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微写作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红
楼梦读后感(优秀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初中微写作篇一

《红楼梦》没有把人物写某种思想或性格的化身，更没有把
人物当作说教的工具。作者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了生活本身所
固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下面是本站带来的红楼梦
读书心得体会，仅供参考。

看了很多遍的红楼,以前总是觉得林黛玉的一生是那么的凄凉,
总也不忍看后几回中的黛玉焚稿,宝玉成亲.觉得那么残忍的
结局,知道就够了,不想一遍遍去复习那种伤心.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清代人作的红楼续补,以前对于这种书,我
总是排斥的.觉得那些人搞出一个个大团圆,或死而复生或仙
境重逢之类的结局,实在是没有意义.这么粗劣的改续,无聊的
紧.不过这次去图书馆,见到书架上好几个版本的这种书,抽出
一本,粗略的翻了一下,却使我萌动了重读红楼结尾几章的想
法.

以前的我,是很讨厌薛的.从蜂腰桥扑蝶到最后的成亲,我一直
都觉得她是一个既冷酷又自私的人.可是现在,我竟然不由不
同情她了。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也许比林的更令人叹惋.

薛宝钗家境富足,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的



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被教育过
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应形于
颜色,否则就是"不尊重."综观全书她的举止,几乎从未超出这
些束缚。只有一次宝玉将她比做杨妃令她大怒,可也只是冷冷
的用一句话反讽过去.以前最恨她在蜂腰桥下陷害林的一段.
现在想来,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恶毒举动.她从小
生长在皇商家庭,这种"趋吉避凶"的法门应该是早就深深的印
在心中了吧.虽然她的做法很自私,但在她,也许认为人理所应
当就该这样应对.其实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生都被别人的看
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
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从未
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
认为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
案齐眉"的尊重;认为母女间有的不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而是服
从的孝道.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且还
毫无知觉的麻木着.

她的作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
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
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
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
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端庄淑
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样希
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痴傻
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诉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泪接
受.直到最后宝玉出家,她的悲剧达到高潮.即使在这时,她依
然是不能由着本性而为的.王夫人说"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端
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的!"可想想宝钗
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一生将如何结束,她的
痛苦其实并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制着,这是
她的"尊重"!

与林相比,他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林至少还追求了自己的幸
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最终一死解脱了所有的痛苦.



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一生,也只
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刀一点一点割掉生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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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得好，“男不看红楼，女不看西厢”。其意白见。但
碍于《水浒》、《三国》等从牙牙学语起就阅读，再读已无
多大意义。无奈之中，捧起那“石头”硬啃起来，倒别有一番
“胭脂”味。下有几条真(天真)知拙(笨拙)见，以供茶余饭
后消遣。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并不只是单单一本爱情小说所能概括。
作者为写此书，寒窗几十载，对医药、园林、建筑、书画、
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都有所研究。整部书对
研究探讨青朝风俗民情很有帮助，它仿佛是当时生活的小百
科，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怪不得至今还有许多红学家专门
研究此宝。此书所现之人情世故，官场是非，在今天都屡见
不鲜内涵之深，可真谓看一遍两遍不少，读十遍八遍不多。
对于我精读此书是对吾之文学素养起巩固、提高，以致于升
华之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有时间再细细思考此问题，作个中国的苏格拉低。

第三，我以为程伟元、高鹗的续写不成功。虽基本符合上面
的曲线原则，没有生搬硬套强加于前文之嫌，但终究是焊接
产物。他俩根据原作的暗示，追踪前80回的情节，完成了贾
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安排了其他一系列
人物的命运结局，使《红楼梦》成了一部完整的书，从而推
动了《红》在社会的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可是，后40回
写了宝玉中举和家业复兴，违背曹雪芹的原旨;在人物描写和
情节构思方面有一些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和曹雪芹的原著有



很大距离，近来又有人写了后40回，竭力鼓吹完美，但再怎
么样也只能阿里基斯追乌龟，红楼梦的后40回将是一个永远
的迷。

第四，也就是《红楼梦》鲜明的人物形象。就拿王熙凤这个
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来说，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
心机又极深细”，目光四射，手腕灵活日理万机，指挥若定。
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特意邀请她去主持操办，她一去就看
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整顿措施。王熙凤
威重令行，旁若无人，形成“脂粉须眉齐却步，更无一个是
能人”的局面。这位王夫人的内侄女争强好胜、追慕虚荣，
具有很强的权势欲。贾府这位年轻俊俏，素有“凤辣子”之
称的女当家伶牙俐齿，处处讨贾母、王夫人的欢喜，曲意奉
承，插科打浑，无所不至。总之，王熙凤是一个集漂亮、聪
明。能干、贪婪、狠毒于一身的复杂形象。作者还按照生活
的逻辑，表现人物，阐发主题的需要，对众多的辅助人物作
了精心的安排，使每个辅助人物不但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
能体现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是这
方面的一个范例。刘姥姥的一进大观园安排在小说的第六回，
当时情节尚未充分展开，作者借刘姥姥这一辅助人物，从社
会最底层这样一个视角，来写贾府的显赫气派。通过刘姥姥
这样一个乡下的穷老婆子的眼睛，写出了凤姐的虚骄、矜持。
刘姥姥第二次进入大观园的时候，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
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微妙的阶段，贾府在表面上正处于繁
花似锦的时期。作者将刘姥姥和贾母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老
太太作了巧妙的对比。贾母趁此机会极大的满足了自己的优
越感;刘姥姥则为了讨得一些封赏，心甘情愿的出乖露丑，充
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笑料。刘姥姥第三次进大观园时，
贾府大势已去，刘姥姥救了巧姐。这样，刘姥姥无意中成了
贾府盛极而衰的见证人。

最后，还是说说它的艺术成就，鲁迅曾经指出：“总之自有
《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
所谓的“都打破了”指的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



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梦》没有把
人物写某种思想或性格的化身，更没有把人物当作说教的工
具。作者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了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生动性、丰
富性和复杂性。《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它
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关系为中心线索，
同时展开贵族大家庭的其他人物、事件的描写。在紧紧抓住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恋爱、婚姻悲剧的同时，展开广阔
的社会环境描写，从而写出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

其实，关于红楼梦中可论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才刚究出
些皮毛而已。譬如今年《读者》第七期的丫鬟问题，还值得
再好好深挖，但碍于自己阅历浅薄，知识贫乏，无奈只得就
此搁笔。再不赘述，还恭请学姐在将来的学习生活中，循循
善诱，多多指教，吴达自当感激不尽。

中国有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
《红楼梦》，部部皆是精彩绝伦，而作为一个女孩子，前三
部对我而言没有多大兴趣，它们涉及到了军事、政治、神话，
所以最吸引我的非《红楼梦》莫属了。

《红楼梦》带着忧伤、凄凉的气氛，让人常常想落泪，而里
面的诗词之多又让人不得不折服其下，怪不得有那么多的人
在研究《红楼梦》呢。

故事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家族的大小故事。主人公
为贾宝玉，他应该说来是一个柔中稍稍带刚的男子，他的柔
有部分是因为环境所致，他们家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女性，掌
管全家的也全是女子，自然而然地就应了一句话“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他们的家族是因为家中一女子进宫当了皇帝的
宠妃而盛起，于是他们天天吟诗作乐，而其中又有两女子非
提不可，那便是薛宝钗和林黛玉。林黛玉生性猜忌，多愁善
感，可贾宝玉偏偏就是喜欢她，她身子弱，老祖宗看不上她，
便骗贾宝玉与薛宝钗成亲，林黛玉闻讯气死，而当贾宝玉揭



开喜帕发现并非林黛玉，而林黛玉又身亡，悲痛欲绝，出家
当了和尚。

这里的是是非非是“剪不断，理还乱”，让人看到古时婚姻
的纰漏，它们往往全有父母处理，什么“指腹为婚”，更为
可笑的是，他们有时从未见过面便稀里糊涂地成亲了。而且
古时女子争着要进宫，因为那样可以使家族富贵，可皇帝有
上千嫔妃，得宠一时，没多久又要被淡忘了，她们又何苦进
宫呢?皇帝姥儿们饮酒作乐，衣食无忧，而老百姓则是吃了上
顿没有下顿，生活之苦让人难以想象，也怪不得有了一次又
一次的起义“造反”了，祸害之缘还是在于皇帝身上啊。这
一出出的悲剧让人心寒而又愤怒，让人不由得痛恨起古时的
苛捐杂税，它们把老百姓一步一步往火坑边上推，真让人深
恶痛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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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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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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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而离开贾府的，否则他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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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啊，斗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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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给宝黛的爱情画上巨大的问号时，黛玉能一如既往的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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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可能，万一贾府能重整旗鼓，兰桂齐芳，黛玉和宝玉
依旧过着他们幸福的日子，多少年以后，宝玉也许会突然发
现黛玉皱纹满面，然后会发现身边的袭人竟如同当年的赵姨
娘，然后爱情就在岁月中流逝，然后宝玉会回忆那个珠圆玉
润的宝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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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惹
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曹雪芹先生对晴雯的态度可以由这首词看出来，曹雪芹先生
认为她是霁月在天，她的人品很是难得，光明磊落，她会寿
夭是因为周围环境的黑暗，可见曹雪芹对她的基本态度还是
肯定的。

但是我却要反过来说一说，因为曹雪芹先生写这部书时，常
是照着本来的面貌还原生活，所以他即使偏向这个有傲骨的
奴才，但在写作中仍是写出了她众多的毛病，其中当然也有
很多是她致死的原因。

首先，很多书里为了表扬这个拥有反抗思想的奴才就会把她
描写成一个先进的战士，其实呢?她真的有大家说的那么有思
想吗?错，她充其量也就是和宝玉一样，一方面，她认识到这
种看似舒适的生活其实就有着对她们这样人的压迫，但另一
方面，她却是离不开这种生活的，她只能依附于这种生活，
离开这种生活回到贫困的家中，她也就象刚开的剑兰送入猪
窝一样，夭折了。



其次，她是不是真的就是个奴才呢?当然不全是。虽然她身份
低微，她是没有父母被卖入贾府的，但是她却被老太太收在
身边，而且还可以将自己的哥哥也介绍进府，后来跟了宝玉，
也是房里数一数二的大丫头，在贾府的金字塔结构中，这种
大丫头其实就是仅次于主子的二主子。什么是奴才呢? 在大
观园中有比她身份更低微的人，婆子，老妈子，即使就在一
个怡红院，其中也有一干小丫头是听她们差遣的。这种大丫
头有时权利很大，可以代主子管教小丫头，如果说主人欺负
奴才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无奈的话，那奴才之间互相比大小，
互相争斗就是可悲，在有一回中，晴雯处罚偷东西的小丫头
坠儿时，先掐先打还拿簪子戳，最后就一句话把她赶出去，
还让别人无可辩驳，这中间，小丫头有错，但是晴雯也确实
是有倚势压人的嫌疑，而且那狠辣的态度，也很有凤姐遗风。

第三，晴雯是不是真的不爱宝玉呢?我个人意见，她是爱的。
请看，她总是与袭人拌嘴，虽然这有很大一部分是她看不惯
袭人，但是其中就没有一点嫉妒吗?袭人说了句“我们”，就
被她抓住把柄大加讽刺。她还讽刺麝月，看不得麝月得了两
件太太给的衣服就喜笑颜开，但是后几回，她却抢着送东西
说也要去“显个好”，宝玉给麝月梳头时，她躲 在门口偷听，
她其实很多时候都在注意这宝玉，注意着和宝玉接近的丫头，
例如小红和宝玉略有交集，就被她粗暴打断。她曾笑着
说“没什么我不知道的”就是因为她时时在注意!但是晴雯是
有骨头的奴才，她不愿卑微的爱一个人，她总想要和宝玉站
的平等一点，她不能象袭人那样谦卑的爱一个人，她有她的
特点，有点象野蛮女友，漂亮却不温柔，袭人曾笑宝玉“每
天不挨她两句硬话衬你，是再也过不去的”，可见，晴雯这
种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手段还是有用的。

第四，晴雯的志向，晴雯能有什么志向呢?她反抗性再强，她
能知道反抗什么吗?她茫然的斗争着，其实都不知道斗争什么，
她期望得到的是什么呢?平等?怎样的平等?她一个从小生活在
富贵乡中的女孩，也算是娇生惯养的了，她离开这个富贵锦
绣地，她能做什么?她的苦恼有很大程度上是不知道该怨什么



该争取什么，她明白自己身份卑微，是无法和宝玉站在同一
高度的，但是她却想能那样，她的最高目标，也不过就是可
以成为小姐与宝玉谈个平等的恋爱。她的悲剧就是因为希望
的比得到的多，她的心太高，所以永远无法和袭人一样随遇
而安，于是总是痛苦着。

第五，晴雯的人际关系，晴雯为什么会落得那个下场的，很
大一部分是因为她极度失败的人际关系，她不能得到上级的
垂亲，这很正常，即使现在一般人也是不喜欢这种倔强人的;
她也没法得到下级的好感，她喜欢仗势欺人，她看不起比她
更卑微的人，凡事都要占先，所以一但事发，一群人就将她
告倒，最后落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这点在我看来真的不如
袭人，袭人远比她有交际的手段。

浅谈几句，觉得还是辞不能达意啊。

初中微写作篇二

《红楼梦》，一代名门望族的没落，一段悲凉的爱情故事。

贾家，一个贵族豪门，败落了，我将它的结局归结在王熙凤
身上，是她的弄权作势，狠毒心肠推动了贾家灭亡的车轮。
可也不全由王熙凤而起，毕竟历史的步伐是不可逆转的。

《红楼梦》的悲凉爱情是作者赋予的，可也是这悲痛让曹雪
芹感伤一生，他的死也与他的《红楼梦》不无关系。我常常
在想，自己因林黛玉和薛宝钗，哪个伤心多一点。

林黛玉是叛逆的，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的
思想与社会背景格格不入，她要求婚姻自主，但个人始终是
渺小的。她与贾宝玉的那场悲爱，一方面开始于她的叛逆性
格，一方面又促进了他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遗憾的是他们
在反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林黛



玉葬花，因为她对生命凋谢的惋惜及对弱小的同情被悯，却
不知生命的轨道亦如此，无法逆转。花开花谢本是生命轮回，
在黛玉眼中是无奈。林黛玉的死是作者决定的，她不甘，宝
玉结婚的那天，她死了，抱憾而终，宝玉却不知道，自己洞
房内牙床上坐着的另有其人。

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我有甚多的不满，可有人对我
说：“既然你不满，林黛玉最终抱憾而亡，贾宝玉出家为僧，
那你觉得什么结局是完美的呢？”我不知道，或许我更在乎
的是作品前卷与后卷的不合。

红楼梦，实是梦一场，看完红楼梦最大的感受不是空虚，也
不是茫然，而是前所未有的平静，这才深深体会“心如止
水”的感受。

红楼梦，自一块玉石起，又到那块玉石止，前世因缘，今日
续，悲就悲在这段情还得不是时候，不是合适的地方。

一曲终，人皆散。

初中微写作篇三

在六神的“砖头行动”中，迎来了最后一部共读收官之作
《红楼梦》。这部被太多人解读过的号称中国古代文学巅峰
之作的章回体小说，又重新摆上了案头。不知道六神还会不
会继续组织这样的读书活动——每期邀请不同的领读嘉宾根
据阅读进度分章节深入浅出地剖析作品。从前几部的共读情
况来看，这次活动毫无疑问是一场文学鉴赏的盛宴。读无遗
漏，既有对写作手法简洁凝练的讨论，也有对故事结构鞭辟
入里的分析，更有对人性本源幽微细腻的探索。六神和嘉宾
们极其真诚的态度甚至超过了解读作品本身的魅力。

在读书上有几点我特别赞同：第一，就作品本身来解读作品；
第二，不要被其他人对作品解读带偏，尤其是《红楼梦》这



种被过度解读的作品，一定要摒弃所有成见，先看原本；第
三，逐字逐句地细读，好的作品几乎是没有废话的，每一个
细节都值得揣摩和回味。如同我们去吃一道名厨佳菜，一口
吞下去，还是细细品来，差别可太大了。还需要补充一点，
一部作品写出来后，如何解读其实与作者关系不大了。就像
一个毛坯房已经建好，外观固然是不错，但要让这个房子跟
你有关系，就得根据整体结构装修成自己喜欢的风格，才住
得进去。这个装修过程就是你的理解和感受。

解读一部作品有各种角度，读者自有其解读的自由，我们对
他人的解读也有接受与否的自由，喜欢的击节而赞，不喜欢
的搁置一旁罢了。比如对《红楼梦》的解读，张爱玲的《红
楼梦魇》就不是我所喜欢的（但就解读角度而言，也许和那
个时代围绕红学进行解读的主流方向有关），蒋勋老师的
《细说红楼梦》却听来津津有味。个人觉得爱玲过于放大作
品中的瑕疵，而蒋勋老师却是以红楼故事为引，输出自己对
生命、对美、对善的看法，是价值观的输出。至于刘心武老
师在百家讲坛上揭秘红楼梦，又是另外一种超越作品之外，
围绕作者、历史背景、作品内外人物关系的角度解读了。个
人认为和故事本身倒没有什么关系，但听听也蛮有趣。不管
对什么作品，所有能自圆其说的解读，都是一种不同思维视
角的洗牌，不用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
老掉牙却又无比正确的话，倒是让我们能更客观地去看待与
自己不同的思辨方式和不同的价值观，更坦然地面对所处的
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生活的每一个
人。

看到群里的小伙伴根据六神和共读嘉宾的解读整理出的每部
作品的读书笔记和大家热烈的讨论，心中感慨不已，更多是
感动——原来有这么多人，如此认真而坚定地走在这条“无
用之用”的路上。这场活动中牛人很多，听听看看就可以让
人受益颇丰，从来没有参与打卡，恐落得拾人牙慧。但行至
最后一程，总觉得该做点什么表达对这次活动的态度，也是
对六神的敬意。万一，没有以后，也可聊作纪念。



假日将至，以初探的心态重读《红楼梦》，用我笔写我心的
方式记录一段精神世界的共行之旅。

初中微写作篇四

即将枯萎的绛珠草，无意得到了神瑛侍者的慈悲灌溉，修炼
成仙。两位因灌愁海水，结下一段生死缘分。高山晶莹的绛
珠仙子，不能受人之恩惠而不报，听说神瑛思凡下界，于是
要用一生的泪水交换，换取他的回头是岸，以报答灌溉之恩。
当年看到这里，深深被绛珠仙子的高尚宏愿和无私行为所感
动。后来方知，绛珠黛玉，名别体殊，实乃香魂一缕所化，
本为一人，从此深爱不已。

黛玉前生仙体，神水浇灌，一尘不染，纤纤弱质，来到污浊
的凡间，深涉红尘，无所适应，遂染无医之病。初见化为宝
玉的恩人，便泪如雨下，高兴之极乎，感恩之深乎?无论如何，
绛珠终于又遇到神瑛，三生石上旧精魄，万劫人世有情缘。

既然入凡尘，即行凡间事。当年神瑛因动情红尘，万事自然
从他富贵闲人的生活开始，黛玉宝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情根深种。为了让宝玉早启慧根，懂得世无常欢，花无常艳，
黛玉不惜以泪洗面，让宝玉在锦衣玉食中，看到悲苦无常。
而常人视她，只当黛玉心胸狭窄，目下无尘。可怜绛珠一片
心意，正是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初中微写作篇五

我在教师的图书角内借了一本书，它就是我国四大名著之
一——《红楼梦 》。《红楼梦 》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作
家曹雪芹呕尽心血，花了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全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封建大家
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描写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



正是如此，刚拿到书，我就爱不释手了，怀着急迫和激动的
心情，我翻开了这本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写的是《青埂峰顽石变美玉》，还没看完这章我就被
里面的优美词句和故事情节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便津津有味
地看了下去......一节课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下课的铃
声响起，我也才看到第四章。但回到家，做好家庭作业，我
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书，看了起来。终于，我花了一星期的时
间，看完了这本长篇小说。呵呵，要不是故事被缩减过，读
起原著来，我恐怕两星期也读不完呢!

让我最难忘的一章就是《林黛玉别父进京都》了，里面林黛
玉和贾母相见时的情景，读了都会让人感到辛酸——我也不
例外。还有王熙风的语言艺术，也不得不让我佩服，就
像“看她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倒是个嫡亲的孙
女”这句话，王熙凤不仅称赞了林黛玉，还称赞了惜春、探
春、迎春等人，真是个语言大师啊!

精彩的故事还有很多，我给大家推荐《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贾宝玉泪洒相思地》、《锦衣卫查抄宁国府》，都很值得
大家一看呢!在此，我也希望《红楼梦 》能够祖祖孙孙传下
去，供后代观看。

《红楼梦 》!这颗文学界闪耀的明星，一定会永远挂在美丽
的星空的!

初中微写作篇六

假期里，我读了《红楼梦》。其中，我最为喜爱的是《刘姥
姥游大观园》。

这章节主要写了贾家的乡下亲戚，刘姥姥和孙子板儿来大观
园住了几天，给大家带来了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快乐，其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姥姥在吃饭时和鸳鸯的对话。

刘姥姥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
头!”这句话虽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乡下人家说的，但却引来无
数欢声笑语，曹雪芹把众人欢声笑语的场面写的更是淋漓尽
致。

刘姥姥对的对子更为滑稽，鸳鸯说：“左边‘大四’是个人。
”刘姥姥回答到：“是个庄稼人罢。”鸳鸯说：“中间‘三
四’绿配红。”刘姥姥回答道：“大火烧了毛毛虫。”鸳鸯
说道：“右边‘幺四’真好看!”刘姥姥回答到：“一个萝卜
一头蒜。”鸳鸯说：“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回答
到：“花落结个大爱瓜。”宝玉笑得直倒在地，合拢不上嘴。
多么幽默的风趣语言，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刘姥
姥在给大伙讲笑话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