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一次偶然的邂逅，翻开了《红楼梦》，于是我认识了她——
林黛玉。她，让我深深的震撼，宝黛空前绝后的爱恋，流传
千古，被世人妄加褒贬。普天之下，又有谁有这资格呢?从那
以后，黛玉姐姐的影子就荡漾在我心里，来来回回，隐约中
似乎听到她娇弱的喘息，脑海里是她伤感的容颜，带着一分
憔悴却万分迷人。她落泪，因为只有放纵的哭过后才会更舒
展，笑容才会更加绽放。闭上眼仿佛看见了他那柔情似水的
眼神，闪烁着点点泪光，让人沉迷其中，为之动情，不能自
拔。

常听人评价黛玉“小性子”甚至“心胸狭窄”，可我不这么
认为!因为在这背后，只是因为她太在意宝玉了，因为爱的深、
爱的切，所以不能不介意。我总觉得宝玉给黛玉的时间太少，
黛玉的心太细腻，而宝玉却体会不到。在她某个抑郁的瞬间，
心情像是走丢的小孩没了方寸，宝玉不该到来的问候会被她
驳回，狠狠的、凶凶的，却是无心的，不是不接受，只是因
为太难受，于是她只有用诗来发泄内心酝酿已久积压不了的
情感。

诗，是她美丽的灵魂，是她精神的寄托。每当读到她的诗，
总有振人肺腑的感觉，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尖锐
锋利的刀，深深地插入了读者的心里，让人有至窒息的幻觉，
无形之中像是有谁掐住了自己的喉咙，挣脱不了的伤感，只
能不情愿地放下书，让自己慢慢地清醒过来。记得她的《葬



花词》：“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花依知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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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后像是被万箭穿心，肝肠寸断般的阵痛。

虽然她的故事结束了，但是给我留下了万千思念，合上书想
要把这份内心的尘埃封住，但一闭上眼，那段应该被禁锢的
伤感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飞扬、旋转、舞动。

小伙伴们你们还等什么呢?赶快来阅读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噢!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暑假的时候，爸爸送了一本《红楼梦》给我，他还告诉我这
是世界名著，希望我能好好读一读。可是当我第一次翻开这
本书的时候，我读的稀里糊涂得，看得我思绪都乱了，我去
问爸爸，这本书我怎么不太看得懂呢？可是爸爸却不肯教我，
爸爸只是对我说：“俗话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意思是不
要因为某些地方不明白就不读这本书，也许等你读完后，就
会想明白。”

我将信将疑的去看了。真的，真的很有意思！当我看到宝玉
生病了，就觉得很伤心，当我看到宝玉和黛玉玩的很开心，
我就很开心，这样我的心一会开心一会伤心，一会想让宝玉
这样做，一会想叫黛玉别伤心，就这样，我在忽喜忽悲中看
完了正本书。我去找爸爸，告诉她这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很有
意思。爸爸说现在你可以去弄明白这本书了。爸爸看我还是
稀里糊涂地。就给我解释起这本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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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读到体弱多病的林黛玉和
贾宝玉真心相恋，本来终于可以拜堂成亲了，却被家长安排
与薛宝钗结婚，贾宝玉最终出家当和尚，家门破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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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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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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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又对我说：“贾宝玉本来是块石头，后来神仙点化让他
投胎到贾府变成人。而林黛玉则是宝玉的眼泪化成的。他们
是天生的一对。”后来我有问妈妈，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表兄
妹，他们是近亲能结婚吗？妈妈说：“可以呀，古人都喜欢
亲上加亲。”啊！终于弄懂了两处，看来弄懂一本书还真不
容易。一部《红楼梦》，让多少人为它垂泪，让多少人为它
感动啊！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纵观明清文学的夜空，《红楼梦》无疑是最璀璨的恒星。学
者对于“红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化，系统化。我喜欢
《红楼梦》，不在于他揭示了多么深刻的社会道理，只是为
林黛玉而叹息.

《红楼梦》对于薛宝钗的评价是“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
随时，自云守拙”，林黛玉却有着一张伶牙俐齿，因此看似
愚昧的薛宝钗却受到大家的喜爱，最终被贾母指名许配给了
宝玉。而不论是“不饶人”的林黛玉，还是处出现是精明的
王熙凤，其可悲的下场不说也罢。林黛玉因父母双亡，无奈
被送进贾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的多疑，他的敏感，
是一定的条件造就的，但可悲的是他最终没能和宝玉成为眷
属。

林和贾是志同道合的封建叛逆者，再林黛玉的身上，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女子的不幸，向我们展示了她反抗封建
和对自由爱情强烈追求的勇敢。但她的性格中有着贵族小姐
的矜持与脆弱，给人以体弱多病的形象。在薛宝钗处处行事



小心时，林黛玉又显得何等“大咧”，而这份“大咧”正是
贾宝玉钟情于黛玉的根本原因。

人们都说黛玉小心眼，可她全身心珍爱上辈子就决定谨慎方
将眼泪还尽的宝玉，她怎能不处处上心，处处在意?痴情而率
真的黛玉是不懂圆通的，不会宝钗的世故，不知带要先搞好
外围关系，她只是一心一意得爱，爱得不管不顾。在她爱的
世界只有两个人，可现实世界不是，可怜的黛玉最终没能了
了心事。既便如此，哭了一生的.黛玉是的到了爱情的，虽然
着爱让她送了性命。

在污浊之地，倾轧的贾府，林黛玉的全无心计，贾宝玉的众
人瞩目，都注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悲剧。其实也罢，至少在
宝玉心中，世上没有那个女子能比得上林妹妹。我相信，一
黛玉的性情，别人看不看好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宝玉把她放
在心中就足够。林黛玉香消玉殒，可是却以完美尘封在了宝
玉心中。

有人拿林黛玉和玛格丽特作比较，“她们都有自己的美丽与
骄傲，却都在世俗的冷漠中悲惨地凋谢。资本之一门第观念
笼罩在玛格丽特头上的阴影与封建时代礼教给林黛玉的束缚，
是同样的。

林黛玉出身名门，看似比玛格丽特的人生幸运，可是想想，
就算林黛玉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又怎样?在封建社会下，女人
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女人彻彻底底是历史的玩弄物。没
有自由，没有发言权，就是嫁给自己一无所知的人，也要服
从命运的安排。而玛格丽特，她可以纵情于声色酒乐之中，
发泄心中对社会的不满。她得到了阿尔芒丝无私的真爱，就
算为了她抛弃家族，与父亲反目成仇也毫不在乎。

她最终自己决定放弃，来守护阿尔芒丝的名誉，不惜背负情
人深重的误解。我想，即使她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心里也是
快乐的，因为世界最纯洁的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所有的



误会都烟消云散，她躺在爱人的怀中，满足地离去，足矣;而
林黛玉至死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宝玉取的是别人。相对玛格丽
特，林黛玉的不幸更让人同情。很多时候她是无法选择，叛
逆也不能改变世俗，不能扭转命运。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的泪流尽了，却
等不到爱情绽放之日。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耗尽三十多年的心血，曹雪芹写就了这样一部浩浩大作。虽
然如今只有前八十回流传下来，《红楼梦》仍列四大名著之
首。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无可估量的文学价值，更重要
的是国人对它的一种态度——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人算不
得中国人，更算不得文化人。这也是一种面向全世界的态
度——不仅仅你们这些外国人有引以为傲、具有思想价值的
小说，我们中国也有一部《红楼梦》。《红楼梦》的精彩，
不仅仅局限于丰富的语言，更在于它背后隐藏的历史背景、
它鲜明的人物塑造，以及突破时空的先进性思想。

《红楼梦》的写成是历史背景促成的——曹雪芹生于兴盛一
时的官宦世家，若是这个家族一直这样兴旺下去，作为贵公
子的曹雪芹不会沦落为当时为下等职业的小说家。因当时清
王朝的政治斗争，曹家由盛转衰，曹雪芹的社会地位也随之
一落千丈，然而对他而言的不幸造就了后人的大幸，他将自
身多年的经历写成书流传后世，用自己的悲惨境遇警醒后人。
因此，《红楼梦》是一部纪实的小说。多数人所谓的读不懂
《红楼梦》，都是因为他们对背景历史不够了解——贾府的
兴盛与衰亡，并不仅仅因为花花公子贾宝玉整天谈情说爱;世
袭的繁荣，又怎会因一人的享乐但不是放纵而坏了家族的根
基?元春上为贵妃，贾府应是如日中天，却为何“三春争及初
春景”?正是复杂的日月纷争导致了大家族的败落。从很多地
方可以看出政治斗争的痕迹，从秦可卿之死到元妃省亲，以



及宝玉因与蒋玉菡有故而差点被贾政打死之事，都透露了家
族命运与宫中秘事的联系。曹雪芹必是痛恨这种黑暗的官场
的，是它害他家破人亡，于是他在书中化身为贾宝玉，以宝
玉看似浑浑噩噩的生活态度揭示了自己对官场的鄙弃及无奈。
曹雪芹是明智的，为了不在书中过度地显露出小说内容与事
实的联系，他多用暗笔来点拨读者，正是因为如此书才如此
晦涩难懂。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后四十回仍是“丢”了，
可见封建制度对思想的极端控制，正如大家传言，也许那后
半本书正埋在了故宫底下。

人物鲜明的形象是《红楼梦》的一大看点，正如有些小女生
没有看懂书中到底想强调的是怎样一种思想，但她们仍会被
书中所描写的风花雪月所吸引——虽说有些低层次，但美好
的故事情节与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是评判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
因素。再者，深入读的更是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人
物的复杂性，比如说人物前后行为的连贯性，作者似乎是在
塑造真正有血肉的人物——没有绝对的恶与美，只有现实来
临时人们做出的不同选择。这和小说的特殊性有关，书中人
物在现实中有所指，曹雪芹不一定需要塑造人物，只需要整
合事情再加以文学化。

小说的主线是贾府的兴衰，而人物的主线则在于宝黛的木石
奇缘和宝玉、宝钗的金玉良缘，塑造这三人的形象也是是花
费了最多的笔墨。贾宝玉作为贾家的直系继承人，一直处在
养尊处优、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中，生活总不用他担心。虽
然当时制度所要求的是培养封建官员、儒雅书生，贾府又是
一个书香门第，但贾宝玉就是不愿读书，而是喜欢自在地做
些小诗，或是混在脂粉堆中玩——有些叛逆、慵懒的思想。
他于家中事务并不关心，但常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颇有
感慨，对于家族而言可以说是累赘。贾宝玉的行事风格不符
合当时制度的要求，而又鉴于他的显耀地位，他的仕途必定
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荣辱兴亡。贾政对他的不务正业颇有微
词，贾家也并不完全将希望放在他身上，而是间接地通过家
族通婚的方式来巩固家族地位，由此引出了林黛玉、薛宝钗



与贾宝玉的情爱纠葛。林黛玉是个才女，虽多愁善感，但心
思细腻，于家中的事物变化有着较为明晰的感知与判断，但
因为没有足够的地位而无法影响家族的走势。她与贾宝玉是
真正的青梅竹马，源于她为绛珠仙子，降世报恩于宝玉。宝
玉是“情不情”，她是“情情”，一心爱宝玉。她生为贾母
的亲外孙女，深受贾母的喜爱，因而可能与贾宝玉成婚。而
薛宝钗是薛家的嫡系，是大家族的血脉，若宝玉与她成婚，
必会使家族得益。她是传统意义上的佳人，温婉贤惠，具有
停机之德，但被贾母不喜，称她的居所为“雪洞”。薛宝钗
对贾宝玉的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掺杂了政治因
素——她入京城，先想嫁与帝皇，但选秀失败，退一步嫁给
大家族的公子，加上薛姨妈和王夫人的姐妹关系，她才选中
了贾宝玉。因此，贾宝玉更喜爱林黛玉而非薛宝钗，这不是
随机的爱情，而是心与心的回馈。然而为了家族总会有人要
做出牺牲，薛宝钗最后赢了，嫁给了宝玉，但贾宝玉心中有
黛玉，她遭冷落，境遇悲惨。

除了围绕家族通婚而展开的人物塑造，其他许多人物也都拥
有自己的灵魂。比如说贾母，身为贾府中地位最高的人，她
慈祥可亲;比如说薛蟠，作为薛家公子，却行事荒诞;比如说
刘姥姥，是个乡下人，但凭借四处逢迎的本领而深受贾府中
众人的喜爱。书中百余位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并共
同组成一个复杂的小型社会。

《红楼梦》最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其中的人文思想。首先，曹
雪芹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前文说了，是因为昏暗的官场迫
害了他，让他心生警醒后人的想法。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谈，
但书真正成文以后确实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清王朝
内部的问题——曹雪芹曾在官宦世家，身在这体系之内，他
的角度很高，因为家庭的败落，他又回归了百姓的低角度。
从两个角度结合，曹雪芹在书中灌输了不同阶级对比的观
念——上层阶级奢侈放纵，下层阶级为生存担忧。放在今天
的话我们称之为“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是可怕的，因
为清王朝当时算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国家，没有之一，而这



最多的财富却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会让这些少数人生出一
种观念——金钱易得，国家富有，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奢侈放
纵?劳苦百姓又管我们什么事情?因此，这种不平衡导致了制
度的不稳定性，这便是当时社会的问题所在。再者，奢侈放
纵的上层阶级生活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的群体内又包裹了清
王朝最核心的问题——皇权的归属。这一问题决定了谁是上
层阶级，因而政治斗争爆发，每到新旧皇帝交替之际，总会
有大臣们自相残杀的惨剧发生，导致大家族的衰落，及封建
王朝的不稳定性。这是《红楼梦》反应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曹雪芹敢于正视并指
出问题所在。

更细化的讲，《红楼梦》中的思想涉猎了很多方面，譬如佛
与道。《红楼梦》中的佛与道有所表现于它塑造了癞头和尚
与跛足道人这两个形象，普度众生，开化众人。但若说仅仅
局限于此又不对，它所崇尚的佛与道不明指佛家与道家，例
如世俗中的马道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招鬼害人。它所推崇的
是心中的佛与道，这是与许许多多无信仰者，甚至真正开化
的大信仰者共通的思考，世上本无佛，心中有佛自有佛，因
此人人皆可成佛。史铁生曾写过“我以为众生渡化了佛祖”。
书中所写的美好形象，必是作者曹雪芹对美好的一种心灵寄
托，在身外外化为和尚与道人。两人四处游荡，救世人于水
火，也必是曹雪芹对真自由、无拘束的向往与对圣人境界的
追求。这种思想现在可以看作是一种乐观、看开的念想，在
那时更是可贵，因为作者身处的社会时刻给他灌输的是封建
礼教、奉献于君王之道，他却可开辟新的思路。

再者，《红楼梦》从多方面对清王朝社会作出了质疑。前文
讨论过了他对封建等级之间贫富眼中分化、政治斗争纷乱的
厌恶，及他对享乐主义的批判，他还对男权主义及封建教育
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创作。譬如说，小说中他将众多男子写
得无能，而以凤姐为首的女子们“统治”了贾府;他通过贾宝
玉之口，道出了“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之句，体现了在他



心中女性应得的崇高地位，与当时女人地位低下、忍痛裹小
脚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起到了绝佳的讽刺效果。贾宝
玉不爱读圣贤之书，却爱随着自己的性子做些小诗，可看出
曹雪芹认定的文学之道——文学创作不是为了给君王歌功颂
德，赢得功名利禄，文学应是自己乐意，随感而发的心情写
照。可以说他的思想大逆不道又独树一帜。

红学家对《红楼梦》赏读，是因为满清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
时期，它具有千年来积蕴的封建元素，也带有走向现代文明
的曙光。从以上三大方面到多个小点，《红楼梦》囊括了清
王朝那个时代所有的鲜明特色，是当之无愧的一本“百科全
书”。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在我眼中，曹雪芹的惊鸿巨著《红楼梦》其实非常模糊，每
一个人物都亦真亦幻。正如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
处有还无”。近些年来，许多红学家着力于寻找《红楼梦》
中人物的原型，譬如，说史太君的原型是康熙的曹贵妃：譬
如，说邢夫人的原型是雍正皇后乌喇那拉氏云云。可惜，文
学与政治挂上钩，便失去了原先那种模模糊糊的美意。

许多人说，《红楼梦》是晦涩的批判：批判封建制度，批判
家长管制，批判统治者专权，批判黑暗污浊社会;但我看来，
《红楼梦》仅仅描绘了一个家庭的兴衰，仅仅是一个唯美而
凄凉的爱情故事，一个动人的梦，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人物
都在唯美而模糊的梦境中得到了自己的极乐与升华。

何必把《红楼梦》想得那么复杂深奥呢?它只是一个模糊而释
然的梦。

黛玉葬花时，酿作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溅落，便是红颜老死时。”这样悲伤的诗句，她
的性格变幻莫测，又有些离奇古怪，拥有着悲的一面，但这



种悲，无疑也是一种感人的美。后来，她气尽而死，看似抱
怨抱憾，可试想，她走黄泉路，喝下孟婆汤，忘却世间是是
非非，升天化作潇湘妃子，生活在着她梦寐以求的“世外仙
源”，何尝不是清高脱俗的解脱呢?以死来结束这样一个人物，
又不对其死因做清晰描写，任其模模糊糊的死去，真是神来
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