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通用9篇)
培训心得是对培训经历的回顾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学
习效果和应用能力。以下是一些读书心得的范例，希望能给
大家提供一些写作的灵感和思路。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一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细
腻的描写而备受赞誉。其中前四回以其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复
杂的情节展示了作者曹雪芹的卓越才华。通过阅读这四回，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小说的魅力和留下了许多心得体会。

首先，“贾家大院”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开
篇以贾府的景物描写作为铺垫，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
展现了一个繁华庞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家族府邸。无论是
贾府中的雕梁画栋，还是由人物形成的热闹景象，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丰富繁复的描写方式，让我深刻认识
到了曹雪芹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娴熟的细节
描写者。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给我带来了许多思考。例如，贾母
的可爱可亲，王熙凤的机智聪慧以及林黛玉的娇美与多情，
这些角色各具特色，身世与性格、相貌与才学都有不同的折
射。每个人物在小说中都有着不同的角色和命运，他们的性
格凸显出个人的矛盾和缺陷，也反映了家族和社会的特点。
通过阅读，我深刻认识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者表达思想
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关于人性的思考。

此外，情节的曲折和紧张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
前四回中充满了矛盾与对抗，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故事
发展更加扑朔迷离。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纠葛，贾母与王
熙凤的权谋斗争，这些情节不仅给小说增添了悬念和魅力，



也让我明白了人生的复杂和曲折。在小说中，作者对于人性
的深刻洞察和独特的叙述方式，让我感受到了故事的热闹和
情节的扣人心弦。

最后，小说中的思想内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对于
贾府的描写，作者传达了对于家庭、宗族和社会的思考。尤
其是通过对于贾母的塑造，曹雪芹以一位智慧、仁慈的祖母
形象展示了对于家族的无私关爱和对于尊卑秩序的体悟。同
时，小说中通过对于贾宝玉的塑造，也让我深刻思考了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贾宝玉身世高贵，但内心却深受痛苦困扰，
他的纠结和彷徨使我不禁思考起“富贵险中求”的命题。

通过阅读红楼梦前四回，我深深感受到了小说的魅力和留下
了许多心得体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情节以及思想内涵都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对于贾府的描写，我学会了细
致入微地观察事物和描绘细节。通过对于人物的塑造，我感
受到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洞察和思考。通过对于情节的描写，
我明白了人生的复杂和曲折。通过对于思想内涵的理解，我
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红楼梦前四回不仅是一部经典之
作，更是一部让我受益匪浅的读书心得。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二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它通过对贾宝玉一生的描写，
展现了人生百态、世态炎凉。虽然它原本是一本成人文学作
品，但是许多小学生也对这部作品产生了兴趣，纷纷加入到
红楼梦的读者队伍之中。我作为一名小学生，也读过红楼梦，
我的阅读心得体会无论是在叙述手法、人物塑造，还是对人
性的思考，都得到了一些新的领悟。

首先，红楼梦以婉约的叙述手法吸引了我的注意。与现代小
说广泛运用的直接叙述不同，红楼梦采用了间接叙述和叙事
语气，给人一种飘渺却又逼真的感觉。这种叙事方式是独特
的，使我感受到了不同的阅读体验。例如，在描述贾宝玉与



林黛玉在草堂相遇时，小说并没有直接说他们是如何相识的，
而是通过贾母的回忆，以及贾珍向贾母询问的方式，来逐渐
揭示贾宝玉的身世和他与黛玉之间的纠结情感。这种跳跃式
的叙述，使我感到十分新奇和有趣，也培养了我的想象力。

其次，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中的
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无论是贾宝玉、林黛玉还是王熙凤，他
们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和鲜明的形象。贾宝玉是一个多愁善感、
敏感脆弱的男孩，他对人情世故抱有独特的见解，深受我喜
爱。而林黛玉则是一个聪明、敏感、痴情的女孩，她的形象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她的坚强和不屈不挠的个性所
折服，也为她不愿妥协和认命的态度感到佩服。这些鲜活的
人物形象启发了我对人性的思考，让我体会到人的情感、痛
苦、追求与妥协。

第三，红楼梦对人性的探讨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思考启发。小
说中，人物的善恶、真实与虚伪、情感的复杂性等都被深入
地揭示出来。例如，在贾母、王熙凤等女性角色的案例中，
小说揭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失去自主权的无奈，从而对封
建社会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使我对封建社会的
残酷和压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更加珍惜和感激当今
社会给予女性的平等权利。

最后，红楼梦也带给了我对生活的思考。小说中的人物命运
多舛，有的才华出众被宦海淹没，有的高官显贵却命途多舛，
这些都让我对现实社会的现象有了一些了解。小说告诫我，
人生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挫折和困难，用勇气和智慧去把握生活。同时，也让我更加
珍视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才是我真正的富贵。

总之，红楼梦虽然是一部古典的文学作品，但它的内涵和人
性的描绘让我能够从中获取到很多启示。通过对红楼梦的阅
读，我对古代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人性、生命和社
会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书，更是一本



生活的百科全书，我相信它会一直陪伴着我的成长。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三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前四回承载着整部
作品的开篇之力，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情感描绘。下面
将从情节展开、人物形象、意境渲染、社会风貌和读后感悟
五个方面入手，阐述红楼梦前四回的阅读心得体会。

首先，红楼梦前四回的情节展开异常丰富多样，令人眼花缭
乱。小说中诸多英雄豪杰和美丽聪明的女子相继登场，呈现
出了一个宏伟而精细构建的人物世界。特别是贾赦四处招婿
和贾母见面的情节，既展示出了贾母的威严和懂事女性的智
慧，也展示了封建社会中男女结合的复杂关系。这一系列的
情节展开起到了奠定整个故事背景与基调的重要作用。

其次，红楼梦前四回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极为生动。作者通过
对贾贵人、林黛玉等多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深入刻画了人物
性格和内心世界。例如，贾贵人因为美貌受宠，但她却有自
己的想法和独立的思考；林黛玉则是一个敏感而多愁善感的
女子，她天生的艺术才华与深沉的情感为整个故事增添了独
特的色彩。这些人物形象之间的冲突和互动，使得小说更加
生动有趣。

第三，红楼梦前四回的意境渲染是小说的一大特点。在描写
自然景色和庭院之间，包含了丰富的意境和美感。例如，林
黛玉和宝玉初次相见的情节以及写贾母的庭院，都展现出了
浓郁的诗意和细腻的刻画。在这些意境渲染中，读者不禁沉
醉其中，感受到了红楼梦独特的审美价值。

第四，红楼梦前四回在人物形象和情节之外，还以生动的笔
触刻画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陋习和社会风貌。对于当时儒家
文化的传统，作者并不排斥，在小说中多次借助这些传统进
行社会风尚的批判。例如，宝玉对于贾母的召唤表现出了封



建礼教的顺从与矛盾，而贾政面对自己多重婚姻关系时的无
奈也体现了封建家庭制度的荒谬。这些社会风貌与人物形象
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整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冲突与张力。

最后，阅读红楼梦前四回给予我的感悟是，它不仅仅是一个
刻画封建家庭生活的小说，更是一个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人
性的洞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展开都蕴含着深刻的悲
剧和无奈，使读者在阅读中不由得对人生的存在和意义产生
思考。这种触动人心的力量，使得红楼梦成为了一部具有永
恒价值的作品。

总之，红楼梦前四回以其丰富的情节展开、生动的人物形象、
意境渲染、社会风貌和深刻的思考，展示了一个恢弘而精致
的文学世界。它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传承有着重要的
意义，同时也引领着读者去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者通
过写作手法的独特运用，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不可避免地陷入
对于封建社会制度和人性困境的思考，最终达到了艺术揭示
生活的境界。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四

风花雪月之事，假假真真之幻，有有无无之乱。或许没有战
三国的雄伟壮观，或许没有水浒汉的忠义情深，或许没有梦
西游的虚幻迷人，但红楼有着一种千古不变的发人深思。

《红楼梦》乃曹雪芹先生之心血之作——“批阅十载，增删
五次”。本书贯用北京方言，看官可透过表面用心观测到曹
雪芹先生极力反对封建思想，批判封建腐败。读红楼，令人
叹为的可不仅仅是家族兴衰史，还有种种风流事，种种风流
情。

“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
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
了。”这木石前盟，那金玉良缘，勾出了一段段风流俗事。



林黛玉本就是多病身，幼年丧母，寄身于外祖母家中，少不
得处处留心、小心多疑。而表哥贾宝玉又是个“只爱在女儿
们身边的”。两人一见如故，更少不了些冤家琐事。她是一
向娇弱的林妹妹，他是始终爱女儿之洁的宝哥哥。他们日夜
相伴，情味相似，厌恶世俗。宝黛之恋缠绵辗转，可最后，
也不过是“卿于新房花烛中，余则凄然焚稿末。”

身带金锁的薛宝钗是位极符合封建思想的女子。待人宽厚，
不得罪他人，脾气和顺。可也正因为与林黛玉性格的反差，
造就了一系列的悲剧。封建包办婚姻不仅没能为贾宝玉带来
幸福，还让他经历了生死离别。薛宝钗从小灌溉封建妇女思
想，时刻铭记着“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场所谓的婚姻，
亦是悲剧。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红楼梦》前几十回是一场美轮
美奂的精神盛宴。元妃省亲建大观园，何不宏伟?元宵众人同
乐猜谜，何不愉悦?林黛玉等人起诗社，何不自在?可是，天
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衰弱往往都是从那最繁华的一瞬开始的。
这一切都如一场梦，家族兴衰的梦，讲述封建礼教的梦。过
眼云烟。烟消云散。最终，大观园的繁荣仅仅止步于过去。

张晓风曾说过，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有刺，
三恨红楼梦未完。《红楼梦》不仅是一本讲述四大家族由兴
到衰的经典之作，而且，在更多人眼里她就是对某一个时代
的回忆，能触发人心底的温情。“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
侬知是谁?”黛玉葬花，葬的不仅是桃花，还有她居人篱下的
惆怅。红楼，梦一场，到头来，惹得那人憔悴。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五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巅峰之作，以其深刻的人物刻画和精
致的叙事手法，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推崇。尽管它被认为是高
中或大学水平的经典文学作品，但在我小学五年级的班级里，
我们有幸被老师选为《红楼梦》的小读者，这让我对这部巨



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个人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发现《红楼梦》展现了一个庞大而真实的社会生活
画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各异，性格鲜明，有的聪明伶俐，
有的天真单纯，有的忧愁郁郁。作者曹雪芹通过这些形象，
生动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正
是因为这些细腻的描写，让我能够逐渐了解到古代社会的风
貌，也加深了我对人性的认识。

其次，我被小说中的情节和故事所吸引。作为一部古典小说，
红楼梦的情节错综复杂，耐人寻味。在阅读过程中，我尤其
关注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情感交融
和曲折经历，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不易。同时，小说
中也描绘了人心悲欢离合、世事无常的现实。这让我明白了
生活中的无奈和人的命运多舛。

第三，红楼梦给我带来了对美学的思考。小说中处处透露出
作者对美的追求和表现。从人物的容貌、仪态，到描写的环
境与音乐，都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我通过阅读，激发了
我对美的热爱和追求。我开始更加关注身边的美好事物，例
如自然景观、艺术作品等。我也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和外形，
希望成为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第四,《红楼梦》虽然曲折复杂，但其中的人物形象和智慧的
含义令我印象深刻。在小说的人物中，贾宝玉、林黛玉等都
是聪明智慧、具有高尚品德的人物。阅读他们的言行举止，
我深深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以及智慧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我时
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学习态度，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
有品德的人。

最后，红楼梦也给我带来了对人际关系的思考。小说中描写
了贾府与其他家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内部的勾心斗角。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友谊、亲情也是令人感动的。通过阅读，
我明白了珍惜亲情和友情的重要性，学会与人相处。我也坚



信，只有通过互相理解和尊重，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总之，《红楼梦》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
让人沉浸其中的故事，更是一个深思熟虑、反思生活的作品。
通过阅读《红楼梦》，我不仅了解了古代社会的面貌，还加
深了对人性的认识，激发了对美的追求和对智慧的渴望，进
而思考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红楼梦小学生阅读不仅仅是学
习文学知识，更是启发思考和成长的过程，对于培养孩子的
素养和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六

《红楼梦》，它是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千古不朽的人生
大戏，《红楼梦》所呈现的，主要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
故事，这是一个不朽的人生悲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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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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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七

《红楼梦》读后感我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
了一种败落的趋势，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还是仕途的，
都是走向没落，在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
见。

我很感谢续者高鹗，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思想，
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让她别了宝玉，我觉得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不过不是有句话说:
赛翁失马，焉之非福吗?对于黛玉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
她所有的悲剧结局，是她的幸福。当她在地下安静地沉睡时，
看着宝石仍在凡是寻找出路，不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或许两个人都是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天生就不该相遇，因为



生活不是浪漫，生活会将浪漫消磨得一干二净，最终，红玫
瑰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成了胸口粘着的白米饭。所
以，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是画上句号，在彼此的心中，留下幸
福的回忆。

可是也许你会说，黛玉死的很悲惨，一点也不浪漫。关于这
点，我也是不赞成的。也许曹雪芹的本意非此，也许黛玉确
实应该泪尽证前缘，这样不是更好吗?她牵挂着宝玉，用她全
部的热情为这一知己痛哭，怀着深深地思念。这样的死，何
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颚没有这样写，他最终让黛玉很庸
俗地指天愤恨，气极至亡。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到前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否则
以她的脆弱，恐怕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宝玉是个纨绔子弟，
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给予黛玉的甚实很少，
谈不上保护与安慰。他自己尚且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弱者，所
以在他身边。黛玉是得不到幸福的。

所以能带着回忆离开他，是种幸福。宝玉自己能给予黛玉的
只是几句好话，他连痴情都谈不上。看看宝钗的下场，不得
不说黛玉是幸福的。当然有人说宝钗需要的只是宝二奶奶的
宝座，她并不在乎宝玉，是这样吗?难道有个天生喜欢孤独的
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地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何况的所
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问题。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二离开贾府的，否者他不会
娶宝钗。他最终的出世是因为他的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
化，他的象牙塔坍塌了，他终于明白他的斗争，他的思想其
实全部是依附着家庭。他的家倒了，他的一切也完了，什么
思想斗争，统统没了。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也许是为了避祸。

可以试想一下，你能想象黛玉洗手下厨做羹汤的场景吗?穿着
破衣烂裙，甚至是要依靠袭人的救济，然后她当然无法再刻
薄人，说闲话，只能独自垂泪，不关爱情，而是生活。当生



活给黛玉的爱情画上巨大的问号时，黛玉能如既往地爱着宝
玉吗?我想不会，恐怕是要大水狂淹龙王庙的。然后宝玉最终
受不了家庭的压力，还是一走了之。这是很有可能的，他没
有照顾好宝钗，负担不起生活，同样对于黛玉，他也不过如
此。

其实爱情就是很短暂的，至少这横刀截断的爱情给了我们很
多美好的幻想和期待，就像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好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八

张爱玲说过，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
三恨红楼未完。

在父亲的帮助下，有幸我拜读了《红楼梦》。虽然不甚了解，
但依然感到了震撼。

八七版《红楼梦》是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影视作品，但是对
于如今翻拍的红楼，却充满非议。对于贾宝玉这个人物外形，
红楼中是如此描写“面如中秋之月”。何为中秋之月?洁白而
圆润，老版中饰演宝玉的欧阳奋强还是很符合的。但在翻拍
版中，贾宝玉的饰演者有着一张帅气的瓜子脸，虽然很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但是对原着的忠实度却是大大降低了。

除了《红楼梦》被翻拍，还有各种文学名著被拿出来不断地
翻拍，但是效果甚微。为什么那些导演们都乐此不疲的来翻
拍各种经典?因为经典不愁收视率，因为经典不用再去大力宣
传，因为经典是经典。导演们摆着一副“我是经典我怕谁”
的面孔，将我们心中圣神的各种文学经典改来改去，我们不
禁再问一次，“经典惹谁了?”

对于这种对经典的不负责状态，我们应该竭力制止。中国文
化源远流长，在今天这种文化爆炸，信息多元化的时代，经



典的生存到了一种尴尬的状态。厚厚的经典著作，晦涩的语
言，让现代人失去了兴趣。而那些由经典改编的电视剧却深
受大众欢迎。这似乎还给经典带来一丝希望。但，这始终不
能代替那些散发着墨香的古典书籍带来的震撼。

对于这种文化的丧失，我们应该觉得可悲。不过，好在现在
社上引起了“国学热”，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幼儿园，都在进
行国学教育。被国人遗忘的《三字经》《弟子规》又进入了
校园。希望这不是仅仅做个样子而已。

对于《红楼梦》来说，还有一个其他名著不能比拟的地方，
就是它是半壁江山。

对于各种专家学者来说，她贵就贵在她是残的。于是乎，各
种猜想，各种结论，各种版本，各种续集接踵而来。这个说
香菱与宝玉在一起才是正解;那个说宝钗才是神瑛侍者。一本
红楼，竟然让后人绞尽脑汁，我想说，曹公，真有你的!

对于红楼的研究，层出不穷。红楼之中处处都是伏笔，没有
一个人物是闲人，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也许，也只有曹公在
世，才可说清这红楼中的种种事情。

《红楼梦》的魅力是任何着作都无法比拟的。许多伟大的人
都对红楼有着不一般的情愫。伟大领袖就曾说过，他读红楼
不是当故事读，而是当作历史读。并且说，没有读过五遍红
楼，没必要发表评论。可见，主席对红楼的喜爱。

鲁迅也在《中国小说略史》中提到“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
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
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
转成新鲜……”《红楼梦》堪称清小说的巅峰之作。

看完红楼的人都会不禁感叹道曹雪芹的博学。首先，在红楼
中，除了描景叙事，其中还有大量的墨笔来描写贾府中的奢



华生活。建筑、现代企业管理、服装、饮食、医药、美容美
发甚至于兵法等等，在红楼中都有细致的描写。

第二，文章中对人物的刻画十分到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
格。王熙凤的泼辣，宝钗的风情，黛玉的忧郁，活灵活现的
出现在人们眼前，鲜活生动。

第三，处处设伏。红楼中没有一句是废话，仔细回想，每句
话都是隐藏着的伏笔。一环套着一环，彼此相连，使得文章
中的人物链接起来，构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网。

第四，书中的诗词歌赋堪称一绝。在红楼中，宝玉他们的乐
趣便是吟诗作对。当然，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风格。曹雪芹
给不同个人配上了属于自己风格的诗作，使得人物更加生动。
同时，也要感叹曹公的才华不可小觑。

第五，书中的各类人际关系的描写，入木三分，虽不能被奉
为处世哲学，经营人生的经典，但也能给人以启迪。

第六，书中对大场景的把握能力让人难以忘怀，无论是元春
回府亦或是贾家的落败，都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也许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崇尚圆满美好。从古至今不少人
热衷于红楼的续写。最著名的就是高鹗的续写了。但是，后
人对他的续褒贬不一。因为他是和书商程伟元合作的，所谓
无商不奸，为了顺应当时社会市场，高氏的续写也会增加一
些个人色彩。

除了前人的续写，现代的许多作家也是对红楼的续写充满热
情。比如现在最热门的《刘心武续写红楼》，好不好的我还
没有评论的资历。但就这个现象而言，大家很不高兴红楼的
残缺，千方百计的要完善它，但又没有一人能够写出让所有
人信服的结尾，所谓众口难调啊。



残缺就不好吗?断臂维纳斯，同样是不完整的，你能说她不美
吗?假如给她接上胳膊，让她拿个苹果，这样的完整美吗?因
此，红楼的残缺虽为一件憾事，但是一味的追求她的完美也
是不可取的。

以上种种，不能俱全，后人热衷于红楼，创造了红楼热潮，
钻研红楼，很多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始终认为，红楼
梦是不朽的著作，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究其原因，是因为
一切皆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书中描写的一切都是作者
的亲身经历，切之体肤。

《红楼梦》只是一个代表，像红楼一样的经典名著在中国有
许多，但是人们逐渐的把他们遗忘在历史之中了。中国最为
一个文化大亨，应将自己的财产保护好，而不是恣意的挥霍
他它。

如今，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下，如何让本土文化不被动摇是值
得考虑的问题。当现在的年轻人在过“圣诞节”“情人节”
时，中国的“端午节”“七夕”却逐渐让人遗忘。面对这种
局势，我们应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首先就是从我们青少年
抓起。

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
球。”只有从少年抓起。中国文化才能立于世界之巅。

红楼梦阅读的心得体会篇九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
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有许多丰富的情节和深刻的人物塑造，
让我对人生、情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在阅读
这部作品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多启发，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
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

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通过描述贾府的兴衰和贾府人
物的命运，揭示出了贾府的败亡是由人性的弱点和社会制度
的问题引起的。贾府中充斥着表面风光、内心空虚的人们，
他们追求形式的繁华而忽略了内在的东西。作为小学生，我
明白了金钱和权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关键是
要培养和保持良好的品性和价值观。

第二段：

在《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非常复杂，每个人物
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格和命运。林黛玉是一个充满着激情和
矛盾的人物，她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黛玉虽然是
一个外表娇柔，内心坚强的女子，但她却因为敏感、多愁善
感而常常陷入情感的苦恼之中。通过黛玉的故事，我明白了
情感是需要主动去释放和调整的，不能太过于沉溺和久泥于
其中。

第三段：

《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非常生动，其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
刻的角色，例如贾母、贾宝玉、王熙凤等。其中，贾宝玉是
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他聪明才智、文采出众，但却颓废堕
落，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命运。通过贾宝玉的故事，我明
白了人生中的选择和人性的弱点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的，
我们要时刻保持对自己的约束和激励，以免迷失自我。

第四段：

《红楼梦》中的诗词描写极富情感和意境，这也是我在阅读
这部作品中受益匪浅的一点。通过阅读这些诗词，我受到了
艺术的启发，也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例如“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诗句，让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急速流



逝和生命的宝贵。

第五段：

《红楼梦》中有许多细节描写，这些描写也让我对古代社会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盛夏时节，贾府中摆起的菜肴，有
清凉爽口的果盘和鲜美可口的糕点，这些细致的描写让我仿
佛置身于贾府一样。通过阅读这些细节描写，我明白了古代
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增强了我的历史意识和跨文化
的视野。

通过阅读《红楼梦》，我不仅开阔了眼界，还培养了对文学
的鉴赏能力和理解力。这部作品教会了我如何对待人生的挫
折和苦难，如何追求真挚的感情和真正的内在美，以及如何
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问题。通过我对《红楼梦》的
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会变得更加坚强、理性和成熟。我希
望能够继续阅读更多的经典文学作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
学修养和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