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精选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一

再执红楼，不以当年的懵懂读着这满载悲欢离合的纸张，轻
寒暮雪何相随，此去经年人独悲，只道此生应不悔。

午夜梦回红楼，却悟得此生我不过是一株应景的菩提树，植
在荣国府的一角，看尽这府上的离合悲欢。

又是一日之晨，府上依旧的热闹，可是今日又多了一位姑娘。
姑娘弱柳扶风，心有七窍，该是不食人间烟火仅存太虚幻境
的仙子，每日抚琴读书，吟诗作画，过着恬淡和美的生活，
又怎么会落到如此浑浊的浮世中?我看着姑娘姣好恬静的面容，
忽想起了昨晚一梦，梦至虚境，听着一位老者诉说着《石头
记》这一个故事，我依稀记得是绛珠仙子为了报神瑛侍者的
灌溉之恩投身于尘世中。思索着，忽而听到一个男子的笑声，
是宝玉，那个多情的贾宝玉。

只因为菩提明心镜，我随着众位姑娘迁入了大观园。

如此多个日月，我以一抹翠绿陪伴在黛玉的身旁。上天如此
不公，她被赋予了出色的外貌，令人拜服的满腹才华，但是
也被赋予了过于鲜明的灵魂。在大观园中，她除了拥有一个
多情的宝玉，她所拥有的，就只剩下那为情所留的相思泪。

草木金钗，差之千里。

黛玉宝钗，差之千里。



植在一角，却因为高大可观大观园的全部景色。菩提似乎被
赋予神力，可看透凡间的浑浊，看着众位姑娘，只能留下声
声叹息。宝钗闲暇时，与姑娘们谈笑风生，与丫头们染衫扑
蝶，执扇观花，日子过得缤纷。只不过，黛玉仅仅卧于一方，
含泪赋诗，教鹦鹉读诗，日久方长，连声声的哀叹竟让鹦鹉
学会了。

桃花花期已尽，花开了几度，开的是落英缤纷，而不是如今
的声声叹息。看着黛玉把花葬了，我似乎看到黛玉葬的不仅
仅那凋落的桃花，葬的更是对宝玉的赤诚之心。我摆动着枝
干，希望引起黛玉的注意，我想与她说着：“姑娘这是何苦，
何必置身在这浮世中，倒不如云游四海，莫要留在这浑浊中
去，”

不日之后，张灯结彩，我听见的却是两种声音。一方是笑谈
今宵，可是又有多少人听见在那翠竹的一方，某一卧榻上，
一名孤高的女子在焚诗流泪，终是泪尽夭亡。

我看见她的灵魂，在哭泣。

我终是随着她的魂魄离开，她却只叹安得与君相诀，免教生
死作相思。离开了这凡尘浮世，也就离开这浑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遥望
这远方，看着贾府的兴衰，随着黛玉的一缕清魂，忽然又见
桃花开了，开的真真是妖艳。

潸然泪下，惊醒，只见一本《红楼梦》躺在身边，四周似乎
桃花开遍。

黛玉，你的一颦一笑，不应留在凡尘，它锁不住宝玉的多情，
你可知，你的笑却征服了那一棵菩提树?只愿来世你的灵魂不
再鲜明，只愿你来世能笑靥如花。



你看，大观园的桃花，又开了……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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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名著红楼梦读后感2。



我又一次读了《红楼梦》，这本书让我对“关怀”这个词又
有了新的感受。

《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是清代著名作家曹雪芹，这本书讲
述了从前有一个家族很富有，是贾氏宗族，后来亲戚都住进
了荣国府和宁国府，生活幸福美满。贾母死后，整个家族开
始走下坡路，最后丫头被卖掉，二公子宝玉离家当和尚的故
事。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宝玉是一位贵族公子，
从小在富裕的家庭里成长，和姐妹们一起玩耍、作诗、猜谜。
林黛玉却没有宝玉那么好运，她的母亲是贾母的女儿贾敏，
父亲在当官，后来母亲去世，被父亲送到荣国府与宝玉一起
生活。

宝玉是一个对人很平等的一位公子，他对别人的关怀很令我
感动。比如荣国府里有一名丫鬟叫小红，是三等丫头，就是
负责扫地、洗衣、修剪花草的，是最低等的丫头。有一次宝
玉生病了，丫头们都出去了，只剩下三等丫头留在府里，而
宝玉想喝水，就大喊。正好被路过的小红听见了，连忙为宝
玉煎药、倒水。看到一个与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丫头为自己忙
出了一身汗，宝玉连忙用自己的手帕为她擦去汗水。宝玉不
顾自己身为二公子的身份，对小丫头付出关爱的场景让我感
动，我想我们也要对人平等，付出自己的爱心。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当了班长，那一天要做清洁，刚好我的一
位好朋友也要一起做清洁，我就让他只擦黑板，而让另外一
位同学扫地、对桌子、倒垃圾，我突然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我应该帮他做才对。于是，就由我来倒垃圾和对桌椅，做完
后我还问他累不累。

我们就算以后职位比别人好，地位比别人高，我们也不能自
以为是，而是要把自己的爱心给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就像宝
玉一样，不管对方是谁，是一个小丫头，还是一位长辈。也



要像林黛玉一样，不管是一瓣花瓣，还是一株小草，都要将
它视作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值得怜惜的人去对待，去爱护。
黛玉曾在大观园里看见梅花凋落，落在小溪里，认为它们在
大观园是洁白的，流到外面就会被玷污，所以含泪葬花。

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像宝玉、黛玉一样，用自己的关爱去呵护
每一个生命。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三

《红楼梦》是被人列在四大名着之首的，其原因多人们会搬
出红学的流行，有些人一生只要研究研究这本书就能过舒坦
的小日子了。曹老是饿死的，他的书却增加了就业，不得不
说是一种讽刺。这本赞誉过剩的书一直排在中国累计销售首
位，的确是有点真本事。不过我觉得之所以红学兴是因为曹
老描写的物事，礼仪像史书一样值得研究。值得研究的是曹
先生所在的清代，并不是一本书。

在我看来红楼是一部喜剧，像童话一样完美的结局和过程。
在老师教我们时候老师说：“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础，宝
黛爱情为线索的悲剧。”但是四大家族中主力描写的贾家从
开始一样是越来越兴旺到底。开始贾府人人富贵，有贾珠等
人的死去也并不是惨死怎么的，主角们并没有经历什么痛苦。
基督教教义说：人生来就是受苦的。所以死者没有什么可悲。
秦可卿死啦。还带给贾蓉一个五品龙禁卫的官，死者解脱，
生者人就享乐。

到中后部宁府抄家荣福败落很多人唏嘘伤感的时候。我认为
这只是贾府越来越兴旺的插曲，很短的插曲。在这个艰难的
时候死了一批人，单迎春外无一不死得其所。贾母已经八十
三岁，在以前那种年代是多少高龄了，一生享乐，被人捧月，
只在死前担惊受怕过一阵，又没有冻饿挨打挨骂着，总是喜
大于悲的。连她自己也两次说到自己的死时，提到自己的高
龄，享福一生，死也甘愿了。



凤姐虽然年龄不及贾母长寿，但是大权在手，也是风光一生，
锦衣玉食的。谈自己时说：“别人没吃的也都吃过了，没见
着的也都见过了，死也没多少可憾的了。”人的快乐是以自
己的愿望来衡量的，凤姐喜欢的钱权两得，巧姐最后也有惊
无险回归宁府，死前的风波都只是一生中的小憾，以比列来
说，赚大了。

探春远嫁，以后来回来时描写的“比来时还鲜艳三分呢。”
那生活一定是很好的，没有像迎春那样遭打挨骂受冻，婆家
后来还得以在京城得职，与娘家很近，相聚相亲。

元春贵为宠妃，有皇恩，有世人称颂，连贾母见了也要跪拜，
虽然无子有些遗憾，都没人会否认她是最幸运的人之一。

惜春希望出家，最终能够带发修行，她圆了自己的愿望，只
要是自己想的，什么愿望都不可悲。

赵姨娘为人所不屑，儿子贾环为人所不齿，娘儿俩被读者都
深深看不起。我非常联系迎春的命运，恨不得贾府的人去夏
家报仇。但贾府的人大多都不大吧迎春放在心上，那是因
为——迎春的地位其实非常低，比在读者心中的配角贾环贾
蔷还低。首先迎春是庶出，亲娘早丧，且没有亲兄弟姐妹可
以依靠，最后还是个女儿身，地位自然不能高。迎春性格软
弱，在贾家已受了不少气，嫁过去更是受尽折磨而死，在我
看来真是红楼梦杯具之最。

宝黛的爱情悲剧是公认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悲。宝玉这块
顽石不经历悲痛一定仍对红尘向往。人的快乐的是以自己的
愿望来衡量的，宝玉能额外受恩入红尘已经是赚大了，遂了
自己的心愿也该满足了。林黛玉来还债的惨些好，越惨越好，
不惨还不清债务。以十几二十年的功夫报答神瑛侍者的浇灌
之恩，正是她自己的心愿。

散了一批人。在两府衰败的一时间，那些摊前敛财的奴才散



了一大批。贾政此时明白了这些人，一个个打发走了，切掉
了一个个毒瘤。

锻炼了一批人。众人先享富贵再忍受贫穷，那时间懂得了勤
俭节约。贾府人少了，可他们从来不缺人，又没有计划生育!

成长了一批人，一个贾兰很有才能，在结尾已经高中。一个
巧姐儿长大不落凤姐。而且有了凤姐的教训不会犯同样的错
误。作者制造了这两个完美形象真是暗示贾府以后的命运。
甄士隐也透露贾府会再度兴旺。

高鹗续写的四十回，我读之前很担心远不如曹雪芹所作前八
十回。读了之后我也很喜欢后四十，那每一回的结尾处稍设
悬念，曹一般没有吊人胃口的习惯，高这样无疑增了观赏性。
万事开头难，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已准备好了大多数零件，高
鹗的组装技术也很好，那么这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也就足以
流芳百世了。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四

宝钗的“淡极”也与她的生平遭遇有关，自小父亲亡故，哥
哥又愚笨无用，虽是女儿却也要持家掌事，宝钗早早便接触
了人情世故，早早融入了这个封建的社会，她的性格也许是
天生的，但我想更多的还是正因她要过得好而被修整过的。
黛玉能明白现实的残酷，而宝钗却知道怎样去应对残酷的现
实。不得不说，宝钗比黛玉要成熟得多，正正因此，她
的“淡极”并非她无欲无求，是她已经有了潜质和气度去看
淡所有的人间冷暖，她不去憧憬浪漫，正因她已经融入了现
实，已经能让自己在现实里过得很好，甚至让自己完美无暇，
淡极更艳。

宝钗“淡极”，但并非“无情”，她遵循封建制度，适应着
眼前的一切，也用自己的一片真心去待人。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宝钗的“德”是让人赞叹的，
可也是为她自己悲叹的，宝钗一心想让宝玉早日步入仕途，
为他谋一光明前程而费尽口舌，不管她是否早就知道自己会
成为荣国府的宝二奶奶，宝钗的一番心思也是完全建立于对
宝玉的真情上的，正因她明白封建社会的定理，正因她遵循
并信奉着封建社会的规则，她便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告诉
宝玉，于理，宝钗的一番苦心苦意着实令人赞叹。但是于情，
这偏偏不是适合宝玉的路，宝钗有“停机德”，可宝玉却没有
“悬梁悟”，宝钗的良苦用心也就适得其反，让宝玉心生厌
倦。宝钗是理性的，她知道这样对宝玉有益无害，谁叫宝玉
却如此轻视功名还骂其“禄蠹”，宝钗之德，也只能付诸东
流了。

而对于黛玉，宝钗一向都是友善的，尽管刚进府中黛玉曾多
次明着嘲讽，她也没有多说一句，在听到黛玉用《牡丹亭》
里的句子作酒令时，宝钗反而句句真诚地劝了一番，连向来
对他人言语极其敏感的黛玉也心服口服，懂得了宝姐姐的一
片真意。得知黛玉病了，她又专程遣人送燕窝来;之后搬出大
观园又独独写了四赋赠与黛玉。对于同为才女佳人的黛玉，
宝钗是惺惺相惜的，但她们不是知音，黛玉的叛逆和反抗与
宝钗的遵从和信奉水火不容，她们无法成为同道中人，却能
做彼此怜惜的姐妹，是正因宝钗始终如一的友善和情谊。

正如湘云笑说的，纵是黛玉，也挑不出宝钗的一点短来。宝
钗在这个波涛暗涌的封建社会里已经学会了如何处事应变，
在荣国府里博得了众人的喜爱，只可惜她的良人不是宝玉，
这是她信奉的封建制度迫害她的，她无法摆脱命运，也无法
争取自己的幸福。宝钗的悲哀，是她从来不知道她的坚持一
向就是错误的，她争取的东西并不是属于她的，只但是她的
思想也由不得她改变什么。

叹只叹，如果宝钗遇到的不是宝玉，她必须能在属于她的社
会里绽放她独有的风雅，一如倾国的牡丹，融了满院淡淡的
香，诠释着她的完美。



红楼梦读后感高中篇五

《红楼梦》在文学史上是无可比拟的。它在中国古典文学里
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红楼梦》中有'
通灵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出淤泥而不染、洁白、委婉、清丽
的林黛玉。围着他们展开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感情故事。

林黛玉，一个柔弱女子，一生中有多少坎坷，可她从未放弃
过，柔弱中似乎又充满了刚强，她，坚韧，似乎总有一股力
量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她永远别放弃。

贾宝玉一个男儿，真心坚信'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
须眉男子可是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尊重世上一切青年女
性，一个生活在黛玉和宝钗之间的男儿，认为黛玉是唯一的
知己。

宝钗宝玉的表姐，一个被认为是贤慧、儿媳的人，她唇不点
儿红眉不画面翠，脸若银盆，眼若水杏。也是一个美人，一
个举止文雅的人。一个大家闺秀。

这三个人的恩恩怨怨，他们恩感情仇，他们的恩怨，只属于
黛玉和宝钗的恩怨宝钗用她特有的淑女风范展此刻大家面前，
黛玉以她独特的个性，样貌展此刻大家面前。他俩没有一个
赢，也没有一个输。

柔情似水、泪眼朦胧、红颜命薄，乃林黛玉也。《红楼梦》
这一本书中一共写了九百多个人物，而我最喜欢的，便是林
黛玉。

但是，她又是那么倾国倾城，那么才华横溢呀!美，美在两弯
似蹙非蹙笼眼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才，就拿'元妃省亲
“来说，她作的诗与众不同，当宝玉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最后
一首诗时，她快速地写了一首律诗，帮宝玉解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