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后感高中 读红楼梦有
感(实用13篇)

爱国标语是表达爱国情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简洁有力的
口号或句子。要编写一条引人深思的爱国标语，需要从哪些
角度入手？下面是一些创作思路和方法，供你参考。以下是
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标语，让我们一起品味其中蕴含的
爱国主义精神。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一

“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
相思。”他与她到底是没来由的缘分。

这年黛玉正值芳华，带着谨慎与懵懂，入了贾府。那天阳光
朦朦胧胧，她着一袭长衫，与姊妹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她
生了双暗含秋波的眸子，莲步轻移，朱唇轻启，闲静似姣花
照水，行动轻软如同花影，若在万紫千红中，也定能一眼就
认出她。

初相见，宝玉眸子里映着如脉脉春风的柔情千种，见黛玉第
一眼便喜得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像风过处的暗
香朦胧，她也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
何等眼熟到如此！”他们两人都陷在这惊鸿一瞥里了。也应
了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宝玉道出的那‘颦颦’
二字，似痒痒的甜蜜涌进她的心窝。这缘，似白月光，照耀
了二人的心房。

可黛玉多愁善感惯了。那日，她错疑宝玉，不顾夜里湿寒，
独自一人于花荫下，低声呜咽。望着满地的狼藉，可想而知
的那每一片花瓣上，写满的是她眸中的哀凉与痴想。泪又是
一阵暗涌，抬手试去，试不掉的唯有那阻不断的愁绪。旦日，
时光微凉，昔日那一幕幕的温情被春水浸泡。带着刺骨的冷，



她来到山间，步履轻盈，生怕扰着满地的落红。纤弱的身子
映照在烈阳下，越发地清瘦单薄更是像极了那在溪边浣纱的
西子。微风轻抚，早已带走铅华，清绝明净。惹得人心房掠
起旖旎，却不曾柔和。更抚不平微皱的眉，消不了满腔的苦。
那白月光，到底是浸满黛玉的忧伤。在每一个夜里，深深凝
望。

满腔的话语涌上心头，却不知从何说起，亦不知向谁倾诉，
惟将两行痴泪挂满。在万般绝望的一刻，用素手举起那无情
的花锄，泥土飞扬间，那挥洒满地哀愁的落花，最终却收去
一片苦痛。淹没了她处处的哀叹，葬了她的情思，引得宝玉
悲痛倒在山坡，那怀中的落花洒满一地，无人再去怜惜。

琉影清浅，暗香浮动，再提笔，道出娓娓愁苦，待红尘终了，
仍是负了尘缘，负了卿……

读《红楼梦》有感13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著作，是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曹雪
芹，曹雪芹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创造出了《红楼梦》，书
中提到的那时还是封建社会，还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主
要写的是贾府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书中让我最感慨的`地方，就是开头和结尾了。开头，贾家是
多么的有权有势有钱，但是大部分男人却在外面惹事生非、
仗势欺人，花天酒地。就像贾赦，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人
都那么老了，还要娶鸳鸯。贾府的胡作非为和花天酒地是造
成后来贾府败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结局很悲惨也是一定
的了。

妈妈让我把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这四人每个人的名字中
的一个字连起来读，我想，总不可能是春春春春嘛，那就是
名字的前一个字连在一起读了，于是我又读了一遍，“元迎
探惜？”嗯，不就是“原应叹息”吗？这就是四姐妹的命运



吗？唉！《红楼梦》里还有谐音暗语呀！贾元春在宫中生病
死了，迎春被丈夫打死了，探春远嫁他乡了，惜春出家了，
她们都不能由自己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的结局真是值得
我们悲叹啊！

《红楼梦》中还有很多值得好好思考的地方。我要好好品读。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二

今日，我看了一本书，名字叫《红楼梦》。这本书讲了贾家
兴亡的故事。贾家是一个大家庭，可是最终为什么灭亡了?因
为王熙凤放高利债，最终闹得家破人亡。贾宝玉出了家，王
熙凤死了，贾母也死了。

虽然贾家灭亡，可是我也喜欢林黛玉，刚强、冷漠，但最终
含恨离世。为什么呢?因为她喜欢贾宝玉，但最终贾宝玉嫁给
了薛宝钗她本来身体就不好，一听便昏了，不久含恨离世。

林黛玉是我在《红楼梦》喜欢的一位人物，因为她刚强、冷
漠。因为她林黛玉是敏感而善良的`!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三

曹雪芹，再来人，道出红楼梦的智慧；世间人做富贵梦，富
贵也有烦恼，诸多人因富因贵而造孽，大限来时一切众生平
等，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爱情是什么，黛玉不过来还
宝玉的债罢了，不嫁宝玉还好，质本洁来还洁去，灵性不降；
修道人切不可像妙玉一样，清高假修，护法远离，冤主趁虚
而入。

红楼梦，世事如梦，六道一样，众生做梦而已。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四

西风一到百花残，城里城外到处都是花飞花落的景象。一阵
秋风姗姗来到花瓣无可奈何的离开了花朵，风推动着她瘦弱
身躯，于是她们只好跟着风走，风把她们带到哪里，哪里就
是她们的第二个家……寒夜，风过，花落满地。一面容憔悴
的女子站在灯火阑珊处，只见她手捧着憔悴的花儿在潺潺地
流泪。

她是谁呢？谁会在这庭前月色下伤情呢？哦我清了，看清了
她就是那“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泪痕”的黛玉。黛
玉呀，黛玉你的才情可以与天上的仙媲美；气质像兰花一样
娇贵，你打破了封建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你的文才就像
这花儿一样绚烂，虽然你有时会使点小性子、发点小脾气，
但你却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母腹中开始孕育的“新人”的
胚胎，能和李清照、王昭君相比。我多想穿越时空那个时代
与你吟诗作对！

又到了“落花入户飞”“秋花惨淡秋草黄”的时节我在世界
的另一头看到你在帘中泪眼观花的凄凉情景。昨夜，帘
外“晚来风起花如雪”，今日，帘内“泪干春尽花憔悴”试
问：憔悴花怎能遮憔悴人？于是你只得提起锄头，去为落花
儿举办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你何曾想自己也随花儿春尽，
风过，花落。花无逐水之意，可流水无情，你想你截住流水
可是它还是流去了，于是你只能空空的感叹，悄悄的流泪，
你最终还是要随这东去的水远去。这一切都像这落花一样，
经历过春，这一时的繁盛后被风带走了，蓦然回首，风停，
雨驻，它早已化作了春泥。如果花儿的开放是为了遇知音，
那么你便是那个惜花之人，因为你才会为年年的花开花落重
复着泪干泪流。举头望明月，低头细数着这花落只多少。你
不盼“今年花胜去年红”只求花儿去得不那么凄惨。于是你
总是流泪，花儿开得越盛你的泪就越多，因为你知道花开得
越好去得就越凄惨。转眼又是一年花开花落，“若将人泪比
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我不知你到底流了多少泪，我不知



你到底伤了多少情？只看你满面憔悴。

当你看到宝玉重下聘礼，到薛府提亲时你却只能在黄连树下
浅吟清唱《枉凝眉》。你“气质美如兰”又如何“才华阜比
仙”又如何最后也只是一场红楼悲剧，还落得眼中多少泪珠。
你虽有意，可《世难容》你，最后也只是一场《虚花悟》。
花落，泪尽，人归也许就是你最好的归宿吧。

又一阵寒风袭来，泥花、落香、流水、落花在你眼中迷离交
织印出了一道道泪痕。于是你檫去那冰凌的泪，只见你蓦然
回望，也随风而去了，我欲驾快马乘风而追，你却早已消逝在
《红楼梦》中。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五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是这本书的主人公，他们有着各自
的命运，但却是在同一个聚焦点，他们为自己的情爱生活了
一辈子，但换来的却是一场悲空。他们在荣国府生活，使自
己快速成长，明白人生没有你情我愿，他们心中有着各自的
思念。

宝玉出生时嘴里含了一块玉，所以取名宝玉，不喜欢读书，
最爱和姐妹们玩耍，更有一副呆样，成为府上府下所关注的
人，深受贾母喜爱。他对黛玉一见钟情，他希望黛玉生活快
乐，黛玉哭泣时，他总是安慰她，希望和黛玉一起过美好的
生活，但因家人觉得宝钗才合适。他过于伤心，最后了断尘
缘，别人觉得宝玉无能、很呆样，但他忠于爱情，过惯了荣
华富贵的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

林黛玉，在荣国府初识宝玉，日久生情，渴望与宝玉比翼双
飞。她过于忧郁，时常想起自己父母双亡，过于悲伤落泪，
身体日渐虚弱，后因听到宝玉和宝钗的婚事，心痛后气绝。
人们觉得黛玉柔柔弱弱，一遇伤心事就哭很无用，但你们是
否想过，她寄人篱下，无依无靠，悲从中来。在整本书



中“抑郁寡欢”是林黛玉的代名词。

宝钗品格端正，知书达理，待人随和，人人都夸她，觉得黛
玉不及她。她明辨是非，嫁给宝玉后原以为能过幸福生活，
但宝玉已毕俗缘，得来一场悲欢。

一切在改变，他们也明白了对于命运的无奈。当他们从渴望
的梦境中走出时，欢乐一随梦一起飘飞散去，只能各自认命，
只是心中的滋味远比命运的悲惨更痛苦。读完这本书，我不
会哭，只是感叹他们的悲。“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
梦遥”这句话，写尽了黛玉的一生凄惨。“落去君休惜，飞
来我自知。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
收！”这是黛玉的佳诗，只是年幼的她完全不明白命运对她
的不公。黛玉把自己的一切寄托给梦，也许她明白自己的悲
运，只是希望梦不要随她的魂散去。想来，黛玉在人们心中
的娇弱感也只是浮华，这是我体会到的，叹一声“悲”！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六

早在两百多年前，此书一出就惊动了当时的社会高层。一边
是烧书，一边是捧书，一边是"伤风化"，一边是"风情旖旎"
的奇。

其实我倒认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贾宝玉与林
黛玉的爱情悲剧也不是中心故事，但这一败涂地的悲剧确实
是整部书的主要线索，无论怎样我们也都曾经为这两人的结
局深深地感到遗憾。

当然在地主阶级的两个叛逆者企图主宰自己的婚姻与命运，
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先说说林黛玉的个性与思想。她"孤傲自许，目下无尘",同周
围的环境表现出明显的不合拍，"所以贾府里除了宝玉这个知
己是很少有人喜欢她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刀剑双寒严相



逼","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一首葬花词就写尽
了周遭环境的污秽，逼迫的激愤和对茫茫前途的绝望与哀愁。
她的尖酸刻薄和好哭的特点，也源于此。是一个具叛逆精神
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而贾宝玉也是一个精神叛逆的典型，作为大观园里的富贵闲
人，贾宝玉自然有许多公子哥儿的习性，在他身上深深地打
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烙印。但是，他同贾珍，贾琏，薛蟠之流
相比，确实别具一样的性情。他不走所谓读书应举，出仕做
官，立身扬名，光宗耀主的正道，反而攻击那些热中于功名
利禄，仕途经济的人。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是"
混帐话",更是做出翻案的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与女
子，男儿们不过是写渣滓浊沫而已。"他甚至怨恨自己"为什
么生在候门之家？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
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着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
毒了！"这些思想与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而立，自然为
当时所不容。

所以宝黛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她从来不认为宝
玉说的那是混帐话，认宝玉做知己，他们的爱情也是建立在
这种共同的叛逆精神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特
征：一是贯穿于他们的思想性格中的对封建正统，特别是对
程朱理学以及八股科举的反逆思想；一是对自己，对自己的
家族，也就上对本阶级的前途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感觉。
林黛玉也许是因她是个女子，又处于无权无势，孤立无援的`
地位，所以生存的压力更重，愁与恨也就郁积欲多。一个是
希望"一杯净土掩风流",一个则希望化成飞灰，化成轻烟，或
者死后被"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
要托生为人。"一方面是与周围极不相符的叛逆精神，一方面
有对这种阶级产生的绝望感与没落感。

这种叛逆的思想，在当时反映在爱情上是带有相当强烈的病
态，畸形，伤感的。也只能落个"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
两不知"的结局了。贾母与王夫人处心积虑了一场骗局，硬是



要把薛宝钗嫁给宝玉无非是为了使联络有亲的四大家族，亲
上加亲，便于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旦到了维护自己利益
的关键上贾母即使将自己的命根子，心肝宝贝，置于死地也
在所不惜。而宝黛他们却把自己婚姻的希望一再寄托再贾母
身上，希望得到贾母的支持与允诺，简直是迂腐，软弱之极。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七

觅入红楼的辛酸，融进太虚的真假，探破风月宝鉴的无奈，
泪感木石前盟的真情。愤慨金玉良缘的`诛心，力受曹先生的
茫然。似苍穹无怜悯，恶毒地演上两位情钟人的痛苦与绝望，
一个家族的甘辛与兴亡。

书中人物对风月的沉沦与迷陷，痴情与惘怅，终未了，命还
早。风月宝鉴神现，道出多少人悲剧的迷恋，徘徊于情与命
的抉择。择命保全万境，只是丢下了最不愿撒手的夙愿与挂
怀。择情，故然了解一厢情愿，只是豁了命，即是舍了情。
正照风月鉴，一美人即让人神魂颠倒。照反面，一骷髅，恐
吓反是镇魂之宝，让己从迷魂圈中逃出，此物无它用，只警
世人莫妄动风月之情，否则跌入深渊百般不得一现。看此书
亦当从背面看，虽不明全意，倒有三分解了。

飘飘然乘云步入太虚幻境，却见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等字眼，
逐令人缱绻难舍，含英品悟，一丝潸潸的泪挤满了眼眶。木
石前盟，乃黛玉与宝玉前世之会，绛珠下界赴约，还泪以报
灌溉之恩，本欲为眷属，无奈金玉良缘的强迫使其心绞。看
似金玉其外，实则败絮其中，让多情者心夹杂，紊乱。曹先
生更是借此叹息，“无材可去补苍天，枉活人世许多年”的
惭愧。更是对当时封建礼教社会的痛恨咒骂，以及其给百姓
带来的压迫，更兼必将走向灭亡的趋势。

太虚幻境融入梦，述尽尘寰多许愁。多情人心述衷情，倾情
意女锁阁楼。高浪腾卷一厢愿，为寻此愿踏小舟，木石前盟
终不忘，金玉良缘淙淙忧。风月宝鉴怜正照，赔了性命失情



柔。何苦生至官宦家，日日琐事眉头皱。潋滟天光凝万物，
多番滋味聚心头，宝玉无可补苍天，绛珠多感情万种。封建
力催人憔悴，先生欲向天阙走。普及众生捐国力，奈何此路
终甚陡。抱恨著此红楼梦，辛酸泪缀眉头皱。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八

红楼梦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凄婉的感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贾、
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故事的主人公贾宝玉本是女娲
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经过长时间的`吸取天地间的精华已经
通灵，一日打远处来了一道一僧谈起世俗中事便引起了通灵
宝玉的兴趣，他求二位高人能带他也去经历经历世俗之事，
在他百般求说之下这僧将他变为一块宝玉带入世俗中去……
这才有了红楼梦的故事。

本书一二回分讲述了甄士隐如何丢失爱女又如何家道中落最
后和一道一僧同行远去的故事，及贾雨村被革职后遇到故人
冷子兴讲述宁、荣二府的故事。贾雨村在第二回时帮薛蟠打
糊涂官司处处袒护薛蟠，只因当时贾家势力强大他不敢招惹
便处处袒护薛蟠，在之后贾家落破时落井下石……给读者描
述了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形象。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九

毛泽东说过："不读《红楼梦》，不算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由此可见，《红楼梦》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今天，我捧着这
本神圣的书，准备专心致志地研读。

《红楼梦》主要讲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到了有权有势的贾家
后发生的事。她在贾家邂逅了贾宝玉后却被常被一点鸡毛小
事困扰，从此一病不起直至去世。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贾宝玉，
他举止大方，乐观向上，才华横溢，重视友情，在我的脑海
里刻上深深的印记。有一次，他的好朋友去世，他大哭不止，
直到埋葬。我不禁想到我为了一根棒棒糖和同学吵架，比起



宝玉连金条银条都不吝惜，我真不应该。

我也为林黛玉悲哀，她是个悲观主义者。黛玉为了凋零的花
而哭泣。我觉得花落地上也有它独特的美，且会成为一种肥
料，让植物茁壮成长。黛玉却由此伤感地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不禁黯然落泪。其实她比起晴雯等丫头的命运好多了，至少
还有个外祖母疼她，舅舅、舅母也没说她什么。但她体弱多
病导致心胸狭窄，说话有些刁钻，惹得下人也不是很喜欢她。
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要珍惜了周围的'一切，别想一些
烦人琐事，她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可见一个人要学会知足。
那个年代讲究门当户对，黛玉从家庭财产和势力都无法和宝
钗相提并论，自己生气就是自己怄自己了。一个冰雪聪明的
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外祖母就不会说白疼她了。她是
海棠诗社最有才华的女子，我要学习她的才华，却不愿像她
一样顾影自怜，无法自拔。

《红楼梦》还塑造了伶俐的晴雯，厚道的袭人，阴险狡诈的"
凤辣子"等等，每个人的性格鲜明，让我受益匪浅。我要取长
补短，努力把自己塑造得更完美。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十

读完《红楼梦》后颇多感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的
黑暗和封建家庭的没落，这使我对封建制度的痛恨加深了一
步。

书语言近乎口语话，读来像是王蒙在面对面的做报告。如果
要研究红楼或者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这本书并不适合。不
过作为一本大家谈的读物，听听看王蒙如何解读这部博大精
深的红楼梦，还是有可读之处。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十一

《红楼梦》中除了众多的人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还



的就是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他没有明说，但通过这成百的
众多人物的神志，语言，动作，心理活动表现的惟妙惟肖，
一个浩大的富强的贵族大家庭，到后来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的下场，我们不难看出封建资本家的腐败无能以及封建社会
的黑暗和不长期，文中描述了如林黛玉，贾宝玉这样的“叛
逆者”的形象，他们的'爱情没有结果，甚至可以说凄惨，但
他们代表的是新生命，敢同顽固不势力作斗争的新主派代表，
我们都知道林黛玉的眼泪，但也知道她的尖酸薄情以至使别
人都赞扬她挖苦她，我们也知道贾宝玉“潦倒不通世务，愚
须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哪管世人诋毁！”纨绔子弟的
形象，他们鲜亮的人物性格也使黑暗中有了一丝亮光，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十二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名字叫《红楼梦》。这本书讲了贾家
兴亡的故事。贾家是一个大家庭，但是最后为什么灭亡了？
因为王熙凤放高利债，最后闹得家破人亡。贾宝玉出了家，
王熙凤死了，贾母也死了。

虽然贾家灭亡，但是我也喜欢林黛玉，刚强、冷漠，但最后
含恨离世。为什么呢？因为她喜欢贾宝玉，但最后贾宝玉嫁
给了薛宝钗她本来身体就不好，一听便昏了，不久含恨离世。

林黛玉是我在《红楼梦》喜欢的'一位人物，因为她刚强、冷
漠。因为她林黛玉是敏感而善良的！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十三

《红楼梦》的作者是清代著名作家曹雪芹，以富贵公子贾宝
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的闰阁佳人们的人
生百态，展现了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
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



故事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也以贾宝玉和林黛
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当代社会的世态风貌。可以说
《红楼梦》是当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大百科书》
中说道“《红楼梦》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还有在
《大英百科》中提到“《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欧洲，
是一部天书。”《红楼梦》也被我国列入四大名著之首。

《红楼梦》有很多章节，而我最喜欢也最难以忘记的是两章
节内容是：林黛玉病死，贾家衰落，贾宝玉考中进士到最后
看破红尘落发为僧，和其他两个和尚一起飞升、成仙。在我
看完这两章节内容后，发现我泪水已经悄悄落下，让我感到
贾宝玉和林黛玉相爱却不能相守，和所爱的人阴阳两隔的情
景，也让我感到当时社会的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