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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一本学校里下发的漂流书：《红楼梦》。这本
书是由曹雪芹创作的，彭程改编的举世闻名的历史书籍。

书中描写了许多的人物，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还有
林黛玉等……这些众多的人物，各有各的性格，有温柔的，
有固执的，还有暴躁的……讲述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感人，
文笔细腻，语言风趣，人物众多，各有其貌，内容丰富。

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又聪明又贪玩的孩子，他十分天真，可
是他和楚楚可怜的林黛玉缠绵爱情是那么悲惨，令人痛心。
写出了当时的社会太黑暗，太腐朽，对封建社会的深恶痛绝。
想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真好，没有他们那时的封建，而且现在
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更要认真、
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社会奉献一份力，才能做一个
有用的人。书中的王熙凤是个泼辣货，虽然机关算尽，可最
终难逃覆灭的下场。更让我懂得了做坏事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们要做一个好孩子，在做事前要想一想是对还是错，该做
还是不该做。

读了这本书也让我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
点，对待自己的优点要坚持，缺点一定要改正。



文档为doc格式

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因为要考试，最近总看些“忧伤的”《近现代史》和枯燥的
《马克思主义概论》，理性主义把我浪漫感性的一面欺压得
都快要跪在地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认为学文学的人和
他的文学还是得回归人的一面，回归有眼泪和慈悲的一面才
好。而在我看来，最具悲悯情怀的依然还是《红楼梦》，故
而索性先丢开那些经卷，慢慢地品悟几章《红楼梦》，好好
的找一下自我，回顾一下初衷，以免让自己成为自己曾经鄙
视的那一类人。

一部好的作品之所以会让人产生崇敬，是因为它总能给你鼓
励，给你直面一切的力量。好多人说《红楼梦》不适合少年
人看，因为其中有一些少年人不该看的东西。我一直对此不
以为然，因为我并没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始终相信，
一个人带着怎样的目光去看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就会给他展
示怎样的力量。在大慈大悲者的眼中，没有恶魔，在恶魔的
眼里，同样没有慈悲的立足之地。谁都不会认为，曹雪芹写
的只是纸醉金迷。我们相信，在富贵温柔，繁华如梦的表面
下一定掩盖着作者不愿明说又不能不说的痛苦。

那么，这痛苦是什么呢？

好多人都在猜测，好多人都在附加。说他是批判封建的先锋，
说他是揭露黑暗的勇士。可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以功利的
态度对作者本意的强力歪曲，曹雪芹写《红楼梦》之初，绝
不是为了批判或者揭露什么，他只是坦诚的把自己写出来而
已。至于说作品中确实有对封建的展现，那也仅仅是展现而
已，——这不是作家的不作为，反而还很难做到的“无为而
为”，也只有这样，才是对人世的尊重，才是对每一个生命
的敬畏。



同是悲剧的形态，希腊人说，“不要出生，如果已经出生，
那就赶快死掉吧！”而《红楼梦》中展现的却是“世间虽磨
难万千，但是，既然你来了，那就努力地活着吧！”

对，就是要努力地活着。这是一个人初读《红楼梦》很难感
悟到的。在我们看来，能将庞杂的人物关系、华丽的文采、
凄恻空濛的爱情故事齐聚的.小说就已经足矣传世千年而永垂
不朽了，所以我们很难再分出心思来看看它别的地方。因此，
那许多渺小但坚韧的人就往往被我们忽视。

但是，读者可以忽视，作者不能。他于心中深知，每个人活
着的不易。

第九章至第十章，可能很少会有人注意到有金寡妇这么一个
角色（即便她出现在章目之上）。当她的儿子受了宝玉的气
（给秦钟磕头）而回家抱怨时，她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你又争什么闲气？好容易我望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千方百计
才向他们西府里的链二奶奶跟前说了，你猜得了这个念书的
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哪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
况且人家学里，茶也是现成的，饭也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
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
鲜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
大爷了？那薛大爷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
子。如今你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
你罢，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儿子睡你的
教去，好多着呢。

而金荣也是能忍气吞声，回房睡觉。第二天干什么呢？仍旧
去上学。

联想我们自己，哪怕是在学校有一丁点儿不快，爸妈就会插
着双手，横眉怒目地找老师和同学的家长理论。可金寡妇不
能，别人是生在“白玉为堂金作马”的侯门大族的贾二爷，



而自己只是一介草民，好容易凭得一点薄的像纸一样的面子
才讨了几口残羹冷炙，怎么能因为一点无关生活的尊严丢了
吃食呢？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磕个头，不算什么！

记得小红吗？那个因为宝玉的名字要有“玉”而不得不改掉
自己名字里的“玉”的女孩。她总在寻找接近宝玉的机会，
希望通过他来改变自己。在大多数女子对自己的身世无能为
力的时代，她是坚韧的，她绝不让自己的生命毫无色彩，就
算结果无法预料，她也在所不惜。可幸的是，她后来跟了凤
姐，走向了“权利中心”，她做到了。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也最容易让人发现的还是刘姥姥。第
一次读到，就给了我就印象深刻。作者写她进荣国府的囧态
时，我便明白其中的的深意。不是我天赋异禀，有多么神通，
而是我对此有过切身的体会。小时候，我跟奶奶走过一家亲
戚，他们姓什么我已经忘了，但当时那种手脚都没处放的不
安还依然铭记。原来进门是要拖鞋的？原来吃饭是要用公筷
的？原来螃蟹也能做成菜啊？哦，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发誓，再也不到那亲戚家去！尽管他们对我很好。
这样看来，刘姥姥比我是强多了，她可不止一次在贾府进出
呢！

世界上最自作多情的人就是读者，他们总觉得他所关注的那
些角色是作家以他为原型写的。于是，总不会忘了把自己跟
作品中的人物联系起来。看到黛玉，就希望自己是贾二爷；
看到凤姐，就想到自己的老婆；看到贾政，就对自己
说，“哎，我才不要成为这样的人，除了他怕的人，谁都怕
他。”而我，看到刘姥姥，就觉得我是他身边的板儿。

可能，大多数人只关心荣宁二府或者四大家族的兴衰，没有
太多去在意那些小角色的生活。但不得不说， 真正让人懂得
生命的可贵的正是这些小角色。



地球是圆的，谁都不是中心，谁也可以是中心。我们要的做
没有太多，仅仅是努力地活着，保持生命力，同时别把自己
看得太重要。得明白磕个头不算什么，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

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红楼我读了很多遍，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古文版，儿童
版，现代版，但是不管是哪一版，哪一次，每每看到黛玉葬
花那一幕，我就会泪流满面，千娇百媚的林黛玉使人哀怜，
扑朔迷离的命运令人迷惘，转瞬即逝的青春使人感叹。每次
读到林黛玉，总有万千感触百感交集，羡慕其高洁的精神，
向往其高雅的情趣，欣赏其率真自然的性格，喜欢其百伶百
俐的聪明，爱慕其纯洁天然的诗情，感伤其不幸的遭遇，随
着她的心情有时高兴有时忧伤，有时痴迷有时落泪。林黛玉
写的几首长诗，比较令人不舍的是《葬花吟》，《秋窗风雨
夕》和《桃花行》。也曾经读过几首著名的桃花诗，最出名
的应当是崔护的那首“去年相遇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相映红。”林黛玉这首《桃花
行》，不仅是桃花诗里的精品，而且超越了古人，更深沉，
更有韵味，与个人的身世命运结合得更加紧密贴切，读后不
仅感慨万千，而且深入骨髓，令人不忍释卷，涕泪交流，肝
肠欲断，既为诗歌的凄美魅力而凝神，又为林黛玉青春年华
的无限忧愁而痛心，既为桃花的命运而悲伤，更为林黛玉的
未来爱情与命运而担忧，恨却无力回天，爱却不能援手，唯
有两行深情的眼泪，随着诗人的饱含血泪的诗句而流淌。

林黛玉的诗，总是从高处入手，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既似天女散花，又如龙宫探宝，鲜艳如飘落的瓣瓣桃花，晶
莹似散落的串串珍珠，既情景交融，又感人至深。林黛玉唱
的时候，我们想跟着唱，林黛玉哭的时候，我们想哭；林黛
玉憔悴的心情，我们同情，林黛玉伤心的时候，我们泪水滑
落。

诗人以花喻人，深入人心。花是人的影子，人是花的化身；



鲜花是青春的生命，青春是生命的鲜花。桃花，承受无端的
风雨；生命，遭遇无常的坎坷。泪水，改变不了命运；忧伤，
只能增加痛苦的心情。欢愉，固然令人向往，但悲伤却更令
人深刻。《红楼梦》是大悲剧，林黛玉是大悲剧，但我们却
总是钻在大悲剧里，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以为是因为只
有在悲剧里才能更加显示人性的伟大，真情的难得。因为有
无限的真情，所以我们喜爱林黛玉；因为青春的被毁灭，我
们不忍心，所以我们热爱并留恋那短暂的美丽。《桃花行》
由景写起，由花及人，渐渐深入主人的命运和诗人的心情。
虽然是一首诗，却是一段青春，也是一种人生，既是凄美的
吟咏，也是真诚感情的流淌和激荡。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花儿落了，青春还在，黛玉走了，却
珍藏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是虚构的人物，却有超越时空的生
命；虽然只是小说里的诗歌，却有着感天动地的真情。

附：桃花行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
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
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花解怜人花亦愁，隔帘
消息风吹透。风透帘栊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闲苔院落
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
立。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雾裹烟封一万株，
烘楼照壁红模糊。天机烧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珊枕。侍女
金盆进水来，香泉影蘸胭脂冷！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
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
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
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

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黛玉低吟着的这悲
凉诗句一向被古往今来的'独孤人士吟诵至今。似乎也暗示着
《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悲惨结局，以及其中蕴涵着的封建社
会独有的苍凉与无奈。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为清代的曹雪芹所著，
又名《石头记》，全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
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四大家
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大家族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
社会的腐朽与堕落。作者曹雪芹以他清新自然的笔触，将人
物刻画的入木三分；把事件描绘的淋漓尽致；对情节把握的
炉火纯青，令我钦佩不已。

记得初读《红楼梦》时，我是怀着一种压抑的情绪，对它的
兴趣也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王
熙风的心狠手辣都使我厌烦，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清
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可通过最近的细细阅读，随着见解的
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有了更深远的寓意，尝到了“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所包含的一个朝代和家庭兴亡盛衰的滋
味。

这本书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多愁善感、才思敏捷的林黛
玉；有豁达大度、雄心勃勃的薛宝钗；有尖酸刻薄、心狠手
辣的王熙凤；也有心直口快、开朗豪放的史湘云，其中我最
敬佩的便是贾宝玉。他善良正直，拥有一颗主仆平等之心；
他平易近人，对待别人友好和善；他自由不羁，敢于挑战封
建社会的制度。

这本书的故事件件耐人寻味。从《宝玉摔玉》中，表现出他
对世俗的鄙弃；对礼教的蔑视；以及对黛玉的痴情。从《黛
玉葬花》中，揭示了她多愁善感的性格；如履薄冰的生活；
以及像落花般漂泊无依的命运。从《宝钗扑蝶》中，说明了
她栽赃嫁祸的恶毒；追求爱情的勇气；遇事不乱的冷静。

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贾母王夫人商议给史湘云还席。李纨准备游园东西，刘姥姥
上大观楼缀锦阁观看了一番。贾母拣大红菊花簪于头上，凤
姐给刘姥姥插了一头菊花。



刘姥姥夸大观园竟比画儿还强十倍，贾母叫惜春画大观园。
刘姥姥夸惜春能干。

贾母领刘姥姥先来潇湘馆，刘姥姥误认为是公子书房。来到
蘅芜苑，贾母夸宝钗太老实，要为宝钗收拾房子，叫鸳鸯取
东西来放。在藕香榭吃酒行令。刘姥姥欲退席回家而不得。
黛玉行令时无意说“牡丹亭”、“西湘记”中两句词曲。

贾母得知刘姥姥来了大观园,边让人留住她,在秋爽斋设宴招
待.参加这次宴会的除贾宝玉和板儿外,都是女性.贾母特别让
人搬来一张小楠木桌子给刘姥姥用,让她靠近自己的桌子坐着.
贾母带着贾宝玉、史湘云、林黛玉和薛宝钗一桌.薛姨妈是吃
了饭以后过来的,只靠在一桌子旁吃茶.王夫人领着迎春、探
春和惜春姊妹三人一桌.饭前,王熙凤和鸳鸯商量,想捉弄一下
刘姥姥.鸳鸯便把刘姥姥叫出去,悄悄的嘱咐了她一席话,还说：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若错了我们就笑话呢.”并叮嘱刘姥
姥“别忘了”.刘姥姥答应着：“姑娘放心.”

入座后,刘姥姥先是拿起王熙凤和鸳鸯早给她预备好的一双老
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感觉沉甸甸的不伏手,便说了一
句：“这叉爬子比俺那里铁锨还沉,那里犟得过他.”大家知
道是王熙凤和鸳鸯在捉弄刘姥姥,一听都笑起来.不过这“一
笑”还比较平淡,曹公雪芹先生在此没有多注笔墨.

接着上菜,一个媳妇端来两碗菜,王熙凤专拣了一碗鸽子蛋放
到刘姥姥的桌上.贾母说了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
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刘
姥姥这一喊,众人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刘姥姥说这话是啥意思,
接着大家都回过味来,知道是鸳鸯提前嘱咐了她的,是凤姐和
鸳鸯在捉弄她,于是,“上上下下便哈哈的大笑起来”.

上一次刘姥姥拿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和他家的铁锨相比时说
的那句话,引得众人都笑起来.这次的笑着真真是“一笑而
过”.而刘姥姥在饭前说的鸳鸯教她的那句话,“上上下下便



哈哈的大笑起来”,作者在这一次的笑上作了细致地描写,每
一人的形态栩栩欲生,跃然纸上.

“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扶着
桌子嗳呦；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
肝”；王夫人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
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群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
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
不弯腰曲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
妹换衣裳的.”

当刘姥姥用那双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家万里的鸽子蛋吃时,只
觉得那筷子怎么也不听使唤,因没见过鸽子蛋,便说道：“这
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此时大家刚刚住了
笑,听他这么一说,又笑了起来.这时贾母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琥珀就在贾母后边给她锤着.刘姥姥夹蛋时,因那鸽子蛋发滑,
筷子又重,怎么也夹不起来,好不容易夹了一个,伸着脖子刚要
吃,那蛋偏又掉到地上去了,便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
声就没了.”这时“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她笑”.

这一段,作者把设席排座位时提到的十个人中的史湘云、林黛
玉、贾宝玉、贾母、薛姨妈、王夫人、探春、惜春的笑态都
作了简洁而具体细致的描写,合卷闭目,如临其境,那场面宛如
一幅笑的画卷.

薛宝钗和迎春同宝玉、黛玉等人不同,特别是薛宝钗,为人处
事较为世故,如果在这里出现一个笑得前仰后合的薛宝钗,便
会与全书中的薛宝钗的形象发生冲突.那迎春生性怯懦,事事
小心,又与“笑”字相去较远.所以,我想,这段描写里没有宝
钗、迎春二人的笑态,不是作者的疏忽或遗漏,而是作者有意
为之,正是“不写之写”.



红楼梦读后感篇六

每当我们想到爱情，便一定会想到《红楼梦》中，或深婉凄
绝，或荡气回肠的爱情，感动着一辈又一辈的读者。

在那个庭院深深的大观园中，美景无数。可在我看来，这些
景物似乎只是为了黛玉而生，这一辈子只为宝黛做铺垫，在
这些景物的映衬下，只有黛玉才属于大观园，也唯独有她，
才配拥有宝玉的爱情。

大观园里，就如冷子兴说的：“安富尊荣者居多,钟鸣鼎食之
家、翰墨诗书之族”，外人看来富贵，其实在这一片荣誉下，
贾府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危机，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把自
己裹得严严实实，不漏一点缝隙，才能让自己不受一点伤害。

别人皆如此，更何况本性就多愁善感的黛玉呢？她本应该安
安稳稳地做贾母的外孙女，不受一点尘世的污染。但命运弄
人，老天偏偏让她与神瑛侍者前世相约，今生报恩，要用一
生的眼泪来偿还他的灌溉之恩。如此，他们便相爱了，却爱
得如此含蓄，而且彼此并未表达自己的心思，真是“热恋中
的人都会变笨”，他们的爱，连王熙凤这个不识几个字的人
都能看明白，就如《红楼梦》二十五回写道：“凤姐笑
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
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简单的一句话，
竟说出了两人至死都没说出口的话，多么真实！

在《红楼梦》中，我最喜欢的便是黛玉，一些人说她小性儿，
尖酸刻薄，但我却认为，她这是真爱、细心的表现。爱到深
处，心里便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两个人的世界，因此，每当别
人说到金玉姻缘的时候，她自己爱情中的自私之心便显现出
来了，无论是她用剪子剪坏亲手为宝玉做的香囊，还是每每
和宝玉耍脾气，闹小性儿，都是她真爱宝玉的表现。只凭那
颗心，便知他们爱的深沉，直到死，也难消除彼此的爱。用
一首我自己写的《点绛唇》评价黛玉极恰：



轻挑妆奁，菱花镜里形容瘦。愁断清秋，竟难掩风流。性本
清高，终究世难留。世难留。小径香幽，独把花来嗅。

就算是绝世美人，面对这没有结果的爱，又能奈何？

在这花团锦簇的大观园里，真是“老天有多少精华灵秀，生
出这些人上之人来”。但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在这些风光的
事情之后，永远有一些人，在映衬着她们。

暮春时节，百花凋零，梨香院里笛韵悠扬，歌声婉转，十二
个戏子正在演习戏文，被从旁经过的黛玉听到，正是《牡丹
亭》，黛玉听后，不觉为之倾倒。谁说只有小姐们懂得风花
雪月，我看越是底层的人，越能接近自己的心灵。

还记得宝玉那天在大观园蔷薇花架下，看见画蔷的人是谁吗？
没错，正是龄官，她和贾蔷的爱，细微而伟大。贾蔷花了一
两八钱为龄官买了一个会唱戏的雀儿，没想到，龄官却以为
贾蔷故意买了来笑话她：

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
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
你分明是弄了它来打趣我们，还问我好不好！”

而一心想让她解闷儿的贾蔷，并没有想到这个，立刻把笼子
打开，将雀儿放了生，说是免免龄官的病，又把笼子也拆了。
宝玉看到如此，不免抽身走了，贾蔷一心只在龄官身上，也
不顾送，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贾蔷之情，竟令多情的
宝玉也自叹不如，回到怡红院，叹道：“不知将来葬我洒泪
者为谁？”

戏子的身份，在旧社会低贱得很。宝钗生日的时候，贾母等
人令龄官上前，众人都说这孩子扮相活像一个人，这人就是
黛玉。而事后，黛玉却说：“我原是为你们取笑的，拿我比
戏子取笑。”原是比一下，也会玷污了自己的身份。身居大



院的贾蔷不会不知道这个，而他却毫不顾忌，依旧去爱，并
爱得伟大。

在怡红院里，存在这这样一个人：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
倒是一头黑??的头发，挽着个鬏，容长脸面，细巧身材，却
十分俏丽干净。这是小红，原名林红玉，因为要避黛玉的讳，
遂改名叫小红。

有一次，贾芸来找宝玉，恰巧宝玉不在，便由小红来告知。
小红看到贾芸后，得知他是“本家爷们”，将他“下死眼盯
了两回”。作为一个丫鬟，如此之大胆。之后，又故意将自
己的手绢留给贾芸，此时，贾芸终于知道小红的心思，从此，
便陷入了爱恋之中。后来，她的机灵善辩被凤姐所看重，让
她去了自己的住处，当了一等丫鬟。即便如此，也没有挡住
贾芸和小红爱情的道路。

爱情虽是如此热烈，但在前八十回里并未描写太多。据红学
家考证，曹雪芹亲笔后四十回，描写了小红二人在贾府败落
后，经常救济宝玉宝钗夫妇二人，此情此意，真是令所有红
尘中人敬佩甚至是羡慕。

一辈子荣华富贵，还不如爱情来的真实。或许只是在那一瞬
间，就会立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不管是谁，一生是贫还是
富，但都不能缺少情感的滋润，一旦没有了，就像田地没有
了水的滋润，干涸得要命。

就像《红楼梦》中的人物，谁能说他们的生命中没有感情？
即使是严厉凶狠的凤姐，在巧姐失踪之后，也是着急的要命。
也许，人性中最脆弱的地方，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才会体现的，
而曹雪芹做到了，他使得古代社会中各色人物展现得淋漓尽
致。这可能也是《红楼梦》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的原因之一
吧。

一部《红楼梦》，写尽多少儿女情长。



红楼梦读后感篇七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题记

黛玉从西边角门进了荣国府的那一天，她的结局大约就已经
注定了罢。

荣国府里的华贵是外人想象不到的。华冠礼服，山珍海味，
仆役成群，这里的公子小姐，也是外边比不得的风流体态。
连几个三等仆妇的吃穿用度在她眼里都已是不凡，进了贾府，
更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若不是亲眼见到，怕不以为是
到了仙境吧。黛玉，在这地方，有算什么呢?一个来投奔的穷
亲戚?即便老太太待她好，也不过当她是个贵客，终究不是这
府里的人。她也读过些书，腹中有了才气，自是受不得旁人
一点轻视。唯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她去。

她站在众姐妹之中，吟诗作赋，文采斐然，却自我感觉格格
不入。荣国府里照常热闹，她却时时感到悲凉。先天的不足
之症，让她仿佛雨打的花骨朵，纵然有着羸弱的美丽，却脆
弱到一阵风就能卷起——落地——粉身碎骨。侬今葬花人笑
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现在她再美，再有才，有再多的追捧与
喜欢，又有什么用?总会有年华老去的一天。到那时，还有谁
会多看她一眼?还有宝玉……等到她人老珠黄，又怎么可能还
能拥有宝玉的喜欢?即使现在宝玉对她百依百顺，可是万一今
后还有更好的女子，又怎知他不会厌了自己?就算他二人情投
意合，不离不弃，可她还有不足之症，是注定没法和宝玉长
相厮守。既是终将失去，倒不如，从不曾拥有。她耍脾气，
摆冷脸，也只是因为那可笑的自傲与自卑罢了。

只有眼泪是做不得假，一串串掉下来，像是看不到尽头，却
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红楼梦读后感篇八

一本《红楼梦》，我读了很多遍，它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首，
它也是中国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它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曹雪芹用差不多一生的时间来写作这本书，虽然书中的有些
内容我还似懂非懂，但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却给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红楼梦》里写了许多人物，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贾宝玉、林
黛玉和薛宝钗三个主要人物。

贾府的人都知道宝玉喜欢黛玉，而贾母和王夫人却将宝釵嫁
与宝玉。林黛玉含恨写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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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诗句。

贾母和王夫人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黛玉为贾宝玉哭尽了
一生的眼泪，最后还葬送了美丽无辜的生命。真是太可惜了！

读完这本书，我还禁不住感慨，贾府一个曾经那么辉煌的家
族，到最后竟衰败得如此凄凉。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大家族
败落呢？应当是当时封建的社会制度，那些曾经无忧无虑的
人，他们大多都有着悲惨的结局，那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红楼梦》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几本书卷，而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合上书的一刹那，我除了唏嘘书中人物的悲
惨结局，也联想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生长在新的时代里，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要心怀一颗感
恩之心，现在安定幸福的生活都是来之不易的。更要珍惜现
在的好时光，为了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