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
百字(精选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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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一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
轻沾扑绣帘……"听着这首委婉动人的葬花吟，我眼前渐渐朦
胧起来。

朦胧散尽，眼前是一个古典的房间。一位容貌秀美，却脸色
苍白的女子正倚靠在床榻上，一个双眉颦蹙，年龄虽小，却
仪态温婉女孩，正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细心的侍奉着女
子，细细看来，两人眉眼间有六七分相似。她们是谁？疑惑
间，又一个儒雅的男子掀帘而入，眼眸间是可见的爱意。他
放缓脚步，揉揉女孩儿的头发，接过药碗，轻轻坐在床边。
他柔声到："敏儿，我回来了，趁药热着，快喝了吧。"女子
睁开明眸，看见男子和女孩，似有一阵笑意在眼中弥漫，女
子喝下药，与女孩和男子轻声交谈起来。房间里满是温馨的
味道。

他们每日都如此温馨，满满的爱意在三人间萦绕，但女子却
仍日渐消瘦。时日不知过了多久，有一日，温馨被悲凉代替，
苍凉的白刺痛了双目，儒雅男子似是在一夜间老去，女孩的
双目亦是一片通红，苍白的脸色令人担忧。

情景一转，却是女孩与男子告别的一幕。"玉儿，此去贾府，
你身子弱，你祖母虽会照拂，但毕竟不比家中知冷知热，你
定要照顾好自己，别让为父担忧。”男子鬓角已满是银丝，



脸上透满了关心，还有挡不住的疲惫。可女子还在时，他还
是那么英俊潇洒啊。女孩望着父亲，眼中满是不舍：”父亲
也要保重身体，孩儿会照顾好自己的……"一艘船带走了女孩，
却阻不断这对父女的相互思念。

一艘小船，带着女孩远离了从小生活的江南水乡，来到了繁
华复杂的金陵。

女孩来到贾府，与外祖母等人一一见面。贾府是个大家族，
规矩到底不同，女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女孩本是多愁
善感的性子，人多嘴杂的贾府，让年纪小小的她便心事繁重。
她本就心善，视众人平等，她教香菱写诗，与史湘云月下对
诗，和宝钗交心……她也深谙下人的心思，会赏银抚慰人心，
会发自内心的表示关心……但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缘，也是生
命中的劫。贾宝玉，万千宠爱下的娇子，他面容姣好，活泼
单纯，在女孩初来乍到之际，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懵懂的二
人相知相恋，女孩因他心事愈发繁重，花树下，女孩吟诵
到”花开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花般娇美柔弱的女子，埋着掉落的残花，
唯美而又凄凉。

天有不测风云，那个儒雅的男子不敌病痛，又或是追随早已
离去的女子，女孩失去了最后的亲人。她在贾府的做客也成
了寄人篱下。她多希望宝玉能给她依靠，可宝玉在姐妹间嬉
闹，女孩为他伤神，为他落泪，心神在一次次煎熬中受伤。
一次次的伤心后，女孩终于病倒了，金玉良缘，让疼爱她的
祖母也放弃了她。宝玉以为和女孩结成百年好合时，女孩焚
信烧绢，已是弥留之际，她的眼眸中，似有眷恋，似有思念。
她最后一刻，心中想的是什么。这是永远没有答案的谜题。

冷月葬花魂，魂归故里。

萧瑟的音乐隐约在回荡，似有迷雾遮住了我的双眼。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
轻沾扑绣帘……”仍是葬花吟在回响。

那磋磨的一生，只是南柯一梦？梦醒时分，我怅然若失……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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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三

最近，我读了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这本书是曹雪芹和
高鹗伯伯所著。听妈妈说，这本书的原稿是后人再整理曹雪
芹伯伯的遗物时发现的，可惜结尾丢失了，高鹗伯伯就帮
《红楼梦》续写了结尾。《红楼梦》这本书主要讲了：贾宝
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最后黛玉香消玉殒，宝玉也出家做
了和尚。虽然他们两情相悦，但到头来也是红楼一梦。这是
一个催人泪下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

在故事的结尾，贾母说要把这个院子里的一个姑娘嫁给宝玉，
黛玉本以为是自己，宝玉也以为会是黛玉。谁知，宝玉的姐
姐们使用了一个“掉包计”，把黛玉换成了宝钗。黛玉气的
一命呜呼，香消玉殒，宝玉得知黛玉一命归西也看破红尘，
遁入空门。

一个聪明老实的人，她装傻是为了让贾府的人开心，好给她



一些赏钱罢了。

《红楼梦》里面有许多故事，有的催人泪下，有的诙谐幽默，
有的有趣生动。里面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女子，她们还成立了
一个诗社，比谁作诗厉害呢！俗话说：“红颜薄命”，我看
黛玉就是那样的人吧！书上说，她长得美丽极了，如花似玉，
宝玉也被她的才貌双全所吸引，不可救药的爱上了黛玉。假
如黛玉最后没死，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难道他们会从此分
道扬镳，彼此都忘了对方吗？可我认为：他们也许一辈子也
忘不了彼此，对方都永远地刻在了自己的心里吧！贾府最后
还是复兴了，但已物是人非，许多贾府中的人都早已死的死，
走的走了。我想：虽然宝钗对宝玉一往情深，但宝玉却丝毫
都不喜欢她，他们两个在一起，应该不会幸福吧！凤姐处事
也很能干，但心狠手辣，树敌太多，在贾府落魄时也病死了，
她的女儿巧姐儿也托付给了刘姥姥照顾。

我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很好看的古代小说，也是四大名著
中的一本，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相信大
家一定会有许多收获。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四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喜爱看小说，我总以
为小说是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看小说的人能带入进另一世界，
体会那些书中人的喜怒哀乐。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迷上了
《红楼梦》爱上了，这白年前的动人故事。

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总在床上细细品尝《红楼
梦》，会为黛玉的逝去而哭泣，会为贾府的衰败而唏嘘，会
为宝玉黛玉的爱情而欢喜，灯盏里飘逸出的是风干了的桂花
沉香，萦绕在床榻边，就这样，呷咂着一本叫做《红楼梦》
的，整晚整晚。

总不知，敬业飘落的花朵会有谁来埋葬？只怕是有了这景没



了那情，没了那哀忧惋绝。飘落于树下，炫舞于天际，终于，
随风飞到天尽头，它可知，花落红颜尽，葬花惹谁怜了遭受
了一生的劫，还尽了一时的泪，如今也是随风飞到天尽头，
终换了花去人亡。不是清高孤傲，而是本就孤若伶俜，倘若
再试了高洁，还拿什么来配。

总不明，你处处留情是无意还是有意？难道万世情劫真的如
此纠缠不清？为何你脸望着黛玉却眼看着宝钗？为何你话挑
着金川却心念着袭人？为何你手拉着袭人却口叫着黛玉？到
底哪一个才是你想要的？如若没了那个千年的劫数？你怀中
到底依偎着谁？我想你应是个薄情郎，多情即是最薄情。

总是想，如若没了那仙石是传说，是否真的可以造就一
段“金玉良缘”呢？总是固执地认为，宝玉和宝钗的爱情只
是时间问题，只是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叫做先来后到，叫命
运。佛说千百世的蓦然回首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可是，
为何轮回不可以错过，为何同在轮回中，有人作者幸福的主
角，有人只是甲乙丙。

捧着厚厚的《红楼梦》，浸着醉人的花香，朦胧的眼，昏昏
睡去。想着我遇到我的宝玉，我该是黛玉还是宝钗，又或是
谁都不是，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离我们很
遥远的时代，我想《红楼梦》这本书历史学家应该是看出了
那个时代的故事，经济学家看出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作
家看出了那个时代作者的文笔，小女生看出了凄美的爱情。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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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六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我国古代四大名著《西游
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因为小时
候经常看《西游记》动画片的原因，在四大名著中，我最喜
欢的是《西游记》。至于《红楼梦》呢，两本厚厚的大书，
现在也望而生畏，更别说小时候了，所以在我小时候都没摸过
《红楼梦》，更别说看了。

直到几个月前，对《红楼梦》毫无兴趣的我，居然爱上了它。
这是因为妈妈给我“听”《红楼梦》，听听别人怎么讲《红
楼梦》。开始怎么也不习惯，可是听着听着，也就爱上了它。

原来《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也就是一块石头的故事。
《红楼梦》的第一回就讲到了女娲补天时，那些补天的石头
共有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其中三万六千五百块石头都被女
娲拿去补天了，而偏偏那一块石头被扔在大荒山中。那块石
头每天吸收日月精华，修炼成了一个小男孩，这就是贾宝玉
的上一世。他每天在天上玩耍。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株快要
枯死的草——绛珠草，于是就每天用灵河的水浇灌，绛珠草
也吸收了灵河水的精华，修炼成一个小姑娘，也就是林黛玉



的前生。

贾宝玉的前生觉得天上太寂寞了，便投胎下凡，享受人生的
荣华富贵，而绛珠草也耐不住寂寞，也准备投胎下凡，决定
用一生的眼泪来还贾宝玉给她浇灌的灵河的水，这也就是林
黛玉为何总是哭，而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一口咬定地
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原因。而《红楼梦》最奇怪的地
方还在于前几回的时候，贾宝玉在秦可卿的房间睡觉时梦见
自己到了一个叫做“太虚幻境”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柜子，
一个和秦可卿长得一模一样的警幻仙子告诉他，柜子里装着
《红楼梦》中每一个女子的命运，打开一看，原来每个里面
都有一幅画和一个判词。贾宝玉醒来之后觉得很好笑，可是
想不到这些人的命运真的按照判词中所写的一样，给人一种
命中注定的感觉。

《红楼梦》以贾宝玉与林黛玉青梅竹马的爱情演绎出四大家
族的兴衰史，从而折射出整个王朝、整个大时代的变迁，凸
显出处世的经验和人生的哲学。其中贾家的祖先曾经是开国
元勋，和皇帝一起打下了江山，被皇帝授予公爵位，令贾家
子弟尽享了荣华富贵，没想到贾家的子弟只图享受放逸，不
懂得珍惜，所以最后落到抄家的结局。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简难。读完《红楼梦》我感触很深，我
们应该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增强自身的抵御能力。一定
要好好学习，不要像贾家子弟那样不学无术。一定要争当新
时代的好队员。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七

想必《红楼梦》大家都看过吧！这本书的作者是清代富贵人
家曹雪芹的著作，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红楼
梦》又名《石头记》《金陵十二钗》等。在四大名著中，它
就是“大哥”有人说，曹雪芹写出这本书，就是要来诉说自
己的身世，确实，书中的贾府也就是当时社会中曹雪芹的家，



因为曹雪芹跟林黛玉的身世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五千年的文化成就是各有千秋的伟业，则《红楼梦》必
是不赞一词，千秋万代的惊世巨著；如果色彩斑澜的文化阵
地是一代伟人梦想的天堂，则《红楼梦》必是其中最耀眼的
一方；如果历史遗留的文化巨著是大海里的浪涛，一浪高过
一浪，则《红楼梦》必是浪涛的顶峰，俯视万物。

走进《红楼梦》，顷刻间大观园的大门为我们打开，使我们
认识了温顺世故的袭人，出世孤高的妙玉、怯儒的迎春、忍
气吞声的尤二姐，敢于反抗的尤三姐和晴雯，以及泼辣能干
的探春......

红楼一梦，写尽了大观园的来历和曾经繁盛的景象，也写尽
了大观园里豆蔻年华的热烈，但在那个年代，“男尊女卑”
的封建传统观念造成了大观园里的重重悲剧，跳井而死的金
钏，孤守青灯泥佛的惜春，含冤而死的可卿，青春守寡的李
执，被执磨至死的迎春，还有远嫁的探春……在封建社会的
残害下，那一颗颗被泯灭的纯洁如雪善良的心灵，那一张张
被抹杀如天使般的笑脸，无不让人为之叹息。

在我看来，第七十回为最妙，主要为我们叙述了“林黛玉重
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尔填柳絮词”。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必属
丫头们与众人放风筝的事，没过多长时间，众人们的风筝都
纷纷飞上了蓝天，可宝玉的美人儿风筝总是放不起来，宝玉
急得直出汗，遭到众人的取笑，可他更气更急了，气得将风
筝恨地掷在地上，对众人说：“要不是个美人儿，我一顿脚
跺个稀烂。”从这段趣味十足的语句中，我感受到了宝玉的
天真，率直，纯洁的性格特点，后来宝玉经过那泼辣能干的
探春的指点儿，换了顶线儿，美人越飞越高，直至不见踪影。
次要的内容便是宝玉与众人结社赋诗。春天到来，万物复苏，
柳绿花红，莺飞燕舞，在这美好的季节，少不了组织一项活
动，宝玉将散了一年多的诗社重新组织起来，请众人写
诗......



这本经典文学著作深刻地体现出了当时社会，朝庭，官场的
黑暗，封建贵族的腐朽，对封建的科举考试，婚姻，奴婢，
等级制度及社会统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一个婉转动
听的故事讲述了当时老百姓惨不忍睹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体现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作者的
远大抱负。令人感同身受。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感动了每一个
人，内容真实，《红楼梦》才得以一代代流传至今。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八

曾经对于《红楼梦》的意识始终停留在"大皆不过谈爱情"，
也曾为了宝之悲，黛之惨而愕腕叹气。

现在取下束之高阁的《红楼梦》，如品茶个别细细品读，忽
觉恋情不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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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受神瑛待者灌溉，又
因灌溉过多故五内郁结。至于石头如何成了神瑛待者，神瑛
待者又如何成了贾宝玉，咱们不得而知，只觉得颇有些神化
颜色。

再说那降珠草下界幻化为人形，名黛玉，以毕生泪水回报神
瑛待者浇灌之恩。黛玉性格孤僻，并非与天俱来。她幼年丧
母，借居在外祖母家中。但这并非是一个有暖和与爱的家庭，
而是一个肮脏之地。

贾母看似慈悲，对刘姥姥施恩有加，实则大吹大擂，不过是
出"携蝗不嚼"的闹剧，在"上层"人物中最吃得香的秦氏，拍
马手腕，黛玉视之，指出那些是"贫嘴贱舌"。极善阿谀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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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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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一语点破她的实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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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成了"世外仙姝寂寞林"。

黛玉虽为"主子姑娘"，却又被称为"小鸡肚肠"，但她除了一
颗痴心外别无其余。她是不谙人情，是恃才傲物，但"芙蓉吹
断秋风狠"，不要过份责备她的"多心"，那实则不为她之过，
周遭使她不得未几多斟酌。

众钗中可与黛玉之才比拟的非宝钗莫属，她家私雄厚，擅长
处世，这两点赛过身世可悲而又叛逆的黛玉。她是大家闺秀
的典型。她不木石前盟，却信任金玉良缘。

初到贾府，便"连下人也都多与宝钗亲热"，赵姨娘也称她厚
道。诞辰会上，她知贾母"喜欢热烈戏文"，"爱吃甜烂之物"，
使"依着意思"去说。蘅芜院她安排得素淡简略，给人以安静
的淑女之感，让人认为节省。金钏投斗，她帮王夫人解除心
中梗结。宴席上世人讥笑乡下人刘姥姥，独无描述宝钗之笔，
是曹翁忘了这号人物，并不然，只是她保持了大家闺秀的仪
态。一方面她让王熙凤认为"不干已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
知"，一方面又让老太太，王夫人感到"小惠全大体"。对黛玉
的讽刺听若惘闻，让人认为她从不记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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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处世的高超与
黛玉的高傲构成赫然对照。于是，宝钗被认为"大家闺秀，温
顺，识大体"，选上了"宝二奶奶"，终成了"山中高士晶莹雪"。

对宝钗，我始终无法爱好，从感情上无奈接收她与宝玉的婚
姻。她的处世油滑，她的性情温柔，在我看来皆是虚假之举。
借由一些小事拉近与黛玉的关联，让黛玉以为与她"情同姐
妹"。看待宝玉，更是好之又好，顺之又顺，全然不同与黛玉
的猜疑。

黛玉逝世时，只说了半句“宝玉，你好……”，便命丧黄泉。
假如要我填满这句，我想必当是"宝玉，你好狠。"为何狠心
摈弃黛玉，再娶宝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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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又如何撑得下去。殊不知，



这只是王夫人的偷换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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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名嫁给一个不爱本人的男人。宝玉掀开红盖头之后，发明
林妹妹成了宝姐姐大喜过望，就那么把宝钗冰在那儿，不再
理睬，这叫宝钗又情何以堪。底本"任是无情也动听"，竟落
得个独守空闺的下场。

思及至此，忽觉宝钗也是受害者，真正害人的则是吃人的封
建礼教。

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回的读后感只要两百字篇九

张爱玲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
三恨便是《红楼梦》未完。张爱玲对《红楼梦》是极度的痴
迷。她在自传中说：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重新阅读《红楼梦》，
一生未曾间断。张爱玲这一辈子中，是真读“破”万卷《红
楼梦》！

据记载，《红楼梦》前八十回由曹雪芹编撰，而后几十回则
是由高鹗续写，张爱玲说：“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
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
来不好看了？’”并用了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天日
无光，百般无味”。后来知道了缘由，张爱玲对高鹗实实在
在地憎恨起来，这也使得她下定了续写《红楼梦》的决心。
于是乎，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这就是《红楼
梦》的魅力。

《红楼梦》除了它的社会价值之外，对于人物的刻画是特别
值得考究的。不然也不会八十回后，读之——索然无味。而
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纵观全书，每一位被细致描写的'“名
角”，复杂的铺垫，费尽心思的细节勾划，都是为了林黛玉
和贾宝玉二人而设。而林黛玉，是我最同情的却也觉得最可
悲的人。



为何？且听我细细道来。

林黛玉自幼怯弱，且幼年丧母，使得生性变得更加柔弱，一
直以来都靠药物保养。到贾府以后，她更想念父母与家乡，
忧郁经常压抑于心头，至于悲愁流泪，原本就不好的身子变
得更加孱弱。在贾家失去两大靠山前，贾政曾耗资巨大来修
建大观园，整个大观园都沉浸在家世的温床中，两耳不闻窗
外事，却也不见一心只读圣贤书。黛玉后来被送进大观园，
活于温床中，也死于温床中，因为有肺结核，而自幼又体弱
多病，根本离不开昂贵的药物。此属可悲之一。而黛玉自身
柔柔弱弱，最擅长的便是吟诗作对，虽会几手针线。但毕竟
从小是富养的大小姐，不善劳动，便是六指不沾阳春水。同
时也没有农村妇女的那种大气。这就导致了，林黛玉，根本
不可能逃离大观园这个温床！此属可悲之二。

在大观园，黛玉情窦初开，遇见了贾宝玉。但这一恋情，却
不似初恋的单纯，而是满心戒备：在黛玉认可宝玉为她
的“知己”前，她察言观色，徒增了多般猜疑，嫉妒，生气，
担忧。而在与宝玉相认为知已后，仍旧悲戚感伤以泪洗面。
最经典的莫过于“黛玉葬花”，黛玉葬花时吟唱的《葬花呤》
由唐寅的《落花诗》引申而来，两诗情绪格调极其相似。唐
寅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末世士子的失意与感伤、无奈与落
寞。而同样是葬花，黛玉带给读者的，却是她对于未来的绝
望：自忖红颜薄命，感悲父母早逝，无人为她主张婚
事。“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
风流。”这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而其内心的矛盾与
痛苦。是她在生与死，爱与恨一类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
的，对自身存在的疑惑与对生命的茫然。看似静心葬花，实
则焦虑不安。看似咏花，实则写人。虽说古代女子的命运总
是不为自己所掌握，男尊女卑的观念又极其盛行，可“巾帼
不让须眉”的故事也非凤毛麟角，武则天多度削发为尼，最
后成为女皇；木兰无长兄，男装替父从军等等。为何黛玉不
以此为动力激励自己？为何不放眼于当下，着眼于未来呢？！
此属可悲之三。



西方神学有说，人有三疾：狂妄，矜持，愚昧。人有七罪：
傲慢，嫉妒，愤怒，贪婪，淫欲，懒惰，暴食。人有八苦：
生，老，病，死，爱恨别离，求不得，五取蕴。几乎每个人
都会全中，但是，贾家人是中毒至深，各种观念，思想和行
为，顽固古板老套。不思进取，也不知悔改。欺软怕硬，通
过两大靠山作威作福。这是失败的过去，也是现实的警醒。

《红楼梦》不只是一本书而已。张爱玲曾说，《红楼梦》这
本书值得一个人去读一辈子。也许现在读觉得费解，二十岁
以后觉得可怜，三十后悲伤，花甲后便是“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这大概是一辈子都读不透的，那么我现在所经
历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不为繁华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