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的读后感 小学生红楼梦心得红楼
梦读后感(通用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一

我听一个老师说，看了红楼梦，写作能力会大大提高，所以
我觉得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是可以读多次，而
每次感受都不一样。

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读高中时，当时看书更多注意故事
情节，为了更快知道最后的结局，书中的诗歌大多跳过了。
看完后为书中的人物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不太喜欢薛宝钗，
更喜欢林黛玉。

前年儿子要看《红楼梦》，帮她买了一套成人看的，他看了
几天，可能看不懂，就不再翻了，本站就一字不漏的看，我
才知道高中时没有读的诗歌写得是多么的好。作者曹雪芹如
果不是家道中落，看透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写不出
《红楼梦》，作者把他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都融于小说里，
他用心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我认为《好了歌》是作品的中
心思想，人生只有一世，到生命的尽头，名、利皆是空，不
要为他人做嫁衣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也许，又看一遍，又有新的感受。

　



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二

周瑞家的回王夫人的话才领得了送宫花的差事，宫花第一个
送给了迎春和探春，她俩在下围棋见花送来都欠身道谢，然
后给惜春送去惜春正与智能儿开玩笑，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
做姑子去呢。黛玉正在宝玉处解九连环。

作者为写黛玉的脾气故放到最后，黛玉易发脾气宝玉便找借
口改了去看宝钗的日期，在宝玉面前黛玉注意的不是宫花的
精巧而是看到仅剩两只，是否是别人挑剩的。这个细节无疑
显出黛玉性格，人不可能没有自尊，而黛玉的自尊心太强了
便发展成敏感而且小心眼。

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三

校园里，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感受
阅读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瞧!很多同学捧着自己的书，爱不释
手，孜孜不倦地阅读起来。在这书香浓厚的环境下，我也早
早地接触到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三国演义》中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的历史风云、《水
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而我对《红楼梦》十分难忘，每
每读起《红楼梦》，万千思绪涌到心头。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之一，它是曹雪芹老先生倾尽毕
生心血完成的。故事讲述了四个家族由繁荣走向衰败的过程。
故事其中的主人公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以他们爱情为主线，
写出了当时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也反映出当时
社会封建制度的腐朽。其中，曹雪芹老先生塑造了贾宝玉、
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系列人物的鲜明个性。林黛玉
倾国倾城，用贾宝玉的话就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
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一位
娇弱绝美的林黛玉跃然纸上，但这只是她的“外表美”。林
黛玉生性猜忌、多愁善感，她似一块未经雕琢的玉，少了薛
宝钗的圆滑世故。她身子弱不禁风，在知道贾宝玉与薛宝钗



成亲后，抑郁而终。而贾宝玉也蒙在鼓里，当知道林黛玉的
死讯后，贾宝玉悲痛欲绝，决定从此青灯为伴，了却红尘。
再然，家族仗着有一女当妃子而横行霸道，生活奢侈，不节
约节俭。这应该是最后家族衰落的原因了吧。

读完《红楼梦》，我感触极深，它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恶势
独霸一方的丑态和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也告诉我们生
活要勤俭节约，不可奢侈浪费，生活中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作为中国人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四

这个寒假中，我阅读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书
中人物的塑造、刻画生动：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追求完美的
贾宝玉，风风火火的王熙凤。心胸宽广的薛宝钗……特别是
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个人物。是那么深入人心，可以让人为
之研究一生。

每当我读到多愁伤感的黛玉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对
于她，我产生了无比的怜爱。她，无论是自己的离别仇恨，
自己的伤心往事，还是草木枯荣，四季更替。她都会黯然泪
下。她切实地向人们显示了那水一般的柔肠，她对于世间的
一切丑陋、难堪，就只能是暗自落泪，这不禁让人觉得她有
那么点“窝囊”，当然，这词儿并不怎么适合她。哎，黛玉
真叫我又爱又恨啊！

相对于书中另一个主人公贾宝玉，他虽然不是女孩，但一样
是那么细腻柔肠。他与那些灵气、清秀的女孩相差无几，宝
玉厌恶他人“男尊女卑”的`思想，他对丫头毫不歧视，反而
他会挺起胸膛保护她们，怜爱她们当宝玉得知无力帮助她们
时，他伤心欲绝。当他失去迎风、晴雯、黛玉时，他比任何
人都想晚会这一切。与他两相比，薛宝钗那宽阔开朗的胸襟



无疑让人产生喜爱之情。而心狠手辣的王熙凤恰恰相反，她
心胸狭窄，贪财，泼辣，真令人讨厌！

《红楼梦》，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果然内藏真经，对情
节的描述荡气回肠，对人物的刻画细微入微。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不管谁看了都会像我一样爱不释手的！

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五

总是想，如若没了那仙石是传说，是否真的可以造就一段金
玉良缘呢?总是固执地认为，宝玉和宝钗的爱情只是时间的问
题，因为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叫做先来后到。因为黛玉是先
来的，因为先有了那份情，那份爱，所以，在他的眼中已见
不得宝钗的美。或许，真的有种东西叫做上天的安排，命运
的作弄;或许，真的有种东西叫做缘分。

《红楼梦》到底还是宝玉和黛玉的凄婉爱情，任谁，都插不
进脚。只恐怕对伤了的宝钗，痛了的袭人，怨了的金钏，太
不公。

　

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六

当你去询问每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他们还记得什么人物时，
脱口而出的不是薛宝钗、贾母等人，清一色的都是贾宝玉和
林黛玉，可见在许多读者心中，他们俩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
对，不论他们是否读懂了整本红楼梦。红楼梦的结局无法预
见，那最后决定了所有角色命运的四十回章节早已经遗失在
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但我们不难从前八十回中发现这两
个人物最后的悲惨遭遇。

早在第一回中，曹雪芹就为结尾做了铺设。一位僧人对甄士
隐说道：西方灵河岸上的三生石畔，有一颗绛珠仙草，因为



神瑛侍者每天都用甘露灌溉她，修炼女体成人，因为未曾报
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又听说神瑛侍者下界为人，便请求
警幻仙姑让她也下界，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他的恩泽。于是
警幻仙姑就将她放入了薄命司中金陵十二钗的簿册中。这可
谓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前世缘分了。在这里，绛珠仙草说过，
她会用一生的眼泪来偿还神瑛侍者的恩泽，但是没有说到过
以身相许或者任何有关爱情的地方，并且这里绛珠仙草用的
是一生的眼泪，从眼泪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之间注
定只能是悲伤的。或许有些人认为这里的眼泪可以理解为绛
珠仙草对于神瑛侍者的感激的眼泪。但我认为不然，在古代
的时候，若是一个女子为了一个男性而终日以泪洗面，那只
能是因为悲伤，悲伤他们为何有缘却不得相聚，悲伤为什么
他们俩只能永远分属于两个世界。所以从这里看来，贾宝玉
和林黛玉的爱情只是止于用眼泪偿还恩德罢了，结局注定是
悲剧的。但是同时我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从第一回我就看出
来神瑛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滥情的人，他不懂爱情，
不懂婚姻，但却能够博得很多女子的芳心，在他看来，爱情
其实就是个让他享受的东西，他要的不是责任，而是一种热
情。就算绛珠仙草最先说的就是用爱情来偿还对她的恩泽，
他们俩的爱情也未必能够善终，更别说之后的婚姻和各种各
样贾府的事物了。试想一下如果贾宝玉最终和林黛玉成婚，
宝玉成为贾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是宝玉是一个十分厌恶
世俗礼教和权力的人，所以他不会放心思在管理贾府上。林
黛玉，身体虚弱，终日以泪洗面，她唯一会做的就是不断地
抱怨，别人还要让她三分。那么这样的话，王熙凤、薛宝钗
等人便会一举大肆争抢贾府的统治权。到时候贾府肯定会陷
入一片混乱。王熙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被破坏，她一定
会尽可能地讨好贾宝玉，而薛宝钗作为一个智慧而且有野心
的女人，她一定会想方设法弄死林黛玉，让贾宝玉娶她为妻，
这样的话她就可以统治整个贾府。就从为了保全贾府的平静
来讲，贾宝玉和林黛玉最终无法结为夫妻。

另外，林黛玉、薛宝钗和贾宝玉的判词在第五回就出现了，
其中最后的两句话：“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就可以



发现最后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是悲伤地结尾。按照我之前的分
析，林黛玉和贾宝玉是完全不可能在一起的，如果算上外界
的干涉，就算轮到史湘云也不会轮到林黛玉。而金簪雪里埋
这一句就隐射了最终薛宝钗会被贾宝玉所冷落。但是这是为
什么了呢?如果贾宝玉不愿和薛宝钗结婚，那他完全可以选择
不答应这门婚事，以贾母对于贾宝玉的关爱和对于薛家的不
喜欢，贾宝玉可以随随便便的更换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来结
婚。那么，如果最后贾宝玉真的像高鹗所续的那样，贾宝玉
和薛宝钗最终成婚的话，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在
贾宝玉成婚之前，贾母就去世了，因为王夫人和薛姨妈的关
系特别的好，就算王夫人在政治的立场上不支持薛宝钗，但
是碍于他们两家不错的关系，我认为王夫人也不会说些什么。
所以宝玉和宝钗成婚的一切阻碍都被消除了。但是我们不能
够就这样认为宝玉和宝钗就一定能够成婚了，倘若宝玉不愿
意的话，这一切还是白搭，那么这里还要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一下。第一种可能就是宝玉自己同意了与宝钗结婚的事情，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在之前的宝玉就说过宝钗总要他
去不断地去学习，这一点让他很反感。薛宝钗是一个特别势
力的人，她为了和宝玉结婚的目的无外乎第一宝玉是整个贾
府的唯一继承人，第二就是元妃是他的姐姐，他可以算是国
舅。这两点可以让薛宝钗有足够的理由与他成婚。然而就算
他有这么好的优势，如果他不读书的话，这一切都不能够实
现。就拿贾府的继承者这一件事说吧，如果贾宝玉不学无术，
不去关心如何去治理贾府的话，王熙凤便会乘机插上，一举
夺得大权，薛宝钗的目的就无法达到了。所以薛宝钗会不断
地催促宝玉去读书。第二种可能虽然有一些不靠谱但是我认
为还是有可能的，就是贾宝玉一直认为自己即将娶的时林黛
玉，而等到事后才发现自己娶的是薛宝钗，而林黛玉也正是
在他们拜堂的这个晚上死去的。娶了薛宝钗的贾宝玉非常的
郁闷而且伤心欲绝，他一直认为他和林黛玉会拥有那唯美的
爱情，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传说贾宝玉出生之时最终含着
一块宝玉，遂被取名为宝玉，然而这块宝玉是因为神通被蒙
蔽而流落凡间的，所以它已经失去了玉的本质，只能算是一
块石头了，所以金玉良缘并不适合他，他注定是与林黛玉成



就木石奇缘。当贾宝玉发现他娶了薛宝钗以后，有不同的几
个可能，第一就是他顺从于这些安排，不过明显不可能，贾
宝玉是个特点十分鲜明的人物，面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是一定不会妥协的，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他是个比较软弱的
人，但是我认为在某些原则上，他是不会妥协的。另一种可
能就是之后他的生活变得十分的单调无味，终日郁郁寡欢，
就是那种失去了心中最重要的人感觉。最后按捺不住的时候，
他的选择无非就是远离尘世喧嚣的出家或者那可以解脱一切
死亡。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宝玉是出家来还是自杀了，但
是从判词上看，他和薛宝钗，最终不会是善终。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谈谈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这两个
人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十分的微妙的，平日里的关系忽冷忽热，
有时候会亲如姐妹，而有时又会和对方冷嘲热讽。这一切的
原因其实都在林黛玉身上。林黛玉自幼丧失父母，而且体弱
多病，所以她对于这整个世界都是十分的仇视的，她认为都
怪这个世界，让她失去了父母，远离故乡，终日已泪洗面。
当她来到贾府的时候，遇到薛宝钗时，她一定会感到十分的
不自在和羞愧，因为薛家是个大家族，林家是一个衰败了的
家族，然而看到薛宝钗一身冠冕堂皇的装束，同龄的林黛玉
心中难免会有嫉妒的心情，她来到贾府就像是被人收养一样，
虽然她也被人称为小姐，但是真正尊重她并且对她好的人只
有她身旁的那些丫鬟还有宝玉。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有一
个送宫花的事情，林黛玉是最后被拜访的，拿到的自然就是
别人挑剩下来的花，这就让她心中的那种自卑感更加的强烈。
所以她与宝钗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冷言冷语，冷嘲热讽。知道
后来，宝钗找林黛玉谈了一次心，并且那时宝钗对林黛玉也
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她们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就消失了。不得
不说林黛玉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女孩形象，薛宝钗这样来获得
她的信任一定是目的的，目的就是在之后她嫁给宝玉的时候
少点障碍，如果她们两个人关系一直那样僵持下去的话，就
算林黛玉不能获得宝玉的心，她也一定会想方设法不让宝钗
得到，一种十分典型的自己吃不到葡萄也不让自己不喜欢的
人吃到的心态。虽然她很容易看别人不爽，但是心机却很浅，



很容易就被被人用计谋给骗取了信任，薛宝钗在这里就是这
样的。最终，林黛玉没有和宝玉在一起这件事已经成为不争
的事实了，不过我猜测也许最后林黛玉大将宝玉让给了薛宝
钗，可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心中又多少会有些不情愿，
林黛玉这样的性格，导致她会钻牛角尖，最后多方面的原因
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她死亡的原因，至于时间，我认为可以是
宝玉结婚的前夕。这个猜测纯属我个人的猜测，没有参考任
何资料。现在我们再来简单地分析一下薛宝钗，薛宝钗获得
了林黛玉的信任之后自然心中满是欢喜，不过我们往前看，
薛家入京的目的是为了让宝钗去参加选秀，不过在宫中的元
妃曾经暗示过宝钗她没有选上，又用两串红麝串来暗示她和
宝玉。所以宝钗最终如果和宝玉在一起的话，有一部分的原
因可以算在元妃身上，而为什么元妃要支持宝钗，我也不是
很明白，但是至少现在元妃是为宝钗撑腰的，这让薛宝钗底
气很足，因为在贾府的上上下下，权力最大的其实是元妃，
她可是宫里的娘娘。于是嫁不了皇帝的宝钗只能退而求次，
嫁给国舅。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元妃的死是整个
故事悲剧的导火索，所有事情其实最终都指向元妃。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依。也许因为两世都无缘分，
林黛玉和贾宝玉能算得上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又也许是价值
观和思想上的不同，薛宝钗和贾宝玉无法终成眷属。一切，
都还要回归标题的一句话“一缕芳魂回九天，莫怨东风当自
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