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 读书红楼梦个
人心得(实用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
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
和分享。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
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嗨!同学们，这一学期我们又看了不少课外书呢!我看了让人
捧腹大笑《笨狼的故事》，看了有趣的《会做生意的狐狸》，
看了古典小说《红楼梦》，看了经典名著《水浒传》，看了
岳飞的《说岳全传》，看了家喻户晓的《隋唐演义》，看了
勇敢的《柯南》，还看了恐怖的《福尔摩斯断
案》······其中，最最最令我欣赏的是古典小说《红
楼梦》。

实话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笔下的一篇很深奥的小说。我
一开始读也是读了四，五遍才读懂的。因为《红楼梦》在曹
雪芹笔下写的如此生动，就像一杯茗茶，需要细细地，慢慢
的品尝咀嚼，回味无穷。 红楼梦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表
情，动作，语言，哪怕是一个笑，都在曹雪芹的笔下写的是
那样的微妙微翘，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无论是谁读了都会爱
不释手。

《红楼梦》既是一篇难读懂的小说，也是一篇有意义的文章。
它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些知识，道理和蕴含的哲理，它也体现
出了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刘姥姥游大观园时，大家眉开眼笑
的表情，都不一样!黛玉笑成了一朵花;宝玉笑的满地打滚;宝
钗脸上挂着微笑，两个小酒窝通红通红的;贾母大笑一场;惜
春笑破了肚皮;迎春捂着嘴偷笑;探春一口饭喷出去好远;……



又比如说众姐妹在吟诗作画，他们一边弹琴一边作诗，乐中
玩，玩中学。之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起来。

其实《红楼梦》我从幼儿园到小学4年级都在读，虽然已经读
懂了，但是不得不读，《红楼梦》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一
本好的文学作品。

通过我对《红楼梦》的介绍，你心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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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以精湛的表现技巧、
绝妙的构思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展现了人性的各个层面。这
本书堪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完美呈现，这样的`
思想和精神，无疑将会在更远的未来中继续发光发热！

小说中，“官场文化”、“家族文化”、“折冲文
化”、“人情文化”等方面都有充足的描写，可以说是立体、
全面地呈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景象。作者用平凡但充实的生
活来表现出执著的精神、人性的美好与悲凉，以及人物所遭
遇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同时，《红楼梦》也是一部极具人情味的小说。人物形象充
满温情，充分展现了人的善良和正义。这本书，深深地唤起
了我对历史和人性的崇敬，并让我感觉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有
责任和义务，将对人类精神和道德的执念，以及对文学艺术
的热爱传承下去。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
都应该是最绝妙的。众所周知，《红楼梦》内容浩繁，书中
既有儿女情长，风花雪月，也有盛衰兴亡，人情冷暖。而我，
最喜欢《红楼梦》里个性鲜明的女子们;众多的女子中，我又
最喜欢黛玉。

而黛玉不同，她聪颖，谨慎，任性，又大胆追求爱情。她虽
然说话尖酸刻薄，但这背后是她强烈的自尊心。她永远也学
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
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尘埃。

常听人评价黛玉小性子、心胸狭窄，但我不这么认为。她是
太在意宝玉了。因为她爱得深，爱得切，所以不能不介意。
但她和宝玉互相太关心了，以致连说话都小心翼翼，不能以
坦诚之心相待对方。如果她能以坦诚之心相待对方，这样说
不定还能避免后面的爱情悲剧。

当黛玉悲伤的时候，诗词，是她唯一的寄托;读到她的诗，总
是感人肺腑。她哭泣，因为她太委屈。她的身世是悲惨的，
是值得人们怜悯的。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黛玉是变幻莫测的，
是纯洁晶莹的……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要化作一朵云，一
缕香魂，和着仙乐飘向远方。好一种云的做派，好一个云一
般的女子!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红楼梦是女人的世界，但通过女人的世界反映了一个家族的
兴衰史，展现了那个朝代的发展的悲剧。

中国诗词有两句诗有难以描摹的霸气，一句是李太白的“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另一句是杜子美
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巧合的是，
同是以“安”字开头“颜”字结尾，它们却各自代表了中国
士人的两种精神境界，出世则旷达不羁、入世则心怀天下。

李唐几百年以后，在清初，有位伟大的作家用他细腻独特的
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他眼中的这两种士人，同时渲染出那个君
主_达到鼎盛时期的大悲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叙说着那些痴人痴
事，感叹书中他们不老且不死，不伤不灭，却一遍一遍的上
演着悲剧。读尽红楼，只得一世伤红颜伤逝的背后，便是中
国古代士人们悲剧的写照。

《红楼梦》总是用几大段文字描写着主角们的风姿神韵，如
王熙凤，贾宝玉，从容貌的美到繁饰的衣装。而对于林黛玉
却只是描写了她三分病态如西子的模样。是否注定了她内心
的自卑和低人一等的心理，低调自卑到衣物可以朴素到忽略
不计，生怕写出来与凤姐，宝玉对比起，让别人笑话了。留
笔三分给了人无尽的深思，或许结局在这里悄悄种下了根。

不知林黛玉是何时喜欢上那不爱武枪爱颜色的少年。或是刹
那的初见：贾宝玉因为如天仙一样的林妹妹没有携玉而要把
他落草时含的宝玉扔碎，又或是贾宝玉总是宽容她的无理和
冷笑。佛曰：“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
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
三十须臾。”虽不知她是否在一念之间恋上了如玉少年郎，
却知道在无数的须臾中他们将这份美好无尽的展现。

记得书中林黛玉经常以泪洗面，说话总是有那么几分刻薄。
对于别人的话，总是多心留意，比起小心翼翼的露怯，她则
总是喜欢冷笑回答，好像当代有些人仇恨社会，认为世界上
没有好人。而宝玉是她的知己，明白她那身刺猬装下脆弱的
心，所以他总是劝着她，让着她，保护着她。爱之深，责之



切。林妹妹却像是不知道似的，也许是潜意识知道了他的包
容，才总是常常将自己的醋意暴露：“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
姐姐呢?”“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

每每读到贾宝玉，林黛玉的言行时，我总是感叹幸好他们命
运算不错，至少最初在贾氏家族中是少爷，小姐，不然让他
们这种性格生于现代，必是两个娇命之人。

黛玉在大观园中格格不入，可没有人否定她超凡脱俗的才华
谈吐和细腻优雅的生活态度;宝钗在大观园中受到老少妯娌的
喜爱赞美，她有男子都少有的治家能力，她温婉贤淑，她谦
逊怜下，是那个时代女子的典范。如果说黛玉是小家碧玉柔
娟风流，宝钗则是大家闺秀的冷艳风骨，一个细声“嫁与东
风春不管”，一个韵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无论是出世的黛玉还是入世的宝
钗，在这么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时代中，她们都无路可
走，无处可逃。

黛玉隐寓着超凡脱俗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奔波辛劳的徐霞
客，是医者仁心的李时珍，他们有不同于世俗之人的理想抱
负，又或只为自己而活，不理睬世人的目光，甚至不能被世
人所容，但活出了自己的味道，他们的成就也被后世人肯定，
可是他们所生之年，必定不会被大众理解，必定有人笑他们
痴傻，出世者，不被世所容，怎一个孤寂了得。

宝钗隐寓着兢兢业业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鞠躬尽瘁的张居
正，是心忧天下的王安石，他们把社稷乾坤当成自己的归处，
他们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这个天下而活，文死忠谏，武征沙
场，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是，树大招风，那些嫉妒怨恨他们
的人又怎么会少呢，他们用一生之力守护的东西，最终也会
破碎、消融在历史中。

红楼梦以一种毁灭的绚丽在中国文学写下了浓浓的一笔，悲



剧不可怕，可怕的是，彻头彻尾而无法避免的悲剧。

林黛玉是天上的飞鸟，命运却把她牢牢锁在海底，要她眼睁
睁地被海底的暗波汹涌吞没，生不逢时不自由，是千万孤高
者的写照，他们明明比时代站得更高，却不得不接受这时代
的潮流;薛宝钗是海底的游鱼，命运却在她有生之年，一点一
点的把她生命中的水抽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千万权谋
者的悲哀，他们真挚的热爱自己的时代，他们为之努力过，
却无力改变，只得消融。

有人说林黛玉尖酸刻薄，有人说薛宝钗圆滑世故，却忘了他
们无法决定自己命运，却忘了只要是人都会有弱点，人们只
记得孤高者不与时同，是怪人，只记得权谋者殚精竭虑，是
奇人，却忘了他们也有弱点。

我们既不是怪人也不是奇人，我们只是常人，曹公用草蛇灰
线温雅绚烂的文字却逼得我们一跳，红楼梦十年而作字字是
血，似乎在提醒我们做一个早就该做的选择，人这一辈子，
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该做一个非常人，做一个凤颜龙骨
的人，哪怕泯灭，也不该浑浑噩噩过一辈子。

红楼梦中不仅隐含了士人们的抱负和追求，还凸显了在那个
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士人们所追求的爱情。
林黛玉之所以在花团锦簇环肥燕瘦的大观园中脱颖而出成为
红楼梦的第一女主角，不是因为她小家碧玉姿态倾城，不是
因为她才情天赋出口成章，甚至不是因为她境界高远令人敬
悟，而是因为她拥有，红楼梦中真挚动人的爱情。而给她这
份殊荣的，正是她的宝哥哥。因为爱，所以结合，是士人们
真挚的所求。

千万人中读红楼梦，读出千万种心得体会，这才是红楼梦魅
力所在。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折射的是整
个时代的兴衰沉浮，你可以从红楼梦中读出人生百态，读出
世态炎凉，但不可遗忘的是，红楼梦在本质上是一部唯美的



爱情，所以，读这样的名作，必定要刻骨铭心深深沉思，但
也未必不可以小儿女情态，默默泪流。

红楼的泪，不仅仅是红颜的泪，亦是士人的泪;红楼的血，不
仅仅是红颜的血，亦是士人的血。大哉，红楼。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红楼梦》是了不起的。它是封建社会中少数尊重女性的书。

贾宝玉，封建社会中的一大奇葩，不爱功名不爱权势，却爱
恋尊重女性，其父贾政听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
做的骨肉便认定这个儿子是“淫魔色鬼”，可见贾政也不过
是个愚腐的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每次看《红楼梦》我都忍不住要骂：真是奇葩了!贾母、王夫
人等人皆是女子，却不同情那些下场悲惨的女子，反倒认为
是她们命中注定的，当她们活生生拆散宝玉与黛玉这对壁人
时，还觉得理所当然，她们不仅葬送了宝玉的幸福，也葬送
了宝钗的幸福，更是间接的将黛玉置于死地，长歌当哭!

《红楼梦》里女性各具风格，十分优秀，但下场却又十分悲
剧，可这悲剧的结尾，却正是体现了封建社会女性的不幸与
作者曹雪芹对女性的尊重。若他不尊重女性，也把女性当
作“低贱之人”“生育工具”，他又怎能发现并写出这些悲
剧。很多学者认为，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他们尊女爱
女，将女性看作珍宝一般，这在封建社会是极为难得的。

一说起悲剧，便令人无法不想起林黛玉，讲真，她的性格并
不讨喜，尤其是在大家闺秀、通情达理的薛宝钗的比较下，
更是让贾母、王夫人等人坚定了要娶宝钗的决心。

可是，纵然黛玉是“多愁多病烦恼身”，宝玉最爱的是她。
当黛玉香销玉殒后，宝玉也出家了，平等自由的爱情不属这



对青年男女，多么可悲!

《红楼梦》歌颂女性，展现了女性的纯洁美好，是女性的颂
歌!

红楼梦读书笔记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初中时喜欢上《红楼梦》以后，直到现在，不定期会取出翻
一翻，回味一下。不久前，偶然在网上看到毛主席关于读红
楼梦的'小故事。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
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
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贺龙嚷着：没看
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主席瞅了瞅徐海东，问道：
海东，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徐海东说：《三国》看过，
《水浒》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
过。毛主席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

看到此，已明白毛主席对《红楼梦》的喜爱，但同时也让我
思考，除了平时看到的爱情故事，《红楼梦》还可以看什么。
这样又捧起了《红楼梦》，把读它的心得做个梳理。

从汉代开始的各种文学形式包括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等文学表现形式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汉朝里讲赋，
优美的词藻叫赋，赋是对景物的直接描写，很优美，《红楼
梦》里面也有，如：大风起兮。星光灿烂兮。唐诗是老百姓、
老太太都能看得懂。很直白，很通俗。如：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方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
鸟这些都是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诗句，所以说唐诗能特别流行、
也感到特别的简单。中国南宋的时候在打仗，跟金人、跟蒙
古人在打仗，像辛弃疾、岳飞、文天祥，连文人都在打仗，



他们是很豪迈的人。所以宋词给人的感觉也很豪迈，而且婉
约、哀怨。《红楼梦》里大量的红楼梦曲就是元曲。元朝是
由少数民族蒙古人统治，他们是吃牛羊肉的民族，没有文化
的民族。他们把人分为四等，蒙古时期知识分子全部是在社
会的底层，不可能做官，不像在清朝、在明朝、在宋朝，可
以考试做官。学而优则士，士而优则学。在元朝没有这个说
法，只能蒙古人当官，汉人不可能做官。这个时候，知识分
子开始写戏剧，所以元朝的曲子是非常有名。元曲就是我们
现在唱戏的底本，很多的曲子现在已经失传。如果不懂赋、
不懂唐诗、不懂宋词、不懂元曲、不懂小说，很难读懂。所
以看《红楼梦》可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的历史，大
量的人物，大量的典故，专门写菊花的诗，专门写月亮的诗，
专门怀古的，各自有多少首，这样才能提高。曹雪芹把中国
文学以半白话文形式通过《红楼梦》做了总结。

它研究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研究孔孟学，同时，研究中国的
宫廷王朝家庭关系和等级制度;还有研究中国的考试制度，中
国的医学养生在文中也可看到。在第一回最后部分《好了歌》
描述的是禅宗的的开悟，这也是曹雪芹对社会人生体验和感
悟的真实写照，历史有现实意义，所以好了歌对现实指导意
义很大。中国历史上的整个中国文化都是用道、德、才、情
四个字来进行的，道是本体，德是讲用，道的行为，德是好
的行为，好的结果;才是才干，情是情感。一个人在社会上的
成功，就可以看出他有没有德，有没有情，有些人很有道德，
没有才干;有些人很有才干，没有情怀;有些人很有情怀，没
有才干。诸葛亮很有才，没有情，挥泪斩马肃。道、德、才、
情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是我们提高自身修养的内容。
《红楼梦》里也有专门讲中医医学的，如：号脉、望、闻、
问、切，怎么开药方;人物心理学的，做过了分析。如：王熙
凤、焦大、刘姥姥、贾宝玉等等。

曹雪芹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可学的东西很多，
此记九牛一毛。学而实习之，必填才干。我把《红楼梦》作
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借以探讨学习毛主席成为



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方法，在开展国际事务弘扬中国文化，展
示中国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