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章节的读后感和启示(实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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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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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红楼梦章节的读后感和启示篇一

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生活，将其攫取、裁
剪，再加以创造，《红楼梦》这幅画卷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
前。一经问世就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是
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

作者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另外还有芹圃、芹溪、
芹溪居士等字号。祖籍襄平。出生在贵族家庭，年仅十岁的
他亲眼看到家庭遭受沧海桑田的变故，对封建统治的没落命
运有了切身感受。从1752年起，他终于挥洒出一部不朽的现
实主义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有关爱情的小说，但作者并没有把着眼点
完全放在故事情节上，而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下足了功夫，显
示出高度成熟的艺术水准。全书共刻画了四百多号人物，不
同的身世命运，不同的生活情景，在曹雪芹的笔下，人与事
的来龙去脉，一概井然有序，从容自然。上至皇庭贵妇，下
至走卒车夫，其神色、语言及个_，都贾宝玉，荣国府的嫡派
子孙，衔玉而生。前世为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灵石。从小淘
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

贾宝玉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聪慧异常，出类拔萃，但他不肯
“留意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是大家庭中的宠儿，
但命运却不由得自己做主，与林妹妹相契相知，抒发真_情真



心意，却被逼着娶了宝钗，终离了俗世，走入茫茫大雪。

林黛玉，前世为三生石边的一株绛珠草，受赤霞宫神瑛侍者
的甘露之惠，愿跟其下凡还尽眼泪。她绝丽脱俗，雅若天仙，
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_孤傲，心思敏感，才华横
溢，个_纯真灵净，说话率直有时却也刻薄。她常怀隐忧，感
物伤情；暮春时节，见落花飘零，就锄坟葬花。最后黛玉泪
洒百日，泣血而死，还了前世情缘，留下悠长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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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小说家曹雪芹，早年经历富贵繁荣生活，后来家道中落，
生活日趋贫困。他有感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凶残和内部的分崩
离析，在评定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了《石头记》(即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创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
寻常。后来，乾隆年间进士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保留了
贾府被抄，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等悲惨结局，但贾府又终于
复兴，则违背了原作的本意。

读过《红楼梦》以后，感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无异于《刘姥
姥进大观园》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正是贾府烈火烹油，鲜
花着锦的鼎盛时期，而刘姥姥则凭着自己的花言巧语，把贾
府上上下下哄得团团转，更加客观的披露了贾府的奢靡腐败
之风。

《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对众多人物成功的塑造，
而每一个人物又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凤姐精明能干，办事
有条有理，但一生作恶多端;贾母体贴周到，和蔼可亲;贾宝
玉自由散漫，痴情重情;薛宝钗知书达礼，美丽大方……但给
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内慧外秀、惹人怜爱、楚楚动人、多愁善
感的林黛玉。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在，而且还体现在才华横
溢和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林黛玉有一张利害的嘴，正如薛
宝钗所说：“共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
世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很多



人认为，这是林黛玉“气量狭小”，“小肚鸡肠”的表现，
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林黛玉借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道出了
自己寄人篱下的感觉而已，更显示出她纯真、耿直的个性。

鲁迅曾经说过：“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
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了宫闱秘事……”而
在我眼下，却看见了宝、黛、钗三人的婚姻悲剧，封建贵族
阶级及其家族的腐朽…《红楼梦》包罗万象，生动的为我没
们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高尔基说：“书记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历史
的沉淀在吟唱：到书里去吧!《红楼梦》的精彩之处实在太多
了，值得我们读百遍!

红楼梦章节的读后感和启示篇二

龙禁尉，是皇帝的贴身侍卫官。这种官职的人，必须有几个
条件：一是皇帝绝对信得过，二是有过硬的武功，三是必须
是太监。这回书中说的是封秦氏的丈夫贾蓉为龙禁尉，而题
目却明白地写着是封秦可卿为龙禁尉。贾蓉是不够上面条件
的。秦氏人已死了，封她个名誉龙禁尉还说得过去。我有论文
《风月宝镜的深刻寓意》中，曾论证是封秦氏为龙禁尉。可
看。这里摘上一段：

宁国府的媳妇因与公公搞婚外恋被丫鬟发现而上吊死了,皇上
派了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暨文武大臣来祭吊，白漫漫人来人
往，花簇簇官去官来，把宁国府一条街也压断了。

这给宁国府增添了多大的威风啊!夫宁国府者，残酷剥削农民
之地也(从书中五十三回那张吓人的租单可证)，淫棍尤物集
聚之窝也，乱-伦丧德之窟也。秦氏之死，是贾府一桩腐朽透
顶的大丑事。贾府却把这丧事办得奢侈隆重，一来是为了掩
人耳目，以正面“美人”遮盖背面“骷髅”;二来是显示贾
府“百尺之虫，死而不僵”的贵族气派。皇帝老爷给这样的
大丑事派出他的全权代表(戴权者，代表皇帝之大权也)来吊



丧，说明他不了解情况，昏庸而被蒙蔽。

在吊丧中，皇帝还大开龙恩，以一千两银子的最低价格，把
龙禁尉这种神圣的、皇帝贴身的侍卫官儿，出售封赠给死者
秦可卿，既使这个冤死的女人获得平反昭雪(因为她的.上吊，
罪魁祸首是贾珍)，更增添了贾府的荣光。或曰：弄错了吧，
书中戴权答应贾珍的是，给贾蓉补一个龙禁尉的缺，而非秦
氏埃答曰：没有弄错，封龙禁尉的是秦氏，而不是贾蓉。书
中第十三回秦氏灵堂大门前金牌上，书着“防护内廷紫禁道
御前侍卫龙禁尉”，如果说，这里是指贾蓉，那么，僧道榜
上写着的“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
门秦氏恭人之丧”，是指秦氏大概不会错吧。如果这里的文
字依然可以理解成是指贾蓉的话，那么，这回书的题目“秦
可卿死封龙禁尉”，写的确确凿凿，该不会有错吧?其实，前
人读《红楼梦》，都是认为封龙禁尉是秦可卿。

如西园主人咏秦可卿的《菩萨蛮》中，就有“只落得当日恩
赠卿卿，是禁尉龙封”的看法。书中确有一节文字：贾珍向
戴权提出想给儿子贾蓉买官，戴权答应说有个龙禁尉的缺，
叫贾珍写个履历来。好像是说是贾蓉补龙禁尉的缺。其实不
然。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戴权为贾蓉补龙禁尉缺
的事，被皇帝知道了，皇帝要亲自封赠贾蓉之妻秦氏为龙禁
尉。其二是，作者耍了狡猾之笔。因为皇帝封赠一个死了的
女人为贴身侍卫，并非是光彩的事。若明明白白写出，恐犯
文-字-狱。便用了矛盾的笔法，略加遮掩。皇帝亲自封赠的
龙禁尉，必定是秦可卿，而决不是贾蓉。

这无可怀疑。这不是笔者的任意想象。在书的第5回中，作者
通过秦氏房中的种种摆设，海棠春睡图、武则天、飞燕等等，
已暗示了秦氏和皇帝的风流事了。幸好深宫中的皇帝，官僚
主义严重，不了解秦氏的隐私秘事，否则，贾宝玉、贾珍要
倒大霉，说不定贾府还会遭受灭门之祸呢。仅此一事，就看
出曹雪芹笔法的厉害。揭露皇帝“美人骷髅”的双面人格，
揭露宫廷此种见不得天的丑事，含蓄、辛辣、尖刻。既可逃



避文-字-狱，又使“能解其中味”的读者知晓皇帝的人格。
呸，盛世的明君贤主，原来是如此货色!

初读《红楼梦》第十三回，以为作者只是写秦氏的丧事和凤
姐理事。多次细读才发现“死封龙禁尉”的深刻内涵。《红
楼梦》的笔法真绝啊!

按：第五回秦氏判词“造衅开端实在宁”，曲子“家事消亡
首罪宁”，是一种提示：贾府后来遭大祸几乎灭门，其根本
原因是因为宁府出了这种欺君大罪。有人捡举了天香楼案，
宁国府丑事大暴露，皇帝吃了这种大醋，龙颜大怒，贾府因
此遭殃。曹雪芹原著必有此情节，这“造衅开端实在
宁”，“家事消亡首罪宁”的话方有着落。

红楼梦章节的读后感和启示篇三

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键。
你会写红楼梦精彩章节读后感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红楼梦
精彩章节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红楼梦》，一部含笑的杯具。《红楼梦》不只描述了一个
封建贵族家庭由荣华走向衰败的三代生活，并且还大胆地控
诉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和堕落，指出他们的种种虚伪、欺
诈、贪婪、腐朽和罪恶。它不单指出这一家族的必然崩溃和
死亡，同时也暗示了这一家族所属的阶级和社会的必然崩溃
和死亡。曹雪芹笔触下所创造和热爱的主人公是那些敢于反
判那个垂死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贰臣逆子;所同情悼惜的是那些
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所批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
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一边是木石前盟，一边又是金玉姻缘。
一边是封建社会下必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是心驰神往的
自由之身。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为我们展现了这场无声
的较量。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杯具感情故事浓缩了这场较量的
全部硝烟，“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质本



洁来还洁去”，在应对封建礼教下的种种迫害和冷漠，甚至
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质本洁的追求始终不弃。我们感叹贾、
林两人感情的杯具的时候，看到了造成杯具的一个重要因素：
林黛玉的清高的个性，她的个性与当时的世俗格格不入，无
法与社会“融合”，她的自卑情结正是她自尊的体现，也是
她杯具的开始。

《红楼梦》中她葬花的一段情节，是她的个性体现的焦点所
在。她的自卑、自尊、自怜在她的《葬花词》中袒露无
遗：“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年三百六十
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
空枝见血痕。”“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
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捧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
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
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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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假真真，让人琢
磨不透《红楼梦》中的一切，林黛玉作为灵魂人物，她与常
人不一样，她就是她，一丛清高孤傲的、孤芳自赏的空谷幽
兰。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是命运所赐，也以此写成了她的命运。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题记

大观园里斑驳的树影，寂静的幽亭犹在，却觅不到曾经的绯
影衣香，一颦一语，漫天落英的飘散，诉说了谁的忧伤。花
开，一个美丽的开始;盛，一个繁荣的象征;谢，一个个生命
的离开;葬，一段感情的消逝，更是一个家族一个王朝的陨落。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梦里花落的多少日夜，
是谁感叹又是谁无奈。花会再开亦会再败，谁也扭转不了这
世间的生死轮回，我忧伤，等依安慰。依不在，谁能懂我心
扉。多么美的青春，多么美的人世，却没有你的陪伴，我惶



恐，我徘徊，我等待，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完的情丝，断，
给悲伤一个完美的终结。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未被温。”桃花散去千秋梦，
也换不回曾经一点情。酒不醉人人自醉，心不颤抖人自颤，
潇湘馆的声声夙怨，怡红院的阵阵叹息，淹没了一个世界的
温情。青灯照壁，泪眼朦胧，任雨敲打着窗，我沉沉入睡，
听不见耳旁你的呼唤，你的叹息，我就这样离开，不，我没
有离开，我从未离开。

美梦终究成为一场空，韶华落尽，黛玉离开，宝玉出家，金
簪葬雪，人泪葬花，空留宝钗独守空房，昔日遗腹已长成人，
今日谁与相告，一切已非旧时风景。家族堕落，更变朝代，
人已逝，梦已空。“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
尽头，何处有香丘?”

梦里几度回红楼，诉不完离殇，剪不完忧愁，还是年少，只
能懂所谓的落魄忧愁，也许只有人到中年，才会有“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受吧!

有人向你借钱，借不借?借多少?

借钱可谓考验当代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第一杀手，想和谁绝交，
就朝他借钱。因为说好的三天还，三天后不仅钱没了，可能
连人都不见了。当然，也有帮人与危急之中、知恩图报。
《红楼梦》中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刘姥姥因年成不好，没钱过冬，思索一会，能跟贾府王夫人
祖上连过宗，便来到贾府“打秋风”。

凤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
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
是。但如今家内杂事太烦，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
是有的。况是我近来接着管些事，都不大知道这些亲戚们。



二则外头看着这里烈烈轰轰，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
与人也未必信罢。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
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
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罢。
”

这里凤姐先去请教长辈王夫人，搞清楚关系;然后说了很多台
词，一用于寒暄，一解释为什么给钱。因为开口之前凤姐已
经确定这钱是要给，但是又不是那么容易给。

第一层，亲戚间本来应该照应，但是关系比较远亲戚，不走
动不大知道;第二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家里也有难处。第
三层，既然开口来一趟，再难也不能让你空回去。

二十两银子，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红楼梦》中二十两一
共出现21次，其中跟贾府有关的有：刘姥姥这次借得二十两;
贾母给宝钗、王熙凤过生日拿出来二十两;螃蟹宴一顿花费二
十两左右;贾瑞去世，贾赦、贾政、贾珍赠银二十两;赵姨娘
兄弟去世赏银二十两。

可见二十两对贾府来说或许是定例，适用于一般性的随份祭
祀。螃蟹宴借刘姥姥之口，说明二十两够庄家人过一年的花
费。

对于借钱，借不借、借多少都很有讲究。数目不多且对于被
借者有足够余力，可以施与援手，毕竟帮人也是帮己;在借钱
行为中，实际上最关键的是对于借者，刘姥姥并没有因为贾
府豪门大户，就觉得理所应当，不久就用瓜果蔬菜作为回报，
最后更是救凤姐女儿巧姐于危难之中，正是“偶因济刘氏，
巧得遇恩人。”刘姥姥人穷志不短的品行，才是给那种总觉得
“你弱你有理，你强你应该”的人狠狠一个耳光。

觅入红楼的辛酸，融进太虚的真假，探破风月宝鉴的无奈，
泪感木石前盟的真情。愤慨金玉良缘的诛心，力受曹先生的



茫然。似苍穹无怜悯，恶毒地演上两位情钟人的痛苦与绝望，
一个家族的甘辛与兴亡。

书中人物对风月的沉沦与迷陷，痴情与惘怅，终未了，命还
早。风月宝鉴神现，道出多少人悲剧的迷恋，徘徊于情与命
的抉择。择命保全万境，只是丢下了最不愿撒手的夙愿与挂
怀。择情，故然了解一厢情愿，只是豁了命，即是舍了情。
正照风月鉴，一美人即让人神魂颠倒。照反面，一骷髅，恐
吓反是镇魂之宝，让己从迷魂圈中逃出，此物无它用，只警
世人莫妄动风月之情，否则跌入深渊百般不得一现。看此书
亦当从背面看，虽不明全意，倒有三分解了。

飘飘然乘云步入太虚幻境，却见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等字眼，
逐令人缱绻难舍，含英品悟，一丝潸潸的泪挤满了眼眶。木
石前盟，乃黛玉与宝玉前世之会，绛珠下界赴约，还泪以报
灌溉之恩，本欲为眷属，无奈金玉良缘的强迫使其心绞。看
似金玉其外，实则败絮其中，让多情者心夹杂，紊乱。曹先
生更是借此叹息，“无材可去补苍天，枉活人世许多年”的
惭愧。更是对当时封建礼教社会的痛恨咒骂，以及其给百姓
带来的压迫，更兼必将走向灭亡的趋势。

太虚幻境融入梦，述尽尘寰多许愁。多情人心述衷情，倾情
意女锁阁楼。高浪腾卷一厢愿，为寻此愿踏小舟，木石前盟
终不忘，金玉良缘淙淙忧。风月宝鉴怜正照，赔了性命失情
柔。何苦生至官宦家，日日琐事眉头皱。潋滟天光凝万物，
多番滋味聚心头，宝玉无可补苍天，绛珠多感情万种。封建
力催人憔悴，先生欲向天阙走。普及众生捐国力，奈何此路
终甚陡。抱恨著此红楼梦，辛酸泪缀眉头皱。

《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首，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
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着重描写贾
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

读完红楼后，我觉得有无奈和悲伤，为黛玉而伤，为宝钗而



悲。她们的悲和伤，看上去似乎都是宝玉造成的，但谁又能
说不是当时的社会间接造成的呢!倘若没有世俗羁绊，黛玉又
岂会在无数个夜晚哭泣?黛玉内心所有的伤，所有的不安，都
是为了这段情。

倘若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宝钗怎会被一段金玉良缘所负，
误了一生。在袭人拜托湘云做鞋子，宝钗知道湘云银子少，
所以将哥哥铺里的螃蟹拿给湘云请客。这些无不能看出宝钗
心思之细腻令人不得不服。在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中，大家伙
行令时，黛玉只顾怕罚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句子说
了出来。事后宝钗找黛玉谈话，表示理解她，从此宝黛成了
知心姐妹。再有就是尖酸刻薄的赵姨娘因为宝钗送了些东西，
都称赞她，人好又大方，会做人。所以说，她本不应是依靠
谁而活着的女子，是封建礼教迫害她一步步成为了有私心的
人。尽管如此，她也从未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她只是明哲
保身。所以不论别人如何黑化她，我都坚持认为她仍是那个
在大观园中豁达大度、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

一部红楼，浩浩荡荡成百上千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
念。忘不了功名富贵，忘不了爱恨情仇，正如“天下熙熙皆
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嚷。”

红楼中令我浸湿眼眶的是，黛玉形容憔悴，躺在潇湘馆的病
榻上，万念俱灰时，留下一句不完整的遗言“宝玉、宝玉，
你好……”之后，浑身冷汗，气若游丝，最后一点余温亦消
失殆尽。或许她是带着对宝玉的恨离开的人世，她不恨宝钗
不恨贾母，只是恨宝玉没有遵守承诺。又或许她是带着对宝
玉昔日的山盟海誓去往的天国。“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
侬知是谁”，也许她已经预感到了一切。但不管怎样，她的
离开并没有引起轰动，说是悄悄的也不为过。我心痛，却无
能无力，也许黛玉之死，是一种解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终有曲终人散之时。

曹雪芹在小说开篇便说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
处有还无。看完这本书，感觉像是一场梦，但这场梦太真实，
似乎我经历过那些恍如昨日的故事，也似乎懂得那些岁月里
的谈笑。红楼人物之多，像是浓缩了世上每个人的影子，总
能在这或者那里看到自己，那里有人间百态，世间万象。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所以，《红楼梦》
的悲剧美，才会在一旁观看的我们感到震撼与悲痛，和无法
自拔的深深陷入。

红楼梦章节的读后感和启示篇四

今年暑假我读了几本书籍，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读完它后我感触很深。

要说说我的感受，当读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多愁善感
的黛玉时，总会情不自禁的落泪。一定是”心较比干多一窍，
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她令我产生了无比的怜爱。无论是自己
的离别伤心事，还是草木枯荣，四季更替，她都会黯然泪下。
也许她真如书中所写的绛珠草，来到世间”还泪“一般。她
真实的向人们展示了那水一般的柔肠，她对于一切世间的`丑
陋、难堪，就只能是暗自落泪，这不禁让人觉得又爱又恨。
书中另一个主人公是贾宝玉，他虽不是女孩但一样是那么细
腻柔肠。他与那些灵气、清秀的女孩相差无几。宝玉厌恶”
男尊女卑“的思想，他对丫环毫不歧视，反而他会挺起胸膛
保护她们、怜爱6她们。当宝玉得知无力帮助她们时，他伤心
欲绝。他追求完美，追求独到的美!内心的美、行为的美，他
的身上总散发着一种别人没有的美。他不是一位女子，但它
更像一位愿意拯救那些女子的”美“的勇士!另外，薛宝钗那
宽豁开朗的胸襟无疑让人产生敬佩之情。而心狠手辣的王熙
凤恰恰相反，心胸狭窄，贪财，泼辣让人发指!

这些人物形象都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文



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切事物虽然都会消亡，但人性的善
良和秀美总是人心所向希望追求的。

文档为doc格式

红楼梦章节的读后感和启示篇五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
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红楼梦章节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
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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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莎士比亚比作高山，我认为曹雪芹是一个大海。山再
高，终有人可以登上它的顶峰，而大海，要想探究她的深底，
却非常之难。“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在写这部书时，用了“谐音寓意”的
手法，他把贾家四姐妹命名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这
是谐“原应叹息”的音；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
姑让他饮的茶“千红一窟”，是“千红一哭”的谐音，又让
他饮“万艳同杯”的酒，这酒名是“万艳同悲”的谐音，这
样的手法几乎贯穿了全书。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黛玉低吟着的悲
凉试句一直被古往今来的独孤人士吟唱至今，这句诗出自曹
雪芹的手笔，似乎也暗示着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悲凉结局和它
之中蕴涵着的封建社会独有的苍凉和无奈。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巨大的，这首先体现在典型形



象的塑造上，它探索到人物灵魂的深处，描写了不同人物的
精神面貌，塑造出不同的典型。这一大群性格鲜明，有血有
肉，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道瑰丽的艺
术画廊。在这一人物群中，不仅有大家闺秀，豪门公子如主
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

《红楼梦》中除了众多的人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还
有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他没有明说，但通过这成
百的众多人物的神志，语言，动作，心理活动表现的惟妙惟
肖，一个庞大的繁荣的贵族大家庭，到后来的家破人亡妻离
子散的下场，我们不难看出封建资本家的腐败无能以及封建
社会的黑暗和不长久，文中描述了如林黛玉，贾宝玉………
这样的“叛逆者”的形象，他们的爱情没有结果，甚至可以
说凄惨，但他们代表的是新生命，敢同顽固势力作斗争的新
主派代表，我们都江堰市知道林黛玉的眼泪，但也知道她的
尖酸刻薄以至使别人都嘲笑她挖苦她，我们也知道贾宝
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须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哪管世
人诽谤”纨绔子弟的形象，他们鲜明的人物性格也使黑暗中
有了一丝亮光，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