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初中读后感(汇总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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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红楼梦初中读后感篇一

清朝小说家曹雪芹，早年经历富贵繁荣生活，后来家道中落，
生活日趋贫困。他有感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凶残和内部的分崩
离析，在评定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了《石头记》(即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创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
寻常。后来，乾隆年间进士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保留了
贾府被抄，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等悲惨结局，但贾府又终于
复兴，则违背了原作的本意。

读过《红楼梦》以后，感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无异于《刘姥
姥进大观园》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正是贾府烈火烹油，鲜
花着锦的鼎盛时期，而刘姥姥则凭着自己的花言巧语，把贾
府上上下下哄得团团转，更加客观的披露了贾府的奢靡腐败
之风。

《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对众多人物成功的塑造，
而每一个人物又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凤姐精明能干，办事
有条有理，但一生作恶多端;贾母体贴周到，和蔼可亲;贾宝
玉自由散漫，痴情重情;薛宝钗知书达礼，美丽大方……但给
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内慧外秀、惹人怜爱、楚楚动人、多愁善
感的林黛玉。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在，而且还体现在才华横
溢和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林黛玉有一张利害的嘴，正如薛
宝钗所说：“共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
世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很多
人认为，这是林黛玉“气量狭小”，“小肚鸡肠”的表现，



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林黛玉借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道出了
自己寄人篱下的感觉而已，更显示出她纯真、耿直的个性。

鲁迅曾经说过：“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
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了宫闱秘事……”而
在我眼下，却看见了宝、黛、钗三人的婚姻悲剧，封建贵族
阶级及其家族的腐朽…《红楼梦》包罗万象，生动的为我没
们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历史的
沉淀在吟唱：到书里去吧!《红楼梦》的精彩之处实在太多了，
值得我们读百遍!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述上
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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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有以神
话故事中的女娲为开头引出故事：石头记。有以甄隐士为线
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又一个国度——英国。她诞生了一位伟大
的、杰出的、有天赋的，剧作家他就是莎士比亚。他用他毕
生的经历发扬了本国的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那时
一个民族，他那时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己、
充实着自己。正如莎士比亚与戏剧的微妙关系一样，曹雪芹
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与
其说他是异步伟大的巨著，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说那
是写贵族的生活，不如说是当时时局的真实写照。从一点点
的细节来讲，那种语言的魅力体现出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
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一张一弛。一丝一毫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点，可以说那种语
言的叙述找不出一斯破绽。而从中又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发展
的问题，具体的症结，具体的民生国计，无不与此相关联。
这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柬书。



前面说都都是前八十回，而后四十回我认为恰恰相反。从中
有许多的破绽，例如贾宝玉在前八十回的一回中已经暗示到
其是一悲剧人物，而到高鄂的笔下它又成了一个乐于学习又
参加考试而考取举人，从一个顽童到一个好学之人，这中间
几乎没有什么衔接，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

《红楼梦》是无法写好的。再说想象曹雪芹一样的来刻画人
物是非常难的，不是容易达到的。我看到不如留下这四十回
不写，给人以遐想的空间，还是很美好的。

红楼梦初中读后感篇二

老师在班上推荐同学们读一本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书。
于是，我上网购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杰夫金尼。主
人公格雷调皮搞蛋又可爱，又有些许小聪明，总会有许多奇
怪的小计谋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书中讲述了主人公与他的亲戚朋友之间发生一系列的事情。
我觉得格外雷有一大堆缺点，例如：有点自私、做事只有三
分钟热度、撒谎；但是，他也有很多优点，例如：善良、幽
默、仗义、想象力丰富。在他身上有着我们大多数普通孩子
的优、缺点。虽然他很调皮，可是让我们感受到很真实。他
在日记本中所记录的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也
在我们身边和自身上发生过，这种真实让我与格雷有些共鸣。
这本书很特别，上一半是中文版，下一半是英文版，让我们
在积累课外知识的同时又能提高英语水平，一举两得，真好！

一口气把书读完，却没有一丁点以前的乏味，脑海里反而不
断呈现出一个个片段，真是意犹未尽。在我烦恼时、无聊时，
它就像一个魔术师，把烦恼和无聊都变成小溪里的水，流走
了。如果你读过这本书，你定当会开怀大笑，而且这种快乐
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反而会历久常新。

读书不仅可以增长知识，还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和惊喜。



伙伴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吧！

初中生《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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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初中读后感篇三

曹雪芹怀着深挚的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历史与未来、现实
与理想、哲理与诗情，并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来的林黛玉，是
《红楼梦》里一位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像。二百
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她的悲剧命运洒下同情之泪，为她
的艺术魅力心醉神迷。她是《红楼梦》读者心目中的一位圣
洁、美丽的爱神。

然而，在百花斗妍的女儿国大观园里，有妩媚丰美的薛宝钗，
有风流娇艳的史湘云，有文采精华的贾探春，有美貌不亚于
其家姐的薛宝琴，……为什么独有黛玉那样牵动人的衷肠，
甚至有人因她而狂、为她而死呢她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艺术
魅力她究竟美在何处、动人在何处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本的一点，则是林黛玉具有一种悲剧美。当人们说《红
楼梦》是一部悲剧时恐怕首先是指宝黛爱情的悲剧；其次是



指青春少女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共同悲剧。而其中
最悲者莫过于黛玉之悲了。真正的悲剧总是动人心魄的，因
为悲剧是将美毁灭给人看。越是美的有价值的人生被毁灭，
其悲剧就越壮美，越深刻，越动人。

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还在她出世之前，曹雪芹就用
浪漫的笔调、奇特的想像和诗意，创造了新奇绝妙的亘古未
有的“还泪”之说，以象征林黛玉是带着宿根、宿情、宿恨
来到人世的。这绝不是宿命论，而是艺术的夸张、渲染和强
化。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便吃药，
而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命运对她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居在黑暗龌
龊的贾府。

我们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是她刚刚来到贾府。作者通过凤姐的
“嘴”和宝玉的“眼”，描绘了她天仙似的人品。凤姐一见
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
了！”在宝玉的眼里，这“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
妹妹”，则别有一种风范和神韵：

曹雪芹把我们民族的审美积淀进行了新的熔铸和创造，他把
杨贵妃式的丰美赋予了薛宝钗，而把更富有魅力的西施式的
清瘦之美给了林黛玉，使林黛玉的形像具有绝世的姿容；作
者有意将林黛玉的外貌与西施联系起来，并将西施“捧心而
蹙”、袅娜风流的外形之美赋予林黛玉，还借宝玉之口给她
取字“颦颦”，便突出了她的悲剧性格之美。

红楼梦初中读后感篇四

在闲暇的午后，坐在书房中，一杯香茗，一本《红楼》，可
谓，悠哉。能在百年之后，品读这一经典，与作者进行心灵
的交流，又可谓，幸哉。



《红楼梦》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
之一，在妈妈的影响下，我至今已读了三遍。书中的情节跌
宕起伏，尤其是书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那可以称得上是生动
形象，栩栩如生，无不令人叫绝。例如宝玉的风流潇洒，黛
玉的多愁善感，宝钗的雍容大气，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但其中的一位老人家，却让我在前后三次读《红
楼梦》的过程中有了三种不同的感觉。她便是——刘姥姥。

初读时，第一次看到这个角色，是在荣国府外，一位“村
气”十足的老妪，牵着孙子，不停朝着府内张望。接下来，
刘姥姥的形象似乎固定在了丑角这一类型中，插着满头的花
朵，喝得酩酊大醉，见到华贵的餐具和丰富的菜肴惊叹不已，
甚至还说出了“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
抬头!”引得举桌的夫人小姐们掩腹大笑?当时我想刘姥姥就
是作者在这稍显沉闷的情节中安插的一个使读者发笑的闪光
点，仅此而已。对此，我并不深究，只一笑而过。

再读《红楼梦》，书中的人物已不再陌生，再加上情节的辅
助，对于许多人物的看法，我也改观了许多。而那位作
为“笑星”的刘姥姥，我也不再认为她是一位单纯的丑角。
作为一位“久经事故的老寡妇”，她初次见到贾母时会立刻
想出一个奇特的称呼“请老寿星安”，这是多么的巧妙而恰
当!此后，和贾母的许多对话又多么得体。当在筵席上鸳鸯和
凤姐设计取笑她时，她将计就计，博得了众人的欢笑，此时
的她心里是雪亮的，只不过装傻罢了。她还会投贾母和宝玉
所好，讲一些稀奇的事儿，那样的“信口开河”让我刮目相
看。另外在二进荣国府时，王熙凤要刘姥姥为自己的女儿取
个名字，说要靠靠老人家的福。这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将
来“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
人。”的故事由此开始。在这个时候，刘姥姥这样一个老妪
却比贾雨村这样的饱学之士更讲义气，更能担当。因此，我
认为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作用除了好笑，还注入了一份
难得的小智慧，大义气，大担当和同情心。



第三次读《红楼梦》，我在不经意间和作者已有了细微的心
灵交流，合上书本，细想，在整本书中，和刘姥姥年龄相仿
的贾母，生活在大观园中儿孙满堂，安享天伦，而刘姥姥呢?
只有和板儿相依为命。那些照辈分来看本应称刘姥姥为“奶
奶”的红楼小姐们却讽刺她为“母蝗虫”，对她进行百般讥
嘲。刘姥姥在《红楼梦》的主题中看似不重要，就是不写这
个人物对于整部故事的发展似乎也并不产生什么影响。实则
熟悉曹雪芹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作者的一生何其坎坷，他出
生贵胄，享惯荣华，后来家道中落又受尽贫苦无援之苦，故
深知朱门深锁的生活空虚，也深知一切卑微无依小人物的哀
愁，为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深入的感受，于是他塑造了
刘姥姥这个人物形象，希望借她的眼睛一探富贵豪门之奢侈
浪费，不自知惭愧，反以穷人开心。

但反过来，试看贾府那些高贵的太太小姐们以及那些有权有
势的管家奶奶们，有谁能像刘姥姥这样心地淳厚，遇事待人
都能满怀一颗感恩的心?那一些生前享尽富贵荣华之辈，到头
来，还不落得像贾元春才选凤藻然暴毙而终、王熙凤“机关
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样的下场。而刘姥姥呢?一
对孙儿得以安享晚年，可叹命运弄人啊!《红楼梦》的作者用
这样一个乡村老妇人和那么多的城市贵妇人来作对比，此时，
刘姥姥就成了一面镜子——一面折射出大家族“百足之虫死
而不僵”的腐朽欲垮的丑态的镜子。仔细想想，在这表面看
似繁华的背后早已是大厦将倾，形同枯槁，而刘姥姥的行为
似乎揭示了这一大家族破败的命运!“家富人宁，终有个，家
亡人散各奔腾。”

读了三遍《红楼梦》，认识了三遍刘姥姥。“都言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我感谢这位老人，通过对她的一次次改观，我
渐渐拨开了这红楼之中的一场“富贵烟云”，更体会到了作
者的独具匠心。



红楼梦初中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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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幻一世，梦醒之时，万物皆空。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
干净。

红楼梦初中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读后感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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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仕途的，都
是走向没落，在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我很感谢续者高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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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别了宝玉，我觉得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不过不是有句话说：
赛翁失马，焉之非福吗?对于黛玉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
她所有的悲剧结局，是她的幸福。当她在地下安静地沉睡时，
看着宝石仍在凡是寻找出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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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是画上句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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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不赞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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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深深地思念。这样的死，何
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颚没有这样写，他最终让黛玉很庸
俗地指天愤恨，气极至亡。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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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给予黛玉的甚实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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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有个天生喜欢孤独的
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地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何况的所
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问题。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二离开贾府的，否者他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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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斗争，统统没了。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也许是为了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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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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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好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红楼梦初中读后感篇七

她有闭月羞花之娇美，却“生态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
显出她的弱不禁风，她的泪眼朦胧，魂牵梦萦。

她本是冰雪聪明的奇女子。魁夺菊花诗的潇洒，芦雪庵争联
即景赋诗的敏捷，与湘云月下吟诗的才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她讲无人能比的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令我佩服，令数千万
人为其倾倒。但细细品来，纤巧感恩的字句后，又隐藏多少
眼泪，多少辛酸。

三月，花朵艳放，花香满天，黛玉，却用锄将一瓣瓣青春的
碎片，连同自己的泪珠儿，一起埋入芬草菲飞的泥土。“花
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侬今葬花人痴笑，他年
葬侬知是谁?”她把自己的渴望、梦寐、生活的克色，全都埋
入土中，却埋不掉孤独，如影随形的孤独，与生俱来的孤独。

与宝玉爱情的凄苦，本事情投意合，情意绵绵。宝玉是她唯
一的知己，课天不由人，性格孤僻，人缘不好，成为她通往
幸福大道的一块绊脚石，是的原本疼爱她的贾母对她渐渐疏
远，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了城府极深的宝钗这边，凤姐的一
出偷梁换柱技使两个人痛失所爱，黛玉含泪焚诗，含恨归去，
从此阴阳相对，，宝玉疯疯傻傻，看破红尘，削发为僧。

《红楼梦》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让我感慨
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