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十二读后感(精选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二十二读后感篇一

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着中，
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我的领悟却变了。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
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有人
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的
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
就是——自由。

《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
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
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
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
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
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
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
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



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
愧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
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
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二十二读后感篇二

找出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自己写来
又觉得顺畅的一个感点，作为读后感的中心，然后加以论证
成文。你会写红楼梦前二十二回读后感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
来红楼梦前二十二回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一个女人，一生的眼泪，却换来一段残缺而又不完整的感情;
一个男人，一生的呵护，却终究敌不过金玉良缘的流言蜚语。
她，林黛玉，那个倾国倾城的貌;他，贾宝玉，那个多愁多病
的身。这部文学作品，堪称文学史上的经典，也许正是因为
这经典，将我这个爱文学的女孩子牢牢地锁住。说实话，我
从五年级就喜欢《红楼梦》，可能那时候我年纪小，而这本
书多讲的爱情故事，家里人不大同意我看它，但我觉得这没
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过程或说都会有爱情这段经历。当
倾国倾城遇上多愁多病之后，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林黛玉虽然在爱情中是一个失败者，但在言行一语双关方面，
却不得不令我佩服。“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
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含蓄又不
减妙力的话，被她说的如此完美无瑕，不得不说，林黛玉对
于文字也是别有一番研究。“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
凄凉!”她的诗中总带着一种别致的美感，但也有一丝淡淡的
忧伤在里面。《葬花吟》中“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
是谁?”她的孤寂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没想到，她的命运与这首词是如此的相似。



只有宝玉一个知己，除了他，在这慌缪的现实生活中，还有
谁能给这个洁尚的姑娘幸福呢?这一切，又岂能是她一个人能
够改变的呢?所以，她终究被这黑暗的世界所吞没!可悲!可叹
啊!

林黛玉在文学史上算是一个成功的女性，但不免会有些弦外
之音，有人说林黛玉尖酸，刻薄，会使性子，有心计，不仅
如此，我们更要注意的她的出生，她的背景，自从来到荣国
府，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唯一的一个却承受不了封建社会
的压力。我觉得，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不亚于梁山伯与祝
英台的爱情，当然，每个都有每个自己的优点。

当我再次翻开这本《红楼梦》时，每个主人公给我带来了不
一样的感悟，但唯一不变的是那个倾国倾城的林黛玉和多愁
多病的贾宝玉......

“谁能许我佛桑花期，不弃亦不离?谁能许我长乐安宁，无忧
亦无惧，梦一世欢喜?”

—题记

本书开头是一个神话，是为宝玉身上的玉埋下伏笔。神话里
也写了宝玉和黛玉前世的纠葛，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是注定
的。就当这神话是个前言吧。黛玉从小生活就很悲惨。六岁
时丧母，父亲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大，却又身染重病，离她而
去，她只好投靠贾府。初见贾母，我只感觉贾母是个慈祥的
老人，对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后当凤辣子含笑前来，后又悲
悲戚戚时，我感到这人是何等的虚假!再回过头来看，满贾府
的人都似带了个面具，把所有情绪隐藏了起来。

看到《红楼梦》中部，时不时便会看到有人哭泣，惘然，或
是发痴病。我感觉古人真矫情。不过，我对宝玉也有所改观。
刚看此书，只觉宝玉就是一个登徒子，但看到后来，却发现
宝玉虽然风流，但情绪总会被黛玉牵动。一回有人跟宝玉说



黛玉要走了，宝玉一天都浑浑噩噩，茶不思饭不想。结尾是
贾府被抄，黛玉去世，宝玉出家。一出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很悲凉，但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启发。

其实我很不赞同高鹗的续写。我相信曹雪芹本意非此，可高
鹗却偏这样做了。让黛玉流着泪，怀着深深的思念去世，不
是很浪漫吗?可高鹗却让黛玉很庸俗的气极而亡。所以一个高
傲自赏的林黛玉在高鹗笔下却变成了一个为情所困的俗世女
子。

在红楼梦里，我看到的是“镜中花、水中月”的神秘情感境
界。书里的人物思想的深处都蕴含着不可逆的悲剧，封建思
想的禁锢使得他们都成为了爱情的奴隶、历史中的悲剧角色。
回头看看，人生的小路上徒留自己苍凉可悲的脚印。我们有
比古人发达的科技，更多的见识。但我们也许没有像古人一
样至死不渝的爱情。

“多少红颜悴，多少相思碎，唯留血染墨香哭乱冢。”

读《三国演义》的人都有一个反应：凡读到魏军战败，心里
必然欢喜;凡读到蜀军伤亡，心里自是优焚。读《红楼梦》的
人也会有类似的心态，然而却不太相同。不是觉得林黛玉尖
酸，就是觉得薛宝钗虚伪。

要分析薛宝钗这角色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世人早有太多主观
感情投在林黛玉的身上，而薛宝钗偏偏在生活上与林黛玉是
唱反调的，所以会导致大多数人对薛宝钗反感。

从种种证据来说，我们可以客观地得出一个总结：薛宝钗是
很用心，很有计划，而且很敬业地制造一个“好名声”。

对。我们可以说：薛宝钗的目标就是提高自己身价，为自己的
“名誉”推销。至于推销的过程是好是坏，这个已经不是主
观的问题。



生来她是妇女，她就活出了妇女之典范。若她生来是个须眉，
那么她的前途将会是无可限量!

宝钗会扑蝶，而黛玉只会葬花，一个是会把握活的，一个只
懂悼念死的。性格的两种极端都展现在二人身上了。作者既
写出了一个实际的、功利的宝钗，同时也写出了一种与黛玉
世界相反的价值观。

确实薛宝钗是社会上的典范贤妻，是合于实际的。即使活在
今天的世界，薛宝钗的人生方向也是成功，有成就的。但在
作者的眼中，薛宝钗的人生是一个悲剧。

结局分析：宝钗的结局，大概也是要与宝玉成婚。这个是必
须的，因为这是黛玉悲剧的重要一部分。但当二人的婚姻脱
离了黛玉的悲剧之后会延续呢?如今的结局，宝玉出家，宝钗
守活寡，但却生了一个孩子，这也是再普通不过的结局。

《红楼梦》写了古代封建社会下人民的生活情况，揭露了当
时社会的一片混乱好动荡不安的景象。

名著自有名著的魅力，我初读红楼梦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的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纠葛是我最感兴趣的;再读红楼
梦是在参加工作之后不久，那时候书中人物关系是我最感兴
趣的;三读红楼梦是教学工作中强调学生读名著的时候，故事
情节是我最感兴趣的，这次读红楼梦是闲来无事的时候，这
时候细品书中的语言是我最感兴趣的。

缘起于我读了一本叫《宋词，我的忧郁抗体》，这本书的编
者是陈梓伶和星佑，它是长沙岳麓书社20__年出版的诗疗馆
丛书。在书的第一辑冥想你的人生中的地首词是苏轼的西江
月，我把原词写下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
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



编者选了这首词是为了表现当时的苏轼为人生困扰，借曹雪
芹的《好了歌》来排解忧愁。那好了歌引起了我的记忆，我
把他背下来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
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
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
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女
谁见了。

这功名娇妻儿女都是人生中遇到的，牵引着自己努力经营的
东西。我不谈它的内容，仅仅谈它的每句七字的表述，就让
我难以割舍。再接下来的另一本书教《妙引宋词好口才》里
引用了红楼梦里的“聪明累”又使我不舍。我还得说说这本
《巧引宋词好口才，它是康林主编的，北京大众文艺出版
社20__年2月出版。这个“聪明累”就在该书的205页下面，
编者是在事理篇哲理中的弄巧成拙这个成语中的引用了“机
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句话的，它出自曹雪芹
红楼梦的聪明累。

我将“聪明累”内容呈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
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夫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
各奔腾。枉费了邑悬悬半世心，好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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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的七字句吸引着我又读红楼梦。

你看在第一回里，曹雪芹描写王熙凤的的时候，从外貌到内
心写了个淋漓尽致，都是用的七字句。你看她头上戴的，金
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身上穿的缕金百蝶穿
花袄，大红阳段窄裉袄，袄外面罩着五彩刻丝石青掛，褂子
质地是银鼠，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
眉，粉面韩春伟不露，朱唇未起笑先闻“。”



黛玉的描写更是恰如其分，宝玉的描写也是入木三分。

我真是服了曹氏语言。

红楼中，贾府里地位最高的人物不是贾母，而是这位着墨不
多的大小姐--贾元春，红楼梦读后感之贾元春--皇宫里的活
祭品。文中曰：此女才德兼备，因而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
封贤德妃。因为她，贾府成为皇亲国戚，真正是"白玉为堂金
做马"，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之时，也就是贾府烈火烹油，鲜花
着锦的鼎盛时期。

让我们看看下面几段剪影。当贾府上下得知元春晋封时，"贾
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于是按品大
妆起来"，入宫谢恩。再看，元宵省亲时贾政的一段话"贵妃
唯兢兢业业，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
恩也"。再看，荣宁两府祭祀时，贾珍的一席话"咱们哪怕用
了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体面，又沾恩锡福的"。还
有，迎春误嫁中山狼后，王夫人的几句话"你难道没听说过嫁
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里都象你大姐姐做娘娘哪"。

可是，这是事实。皇宫是个不得见人的地方，是古老中国的
一个畸形的产物。元春就是这样被爱她的父母，祖母送到了
皇帝的身边，当作一种礼物。她--是活的祭品，可以说话，
可以解闷，却不认为她有思想。皇宫是一个大的牢笼，它没
有生命，它只属于一个人，属于那个君临天下的皇帝，可是
却有数千乃至上万的人为它死祭，奇哉怪哉!他们也许是宫女，
也许是太监，也许是皇妃，可是无一例外。--他们的血涂在
了皇城的墙根下，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君王。他们没有自由，
也没有自我，却偏要在头上戴起五彩眩目的光环，是以迷惑
世人，让人以为那里是一个神仙世界，直待走进去才发现死
一般的苍白与沉寂。雪芹先生看到了，借宝玉的眼看到了这
一切。所以，他写了芙蓉女儿诔，所以，他酿制了千红一
窟(哭)万艳同杯(悲)，为那宫墙内琉璃世界中的白骨默祷!



想起那首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
玄宗。"

二十二读后感篇三

《西游记》以整整七回的“大闹天宫”故事开始，把孙悟空
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具
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形象，书中关于他的故事数不胜数。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西游记二十二回读后感”，下面小
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本书是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主要讲的是唐僧和孙悟空师徒
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故事有很多个回
合，但是看到里面“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三借芭蕉
扇”等等片段的时候，我看的十分紧张，完全被生动的故事
情节，形象的人物描写所吸引，看的我一会大笑，一会生气，
有时候真想自己就变成孙悟空去说服那个糊涂的师傅，所以
不一会就看完了全书。看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无
论在生活中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在学习上无论遇到多
大的困难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就像有一段“三借芭蕉扇”中的唐僧师徒要过熊熊的火焰山
时，山上的火太大了，根本无法走过去，于是，孙悟空勇敢
地去问铁扇公主借芭蕉扇，虽然每一次都被无情地扇走，但
是悟空他永不放弃，连续三次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借到
了芭蕉扇，才让师徒四人平安地走过了火焰山。在现实生活
中，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做数学动脑筋题目的
时候，我做了2次都没有做出来，我心想：还是别做了，明天
实在不行去问问同学吧!正当我闪现这个念头的时候，突然眼
前出现了《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很多故事情节，嘴里小声
说着“不能放弃。”于是我又连续做了两遍，终于找到了正



确的答案，原来并不是那么难。

我喜欢《西游记》这本书，因为它教会了我在面对困难的时
候要努力，要专心，不能选择放弃，要有勇于克服的精神，
也希望很多同学都能和我一样喜欢这本书。

《西游记》是古代神话小说。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
辛万苦，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取回真经的故事。其中，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这几个人中，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孙悟空不斤斤计较，宽容大量令
我折服。

故事讲了五百年前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后来被如来
佛祖压在五行山下。有一天，唐僧取经的路上偶然遇到了孙
悟空，便收了孙悟空作徒弟，唐僧曾多次把孙悟空逐出师门，
就因为孙悟空无故伤人性命，二孙悟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师傅。

就说“三打白骨精”那回来说吧。白骨精三次化人形，唐僧
是肉眼凡胎，不知是那妖精化为人形来迷惑唐僧。孙悟空打
死了那妖精，那唐僧却误以为孙悟空打死了三个人，于是就
把孙悟空赶出了师门。孙悟空无奈，智慧回花果山。直到那
妖精吧唐僧变为老虎，使人们误以为唐僧是妖精。多亏孙悟
空不计前嫌，出手相助，得以保住唐僧。

看了这个故事，我有想起了自己曾做的一件事：

那时，我前面的同学向我借橡皮来用用，我犹豫再三才把刚
买的橡皮借给他，谁知他没有接稳，把我刚买的橡皮给掉地
上弄脏了。我大发雷霆，对他大吼大叫，还小题大做地叫他
赔。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为了一块小小的橡皮就断送
了我们的友谊，真是太不应该了。

读完《西游记》，我明白了：要有一颗宽容感恩的心，学会



包容一切，感恩一切。如果人人都是如此，世界便会永久和
平美好。

明代作家吴承恩的《西游记》，让我感受到了团结合作对一
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团队任务，是多么必不可少。

僧人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启了西天取经的大门，他收伏众徒
弟：悟空、悟净和悟能。师徒四人一路上不畏艰难，在同伴
有难时挺身而出，互帮互助，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挡住他们前
进的步伐。凭着他们的团结一致，不服输的精神，走过了那
十万八千里的遥遥取经路，克服了那九九八十一难，成功取
得真经，修成正果。

你看，大战流沙河中，如果没有八戒的识水性，主动下水迎
战，他们能轻松渡河并收伏沙僧吗?车迟国里，如果没有八戒
和沙僧也各展本领，帮助孙悟空让三个妖怪原形毕露，他们
能克服这个难关，继续前行吗?孙悟空去大战妖怪，如果没有
八戒和沙僧在后方保护着唐僧，他能放心大胆地迎战吗?虽然
八戒懒惰好色，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但他幽默风趣，
给取经路上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也用自己的九齿钉耙帮助
孙悟空对敌。沙僧虽然没有做成巨大的贡献，但他忠心不二，
沉着冷静，坚持保护师傅，一路上挑着行李，没有一句怨言，
默默无闻。虽然唐僧有时不分青红皂白念紧箍咒，还帮妖怪
说好话，但他也一直在背后支持着孙悟空。师徒四人的默契
配合，团结一致，才使得他们取得真经，有个完美的大结局。

《西游记》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在前行的路上，团结一致
必不可少。

相信看过《西游记》的'人，必须会对“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的故事印象深刻。白骨精变了三次摸样，成功地骗过了唐僧、
八戒和沙僧，但唯独没有骗过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孙悟空
为大家而战，为生命而战，为正义而战，可结果却换来了被
驱赶的下场。我相信在孙悟空满怀委屈离去的那一刻，必须



让很多人感到震撼，让很多人感到愤怒，也让很多人感到悲
痛，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我是一个极不爱流泪的女孩，可是从小到大，每次看到孙悟
空无奈离去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心中充满
了对唐僧的气愤，对白骨精的憎恨和对孙悟空的同情。此刻，
我长大了，从这一章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眼见未必为实。

村姑、老奶奶、老爷爷，他们的表面都是那么得朴实，那么
得善良，可实质却是一个狡猾邪恶的妖怪，经过这件
事，“眼见为实”这句古训还真得让人重新审视呢!尤其是在
当今如此杂乱的社会，欺骗的手段愈发高明，欺骗的行径愈
加猖獗。

应对这些繁杂的事物，我们不该只看它的表面现象，而要去
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相信科学，现象真理。要明白，任何的
谎言在科学面前都会自露马脚，任何的欺骗在科学面前都会
原形毕露。让我们理智冷静地看待事物，那么我坚信，每个
人都会远离虚伪，远离欺骗。

《西游记》让我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与谎言，“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教会我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西游记》是由我国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所著作品，是一
部充满了浪漫主义神话色彩的神魔小说，今天的一读使我受
益匪浅。

《西游记》一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历尽艰险、排
除万难，最后到达西天成功取经的故事。读《西游记》一书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他不仅会七十二
变还会火眼金睛通过一眼便能辨别是人是妖。所以孙悟空善
于降妖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成功到达西
天取经亦不是孙悟空一人之功劳，若没有猪八戒、沙僧及其
师傅唐僧等人的一同坚持努力光凭孙悟空一己之力是不可能



成功的。正如古语有云：“人心齐，泰山移”“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使我深刻明白了：人生道路漫长总会遇到艰
难困苦，仅凭一人之力难以突破的难关，每当这时便需要我
们与身边朋友一同克服、共同前进去攻克、战胜它，进而取
得成功!

那年学校运动会中拔河这一比赛项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我们班男女齐上，全都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与对手僵持
了起来不相上下，最终我们班因为一个大意最终在第一场比
赛上输了。下场休息时，我们班同学连连叹气，就在这时班
主任走了过来安慰我们道：“上一轮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同
学们千万不要灰心，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场比赛呢，只要尽自
己的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成功的!”老师的一番话语令我们顿时
如拨开云雾般再次燃起了斗志。接着老师又给我们做出了调
整后，同学们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全身都蓄满了力气。
只等裁判一声令下，紧张又激烈的拔河比赛又开始了，同学
们不由而同的身体重心向后倾，一同喊着口号：“一二、一
二、一二......”再用尽全身力气奋力一拔最终我们赢得了
第二局的胜利。于是趁着这股热劲，我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同学们高兴极了纷纷欢呼了起来，
老师望着这一幕也露出了笑容......

读《西游记》一书我深刻的体会到了通往成功之路荆棘丛生，
正需要我们同书中的唐僧师徒四人一般齐心协力，不顾前路
有多艰难与险阻，只要做到迎难而上，坚持不懈，那么成功
的彼岸便离我们不远!

二十二读后感篇四

红楼中，贾府里地位最高的人物不是贾母，而是这位着墨不
多的大小姐--贾元春，红楼梦读后感之贾元春--皇宫里的活
祭品。文中曰：此女才德兼备，因而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
封贤德妃。因为她，贾府成为皇亲国戚，真正是"白玉为堂金



做马"，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之时，也就是贾府烈火烹油，鲜花
着锦的鼎盛时期。

让我们看看下面几段剪影。当贾府上下得知元春晋封时，"贾
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于是按品大
妆起来"，入宫谢恩。再看，元宵省亲时贾政的一段话"贵妃
唯兢兢业业，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
恩也"。再看，荣宁两府祭祀时，贾珍的一席话"咱们哪怕用
了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体面，又沾恩锡福的"。还
有，迎春误嫁中山狼后，王夫人的几句话"你难道没听说过嫁
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里都象你大姐姐做娘娘哪"。

可是，这是事实。皇宫是个不得见人的地方，是古老中国的
一个畸形的产物。元春就是这样被爱她的父母，祖母送到了
皇帝的身边，当作一种礼物。她--是活的祭品，可以说话，
可以解闷，却不认为她有思想。皇宫是一个大的牢笼，它没
有生命，它只属于一个人，属于那个君临天下的皇帝，可是
却有数千乃至上万的人为它死祭，奇哉怪哉!他们也许是宫女，
也许是太监，也许是皇妃，可是无一例外。--他们的血涂在
了皇城的墙根下，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君王。他们没有自由，
也没有自我，却偏要在头上戴起五彩眩目的光环，是以迷惑
世人，让人以为那里是一个神仙世界，直待走进去才发现死
一般的苍白与沉寂。雪芹先生看到了，借宝玉的眼看到了这
一切。所以，他写了芙蓉女儿诔，所以，他酿制了千红一
窟(哭)万艳同杯(悲)，为那宫墙内琉璃世界中的白骨默祷!

想起那首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
玄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