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后感唯美句子 红楼梦读后感
(汇总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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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唯美句子篇一

《红楼梦》是从我读初中就想读的一本名著，一直到现在，
我才读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我的一位朋友
说，里面心计阴谟太多，故事里的社会太黑暗。其实我觉得，
《红楼梦》真实的写出了古代，以贾宝玉为主的，三大家族
的发展史。

曹雪芹，又号芹圃、芹溪，是清朝乾隆年间人，他写了四大
名著中的《红楼梦》中的前78回，虽然没有完整的，但在这
些残缺的手抄本中仍是表达出了，他想表达的社会。有人说
曹雪芹他是借鉴了自己家族的兴亡和自己的遭遇才写出了这
么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
争的牵连，曹家遭受多次打击，曹頫被革职入狱，家产抄没，
举家迁回北京，家道从此日渐衰微。这一转折，使曹雪芹深
感世态炎凉，更清醒地认识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实质。虽然他
生活一贫如洗，但他却能诗会画，并擅长写作，他凭借他坚
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红楼梦》的写作和修
订，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出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
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使《红楼梦》以其丰富的内容，
曲折的情节，深刻的思想认识，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
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红楼梦》中，在开始几回中，有介绍到书中的主要的四个



大家族的发展，分别用了四句诗“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
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
现原籍住者十二房.)；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
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
原籍现居八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
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在籍.)；丰
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
帑银行商，共八房分.)”在其后的几回中，也又有写道，此
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结局，作者用了宝玉做梦到了仙处看到
的来做出引用，说出了“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
中挂，金簪雪里埋（一四句写了宝钗，二三句写了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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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王熙凤，贾家败落，她凄惨的死
去）”……很多地方都用委婉的诗句表达其寓意，让人感觉
永远都猜不透、弄不清。还有在第五回中，也有写道“[终身
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
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写了宝玉与黛玉宝钗三人爱
情悲剧的感慨）”；“[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
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
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
人世，终难定！（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世事难料，
书中的人物的命运多变，让我感觉很难琢磨。在书中，有四
回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因为四大家族的关系密切，也
为了自己以后的生活，不得不乱判，那个和尚的话语是在不
断提醒，四大家族的与众不同，是不是一般人能得罪的。间
接的表达了，有些是无奈的。

《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描写，像宝钗，内火重，在他生病
时，宝玉和黛玉去看他时，那一段介绍他吃的药的难配，是
很难求得的，从中可以看出这些一般普通人家根本无法找到
的药，显出了各个阶层的差别之大。黛玉的多愁善感和有时
候会为宝玉而有些闷闷不乐，黛玉也是从一开始被大家疼到



因为他的个性而最终渐渐被冷落，有些很现实，即使是在富
贵人家。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构成他性格
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
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
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
与他们接触拜会。林黛玉，可由“凄美”二字概括为其特点。
“凄”则主要表现在林黛玉的“身世凄凉、纤弱多
病”，“美”则表现在“外在、内涵、艺术”这几个方面。
两者相加就构成了林黛玉“凄美”的悲剧形象。林黛玉无论
在外在还是内在，都显出了她的凄美。王熙凤作为荣府“总
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因为她生性尖酸刻薄，到最
后却害了全家。他深得老太太的喜欢，在家大小事都由他说
了算，但是赵姨娘却说他是把一半家产搬到娘家去了，这才
是他的目的。宝钗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
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和颇深的城府。
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同时，贾宝玉的经历，正像霜花一样，荣华一时，转瞬即逝。
因此，曹雪芹用一幅对联概括了《红楼梦》故事：原应叹息
春风晚，差忒情欲巧妙云；横批：情不情。还有一句弦外之
音：一切都像云（史湘云的谐音）一样被西风（王熙凤）吹
去了。

毛泽东也曾说过，《红楼梦》“不读过五遍的，没必要发表
评论。”其实使这样，虽然我只读了一遍，但是我已经从中
了解到大概的故事，但是却不能完全了解，只是知道一些皮
毛。鲁迅先生也曾有过评价，“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
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
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
新鲜。……”（《中国小说史略》）又从另一角度来评价他。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曹雪芹所经历过的一切，才能
写出亦真亦假的、吸引人的小说。《红楼梦》从头到尾都用到
“他”来表述，又有着不同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直白，又增
添了几分趣味。



红楼梦读后感唯美句子篇二

早逝既是林黛玉的'不幸，又是林黛玉之幸也！不是我残忍，
喜欢看别人的杯具，且听我细细述来。

如果黛玉还活着，以她瘦弱的身子骨，你能想像她看着宝玉
与宝钗过着幸福的生活，在她面前炫耀时悲痛的模样吗？再
者，她能理解贾府被抄的打击吗？我想，非也。

在宝玉拜堂成亲的那一刻，高鄂将高傲孤僻的黛玉写得那么
微不足道，她没有笑着离开，而是指天哭地地走了，如果是
那样的话，她还是我们所认识的黛玉吗？不是。我觉得曹雪
芹本意非此。

现实世界本来就不应是非黑即白，也许历来许多人悲叹黛玉
之身世，可谁又能确定黛玉不是世间的幸运儿呢，毕竟爱过、
痛过、哭过、笑过便是人生，既然尝遍人生之酸甜苦辣，亦
没有白走世间一趟。她的生命在故事最华丽之处结束，如昙
花一现，留下世人的无限唏嘘，也是一幸事呀。

所以，早逝既是林黛玉的不幸，又是林黛玉的万幸啊。

红楼梦读后感唯美句子篇三

她，红楼女子，名黛玉。一笑温文而雅，一笑千尘。

林黛玉初入贾府，王熙凤，心中虽觉她放诞无礼，但还是"
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与前文所述"步步留心，时时用
意 "相照应，足以显示出她——林黛玉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
不得不乖巧，懂事。她在这气派阔绰而有着封建社会缩影的
荣国公府里， 在这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中，黛玉自有着自尊笑。

在《林黛玉进贾府》文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曹雪芹用"两
弯似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态，娇袭



一身 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娇花照水，行动处是
弱柳扶风。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来描述她。
这是曹雪芹笔下的黛玉，更是宝玉眼中时她。温文尔雅一笑，
是她动人的地方。但 黛玉却不知道，正是这一笑，点燃了她
与宝玉之间悲惨爱情的导火线。在荣国公府这一骄奢淫逸的
生活环境中，黛玉这一笑显得十分诚挚。不是王熙凤，每一
笑都意味深长，背后都常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虽然我未读完全本，但仍记得"探宝钗黛玉半含酸"中的情 节。
在黛玉去探望宝钗时却恰恰看见了贾宝玉，当时便笑道"早知
他来，我就不来了。"一个微笑，尴尬而不失礼貌，但却又充
满醋 意。在这荣国公府，宝黛日渐生情，贾母却看重宝钗。
三人之间终究起了棱角，但寄人篱下的她，心知肚明。她的
这充满醋意的笑让人产生心庝之意。

林黛玉的每一笑都表现出她的自尊，她的自爱，以及满心的
委屈，更揭露了这个封建传统思想礼教的社会。

红楼梦读后感唯美句子篇四

“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
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
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
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薛宝钗能与林黛玉并肩
金陵十二钗之首，容貌必是非凡，且品格端方、博览宏览。

但是在很多人眼里宝钗是一位圆滑世故、自私而又冷酷的女
子。确实宝钗并不同于黛玉，她生于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
这样的身份背景使她不能像黛玉那样纯真浪漫的生活，使她
在少女之时便成长起来。她早已懂得现实，懂得运用一切来
保护自己。

她圆滑，在贾母给她过生日问她爱吃什么东西，爱看什么戏
时。她便按照贾母的喜好回答，并用好话奉承贾母，获得了



她的称赞。她冷酷，当金钏儿投井自杀后，她安慰王夫人说：
金钏不会自杀，如果真是自杀，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
不为可惜，多赏几两银子就是了。这样的宝钗令人寒心。

但是这样冷酷的宝钗心中也有着一片美好。当宝钗怕自己打
扰宝玉与黛玉，准备返回时，忽见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
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她便起了兴致，往草地来扑。这一情节
显露了宝钗那成熟稳重的内心深处，也存留着那种天真活泼
的情趣，这才想起宝钗也不过一个少女，却生生逼着自己成
熟。这样的宝钗令人心疼。

宝钗处事周到，体贴关心别人，帮助他人。当袭人想昂求湘
云替她做些针线活，宝钗知道后，马上向她讲明史湘云“在
家里一点做不得主”“做活做到三更天”，并主动接去了活
计。湘云也曾称赞宝钗：“这些姐妹们，再没有一个比宝姐
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样一个亲
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宝钗的善良即使是对
大观园的下人，她也能关心他们，体谅他们的难处。这样的
宝钗又引得人们喜爱。

而且宝钗才华横溢。在惜春画大观园时，因地形复杂，大家
都束手无策时，她能够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的关键。她还有
很好的理家能力，当王熙凤因流产不能管家时，她受王夫人
之托，将大观园管理的妥妥当当的。这样的宝钗令人信赖。

我认为薛宝钗是一个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的女子。她不讲究
富贵闲妆，衣着简朴，她品行端正，拥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但是她生于那个社会，生于那个时代，难免被那时的封建礼
教所束缚，变得理性，变得冷漠，或许她本应是一位天真烂
漫的可爱少女，无忧无虑。

红楼梦读后感唯美句子篇五

红楼梦，千古奇书！



看了红楼梦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复。我看见了形形色色的
女子，但其中只爱一个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
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
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
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好一个娴静如水的颦颦。

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画意，
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
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入骨
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解
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
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

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
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
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
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患失。

于是她无奈着“天尽头，何处有丘”，悲哀着“三月香巢已
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
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
来”的凄凉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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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有那么多的人
在研究《红楼梦》。我最喜欢的要数那句：花谢花飞飞满天，
红绡香断有谁怜。

《红楼梦》好一场黄粱大梦！

红楼梦读后感唯美句子篇六

今天我再一次阅读了四大名著之一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
与书里其中一位主角王熙凤亲密接触，让我真正品味到一个



人怎样做人，才能被别人所尊敬；一个人挖空心思算计别人，
但最后却落到被后人所耻笑，我的灵魂也深深地受到了震撼。

《红楼梦》是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生活的
缩影，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主线，以荣宁二府的盛极而
衰的过程为副线，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组成了一个
有序的网状结构，为我们展示了广阔又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
腐朽生活画卷。

《红楼梦》中刻画了四百多个人物，不同人物有着不同命运，
活灵活现，其中王熙凤给我的印象最深。她与别人不同，在
她的身上有着两面性，她擅长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
观虎斗”之计，挑唆秋桐与尤二姐互斗，自己却展现出大度
的一面，退居其外，最后是二人双双去世。这显示出，王熙
凤足智多谋，有策略，有心计，在处理大小事务时，井然有
序，圆滑应对，深得长辈喜爱，也难怪伟人毛主席曾称赞她
有战略头脑。但是在施展策略与心计时，我认为还是要按道
德行事，不能勾心斗角，挑拨离间，为人要有诚意，要懂得
怎样才是对的，怎样才是错的，光明磊落，光明正大地做人，
不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
报，而是时候未到”，这句话正印证了王熙凤的悲惨结局，
老天爷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不会亏待一个人，也不会过多地
奖赏一个人。

虽然王熙凤十分阴险狡诈，但是说实话她的聪明才干却让我
佩服。这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他脑中同样蕴
藏着令人钦佩的策略与心计。不是吗？诸葛亮得知司马懿已
率兵前往阳平，可阳平的大部分士兵都已出去打仗，只留下
了五六百人，于是他就在情急之下，让士兵在城门口排好两
路纵队，而他坐在城楼上，弹起了古琴，沉着冷静，琴声不
乱。两个小童在他身旁站好，城门打开。司马懿到达之后，
看见了这一场景，怀疑孔明肯定在城内布下了陷阱，立刻调
转马头，回魏国去了。诸葛亮就是利用司马懿疑心病很重的
这一缺点，布下“空城计”，救了阳平。可后人却对诸葛亮



有着很高的评价，那是因为他的策略与心计上闪烁着善良的
金光。

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个是为了顾全大局，虽然两者都
十分聪明能干，虽然两者都是有策略与心计的人，虽然……
尽管有一万个相同点，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善
良能给人们带来多少好处，多少快乐，善良的策略与心计能
给多少人带来温暖，既然有这么多的益处，我们这些小学生
就要从中吸取营养，给王熙凤的策略与心计穿上“善良”的
外衣，然后移植到自己脑中来，为社会创造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