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的读后感初一(通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梦的读后感初一篇一

每次看《红楼梦》，总也看不到结尾，原因无他，只就是觉
得林黛玉的生世可怜本就可怜，可为什么结局也那么的凄惨，
为何要让她知道宝玉成亲，此时最后气结而亡。这个结局知
道就够了，没必要去一遍遍的温习那种心痛。

我知道很多人写了红楼梦的续篇，以前对于这种书，我总就
是排斥的。觉得那些人搞出一个个大团圆，或死而复生或仙
境重逢之类的结局，实在就是没有好处。这么粗劣的改续，
无聊的紧。但就是这次去图书馆，见到书架上好几个版本的
这种书，抽出一本，粗略的翻了一下，却使我萌动了重读红
楼结尾几章的想法。

以前，我一向就是不喜爱薛宝钗的，觉得她就是一个既冷酷
又自私的人。但就是此刻，我竟然不由不一样情她了。其实
细想起来，她的杯具也许比林的更令人叹惋。

薛家也就是大家族之一，薛宝钗从小就家境富足，饱读诗书。
理解的就是极为全面而正统的教育。贾母总就是夸她“沉静
宽厚”。没错，这正就是她从小被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就
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应形于颜色，否则就
就是“不尊重。”综观全书她的举止，几乎从未超出这些束
缚。只有一次宝玉将她比做杨妃令她大怒，可也只就是冷冷
的用一句话反讽过去。以前最恨她在蜂腰桥下陷害林的一段。
此刻想来，其实也并不就是完全不能够明白的恶毒举动。她



从小生长在皇商家庭，这种“趋吉避凶”的法门就应就是早
就深深的印在心中了吧。虽然她的做法很自私，但在她，也
许认为人理所应当就该这样应对。其实她才就是最可悲的人，
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
己想要的就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就是按照理
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感情，也没有
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
妻间有的不就是真诚的感情而就是“举案齐眉”的尊重；认
为母女间有的不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而就是服从的孝道。这
样冷酷的纲常，竟就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
觉的麻木着。

在封建社会的礼教中，做出这样的选取，也就是身不由己的。
她只就是一个典型的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就是聪慧有才的，
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书也就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
“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
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
为这些淫词巧句就是不能为端庄淑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
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样期望有完美的生活，但当
母亲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痴傻傻的宝玉时，正因母
亲告诉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泪理解。直到最后宝玉
出家，她的杯具到达高潮。即使在这时，她依然就是不能由
着本性而为的。此时王夫人说“看着宝钗虽就是痛哭，他端
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就是真真难得的'！”然后
可想想宝钗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一生将
如何结束，她的痛苦其实并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
只能克制着，这就是她的“尊重”！

与黛玉相比，宝钗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黛玉至少曾得到过
那虚无缥缈的感情，且她没有看到家族没落的悲惨下场，而
就是一死解脱了时刻所有的痛苦。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
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一生，也只能就是任由生活这把
钝刀一点一点割掉生命吧！



本应就是一个敢爱敢恨，个性洒脱，恣意生活的宝钗，却成
了红楼数场杯具中的一个。“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
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对于她的一生，曹雪芹先生就应
也就是叹惋的吧！

红楼梦的读后感初一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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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承担不了数。首
先力推的，就是宝黛的红粉痴狂。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私人
的爱情最纯洁了。从两小无猜，青色的梅子出马，到长大后
的坠入爱情的河流。曹公简直就是向水流方向推舟，让读者
觉得，世界上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它的显露
出来是那末的天然，几乎没有人置疑过，它的显露出来是那
末纯洁，一点灰尘不染。不过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苦痛的代
表名称的词。黛玉性情里独有的叛逆和怪癖，以及对世俗的
掉以轻心，令她各个地方显得特立孤行，卓尔不群。花前痴
读西厢，一无避忌；不喜巧言令色，言随意至；推崇真情真
意，淡泊名位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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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聕香巢已垒成，梁间家燕套无情”，因感



触而悲伤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捞
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进入梦境来”的寂寞冷落最
终结局。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软弱无能是悲剧的原因，
不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形态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
无情的扼杀了稀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假如红楼梦实在是曹
雪芹身历的描写，那末我可以感觉到一个错过至爱的男子的
苦痛。地狱的猛烈的火在身边燃烧现象，非常之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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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回身面临不忍回忆的历史怎能不散发“满纸荒唐言，
一把酸辛泪”的兴叹！

红楼梦的读后感初一篇三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浅读红楼梦，我似是若有所丝
的发出了这样的感悟。

《红楼梦》一书主要描写了贾府从鼎盛到衰败的一个过程，
其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爱恨情愁、悲欢离合，让世人留下不
知多少的惋惜之泪水。下面就给大家谈一谈，我心中的宝钗
吧!

如果把黛玉比作一朵出水芙蓉，傲世隐立。那么宝钗大概就
是那花中的牡丹，比起芙蓉的高处不胜寒，多了几分雍正典
雅，宽容大度吧!

贾府中腐败隐晦，处处皆是勾心斗角。而宝钗在这里的一个
环境里，并不曾畏惧，也不曾躲避，更不成像黛玉般，为了
洁身自好而锋芒毕露，以致招来憎恶，在家庭中难以立足。
她有的不仅仅是一份超脱自然的淡定从容，更多地是在为人
宁静平和的同时不曾放下的小心谨慎。



就拿这些事说吧：贾府二奶奶要炮制丸药，一时间竟拿不出
几斤人参，变讽刺众人：“卖油的姑娘水洗头，堂堂贾府竟
拿不出几斤人参?”刚说完，便知这句话让自己没了台阶可下。
就在这尴尬之际，是宝钗，她为二奶奶巧妙地解了围：“咱
贾府可不是那小户人家，见了这种东西就收藏起来，不被外
人所知道。咱得到了，就散去了，几斤人参不算什么。”人
人皆知，宝钗端庄贤淑，却不知她那温柔沉默下是一颗比黛
玉还要机智的心，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即为二奶奶解了
围，又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真是一举两得，但又不得不
让人再次为她的机智点赞。

宝钗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她的看破现实，实为一种聪明选择，
她并不是不想反抗这种陈旧的制度，而是她早已料到这个结
局是个悲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她逆来顺受的人格。

红楼梦三年级读书心得300字5

红楼梦的读后感初一篇四

戚序（蒙府）：幻境无端换境生，玉楼春暖述乖情。闹中寻
静浑闲事，运得灵机属凤卿。

贾珍是不敢去看父亲了，上次把话已经挑明了。古代儿子是
很怕父亲的，但孙子就不一样了，隔代亲。寿辰这天不去看
看又不合适，就叫贾蓉去看贾敬了。贾琏、贾蔷一来就问有
没有玩的，都是败家的。贾敬是贾母的侄儿。贾母是童心未
泯，嘴馋多吃了桃，看得出来她老人家的可爱。“上月中秋
还跟老太太、太太们顽了半夜”，侧写出了老太太爱热闹，
应了贾珍的话。

王熙凤问病秦可卿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说可卿的病症，不一口气说完，插一句别事。曹雪芹常用这
样的方式，行文有所停顿，节奏上略缓一缓。“我说他不是
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
来。”这话是说的可卿，何尝不是凤姐的写照。

难得看到凤姐伤心，犹如闺蜜般的妯娌生了这么大病，她知
道可卿是“十分支持不住”。这次是真的伤心了，不像初会
林黛玉时逢场作戏的拭泪。都是在说话间，事情一件接着一
件。贾蓉报告完，凤姐迫不及待地问可卿的病情，贾蓉一皱
眉，不必听后面的话，就知道情况不妙了。

凤姐的话说的真漂亮，“心到神知”，把人都夸了一遍。邢
夫人、王夫人祝寿的诚心可鉴，大老爷得道成仙。怎么提高
情商呢？有时候自觉语失，可怎么说才恰当呢，可真考验人。
大家族的礼尚往来，繁琐的很，凤姐不得抽身。吃过饭就剩
下看戏娱乐了，男子都去看戏了，剩下的女眷就去花园坐坐，
说说话。凤姐趁这个空闲，赶紧去看看可卿。

蒙府侧批：正写幻情，偏作锥心刺骨语。呼渡河者三，是一
意。

凤姐和可卿之间，情谊不浅，二人的动作言语，无不透露着
亲昵。“就紧走了两步，拉住秦氏的手”，“于是就坐在秦
氏坐的褥子上”，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亲如姐妹。可卿的
话让人心疼，不忍卒读。想着都是别人的好，自己无福，谁
不知道她才是最善心的。

这病如此厉害吗，半月多未得及时治疗，就病入膏肓了？积
年累月的操劳，事情压在心底，现在身体的抗争慢慢显现出
来。可卿说“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读来痛心惋惜。
宝玉“如万箭攒心”，他是至情之人，怎么能敌得住这些刺
心的情形，“那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

凤姐虽然伤心，但是是极明事理的，看宝玉这样伤心，急忙



赶他出去了，省的可卿看见了更加心酸。凤姐的衷肠体己话，
能和几个人说？除了可卿，平儿应该也算一个，之外大概就
没有了。其实，有一二可以敞开心扉的朋友，相处不必保留
什么，就是人生幸事了。尤氏三番五次的叫了，凤姐才依依
不舍得离开。走开后表面上风风光光，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
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翻，疏林如画。西风
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遥望东南，建几处
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耳。别有幽
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

去找太太、尤氏的路上看看景致，两个“猛然”凸显出贾瑞
动作的迅速。贾瑞从假山后一出来就向凤姐请安，早有“预
谋”了。人为制造个“巧合”，合该与嫂子“有缘”，言语
中透露着暧昧，加上眼睛“不住的觑着凤姐”，有些猥琐的
形象。细想眼睛的样子，想看又不敢正眼看，矛盾的心情都
写在眼睛上了。凤姐两次虚情假意的笑，都是在耍贾瑞，玩
弄手段。

凤姐要是义正言辞地向贾瑞表明自己的态度，断了他的念想，
让他死了这条心，也就不会有那么悲惨的下场。可凤姐心眼
太多，这么干脆的饶了他，不过瘾，没乐趣。凤姐故意挑逗
引诱，贾瑞自然乖乖地上钩了，高兴还来不及。“身上已木
了半边”，已经兴奋至此了，莫大的欣慰。凤姐还故意放慢
脚步，干嘛这么玩弄，步步为营，让贾瑞陷进去。贾瑞是感
情上的老实人，根本对付不了城府极深的凤姐。“几时叫他
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不愧为“凤辣子”。

蒙府侧批：别者必将遇贾瑞的事声张一番，以表情节。此文
偏若无事，一则可以见熙凤非凡，一则可以见熙凤包含广大。

宝玉总是和女孩儿一起玩，在胭脂堆儿里长大。一出《还
魂》，预示了可卿的“还魂”。王夫人说尤氏贾珍心里不静，



其实是自己心里不静，王夫人是好清净的，早就想回去了。
凤姐看贾琏看的紧，她也知道宴席过后这些男人大约干什么
去，他们一起去了，她也不好做些什么。尤氏说凤姐“正经
人”，她挺糊涂的，应该不知道凤姐背地的干的不正经的事。

看戏、吃晚饭、喝茶，等等事情完了终于该回去，王夫人已
经很疲惫了。这个时候不忘提一下贾瑞，后面有他的好戏。
贾瑞的情节一点一点跳着过来的，几次想找凤姐，可偏偏都
不巧。他倒是一直没死心，还挺痴情。可卿一直没好，干干
的耗着，日渐消瘦。凤姐看样子知道所剩光景不多，但也不
敢把实情告诉贾母，尤氏和凤姐无可奈何。

凤姐、平儿眼里贾瑞不知好歹，痴心妄想，卑鄙下流。他坏
吧，倒不是，是平日里被管教的太过严格，矫枉过正。欲望
太盛，遇到一丁点机会，就要飞蛾扑火般抓住。

红楼梦的读后感初一篇五

四大繁荣昌盛的家族，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为什么会是这
般悲剧？红楼梦到底是在倾诉人对世界的认知，还是在怜惜
着这可怜人的悲剧？我不曾知晓。但是她引起了社会上无数
人的共鸣，所以毋庸置疑是一部成功的对阴暗、现实不满的
举世无双的作品。我觉得，曹雪芹不仅仅是在揭露人的对名
誉、权力的讽刺，也是对青年叛逆者一种莫大的鼓舞。如此。
一直以来，关注最多的、思考最多的就是书中的两个女主人-
-林黛玉和薛宝钗。

林黛玉，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于这样一个复杂
的大院明显的不合拍，”所以贾府里除了宝玉这个知己是很
少有人喜欢她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一首葬花词就写尽了周遭环境的污秽，逼迫的激愤和对茫茫
前途的绝望与哀愁。她是一个具叛逆精神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在这样的环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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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

黛玉其实非常自卑，也许因为她与贾府的门第差别，也许是
因为她寄人篱下，她每时每刻都用她的自尊，一种高傲的自
尊去掩饰她骨子里的自卑。从一进贾府门的那种”留
心”、”在意”等等，到”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过高尊，
已经变成了”惟恐被小人看了他去”的自卫，却让她没给别
人留下多少的好感。她什么都没有，只有自尊。用她仅有的
自尊与世界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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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
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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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薛宝钗呢，看到黛玉的郁郁而终，依然那么难过。可待到
读完，听甄世隐说着什么“兰桂齐芳”我不由黯然。薛宝钗
这样的人物，也要像李纨一样，将一生都葬在这片冷酷的园
子里么？面对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男人，管他什么金玉良缘，
她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也许比
林黛玉的更令人叹惋。她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爱情的灌溉，而
是自由!

薛宝钗家境富足，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
的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
被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
都不应形于颜色，否则就是“不尊重”。她是封建社会的牺
牲品，用尽心只换回一声空等。其实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
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



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更不敢勇敢地
追求爱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世界
本就如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案齐
眉”的尊重。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
而且还毫无知觉的麻木着。

与林相比，她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林至少还追求了自己的
幸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最终一死解脱了所有的
痛苦。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
一生，也只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刀一点一点割掉生命吧!对于
她的一生，作者曹雪芹应该也是叹惋的吧!

人生苦短，用一生去最寻一个答案，最后竟是伤我最深的答
案。黛玉用死证明了她爱的高尚，她爱的纯洁；宝钗用一生
没有结果的等待交换贾府少夫人的称谓。一首好了歌洗净所
有铅华，让一切沉定才发现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场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