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第七回的读后感(实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梦第七回的读后感篇一

读了《红楼梦》有感《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它是著名
作家曹雪芹花费了一生的心血而著成的。《红楼梦》是四大
名著之一，诗中所周知的好书，在这个寒假里我也领略到了
它的风采。一，人。

在《红楼梦》里有许许多多的人物，曹雪芹把他们写的淋漓
尽致，出神入化。当你读时，好像整个人物都出现在了你的
眼前。尤其是人物的特点，他利用整段甚至整篇文章来突出
人物在说话，行动，举止方面的特点。比方说王熙凤时，在
这本书中我无一处不看到她的狡猾，聪明与随机应变。在写
王熙凤时，曹雪芹的笔立刻显现出她的八面玲珑，不光是王
熙凤，还有许多人物，曹雪芹都写出了他们的特点。二，诗。
《红楼梦》里可谓诗不断，但诗也都是曹雪芹写的。

诗里的优美语句让我沉醉不已，不禁出了神，我最喜欢《葬
花词》，曹雪芹竟能写出这么好的诗句，让我佩服。听了我
的介绍，你们对《红楼梦》一定了解了吧!了解了就要看这本
书哟!

红楼梦第七回的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讲的都是豪气干
云的人物，孙悟空，宋江，诸葛亮，一个比一个智慧，一个
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骁勇善战。



我喜欢黛玉，她能够为自己的幸福而去争取，这难道不值得
我们去学习吗?只是黛玉错了，在这个年代，岂不是女子无才
便是德的吗?黛玉太过于清高了。以至于不去交人情，弄到一
副落花而亡的结局。而宝钗则与黛玉那“喜散不喜聚、喜静
不喜动”与之相反，所以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多与宝姐姐一块
儿，这点也促成宝钗在众姐妹中交情甚好。再者，黛玉
虽“心较比干多一窍”，可黛玉表现太露，不比宝钗端庄沉
稳，在贾母眼中留下了一个典范妻子的表率。

身为“金陵十二钗”之首的“潇湘妃子”黛玉，又怎会没有
难言之隐呢?父母已双亡，在这偌大的府邸之中，却没有她的
容身之地啊。

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啊!

红楼梦真的很不错，我推荐大家也读一下。

　

红楼梦第七回的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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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第七回的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是一本很难读懂的小说。曹雪芹说他的红楼梦是：“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不仅
是这本书的命，也告诉我们，这部作品具有十分深的意味。
读这本书要细细读，慢慢品。

《红楼梦》写的是书中三个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
钗三角恋爱。我们能够看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我
们也能看到四大家著有兴旺到衰亡的命运。

作者在这本书里，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各种行行色色的
人物形象。

红楼梦第七回的读后感篇五

奔着宝黛的爱情悲剧初读红楼，想着见识见识不同续写风格
再读红楼，三读红楼本想做个公正的人，客观品评那些风流
人物，却身不由己地跳过了数也数过来的主子们，被那些在
主子和下人间“周旋”的丫头们吸引。

相比之下，袭人可就憋屈多了。王夫人的重视成了她的一种
负担，天天劝宝玉读书，苦口婆心;想和她们一起闹吧，一是
怕王夫人嗔怪，二是因为未来的身份不愿与宝玉太亲密，她
稳得不得了，而谁又知道在她波澜不惊的外表下，有多少翻
腾不息的苦水呢。这也是为何当她寄一切希望的宝玉一去不
复返后她哭得如此死去活来的原因。但她注定不能解脱，念
往日恩情，她不愿殉情贾府;想兄妹深情，她不愿自尽哥嫂
家;念新配丈夫蒋玉涵的体贴，她不愿自尽蒋家。她就这样忍
着，稳了一辈子，别人欣赏了一辈子，但也苦了一辈子。

如果一定要在这几个丫头中选一个，那必定要选平儿。《红
楼梦》的人物是很少能轻易界定好坏的，可唯独“俏平儿”



成了众人眼中公认的好人。正如宝玉所评价的“贾琏之俗、
凤姐之威，她竟都能周全妥帖”，她既帮凤姐，又时不时帮
帮贾琏，却谁也不依附，因为她明白，她所能依靠的只有自
己。靠自己的广结善缘，高调做好人。无论是“俏平儿软语
救贾琏”，还是“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还是虾须镯事件，她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不失心意，又不
乏风度，于人于己都有了好处。都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既然“关系”这个东西客观存在，那我们为什么不和它做
个“君子之交”呢?虽淡如水，但能为我们的人生推波助力是
硬道理。

红楼里的丫头还有很多，但既然是“梦”，又以“情”为主
线，那些丫头们自然都逃不出一个“痴”字。有对主子痴的
紫鹃、袭人，对公子爷痴的小红，对诗痴的香菱，更有为操
守痴的金钏、鸳鸯……有痴病不打紧，关键看你痴的是什么，
如果是可望可及的，那便大胆的痴吧，你愿意做晴雯便做晴
雯，做平儿便做平儿，谁的人生都终是百味的，只是尝尽酸
甜苦辣的顺序和余味不同而已。但若痴的东西虚无缥缈，还
是醒醒吧，梦破之后，就剩下一所空宅、一块顽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