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后感高考 高三读后感探佚
红楼梦(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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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高考篇一

还有要说的就是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了。看到黛玉的郁郁而终,
依然那么难过。可待到读完,听甄世隐说着什么“兰桂齐芳”
我不由黯然。薛宝钗这样的人物,也要像李纨一样,将一生都
葬在这片冷酷的园子里么?面对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男人，管
他什么金玉良缘，她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根本不用问
就知道，是奶的宝座。可是我又不禁反问，难道世上真的有
喜欢孤独的女人?我一直都觉得她是一个既冷酷又自私的人。
可是现在,我竟然不由不同情她了。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
也许比林黛玉的更令人叹惋。她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爱情的灌
溉，而是自由!薛宝钗家境富足,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
为全面而正统的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厚”。没错,这
正是她从小被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
甚至悲喜都不应形于颜色,否则就是“不尊重。”综观全书她
的举止,几乎从未超出这些束缚。只有一次宝玉将她比做杨妃
令她大怒,可也只是冷冷的用一句话反讽过去。其实她才是最
可悲的人,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
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
理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更不敢
勇敢地追求爱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
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案齐
眉”的尊重。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
且还毫无知觉的麻木着。



她的作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
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
读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一个女孩儿家,只管
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
分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端
庄淑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
样希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
痴傻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诉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
泪接受。直到最后宝玉出家,她的悲剧达到高潮。即使在这时,
她依然是不能由着本性而为的。王夫人说“看着宝钗虽是痛
哭,他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的!”可
想想宝钗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一生将如何
结束,她的痛苦其实并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
制着,这是她的“尊重”!

与林相比,她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林至少还追求了自己的幸
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最终一死解脱了所有的痛苦。

红楼梦读后感高考篇二

一

今天，妈妈介绍了一本书给我，红楼梦读后感600字，它就是
闻名古今中外的《红楼梦》。它的作者是清代的曹雪芹。

在这本书中，薛宝钗、袭人等是《红楼梦》的主线人物，贾
宝玉、林黛玉两人的悲剧贯穿始终。由多情潇洒的宝玉，娇
嫩多病的黛玉，塑造了一个发生在清朝封建家庭的动人爱情
悲剧。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
黑暗。

我认为《红楼梦》这本名着很感人。看了它，我还真懂得了
不少道理，也时常投入不已。我觉得，当时的贾府很奢侈，
贾府的贾母有权有势，说话也很有分量，贾府上下全都得听



她的。

但她特别疼爱贾宝玉，把他当作掌上明珠。我倒是喜欢贾宝
玉的表妹林黛玉。她虽然爱哭，但很却有才华，琴棋书画样
样精通。她和贾宝玉很谈得来，经常一起玩耍，两人是青梅
竹马，十分要好。

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小女孩，爱好很广泛，读
书、画画，弹钢琴、办小报……我也有些爱哭，有时家人说
说我的不是，呵!我的`“金豆豆”就咕噜噜地滚了一地。不
过，这些应该改正，作为现代的孩子，我觉得我们要坚强些，
不要像林黛玉那样动不动就暗自垂泪。我觉得，林黛玉在我
心里是《红楼梦》里最喜欢的人物，也是最感人的人物!

我要向他学习写作的方法，把写文章的基本功打扎实，提高
自己的写作水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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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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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高考篇三

我在爸爸的引导下读了两遍青少年版的《红楼梦》，人
称“小红迷”，而且特别专注“研究”林黛玉姐姐。

在刚接触《红楼梦》一书时有点囫囵吞枣之味，认为林黛玉
姐姐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弱女子，总是为了一丁点的小事而伤
心流泪，一副总不见天日的忧愁面容。为了与青梅竹马、志
趣相投的贾宝玉相恋，在封建社会里落到了一个悲哀的下场，
我实在是为她而感到悲哀不值，更为他们悲惨的命运而惋惜。
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林黛玉姐姐太过软弱了，虽然爸爸说是
当时封建社会下造成的，但我认为不管怎样，人就要活得像
自己嘛，人家宝钗不也是坚强地活着呀。而且她的身体也太
弱了，书上压根没有提到她积极锻炼身体，只是不断重复提
到她孱弱的身躯。可悲!

第二次读《红楼梦》，我读得特别认真，而且把描写林黛玉
姐姐言行举止的一些语句画下来或摘抄，猛然发现林黛玉是



个诗、琴、书、画样样精通的女孩，而且还耐心地教香菱吟
诗。特别是在“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章节
中的“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在爸爸的讲解与在网上查找资料后，我弄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对黛玉姐姐多了份同情。她一人来到贾府，在这里孤苦伶仃，
寄人篱下，什么事都要处处小心，处处观察别人，恐怕别人
笑话她。丫鬟和仆人们都不怎么看重她，又没有人庇护她，
面对落花又怎么不触境伤情?思念母亲又怎不落泪葬花呢?自
幼体弱多病，小小的年纪竟在药中泡大。但她却聪明好学，
才华横溢。可敬!

两遍读《红楼梦》，但对黛玉姐姐的感受却截然不同，相信
我的第三遍、第四遍或有更大的收获。

红楼梦读后感高考篇四

读罢红楼，为荣宁二府的家破人亡，为红粉丽人的香消玉殒
感到心酸。却也为其中的一些爱情而感动。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玉
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让
读者感受到世间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他的出现那么纯
洁自然，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
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他往往显得
特立独行。她执着着她自己的那一份清纯，她是娟雅脱俗的
诗人气质。令人叹息的是他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纵是大
观园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没有他依靠的亲人，只有风流
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总是有患得患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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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悲剧的起因，不如把责任轨道
指向万恶的封建社会。当“血泪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
回首的历史咱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



叹!

还要说的是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了，我一直都觉得她是一个既
冷酷又自私的人，可现在，我不由也开始同情她了。她的作
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循规
蹈矩的服从者。这也是可悲的，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
的教育支配着。与林相比，她的一生也许更悲哀。林至少还
追求了自己的幸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而宝钗一生
“愚昧而不自知”终其一生，也只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刀一
点一点割掉生命吧!对于她的一生，曹公应该也是叹惋吧!

红楼梦中的爱情纷繁，让人感触颇深。

小说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诗歌等各类文学文艺的一切优
秀传统手法，展现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在十二钗的群访种
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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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后感1000字(四)

被埋藏了的美女--薛宝钗春梦随云散，花飞逐水流;寄言众儿
女，何必觅闲愁。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袭人等是《红
楼梦》主线人物，宝、黛二人的悲剧贯穿始终。

薛宝钗虽不是此爱情悲剧的当事人，但也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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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宝钗为人圆滑，讨人喜欢，她最终最终独守空
房，也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惋惜。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她以林黛玉之名嫁入贾家，也深知宝、黛二人心意相通，却
无力抵抗。薛母再疼她，也无能为力，贾母如此有诚意，自
己又怎生婉言拒绝?何况，薛蟠之事，贾家也尽了不少力，宝
钗也不想为难母亲。嫁于宝玉后，虽说黛玉已死，宝玉待她
也不薄，可宝玉仍是对黛玉念念不忘。

最后，她已怀身孕，宝玉仍是舍她而去，出家为僧，留她独
守空房。说来，得人心又如何?最终也未得幸福。我始终觉得
宝钗是全剧中真正的强者，她从不再人前为难他人，不与人
正面起冲突。她的才华绝不在颦儿之下。我很是最佩服她，
她说话从不造次，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即使是顽话，也是
极为小心，甚至是无懈可击。她的才智也是罕有的，她不似
凤姐无话不说，说话好似毫不讳忌，泼辣来形容也不足为过，
心狠手辣，但她的才智绝差不了凤姐许多。就拿此二事做分
析。她时而劝戒宝玉，宝玉无悔改之意，她也不勉强，一她
是姨娘家的，不便多说;二袭人如此劝慰，仍不见起效，多说
也无效。就此打住，多说无意。再拿她与宝玉结婚之时，伺
机将颦儿的死讯告诉他，也显示了她的才智。这些都是有目
共睹的。在来说说我自己的见解，我自认为对宝钗的为人，
性格，想法都不够了解。我只是以一个常人的角度来思考。
宝钗处理世事甚是圆滑，几乎是人见人爱，可难免会有点虚
伪感。她可能想忍得一时，时机成熟后，便可寻回自己，可
到时到何处寻回自己?虽然她是强者，我个人认为将自己埋藏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是一个弱者做的来的，可最后她却
不是真正的赢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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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讨论，宝钗凄惨还是黛
玉凄惨?可纵观全文，细细评之，你便会觉得这个问题已不重
要了。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黛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些
只是我个人的愚见，也许冰山一角都未触及，还搞错了方向，
扭曲了曹雪芹的原本用意。

曹雪芹《红楼梦》读后感1000字(五)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
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
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
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枉凝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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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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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成亲的喜庆景象，
一面是死前的哀怨凄婉，“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无怪乎黛
玉的葬花吟诵。什么地方有一个干净的、理想的地方，究竟
什么地方有我自己的理想的地方，是香丘呢，我现在所处的
现实社会都是污浊不堪的，我要找一个自己的理想的地方，
黛玉至死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为之揪心，为之愤懑，
一对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在封建的枷锁之下生离死别。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就这样在宝玉的
婚庆锣鼓声中离开了人世。带着她的那份甜蜜走了。甜在何
处?甜在这个人不接受世界，世界不接受人的世界上获得理解
和亲爱，在孤独无依的世界上，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温暖;在
情爱无傍的世界上，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虽然最后她
成为了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
处有还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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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高考篇五

人生就像一扁小舟，而茫茫的大海就像世界一样宽大，不着
边际。在这大海上，自己驾驶的小舟就应怎样度过大海上的
一风一浪，我想只有用心地迎接风浪的冲刷，踏踏实实走好
每一步，才能使自己的小舟变成大船，经得起更大的风浪。



有一句名言说过：“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
笑;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如果我们情绪豁达，乐观，我
们就能够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漆黑的夜晚，我们
也知道星星仍在闪烁。这就是《红楼梦》向我娓娓讲述的人
生哲理。

她的身世也令人同情，虽说也出生在官府之家，但自幼体弱
多病，出不了门，小小的年纪竟在药中泡大，本来就虚弱多
病的身子更加虚弱，也许是“独生女”，父母对这个“掌上
明珠”爱之又爱。家庭的规矩，礼仪比那些大家闺秀们差了
些，但这更显示出她与众不一样的性格，显示出她的无所顾
忌和她的处处谨慎。

黛玉的文学，吟诗作文和聪慧是无人能及的，但是应对宝玉
的玩世不恭，不知上进，她非但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大加
袒护。其实，她是不喜爱礼教束缚的家庭，对宝玉的玩世不
恭大加赞赏，这就应是宝玉和黛玉感情的进一步发展，宝玉
他们彼此最后觅的一知音。在所有人都劝宝玉发奋学习，考
取功名时，黛玉却显示出对功名的唾弃。在她柔弱的外表里
面，却带着对旧封建的科举功名的鄙视和唾弃。我最佩服她
这一点!

虽然黛玉对宝玉的不考功名欣赏，可她却耐心的教香菱吟诗，
教给香菱知识。她并不反对知识和文学，只是厌恶功名罢了。
她细心，耐心，全心地教香菱吟诗，为的是让姐妹们摆脱命
运，谁能够和她相比呢没有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