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的主持词(通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梦的主持词篇一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红楼梦一向受到读者的
喜爱和推崇。其中第回更是备受关注，因为它是整部小说中
的重大转折点。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第回在表现人物性格
和情感方面都塑造得相当深刻。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
的阅读体会和文学分析，简要分析红楼梦第回的精妙之处。

一、元春升云梯

第回拉开了第二部分的序幕，从元春的升云梯透露出了一种
飘渺和梦幻的气息。元春的身份地位越来越凸显，她象征了
富贵、荣华和幸福。升云梯也暗喻着元春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但又有落下来的可能。这种后悔和无奈的情感，表现得非常
真实，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红楼
梦文学艺术的高妙所在，通过环境的描写，塑造出了元春的
心灵状态。

二、贾母摆设神仙

宝钗的到来，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新的内容。宝钗是贾母自幼
生活的地方，她代表了贾府原有的地位和人物。贾母摆设神
仙，也是为着纪念前妻，表达出对过去的怀念和眷恋。但这
种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经历的追忆，更是对那个时代的热爱
和怀念。这种怀旧情怀与现实生活相得益彰，展现了作者对
于传统文化的尊重。



三、金钏儿贿赂内监

金钏儿贿赂内监的情节，体现了一种卑微和无助。小说中，
金钏儿的出身本来就卑微，而她只能通过贿赂官员才能得到
一些应有的权益。这种无辜的贿赂无可厚非，但也为官员提
供了滥用权力的机会。文学作品总是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
通过描写人物和事情，传达了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警醒和反思。

四、有情相思独立成章

第回中的有情相思篇章，是渲染红楼梦情感氛围的关键。虽
然宝玉和黛玉是一对充满磨合的情侣，但他们之间的爱情并
不单纯。受到家族的牵绊和社会膜拜的压力，他们的感情陷
入了泥沼。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哀叹和悲凉，
既有对爱情的赞美，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无奈。有情相思的章
节，是小说中最能让读者感受到含蓄之美和精妙之处的部分。

五、贾琏设计儿媳出外

贾琏在第回中的行为也值得我们重视。他通过设计让儿媳出
外避免了几场危险，表现出贾琏的智慧和善解人意。尽管他
的行为使读者不禁感到狡猾，但这也是小说中人性的一种体
现。在红楼梦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和人生经历都表现出了作
者对生命的关注和热爱。而贾琏的一步成章的策略，也展现
了小说人物的智慧和机智，这对于性格塑造而言，更是极具
意义。

总之，红楼梦第回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情节的推进和人物的
塑造，更在于它带给读者的思考和启示。通过深入阅读和分
析，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到红楼梦小说的精髓和价值。每一
章都是完美的表现，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我们能够
用心领会，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人性智慧和价值趣味。



红楼梦的主持词篇二

引言：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代经典的小说，是中国文学宝库中
的一颗珍珠。其中第回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回目之一。它描
写了宝钗与黛玉之间的口吻，讲述了一个真挚的友谊故事。
在阅读这个回目的时候，让我对人际交往有了深刻的认识，
与你分享我的感受。

1. 感受到真诚的友谊

第回中，宝钗和黛玉两个人的交谈是一种充满真诚和关爱的
友谊。在许多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往往只会关注其他人
能够带来的利益，丧失了真正深刻的交流。但是，宝钗和黛
玉的对话却是充满了爱意和感情，两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共鸣，让我深切感受到友情的珍贵
和重要。

2. 理解不同的人性与人情

当宝钗和黛玉在交流的时候，她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个性有
很大的不同。宝钗的性格是圆润、温柔的，黛玉则比较反叛，
有些喜怒无常。这两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但宝钗能够理解
黛玉的情绪波动，并且试图让她的心情舒缓下来。这个对话
不仅让我想到了人性的多样性，也提醒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
过程中要闻道人情世故。

3. 学习也是一种交往方式

在这一回中，宝钗不仅是黛玉的朋友，也是她的导师，让她
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她告诉黛玉，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探
索，才能真正的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经验是我自己也深有
体会的，只有不断学习、思考，才能不断进步。



4. 人际交往中的情感价值

在这个回目中，宝钗和黛玉的对话可以看作是一种情感交流。
她们通过情感的表达找到了彼此的依靠。这种情感价值在人
际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我们也需
要和他人保持良好的情感，从而建立起更加广泛的、稳固的
人际关系。

5. 体会人之相处之道

最后，第回让我深刻体味到了人之相处之道。宝钗和黛玉在
对话中互相理解、关爱；她们在互动中体现出了诚信、正直、
智慧。这种相处之道是积极的、追求和谐与理解的，值得我
们在人际交往中深度领悟和实践。

结论：

总之，《红楼梦》第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经历，它让我领悟
到许多人生哲理和交往之道。在对话中，宝钗和黛玉展现出
了放下成见、团结友爱的精神风貌。这不仅是一种人品的体
现，更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准则。让我们在生活中，无论是教
育孩子、与同事交流、交朋友还是处理家庭关系时，都能够
通过关爱和理解，建立起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

红楼梦的主持词篇三

一个木石前缘，一段红粉姻缘，唱尽了红楼的血泪红尘。荣
华富贵的兴盛到颠覆，转眼间的春夏秋冬。流传百年的经典
文学，叫后人一一解读。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本是金玉良缘的一
对佳人，最终一步步走向悲剧。悲剧的因素有太多，哪怕只
是一个小点，都能扩容成巨大的空洞。宝玉的出生，集万千
宠爱于一身，对于这个衔玉而生的娇儿，老太太的溺爱，众



姐妹的放任，都一点一滴塑造成了这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他的理念往往与现实的社会不和，当然，这何尝不是件好事
呢？封建的王朝，又有几人能有这般的反叛？作者曹雪芹把
自己的感想寄托于宝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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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面这两位与众不同的主角，我却独独偏爱另一位红粉
知己――宝钗。她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
的教育，是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的顺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
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书也是无用，有人会说宝钗的不是，
因为她也曾在蜂腰桥下陷害过黛玉。可是，她也是个彻头彻
尾的悲剧人物，黛玉随早逝，但她还拥有过自己的幸福。而
宝钗，终其一生，恐怕也只是任凭生活这把刀一点点的磨损
着她。“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
埋”。

随着新版的《红楼梦》上映以来，好评坏评纷至沓来，自然，
对于新时代演绎的红楼，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认同，太多的
人觉得是一种亵渎。我不想过多的参与评论，但是我相信一
句话：不管新版究竟是好是坏，它始终是对红楼的一种传承。

红楼的尘缘俗世使它始终拥有着庞大的支持者，巩固着它四
大名着之一的宝座。这座中华文学的瑰宝，依旧流传着，供
后人细细品读。

红楼梦随笔【第二篇：红楼梦随笔】

红楼梦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也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整部
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惨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一个
大家族由盛而衰最后灭亡的故事。

整本书中大量的人物塑造、劲舞塑造、情感描写等等都非常
的精妙绝伦，堪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瑰宝和集大成者。贾宝
玉和林黛玉催人泪下的悲惨爱情故事给整本书奠定了悲伤地



感情基调。两个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在一个封建世家里面追求
着自由的爱情，这样类似捕风捉影的事情本来就是缥缈的。
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不会有圆满美好的结局。

故事中的林妹妹弱柳扶风闭月羞花，但是却有一身不能治愈
的病根子，让她在寄人篱下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的舒坦正日
子，最后在病痛的折磨中凄凄惨惨地离开了世界。封建的狡
猾注意是吃人的老虎，这样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夺了一个如花
似玉的年轻人美好的生命。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得不到自由
的痛苦，比身上受的病痛的折磨要痛苦得多，于是在肉体和
病痛的双重折磨下林妹妹终究还是去了。

这本书中的很多人物的遭遇都是让人同情和悲悯的，不论是
丫鬟还是主子在那个年代都身如浮萍，在封建主义社会的洪
流中飘飘荡荡身不由己，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人
身自由。命运都和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统治者捆绑在一起，我
们生活在自由自在的今天就应该珍惜这样的自由。

红楼梦随笔【第三篇：读《红楼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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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随笔【第四篇：花落人亡，红楼梦断】

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哀情道遍；一首《葬花吟》，把
无尽落红悲声唱完。悲哉，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泣哉，怜痴
情儿女尽成灰。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又是中国文学史乃至
世界文学史上得一朵奇葩。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
的荣辱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
索，着重描写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并且全面地描写
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以及种种不调和的矛盾，向我们展示
了一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长卷。

曹雪芹所写的贾府繁花似锦的日子，有可能反应康熙盛世的
意思，但是作者亲身经历了家族巨变，深深地感悟到福祸相
依的道理，所以，全书揭露了统治阶级繁荣景象背后腐败的
根源，揭露了封建制度腐败和必然没落的道理。在书中，作
者读宝黛爱情给予支持和赞美，对不幸结局给予同情。另外，
曹雪芹还是一个经济学家，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物的介绍



与描写，反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观念的影响。

就在《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
宣牙牌令：这一次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本回通过刘姥姥的
眼睛再次描写了贵族生活的浮华、浪费和奢靡。

刘姥姥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
物。但在《红楼梦》作者的妙笔下，刘姥姥却成为中国家喻
户晓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刘姥姥是一个事故圆通的老妇，
还是一个摇尾取怜的老妇，向来各家说法不一。

单拿一双老年四愣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刘姥姥心中并
不羡慕贾家的生活，反而只一心一意计算着平实的居家生活，
刘姥姥一再地叹息。作者利用几个细节塑造出刘姥姥的朴实
的老农妇形象。同时作者也透过刘姥姥的眼睛映射出贾
府“朱门酒肉臭”的景象，对贾府的腐败提出沉重的谴谪。

本回事以乐景写哀情，通过刘姥姥对大观园的描述，侧面描
写了大观园的奢侈及浮华；通过刘姥姥的逗笑，我们看到了
封建社会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是那么的大相径。

“质本洁来还洁去”吧，“一枉净土掩风流”，何处是香丘？
手捧一卷空余满腹惆怅，唯有掬一把热泪洒于闺阁之中。

红楼梦随笔【第五篇：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
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
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是朱自清作品《匆匆》当中
的片段。

《红楼梦》，一部小说，后来改编为电视剧，若不在乎当时
作者的社会背景，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



我将《红楼梦》与《匆匆》联系到一起，得到了一个启
示――人生苦短，世事无常。

《红楼梦》当中人物思想各有千秋。

林黛玉：忧郁，喜散不喜聚，喜静不喜动，什么事多从其反
面来考虑……

薛宝钗：老于世故，任事八面玲珑待人一团和气，善于适应
环境……

晴雯：被称为林黛玉的影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刀子嘴，
豆腐心，争强好胜……

王熙凤：狠毒泼辣，贪财好胜……

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根，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
顽怕读文章。经历了家境的盛衰，看破红尘，遁世而去。

《红楼梦》中的大部分人沉浸于吟诗作对，吃喝玩乐，只是
享受。和他们比较，其生活真是毫无意义。

生与死，冷与热，哭与笑，这些都不是简简单单形成的。与
其探讨它，还不如修身养性，融于社会做贡献，所以，我认
为：人生的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境界并服务于社会。

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只有用有限的生命做无限的事，人生
才有意义，才能绽放出美丽的生命之果。

红楼梦的主持词篇四

宝玉和黛玉的共同选择是：拿来爱一个人。所以黛玉“泪竭



而死”，宝玉“遁身空门”。他们的爱经得起“山无棱，江
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誓言；
经得起“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生离死
别，却经不起＂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的幸福。

黛玉，只是出于女子的矜持，荣国府的礼教，只能将此情深
埋于心。

宝玉，贾府上下对他百般宠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自
然少不了些戾气．后人对他这样描述：“行为偏僻性乖
张。”

初见宝钗，湘云，宝玉那种公子哥的轻佻表现的淋漓尽致”，
黛玉不言语，而是用血和泪，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悲愤。

假若宝玉和黛玉，人生若只如初见，他还是他的“怡红公
子”，她还是她的“潇湘妃子”，定不会，这般凄美﹑惨绝。

“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一个“风骚绝伦”的
凤姐便活灵灵的.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或许是那个背景，或许是天性。凤姐是那样精明的操纵着贾
府，就连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不忘显现出自己的位高
权重。

曹雪芹笔下的凤姐与封建女性的相夫教子截然不同，他刻画
了一个奸诈，奢侈，贪婪的女性。但凤姐如若不是这般奸诈，
又怎会在贾府里生存的如此安顺？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算了卿卿性命”。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女子，到最后，
落了个如此下场。这一点从侧面向我们强调，封建社会是那
么的黑暗与腐朽。

曹雪芹笔下的宝钗是一个封建社会下的淑女。一颦一笑是那
样的大方得体，与府里的人关系极其融洽，但从“金蝉脱



壳”中，陷害黛玉，可见她的城府极深。虽然最后如愿与宝
玉结为夫妻，但因两人的性格万全不和，宝玉又始终忘不了
红颜知己，黛玉。最终，宝玉选择了出家为僧，而宝钗，只
得抱恨终生。

红楼梦的主持词篇五

1.《根并荷花一径香》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赏析：这一首说的是香菱。

宝玉看又副册判词不解，又去翻副册，见上面“画着一株桂
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接着便是
这首判词。

香菱是薛家的丫头，是奴婢，进不了“正册”;可她原是甄士
隐家的贵小姐，也不能进“又副册”，所以作者就把她安排
在介于主奴之间的“副册”里。

第一句是说，“香菱”原来就是“英莲”;英莲三岁时被拐子
拐走，养到十几岁卖给薛蟠，给这个花花太岁作了侍妾。后
来薛蟠娶了个搅家不贤的泼妇夏金桂，又贪又嫉，又狠又毒，
香菱受尽他们的欺辱虐待，含恨而死。关于香菱的结局，这
首判词说得很明确。高鄂的续书写夏金桂死后，香菱被扶正，
当了正夫人，是显然不符曹雪芹的意图的。

2.《可叹停机德》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

赏析：这一首说的是薛宝钗、林黛玉两个人。

“宝玉看”副册“仍是不解，又去看”正册“，见第一页
上”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
股金钗“(两株枯木是”林“字，雪谐”薛“音)。下面就是
这首判词。

第一句是说宝钗有封建阶级女性最标准的品德。她”品格端
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荣府主奴上下
都喜欢她。作者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
云守拙“，正是封建时代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典型。她能规
劝宝玉读”圣贤“书，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受到宝玉冷
落也不计较。黛玉行酒令时脱口念出闺阁书《西厢记》、
《牡丹亭》里的'话，她能偷偷提醒黛玉注意，还不让黛玉难
堪。按当时贤惠女子的标准，她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完
美“程度。但读者同这个典型总是有些隔膜，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她对周围恶浊的环境太适应了，并且有时还不自觉地为
恶势力帮一点小忙。如金钏被逼跳井后，她居然不动感情，
反倒去安慰杀人凶手王夫人。有人评论说，她是个有尖不露、
城府很深、一心想当”宝二奶奶“的阴谋家，这也似乎有些
太过分了。她自己既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又是个封建道德
的受害者。贾家败落后，她的下场也不妙，”金钗雪里
埋“就是预示。

第二句是说林黛玉是个绝顶聪慧的才女。她的才华是大观园
群芳之冠，是智慧的女神。她从小失去父母，寄养在外祖母
家，尽管是贾母的”心肝肉“，可是以她的敏感，总摆脱不
了一种孤独感。特别是在对宝玉的爱情上，几乎到了神经过
敏的程度。好在宝玉对她一往情深，处处宽慰她，哪怕是篱
玉歪派给他的”错误“，他也承认。这样，他们的爱情就在
一种奇特的、连续不断的矛盾痛苦中发展着。一会儿笑，一
会儿又哭了，哭时要比笑时多;刚刚和好了，突然又闹翻了，



闹翻一次反倒加深一次感情。他们的爱情在有形无形的外界
压力下，形成一种畸型。在荣国府那样的环境里，越敏感的
人就越忍受不了。黛玉的悲剧就在于她不会像宝钗那样会
装”糊涂“，她太聪明了。

宝钗和黛玉是一对相互对称的典型：一个胖、一个瘦;一个柔，
一个刚;一个藏愚守拙，一个锋芒毕露;一个心满意足地成
为”宝二奶奶“，一个凄凄惨惨地不幸夭折。但这一对情敌
中没有胜利者，后两句说得明白：宝玉的心仍在”林中挂\"，
宝钗要冷清清地守一辈子活寡。

红楼梦的主持词篇六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以其强大的故事
情节和深刻的人物描写，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其中，第章
《薛宝钗黄雀记》是《红楼梦》中的经典之作。这一章节讲
述了宝玉与黛玉的分别，以及薛宝钗向宝黛讲述的自己的故
事，使得读者更加感受到了生命的转瞬即逝，珍惜眼前的幸
福及时行乐的真谛。

第二段：深入解读

在这一章中，宝玉与黛玉分别的场景堪称惨烈。宝玉几度想
要相约于两人定情之地，然而红楼中方方面面的限制，首先
是庙禁之规、礼法之规，然后是三从四德等各种伦理道德约
束，以及对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各种权威的敬畏和恐惧，
都不能让宝黛见面。黛玉在分别之日做出了一些极端的举动，
比如说吃糖多梨，吃过了还追着来吃黄琉璃，仿佛是为了将
自己和宝玉的相念之情一一力存留下来，使人看了很是心酸。

而薛宝钗则是在这一段中展露了自己的出色，她很明白自己
的立场和处境，不孤陋寡闻，会随机应变。当宝玉询问黛玉
之事时，她并没有随口乱说，而是聪明地将一株梅花引入话
中，由梅花引出性格。这种高难度的会场辅佐了薛宝钗此后



又一个举止贵重的品格————非常谨严，非常地高尚，非
常坚定。

第三段：体察主题

《薛宝钗黄雀记》主题明确，可以说就是《红楼梦》的主题
之一：江山代有才人出。在宝玉与黛玉的故事和薛宝钗的黄
雀记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多个人物的性格、行为等，他们各
自的品德、素质、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不同。人物性格与种
族、家庭背景等无关，个人才能与背景人生及自身经验、心
智心力、注意力等相关，这恰是现代社会树立多元文化、打
破陈旧陋习等言论主张，与当代社会互通观念，引领社会发
展方向的要紧课题。

第四段：对个人触动的阐释

这一章让我深感：时光荏苒，一切都是转瞬即逝。人生是一
个不断告别、不断分别的过程，即使是为了庄重的仪式而日
复一日地忙碌，也无法阻挡珍惜时间，珍惜眼前人的决心。
此时，我想起了自己在生活中所经历的类似场景，那时，我
的心情也许与宝黛的分别、薛宝钗的黄雀记有着相通之处。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共鸣，也可以为
我们的人生增添一份智慧。

第五段：总结

在这样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想要写得深入、理
解得精细，需要用一颗好奇、充实的心去阅读与发现。作为
读者，我们可以经历他人的人生、阅读他人的故事；作为作
者，我们要耕耘自己的心田，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因为一
篇好的作品不应该只是一个文本，更是读者寻求智慧、充实
生命的途径。《薛宝钗黄雀记》中的故事给了我深刻的体悟，
期待自己又能有更多的阅读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