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书心得(优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一

自从我翻开了《红楼梦》这本书后，让我认识了她------林
黛玉。

林黛玉是因为母亲生病去世，为了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她
的父亲让贾雨村把她带到了荣国府。

初到荣国府的黛玉处处留心，不肯多说一句话，不肯多走一
步，怕被人笑话。

与很多人都评论黛玉小性子，心胸狭窄，有的人甚至还说黛
玉喜欢讥讽、奚落别人，特别讨人厌。可我不这么认为。

黛玉父母早年去世，她的痛苦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她到了
荣国府已经无依无靠了，她的计较和讥讽、奚落别人都是为
了她心里仅剩的一点尊严，她不允许别人践踏它。

在大观园里的姐妹中，黛玉的诗是数一数二的，诗是她美丽
的灵魂，是她精神的寄托，她的诗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在读
者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一个个痕迹，让人有一种肝肠寸断的
感觉。正像她写的《葬花吟》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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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后让人心如刀绞，悲痛万
分!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二

前世的情缘，后世来还。一段神话，揭开了尘封的记忆;一块
宝玉，勾出如烟如云的世事，如醉如痴的`想念;一脉情思，
让我们回味再三。

我曾感叹结局的悲哀，黛玉的抱憾而亡，宝玉的看破红尘，
宝钗的夜对孤灯，以及贾府的衰败萧条;我也曾抱怨曹雪芹的
狠心：“为什么不成全宝、黛的爱情，反使他们阴阳相隔，
最后落得个天各一方?人世间就真的只有忧愁与伤心的泪雨
吗?”

放下这本书，却放不下一腔忧愁，放不下宝、黛的爱情悲剧，
放不下颦儿的泪、颦儿的忧、颦儿的愁、颦儿的苦。

她有闭月羞花之娇美，却“态生两靥之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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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雪庵争联
即景赋诗的敏捷，与湘云月下吟诗的才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她将无人能比的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令我折服，令数千万
人为其倾倒。但细细品来，纤巧感伤的字句后，又隐藏了多
少眼泪，多少心酸。

身世的凄惨、寄人篱下的痛苦，谁人知晓?孤傲自许的清高，
天真率直、反封建的叛逆性格，注定凄凉结局，泪尽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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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侬今葬花人笑
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她把自己的渴望、梦寐、生活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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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情投意合，情意绵绵。宝玉是她唯
一的知己，可天不由人，性格孤僻、人缘不好，成为她通往
幸福大道的一块绊脚石，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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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偷梁换柱计使两人痛失所爱，黛玉含泪焚诗，含恨归去，
从此阴阳相隔，宝玉疯疯傻傻，后看破红尘，削发为僧。可
悲，奇苑仙葩早做北邙乡女!

黛玉的悲剧，始于封建社会的黑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愚蠢，曹雪芹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悲剧典型，可能是为了告
诉世人：那时还有多少才情兼备的女子被封建社会的黑暗所
淹没，在苦难中挣扎。多少才子，厌恶官场，落得个一生贫
困潦倒。曹雪芹是否也把自己的痛思寄托在这个奇女子身上
呢?无人知晓。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三

今天我终于读完了《红楼梦》一书，在此之前我只看过《红
楼梦》改编的电视剧而已，直至今天才把这本厚厚的书籍看
完，至此我终于算是把四大名著都读完了。

这本曹雪芹先生所写的《红楼梦》一书中有很多惊才绝艳的
女子，的必须要说书中的两个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了。

但是薛宝钗的事故和圆滑是我所不喜欢的，我把这一点归咎
于我的年纪和阅历还不足以理解薛宝钗的“圆滑”，相反的
那个虽然多愁善感但是感情纯粹的林黛玉反而更对的我的心
思，我觉得她对待感情的态度更加的干净。除此之外我还很
喜欢豪爽的史湘云，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好的湘云要有
那么坏的结局。

除了人物之外我最喜欢曹雪芹先生的文笔，里面有着大量的
极美的诗句，像是那首葬花吟就已经让我忍不住记在了摘抄



本上，像是其中的一段：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奴收葬，未卜奴身何日亡?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
奴知是谁?这首诗不但把黛玉高洁的心性展露无疑，也狠狠的
惊艳住了正在看书的我。这些精妙绝伦的诗词歌赋把曹雪芹
先生的才华展露无疑，也让我叹为观止，总是忍不住摘抄下
来细细品味。这本书值得大家仔细阅读，推荐给大家!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四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巨大之处在于它表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向，
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消灭，这在喜聚
不喜散，喜好大团圆末端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未几见。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尽管他在许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多让黛玉去世了，管她登仙照旧辞世，至多她
别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暴虐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因祸得福，焉之非福?对付黛玉如许一个脆弱的封建少女
来说，去世，是她的摆脱，是她全部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
福。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探求出路，
不得不说，她照旧幸福的。

她又不似凤姐会借酒撒野，怎生向贾母开得了这口?她的气力
是云云微薄，在贾府她终究不像宝钗那样得人心。宝玉，末
了看破尘世，做了僧人。难道做僧人真是最好的了局吗?如果
云云，众人都改为僧。我的想法太极度了。“你去世了，我
去做僧人。”预示着这统统，好似统统皆前定，无法改变。
我不满的是宝、黛二人最终还是无法逃出运气的约束。那人
又对我说，“宝玉，做僧人已不是为黛玉而做。宝玉不做僧
人，还能做什么?去追求富贵荣华吗?”是啊，细度之，对付
宝玉而言，这不失为最好的了局。他已淡薄名利，对他而言
此皆身外物。追逐名利，让汗青重演，看着自己的子女再来



演出这“红楼梦”吗?他看似没有摆脱运气的约束，但运气业
已不能约束住他了，他既不是为颦儿去做僧人，那便是为自
己，他也不像众人为了“得道羽化”，而是了无挂念，看尽
尘世。只痛惜宝钗为人光滑油滑，讨人喜欢，她最终最终独
守空房，也不免令人觉得有些痛惜。

大概两小我私家都是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天生就不应相遇，
由于生活不是浪漫，生活会将浪漫消磨得一尘不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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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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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五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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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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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纤毫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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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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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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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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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是一本值得品读的著作。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六

红楼一梦，恍然惊醒，悲剧，美到让人心伤。忆梦中之事，
似是难记；忆梦中之人若在面前；忆梦中之言，甚觉心伤。
无奈，超脱时期，末成悲剧。

＂谦纸荒谬言，一把辛酸泪。皆云息者痴，谁结其中味。＂
低声诵吟，重复咀嚼，曹雪芹阅尽沧桑，在从彼的少年阅历
中与材，回想的暖馨，身世的炎凉，更是给作品增加了无限
的魅力。曹雪芹的作品超出了全部时代，书中的配角贾宝玉
完整背离了过后的礼法，但却很是契合当初的观点，这不得
不说是一个宏大的成绩！

在尔看来《红楼梦》是一个悲剧，充斥了无奈与悲伤。但却
在无绝的悲伤之中透出了摄人心魂的美，书中最大的悲剧是



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表姐薛宝钗之间的恋情婚姻瓜葛，
宝玉在黛玉、宝钗之间毕竟爱谁贾府究竟选谁作宝玉的妻子，
这是一个大答题。

悲剧产于二个抉择的不一致。宝玉越来越领现黛玉是独一的
良知，而宝钗固然也可疏可敬，但心上总有一层隔阂。贾宝
玉的祖母和父母却越去越发明宝钗合乎儿媳夫的尺度，黛玉
的性情气质却不替他们所喜。宝钗能尽质将大家束缚在礼法
的范畴之内，黛玉却返去做了执着的暴露。

悲剧尤其发生于两个取舍威望性的迥异：爱谁，宝玉保持了
本人的挑选；然而，弃谁，宝玉是一点也不权力的，所有蒙
于父母之命。终极，宝钗折嫁，黛玉回魂。于是，悲巨变成
了不可防止的终局。

鲁迅曾说功一句话：＂悲剧是将有价值的货色覆灭给己望。＂
又言＂但凡傻弱的公民，即便体魄如何健齐，如何茁壮，也
只能干毫无意思的示众的资料跟瞅客，病逝世多多是不用认
为可怜的。＂可睹，无价值的灭绝并不是悲剧，而《红楼梦》
的悲剧之所以震动我口，就由于它将被誉之物的美表示得酣
畅淋漓。

例如林黛玉，书中充足写没了她的寻求取气量之高贵若不是
如此她的悲剧即也不会令人如斯印象深入。唉！说到可悲处
愈是可哀。也罢，就此放笔。

不知为何，合上手中的《红楼梦》，竟是想再看一遍。或者
这就是《红楼梦》的魅力吧，犹如一梦，美的让人不想撒手。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七

大观园里斑驳的树影，寂静的幽亭犹在，却觅不到曾经的绯
影衣香，一颦一语，漫天落英的飘散，诉说了谁的忧伤。花
开，一个美丽的开始;盛，一个繁荣的象征;谢，一个个生命



的离开;葬，一段感情的消逝，更是一个家族一个王朝的陨落。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梦里花落的多少日夜，
是谁感叹又是谁无奈。花会再开亦会再败，谁也扭转不了这
世间的生死轮回，我忧伤，等依安慰。依不在，谁能懂我心
扉。多么美的青春，多么美的人世，却没有你的陪伴，我惶
恐，我徘徊，我等待，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完的情丝，断，
给悲伤一个完美的终结。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未被温。”桃花散去千秋梦，
也换不回曾经一点情。酒不醉人人自醉，心不颤抖人自颤，
潇湘馆的声声夙怨，淹没了一个世界的温情。青灯照壁，泪
眼朦胧，任雨敲打着窗，我沉沉入睡，听不见耳旁你的呼唤，
你的叹息，我就这样离开，不，我没有离开，我从未离开。

美梦终究成为一场空，韶华落尽，黛玉离开，宝玉出家，金
簪葬雪，人泪葬花，空留宝钗独守空房，昔日遗腹已长成人，
今日谁与相告，一切已非旧时风景。家族堕落，更变朝代，
人已逝，梦已空。“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
尽头，何处有香丘?”

梦里几度回红楼，诉不完离殇，剪不完忧愁，还是年少，只
能懂所谓的落魄忧愁，也许只有人到中年，才会有“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受吧!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八

一袭道袍，飘飘曳曳，宛如天外之人，高洁而不沾染一死凡
尘，她就像那年盛开在她庵外的红梅，美丽而孤傲，妙玉的
美丽是上天造就的，但她的孤傲却是命运使然的，自幼多病
的她在父母双亡之后孤身一人流落至此，本也是父母的掌上
明珠，怎落得如斯之地步!她就像那一枚明珠却被误投于深海
之中，贾府的放荡风气与藏圬纳垢，让她不得不因为保护自



己而对别人冷目三分，甚而让别人觉得她“可厌”!无非就是
因为她的无权无势与身份低微。

也许如果没有让她遇到玉贾宝，也许她没有爱上他，甚而为
他走火入魔，也许她便会拥有一个完整的一生，即使一辈子
面对清灯古佛，独自老去，她也不会觉得有一丝一毫的空虚，
但她见到了他，这个第一个待她平等之人，第一个值得她为
之倾心之人，第一个知她甚深之人，在妙玉心中，他是特别
之人。

虽然红楼梦中有暗示，妙玉会这里获得幸福，但我觉得高鄂
的续书不无道理，在续书中，妙玉被强盗掠走，生死不知，
乍看，很悲惨，但我觉得，让她在贾府中受心痛煎熬一辈子
是更残忍之事，也许此后的她有了一些转机也未可知。

正如妙玉在给宝玉的帖子中写到：“槛外人妙玉遥祝芳辰”，
槛外人”三个字大有深意，妙玉无疑是聪慧的，她用三个字
向宝玉表明心迹，体现她不愿让自己涉足于这纷扰的尘世间，
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所爱之人，人人都说贾宝玉与林黛玉的
爱情是千古悲歌，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妙玉对贾宝玉苦苦思恋，
黛玉无疑是幸福的，她毕竟还有一段美好的憧憬与爱情，但
妙玉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