各自的轻佻，
刻薄，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中清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
当时，我是这么理解的.

可再仔细品读之后，随着见解的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不
仅只意味着一个纯粹的俗气的故事，它开始有了更深远的寓
意，那故事背后所揭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悲伤与凄惨，也让
我领略到了曹雪芹这个怀才不遇的文学者的深刻思想和反叛
观念.

宝玉曾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前者在婚前纯
洁，而在婚后受泥土玷污，自然也浑浊了.”宝玉为何有此
感?这也不正暗示着曹雪芹对当时社会重用男才，而置女子不
顾的现象觉得无比反感与愤愤不平么?黛玉为何生性郁郁寡欢，



喜散却不喜聚?因为作者正是借这个凄惨美人儿所表达自己内
心所受到的凌辱和对封建社会文人没有自由所以心中悲伤，
忧郁的心境.而其他的像凤姐之类人物的刻薄尖酸也正是那个
年代猥亵小人的真实写照.也有善良的主儿，如袭人，也如像
前面所说到的尖酸小人，也有乐于助人，热心，善良的一面，
这也正是作者心中的善良和祥和激发的片刻.然而，悲剧的色
彩仍笼罩着这个美丽切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那荣宁二府的
家破人亡与天各一方也表明了作者内心对社会的极度失望和
那看破红尘的一分洒脱与伤感，令读者不觉为之一颤.

虽说这本书字里行间显露路出的的社会的世态炎凉着实能令
人如作者一般忍不住仰天长叹，然而其中也有美丽的，善良
的一面，如大观园中的一家人一同饮酒对诗，一同喜接春联
的热闹，开心，亦如宝玉面对黛玉时的那一份讨巧与能言善
辩，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也使读者在阅读时嘴角不禁泛起
一丝浮萍.其实，这也正是民间人家风俗与良好教养与中华民
族丰富文化的真实写照，然而越如此，结局变越显得沧桑凄
凉，越觉得不舍，若不是如此，作者那犀利的语言和矛头也
不会直指人们内心的最深处，如此伤感.

《红楼梦》，一部含笑的悲剧。《红楼梦》不只描写了一个
封建贵族家庭由荣华走向衰败的三代生活，而且还大胆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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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笔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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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贰臣逆子;所同情悼惜的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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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质本洁
来还洁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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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她葬花的一段情节，是她的个性体现的焦点所
在。她的自卑、自尊、自怜在她的《葬花词》中袒露无
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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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世俗之人无法明白她的思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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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落花，
她想到自己死后的情景，无法释怀，又潸潸泪下。在封建礼
教前，她的自卑激发了她的自尊，当宝玉挨打后，工于心计、
精于世故的薛宝钗送来了药丸，而且还用训教的口气规劝宝
玉改邪归正。但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宝玉的支持人——善
良孤傲的林黛玉却只是一味地哭，把眼睛都哭成了桃儿一般，
她的哭不是软弱，她以哭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来真诚声援宝
玉，默默对抗封建礼教，因此只有他们二人的心才贴得最近，
爱得最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