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六到十回读后感 红楼梦第三
十六回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梦六到十回读后感篇一

出门远行者比宝斗富自取其祸，而谋财害命者必有报应。

比宝斗富遇到贪心之人必会千方百计谋取财宝。远行之人身
居异地，对所处环境的不了解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如当地的
社会习俗、民风善恶和身边人员的成分。不懂社会习俗有可
能触犯当地禁忌，不知民风善恶则不知道行事分寸，不明人
员成分有可能暗自吃亏。同时，强龙不压地头蛇，都明白，
即便发生争执自己的力量也多处于劣势。遇到贪心之人，在
家尚可争执，在外则性命不保。如孙悟空在观音禅院主动与
人斗宝比富，若不是他这般神通广大，不也是殒命。即便保
下性命，火烧了禅院，也免不了与黑风怪再起争执，不仅受
了金箍之苦，还要操心劳神灭这无妄之灾，这不是自取其祸。

贪心者已迷心窍，为利而动，不顾生死。程颢有名言“贪之
甚，甚昏蔽而忘礼义；求之极，则争夺而致怨。”忘礼仪会
做出不符合道德标准的事情，失去朋友们的帮助。寻求利益
的人很多，如果争夺的过于激烈，必定会结下怨恨。失助结
怨，求败之门。争夺成功者得意一时，失败者身败名裂。禅
院方丈不守佛门禁律，妄起杀生之念，这便是忘礼仪。为求
袈裟取人性命，则是求之极，没想到碰到孙行者，争夺不胜，
被猴子一念报复之心烧了禅院，自己不堪羞辱含恨自尽。切



不可妄生贪心，更不能谋财害命，否则必遭报应。

红楼梦六到十回读后感篇二

今日，妈妈介绍了一本书给我。它就是闻名古今中外的《红
楼梦》。它的作者是清代的曹雪芹。

在这本书中，薛宝钗、袭人等是《红楼梦》的主线人物，贾
宝玉、林黛玉两人的杯具贯穿始终。由多情潇洒的宝玉，娇
嫩多病的黛玉，塑造了一个发生在清朝封建家庭的动人感情
杯具。作者曹雪芹经过《红楼梦》，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
黑暗，也表达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述的是从小体弱多
病的林黛玉来到了贾府，渐渐与公子贾宝玉相恋，本来这是
一段完美的姻缘，但却又因凤姐从中使用掉包计，使得贾宝
玉娶了带有黄金锁的薛宝钗，让林黛玉吐血身亡，贾宝玉从
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的故事。

我认为《红楼梦》这本名着很感人。看了它，我还真懂得了
不少道理，也时常投入不已。我觉得，当时的贾府很奢侈，
贾府的贾母有权有势，说话也很有分量，贾府上下全都得听
她的。但她异常疼爱贾宝玉，把他当作掌上明珠。虽然贾母
十分疼爱贾宝玉，但我并不是十分喜欢他。我觉得贾宝玉这
个人物有点"玩世不恭"的意味。轻佻，顽劣，屡教不改，这
些词都能够用在他的身上。当然，最终他也在离开黛玉的巨
大悲痛中醒悟了过来，一改自我平日任性妄为的作风我倒是
喜欢贾宝玉的表妹林黛玉。她虽然爱哭，但很却有才华，琴
棋书画样样精通。她和贾宝玉很谈得来，经常一齐玩耍，两
人是青梅竹马，十分要好。我觉得，自我也是一个样样精通
的小女孩，爱好很广泛，读书、画画，弹钢琴、办小报……
我也有些爱哭，有时家人说说我的不是，呵!我的"金豆豆"就
咕噜噜地滚了一地。可是，这些应当改正，作为现代的孩子，
我觉得我们要坚强些，不要像林黛玉那样动不动就暗自垂泪。
我觉得，林黛玉在我心里是《红楼梦》里最喜欢的人物，也
是最感人的人物!



自从我看了《红楼梦》以后就很佩服曹雪芹，他能够写出这
么好的作品，能把里面的人物写得那么栩栩如生，说明他的
写作功底十分深厚，里面的人物个个好像就站在我面前，同
我说话似的。我要向他学习写作的方法，把写文章的基本功
打扎实，提高自我的写作水平。

红楼梦六到十回读后感篇三

《红楼梦》描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讲述了最凄美的爱情。
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不仅要多多品读这本书，还应该写一
下它的红楼梦三十回读后感800字。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
写“红楼梦三十回读后感8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
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
也表达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
黛玉来到了荣国府，渐渐与贾政之与生俱来通灵玉而性格顽
劣的公子贾宝玉相恋，又因凤姐从中使用掉包计，使得贾宝
玉娶带有黄金琐的薛宝钗，让林黛玉吐血身亡，贾宝玉从此
心灰意冷，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故事。

我实在是为林黛玉而感到悲哀不值，更为他们悲惨的命运而
惋惜。但追究人物本身并没有过错，让人憎恨却是那种封建
的传统观念。什么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什么门当户对，这种
思想真是害人不浅。这不，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因此而要承
受阴阳相隔，想而见不着的痛楚。还要让贾宝玉受这样的欺
骗。唉，就是石头心肠的人也会被他俩的真情所感动的。

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
者痴，谁解其中味。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题记



红楼梦一梦古往今来，赚得了多少叹息，多少惆怅，可是又
有谁读懂了曹雪芹背后的凄凉 ，午夜梦回他是否会想起自己
的年少，想起那大观园的喜怒哀乐，然后轻轻一声叹息，面
上平静如初，实则内心百般波澜。

有友人问我，在这本书中 你认为曹雪芹更偏爱林黛玉还是薛
宝钗?我轻笑不语，其实无论是黛玉还是宝钗都不过是那颗顽
石命中的一片浮云，片刻间便烟消云散，干净的不留下一丝
痕迹，无论当初发生了什么，都是对的，可如果一旦结束便
真的是结束了。

都说红楼梦最著名的便是那一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呀!全书写的都是荒.唐的言
辞，却浸透了作者辛酸的眼泪!都说作者迷恋儿女痴情，可又
有谁能真正理解书中的意味?“荒.唐”不仅指作者在书中引
出了“炼石补天”“青埂峰”等荒.唐故事，而是指出全书描
写的当时社会的腐朽，残酷，互相倾轧以至于走向灭亡的道
路。这书不仅是曹雪芹对而是生活的迫忆，更是对现实生活
的不满和讽刺，“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
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作者借顽石说自己不能匡
时济世，被弃置世间，半生潦倒，一事无成，所谓无才，貌
似自惭，实则自负，是作者愤激之言，是一种“缚将奇士做
诗人”的慷慨;以顽石为喻，表现自己不肯随世俗 同流合污
的傲骨，作者把那块石头称为“顽石”也大有深意。顽石的
特点便是棱角分明，执拗死硬，毫不通融。人如果具备这种
品格就必然同当时那个黑暗卑劣的社会不相融，那这个社会
就一定会排斥他。作者自己深深懂得他绝不是为了给世人消
愁，解闷儿来写这部书的，而是把自己一生“历尽离合悲欢
炎凉世态”的经历，加以艺术的概括和提炼。塑造了众多类
型的人物，来表明他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寄托他难以言语
的感慨，既是赞歌，又是悲歌挽歌。

作者是以泪和墨写下这本书。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
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百年后世人对红



楼梦可谓是褒贬不一，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
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
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
闱秘事。”可是无论怎样，认识任何一个事物都必须要有辩
证统一的眼光，坚持一分为二，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但
《红楼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梦花魂断冷香芷】

微风起，轻酝酿，谁为之洒泪;

奈何天，伤怀日，谁为之埋葬;

水中月，镜中花，谁为之了却。

明是满纸荒.唐言，却藏把辛酸泪。

——题记

那年人间，好不热闹，风起风落，门庭若市的贾府之中，来
了不少女子，偌大的贾府之中，多了一丝灵动，是是非非便
开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以及那一抹悲哀。

芙蓉泪

还记得宝哥哥说，女人是水做的，你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一
泉清流。你是那一泉活水，流入了这贾府。初见，你黛眉轻
皱，一双杏眼掩不住风波，青丝垂鬓，好似水出芙蓉。那一
天，你迷晃人眼，晃走了你宝哥哥的心。你一生多泪，那泪，
诉说着你悲苦的一生;那泪，你又给了你挚爱的宝哥哥，一生
一世，你不曾遗忘，也不曾拥有。还记得，你在那沁芳闸边，
拔弄芊芊细手，埋葬着那片片落红，也埋葬着自己的真



心。“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在水边你吟出
了自己的心声;“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在水
边你看透了自己的末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
知”，在水边你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也许不是不曾喜欢，而
是不能相爱，世间至苦，莫过于此，此生的到来，不过是为
了让你看透世间的污浊。你是芙蓉，宛在水中的芙蓉，聘聘
婷婷，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可怜你洗了一
身的清洁，换来了一世的灵动，却在你宝哥哥迎娶娇美娘的
时候，你落下你最后的泪，回到了你的仙境。你知道，你一
生的落泪，只是为了还当年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也罢，就
这芙蓉泪，你拿去吧。

梅花染

在这胭脂缭乱的大观园内，你如那靓艳寒香的梅花，静静地
开放着。大观园的花花世界，对于你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
烟。从来没有人见过你眼中的泪光，是因为金钗步摇换做了
拂尘吗?花花世界之中，你执着的追求那一方一尘不染的清净
之地，忘了凡尘，成为了自己的“栏外人”。青灯古殿，你
日日与古佛相伴，时光渐去，唯有佛经记下了你的虔诚，你
凌霜傲雪，保持那-份属于自己的淡宁。读尽诗书，气质美如
兰，才华馥比仙，却难守自己的清白。“好一似，无瑕白玉
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可笑，自己一生傲视凡
尘，到头来，却被贼人掳走，也许这都是命吧。白雪飘零，
点红成梅，“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
尘肮脏违心愿。”你与诗书佛经相伴一生，为何迎不来自己
的幸福?煮一盏温暖的香茗，旧年时的故事，就像那清澈的泪，
遗落在不曾记起的地方，淡淡的禅机之中，隐隐是落寞的苦
涩。拾级而上，栊翠庵外的石阶早已长满了青苔，长亭步廊，
也不见当年之净。而你，却忘了回归。佛像早已蛛网四布，
木鱼也早已沉默，佛经再也悟不出丝丝禅机。可能，自是来
于红尘，而归于红尘，可能这也是一种圆满吧。

牡丹情



芳华尽谢，唯有你，依旧等候着属于自己的情。冷香丸的清
芳让人着迷，哥哥的不务正业，让你不得不绽开笑颜，款移
莲步，做别人的大家闺秀。你不爱花不爱粉，你只是想平平
淡淡的，却不得不步步为营。杨妃戏彩蝶，背后亦是孤独的，
可能，没有人真的懂你“任是无情也动人”。人人都说你配
牡丹也是绝配。是啊，群芳之冠，也为你最为动人吧。你也
是爱宝哥哥，和颦儿的爱比起，你的爱更为小心翼翼而又步
履如冰，你把自己的感情掩藏到极致。在这大观园内，你只
有静静望着他，渴望着他那一丝丝的心动，但终是无望守候。
你“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比
起黛玉风露清愁的出水芙蓉，你的美是实实在在的，让人触
手而即。可怜你嫁入府中，却赢不来心爱之人的一片真心，
等来的只是宝哥哥弃尘出家的消息。泪，在那刹那芳华落了
下来，每一滴泪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你的真情，是爱，还
是痴。你终于知晓，原来自己的婚事，竟是这般无赖，也罢
也罢，就让这随风而去了吧。

花魂竟去，独留贾府在人间矗立;掩卷沉思，红楼儿女的梦成
就了最美的篇章，里面亦是孤独的痴情。仰天长啸，谁奈我
何，只愿下一世，你我都不再孤独。

爱，是一座城，

你我都是在城中的人，

只是，你我都爱得太深，爱得太痴。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大概七八岁时，爱读一些浅显易懂的童话。对于名著，却没
有一丝一号的兴趣。偶然间，翻开了这本《红楼梦》，才看
了几页，就爱不释手了。



那是一本青少年版的，当时还不能完全读下来所有字，查查
字典，连猜带看的就过去了。虽还读不懂细致隽永的文字中
博大精深的含义，但还是被那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从此，
我开始了文学的征程，顶点是胜利的辉煌。

书中人物可谓是变化多端。痴情不悔的贾宝玉，城府颇深的
薛宝钗，心狠手辣的凤姐，卑躬屈膝的袭人，上至达官显贵，
下至奴才丫头，无一不栩栩如生的映刻在脑海中。而我最爱
的还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
相逼”是她对爱情的凄婉歌颂。一曲《葬花吟》，又唱出了
她对爱情多少的执着。从最初的进贾府，直到中间元妃省亲，
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到最后的家道中落。从繁华到衰败，一
次次对宝钗的猜疑布满了她一颗敏感而又多疑的心，直到听
到一句“我为姑娘病了”，便大可以去了。宝黛新婚之夜，
坐在床上的却是宝钗，而潇湘馆的黛玉，却已魂归西天。我
也入了情，竟哗哗落了泪。爱她，她的文采，她的多愁善感，
她对爱情的执着，一切她的经历，都深深印在心中。看完后，
竟觉得有丝许庆幸。庆幸黛玉未曾经历到贾府查封，更庆幸
我结识了《红楼梦》，步入了文学的殿堂。

处在封建社会，贾府的一切都令人悲叹，令人歌讽。现在我
已经不是那个七八岁的，不谙世事的孩子，也读懂了一些，
看透了一些。而看懂了一部分，才知，这本书，可真是高深
莫测啊!

直到现在，我才懂得，袭人实则宝钗的小照。而晴雯抱屈亡，
更暗示了黛玉的命运。是啊，“西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
垄中，卿何薄命!”写给晴雯的悼词，却年年想不到竟成为了
对黛玉命运的批判!

从第一次看这本书，直到现在，多多少少也看了好几遍。但
总忘不掉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感觉。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对
文学最基本的渴求与吸吮。如干旱的海绵尽情吮吸着知识的
甘露。从那时起，从那本《红楼梦》起，我成长了，不再拘



泥于浅显易懂的童话，踏上了文学之旅。一开始，我如一叶
小舟，在黑暗无边的大海上航行，总感觉光明正要到来，却
又无从寻找。突然出现的渔火点燃了，望向四周城市，正在
远方的天际。而《红楼梦》便是那渔火，点燃我人生的道路，
让我有了对文字的渴望。人总有那么一本启蒙书，如果我有，
那便是它了。

一本《红楼梦》，牵引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遨游。一本书，开
启了成长的大门，受益终生。

红楼梦六到十回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
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永放奇光异彩，《红楼梦》一书让
人时而高兴时而忧伤，时而愤怒时而感慨万千。你是否在找
正准备撰写“红楼梦一至三十回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屹立在我国古代小说巅峰。”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娴静犹如花照水，
行动好比风拂柳。“这首歌似乎还萦绕耳畔!

《红楼梦》讲述的是因皇亲而荣华富贵的贾府逐渐走向没落，
最后因家庭成员获罪被抄家，终于繁华成空的悲剧故事。
《红楼梦》里，有精明泼辣、圆滑狠毒的王熙凤，多愁善感、
才思敏捷的林黛玉，叛逆多情、贪玩厌学的贾宝玉……我觉
得最有趣的当数心地善良、老于世故的刘姥姥。刘姥姥二进
贾府时，为了取悦贾母，在宴席上故意出丑，鼓着腮帮子幽
默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
头!“哄得众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

《红楼梦》中最令人悲伤的情景莫过于黛玉葬花和焚稿。



当读到《葬花吟》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怜?“时，我似乎看见花一朵一朵地凋谢了，花瓣随风满天飞
舞，花儿那曾经的清香，也没有了。可是谁会来怜惜它们呢?
只有孤单瘦弱的林黛玉!但是当林黛玉也香消玉殒时，还有谁
会来怜惜花儿，有谁会来想念可怜的她呢?难怪她要发出”一
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慨!当林黛玉听说宝玉
和宝钗成亲，她的病情恶化，奄奄一息，上气不接下气时，
她把自己最心爱的诗稿、手绢和着自己的泪、自己的血都烧
光时，真让人潸然泪下!她烧的岂只是诗稿，而是她所有的寄
托!她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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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首《葬花吟》让
多少人心悲意恸。一曲《红楼梦》，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喜
兴衰。当大雪落的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时，以往的繁华富贵仅
有留在薄薄的书页中了。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是的时代，这是最
坏的时代。”国运昌隆，皇恩永续，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
万象争辉。少有人看到，整个社会从最底层至最上流，皆是
一番淤泥拥阻，浑浊不堪的景象。底层百姓失田弃地，难以
维持生计。不愿受辱遭害的，毅然别过人间。硬挣着命活下
来的，不是被官府算计，就是被大家族盘剥，最终也免不了



悲惨的命运。大家族间更是利益纠葛，为了钱势互相倾轧，
争权夺势，与官府沆瀣一气，弄得民不聊生。就是家族内部
也是无休止的勾心斗角，最终还是难逃家破人亡的结局。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花知是谁?林黛玉喟叹的不止是她一
个人的悲哀，也许不久后的他年，不光是这倾城倾国的林妹
妹，就是这天下无二的大观园内的一草一木也怕是不知何处
去了吧。世间的欢乐终归于幻灭，回想起来，也可是是做了
一场梦而已。纵使清纯洁净如妙玉之类，也终究落得个狼狈
退场。在那个污浊不堪的时代，有谁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个
人的悲剧如流沙攒聚，渐渐汇成无限的沙漠了。他年葬侬知
是谁?不知。慢慢风尘把它们都埋葬干净了。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是最凄凉的一句联，
也是林黛玉对自我结局的最为精准的预测。《红楼梦》是一
出悲剧，剧中的每个人都被牢牢困在命运的蛛网上。有的人
在奋力挣扎，筋疲力竭。有的人早已放弃抵抗，迷迷糊糊地
等待毁灭的到来。他们的悲剧并非巧合与偶然，而是与整个
社会的沉沦密不可分的。预言从一开始宝玉梦游太虚时就得
见端倪。不然，高鹗何以续作后四十回?何不读出大团圆的皆
大欢喜的结局?宝黛二人是天上仙灵转世，死后自会幻化作仙
灵重归天界，可那些血肉之躯呢?还是一朝春尽，终归尘土。

由此看来，一部《红楼梦》的内涵太丰富，叫人无法全部参
透。一首《葬花吟》又怎能概括得尽?真真是红楼一世界。

也许，看过《红楼梦》的大多数人都不理解黛玉，她也无需
别人理解，因为不懂得她的人是不会了解她内心深处的向往
的。

“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
如西子胜三分”作者通过贾宝玉的眼睛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聪
明多才、美貌体弱的病态美人。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无视
世俗的传统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在经受了无数摧残之后，



生命尽头到来之际，封建社会的狰狞面目加速了她的香消玉
陨。

看过《红楼梦》，我们不会忘记黛玉临死前的那个场景，病
危之际，紫鹃四处求人，却没人肯帮。为避免晦气，贾母把
宝玉的婚事也转到别处去办理。一面是成亲的喜庆景象，一
面是死前的哀怨凄婉，“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无怪乎黛玉
的葬花吟诵。什么地方有一个干净的、理想的地方，究竟什
么地方有我自己的理想的地方，是香丘呢，我现在所处的现
实社会都是污浊不堪的，我要找一个自己的理想的地方。

黛玉至死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为之揪心，为之愤懑，
一对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在封建的枷锁之下生离死别。“一
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就这样在宝玉的婚庆
锣鼓声中离开了人世。带着她的那份甜蜜走了。甜在何处?甜
在这个人不接受世界，世界不接受人的世界上获得理解和亲
爱，在孤独无依的世界上，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温暖;在情爱
无傍的世界上，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虽然最后她成为
了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假真真，让人琢磨
不透《红楼梦》中的一切，林黛玉作为灵魂人物，她与常人
不同，她就是她，一丛清高孤傲的、孤芳自赏的空谷幽兰。
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是命运所赐，也以此写成了她的命运。

张爱玲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
“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
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周汝昌也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一
部古往今来、的“文化小说”。从所有中国明清两代重要小
说来看，没有哪一部能像《红楼梦》具有如此惊人广博而深
厚的文化内涵的了。



《红楼梦》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研读
了一下《红楼梦》，才理解了为什么有那多人钟情于它，为
什么有那么多人研究“红学”。

就思想内容来说，《红楼梦》有着卓越的成就，在艺术技巧
上也有同样的很高的造诣，前几天在网上看过有法国人这样
的评论说，《红楼梦》的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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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这本名著是曹雪芹以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
建社会的贾、史、王、薛四个家族为背景，并且以贾府家事
利益和宝玉的一生为主题，通过对这个封建家族由盛到衰的
过程的讲述，揭露并深刻批判了腐朽和黑暗的封建社会，并
暗示着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趋势。

《红楼梦》第一章就讲了一个神话，在灵河畔那一抹降珠草，
受神瑛待者灌溉，又因灌溉过多故五内郁结。到最后石头变
成了神瑛待者，神瑛待者又如何成了宝玉，我们不知道，只
觉得充满着神话的神秘和浪漫的色彩，颇引人入胜。

书中的金陵十二钗是核心的一部分，分别写林黛玉、薛宝钗、
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
贾巧姐、李纨、秦可卿十二个奇女子。每个女子都有不一样
的命运，她们统统被放在了“薄命司”。与此对应，在歌曲
的最后，宝玉又形象的对其总结，像欠泪的泪已尽的黛玉，
富贵的金银散尽的宝钗，欲知命短问前生的元春，分离聚合
皆前定的探春，还有为官的家业凋零的湘云，无情的分明报
应的妙玉，欠命的命已还的迎春，看破的遁入空门的惜春，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的凤姐，有恩的死里逃生的巧姐，老来富
贵也真侥幸的李纨，冤冤相报岂非轻的可卿。所谓红颜薄命，
也就如此了吧。

鲁迅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



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
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
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
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
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
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
败亡的逃路，与宝王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

红楼梦六到十回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倾注了曹雪芹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堪谓封建末世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渗透着宋词深情绵邈，销魂蚀骨的意
致，时常笼罩着轻如杨花的梦幻，细如丝雨的哀愁;又有元曲
明白如话，清新真切的境界，大观园的舞台上演的是看似平
常的家常事，实际上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
逼”的不同寻常的人间悲剧。中国古典艺术的神韵，曹雪芹
天才般的创造精神以及小说为我们展示的寥廓，充实而又绚
烂的美的世界无不引人入胜!贵族之家的败落，青春的生命，
美好的爱情被悲剧所吞噬，红楼一梦醒来后，却发现茫然无
措，无路可走了。

浓墨重彩，精雕细刻，人物的种种性格特征象如星星点点的
雪花，静悄悄地融化在生活的漩涡之中。曹雪芹总是能抓住
稍纵即逝的最佳契机，让他们在特定的场合中一显身手，将
生命之光聚合成一个夺目的亮点，不能不令人注目凝思!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大观园的欢声笑语，
无端误会，冷露寒风，飘零红雨，都能勾起黛玉的无边愁绪，
使她的眼泪源源不断，春流到夏，秋流到冬，也不顾苍苔露
冷，花径风寒，独立花荫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直哭得
“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失去了双亲，失去
了家门权势，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黛玉的一颗高傲的，神飞
在理想云端的心被隐秘，无情地碾碎了!



漫步“红楼”，美不胜收，历史雾霭数重重;红楼一梦，太虚
幻境，芸芸众生皆是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