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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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红楼梦》虽然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却不止
是写爱情，而是将整个封建社会的风貌一点一滴地渗透到故
事中去，通过对一些日常设计的描述，体现了在贾府大观园
中已金陵13钗为主体的众女子的爱恨情仇，以及统治阶级的
腐朽和没落。

想当初，贾府是那样繁华，有权有势，但最终都逃不过物极
必反的命运，历代王府过于强盛的势必会衰落。从政治上看，
是对皇帝专制集权的一种威胁，所以衰落是必然的。在贾宝
玉出家做和尚时，贾家得罪了皇家而被抄家，四大家族走向
末路。

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两个叛逆人物，是对循规蹈矩的婚姻的抗
争，同样也是对社会封建的一种斗争。但是无可否定的是，
少数人的力量肯定是战胜不了封建社会的强大背景，最后两
人只能阴阳两隔。

这本书中其他人物，也个性鲜明，描写得当，情节起伏，作
者作诗，表现出作者的写作功底极高。本书不是波澜壮阔，
气势磅礴的历史大事。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儿女情长，事态人
情。曹雪芹手法细腻，人生阅历广大，对吃饭的讲究，每道
菜的做法和名称都娓娓道来。严格的规范和礼数，似乎都在
写自己平生的过往，隐在心中的感叹，感觉人生似乎做了一



个虚荣的梦，过去的一切就一下子烟消云散。本书是在写贾
府，但又似乎在写曹雪芹的真实感受和经历。

书中人物就写的像真的模样，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聪明灵秀
的贾宝玉，端庄大方的薛宝钗，精明能干的王熙凤，心直口
快的史湘云。林黛玉是个，“心较比千多一窍，病如西子胜
三分”的女孩。无论是离别仇恨，还是草木枯荣，都会让她
怅然泪下，她是一个情感细腻又有同情心的聪明敏感的女子。
说话可能有些尖酸刻薄，其实都是她对丧母之悲，又寄人篱
下的一种孤单寥落之苦的不甘，贾宝玉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稻
草，而今他又娶了薛宝钗，心疾加上身体本就不好，便一命
呜呼西去了。

贾宝玉是通灵宝玉的化身，他不喜诗书，不想考取功名做官，
不想混迹于混浊官场，因为他不喜欢封建礼教束缚。

最终贾府败落，亡的亡，走的走。

《红楼梦》终究是一场梦，历史走向不过也是必然趋
势。“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为天下薄命女
子唱出的一曲慷慨悲歌。

《红楼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黛玉。她是《红楼梦》的
女主角，姿容绝代，才压群芳，同时又多愁善感。她心地纯
洁，待人坦率纯真，在丫鬟的面前，并没有主子的骄矜。她
与宝玉的爱情超越了世俗，二人的相爱是基于思想与精神上
的高度认同。

我最喜欢的情节是“晴雯撕扇”。晴雯是《红楼梦》里最具
备反抗精神的丫鬟，她无惧主仆之别，完全自然地表达真实



的自己，那手撕折扇的场面看了真让人畅快淋漓！

人生如梦。王蒙曾这样说：“《红楼梦》是经验的结晶”。
的确，《红楼梦》就是人生，其中有人生经验，有社会经验，
有感情经验，有政治经验，还有艺术经验，无所不备。

在《红楼梦》中，活着这么几种人：一种是“一入侯门深似
海”，为了家族利益放弃了自己的幸福，这是一种牺牲精神，
是那个时代一些人的价值观；二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
活，不羡慕别人的锦衣玉食，只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
的；三是被自己心中的念想害了的人。

不管怎么说，《红楼梦》都是一本好书。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红楼梦读后感之袭人莫轻看作文总之我就是喜欢音乐，想当
明星；想起来都觉得美、觉得甜。红领巾浮动在她的胸前，
艳艳的。红领巾，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啊;黑板上老师留下
了满满的笔迹，扔掉笔，懒散地戴着度数并不高的眼镜盯着
白色的数字游戏，游戏的规则太复杂，而我必须要去读懂。

记得几年前初读《红楼梦》时，对于书中人物，除了我们那
位多情的玉兄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袭人了。

这么说来自己也觉得十分奇怪，而此话叫大家听了自不免更
加称奇了罢，莫不都要问：读罢“红楼”，不仔细记忆“十
二钗”中的女子，反而对一个丫鬟念念不忘，怕不是也受了
宝玉之染而犯了呆劲罢？然而当时我确实就是这样，只
是“呆呆”地喜爱袭卿一个。

有些朋友听说我如此，总是要怀上一种同我辩驳的态度来对
我说：“袭人那么讨厌，你还喜欢她，有毛病！”甚至有时
还会因为这事同我争个面红耳赤，总之是要我“放弃”袭人、



要我同他们一般地去厌恶袭人。但我却始终“固执己见”，
从不曾动摇过分毫，闹到最后，此事在我与友人们之间也就
不了了之。

其实说到朋友们嫌恶袭卿的根本原因，我却也知道并且理
解——那全是由于“高某人”之故，事情的根由，只是我们
那时所读到的还都是百廿回通行本《红楼梦》（其时我也尚
还不知“石头”的其他版本），在思想上大大受到了后面伪
续四十回中“高兄”劣笔的“感染”。

说句实话，当我将百廿回通读过一遭之后，也曾多少对我以
前的想法产生了质疑，觉得是否自己从前“看错” 这“丫
头”了？但由于我实在是爱喜她在先，而且爱得深、喜得切，
所以，念头挣扎了一回，也就不再去理会袭卿后来的“大转
型”了，只还将她当作心中的最爱。之后的几年，这等念想
一直不改，无论旁人如何嗔谤于她。这或许就是我的“恋到
痴处尽包容”罢。

直到后来，我由于受了“红潮”的影响，也开始自行“钻
研”（不过也就是自娱自乐罢了）起《红楼梦》，这才逐渐
对它有了略深一层的了解，得知了它竟还有许多异本、晓得了
“程高本”的伪劣之处。如此，我便更加确定了自家先时对
于袭卿的看法与“爱恋”，我便更加不再“惧怕”于朋友们
的争驳了。

记得最开始喜欢上袭人，还只是因为从书中看到她温柔贤惠、
知事通理，处处都从宝玉一面设想，总觉同双儿（金庸先生
《鹿鼎记》中人物）有些相似，但她又比双儿有过人的地方，
便是她对于宝玉的一些“不是”总不会像双儿那样过分地去
迁就，并非事事都大顺其意而行之。

后来，在读到了附带“脂砚斋”批语的“石头”以后，通过
那些夹杂在正文字里行间的小字，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袭人
其女，她在我的眼中、心里似乎更渐清晰了，我竟好像是曾



经同她终日相处过一般。

再想想袭卿于书中的种种行事，套用“脂砚”一话，曰：爱
煞！

爱煞，当真令人爱煞也！我只想再跟“批”一句：堪得此女
为伴，夫复何求哉！

若还有不能理解我者，且随我仔细回忆袭卿种种。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红楼总众女子中，我最喜湘云，喜欢她的率真，她的洒脱，
她的豁达。雪芹先生让湘云第一次出场乃在三十一回，因麒
麟伏白首双星一篇文字中，而在二十九回中，宝玉与钗黛三
人斗口之间便已带出湘云其人。太君因见金麒麟眼熟，故问。
钗曰“史大妹妹有一个”黛则讽曰“宝姐姐别的事情上还有
限，惟有在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读至此，如不见
后文，不知此文之妙，笔带双关，既活画出钗黛二人形象，
又为后文打下伏笔，似此类之文，红楼中甚多，由此可见一
斑，可知雪芹先生之胸中丘壑。

待到湘云第三，四次来，便应是整部红楼梦中最热闹非凡的'
文字了“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怡红院群芳开夜宴”等，如
果说从前那两次只不过是湘云的一个剪影，那么此两回中，
湘云便得到了一个升华。在庐雪庵的联诗中，湘云的联句是
最多的，在我看来质量也是最高的。雪芹先生以如此笔墨将
新到的宝琴，李纹，岫烟都给了读者一个大致的交代，如此
便不感陌生了。憨湘云醉眠芍药洇，在我看来是红楼中画湘
云最美的一副图画，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一般，湘云则是
眠花了。试想红楼众闺阁中，除却湘云，还有谁会如此酣眠，
无拘束，无牵挂的醉卧于花阴之间。在湘云的世界里，没有
解不开的烦恼和忧虑，试问钗黛二人可有如此胸襟吗？所
谓“是真名士自风流”，湘云便是这样的真名士。“英豪阔



大宽宏量，从不将儿女私情略系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
堂”。

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我有甚多不满，可有人对我
说，“既然你不满，林黛玉最终抱憾而亡，贾宝玉出家为僧，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结局是完美的。”的确，我对甚为不满
颦儿之死，颦儿素日也是叛逆角色，终日只想一展才华，违
反了古时“女儿无才便是德”之说。颦儿在文中的才华是不
容置疑的，我实是钦佩，也为她那种叛逆而佩服。可她为何
不能叛逆至底？贾母素日疼她，更疼宝玉，他俩二人想要结
为连理枝，贾母也未必反对，她竟不去争取，偏自寻苦恼，
气死了。可细细思量，她素日多疑，即使嫁于宝玉，也难免
会被气死。她又不似凤姐会借酒撒泼，怎生向贾母开得了这
口？她的力量是如此微薄，在贾府她毕竟不像宝钗那样得人
心。宝玉，最后看破红尘，做了和尚。难道做和尚真是最好
的结局吗？若是如此，世人都改为僧。我的想法太极端
了。“你死了，我去做和尚。”预示着这一切，好似一切皆
前定，无法改变。我不满的是宝、黛二人最终仍是无法逃出
命运的束缚。

美梦终究一场空。韶华散尽，容颜衰。独坐烛前痴痴叹，才
觉泪痕爬满容。过往如云不可及，镜中双鬓已成霜。膝下遗
腹已成人，房空冷清如往昔。闲来无事仰望月，无语能诉，
唯有泪空流！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黛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不过是时代的一场梦，轻易兴衰的一场梦，只不过是
造化弄人罢了。曹家也一样，作者曹雪芹身处一个功臣之家，
富贵的人生却在一夜之间败落。曹雪芹过着凄惨的`生活。贾
家何尝不是如此呢?经久未衰的一个大府在一夜之间败落。哀
呀!



全文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其
实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正是因为生于如此家庭，才会以悲
剧结尾。本是爱，却因凡尘干预，以悲剧收场，贾宝玉也剃
发成僧了却尘缘。

贾家败落之因甚是多。一、府内人口众多、主仆上下，事务
繁忙，竟无一人出手管理、谋划。二、贾家三代人人丁虽旺。
自是个个游手好闲的，谁人治家兴家呀!三、贾府讲究排场，
不能节俭，面子还在，但是钱财早已亏空。四、日常生活之
中，嫡庶之间、奴仆之间，矛盾比较复杂……贾府之败落，
因由太多。

封建贵族没落的生活不过如梦一场，梦醒一切散尽罢了。太
多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矛盾冲突。红楼梦岂不是梦红楼而
已。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里边有许多我喜爱的人物，比方贾宝玉、袭人、宝钗。
但最喜爱的仍是林黛玉，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把林黛玉异乎
寻常的特色。

林黛玉是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女主角，金陵十二钗之首，
四咱们族贾家第四代贾敏与扬州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女，宝玉
的姑表妹，贾母的亲外孙女。年少失恃，体弱多病，红颜薄
命、身世不幸。黛玉聪明无比、琴棋诗画样样俱佳，特别诗
作更是大观园群芳之冠。

在《黛玉葬花祭花魂》这篇文章里，更突出了林黛玉多疑与
灵敏，多疑体现在黛玉在敲怡红院的门时，晴雯没有开门，
黛玉又听见宝钗和宝玉在里边说说笑笑，不由流下了眼泪。
灵敏体现在当第二天，宝玉来找黛玉，黛玉哭个不断。

黛玉用诗词来发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



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涣散、衰落。比方在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孤寂”中湘云和黛玉在
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了下句：
“冷月葬花魂。”就体现了黛玉离别时的心情。

曹雪芹对每个人物的形象描写的都不相同，并且还清清楚楚
的、比照明显，特别是林黛玉饱满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写作
的妙处，咱们要认真学习他的写作方法呀！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七

红楼梦是清代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作品，它是四大名著之首，
内容都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盛衰。

贾府的著名人物有贾宝玉，贾探春，贾迎春等众多人物；史
家有史湘云；，王家有王熙凤、贾母；薛家有薛宝钗、薛潘
等。

林黛玉和贾宝玉两个人非常要好，天天在一起玩，贾宝玉结
婚时以为新娘是林黛玉，没想到是薛宝钗，林黛玉是被气死
的。这是小说第19章林黛玉含恨而始终，内容说的是那天林
黛玉病得很严重，平时最疼爱黛玉的贾母却不放在心上，因
为薛宝钗和贾宝玉结婚了，心思都在他们心上，第2天宝玉知
道黛玉病得很严重，就去看黛玉，可谁知黛玉已经快不行了，
她在临死前跟宝玉没说几句就气死了。

林黛玉的离世和贾宝玉结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热闹
非凡的结婚典礼，一边是无人问津的凄惨泪人。

曹雪芹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充满悲凉的小说，林黛玉病死，贾
母去世，还有宁国府被抄，这一幕幕凄凉的文字，让我们知
道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含意，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
时期各大家族的衰败没落过程。



写红楼梦读后感篇八

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
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脉络，以贾宝玉、
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家族悲剧、女儿悲
剧及主人公的人生悲剧，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我不得不感
慨作者的写作能力，塑造出一个个深入人心，形象饱满的角
色，宏大的布局使整个情节一气呵成，荡气回肠。

而纵观整本书，我想仔细谈谈我对书中金陵十二钗之首林黛
玉的感受。“她生得倾城倾国容貌，兼有旷世诗才，是世界
文学作品中最富灵气的经典女性形象。”未读《红楼梦》之
前，我对林黛玉的看法仅仅只停留在一个柔美病态、弱柳扶
风的模糊印象里，读红楼梦后，我开始喜欢这个真实洒脱的
姑娘了。

先说说其容貌，宝玉初见林妹妹时所言：“两弯似蹙非蹙罥
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王熙凤也道：“天下真有这
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薛蟠更是：“忽一眼瞥见
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这样极高的描述可见
林妹妹的天生丽质、楚楚可人。

林妹妹的才华想必也是有目共睹的，其最为著名的《葬花吟》
就可见其才华横溢。她品诗、爱诗，把文学视作最忠诚的知
己，而这知己不是任何事物的附属品，它有自己脾气。书中
她自高奋勇指导香菱学诗，告诉她“不以词害意”。

这简简单单的五字“不以词害意”，更是将她的才华展现的
淋漓尽致。三百年前的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却知道写诗“第一
立意要紧”“不能流于辞藻”“见了浅近的就爱”。大观园
才女如云，写一手好诗并不稀奇，将写诗上升到理论，却并
不容易。

这样一美貌有才的女子若还开朗外向、爱笑爱闹、真实洒脱



又怎能让人不爱呢?

大多数人对黛玉的印象仅仅只停留在哭哭啼啼的大致里，的
确，黛玉常哭，但她本就是仙草化身，是为了前世恩情而来
世间走一遭的，她唯一的使命便是将眼泪还尽，然后返回仙
境。

但她同样开朗活泼，在贾府这样一个大熔炉，严明的生存规
则、自上而下的压力面前，所有人都学会圆润隐忍，薛宝钗
处事稳重、温柔世故。但是她始终倔强的捍卫着她的棱角。
迎春出事的时候，她哭得伤心;病重的时候，嘱咐袭人隐瞒自
己的病情，以免宝玉担心。对下人，她愿意教香菱写诗，愿
意与紫鹃姐妹相待。一颗赤子心，对所有人坦诚相待，也没
有什么门第之见。她的世界，是一个十六岁少女的灰色童话，
有瑕疵，但是真实。

不得不提的就是她与宝玉的悲惨爱情故事。在大观园众多好
姑娘里，秒懂宝二爷笑点的，只有林妹妹。从来不劝宝二爷
考功名，偏爱他顽石不化的，也只有林妹妹。林妹妹更是注
重精神而不功利的，史湘云劝宝玉要注重仕途经济时，宝玉
毫不避嫌地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
他生分了。”纵眼望去，整个大观园里真正不视他“不成
器”，真心理解他，懂他的人，除了林妹妹，又还有谁?他们
是爱人，更是知己。

关于妹妹的描写还有很多精彩的小细节可见起性格，大抵也
是难以讲完的。而若让我概以一字，那便是“真”。她是个
没有被世俗污染的最纯真的人。

借用曾见过的一段话来说“她的脾气很大，她的手掌很小。
她的嘴很硬，她的心很软。她灵秀如水，执着如火。她“不
同于一般女子”。她很瘦小，但是她很有力量。她叫林黛玉，
上下五千年，她是美神。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她在那个时代香消玉殒，
但是她属于所有时代。”

这样一个尤物，怎能令人不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