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暑假初
一读后感(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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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一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红楼梦》既是女子的歌颂，却又是女子的悲剧，它是中国
古典文学中不朽的巨著，在以往的中国你，古典文学中尽管
有许多美丽的女子形象被塑造，但也不过像《牡丹亭》这类，
敢于为自己的爱和幸福而斗争的“女子觉醒”形象，而红楼
梦中却带来的是全新的也是前所未有的，那就是对女子的尊
重，就像曹雪芹本人所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
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
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比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
无可如何之日也。”他依他所想而写，也因此写出了不朽。

《红楼梦》是对女子的颂歌，赞美黛玉“世外仙妹寂寞林”
宝钗“山中高土晶莹雪”，湘云“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
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寄月光风耀玉堂”，妙玉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孤僻世罕见。”但又是女
子的悲剧，含恨结郁而死的是林黛玉，青春守寡的是史湘云，
李执，出嫁一年就被丈夫折磨而死的是贾迎春，远嫁他方的
是贾探春，对人生悲观绝望而出家的是贾惜春，跳井而死的
是金钏，含冤而亡的事秦可卿和鸳鸯，被强盗强抢去的是妙
玉……她们都是“红颜薄命”是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人物。

《红楼梦》中的悲剧震撼人心，使人荡气回肠，不仅仅写了
一群青年女子的毁灭，也写了整个贾府的衰落。许多人曾说
这就是整个封建社会衰落的象征。但从精神上、思想上，却



是因贾宝玉，这种新思想人的出现，宣诉这个社会的不合理
性，这才是封建社会衰落的真正预兆。

宝玉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封建社会末期孕育的一个“新人”，
他尊重女子，爱惜女子，她从小就宣布“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他尊敬每一位女子。鲁迅就曾深刻的
指出“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意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也。
”他爱惜他身边的每一位女子。把她们的悲欢哀乐，荣辱得
失，都包括在自己的关心注念中，几千年来被否认的女子价
值，仅在宝玉眼中充分反映，几千年来被遮掩的女子悲剧，
也仅宝玉眼前展开，所以鲁迅又说；“悲凉之物，遍被华林，
然呼吸而领会着，独宝玉而已。”

初一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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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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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者充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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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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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暗夜深，星子泛点点微光。远有大观园，蓦见红楼影。

——题记



我倚在暗金漆红木椅上，眼波微动。玻璃桌上平摊着一本书，
那书名人人皆知、耳熟能详。

黛初醒

初现好像有神力——我于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说如
一缕风，而不是他们的同类，虽有触感，却悄无声息。

黛玉，谁都不知道，可我知道，你在思念远去的故乡……

钗头凤

我飘渺着随在黛玉身后进了大观园，拜见了众多姐妹婶娘，
尔后王夫人来了。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着她，不知心底怎的
生成一股厌恶——我不待见她。浑身上下都摆出阔气的样子，
脂脸上堆起笑容，那副笑容说多假有多假。她拉起黛玉的纤
手，抹了一把泪，言语间尽是惋惜，我张了张嘴，无声地喊
道：“黛玉……她……”她还是少接触为好。可黛玉毕竟是
不谙世事的少女……这之后，王熙凤一步步露出尖牙利爪，
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居然不怕缺德事做多了不会有好下场吗？
那毕竟是好几只亡魂。

之后的诗社成立，生涩的太极图诗题，只有你，薛宝钗，端
庄持重、淡漠自律，是一朵艳冠群芳的牡丹，是最典型的封
建淑女。我徘徊于大观园许久，有时会呆呆地望着你读诗作
赋，却愣是没读懂这人。像镜中花，似水中月，竟猜不透你
的心思。直到夜已深，风已静，花已眠，人不寐。我无心睡
去，才探入宝钗心境，却瞥见那牡丹丛中有一点幽兰。似如
梦初醒……这才明白。

你才是那个怅望夜空、寂寞肠断的人。

应叹息



我在贾府待了有多久？一年，两年，还是更久？

终有一天，我亦离开了。身后是人去楼空的大观园，曾经的
奢华在一夕间灰飞烟灭，白茫茫的大地，不知为何那么干净。

我如梦初醒，翻阅着书籍，一下子全部看透，全部弄清。

一沓黄纸，几点青墨，成就的是一场红楼秋梦。

特地去看了老版红楼梦电视剧的结局，对比本书的结局，我
觉得电视剧的结局更好。被抄家后，贾府便死的死，抓的抓，
卖的卖：王熙凤病逝于囚牢中，死后被草席裹尸拖去葬于荒
郊野外；宝玉被贾芸救出牢狱，提着当年黛玉送的琉璃灯，
碰到被卖作娼妓的史湘云，当载着湘云的船要驶离岸边时，
她撕心裂肺喊：二哥哥救救我，但宝玉除了痛哭流涕之外却
也无能为力。惜春出了家，凤姐之女巧儿也被卖于青楼，幸
得刘姥姥倾家荡产才将她救出。最后琉璃灯碎，宝玉目送押
着忘恩负义之人贾雨村的队伍消失于茫茫雪地，经历这些大
起大落的他才了悟”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
归空”，随后遁入空门。至此，每人都有了各自的结局。最
后一幕雪地上的人渐渐消失的戏，真是点睛之笔！真将这
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点得透
彻了。

而本书的结局似乎太过平淡：贾府被抄家，后又被特赦；宝
玉因癞头和尚还玉后，才看破红尘跟了和尚一去不返；王熙
凤在家中病逝；湘云觅得如意郎君却不久便守活寡……虽说
大多数人物命运都以悲剧收场，但总感觉差点火候，没有大
起大落让人彻悟之感。

红楼梦包罗万象，被称作中国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从诗词
歌赋到民间习俗，从建筑工程到医疗用药，以及食物，服饰，
礼仪等等事无巨细，囊括无遗，给历史研究贡献了不少宝贵
的参考资料。作品本身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看现



在不论哪一部制作精良的古装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有红楼
梦的影子。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红楼梦，在中华文化遗产上
该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

很多人认为没有曹雪芹写结局的红楼梦是一大遗憾。我倒觉
得未必，曹公自言：事若求全何所乐。如同著名的雕塑断臂
维纳斯，因为断臂，美却得到升华。红楼梦未完，却给后人
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所以有时啊，缺憾，倒不失为另一种
美、人生，又何尝不是呢。

今读完《红楼梦》一书，觉着实深奥，但也颇有感触。主人
公们性格各异，不觉提笔论两句。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
断有谁怜？——黛玉篇《红楼梦》中最令人心疼的女子，莫
过于黛玉。首先她长得很美，身子娇弱：闲静似姣花照水，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再则她身世悲苦，因母亲去世才被带到
贾母处。可为什么大观园里的女儿们都不太喜欢她呢？主要
是因为黛玉嘴上刻薄。心直口快的史湘云对黛玉说：“再不
放人一点，专会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见一个打趣
一个。”这话气得黛玉“我要饶了云儿，再不活着！”殊不
知她的性情就象玉一般，越坚硬就越脆弱。表面上刻薄，内
心却经不起一点风浪。黛玉的诗可谓是一绝，曾当大观园诗
社的社主。但作的诗太过悲切，令人不忍卒读。

如《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她的文笔相貌以及不说
要宝玉走上仕途之类“混帐话”，令宝玉动情。两人关系很
好，但贾母等人的安排，拆散了两人。黛玉从“傻大姐”处
得知宝玉要娶宝钗，梦幻破灭，焚烧诗稿。在那一刻，所有
美好往事，流年阴影，都与这凄美脱俗的诗句，一同化为灰
烬，葬于世俗，消失在滚滚红尘之中。一朝尘世，一场迷局，
局外黄粱一梦，局内烟火人间——宝玉篇女娲炼石补天时，
所炼之石剩一块未用，弃青埂峰下。此石已通灵性。和尚茫
茫大士，道士渺渺真人见其可爱，便送到“昌明隆盛之邦，
诗礼簪缨之旅，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走了一道。此石
便是宝玉原身。对他来说一世不过是一眨眼吧，可却刻骨铭



心。宝玉是一个性格爱好古怪的男子。因为十分受贾母喜爱，
大家都很疼爱他，所以，他十分叛逆。但对园里的姐妹都很
好，动不动就“好姐姐、好妹妹”地叫。贾宝玉喜吟诗，但
却不喜欢读四书五经，不喜考取功名。而他的父母，还有宝
钗、湘云、袭人都叫他读书，将来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好
光宗耀祖。在着些人里，黛玉却是个例外，同他一样，也不
赞成考取功名。可谓“知己”。宝玉在大观园里无所事事，
便常去黛玉处，两人感情增进不少。一次，黛玉的丫头紫鹃
为试宝玉对黛玉真心，假说黛玉要回姑苏，宝玉相信了，竟
发病至精神失常，可见宝玉对黛玉的感情。可就是这要风得
风，要雨得雨的小霸王，在婚姻大事上却不得自己做主，在
新婚夜被调换了新娘，忧伤得差点死去。最后虽中了举人，
却出家当了和尚，弃绝尘缘。从前的富贵、热闹，万般皆空。
浮生若梦。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年封建社会形态的百科大全书。小
说以讲评领导社会形态中的四大亲族为核心图画，真实、具
有活力地描画了十八百年上半叶中国末年封建社会形态的所
有生存，是这段历史生存的一面镜子和缩略影像，是中国古
老封建社会形态已经无可重新挽回地走向解体的真实写照。
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龙活现，有以神话故事中的女娲氏为
开头引出着一故事——石块记。有以甄居士为线索着手即终
了了整个儿的故事。

在很远的大洋对岸又一个国家——英国。她诞生了一位伟大
的、出色的、有天授的，剧作家他就是莎士比亚。他用他一
生的经历发扬了本国的独有的一种艺术方式——诗剧。那时
一私人的共同体，他那时期不灭的魂灵，以各种方式表达着
自个儿、充实着自个儿。正如莎士比亚与诗剧的微妙关系同
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人的共同体永不
磨灭魂灵的一小批。

与其说他是异步伟大的著作，还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
说那是写权贵的生存，还不如说是当初当前局势的真实写照。



从一点儿点的细节来讲，那种语言的吸引力表现出来出来，
用形象具有活力的语言刻画了千千万万的人物形象。从人物
的一举措不动、一颦一笑、一张一弛。一丝一一无不张显出
人物的独特的地方，可谓那种语言的叙述找不出一斯漏洞。
而从其中又可以看出一私人的共同体进展的问题，具体的症
结，具体的人民的生计国计，无不与此有关联。这不仅是一
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柬书。

面前说都都是前八十回，然后四十回我觉得正好相反。从其
中有很多的漏洞，例如贾稀玉在前八十回的一回中已经暗中
示意到其是一悲剧人物，而到高鄂的笔下它又成了一个乐于
学习又加入考试而考取举人，从一个顽童到一个好学之人，
这半中腰几乎没有啥子相连，是很令人不可思议的。并且在
最终又丢下已经怀胎的宝钗出家为僧。

并且据闻高鄂是由于一个前一任官吏的赞助，取续写红楼的，
我觉得一个最初的心愿就不那末纯洁的人，况且也没有道理
解到曹雪芹的写的《红楼梦》。是没有办法写好的。再说假
想曹雪芹同样的来塑造人物是十分难的，不是容易达到的。
我看见还不如留下这四十回不写，给人以遐想的空间，仍然
听美妙的。

种种这般，都要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芙蕖，始末执著着自
个儿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用一
个平常的人的目光看她，最欣赏的仍然黛玉的诗情画意，灵
巧秀丽聪明而狡猾。黛玉每次与姐儿们饮酒赏花吟诗做对头，
老是才气逼人，艺压各种美丽芳草。不管是少年听雨歌楼上
的诗情，清寒达到极点我欲仙的画意；仍然草木黄落雁南归
的寂寞冷落，花空气温度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表现出来出
她娟雅脱俗的写诗作家气质。最长叹的是黛玉的多愁多病，
红颜命苦。

黛玉的长期的境遇，注定了她的伶俜无依，而她的性情，又
注定了她的寥落忧戚。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闹热，可



是这处没有她可以有赖的亲人，没有她可以诉说的密友，只
有风流多情的稀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老是患得患失。于是
她怎奈着“天止境，何处有香丘”，伤心着“。

初一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四大名著，各有千秋。爱《水浒》，因为它让我明白了什么
叫义气，什么是兄弟;爱《三国》，因为它然我领略了各国领
袖的风采，战场上的豪情万丈;爱《西游记》，因为它让我寻
回了童真，找到了趣味;但我更爱《红楼梦》，爱那大观园的
美景，爱那主人公们吟诗作对的闲情逸致，爱那看似温柔实
则刚烈的女儿魂。

一大群美人，住在大观园里，形成了小小的“女儿国”。然
而，当封建势力一步步逼近，毁灭了那份美之后，便上演了
一出出悲剧。那是“金陵十二钗”的凄美。其中，以林黛玉
尤为甚者。

那时黛玉才十六岁，母亲突然因病去世，体弱多病的她怎能
经受如此打击，也重重地病了一场。于是父亲林如海把她送
进了贾府。虽有贾母疼爱，却总不是父母之情。自觉凄凉的
黛玉，自幼便养成了一种孤芳自赏的性格。于是，每当落花
之期，她都会小心翼翼地将花瓣收集起来，再埋进土里，还
不免伤感地哭一场。她是把自己全部的所思所想都寄托在落
花上了啊！

多么残破的结局啊！黛玉的悲剧，更是多么令人怜惜，而她
的美也更是令后人所铭记啊！

初一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续在红尘等待，为你请歌一曲。看空中那纷飞的雨，承载着
谁的思念?清风不解君意，细雨不懂柔情。那逝去的流年也带



走了回忆。

——题记

踏破时间，回望那一段凄婉的情史，贾、史、王、薛四大家
族的落寞史。千古红楼，梦回一史。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
终究还是覆灭了，只留下那令人哀叹的结局。

我曾以为富丽堂皇的大观园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而当
我细细品味这本书时，才知道自己错了。在那如此富裕的生
活下，竟掩盖了世界上如此腌臜的一面，但其中最让我动容
的一面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

一袭道袍，随风飘曳，宛如天外之人，仙女下凡，高洁不沾
染一尘死凡。美丽而孤傲。但她的孤傲却是命运使然的。多
年体弱多病的她在父母双亡之后一人流落至此，本是父母的
掌上明珠，现在却被这样无情对待。这便是我初识的黛玉。

“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书中是这
样描写宝玉的。他俊美得几乎不像一个男孩子。面容明朗，
流光溢彩。月与花本已美丽，而中秋之月，尤为圆润清朗;春
晓之花，尤为鲜艳润泽。这样的美男子便是宝玉。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到长大后坠入爱
河。这样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让多少人羡慕，它是那样纯洁，
那么自然，纤尘不染。

在封建礼教前，当宝玉挨打后善良孤傲的黛玉把眼睛哭成桃
儿一般，她的哭并不是软弱，她以哭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来
真诚声援宝玉，默默地对抗封建礼教。由此可见只有她们二
人心贴得最近，爱得最深。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