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深刻读书体会与心得 红楼梦
回读书心得体会(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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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梦深刻读书体会与心得篇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的
瑰宝。从小听到大，常常听人称之为“庞大的百科全书”，
却一直以为是一部难以读懂的书。直到最近，我决心从头至
尾读完红楼梦，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魅力。在阅读过程中，
我受到了不少触动和启发，心中也产生了许多感悟。

第二段：人物塑造的细腻

红楼梦作为一部情节繁杂的长篇小说，人物众多，但每个人
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生动的形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
钗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历久弥新。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贾
宝玉和林黛玉两个角色。贾宝玉既是一个富贵公子，又有着
孤僻、敏感的性格。他的情感波动和对命运的反叛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而林黛玉则是一个性格坚强、心思细腻的女
子。她与贾宝玉之间的爱恨情仇、她对现实生活的抗争深深
触动了我。

第三段：家庭关系中的悲欢离合

红楼梦中的家庭关系错综复杂，充满了悲欢离合。贾母、王
夫人、贾宝玉的妈妈王熙凤之间的尔虞我诈、情感纠葛让人
眼花缭乱。而在贾府这个大家庭中，每个角落都隐藏着感人
的故事。一个是贾芸和贾蓉对父亲的冷遇，一个是贾环和史



湘云的无奈负荷，这些家庭关系中的纠葛、伤害让人感到无
尽的悲伤。正是这些悲欢离合，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情冷
暖、官场险恶，让我对家庭关系有了更深的思考。

第四段：意义深远的女性形象

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非常丰满，每个女子都有自己的悲欢离
合、成长历程和人生追求。不同性格的女子都在让人思索社
会对女性的压迫、人生的选择以及传统观念对女性命运的限
制。在红楼梦里，女性形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好妻子、好母
亲形象，她们有自己的思考和追求，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情
感抉择。贾宝玉的情妇黛玉、贾母那样世故的老太太、林黛
玉那样本真本善的姑娘，她们的形象都非常鲜活，让人深思。

第五段：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红楼梦中的人生观、财富观、情感观的反思，引发了我对人
生的思考。红楼梦以封建时代的世俗之家为背景，通过贾府
一家的兴衰和人物的命运，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深渊和封建社
会的丑陋。再通过贾府的破败，人物的消亡，让人思索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红楼梦告诉我们，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地位，
生活终究是虚幻的；无论舍得多少感情、痴心多久，终究会
有离别和凄凉。这让我更加懂得，尊重人性中的真善美，珍
惜现在的快乐，追求内心的安宁与宽容。

总结：

通过读《红楼梦》，我们得到了许多的收获。人物塑造的细
腻、家庭关系中的悲欢离合、女性形象的意义、人生的意义
与价值等等，都让我们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深的体会。红楼梦
并不是一本陈旧的古代小说，而是一部内涵丰富、启示深远
的作品。通过一次次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品味文学的美感，
也可以领悟到其中蕴藏的人生智慧。红楼梦回读，心得体会，
让我更加明白了文学之美、人生之意。



红楼梦深刻读书体会与心得篇二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
会，如此就可以提升写作能力了 ！ 以下小编在这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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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阶段读《红楼梦》，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这一
次重读竟然有了那么多的悲伤和无奈。

重读红楼梦，放下了青春期的幻想，多了对人生的思考，那
一个个女人的人生，无论走过历史长河的几百年，依然有我
们的性格，我们的影子，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人生经验，
喜欢曹雪芹的文笔，历经沧桑，经历繁华与贫穷的人生百味
后的深刻，喜欢那其中的每一个女人，喜欢他们活的淋漓尽
致的人生。《红楼梦》在封建历史上第一次将女子作为主要
人物，附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不仅拥有美貌、更拥有才
华，在经历玉堂金马到陋室蓬窗的世事沉浮中，表现出了很
多值得赞叹的品质。“绛珠仙子”林黛玉敢于追求真爱，虽
然超凡脱俗但就是察言观色间依然接得了地气，以自尊掩饰
小小的自自卑，小心眼中又不失真诚，确实就是个我见犹怜
的仙子。

“大家闺秀”薛宝钗则拥有封建社会女子最标准的品德，行
为豁达、随分从时、罕言寡语、安分随时，她包容身边所有
人的性格缺陷，以雍容大度的姿态面对所有的挫折和挑
战。“英雄阔大宽宏量”的史湘云，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



“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她的旷达不就是一种出世孤
傲，而就是一种入世的情趣，她既无视高低贵贱，又不拘于
男女之别、与人相交、一片本色、无功利之心。

史湘云就是全书中我最喜欢的女子，没有之一，她身为女子
却有男儿的疏朗与开阔胸怀，她不为女儿的皮囊所累，当她
如春风般掠过我的视野时，我满心都充满了钦佩和仰
慕。“警幻之妹”秦可卿，虽然她就是书中转瞬即逝的一个
女子，但就是从篇幅不多的文字中依然能够感受她婀娜多姿
的风采，虽然的命运让人唏嘘，但在临终托梦给王熙凤的言
语中，能够感受到她对家庭荣衰的深深挂念。

泪是黛玉诠释心情的唯一方式，伤心了哭，害怕了哭，生气
了哭，高兴了也哭，感动了还是哭。说女人是水做的就是指
她吧!母丧父病，家道中落，不得不投靠于贾家。纵然是受姥
姥的百般疼爱，在封建的背景下也算是寄人篱下。那个时代
的女子有才有思想却更受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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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林黛玉的眼睛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聪
明多才、美貌体弱的病态美人。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无视
世俗的传统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在经受了无数摧残之后，
生命尽头到来之际，封建社会的狰狞面目加速了她的香消玉
陨。看过《红楼梦》，我们不会忘记黛玉临死前的那个场景，
病危之际，紫鹃四处求人，却没人肯帮。为避免晦气，贾母
把宝玉的婚事也转到别处去办理。一面是成亲的喜庆景象，
一面是死前的哀怨凄婉，“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无怪乎黛
玉的葬花吟诵。什么地方有一个干净的、理想的地方，究竟
什么地方有我自己的理想的地方，是香丘呢，我现在所处的
现实社会都是污浊不堪的，我要找一个自己的理想的地方，
黛玉至死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

曾经在看到红楼梦的时候都会觉得作者怎么会这样呢?好感伤
的结局，但当我们真正体会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的时候，我



相信我们再也不会那么说了。纷飞蝴蝶绕楼院，暖逐东风扑
几回。扇影乱摇忙玉腕，粉痕斜溜湿香腮。偶因游戏间消遣，
岂为迷藏暗捉来。恰怪亭中私语久，防人忽把绮窗开。在这
里我们知道了薛宝钗圆滑;林黛玉小心和与贾宝玉完全对立的
封建束缚的思想;王熙凤的奸诈;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看到了
一部人物丰富，感人泪下的家族史。

让思绪走出红楼，回归现实，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
民主、自由的世界，没有过多的束缚，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
界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机会，好好努力学习，回报让
我们拥有现在的社会!

看红楼，看世间兴衰荣辱;读红楼，读人间欢乐悲伤;品红楼，
品人生酸甜苦辣。让我们一起看红楼、读红楼、品红楼，为
我们的心，增一分感动;为我们的精神，添一笔财富!

《红楼梦》，一部书中人物的悲剧，一部作者的悲剧。曹雪
芹不仅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由荣华走向衰败的生活，而
且赞美了封建礼教下纯真的爱情。一边是木石前盟，一边又
是金玉姻缘。一边是封建社会下必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
是心驰神往的自由之身。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为我们展
现了这场无声的较量。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爱情故事浓缩
了这场较量的全部硝烟。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假真真，让人琢
磨不透《红楼梦》中的一切，书中的人物多达900多个，而其
中我有一个最喜欢——探春。

在那样一个千顺从，万顺从的时候，只有她敢于去抗争，敢
于去维护自己的尊严。一个敢于同命运、同邪恶斗争的人，
才是生活的强者。而她“分骨肉”的无奈或许就是这个时代
的悲剧了。

在《红楼梦》中的一段情节——黛玉葬花，这是我很喜欢的



一个情节，也是黛玉的个性焦点所在。她的自卑、自尊、自
怜在她的《葬花词》中袒露无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
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
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
痕。”“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
葬，未卜侬身何日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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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看的《红楼梦》，不仅仅是120回的通行本，还有周汝昌
校汇本、甲戌本、戚序本，一共四个版本。我没有看高鹗的
续书，因为我总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那样子的，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发现，去还原一个我认为真实的情节而不
受高鹗的影响。

《红楼梦》博大精深，次次读次次悟正是它的不朽魅力。

最近又开始看《红楼梦》，当看到薛宝钗为博得别人一个赞
赏的眼神，连过生日看戏也得“捡贾母喜欢的点”，处处以
别人为重，最终忘却了自己，真切地体会到她其实多么的可
怜可悲。也曾经用“现代”的眼光看林黛玉，觉得她孤傲清
高，不合群，真的是个活在海市蜃楼里的无用女子。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玉
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让
读者感受到世间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他的出现那么纯
洁自然，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
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他往往显得
特立独行。她执着着她自己的那一份清纯，她是娟雅脱俗的
诗人气质。令人叹息的是他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纵是大
观园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没有他依靠的亲人，只有风流
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总是有患得患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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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悲剧的起因，不如把责任轨道
指向万恶的封建社会。当“血泪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
回首的历史咱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还要说的是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了，我一直都觉得她是一个既
冷酷又自私的人，可现在，我不由也开始同情她了。她的作
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循规
蹈矩的服从者。这也是可悲的，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
的教育支配着。与林相比，她的一生也许更悲哀。林至少还
追求了自己的幸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而宝钗一生
“愚昧而不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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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应该也是叹惋吧！

红楼梦中的爱情纷繁，让人感触颇深。

小说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诗歌等各类文学文艺的一切优
秀传统手法，展现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在十二钗的群访种
师中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
芳。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相聚在何方？荒
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
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首《好了歌》告诉我们：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了是结束，也是了却、了结、了
悟。只有这样，“好”才有意义。世俗人就是做不到“了”，
所以就觉得不好。世间荣华富贵终是一场梦，是虚幻的。

《红楼梦》以宝黛爱情故事为主线：宝黛二人青梅竹马，两
小无猜，是木石前盟。可到头来他们的爱情也是竹篮打
水——一场空。这样的悲剧展现了人间的富贵繁荣从发际到
衰弱的历程。

在金陵十二钗中，林黛玉是最清高，最孤僻，最多愁善感的。
然而也是最具才华的。她有思想，有志向，有个性，属于封



建社会中的一代高尚女性。但是，她过于自尊。在她眼
里，“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大观园是“一年三百六
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地方。在“凤尾森森，龙吟细
细”的潇湘馆中她过着“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
温”的日子。正因为这种性格，她最后悲哀的含恨而死，空
想了一辈子爱情梦。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因为爱情，
最后还是含恨“魂归离恨天”了。

而本书的中心人物贾宝玉，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新新人物。
他不会因为自己生得须眉男子而在女性面前自骄，却
说：“男儿是泥作的骨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
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在女性面前由衷的自惭
形秽，何尝不能说这是千百年来的千古奇事！他更是把林黛
玉是为自己唯一的知己，在爱情方面做了执着的表露。但是，
在那个时代，爱情没有自由，儿女的婚姻大事取决于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而这个错误的婚姻使绝望中看破红尘的宝玉
遁入空门——他悟到了人生的空幻。

另外，十二钗中的这首判词让我回味无穷：“凡鸟偏从末世
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
哀。”这位脂粉队里的英雄着实让人敬佩，一个十七、八岁
的弱女子，竟能把赫赫荣国府管理得这样井井有条。可惜了她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算计了一辈子，死后得到的只是
一张破草席。一切都是空虚的，真真是“枉费了意悬悬半世
心”。

最后，《红楼梦》的“树倒猢狲散”的凄凉结尾，让读者悟
到了家衰人死万事空的真谛。告诉我们，富贵不过是时间的
流逝。这段时间过去了，任何幸福繁荣也消失了。所以任凭
你现在有什么七情六欲，时间过去了，结局也正如风月宝鉴
的反面一样，是骷髅，是尸骨，是死亡，是空虚，是一场梦
而已。所以我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可以度化人的书。



最近热映的李少红版《红楼梦》可谓争议不断，之所以有争
议,抛开电视剧制作本身的不足外，更多的是人们对于名著的
多元化解读。今天下午我们分组讨论课本中的“每课一得”
等四个栏目，此情此境与对“红楼”的观赏有几分相似，都
是议论纷纷。

不管是影视剧的拍摄还是教材的编写，它们都需要一个蓝本，
影视剧需要的就是剧本，教材的编写依据就是国家颁布的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编者依据《课程标准》可以编写不
同版本的历史教材，比如说有人教版、湘教版、北师大版等
等。不管什么版本它们都是本着体现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精神，改变原有教材“繁、难、偏、旧”的现象，着眼于
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的原则来编写，但
在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具体环节的设置上肯定不同。我们
使用的北师大版教材就设置了课后的四个环节：“每课一
得”、“材料阅读”、“自我测评”和“活动建议”，这种
设置在体现编者编写意图的同时也体现了锻炼学生各项能力
的要求。但在我们的实际操作中一方面觉得有些栏目非常实
用，比如“每课一得”，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些栏目不好操作，
比如“活动建议”。面对难以割舍的情况我们如何是好，有
争议当然是好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充分挖掘这些栏目的内
容，服务于自己的教学需要，比如说你可以用“每课一得”
作为你的课堂总结，你可以把“材料阅读”作为给学生探究
的问题，还有把“活动建议”成为我们“活动课”的好素材。
我想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用教材去教而不是教教材。
只要我们做个教学方面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教材的魅力所
在。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经典名著《红楼梦》会不断的翻拍，出现
更多版本的“红楼”剧，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在教学中善于
挖掘、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终有“长风破浪时”。

又和谐的结构，布局上。序幕拉开，出场引线人物，甄士隐
（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意思是把真事隐（甄士隐）



去，用假语村言（贾雨村言）写出，为闺阁昭传。纵观《石
头记》，这石头沾染的胭脂味还是挺浓的，书中众闺阁裙钗
个个堪称是巾帼豪英，须眉男子则个个近乎‘禄蠹国贼’，
都是坏男人。曹先生可谓是女权主义第一人，反对男尊女卑，
甚至有点重女轻男。他为女儿摇旗呐喊，颂扬讴歌，天生人
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
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红楼梦》体现了一种落败的趋势，不管是仕途的、家族的，
还是爱情的。这在喜聚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的中国传统中是
不可多见，当然也应是不可或缺的。萧史弄玉、相如文君、
张生莺莺等等，俱是才子配佳人，但宝黛钗的三角恋却是以
悲剧收场。我不得不感谢高鹗，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达不到曹
雪芹的水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不，应说是辞世或登仙，
至少她别了宝玉，很好。

黛玉这大观园里的出水莲，逆和孤僻，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花前痴读西厢豪无避讳，言随心至，始终执着着自己的那份
纯真，那份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大观园中，
伤感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潇湘馆前，悲叹
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落得个一缕香魂随风
散。

《红楼梦》是一本奇书，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工作
一直没有间断过，并产生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同是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了易，道学家看到了淫，才子佳人
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
事……这点我倒是相信的，倒是那种说现代科技、文化，林
林总总，都蕴藏在《红楼梦》中，就实难苟同。本来薄薄的
一本书却硬要把大千世界都塞进其中，未免太不理智了，难
道我们会因此而受益。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当饭吃，也
不能不停、永远地嚼下去！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题记

红楼，一本千古名著，曹雪芹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塑造了书
中四百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英国大文学家——莎士比亚，
他写了30多本书，也就刻画了四百多个人物，怪不得红楼会
成为享誉全世界的永恒经典。

心较比干多一窃，病如西子胜三分。林黛玉，这个才情绝艳
的女孩，她，多愁善感，饱读经书，却红颜薄命。她，多么
命苦！父母早逝，孤苦无依，只能投靠贾府，在贾府里消磨
年华，寄人篱下。贾府的人自然对林黛玉不闻不问，直到林
黛玉临死之际，贾府的人还想着牺牲林黛玉来成全贾宝玉的
幸福。正因如此，林黛玉泪尽身亡。绝代佳人，却死于非命！
对贾宝玉过于深沉的爱，爱得深，伤得也深。林黛玉孤傲自
卑，只有贾宝玉懂得她的心声。如今，贾宝玉却因为金玉良
缘和薛宝钗锁在了一起，林黛玉该是多么悲伤啊！深爱的人，
却和别人成婚，黛玉咽不下这口气，最终焚稿断痴情。

一个是闻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
镜中花，却因封建社会而阴阳两隔。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
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红楼梦深刻读书体会与心得篇三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之一，《红楼梦》以其丰富的内容
和精妙的描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作为一部经典之作，
它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和启示。在读完《红楼梦》之后，
我深深地被这部小说所震撼，对大自然、人情世故、家庭关
系以及物质追求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下面，我
将从情感、人性、命运、社会和价值观等五个方面，谈谈我
在读完《红楼梦》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红楼梦》让我体会到了丰富多彩的人情世态。在小



说中，作者通过描写人物的言行举止，展示了各类人物的不
同性格、志趣和价值观。贾宝玉温文尔雅，忧国忧民，对朋
友执着忠诚；林黛玉聪明敏感，富有浪漫情怀，又带有些许
倔强和叛逆；贾母和凤姐等长辈则展现出责任感和智慧。从
这些细腻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更加了解了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内心的真实感受。

其次，《红楼梦》让我深深地思考了命运对人的影响。小说
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命运挑战。他
们有的经历了爱恨情仇，最终悲剧收场；有的被迫放弃自己
的追求和理想，迎合社会的价值观。这让我想到人生就像一
部戏剧，我们在其中扮演着各种角色，面对各种挑战和命运
的考验。有时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更多时候，我们
只能顺从其中，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变迁。

其次，《红楼梦》也让我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小
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如家族势力、封建迷信和男
尊女卑的观念。同时，它也展示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人际关
系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在小说中的反映，引起了我对当代社
会的深思。正如小说中的贵族阶层追求权势和利益的欲望一
样，如今的社会也充斥着名利之争、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等
问题。这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对
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价值。

最后，《红楼梦》也提醒我要关注物质追求和精神世界的平
衡。小说中的贾宝玉因为贪图享受和逍遥自在，最终情感和
理想的受伤。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
竞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我们也应
该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崇尚精神追求和自我修养，以达到
身心的平衡。

总的来说，读完《红楼梦》之后，我深深地被这部小说所触
动和感动。它带给了我许多启示，使我对人生、社会和文化
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通过《红楼梦》，我认识到了人性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思考了命运对人的影响，了解了社会现实的
复杂性，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等方面。通过这部小说的阅
读，我对自己、社会和世界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理
解。我相信，《红楼梦》的魅力将继续影响着更多的读者，
并为他们带来启示和思考。

红楼梦深刻读书体会与心得篇四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
的巅峰之作。作为一部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小说，红楼梦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读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为了消遣，更
是为了在其中寻找灵感和教益。通过这段时间的阅读，我对
人性、情感和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下面，我将分享我对
红楼梦的读后感和心得体会。

第一段：《红楼梦》的魅力

《红楼梦》是一部千回百转的长篇小说，它以贾、史、王、
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封建王朝腐败堕落的社会
现象。小说中虚实结合，想象丰富，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无限
的空间供人思考。作者曹雪芹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精妙的表
达方式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使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
也得到了一种宝贵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二段：感受家族的兴衰

通过阅读《红楼梦》，我深刻体会到家族兴衰的无常。贾府
从盛极而衰，再到最后的破败，展示了一个富贵家族的兴衰
轨迹。人物之间的命运转折和复杂的关系网让我对生活有了
更多的思考。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线，我看到了命运
的残酷和人生的无常。婚姻、权力、利益等因素深入小说，
让我对人类的欲望和现实的社会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三段：爱情的伤痛



红楼梦中的爱情是复杂而令人扼腕的。贾宝玉爱林黛玉，却
被迫与另一个女子成婚；林黛玉爱贾宝玉，又因为自己的身
世陷入了绝望。小说中充满了痛苦和悲剧，让我深深地感受
到了人性的脆弱和命运的无情。这也让我明白，爱情不仅是
美好的，更是复杂而艰难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为了
自己的利益而背叛真爱，这让我深感人性的悲哀和虚伪。

第四段：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红楼梦》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即蓉儿才子、黛玉才女
的美好场景，表达了作者对宏大理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然
而，小说中虚幻与现实的冲突和碰撞，让我反思了现实人生
中的无奈和妥协。在红楼梦中，虽然有许多人物追求自由和
幸福，但最终却被现实所吞噬。这也让我明白了，在现实生
活中，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冲突，我们必须面
对现实的残酷和无情。

第五段：获得的启示和感悟

通过回读《红楼梦》，我获得了很多启示和感悟。第一，人
生充满变数和无常，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理想和追求。第二，
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神圣的情感，但现实生活中它往往
面临很多困难和痛苦。我们要学会珍惜和呵护。第三，面对
现实的残酷和无情，我们不能消极退缩，而应该积极向前，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总结：

《红楼梦》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经典之作，在此次回读中，我
深深地感受到了小说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以及人世
间的无常和变迁。从小说中我明白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
同时也得到了对人性、感情和人生的深刻思考。通过这次回
读，我收获了很多，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我
相信，这部伟大的作品将继续影响着后人，启迪人们的心灵



和智慧。

红楼梦深刻读书体会与心得篇五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其精致的描写，复
杂的情节和丰富多元的人物形象而闻名于世。读完《红楼梦》
后，我深受其影响，对人生、情感和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和体
会。本文将着重从人物塑造、情感描写、社会寓意、价值观
和人生观等方面展开讨论，以阐述我在读完《红楼梦》后得
到的心得体会。

首先，对于我来说，《红楼梦》最深刻的魅力莫过于其中的
人物形象。作者曹雪芹以细腻入微的笔法，塑造了一批鲜活
的人物，每一个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贾宝玉温文尔雅，
聪明机智，却又情感复杂；林黛玉聪明才智，但却病弱敏感；
贾母宽宏大度，但偶尔小心眼；王熙凤机智狡黠，但心机深
沉。这些人物形象丰满均衡，真实细致，使我如同与他们面
对面相处，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其次，情感描写是《红楼梦》另一个值得深思的方面。小说
中表达了丰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比如林黛玉和贾
宝玉之间的深厚友情和暧昧恋情，通过作者巧妙的笔触，使
得读者有时欣喜，有时心酸。这些细腻的情感描写让我深切
体会到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爱恨情仇中的无奈和痛苦。

第三，通过阅读《红楼梦》，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寓意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小说中，贾府的衰败和贾母对孙辈的
深爱成为整个故事的基础。它暗示着封建社会的腐败与矛盾。
贾府的衰败不仅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也来自于内部的道德败
坏，贾府一家人的阶级腐败也成了整个官僚贵族阶层腐败的
一个缩影。这是作者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批判，从而引人深思。

第四，我发现《红楼梦》中涉及到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对于现
代社会仍有重要意义。比如，小说中的“贵族精神”所体现



的是“尊重他人，自我修养，追求高尚”的价值观。这些价
值观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人们在现代多
元化的价值体系中，应当保持一种高尚的人生追求和道德准
则，具有深远的价值。

最后，经过阅读《红楼梦》，我的人生观也得到了某种程度
的拓宽和深化。小说中通过生老病死、得失离合等情节展现
了人生的无常与无奈。在这一点上，我深深感受到人生中许
多事情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无法掌握和预测未来。因此，
我们需要学会放下执着与纠结，接受现实中的种种变化，以
平常心面对一切。

综上所述，读完《红楼梦》后，我对人生、情感、社会等方
面有了新的认知和体会。这本古典名著不仅让我感受到了作
者卓越的艺术功力，也深刻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通过对人物塑造的观察，情感描写的感受，社会寓意的思考
以及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反思，我得以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
世界，成长为一个更加成熟和拓宽眼界的人。《红楼梦》的
阅读使我从中受益终身，并将继续影响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