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的读书感悟 红楼梦的个人
读书心得(通用10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好的心得感悟对于我们
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以下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一

俗话说得好，“男不看红楼，女不看西厢”。其意白见。但
碍于《水浒》、《三国》等从牙牙学语起就阅读，再读已无
多大意义。无奈之中，捧起那“石头”硬啃起来，倒别有一番
“胭脂”味。下有几条真（天真）知拙（笨拙）见，以供茶
余饭后消遣。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并不只是单单一本感情小说所能概括。
作者为写此书，寒窗几十载，对医药、园林、建筑、书画、
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都有所研究。整部书对
研究探讨青朝风俗民情很有帮忙，它仿佛是当时生活的小百
科，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怪不得至今还有许多红学家专门
研究此宝。此书所现之人情世故，官场是非，在今日都屡见
不鲜内涵之深，可真谓看一遍两遍不少，读十遍八遍不多。
对于我精读此书是对吾之文学素养起巩固、提高，以致于升
华之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红楼梦里的感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
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感情最纯洁了。
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
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感情故事
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
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可是生不逢时的感情就是痛苦
的代名词。黛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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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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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
放的荷花，始终执着着自我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
一如碧玉般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
黛玉的诗情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
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
的诗情，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
凉，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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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
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
不热闹，可是那里没有她能够依靠的亲人，没有她能够倾诉
的知己，仅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
患失。于是她无奈着“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悲哀着“三
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
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
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杯具的起因，还
不如把职责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
的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感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
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能够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
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
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
转身应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
酸泪”的感叹！

还有要说的就是薛宝钗的感情杯具了。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
牺牲品，她以林黛玉之名嫁入贾家，也深知宝、黛二人心意
相通，却无力抵抗。薛母再疼她，也无能为力，贾母如此有
诚意，自我又怎生婉言拒绝？何况，薛蟠之事，贾家也尽了



不少力，宝钗也不想为难母亲。嫁于宝玉后，虽说黛玉已死，
宝玉待她也不薄，可宝玉仍是对黛玉念念不忘。最终，她已
怀身孕，宝玉仍是舍她而去，出家为僧，留她独守空房。说
来，得人心又如何？最终也未得幸福。

我始终觉得宝钗是全剧中真正的强者，她从不再人前为难他
人，不与人正面起冲突。她的才华绝不在颦儿之下。我很是
最佩服她，她说话从不造次，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即使是
顽话，也是极为细心，甚至是无懈可击。她的才智也是罕有
的，她不似凤姐无话不说，说话好似毫不讳忌，泼辣来形容
也不足为过，心狠手辣，但她的才智绝差不了凤姐许多。

就拿此二事做分析。她时而劝戒宝玉，宝玉无悔改之意，她
也不勉强，一她是姨娘家的，不便多说；二袭人如此劝慰，
仍不见起效，多说也无效。就此打住，多说无意。再拿她与
宝玉结婚之时，伺机将颦儿的死讯告诉他，也显示了她的才
智。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来说说我自我的见解，我自认为对宝钗的为人，性格，想
法都不够了解。我只是以一个常人的角度来思考。宝钗处理
世事甚是圆滑，几乎是人见人爱，可难免会有点虚伪感。她
对何人都是如此，也不轻易像他人倾吐心声，她就好似将自
我藏起一般，在我看来没有人自愿，将自我埋藏，她也许是
为了建立地位，或是想得人心才这么做的。

也许是家境关系是她不得不如此，家有薛蟠这酒囊饭袋，虽
有薛蝌，可毕竟不是亲哥哥。她可能想忍得一时，时机成熟
后，便可寻回自我，可到时到何处寻回自我？虽然她是强者，
我个人认为将自我埋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是一个弱者
做的来的，可最终她却不是真正的赢家。

美梦终究一场空。韶华散尽，容颜衰。独坐烛前痴痴叹，才
觉泪痕爬满容。过往如云不可及，镜中双鬓已成霜。膝下遗
腹已成人，房空冷清如往昔。闲来无事仰望月，无语能诉，



唯有泪空流！

常听人讨论，宝钗凄惨还是黛玉凄惨？可纵观全文，细细评
之，你便会觉得这个问题已不重要了。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黛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红楼梦读书个人体会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二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那样
的年代，多少女子甘为农妇。今读《红楼梦》别样的香菱启
示了我，“女子有才便是德”。

——题记

读完《红楼梦》，合上书，书中个个人物浮现在我脑海中：
聪明灵秀的贾宝玉，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豁达稳重的薛宝
钗……可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平凡、勤学苦练的香菱。

书中，《呆香菱苦心学吟诗》特别吸引我。香菱请黛玉教她
作诗，于是黛玉就拿了一些书给香菱看，香菱拿来认真地读
起来，把黛玉所划的都背了，又细细思索了一番，并
说：“书里有好多诗我都非常喜欢，我一定要学会作诗才行，
你再拿些书给我看吧。”黛玉听了，又拿了几本书让香菱读，
还给她出了个题目，让她试试自己写一首。

这时宝玉、探春他们都来了，大家一起谈笑。但香菱一心写
诗，也不理大家，一个人坐在旁边思考，连吃饭也顾不上了。
大家见她写得辛苦，都叫他不要再想了，先歇一下，香菱却



不肯，一个人坐在山石上发呆。这天晚上一直到很晚她都没
睡着，刚睡着突然喊：“有了，有了!”就把梦里的诗写了出
来，大家都觉得她作得好极了。

读着香菱的故事，我不禁想到了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香菱却一心读诗，学作诗，让自己变得满腹诗经、才华横
溢。大家都非常喜欢她，敬佩她，我也被她的才华和精神所
吸引。怪不得爸爸妈妈和老师都说：“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
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记得有一次，在期末复习期间，我沉迷于网络游戏，在一些
该复习的时间上用来玩游戏，所以成绩直线下降，结果期末
考得很不理想，被爸爸批评了一顿，之后，我就再也没碰过
游戏了。

香菱的故事告诉我：“女子有才便是德”。长大后，我一定
要做一个像香菱一样有才的女子。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三

近日读完《红楼梦》，才明白其妙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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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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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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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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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四

暑假，我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看到一尊千手千眼观音木雕
贴金像，满殿金光耀眼、光彩夺目。任何人看到了，都会感
慨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和神通广大，也就是“手眼通天”。

我却脑洞大开，忽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一个关键人物。
她是凡人，自然不能和观音相比，但是从一件小事上，让我
觉得她有点千手千眼观音的潜质。她就是女二号——宝姐姐。

《红楼梦》是一部很琐碎的小说，记叙的都是家长里短的生
活小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很多人都不会喜欢。然而这
才是真实的生活，平平淡淡中蕴含着无数人生哲理。

我要说的事是这样的：家境贫寒、不得不寄人篱下的邢岫烟
姑娘，受人敲诈，入不敷出。因为缺钱，大冬天她被迫把棉
袄当了，冻得“拱肩缩背”，有苦说不出。邢岫烟是个有涵
养的人，只能忍着。她的姑姑邢夫人是个冷血动物，视而不
见;平日里在一起吟诗作对、相处融洽的姐妹们没人过问;惯
会怜香惜玉、把邢妹妹当作“一字师”的宝哥哥居然也无动
于衷。只有宝钗有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立即悄悄替她
赎出棉衣——偏巧当铺就是她家开的。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件芝麻粒大的小事，但我想对于邢姑
娘一定是天大的事，相当于“雪中送炭”。宝姐姐用实实在



在的善举告诉我们：越善良的人，越需要聪明;越聪明的人，
才有能力越善良。当你善良到跟观音菩萨一样时，你需要有
千手千眼。为什么要有千眼?一是能看尽世间的苦难，不遗
漏;二是希望看清事情的方方面面，不被蒙蔽。所以观世音只
需要一颗满怀善意的心，却需要一千双眼睛。

看看宝钗的平素所为：她对一直怀有敌意的黛玉以德报怨，
频频“送温暖”——好药以及“心理大保健”;豪爽但不成熟
的湘云揽下了诗社东道，却无钱应对，又是宝钗全额赞助替
她撑腰;金钏儿惨死，宝钗不顾忌讳，把自己的新衣服给这个
与自己没什么交集的丫鬟做了丧服……这些事情也都不是惊
天动地的“大慈善”，但绝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出来。贾府
那么多为富不仁的男人，却没有一个有宝钗这个弱女子这般
敏锐的眼光、宽阔的胸襟、博大的气场。

《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巨作，难得有宝钗这样充满
正能量的人物。当沧浪之水不再清兮，像宝黛那样一味地消
极逃避是不可取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小事做起，无愧于
心，扶危济贫，与所有人和谐相处，这是宝钗的做法。“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到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我喜欢“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宝姐姐。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五

在以前虽然看过一些回忆录，但是几乎都是透露着闲情逸致
的气息与韵味。而这本《朝花夕拾》却是通过作者童年的生
活与求学的历程来反映作者对往日的人和事的深切怀念，同
时对于那些反动势力和守旧的操守也表明了自己坚决反对的
立场。

《狗猫鼠》是一篇由这三种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引出对那些所
谓的“正人君子”的批判。文章中对于他们的讥讽与嘲笑，
说明了在看见某些人在一些问题上屈服于比自己强的人，并
且随声附和，自己会不自禁地流露出心中对那些人的憎恶。



接下来的救养可爱的隐鼠和隐鼠被猫吃更体现出了他的怜悯
之心。如此之小的年纪便懂得了做人之道，的确很了不得。

《藤野先生》写的是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
了在仙台学医受到了日本学生的歧视与侮辱，决定弃医从文
的经过。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作为日本老师的藤野先生有着严
谨、正直、热诚，没有一丝的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文中有
一句话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
他的姓名并不为人所知道。”可以说这是对藤野先生的怀念;
但这也是作者对于藤野先生崇高品格的赞扬。我的心中又不
免产生了一个疑惑：这是否对鲁迅的成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呢?可能吧!记得鲁迅曾说过：“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
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
里是伟大的。”这先说出了藤野先生对科学持着严谨求是的
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同时也让我坚定了之前我所说的给
鲁迅带来的一定的影响，让鲁迅有着严谨求是，一丝不苟的
品质。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六

今年暑假，我终于有时间完整的读完了一本《红楼梦》。心
里却难过到了极点，黛玉的那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
亡两不知”。也一直在我耳边回荡。红楼女儿悲惨的下场，
令我感叹到叹息不已，而宁荣二府从“金满箱，银满箱”
到“陋室空堂”的惊天之变更让我沉思许久!

想当初，宁荣二府繁华至极，不说别的，单是那一座大观园，
就极尽奢华，正如刘姥姥说的“比画里画的还美”，可最后
呢?大观园变成了衰草枯场，而曾经居住这里面那些美好的人
物，也是死的死，走的走，一片凄凉。

他们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无止境的贪婪和欲望;是
因为过度追求金钱与权势;是因为妄想不劳而获;是因为那吃



人的封建礼制。若不是这些，大观园还是一座繁花似锦的世
外桃源!

每一个都那么的冰雪聪明，例如：“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
每当看到关于黛玉的情景，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落泪。这
个“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女孩，令我产生
了无限的怜爱。无论是离愁别恨，还是草木枯荣，都会让她
默然泪下。这个敏感细腻的女孩，或许她真是那株美丽的绛
珠仙草，来到世间只为“还泪”吧。

我已经不再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普通的小说了，它更像
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写满了人间悲欢离合、社会百态。都说
《红楼梦》所展现的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的悲剧，
但无论如何，这曲红楼悲歌，仍旧让我感叹，让我不忍，让
我深思!

这本书是原著的精编版，章回经典，脉络清晰，是亲少年读
者领略《红楼梦》艺术魅力的最佳版本。值得一提的是还在
书中增加了名师导读，名师解析，好词好句，写作借鉴延伸，
以供读者回味和借鉴，深刻领悟作品内涵，书中感人的情节，
生动的人物配以精彩的场景美绘图。三春尽去，牡丹免不了
凋零的命运，但其绝世芳华却成了永不抹去的经典，值得我
们品味与回味!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七

——曹雪芹

《红楼梦》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红
楼梦》的少年版，这个暑假怀着一腔对《红楼梦》的向往，
再次拜读，翻开那本散发着神秘气息的书。

《红楼梦》主要讲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悲惨的爱
情故事



贾宝玉——众星拱月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
了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竖着五彩丝簪花结长穗宫
绦外罩石清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
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
胆，晴若秋波。如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这是贾宝玉
在书中出场时的描写。他是书中的中心人物，集万千宠爱于
一身，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与他的家庭相违背，在当时那个时
代，每个人都被灌输着“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但贾
宝玉不同，在外人看来他是喜欢和女孩“厮混”，其实在我
看来他是在逃避那个男权社会。贾宝玉的性格的核心是平等
待人，尊重个性，主张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
的心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之分。他憎恶藐视世俗男
性，也十分的尊重下层阶级的女性。在书中贾宝玉写过一首
《西江月》，可以看出贾宝玉的无奈与在封建社会他的思想
不被人们看好。

林黛玉——冰清玉洁

“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
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林黛玉是《红楼梦》的女主角，是金陵十二钗之首，是贾宝
玉的姑表妹。她的性格与贾宝玉相似却又不同，遵从封建道
德但性格叛逆，多愁善感但豁达开朗，爱使小性子但宽宏大
度养尊处优但具有忧患意识。所以他也是书中最捉摸不透的
人物.

薛宝钗——端庄稳重

“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シ儿,
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
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



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薛宝钗与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有
所不同，后两者都有些许叛逆，但薛宝钗就是安于封建社会
体系的一个代表。“罕言罕语，人谓装愚;随分从时，自云守
拙。”书中的这句话就正是将薛宝钗的性格写了出来。

这三人的爱情故事凄美悲凉，结局也是令人潸然泪下,《红楼
梦》--红楼旧梦,像是写了他们三人的一场梦。

胡适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鲁迅说过：一部
《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
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我看见的
满是悲伤，虽然我只是浅读了一番，但能深深的感受到曹雪
芹对封建社会批判。《红楼梦》不仅仅是一本小说，它是一
个时代的代表。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八

“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
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
子胜三分。”好一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你本为仙草化身落
凡，有着灵动的美态。

“丢弃了不离不弃黄金琐，忘记了莫失莫忘通灵玉”，好一
个多情潇洒的贾宝玉，你本是女娲补天遗落下的灵石，化身
为人找寻真爱。他们，塑造了一个发生在清朝封建家庭的动
人爱情故事。

黛玉，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她那生性猜疑，多愁善感的性格，
但我却能理解她的苦衷。她从小父母双亡，又寄人篱下，她
的世界有多么的孤独，为了保护自己，她只能用刻薄和冷漠
去对待他人，这也是她养成生性猜疑的情感的因素。她在绝
望中死去，身边只有服侍她的一个丫鬟在默默的为她哭泣。



宝玉，一个外表看上去柔弱带点天真的男孩子，其实也有刚
强男子的一面，也许到最后谁也想不到他会去出家，是因为
他看破了红尘吧，他是一个渴望得到自由的人，当姐妹们成
家后都抱怨着生活中的事，他的内心渐渐的成熟了，更何况
在这种“指腹为婚”的时代，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水深火热。
同时他又是一个痴情的人，他对林黛玉可以不顾一切，从这
也可以看出林黛玉之死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我不禁替贾宝玉
感到惋惜，美好的青春就这样被断送了。

《红楼梦》中的人物命运几乎都是悲惨的，从王熙凤的“一
从二令三休”到薛宝钗的“可叹停机德，金簪雪里埋”再到
林黛玉的“堪怜咏絮才，玉带从中挂。”都能体现出来。曹
雪芹先生曾惨痛的写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
试谴愚忠，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然后红楼，则成了历史中的一叶典型的情感扁舟。它是古代
情感的终始递接到现代情感的开端，是情感史的递接桥梁。
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情感的激烈执着、凄怨哀美，在强有
力的精神推动下展现了他们对爱情 在精神力上的质感。让我
们我们看到了一个镜中花、水中月，月朦胧、鸟朦胧的神秘
情感境界。

所以，它即使遗憾，却拥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灌溉;即使可悲，
却拥有了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即使可怜，却拥有了他人后世
的同情与怜叹;即使成为历史，却也拥有了后世人无尽的膜拜
与赞叹。

转眼现在我们的这个繁荣、快速进步的现代社会，我们以为
我们很快乐，我们以为我们很幸福，我们以为我们 这样，就
什么都比古代的一切还要完善。也许，我们满足了物质的给
予;也许我们满足了现在都市的喧嚣;也许我们满足了周遭环
境的科学与现代，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也许我们在精神方面
却是贫瘠的、荒凉的。



也许爱情的悲剧存在于每个时代。痴也好，傻也好，所有一
切的轰轰烈烈和遗憾惋惜都成为了历史潮流中的一点飞灰，
销匿于滚滚历史尘埃之中。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九

暑假里我读了好几本书，其中就有《红楼梦》，它的作者是
清代的曹雪芹。一拿到这本书，我就爱不释手。我被里面栩
栩如生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住了。在这本书中，薛宝钗、袭人
等是《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的悲剧贯
穿全文。

故事讲述的是母亲病逝后，从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来到了贾
府，渐渐与公子贾宝玉相恋。这本来是一段很美好的姻缘，
但是因为凤姐的从中作坏，使得贾宝玉娶了带有黄金锁的薛
宝钗，让林黛玉身亡，贾宝玉从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的故
事。

我觉得，当时的贾府很富有，贾府的贾母有权有势，说话也
很有分量，贾府上下全都得听他的。他很疼爱宝玉，我不是
很喜欢宝玉这个人，作为男人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可他轻佻，
顽劣，屡教不改，最后是黛玉的离开才使他醒悟过来。林妹
妹是一个多愁善感，动不动就哭，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琴棋
书画无所不通的女子。我觉得她生在那个封建社会真是不幸。
也许是接触的人太少了，她的面前只有一宝玉，宝玉的一举
一动都牵动她的神经。

我也曾经看过红楼梦的电视，我觉得里面的有此片段真的是
很有想象力，黛玉在一片桃花树下，提着一个小蓝子和一个
小锄头，纤纤弱弱的葬花。还有一个画面是宝玉和宝钗结婚，
这里是高朋满坐，热热闹闹。那里是黛玉一个人躺在床上，
流着眼泪，思念宝玉，最后悲愤而亡。

这个家因为有了贵妃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后也是因贵妃



的去世，而使家中落魄，最后宝玉出家当了和尚。这里面祥
细的讲了一个家族的兴盛与衰败。

红楼梦的读书感悟篇十

《红楼梦》展现了钟鸣鼎食之家饫甘餍肥的生活，细细读来，
我从中发现了很多旧社会人性的缩影，它们有的可爱，有的
鄙陋，但我喜欢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让我进步，让我成熟。

权力的游戏：食物

食物满足口腹之欲，可在书中，它也是权力的象征。地位尊
贵者，有给予他人饮食的权力，如上对下、主对仆、长对幼，
还有表示亲切，表示认同的意味，更有甚者，以奢靡自豪。
站在权力链顶端的贾母，带刘姥姥游大观园时，丫鬟们拿来
点心，糕、卷、饺时，贾母皱眉说：“这油腻腻的，谁吃这
个!”每看到此类情节，总觉心惊，在物质充裕的今天，也见
不到如此奢靡的生活。贾母也有时将菜分给晚辈吃，在这里
龙蛇虎虫，天壤之别，一目了然，王熙凤、林黛玉、贾宝玉
是贾母最宠爱的人，无论元旦、上元、端午，甚至是他们缺
席的家常聚餐，贾母都要给这几个人送菜肴，而贾环，我似
乎就没见到他被注意过，冷暖亲疏可见一斑。另一种游戏方
式，是贾宝玉的交流技巧。金钏儿投井，于是乎，宝玉就想
在妹妹玉钏儿身上补偿，连哄带骗地让玉钏儿尝了一口他的
汤，这样，玉钏儿也不好再冷目相向了。这是宝玉讨好人，
对于他自己喜欢的人，宝玉更是如此，留的食物在作者笔下
都有特定的意味，一次给袭人，一次给晴雯，说明这两个
人“与别个不同”。这些都是作者笔下极具末世感的人情世
道，这也是他多年来“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真实体
会，对封建大厦将倾的精确判断。

百家争鸣：机敏



红楼中的人，各个能文善属，展现出中华五千年积淀的辉煌
文化，但这里有许多人物的个性诗赋。《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中，林黛玉的《杏帘在望》夺得桂冠，体现出她非同寻常的
咏絮之才。而我读到第六遍时，发现些许细微之处，除了贾
宝玉做的三首，其他的都带有体仁沐德的意味，宝玉纨绔的
叛逆性格，在这里再次爆发。而林黛玉做桃花诗后，薛宝钗
谎称是宝琴所作，而宝玉不仅一眼识破，还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便是宝玉非同寻常的机敏，更是宝黛之情深厚的体现。黛
玉著名的《葬花吟》，才情四溢、爱情之音。却让我想到同
是才女的林徽因，林徽因极具反抗精神，在炮火纷飞的天安
门前所表现的，完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吾观林黛
玉，只是在与贾宝玉吵架时才有一点生气，大部分时间只是
抚落花而自怜。我也在对比中知道了：机敏应如宝玉一般沉
诣人心，不应如黛玉一般使小性而不奋起。

人之明鉴：官场

这里的主体是描写女孩儿，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官场中的或丑
或妙，其实，这里的官场有许多不寻常的地方。还是在元春
省亲的情节中，贾政跪在女儿前说的话便很可笑，我记得西
蜀文人李密在《陈情表》中曾写道：“圣朝以孝治天下，凡
在故老，犹蒙矜育。”而在这，却变成了父亲跪拜女儿。我
想，作者写此丑态，是为了渲染末世感。后来，贾政在与门
客下棋，冯家晚辈冯紫英前来拜见，末了居然是来推销产品
的!这里表现了晚清八旗子弟的无聊和自高自大。如此可笑的
官场，细致的观察和精准的判断，也只有曹雪芹能写出来，
作为一个没落贵族，曹公敏锐地察觉到，康乾盛世下，外国
技术的发展;国力虽强，国人披靡的阴暗。在这番时空的碰撞
中，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但能记录时间，我们应是：乱世
慷慨我行歌，不作阴暗人，但鉴阴暗事。

《红楼梦》并非仅仅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其实也不是我所想
的封建没落史，而是通过个体身世揭示永恒的人生观、枯荣
观和社会观的人生悲剧，我在这里取景三处，只是选择了对



我有启发的冰山一隅。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我，
无论人烟神火，新春旧年，日月星辰会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