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回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一

《红楼梦》，它是四大名著之一。

它是一部千古不朽的人生大戏，《红楼梦》所呈现的，主要
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不朽的人生悲剧。

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琢磨着《红楼梦》，虽然几个月就把
它给看完了，但我还有许多看不懂的地方，便一句一句地理
解。

《红楼梦》主要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述了贾
家荣、宁国府之间，表现在婚姻、建筑、文化、财产等各方
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其中最让我羡慕的则是塑造出的一
大批栩栩如生、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比如：贾宝玉、林黛玉、
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就连作者寥寥几笔勾勒的晴雯、
紫鹃、雪雁等丫鬟，都成为了我国文学画廊中的著名艺术典
型。

《红楼梦》所讲述的，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大家庭，原本荣华
富贵，后来因家庭成员获罪以致被抄家，逐渐走向没落，终
于繁华成空的大悲剧。

因此，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故事作为主力呈现，也适度传出了
《红楼梦》的主要精神。

黛玉和宝玉的悲剧，肇始于封建社会中，婚姻大事向来由父
母决定，子女本身并没有资格决定。贾宝玉的父亲命他娶薛



宝钗，他就非娶不可，尽管实际上他心里喜欢林黛玉。婚姻
大事他无法自主，最终导致了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三个
人的悲剧。

当我看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和《苦绛
珠魂悲伤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时，听着悲伤的音乐。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那
不争气的眼泪始终还是把那页给模糊了呢!傻傻的我本以为结
局会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啊!王子与公主
生活只是童话故事而已，然而，这么悲惨的结局我却怎么也
想不到。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二

落笔下来真是不很轻易。写别人都好办，惟独平儿我不敢随
意评论。虽然平儿没有姓，甚至可能没有名;虽然平儿只是贾
琏身边的小妾，然而她在大观园中的宽厚待人的做法，不由
人不敬佩。

如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中，宝玉的丫鬟
坠儿偷了王熙凤的镯子，被平儿查了出来。平儿并没有去告
诉王熙凤，而是先跑来给宝玉的人传信，说要把这件事掩盖
过去——究竟与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也是为宝玉着想的
缘故。平儿并不是宝玉身边的人，反而能够体贴他人的难处，
时时处处照顾别人。相比之下，宝玉身边的晴雯就要差劲了，
即便她是“爆碳”的脾气，即便是“有个性”，即便是有病
在身、心中烦闷，也应该想想宝玉以及其他人的处境再发作，
也应该想想坠儿的“后事”在发作，弄的后来坠儿也被赶了
出去——很明显是刻薄下人;之后又“病补雀金裘”，不用说是
“媚上”了。平儿不是这样，不管对下人还是上司，都是一
个态度，都是尽心为他人考虑罢了。

又如红楼梦后来茯苓霜一节，大家商议好要宝玉瞒赃。然而



王熙凤是不依不饶的，因为知道“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
兜揽事情”，非要“细细的追求才是”。最后还是平儿出来
打圆场，帮忙出来说话，平息了这件风波。“何苦来操这
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
呢。”

确实，“得放手时须放手”，平平经常的道理，简简单单的
事情，恐怕没有谁看不透得。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又
有多少认“得放手时不放手”呢?他们信仰的是“该出手时就
出手”，非要闹得关系破裂、不共戴天才罢休。上面说到的
晴雯，不正是因为处处“出手”而惹人恨，最终被逐出大观
圆而病死了吗?要说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确应该学学宽宏。

然而在平儿身上，并不只是这一点可贵。仍在茯苓霜一回中，
由于五儿事发，“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
他们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静静的来买
转平儿”。要说在当时，平儿手中掌权，随便应承一下，真
的就“徇私枉法”起来可说是十分的正常——那个年月，
不“贪赃枉法”才不正常呢。然而平儿有自己的心计，并不
多说什么——免得再加深矛盾——“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
们去了，却静静的来访袭人”，自己私下里来“调查”事情
的真实情况。

到这里我真是有一点羞于评论了。按理说社会在发展，人类
在进步，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却不如古代一个区区的侍妾呢?
譬如前些日子的李长河，倘若他读过《红楼梦》，不知看到
这一回时有何感想?暗自惭愧也未可知吧?!

说了这么多，我们要从平儿身上学习什么呢?不单单是她对人
宽宏大度的态度，更有她公私分明、一身正气的处世原则。
这些说来都很简单，都是一点就破的道理，然而学起来，却
真要好好努力。别弄的现代人赶不上古代人，可真要“愧对
九泉之下得列祖列宗”了。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三

我读了《红楼梦》一书，书中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
为主线，用贾府的兴衰作为背景，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
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悲剧。

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腐朽封建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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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与生来嘴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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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贾宝玉娶了薛宝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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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林黛玉，虽然她的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
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花前
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
意，淡泊名利……就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着着自
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最
让我欣赏的还是她诗情画意，聪慧灵秀。黛玉每次与姐妹们
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居于首位。无不体现出
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
薄命，唯一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
又总是患得患失。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打动过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影响过千千万万的人。
《红楼梦》在中国可谓地道的名著。它以凄婉的爱情为主线，
描绘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兴亡史。其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其实
也是他们(她们)的性格悲剧，当然也更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在文学是史上，《红楼梦》被称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现实
主义的高峰，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高度的思想



性，更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红楼梦》以贾府为中心活动舞台，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悲
剧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通过对贾、王、史、薛为代表的封
建贵族家庭由盛至衰的发展过程及豪华奢侈生活的生动叙述
与描写，客观而真实地揭露出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并明
白无误地预示了其无可挽回的覆亡趋势。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了，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
小时候素来不爱读书，那印象中大观园的繁杂与喧闹似乎就
是儿时对红楼梦的理解.宝玉的轻浮，黛玉的忧郁，宝钗的大
方，刘姥姥的和善，凤姐的小家子气，其他人物各自的轻佻，
刻薄，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中清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
当时，我是这么理解的.

可再仔细品读之后，随着见解的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不
仅只意味着一个纯粹的俗气的故事，它开始有了更深远的寓
意，那故事背后所揭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悲伤与凄惨，也让
我领略到了曹雪芹这个怀才不遇的文学者的深刻思想和反叛
观念.

宝玉曾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前者在婚前纯
洁，而在婚后受泥土玷污，自然也浑浊了.”宝玉为何有此
感?这也不正暗示着曹雪芹对当时社会重用男才，而置女子不
顾的现象觉得无比反感与愤愤不平么?黛玉为何生性郁郁寡欢，
喜散却不喜聚?因为作者正是借这个凄惨美人儿所表达自己内
心所受到的凌辱和对封建社会文人没有自由所以心中悲伤，
忧郁的心境.而其他的像凤姐之类人物的刻薄尖酸也正是那个
年代猥亵小人的真实写照.也有善良的主儿，如袭人，也如像
前面所说到的尖酸小人，也有乐于助人，热心，善良的一面，
这也正是作者心中的善良和祥和激发的片刻.然而，悲剧的色
彩仍笼罩着这个美丽切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那荣宁二府的
家破人亡与天各一方也表明了作者内心对社会的极度失望和
那看破红尘的一分洒脱与伤感，令读者不觉为之一颤.



虽说这本书字里行间显露路出的的社会的世态炎凉着实能令
人如作者一般忍不住仰天长叹，然而其中也有美丽的，善良
的一面，如大观园中的一家人一同饮酒对诗，一同喜接春联
的热闹，开心，亦如宝玉面对黛玉时的那一份讨巧与能言善
辩，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也使读者在阅读时嘴角不禁泛起
一丝浮萍.其实，这也正是民间人家风俗与良好教养与中华民
族丰富文化的真实写照，然而越如此，结局变越显得沧桑凄
凉，越觉得不舍，若不是如此，作者那犀利的语言和矛头也
不会直指人们内心的最深处，如此伤感.

《红楼梦》，一部含笑的悲剧。《红楼梦》不只描写了一个
封建贵族家庭由荣华走向衰败的三代生活，而且还大胆地控
诉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和堕落，指出他们的种种虚伪、欺
诈、贪婪、腐朽和罪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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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笔触下所创造和热爱的主人公是那些敢于反
判那个垂死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贰臣逆子;所同情悼惜的是那些
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所批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
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一边是木石前盟，一边又是金玉姻缘。
一边是封建社会下必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是心驰神往的
自由之身。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为我们展现了这场无声
的较量。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爱情故事浓缩了这场较量的
全部硝烟，“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质本洁
来还洁去”，在面对封建礼教下的种种迫害和冷漠，甚至以
生命的付出为代价，质本洁的追求始终不弃。我们感叹贾、
林两人爱情的悲剧的时候，看到了造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林黛玉的清高的个性，她的个性与当时的世俗格格不入，无
法与社会“融合”，她的自卑情结正是她自尊的体现，也是
她悲剧的开始。

《红楼梦》中她葬花的一段情节，是她的个性体现的焦点所
在。她的自卑、自尊、自怜在她的《葬花词》中袒露无
遗：“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年三百六十
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
空枝见血痕。”“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
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捧净土掩风流。质本洁
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
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一个世俗之人无法明白她的思绪，“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
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面对落花，
她想到自己死后的情景，无法释怀，又潸潸泪下。在封建礼
教前，她的自卑激发了她的自尊，当宝玉挨打后，工于心计、
精于世故的薛宝钗送来了药丸，而且还用训教的口气规劝宝
玉改邪归正。但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宝玉的支持人——善
良孤傲的林黛玉却只是一味地哭，把眼睛都哭成了桃儿一般，
她的哭不是软弱，她以哭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来真诚声援宝
玉，默默对抗封建礼教，因此只有他们二人的心才贴得最近，
爱得最深.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陵十二钗》，作者是清代
的曹雪芹。这是一本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书。在这本书里，
有性格迥异男女主仆，动人心魂的诗词歌赋，根深蒂固的封
建礼数，巧夺天工的建筑景观，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它不
仅仅是一部古典名著，还是一本百科全书。

《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
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盛至衰
的过程。书中的林黛玉体弱多病，贾宝玉是个十足的“花花
公子”，王熙凤美丽刁钻，是贾府当家的少奶奶，喜欢弄权，
放高利货，还是个醋坛子。里面的公子哥们只知道吃喝玩乐，
挥霍无度，给他们一座金山，这个家族也免不了会败落。



曹雪芹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在《红楼梦》中塑造了400多个
人物，从贵族夫人贾母到农村老太太刘姥姥，从千金小姐林
黛玉、薛宝钗，到粗丫鬟傻大姐，塑造得栩栩如生、有模有
样，总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之中。如宝玉的贴身丫
鬟晴雯，作者对她的评价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身
份地位低下，性格却十分豪爽、刚烈，待人真心实意，没有
半点虚假，她就像身份高贵的主子。她不会奉承别人，也看
不惯别人狗仗人势，做事光明磊落，有自己的主见。可晴雯
最终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因为在封建礼教下，注定是悲剧。

《红楼梦》在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价值。建筑师欣赏大
观园的建筑，把大观园当做样本来研究;服装设计师看中了清
朝服装的设计;药学家会研究书中讲到的药方。从四大家族的
兴衰看国家的命运。所以说“《红楼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
本书”，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并未挖掘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