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模板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一

蒋勋说《红楼梦》是一部关于青少年生活的小说，于是，在
他这本《蒋勋说红楼梦》的8册书的第1册里，以原著为底板，
解读了青少年的生活和思想，在理解和欣赏的视角下，让读
者一窥那被他称为“隐秘而不定”"情深而善变“的青春期风
貌的同时，其辩证思维、独特视角，引导读者思考如何与这
个时期的孩子相处和沟通，并引出关于“说教”之于成长的
作用。

尤其是贾宝玉在学堂里与秦钟、贾蓉等的同性的喜欢与纠葛，
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有悖于习惯认知的内容，更是凸显了青少
年处于儿童与成人之间，模糊而不为人知的隐秘内心。读来，
更觉得，理解人在不同时期的内心和情感，是何等重要！

上流和下流

人性中都有动物性的部分和升华的部分，从成人的角度看，
老师或父母希望孩子动物性的部分都没有了，一下都变成了
圣贤。

如果说“下流”不再是个预设的“坏”的判断，语言学上
的“上流”跟“下流”，只是两个不同的状况，就是：一个
可以提升，一个沉沦在动物性中，两者是互动的。

只有对人性里往下坠落的部分有更多的了解，提升才有可能
实现。



沟通

当我们之间开始双向沟通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我跟他
们讲的生活秩序、道德规范都是废话，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
去。

所以，当你不先预设立场的时候，你的窗和门就是打开的，
有很多东西会进来，让你了解。

如果，你把门窗都关了，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时候你
的那些唠唠叨叨永远不会产生作用。

我正是因此同情贾政。他讲的所有知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青少年在学校里的任何事情。作者在
这里用了”鱼龙混杂“和”下流人物“，是在讲人性的多面
性。

一个孩子在温室里你保护得再好，他最后也不可能在温室里
长大，你还是得把他送出去，这是他成长的一部分。外面的
世界你再不喜欢，他也必须要在那个世界里成长。

台湾有一个写作和读书都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他很不喜欢外
面的教育环境，就把女儿放在家里，单独教她。我听到以后
觉得有点惊诧，我觉得即使是再深的爱，也不能把孩子放在
玻璃房里面。因为怕孩子被带坏，而把所有自己认为坏的部
分切割掉，这是最危险的，因为好与坏是相对的，就像防疫
针一样，注入病菌会使人产生抗体。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二

听爸爸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看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他
的书房里“捣乱”，找几本认为不错的古典名著来阅读。说
是阅读，倒不如说是浏览：毕竟当时的我才8岁，只会看那些
插图，是看不懂它的内涵的。可也就是这些栩栩如生的插图，



让我爱上了古典名著阅读。

8岁时，第一次翻开了《红楼梦》，那微微泛黄的书页，似乎
被我的前人翻阅过很多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人物的
图片，画上的女子，明眸皓齿，胜似天女，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让我在脑海里留下了《红楼梦》好看的印象。

10岁时，初学文字的我再一次看见了《红楼梦》，咬着手指
头，却怎么也读不懂。繁琐的字体，枯燥的文字，让我理解了
《红楼梦》的含义，那就是：乏味。

13岁时，偶然间听到同学在讨论《红楼梦》中的故事情节，
令我意外的是，我竟然对他们所说的情节没有丝毫的印象。
回到家里，我在书架的最上一层找到了它，可它早已被尘土
遮盖了模样。坐在窗前，我带着疑问翻开了它，第一页，仍
是那些女子微蹙黛眉的模样，我冲她们微微一笑，便扎进了
《红楼梦》的海洋。这回，我用我这13年来学到的知识
读“懂”了它。在这里，我明白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相爱却不
能相守的无奈，也气愤林黛玉不敢爱的软弱，更惋惜她郁郁
寡欢，泪尽命绝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憎恨王夫人等人扼杀他
们爱情的残忍。这一切，让我明白封建是多么可怕，甚至有
些庆幸自己生在了二十一世纪，不用囚禁在“女子无才便是
德”这句话中。也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我才能和男孩子一
样坐在教室里学习，分享知识的快乐。

14岁时，应老师要求赏析《红楼梦》，这一次我又有了新的
感受。开始羡慕作者的才华横溢，把人物刻画得如此传神，
宛若真人站在你面前一般。想象力还那么丰富，情节曲折跌
宕，让我不得不叹服。

红楼梦，梦断愁，情字何解。

两情悦，终不守，阴阳隔绝。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三

中国有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
游记》，而我要说的，正是《红楼梦》。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他早年家
境富裕，经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但俗话
说“富不过三代”，雍正六年时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从
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曹雪芹因经历生活的巨大转折，深
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深刻的认知。他凭借
自己的经历，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历经多年艰辛，创作出了
这部伟大作品——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为曹
雪芹所写，后四十回为高鄂续写。

鲁迅先生、毛泽东主席以及众多评论家、文学家都对这本书
有很高的评价，它的艺术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红楼梦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作者共写了九百七十五人，有
名有姓的七百三十二人，无姓名称谓的二百四十三人。全书
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为明线，以贾、史、
王、薛四大家族为由盛到衰的过程暗线。作者选词都很谨慎，
预示着其未来的结果，如“贾史王薛”，代表着“血亡家
史”。

主要人物贾宝玉前世为神瑛侍者，衔着女娲所炼那块补天的
石头所化的通灵宝玉降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女儿是水
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
儿，便觉浊臭逼人。”我觉得这是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他见
的那些男人，每个都是阿谀奉承，看的是他家的是势力，他
反而觉得他身边那些姐姐妹妹们、丫鬟们对他倒是真心。

林黛玉前世是绛珠仙草，因神瑛侍者每天浇灌她，所以发誓
要用一生的眼泪来回报灌溉之情。到后来由于贾宝玉失玉导
致痴傻，贾家就趁机令他娶了薛宝钗，林黛玉并不知情，以



为贾宝玉违背了他们的海誓山盟，在哭泣中把那些代表自己
青春、爱情的诗稿全部烧毁。这也是全书最悲情的地方。薛
宝钗在与贾宝玉成家不久后，贾宝玉出家，留下她一个
人“守活寡”，孤苦终生，也成了这些封建大家族交易的牺
牲品。

曹雪芹用他的笔创造了一个可歌可泣的世界，欢迎你们来看
这本书。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四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黛玉低吟着的这悲
凉诗句一向被古往今来的独孤人士吟诵至今。似乎也暗示着
《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悲惨结局，以及其中蕴涵着的封建社
会独有的苍凉与无奈。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为清代的曹雪芹所著，
又名《石头记》，全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
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四大家
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大家族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
社会的腐朽与堕落。作者曹雪芹以他清新自然的笔触，将人
物刻画的入木三分；把事件描绘的淋漓尽致；对情节把握的
炉火纯青，令我钦佩不已。

记得初读《红楼梦》时，我是怀着一种压抑的情绪，对它的
兴趣也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王
熙风的心狠手辣都使我厌烦，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清
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可通过最近的细细阅读，随着见解的
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有了更深远的寓意，尝到了“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所包含的一个朝代和家庭兴亡盛衰的滋
味。

这本书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多愁善感、才思敏捷的林黛
玉；有豁达大度、雄心勃勃的薛宝钗；有尖酸刻薄、心狠手



辣的王熙凤；也有心直口快、开朗豪放的史湘云，其中我最
敬佩的便是贾宝玉。他善良正直，拥有一颗主仆平等之心；
他平易近人，对待别人友好和善；他自由不羁，敢于挑战封
建社会的制度。

这本书的故事件件耐人寻味。从《宝玉摔玉》中，表现出他
对世俗的鄙弃；对礼教的蔑视；以及对黛玉的痴情。从《黛
玉葬花》中，揭示了她多愁善感的性格；如履薄冰的生活；
以及像落花般漂泊无依的命运。从《宝钗扑蝶》中，说明了
她栽赃嫁祸的恶毒；追求爱情的勇气；遇事不乱的冷静。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五

秋风秋意吹起落叶片片，这样的时节最适合看红楼梦了，一
瓶王熙凤的油嘴滑舌，直率毒辣，体验林黛玉的少女纯真诱
惑视频为贾宝玉的不目光明和自由不羁。

生而有幸能一品中国名著红楼梦里的爱恨之巅，纵观林黛玉
初进贾府时，处处小心翼翼，也处处惹人怜爱，被质问及学
业时答四书的她发现园中的姐妹皆不曾深读过学，在陌生的
地方无依无靠，无读书无知己，他只能隐去光辉做一个寄人
篱下的小姐。

然而贾宝玉是一个厌恶官场的男孩，同样闯入了林黛玉的世
界里，从此也闯入了林黛玉的心里，因为她们有共同的赏读
的书，共同喜欢的诗句，诗人共同在桃花林下吟诵诗句，不
管世间道俗礼仪，他们超越了世间固化的观念，那也是因为
如此，所以便一眼可望见他们的爱情故事，不能善始善终，
终归是被固化的传统文化观念给拆散了。

但是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痴情更是令人惊叹，在听到林黛玉丫
头，紫雀谎称林黛玉妹妹要离开贾府时，贾宝玉便发了一次
狂，直到的确确认林黛玉不会离开后才渐渐缓了过来，贾宝
玉究竟是对林黛玉有多欢喜呢，一生做了两次狂，两次都是



为了林黛玉而狂，宝玉的喜与悲都来自林黛玉，林黛玉的悲
与喜也都是来自贾宝玉。

两个敢于挑战世俗与世俗追求不同的两个人却不能够走在一
起，这样的悲剧是观众所不喜欢也不愿意接受的，但在追求
名利以利益为上，近亲相结亲上加亲的时代，这样的爱情是
注定的悲剧，但他们有追求的精神却是永存的，从他们的语
言文字从他们的吟诗作对，从他们的诗情画意中皆可体现出
的淋漓尽致。

红楼梦教会我的是人生道路上直面自我的道理，更是勇于追
求探索自我的精神，幸好在最好的年华里，看到过了，品尝
过了红楼梦的爱恨痴情。在为人处事上，我们不能过多的学
习王熙凤，但是也要懂得变通，善于见风使舵。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六

文学史上《红楼梦》的成就达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
诗书也枉然”的极高评价。的确，《红楼梦》被称为我国长
篇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最高峰，它深远的社会影响不仅在于它
高度的思想性，更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红楼梦》讲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孤身一人来到贾
府后，渐渐与公子贾宝玉相恋，本是一段美好的姻缘，却因
凤姐从中使用掉包计和封建制度的阻碍，让宝玉娶了薛宝钗，
以致林黛玉吐血身亡，贾宝玉从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一部
《红楼梦》它是声声控诉，封建社会毁灭了多少人。可仔细
一想，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他们，结果和命运都是注定的，都
是无法改变的。

林黛玉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来到贾府，无依无靠，在这
里唯一能够给他温暖的就是贾宝玉的温柔以待，他们彼此喜
欢，却又因为世俗的眼光，封建的迷信，而无法在一起。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自己，我生长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生活在美满幸福的家庭里，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保持
浓厚的学习兴趣，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放飞自己的梦想。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七

又是一秋窗风雨夕，烟雨迷蒙，转瞬，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不解踪迹。只朦朦胧胧间，似听见：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宝玉悄问。

“谁知她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她藏奸“黛玉低眉言道。

这个“她”又是谁呢?原是那大观园中艳冠群芳的宝钗。自黛
玉同宝玉捧读了《西厢记》后，有感而发，于行酒令时，无
意说出了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心知肚明，却不告
破，只私下里教导了一番。又于一日，陪黛玉解解闷，问问
病情，同剖金兰，令其极为感动。

早先日子，钗黛两人嫌隙极大。一是瑰丽大方的牡丹，一是
清秀灵逸的莲荷。四时如画的大观园，因她们的存在而春风
洋溢。单论才思，各有所长;可若论性理，同言黛玉孤傲自许，
宝钗则知书达理。况木石前盟终不比金玉良缘，自是形同陌
路。

黛玉一梦只盼宝玉同己心，众人明己意，无数个不眠之夜，
总难自遣。宝钗则盼“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入深
宫，宠爱一身，可奈何梦难做主，亦随缘一生。两人虽诗词
同心，却终隔一程山水。

秋，是万物更生的季节，是时候一语真情了。“你素日待人，
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
奸。……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
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黛玉率



性直肠，足以打破多年隔阂，惺惺相惜。宝钗亦是感动，说
道：“我在这一日，我就与你消遣一日。”应了黛玉之约，
晚些再来。

只苦于天公不作美，负了二人的约定。夜雨昏昏，潇湘无力，
黛玉情知宝钗不来，取了本秋怨之词，感其悲凉，故拟《春
江花月夜》之格，作《秋窗风雨夕》，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不料宝钗又差人送黛玉些小东西补补身，黛玉又为极善感之
人，心渐渐回暖，忙令丫鬟给蘅芜苑的婆子赏钱打酒。

可再暖的茶终会变凉，再深的情也随光阴失了味，这一切终
是苦短的梦。人生无常，宝钗是第一个不辞而别的人。黛玉
虽是明白人，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知一切如浮云过
耳，可总难免悲切善感，不知所措。此一生便随贾府共浮沉，
“留得残荷听雨声”罢!

黛玉不怨谁，她这一生爱恨分明，也不过烟雨迷蒙，梦醒，
了无牵挂。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八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
述上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述了
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
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
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有
以神话故事中的女娲为开头引出着一故事——石头记。有以
甄隐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
不管是家族的，感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我不得不感激续者高鄂，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杯具，可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
女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杯具的终结，是她的幸
福。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
不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相比之下，应当说，宝钗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禁锢的女
孩，文中也没有提及她究竟是不是喜欢宝玉，只是明示了贾
府最高权威元春站在了宝钗的一边。没人会在意宝钗的意见，
她和宝玉一样。只是封建贵族制的牺牲品。

宝玉犯错挨了打，宝钗义正言辞，劝道“你是要改过了
罢。”于是她被学者定位封建统治的卫道士。等我们看到了
红楼的结局：黛玉的惨剧，宝玉的杯具，宝钗的闹剧。

我的意思是：假如有一种人生归宿能够选择，那么，死于悲
痛，比活在心如枯槁不发芽的灰暗生活里，更合我意。

林黛玉那种“碧云天，黄花地”的哀愁，并不是空泛无由的，
好的感情总是最接近人类美的本质。女子对此的追求要更偏
执些，注定也要受更多的苦。

宝黛二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感情是一种如此稀缺的资源，
除了珍惜，我们别无它法。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九

中国有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
《红楼梦》，部部皆是精彩绝伦，我最喜欢的是《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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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说来是一个柔
中稍稍带刚的男子，他的柔有部分是因为环境所致，他们家
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女性，掌管全家的也全是女子，自然而然
地就应了一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他们的家族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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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骗贾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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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黛玉又身亡，悲痛欲绝，出家当了和尚。
自从我看了《红楼梦》以后懂得了许多道理，我很佩服曹雪
芹，他可以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把里面的人物写得那么栩栩
如生，好像就站在我面前。我要向他学习，练好作文基本功，
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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