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后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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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薛蟠是个呆霸王，这是红楼梦对薛蟠的评价，此人自恃家大
业大、有钱有势，便无法无天。打死了冯渊之后，带着美妙
可人的英莲扬长而去。后来便来到京城，寄宿在姨父贾政家
中，小日子过得更加妥帖安稳。

薛蟠喜欢英莲，那英莲人长得漂亮，小时候就“生得粉妆玉
琢，乖觉可喜”，宛如一个银娃娃似的，到了大了，更是青
春可人。后来在出场，便改名叫做香菱，后来在第七回中这
样写道：周瑞家的听说便转出东角门至东院，往梨香院来。
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名金钏儿者，和一个才留了
头的小女孩儿站在台阶坡上玩。……说着，周瑞家的拿了匣
子，走出房门，见金钏仍在那里晒日阳儿呢。周瑞家的因问
她道：“那香菱小丫头子，可就是常说临上京时买的，为她
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金钏道：“可不就是。”正说
着，只见香菱笑嘻嘻地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她的手，细细
地看了一会，因向金钏儿笑道：“好个模样儿，竟有些东府
里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钏儿笑道：“我也是这么说呢。”
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父母
今在何处?今年十几岁了?本处是那里人?”香菱听问，都摇头
说：“不记得了。” 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听了，倒反为叹息伤
感了一回。

好一个香菱，历经磨难，在贾府众人眼里，居然有东府里蓉
大奶奶的品格。蓉大奶奶就是秦可卿，她妩媚有似宝钗，袅



娜如黛玉，薛蟠见了，自然是喜出望外。不过大观园里，还
有一个人格外喜欢小女生，此人就是贾宝玉。而且贾宝玉和
香菱有交集，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
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
放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
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
的事。你瞧瞧，你这手弄的泥乌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
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开。二人已走远了数
步，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话，扎着两只
泥手，笑嘻嘻的转来问："什么?"香菱只顾笑。因那边他的小
丫头臻儿走来说："二姑娘等你说话呢。"香菱方向宝玉道："
裙子的事可别向你哥哥说才好。"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
道："可不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说着，也回去洗
手去了。

可见薛蟠之所以后来讨厌香菱;

其一，喜新厌旧，那个时代的有钱有权的人，又是独子，早
年失怙，性格就蛮横无情。香菱再好也只是个丫头，薛大傻
子因为夏金桂打香菱那场，薛姨妈说“她不好，也不许你打，
叫人来卖了，大家干净”，薛姨妈虽是气头上，也是真的起
了要卖香菱的意，可见奴隶身份之低。要打要骂要卖都随主
人家，有点天经地义的意思，法律不保护。

其二，夏金桂长得漂亮。夏金桂出身富贵皇商家庭，生得颇
有姿色，也颇识几个字，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女孩，刚开始
薛蟠自然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丢了。当她作了薛蟠
的妻子,“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儿时腼腆温柔,须
要拿出这威风来,才钤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
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又见有
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第79回)有夏金桂的添油加
醋，自然让薛蟠格外的理直气壮。



其三，薛蟠觉得美丽的香菱有一腿。当日香菱和贾宝玉在草
地花丛中玩“夫妻橞”“并蒂莲”弄脏了石榴裙，二人有一
定的情感纠葛。薛蟠虽呆，可是眼见着这么好的女人落入宝
玉之手，自然心里不平。对宝玉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
因此一腔怨气只有撒在香菱身上。

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
又遇着他”。

贾宝玉和林黛玉，一个是神瑛侍者，一个是绛珠仙草，因为
神瑛侍者的悉心照料，这株仙草修成了女体，她决定用一生
的眼泪来偿还他，来感激他。随后，便与他一起下了凡，这
便是为什么贾宝玉出生时嘴里会含着通灵宝玉，林黛玉一生
流的泪最多的原因。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便觉的很熟悉，
仿佛在哪里见过一般，这也暗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
让人很是羡慕。

在《红楼梦》中，有不畏世俗的贾宝玉；有善良乖巧的林黛
玉；有城府颇深的薛宝钗；有心狠手辣的王熙凤；有正直爽
快的探春；有富贵荣华只是昙花一现的元春······他
们各有各的性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贾府的四个千金：
元春，迎春，惜春，探春，含有“原应叹息”之意，他们的
遭遇各不相同，但都是由于封建制度所造成的。

由于薛宝钗的出现，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带来了巨大的
影响，他们的爱情也因此受到了考验。在贾黛刚见面时，他
们对双方都产生了好感，也为后来的情节发展提供了线索，
但在贾母他们看来，林黛玉很是乖巧，但因染疾在身，无福
消受，所以，他们认为，薛宝钗与贾宝玉才是天造地设的一
对。但骄傲宝玉和林黛玉二人爱的死去活来，所以，王熙凤
便安排了一个局，让贾宝玉和薛宝钗结为连理，等贾宝玉知
道，事情已成定局，无法改变。黛玉焚稿也成了这本书的经



典之一，这是一个痴情之人最痛苦的做法。终于，在一声声
宝玉中死去，贾宝玉也出家成了和尚，只留薛宝钗独守空闺！

贾家灭亡，王熙凤首先遭到了报应，只得将唯一的女儿托付
给王姥姥，她整天在后悔中度过残余的人生。

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轻合书页，拂去眼角滑落的泪珠；回忆情节，有事一篇难忍
的.伤心泪流。

在泣什么呢？是为贾宝玉、林黛玉的有缘无分、生死相隔，
还是为俏丫头晴雯含冤而终太多太多的离别伤感，为谁流泪
已不再重要，心中明白便好。

从小就知道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仅仅，因为她属于
高中必读书籍之类，变不情愿地捧起这厚厚的一本，翻开，
阅读，但只一眼，我便被她吸引，对她情迷，突然有了种不
枉高中行的念头。下课不再与人聊天，甚至厕所都懒得去了，
只为多看个一两页，回到家不再立刻上床睡觉，却是做了书
虫，只为她熬至深夜，也在这深夜中让心情跌宕起伏。其中
的儿女情长虽显小气，却正对了心思细腻、情感丰富的我的
胃口。其中水做的女子也叫会了我很多女生本应有的品质。

孤傲却不乖戾的林黛玉教会我做人不卑不亢，要懂得矜持。
但她泪尽而逝的结局也同样告诉我，要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
来，藏着于人于己都不利没到头来也是害人也害己，只会落
得个香消玉殒。娴雅有的人心的薛宝钗告诉我要对人好，人
家才会对你好，真心的替人着想才会深受大家的喜爱，同样，
她也让我明白，与一个没有共同理想与兴趣并且不爱自己的
人在一起，结局的凄凉可想而知：独守空闺，抱恨终身，最
终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八面玲珑、精明强干又甜嘴的凤
姐让我了解做事情要面面俱到的重要，但她的残忍狠毒也告
诉我人在做，天在看，到头来只会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



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品说了几位有身份的人物，咱再来
谈谈这主角们身边的丫鬟们。

红楼中人物多，丫鬟数量更是不少，光伺候宝玉的就有六七
个，其中我最爱的是袭人和晴雯。她们俩个性迥异，自然结
局也迥异，袭人生性温顺，深得主子们的赞赏与喜爱更是宝
玉离不开的人之一她谦逊有道，忍让友爱，与小姐们丫鬟们
都处理的极好。这样的好人缘真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啊！虽
不生得十分标致，却也耐看，十分难得好女子。晴雯释迦佛
有一个生于封建礼数的叛逆者，天性直率，个性且无所顾忌，
她并没有因宝玉是主子而谦虚，忍让他的无理，而是以理反
驳。却因长得太好看而被宝玉的母亲认为是“狐媚子”，怕
她带坏了宝玉，变赶了出去，病死在自家炕头上。

这一结局也引得我好久的伤心。《红楼梦》中的任务，真是
让人说个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我也不敢再班门弄斧了，还
是回去，再将《红楼梦》禀着呼吸用心感受吧。

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读罢红楼,心里酸酸的.不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宁二府的家
破人亡 红粉丽人的香消玉殒 还是投机分子的欺世盗名 好像
每种都有一点.但总是觉得那不是全部.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分
析,我豁然开朗,这是嫉妒.我在隐隐之中对宝玉产生了醋意.
说来也真是惭愧,但是有几个男性看到一个纨绔子弟的周围无
缘无故的缠绕着数不胜数的美女而不心酸呢。

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
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
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是顺
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
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出现是那么
纯洁,纤尘不染 .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
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



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花前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
真意,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
花,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
盈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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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有香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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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不
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的
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亲身
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痛苦.
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不前,这不
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
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还有要说的就是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了.看到黛玉的郁郁而终,
依然那么难过.可待到读完,听甄世隐说着什么"兰桂齐芳"我
不由黯然.薛宝钗这样的人物,也要像李纨一样,将一生都葬在
这片冷酷的园子里么 面对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男人,管他什
么金玉良缘,她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根本不用问就知
道,是二奶奶的宝座.可是我又不禁反问,难道世上真的有喜欢
孤独的女人 我一直都觉得她是一个既冷酷又自私的人.可是
现在,我竟然不由不同情她了.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也许比



林黛玉的更令人叹惋.她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爱情的灌溉,而是
自由! 薛宝钗家境富足,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
正统的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被
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
应形于颜色,否则就是"不尊重."综观全书她的举止,几乎从未
超出这些束缚.只有一次宝玉将她比做杨妃令她大怒,可也只
是冷冷的用一句话反讽过去.其实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生都
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
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的道路走
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更不敢勇敢地追求爱情.也
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
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案齐眉"的尊重.这样冷酷的
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觉的麻木着.

她的作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
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
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
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
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端庄淑
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样希
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痴傻
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诉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泪接
受.直到最后宝玉出家,她的悲剧达到高潮.即使在这时,她依
然是不能由着本性而为的.王夫人说"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端
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的!"可想想宝钗
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一生将如何结束,她的
痛苦其实并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制着,这是
她的"尊重"!

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曾经对于《红楼梦》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大皆不过谈爱情”，
也曾为了宝之悲，黛之惨而愣腕叹息。如今取下衷之高阁的
《红楼梦》，如品茶一般细细品读，忽觉爱情不过是其中不



可或缺的一味香料。

《红楼梦》缘起灵河畔那一抹降珠单，受神瑛待者灌溉，又
因灌溉过多改五内郁结。至于石头如何成了神瑛待者，神瑛
待者又如何成了贾宝玉，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颇有些神化
色彩。

再说那降珠草下界幻化为人形，名黛玉，以一生泪水报答神
瑛待香灌溉之恩。黛玉性格孤僻，并非与天得来。她幼年丧
母，寄居在外祖母家中。但这并非是一个有温暖与爱的家庭，
而是一个崛战之地。

贾母看似慈善，对刘姥姥施恩有加，突则自吹自擂，不过是
出"携煌不嚼”的闹剧，在”上层”人物中最吃得香的秦氏，
拍马手段，黛玉视之，指出那些是"贫嘴贱舌”。极善奉承迎
合旁人的王熙凤，在黛玉看来，不过是“放诞”，”无礼”。
自命清高的"槛外人”妙玉，黛玉也一眼识破了她卸却红妆的
虚的。就连被王夫人认为"识大体”的袭人，蒙得过湘云，却
也逃不过黛玉的眼睛。黛玉一语点破她的本质——"我只拿你
当嫂嫂待。”

于是，黛玉被认为“小性，多心，心窄”，没有大家闺秀风
范，不能入选"宝二奶奶”，终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黛玉
虽为”主子娘”，却又被称为"小鸡肚肠”，但她除了一颗痴
心外别无其他。她是不请人情，是恃才傲物，但”芙蓉吹断
秋风狠”，不要过份指责她的"多心”，那宾则不为她之过，
周遭使她不得不多多考虑。众权中可与黛玉之才相比的非宝
钗莫属，她家私雄厚，善于处世，这两点胜过身世可悲而又
叛逆的黛玉。她是大家闺秀的典范。

她没有木石前盟，却相信金玉良缘。

初到贾府，便“连下人也都多与宝钗来近”，赵姨娘也称她
厚道。生月会上，她知贾母"喜欢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



物”，使"依着意思”去说。痴芜院她布置得素净简单，给人
以恬静的淑女之感，让人觉得节俭。金利投斗，她帮王夫人
解除心中梗结。宴席上众人嘲笑乡下人刘婉婉，独无掐写宝
钗之笔，是曹翁忘了这号人物，并不然，只是她维持了大家
闫秀的仪态。一方面她让王熙风认为”不干已事不张口，一
问摇头三不知”，一方面又让老太太，玉夫人觉得”小愿全
大体”。

对黛玉的认讽听若烟闻，让人以为她从不记恨，又在扑蝶误
听小红与坠儿的谈话时，扯出与黛玉捉迷藏之谎。她处世的
高明与黛玉的清高形成鲜明时比。于是，宝权被认为"大家闺
秀，温顺，识大体”，选上了“宝二好奶”，终成了"山中高
士晶莹宣”。对于宝钗，我一直无法喜欢，从情感上无法接
受她与宝玉的婚姻。她的处世圆滑，她的性格温顺，在我看
来皆是虚的之举。借由一些小亨拉近与黛玉的关系，让黛玉
认为与她"情同姐妹”。时待宝玉，更是好之又好，顺之又顺，
全然不同与黛玉的猜忌。黛玉死时，只说了半句“宝玉，你
好··…·”，便命丧黄泉。如果要我填满这句，我想必是"
宝玉，你好狠。”为何狠心抛弃黛玉，另娶宝钗，这令黛玉
情何以堪，一个空有痴心的女子，如果连痴心也化为灰炊，
又如何撑得下去。殊不知，这只是王夫人的掉包计，宝玉并
非无情，只是一直认为迎娶的是黛玉。再说那宝钗，堂堂公
侯女，千金小姐，竟顶别人之名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宝玉掀开红盖头之后，发现林妹妹成了宝姐姐大失所望，就
那么把宝钗冰在那儿，不再理会，这叫宝钗又情何以堪。原
本”任是无情也动人”，竟落得个独守空闺的下场。

思及至此，忽觉宝钗也是受害帝，真正害人的则是吃人的封
建礼教。

红楼梦读后感篇六

20xx.6月开始点开的这本书，开开合合如今总归把它看完了。
时间拖得太长，其中人物关系都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是最主



要的几个人物形象在我心中还是鲜明了起来。

自小药不离手的我以前总是自诩如黛玉般多病娇弱，那就先
说说她吧。多愁善感，敏感脆弱是她的关键词。以前听闻黛
玉葬花的故事，觉得黛玉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才女。书
中“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更是让她多愁善感的形象更
加具体化。看完书，并没有对她有更多的想法，可能在我当
下20出头的年纪里，没有那么同情弱者。

没看书之前，只知宝玉衔玉而生，与黛玉情投意合，黛玉逝
世后便遁入空门，成为一段不能厮守的凄美爱情。了解之后
才发现不尽其然。他出身荣华，但一心只想与“纯洁”的姊
妹们玩耍，无心功名利禄。后来贾母觉得黛玉病多寿短便与
凤姐骗了宝玉迎娶了宝钗，成亲当时黛玉含恨离世。宝玉悲
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只是仍然疯癫，少时清醒。贾府
随着元妃离世贾赦抄家开始败落，宝玉仍然无所作为。后来
他重游太虚幻境，重看金陵十二钗，顿悟一切。便开始通过
考取一第来回报家庭，在贾政归途中叩头谢恩，便算是“尘
俗已毕”。这样的宝玉，让人讨厌不起来。功名利禄，子嗣
孙儿都有了，于是他才去了，也算有他的担当。

最喜欢凤姐和平儿。凤姐个性鲜明坦荡，竭尽全力为了贾府，
最后却被误会不尽心操办贾母的后事。平儿能够在所有的关
系中完美自处，这是我这个年纪最向往的。她能够基于贾琏
的小情人这样身份还和凤姐相处融洽，是为智；能够在下人
都觉得凤姐泼辣心狠的情况下保持本心，与人和善，是为德；
凤姐离世后力保巧姐的幸福，是为忠。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



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

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

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

红楼结局不是想象中的悲戚，“桃林依旧，只是不见佳人挥
鞭”，天下大赦，贾府又将兴盛，只是不见当年的那些可爱
的人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