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读后感大学 大学生红楼梦
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红楼梦读后感大学篇一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特别爱读书，特
别是名著，读《三国演义》，我领略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读《西游记》，我感受到了孙悟空的桀骜不驯；读《红楼
梦》，我则体会到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我觉得《红楼梦》
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初读《红楼梦》，觉得人物繁多，情节复杂，语言生涩难懂，
合上书本，静心梳理情节，也能理出个大概来。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玉缘》，相比之下，我更
喜欢《金玉缘》这个书名，因为《红楼梦》主要写贾宝玉、
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爱情纠葛。宝玉和宝钗被人称为“金
玉良缘”，但宝玉却称自己与林黛玉为“木石姻缘”，最后
黛玉含恨离世，宝玉削发为僧，宝钗孑然一身。所谓“金玉
良缘”也不过如此。

再读《红楼梦》，林黛玉离家入荣国府，黛玉葬花，宝玉成
亲，黛玉离世......一个个故事引人入胜。人物形象也鲜活
起来，哭哭啼啼的林黛玉，见风使舵的王熙凤，审时度势的
薛宝钗......从中领略到林黛玉的才华，感受到薛宝钗的大
气，体会到王熙凤的泼辣......



贾宝玉娇声娇气，更似个女子。这样的性情，也是因为成长
环境所导致的，荣国府里到处是女子，男子屈指可数。不过，
我觉得宝玉也是个君子，在身不由己的封建社会里，他有对
爱情的执着和对封建束缚的追求。最终却因为黛玉之死放下
一切，削发为僧，可悲可叹。

林黛玉才华出众，夺菊花诗，庐雪争联，即景赋诗，与湘云
月下吟诗......

可她又是一个一手拿药罐子，一手捧醋坛子的弱女子，不如
宝钗的行事大方，不如熙凤的精明能干，更是因为她性格孤
僻，人缘不好所导致原本疼爱她的贾母渐渐疏远她，最终因
为王熙凤的一出＂偷梁换柱＂痛失所爱。但是，她又是个可
怜人，从小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寄人篱下，爱而不得，最
后喊着宝玉的名字香消玉殒。

我曾为这书中悲惨的爱情故事唏嘘，也曾怨作者为何不给这
故事安排一个好的结局，让人猜摸不透。不过在这封建社会
末期，注定不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读完《红楼梦》，我了解到封建社会的繁荣与衰落，感悟到
封建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感受到宝黛爱情的忠贞与
无奈。《红楼梦》不愧是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
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

红楼梦读后感大学篇二

阅读使人明智，使人进步。大家有看《红楼梦》吗？看完后
可以来写一篇大学生红楼梦读后感400字。《红楼梦》是我国
小说的最高峰，描写了四大家族从兴盛到衰败的这一过程。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大学生红楼梦读后感400字”，下面
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总是听老师说，读了红楼梦，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所以
我决定再次捧起这本经典著作，细细品味其中的精彩。

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读高中时，当时看书更多注意故事
情节，为了更快知道最后的结局，书中的诗歌大多跳过了。
看完后为书中的人物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不太喜欢薛宝钗，
更喜欢林黛玉。

前年儿子要看《红楼梦》，帮她买了一套成人看的，他看了
几天，可能看不懂，就不再翻了，我就一字不漏的看，我才
知道高中时没有读的诗歌写得是多么的好。作者曹雪芹如果
不是家道中落，看透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写不出《红
楼梦》，作者把他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都融于小说里，他
用心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我认为《好了歌》是作品的中心
思想，人生只有一世，到生命的尽头，名、利皆是空，不要
为他人做嫁衣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也许，又看一遍，又有新的感受。

《红楼梦》是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巨著,它讲的是一个家族的
兴衰，一个家族大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贾宝玉和林黛玉。
林黛玉从小体弱多病，来到了荣国府，认识了住在大观园里
的一群女孩，她们不但容貌美，而且心灵也美。贾宝玉是这
起人中的唯一一个男孩。他不同于古代的其他男性，都自以
为高出女性一等，而是把把自己和对方看作平等的人。故事
的中心地位，是贾宝玉和表妹林黛玉丶表姐薛宝钗之间的爱
情纠葛。这样的问题，悲剧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整个
贾府，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表之下充满了污浊丑恶的贵族
家庭，只有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并且和整个社会的
污浊连成一片。《红楼梦》的悲剧之所以特别震撼人心，就
因为它充分写出了被毁灭的女性不仅是外形美，而且内心是
更美的`。

我觉得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是可以读多次，而



每次感受都不一样。

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读高中时，当时看书更多注意故事
情节，为了更快知道最后的结局，书中的诗歌大多跳过了。
看完后为书中的人物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不太喜欢薛宝钗，
更喜欢林黛玉。

前年，女儿要看《红楼梦》，帮她借了一本成人看的，她看
了几天，可能看不懂，就不再翻了，我就一字不漏的再看了
一遍。我才知道高中时没有读的诗歌写得是多么的好。作者
曹雪芹如果不是家道中落，看透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
写不出《红楼梦》，作者把他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都融于
小说里，他用心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我认为《好了歌》是
作品的中心思想，人生只有一世，到生命的尽头，名、利皆
是空，不要为他人做嫁衣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十八世纪中期的一
部古典小说。它高度的艺术，在我国及世界发展中占有显著
的地位。

故事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家族的大小故事。主人公
为贾宝玉，他应该说是一个柔中稍稍带刚的男子，他的柔有
一部分是因为环境所致，他们家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女性，掌
管全家的又全是女子，自然而然的就应了一句话，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他们的家族是因为他们家中一女子进宫当了皇帝
的宠妃而盛起，于是他们天天吟诗作乐，而其中又有两女子
非提不可，那便是薛宝钗和林黛玉。林黛玉生性猜忌，多愁
善感，可贾宝玉偏偏就是喜欢她，她身子弱，老祖宗看不上
她，偏偏贾宝玉与薛宝钗成亲，林黛玉闻讯气死，而当贾宝
玉揭开喜帕发现并非林黛玉，而黛玉又身亡，悲痛欲绝，出
家当了和尚。

红楼梦带着忧伤，凄凉的气氛，让人常常想落泪，而里面的
诗词之多又让人不得不折服其下。



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
也表达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
黛玉来到了荣国府，渐渐与贾政之与生俱来通灵玉而性格顽
劣的公子贾宝玉相恋，又因凤姐从中使用掉包计，使得贾宝
玉娶带有黄金琐的薛宝钗，让林黛玉吐血身亡，贾宝玉从此
心灰意冷，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故事。

我实在是为林黛玉而感到悲哀不值，更为他们悲惨的命运而
惋惜。但追究人物本身并没有过错，让人憎恨却是那种封建
的传统观念。什么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什么门当户对，这种
思想真是害人不浅。这不，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因此而要承
受阴阳相隔，想而见不着的痛楚。还要让贾宝玉受这样的欺
骗。唉，就是石头心肠的人也会被他俩的真情所感动的。

红楼梦读后感大学篇三

宝钗虽不是主角，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红楼梦引子]中
便可看出，”因此上演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金玉之
说，似乎是主线，只是注定”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
前盟。“的宿命。终还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
世外仙姝寂寞林。“”看破的遁入空门“，两皆抛。

宝钗何止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还泪之说引出的是风流孽债，
想要免此孽债，须将宝，黛二人分开，宝钗就成了此孽债的
牺牲品。在神的眼里，她只是一个道具，神为免此一难的利
用品，利用的是宝钗一身的幸福。怀了身孕，便离她而去，
就像是被丢弃了一般。不仅是被宝玉丢弃，还是被所谓的神
丢弃，利用完了的丢弃品。她为此孽债而生，历经人生沧桑
疾苦，终不能得一美满结局。面对命运人是多么卑微!况且是
这封建的社会终以微不足道的女子!”花容月貌为谁妍。"

我始终觉得宝钗是强者，她从不再人前与人为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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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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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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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好似将自己藏起
一般，在我看来没有人自愿，将自己埋藏，她也许是为了建
立地位，或是想得人心才这么做的。在母亲面前，她是贴心，
在外人面前，她是懂事，薛姨妈脸上也有光。也许她是招人
喜欢，可同时她将真正的薛宝钗埋葬。

在整部书中，表面上她也许是最完美的，可我总觉得她出卖
了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那还有什么完美可言也许是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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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自己，可到时到何处寻回自己虽然她是强者，我个人认为
将自己埋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是一个弱者做的来的，
可最后她却不是真正的赢家。

红楼梦读后感大学篇四

《红楼梦》——一部令人伤感又令人捧腹大笑的文学著作。

这几天，我读了红楼梦这本书，其中我对刘姥姥进大观园最
感兴趣。刘姥姥进大观园主要讲了刘姥姥在大观园参观时被
凤姐鸳鸯二人捉弄，惹得众人笑态百出的事。我看后，不禁
赞叹曹雪芹太有才了，竟能描述出这么多种笑来：史湘云撑
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扶着桌子哎呦;
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
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
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
座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
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给姐妹换衣裳的，
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我之后看了刘姥



姥做的动作与说的话，惹得我捧腹大笑，笑得肚子都疼了。
我心想：这刘姥姥真搞笑，必须是凤姐鸳鸯二人搞得鬼，拿
刘姥姥取笑呢!我看完这篇后，又说与妈妈听，妈妈听后也哈
哈大笑。

红楼梦这本文学著作真是令人捧腹大笑啊!

红楼梦读后感大学篇五

“红楼”是值得我们品一生的作品，每阅完一次都有不同的
感触。经典的魅力也就在此处之中。“一个是阆苑仙葩，一
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
如何心事终虚化”这是宝黛之间的痴痴所爱，而宝钗之间的
又有几人能看懂；金陵十二钗有又几人享受人间之美；贾、
史、王、薛四大家族又能兴盛多久；这是时代铸下的悲剧！

阆苑仙葩是他们的开始，一个爱惜女孩，批评程朱理学，一
个生性孤僻，多愁善感。初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宝玉为林妹
妹摔玉而到黛玉焚诗归魂，这都是宝黛的所爱所恨的爱情。
宝玉含着玉石出生，受贾母的百般疼爱，游于温柔富贵乡，
专爱作养脂粉，亲敬家里姐妹和丫鬟。他重情不重礼，批判
程朱理学，喜爱性情文字，这也是与黛玉心有灵犀的初衷。
在人间看尽了爱别离，万念俱空，了却尘缘，跟随一僧一道
出走，““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结果。这是多
强烈的对比。“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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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姣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的黛玉倾城倾国容貌，兼
有旷世诗才，最富灵气的女子形象。从小的书香熏养，琴棋
书画样样的才女，而最终也落得为爱殉情的结局。聪明清秀
的她也受贾母疼爱，孤高自许，在那人际关系，贾宝玉成为
她的知音，遂把希望和生命交付于宝玉的爱情中，我行我素，
用尖刻的话语揭露着丑恶的现实，以高傲的性格与环境对抗，
以诗人的才华去抒发对自己命运的悲剧感受，这是她个性格。



最终的为爱现身，今生在贾府流尽了这一生的眼泪报答宝玉，
这也完成最初的心愿。这一绕人心弦的爱情令人羡慕也为此
深深感到遗憾，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结局也应是注定的。曾
经在一起的时光的，他们在人生理念上，他们是反抗封建礼
教的同盟，是自由恋爱的坚定追求者，这样一致让他们更为
之疯狂，但在封建礼教的生活下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扼杀的，
无论过程是多么美好。这也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罪
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
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讽刺着封建的残暴。

位于金陵十二钗之九的王熙凤，“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
启笑先闻，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她一生精明而自己的
命却是那么的轻薄。身处在大世家族，她善于察言观色、机
变逢迎，心思缜密，处理事物也是得心应手。但心狠手辣的
处事手段，在背后受到仆人的谴责谩骂，对她充满怨恨。她
对于刘姥姥的态度却不同，以致最后能把巧姐交给刘姥姥抚
养，这也许是上天对王熙凤的唯一照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不缺王熙凤这样的人，封建权财，人吃人的形象难道还
少吗？最终却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明，反误了卿卿性
命”，凄凉的死去，那个时代人物典型的真实性，也反应了
那个时代的风气。

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
中的事事物物，是时代的结晶，反映封建的兴衰败亡。其中
的性情只有我们自己去体会，值得去尝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