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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楼梦的第六回读后感篇一

人们都说“少不看《水浒》”。可我一翻开书，便被各色人
物吸引了：神机妙算的吴用，有情有义的宋江，英勇善战的
卢俊义…真是英雄豪杰聚集一堂啊!

可是有战斗必有牺牲。在南下征伐方腊的过程中，宋江痛失
多名大将，最后仅得二十七人回京。在好汉当中，最让我敬
佩的非黑旋风李逵莫属了。李逵身来便是一员猛将，只是相
貌丑那陋:“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交加一字赤
黄眉，双眼赤丝乱系。”人们都送他外号“铁牛儿”。

刚开始，我对他是充满不屑:他骂骂咧咧，粗暴无礼。在元宵
会上大闹东京，几次误了宋江、吴用的好事。可是后来征战
方腊及回京之后，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心中的不屑全
部抛至九霄云外去了.留下的只有敬佩与赞美了。

倘若说他在闹东京时是粗暴无礼的，那他在征战方腊时便是
英勇杀敌，重情重义的一员猛将了。在征战方腊之时，李逵
主动出马与敌方交战，看见弟兄们相继倒在了敌人的长缨之
下，李逵便抡起双斧，报仇雪恨，斧头朝敌人的头上砍去，
连折敌方数名将领，让敌人闻风丧胆，丢盔弃甲，仓皇而逃。
但是李逵坚决不罢休，乘胜追击。

读到这里，我闭上眼睛，不由得对李逵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



敬意。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硝烟，无战争的国家，不
需要英勇杀敌，建功立业。但我们还是要学习他重情重义、
坚毅勇敢的精神品质。

终于，长达数月的战争结束了。宋江，吴用等二十七人凯旋
回京了，等待他们的是功名和酬劳。各将领各得其所，选择
了自己想要的余生。

宋江、吴用、李逵等人都走上了官场，可是黑暗而又动荡的
社会，全部掌控在了奸臣的手中，他们先后害死了卢俊义、
宋江等人，话说宋江吞下药酒后，方知是诈，却为时已晚。
在所剩无几的时日里，宋江请来李逵，李逵得知真相后，他
也喝下药酒，“回到润州，果然药发身死”与宋江并葬于楚
州。

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热泪盈眶，李逵重兄弟情义，
与宋江出生入死，同甘共苦，情同手足。我们虽然不一定会
为友情不惜一切代价，但也要学会尊重友情，呵护友谊。李
逵身上的品质，我会铭记于心!

读《水浒》，读的不仅仅是故事，更是人物身上的品质。
《水浒》，让我受益匪浅!让我难以释怀!让我对黑旋风心生
敬意!

致敬黑旋风!

【水浒传读书笔记第六回900字范文】

红楼梦的第六回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曹雪芹《红楼梦》的第六回。

读了第六回《闹书房秦钟赴黄泉》这篇文章后，让我疑惑不
解：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呢？再仔细读一遍，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书房里的金荣把事情闹大了，在书房
里打起架来，，却不知从哪飞出一方砚台，没砸到人，却溅
了一书墨水。然后，秦钟不但不专心读书，反而行为放荡不
检，又惹出许多是非。他父亲知道后，毒打秦钟，结果，他
父亲被气得旧病复发，隔几天就死了。而秦钟被打后一病不
起，七天后就被送殡掩埋了。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学习就要一心一意的去学习，不要不务
正业、惹是生非。

文档为doc格式

红楼梦的第六回读后感篇三

大家好！今天我要说的是《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
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前五回讲述了“通灵宝玉”的来历，也扼要描写了尘世的荣
宁二府，暗示了人物命运，算是全书提要，但还不算完全展
开。第五回中以秦氏入梦，第六回自然地又以秦氏出梦，然
后将前半个标题简单的带过。很明显，这一部分则不是我要
讲的。这一回目中有一个人物——刘姥姥，我想讲讲。

从人物关系上来看，本来跟贾府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姥姥，通
过女婿王狗儿，也算是和贾府攀上了远远的关系。王狗儿祖
上贪图王家势利，认了王熙凤之祖做侄子，算来刘姥姥应该
与凤姐同辈。刘姥姥一共四进荣国府，这里则是一进荣国府。

下面我将结合原文分析一下刘姥姥。

第一，她是来自乡下贫农家庭的刘姥姥。她并不懂得什么高
深的知识，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甚至显得粗俗，是封建时
代较为典型的农村老妇。“使人头晕目眩，刘姥姥此时只有
点头咂嘴念佛而已”。这一处是刘姥姥进入堂屋时见“满屋



之物都是耀眼争光”的表现。很显然这时的刘姥姥已经被贾
府的荣华富贵吓到了，而局限于知识的贫乏，自然没有可能
找出什么字词来形容，只好念叨阿弥陀佛。

“说话时，刘姥姥已吃毕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舚舌咂嘴的
道谢”“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
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嗳，
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
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

在此处甲戌本的侧批是：可怜可叹！其实从前文可以看出刘
姥姥已经极力相对体面和礼仪一些，但无奈于文化和习惯，
及在乡村生活的很多礼仪上的缺失。从此时刘姥姥无意的动
作，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贫农老妇人形象。倘若刘姥姥不
是这般，那么刘姥姥的形象得打个问号。

第二，她是一个久经世事的老婆婆。这一点让她能够圆滑且
谙于世故。周瑞家的问刘姥姥：“今日是路过，还是特来
的？”刘姥姥便说：“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二则也请请姑
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
致意罢了。”刘姥姥本来的确是过路，但是这里却说是特来
瞧瞧，又轻描淡写似附加的一样说出真实目的，可看出她善
于权变应酬。这一点周瑞家的当然也很清楚，但也看破不说
破，一则是为了回报王狗儿的帮助，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
面。但总的说来周瑞夫妇也算是个怀情不忘的正人。看了刘
姥姥的一番话，第一是感叹语言的艺术，二是感叹生活的艺
术。刘姥姥的生活艺术还表现在她的察言观色上，这里不再
详细讲述。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本章的一些语言特色。刘姥姥的语言特点
当然占其一。再者是其中对小孩的语言描写。“周大娘，有
个老奶奶来找你呢，我带了来了”。这的确是孩子的语气，是
“石头”的叙述语气。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



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逐细言来。这一
句话时的确逗得我一笑。一般的书籍作者应该都希望自己的
作品有更多人阅读，这里的“石头”却有一丝赶人走的味道，
夹杂的世态，即当时少人愿诚心做学问，这从作者自评“满
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能
看出，他所期待的是有更多知己能理解自己。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红楼梦的第六回读后感篇四

恐怕许多人都读过《红楼梦》，但大众人士都很少书面评阅
她，没有点儿丰厚的文化底蕴谁敢妄加评阅?鄙人拙识，可能
是职业使然，我被《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深深吸引。

写作课上，让学生写人，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大部分学生
写人物外貌都是千律，这让我大伤脑筋，也许悟一悟《红楼
梦》中的肖像描写，对我的教学有所帮助吧。

《红楼梦》的开篇，各样人物出场，便是通过人物眼光，在
对比中各自亮相。宝黛初会，一见面便似曾相识，”这个妹
妹我曾见过“。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便抓住她于众不同的外
貌特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
目。“虽也用说书传统的肖像套话，却又不落俗套地勾画出
了黛玉所特有的”笼烟眉“。正因黛玉”眉尖若蹙“，宝玉
给她取字”颦颦“。正因黛玉”泪光点点“，宝玉觉得”久
别重逢“。正因黛玉貌如”神仙“，却并没有”通灵“佩饰，
宝玉登时发作起痴狂病，狠命摔去那”劳什子“。正因为运
用了有特征的肖像为引线，从而带出了有个性的心理、言语
和行动描写，显示了主人公心相通的痴情，拉开了《红楼梦》
大悲剧的序幕。

曹雪芹描写贾宝玉的肖像，一次未能尽意，再次让他亮相，
使黛玉感到他”外貌最是极好“，却又已”好皮囊“跟世俗



所说的”腹内原来草莽“形成反差。这种”表里不一“的肖
像，唤起读者的关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肖像描写中”眼睛
“的描写甚是重要，我们经常说：他的眼睛会说话。鲁迅说：
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
这话是极对的。倘若是画了全副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
无意思。画好眼睛，等于成功地描写了肖像。而成功的肖像，
就等于在读者眼前，打开了认识人物的窗户。曹雪芹这样描
写黛玉的眼睛：奇眉妙眉，奇目妙目，奇想妙想，真真写杀!
那奇妙处，就在于会说话，能让读者透过它们看到内心。

生活中不存在容貌完全相同的人，人物外貌的独特之处，就
在最能体现其人本质并且足以区别他人的地方。作者应该根
据人物的性格，作品的需求，用精巧的笔墨把它们描写出来，
力求外貌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特色鲜明。

关于红楼梦第六回读后感600字2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
几句判词，注定了薛是红楼数场悲剧中的一个。对于她的一
生，作者曹雪芹应该也是叹惋的吧!

我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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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女
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福。
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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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时候画上句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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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赞成高鄂的续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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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深深的思念，这样的
死，何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鄂没有这样写，他最终让
黛玉很庸俗的指天愤恨，气极而亡。这不象我们认识的那个
高傲自赏的黛玉，反而象个情场失意的一般女子。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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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给予黛玉的其实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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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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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有一个天生喜欢孤
独的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的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何
况所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个问题。

关于红楼梦第六回读后感600字3

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生活，将其攫娶裁剪，
再加以创造，《红楼梦》这幅画卷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
一经问世就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是当之
无愧的经典之作。

作者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另外还有芹圃、芹溪、
芹溪居士等字号。祖籍襄平。出生在贵族家庭，年仅十岁的
他亲眼看到家庭遭受沧海桑田的变故，对封建统治的没落命



运有了切身感受。从1752年起，他终于挥洒出一部不朽的现
实主义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有关爱情的小说，但作者并没有把着眼点
完全放在故事情节上，而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下足了功夫，显
示出高度成熟的艺术水准。全书共刻画了四百多号人物，不
同的身世命运，不同的生活情景，在曹雪芹的笔下，人与事
的来龙去脉，一概井然有序，从容自然。上至皇庭贵妇，下
至走卒车夫，其神色、语言及个性，都贾宝玉，荣国府的嫡
派子孙，衔玉而生。前世为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灵石。从小
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

贾宝玉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聪慧异常，出类拔萃，但他不肯
“留意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是大家庭中的宠儿，
但命运却不由得自己做主，与林妹妹相契相知，抒发真性情
真心意，却被逼着娶了宝钗，终离了俗世，走入茫茫大雪。

林黛玉，前世为三生石边的一株绛珠草，受赤霞宫神瑛侍者
的甘露之惠，愿跟其下凡还尽眼泪。她绝丽脱俗，雅若天仙，
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性孤傲，心思敏感，才华
横溢，个性纯真灵净，说话率直有时却也刻保她常怀隐忧，
感物伤情;暮春时节，见落花飘零，就锄坟葬花。最后黛玉泪
洒百日，泣血而死，还了前世情缘，留下悠长的深思。

关于红楼梦第六回读后感600字4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到
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这是中
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开篇词与结尾词。说来也是可悲，一
本红楼梦，尽显人间的心酸。

红楼梦中真的是一部人间“奇”书。

说它奇，也非是，说它俗，也不然。这本书把人世间的庸俗



与理想世界的奇幻相结合，奇中有俗，俗中有奇。曹老把这
两者很完美的给搅和在了一起。却又找不着破绽。

他究竟是从那个地方入手来把这两者混合的呢?说来很简单：
梦。

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饮了仙茶“千红一窟”(千红一哭)喝
了仙酒“万艳同杯”(万艳同悲)。还听了仙曲《红楼梦》。
一曲红楼，暗示了贾府与十二金钗的结局。只有看完全书再
返回此章一读，方懂曹老一片苦心。每读到这里，我都不禁
感叹，人生的结局真的不是世人所能预料的。

而梦醒之后，贾宝玉还是那个贾宝玉，那个任性的少年。并
没有因为一梦改变自己。此处又从梦中的奇转为现实的俗。

另外，很多的梦是托梦。秦可卿托梦凤姐要小心“水满则溢，
月满则亏。”晴雯托梦贾宝玉说她要死了等等。

其实，除了写出来的梦，还有一些隐藏着的梦。螃蟹宴、海
棠社、桃花社，多么美好的生活!结果到了红楼梦末期，林黛
玉枉凝眉，泪尽而逝;薛宝钗终身误，孤身至终。王熙凤聪明
误，机关算尽。十二金钗，没有人有好下场。

人生一世，离开后不终是一无所有吗?人离世后，终究和来到
这个世界那时候一样，什么都带不走。一切，纯洁如初。

关于红楼梦第六回读后感600字5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开篇即一个“泪”字，从中不难品味出红楼一梦的辛
酸、悲哀。

说到泪，大家一定会想到位居十二钗之首的黛玉。



其实，黛玉原本也是“雪为肌肤，花为肠肚”的人，只是年
幼的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促使她成了那种遇事哭哭啼啼的
人了。

黛玉的泪，不只是为自己而流，更是为自己的男颜知己|——
贾宝玉所流的。

按理说，宝玉与黛玉，一个喜欢一个爱，两人情投意合，这
哪里有错，没有错嘛，但这错就错在两人生在富贵世家。

红楼梦的价值，已超出了文学……

红楼梦的第六回读后感篇五

每一个阶段读《红楼梦》，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红楼
梦不单指出这一家族的必然崩溃和死亡，同时也暗示了这一
家族所属的阶级和社会的必然崩溃和死亡。你是否在找正准
备撰写“红楼梦第六回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
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星期三的午时，我怀
着好奇的心境读了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讲了贾`史`王`薛为背景，故事情节由主次两条矛
盾线索构成的。一条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为中心，贯
穿全节的全线。它以贾`林争取感情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
决的思想同封建制度，封建礼数之间的矛盾为线索，以贾，
林最终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数的彻底背叛和感情的杯具为结
局而告终。

读完以后，我已泪流满面。从这条主线看来，造成贾，林感
情杯具的根本原因是：在封建制度与礼数的祷告下，青年男
女感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由以贾母为代表的荣誉当权



派们决定的。贾母对林黛玉的“疼”只是亲情上的而已，并
不是喜爱她不符封建道德规范的“孤高自许”。由此选出薛
宝钗而旗帜林黛玉。它以贾府及其亲族的哀败为结局，不仅
仅构成主线的社会背景，并与主线殊途同归，提示了封建制
度的罪恶。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我国古代四大名著《水浒传》、《三
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而当时我对《红楼梦》
只知道有叫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就是现在读起它，也会
被它所深深地吸引。

到了高二年级，那时班里已有好多同学都读完了四大名著，
可我还有一本《红楼梦》。当我第一次看时，就被吸引住了。

我发现这书里的诗句写得十分妙，读时不但琅琅上口，寓意
也是极深刻，渐渐地，对《红楼梦》产生了浓浓兴趣。读完
后，不禁感慨，林黛玉竟然如此的多愁善感，这是一个十几
岁的少女所应具有的性格吗?或许她的性格是周围环境所造成
的，没有父母的关怀、寄人篱下。但她受到了贾府上下无微
不至的关怀，却依然有些不满足。她最终因忧虑而死。我觉
得林黛玉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黛”是一种墨绿色，代
表她对自由的向往。她多愁善感、任性自私，还很爱哭，但
实质上，这正是对封建社会束缚人性的一种很好的回击!她敢
于追求自由，反抗社会，寻找自己真正的幸福，这正是她可
贵的品质和内涵。在那黑暗的时代，却有着这种特殊的风景
线。

没错，她就是一道风景线，以降珠草的身份，给了黑暗、趋
炎附势、欺上媚下的社会留下深深的印迹。虽然有着薛宝钗、
贾元春之流的批判，但是她的芳迹、高贵、勇敢以及敢于同
时代抗争的精神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全书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讲述贾府的兴衰
历史，也以侧面写应了封建家庭的荒淫、腐败，表现了封建



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作者也写终都透露着哀怨伤感的
请调，流露出一种消极思想。

以前初读出了对于封建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和精神实质有切
实的体验和感受，小说自始至《红楼梦》时，一直都认为林
黛玉是不懂事，小心眼的人。每当贾宝玉对别的女孩子说一
句话时就又哭又闹。当别人含蓄地指点她的错误时，她总会
讽刺别人一番。好像自己是多么的完美，没有丝毫的缺点。
贾府怎么容得下这样的人。但是读的次数多了，才真正体会
到她，所以才会有了先前的感悟。所以我还想再次强调：林
妹妹是一道即美丽又特殊的风景线。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
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
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
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的真实写照。

有人把莎士比亚比作高山，我认为曹雪芹是一个大海。山再
高，终有人可以登上它的顶峰，而大海，要想探究她的深底，
却非常之难。“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
解其中味!”曹雪芹在写这部书时，用了“谐音寓意”的手法，
他把贾家四姐妹命名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这是
谐“原应叹息”的音;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让
他饮的茶“千红一窟”，是“千红一哭”的谐音，又让他
饮“万艳同杯”的酒，这酒名是“万艳同悲”的谐音，这样
的手法几乎贯穿了全书。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黛玉低吟着的悲凉
试句一直被古往今来的独孤人士吟唱至今，这句诗出自曹雪
芹的手笔，似乎也暗示着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悲凉结局和它之
中蕴涵着的封建社会独有的苍凉和无奈。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巨大的，这首先体现在典型形



象的塑造上，它探索到人物灵魂的深处，描写了不同人物的
精神面貌，塑造出不同的典型。这一大群性格鲜明，有血有
肉，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道瑰丽的艺
术画廊。在这一人物群中，不仅有大家闺秀，豪门公子如主
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

《红楼梦》中除了众多的人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还
有就是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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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大的繁荣的贵族大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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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黑暗和不长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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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同顽固势力作斗争的新
主派代表，我们都江堰市知道林黛玉的眼泪，但也知道她的
尖酸刻薄以至使别人都嘲笑她挖苦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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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誹謗”纨绔子弟的形象，他们鲜明的人物性格也使黑暗中
有了一丝亮光，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近日读完《红楼梦》，才明白其妙处所在。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围绕事关
贾府家事利益的贾宝玉人生道路而展开的一场封建道路与叛
逆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为情节主线，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叛
逆者的悲剧为主要内容，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没
落过程的生动描述，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种.种黑
暗和腐朽，进一步指出了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运终权尽”的
末世，并走向覆灭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地，生动
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全
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
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
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
如贾宝玉，林黛玉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补
裘，宝琴立雪，黛玉焚稿等等，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如林
黛玉飘然的身影，诗化的眉眼，智慧的神情，深意的微笑，
动人的低泣，脱俗的情趣，潇洒的文采……这一切，都是作
者凭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艺术素养培育出来的，从而
使她在十二钗的群芳中始终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
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再现
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读来犹如作品中的人物同生活中的
人物一样真实可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不得贤，说
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
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令人徒加评
论。不仅贾宝玉，林黛玉这对寄托了作者人格美，精神美，
理想美的主人公是如此，甚至连王熙凤这样恶名昭着的人物，
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坏”，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
“可爱”，从而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
格“迷人的真实”。

作者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描写，
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甚至连一些不成文的，
史无记载的社会习惯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
绘。

《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不仅在
国内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而且在国际上
也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有法国评论家称赞
说：“曹雪芹具有普鲁斯特敏锐的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
缪塞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整个社会的自
上而下各阶层的能力。”

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哀情道遍;一首《葬花吟》，把无
尽落红悲声唱完。悲哉，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泣哉，怜痴情儿
女尽成灰。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又是中国文学史乃至
世界文学史上得一朵奇葩。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
的荣辱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
索，着重描写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并且全面地描写
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以及种种不调和的矛盾，向我们展示
了一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长卷。

曹雪芹所写的贾府繁花似锦的日子，有可能反应康熙盛世的
意思，但是作者亲身经历了家族巨变，深深地感悟到福祸相
依的道理，所以，全书揭露了统治阶级繁荣景象背后腐败的
根源，揭露了封建制度腐败和必然没落的道理。在书中，作
者读宝黛爱情给予支持和赞美，对不幸结局给予同情。另外，
曹雪芹还是一个经济学家，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物的介绍
与描写，反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观念的影响。

就在《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
宣牙牌令：这一次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本回通过刘姥姥的
眼睛再次描写了贵族生活的浮华、浪费和奢靡。

刘姥姥在《红楼梦》这部巨着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
物。但在《红楼梦》作者的妙笔下，刘姥姥却成为中国家喻
户晓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刘姥姥是一个事故圆通的老妇，
还是一个摇尾取怜的老妇，向来各家说法不一。

单拿一双老年四愣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刘姥姥心中并
不羡慕贾家的生活，反而只一心一意计算着平实的居家生活，
刘姥姥一再地叹息。作者利用几个细节塑造出刘姥姥的朴实
的老农妇形象。同时作者也透过刘姥姥的眼睛映射出贾
府“朱门酒肉臭”的景象，对贾府的腐败提出沉重的谴谪。

本回事以乐景写哀情，通过刘姥姥对大观园的描述，侧面描
写了大观园的奢侈及浮华;通过刘姥姥的逗笑，我们看到了封
建社会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是那么的大相径。



妮紫嫣红的大观园，隔断了世俗与肮脏。可贾府的衰落是不
可逆转的，小小一园不可能避免悲剧的上演。十二女怜
的“离乡怨”，林黛玉的“潇湘馆”，薛宝钗的“恨无缘”，
直至贾宝玉悬崖撒手遗红怨。理想与现实在此冲突，现实多
弊却根深蒂固;理想难行却矢志不渝。可柔弱的理想如何改变
黑暗的现实?“质本洁来还洁去”吧，“一枉净土掩风流”，
何处是香丘?手捧一卷空余满腹惆怅，唯有掬一把热泪洒于闺
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