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第十章读后感 红楼梦第十三
回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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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
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楼梦第十章读后感篇一

文/南少方

【第十三回】

《笑傲江湖》终于要拨开云雾见青天了，我以为《学琴》一
回可算得上是最精彩的一回了，从第十三回到第三十九回或
许才是故事的主体吧。

首先说说岳不群师徒的关系吧。药王庙事件之前岳不群还是
把令狐冲当自己人的，除了老婆孩子之外信任的也就只有这
个大弟子了，从小抚养长大，待之跟自己的儿子无异。江湖
险恶，岳不群穷一人之力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华山一派，隐忍，
沽名，练气，钓誉，竟使得人才稀缺的西岳华山与其他人才
济济的四岳并肩而立，而丝毫不落下风，他肩上的压力有多
大，可想而知。此时他是多么的希望有人帮他分担压力啊，
算来算去也只有大弟子令狐冲了，可是关键时刻令狐冲耽于
儿女私情，还无意的受限于洞壁的武功，致使岳不群始终还
是对他放心不下。

岳不群的策略就是在江湖上博取个好的名声，尽管我实力不
济谁敢动我，那就是跟江湖侠义之道过不去，给自己营造个
相对和平的大环境，然后再慢慢的壮大自己，莫非天朝



的“韬光养晦”源于此处。不过他失策的是左冷禅竟然暗中
出手，要不是令狐冲突然进入暴走状态，估计一世英名就此
毁于一旦，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手呢。

前面令狐冲放走田伯光，弄丢《紫霞秘笈》已经让岳不群颇
有不满，又在次一招之内刺瞎十五名一流高手，不给岳不群
解穴，更要命的是武功尚在师傅之上，还不能说明武功的缘
由。任谁是岳不群也得猜忌，更何况岳不群已经认定了令狐
冲是唯一知道《辟邪剑谱》下落的人，那么你就是学了《辟
邪剑法》才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呗。然后果断的就开始让劳德
诺监视令狐冲了。

这里我说下自己主观臆断的一点想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参考一下吧。岳不群收了林平之为徒，令狐冲得到了林
震南的遗嘱。那么安抚好这两个徒弟，《辟邪剑谱》也就顺
道其成的来到他的.身边了，那么安抚好令狐冲容易，安抚好
林平之可就不怎么容易了，他就下了一招“面壁”的棋，好
隔离开令狐冲与林平之的接触。进而用岳灵珊搞好林平之，
等今后无论《辟邪剑谱》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也得顺其自然
来到岳不群手中。那好现在时机成熟了，那么下山吧。刚开
始没带令狐冲是因为令狐冲已经把遗嘱说给林平之了，可是
令狐冲也鬼使神差的跟了来，那么貌似意外就要发生了，因
为令狐冲是主角。

接下来封不平已被令狐冲打的在无心抢夺华山掌门之位跑路
了，华山派也自然不能在找嵩山派理论了，当然岳不群出来
的目的是《辟邪剑谱》，岳夫人的目的是躲避桃谷六仙，自
然是不能回去的了。而此时岳灵珊和林平之基本是如胶似漆，
夫唱妇随似的的了。那么顺理成章的就去福建林平之家吧，
顺便拜访一下林平之的外祖，第一回提到过洛阳“金刀无
敌”王元霸。可谓各大欢喜，各想其成。

金刀王家可以说是政治派别中世族豪绅的代表，勾结官府，
大结姻亲，称霸一方，成色十足的地头蛇。当然我们可爱的



主角是鄙视的，金庸也是鄙视的。

大张旗鼓的迎接了华山派一众人等，安排酒宴，当然令狐冲
是得不到什么好脸色了，那么就醉生梦死，逍遥度日吧。喝
酒赌钱闹事，内力全无，武功尽失，遭欺负的主。果不其然
王家两位小哥开始索要搜取《辟邪剑谱》，那么好《辟邪剑
法》剑谱和《笑傲江湖》曲谱终于交叉，一个主要线索一个
重要线索终于要把《笑傲江湖》的故事推向高潮了。

岳不群此时任由人家欺负这个大徒弟，吱声不吭，十足
的“伪君子”形象也第一次明了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还是岳
夫人尽力回还，这才有了绿竹巷辨明曲谱剑谱，才有了令狐
冲与任盈盈的初次邂逅，也才还了令狐冲的清白之身。

令狐冲开始了学琴生涯，任盈盈也开始了倾心动向。朝着琴
箫情侣，笑傲江湖这个结局发展下去。

娇羞美丽，聪明可人的日月神教圣姑，任我行掌上明珠任盈
盈终于以一个婆婆的身份千呼万唤始出来。

龙游浅滩遭虾戏，一遇风云便飞升。咱们的主角大人遇到了
个懂音乐，识大体，会看病，有慈悲的老婆婆，比见了亲娘
还亲切。什么《笑傲江湖》曲谱的来历啊，什么得病受伤的
经过啊，什么暗恋小师妹的情思啊，婆婆妈妈的说了一大堆。
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天上掉下个盈妹妹到你怀里，谁
有法子啊。感情这个玩意儿真他吗说不清！

那么就分析一下任大小姐跟令狐冲相处这段时间中，到底是
个什么心里状态吧。首先，吹弹了两次《笑傲江湖》曲，我
想任盈盈肯定对这曲谱是喜欢的不得了的，爱屋及乌，对令
狐冲的印象最起码不坏。紧接着，令狐冲就大方的把曲谱赠
送给了人家，那么也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啊，就照顾一下他
的病情吧，弹一曲《清心普善咒》给他顺顺气吧。



奶奶的无心插柳之举竟能捞个如此优秀的老婆，表示羡慕嫉
妒恨。得到令狐先生如此诚恳意切的惠赠，心花怒放啊，好
印象立马占据了上风。又听了令狐冲的故事，嗯，这个男子
真不错，落落大方，侠义仁心，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能有
这么个郎君相伴那该多好啊，不觉想入非非。不知他是不是
有了家室亦或意中人呢，一声轻叹，两颊绯红，真是急煞娇
女佳人啊。

绿竹翁这老小子看出来点小女孩的心思，随手写下“恳请传
授此曲，终身受益”一句姻缘线给令狐冲看，当然傻乎乎的
令狐冲是不明其中道理的，还道是给自调理身体呢。那麽好
学琴吧，可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令狐冲竟然想学《笑傲江湖》
曲，这这这个一下子把盈盈的心思表露无疑。

“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弟子才能如前辈这般弹奏那《笑傲江
湖之曲》。”那婆婆失声道：“你……你也想弹奏那《笑傲
江湖之曲》么？”令狐冲脸上一红，道：“弟子昨日听得前
辈琴箫雅奏，心下甚是羡慕，那当然是痴心妄想，连绿竹前
辈尚且不能弹奏，弟子又哪里够得上？”那婆婆不语，过了
半晌，低声道：“倘若你能弹琴，自是大佳……”语音渐低，
随后是轻轻的一声叹息。”

其实我很是不想引用原文凑字数的，奈何不引不行，大家见
谅。失声说明任小姐也是希望找到个能与自己一起弹奏《笑
傲江湖》曲的人的，而且他希望这个人就是令狐冲，要不怎
么低声说“倘若你能弹，自是大佳......”。自是甚佳不好
吗？非要“大佳”可见金老用字只讲究。啊，梦中郎君越来
越近，好不欢喜呦，自是声音越来越低，随后一声轻轻的叹
息，是担心令狐冲的伤势，还是担心令狐冲的家室呢？我想
更多的还是后者吧。

好了我们可爱的令狐冲终于要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了，朝起晚
归，绿竹幽径，萝卜青菜，美酒佳酿，良师益友，琴瑟鼓萧，
论酒道，学琴理，话人生，好不逍遥，好不欢乐。可是盈盈



要试探咱们的主角大人了，一曲《有所思》勾起了令狐冲对
小师妹的情思，念及至此，自伤身世，师傅疑心，师妹背弃，
大有已死，师娘无奈，也只有眼前这个婆婆，如祖母，如娘
亲，如姊妹一样疼爱着自己。不由得把如何暗恋小师妹，如
何遭小师妹背弃，如何孤苦伶仃娓娓道来。盈盈听完，心下
了然，“各有姻缘莫羡人，他日未使不能另有佳偶”多多少
少有点想要取而代之的想法吧，要不为什么不说其他安慰的
话呢。

盈盈果然还是放不下，命绿竹翁送令狐少君一程，顺便带去
自己亲手抄写的《清心普善咒》的曲谱和自己亲用的一张瑶
琴，以寄相思，令令狐冲大为感动。

就你们能得到王家的厚礼吗？我令狐冲也是有人疼爱，有人
惦念的，而惦念我的人三下五去二就给你王家上了一课，叫
你们好高自大，叫你们恃强凌弱，叫你们炫富逞强。顺舟而
下，自是岳不群的目的地福建“福威镖局”，想的是却是林
平之的《辟邪剑谱》。

此时，岳不群已经基本跟主角大人分崩离析了，“伪君子”
的狐狸尾巴已经展现在读者的眼中了，读者已经不再靠向你
了，那么就别怪我金庸对你岳不群不客气了，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红楼梦第十章读后感篇二

红楼梦是通过各种人物的活动，宫廷贵族的勾结与矛盾，各
种男女恋爱的葛 藤以及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红
楼梦》创作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
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你
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红楼梦第十章读后感”，下面小编收
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曹雪芹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以他所写的四大杯
具中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而着名，而曹雪芹的一部经
典之作中就有七百二十一个人物，曹雪芹历时20多年才完成
这部巨作，在一部作品中，721个人物，各个都有鲜明的性格
与典型事例，这使我不得不钦佩曹雪芹，可是事情没有十全
十美的，这部缺憾美的作品虽然结局仍待考察，可是曹雪芹
的文学功底是无可厚非的。

曹雪芹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例如：林黛玉入贾府一回，刻画
的凤辣子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泼辣豪爽的性格十分
鲜明，这也为后文与贾琏吵架埋下伏笔；宝钗为逃难进贾府，
充分体现了温柔贤惠，能说会道的性格特点。

在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性格刚烈，宁死不辱，忠贞不
渝，因未婚夫误解而以死明志的尤三姐，书中刻画她则更多
运用了语言描述的方法。虽是书中的一个小人物，但与她的
姐姐尤二姐构成了鲜明的比较，虽是一母所生，但尤二姐攀
附权贵，爱慕虚荣，贪婪，致使最终吞金自杀。

《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无时无刻而不再进行着鲜明的
比较，其中不乏德高望重，掌权的贾母，又不乏泼辣直率，
为权势不择手段的王熙凤，乃至伶牙俐齿，同样心狠手辣的
萍儿。这些都是《《红楼梦》》中有血有肉的主角。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我读完它感触颇深。它讽
刺了我国古代封建恶势力独霸一方的丑态与它最终将会走向
灭亡的必然命运。

《红楼梦》刻画了两百多个人物，他们各具特色 。给我印象
深刻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

贾宝玉这个人由于从小被祖母与母亲溺爱而造成每日与女孩
儿们玩乐，不顾学业，而且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但也是因
为这样，他的父亲贾政才会不喜欢他，宝玉也很惧怕他的父



亲。虽然大观园里的人尽是心灵肮脏，不过也有真情在，贾
宝玉与林黛玉真心相爱，最终却套不过封建婚姻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命运。

林黛玉也是多愁善感、经常落泪，都说她心眼小，可是只有
她才拥有贾宝玉这个知己。薛宝钗在大观园里可算是最有心
机的一个了。她为人处事很能干，蒙住了很多单纯人的眼睛，
她人缘极好，却得不到宝玉对她的真爱，她极力讨好没一个
人连贾母也不在话下。

王熙凤是最泼辣的一个了，不仅办事干练，而且心直口快，
常噎得人说不上话来，她处处不吃亏，人们称她“凤辣子”，
却逃不过早逝的命运。

大观园里的人物我喜欢的要数探春了，他心机不如宝钗，文
学功底不如黛玉，可是她为人爽朗，而且冷眼看一切，或许
她有一点孤高自诩，可是能在混浊的世界里冷眼看一切的又
有几个呢?但她的命运同样也是远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

贾母可算是仁慈的了，她疼爱孙子孙女们，甚至连与自己毫
无血缘关系的小孩子也疼爱，可是她的话何尝不暗藏玄机呢!
黛玉刚进荣国府时，贾母让她做上座，她不肯，贾母说了
句“你是客，本应如此。”暗示了她从来没有把黛玉当成是
自家人，虽然表面上和谁都很亲切，可是她不过是假慈悲罢
了。

读完《红楼梦》让我见识了人间的美与丑、善与恶，让我懂
得人们之间并不只有美好的事物，也有肮脏与丑陋的灵魂。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随着宝玉了却尘缘，红楼一梦终于归结。也许是由于阅历过
浅，在这一部绵长细腻的经典面前，我竟有些哑言，如同涓
涓溪流无意间初入大海，《红楼梦》那高不可攀的艺术性与
思想性，即便是在世界文学作品中，也理应首屈一指。



这些的确是读过《红楼梦》之后应有的共识，但从那些华美
传神的文字背后，我读出的则大多是曹雪芹对后人的谆谆教
诲。

每每读到贾府丰裕的家产，诸如黄金几千两，白银几千两，
绸缎多少匹，总会隐隐担心，如此富贵的家族到底能不能成
功地延续下去，毕竟“富不过三代”的定律似乎很少被打破。
果不其然，贾府中鲜见勤奋的身影，大多是笙歌不断，鼓乐
不休，结果难逃败落凋敝的命运。这不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另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曾经活
跃于历史风烟中的那一群五陵少年。他们多是皇亲国戚的后
代，大富大贵，衣食无忧，不必考虑学业，不必操劳生计，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让他们变得百无聊赖。为了打发难
以消磨的时光，他们互相攀比，互相炫富，为非作歹，花天
酒地，结果如何?终被世人遗弃，被历史遗忘。现今中国人常
怀着一种暴富的心态，各式各样的奢侈品难以满足其欲千金
散尽的胸怀，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风气正逐渐蔓延至年轻一
代的学生身上，并且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不难想象，这种无
节制的享受最终将演变成国民性，让整个中华民族都失去前
进的欲望，更难以完成复兴的使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巴
西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尚能引发美国一场龙卷风，一代一代的
“耳濡目染”又何尝不会酿成不堪的悲剧!我不愿再进行痛斥，
柏杨先生早已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唯愿独修其身，却又
不忍责任的折磨。整个社会的大风气，早已不是你我能够左
右的了，保持住内心的一方净土，是周国平先生、余秋雨先
生、王蒙先生等，以及所有有良知的读书人的心愿。我愿做
这样的践行者，践行着心中永远简朴安静的生活，践行着美
好的祈愿。想必曹雪芹先生也是这个意思，字里行间，他仿
佛在对我们说，一切繁华都是红楼一梦，何苦为儿女情长苦
苦纠缠，何苦为人情世故操劳奔波，何苦为琐屑小事争喋不
休，何苦为追求金钱呕心沥血，何苦徒增无尽烦恼。心安即
是归处。

虽然《红楼梦》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真是把“人”写绝



了：人的美好，人的智慧，人的劣性，人的悲哀。读这样的
作品，我们便懂得了自己，懂得了我们的家庭，懂得了我们
的民族国家。向曹雪芹先生致敬，正因有了他，荣辱兴衰、
人性冷暖尽收眼底。向那些努力修行品德的志士致敬，英雄
造时势，唯愿不再是个传说。

曾经以为《红楼梦》”大皆不过谈爱情”，也曾为了宝之悲，
黛之惨而愕腕叹息。如今再细细品读一遍，忽觉爱情不过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香料。

贾府其实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在这个微型社会中，
每个都是一个社会人，并且百色各异。

贾母看似慈善，对刘姥姥施恩有加，实则自吹自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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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是不谙人情，是恃才傲物，但”
芙蓉吹断秋风狠”，不要过份指责她的”多心”，那实则不
为她之过，周遭使她不得不多多考虑。

众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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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赵姨娘也称她



厚道。生日会上，她知贾母”喜欢热闹戏文”，”爱吃甜烂
之物”，使”依着意思”去说。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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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钏投斗，她帮王
夫人解除心中梗结。宴席上众人嘲笑乡下人刘姥姥，独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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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人觉得”小惠
全大体”。对黛玉的讥讽听若惘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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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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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皆是虚伪之
举。借由一些小事拉近与黛玉的关系，让黛玉认为与她”情
同姐妹”。对待宝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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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必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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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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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觉宝钗也是受害者，真正害人的
则是吃人的封建礼教。

这时，我方可看出作者曹雪芹是想要通过《红楼梦》，揭示



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表达他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不满
与愤怒。

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哀情道遍;一首《葬花吟》，把无
尽落红悲声唱完。悲哉，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泣哉，怜痴情儿
女尽成灰。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又是中国文学史乃至
世界文学史上得一朵奇葩。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
的荣辱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
索，着重描写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并且全面地描写
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以及种种不调和的矛盾，向我们展示
了一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长卷。

曹雪芹所写的贾府繁花似锦的日子，有可能反应康熙盛世的
意思，但是作者亲身经历了家族巨变，深深地感悟到福祸相
依的道理，所以，全书揭露了统治阶级繁荣景象背后腐败的
根源，揭露了封建制度腐败和必然没落的道理。在书中，作
者读宝黛爱情给予支持和赞美，对不幸结局给予同情。另外，
曹雪芹还是一个经济学家，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物的介绍
与描写，反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观念的影响。

就在《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
宣牙牌令：这一次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本回通过刘姥姥的
眼睛再次描写了贵族生活的浮华、浪费和奢靡。

刘姥姥在《红楼梦》这部巨着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
物。但在《红楼梦》作者的妙笔下，刘姥姥却成为中国家喻
户晓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刘姥姥是一个事故圆通的老妇，
还是一个摇尾取怜的老妇，向来各家说法不一。

单拿一双老年四愣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刘姥姥心中并
不羡慕贾家的生活，反而只一心一意计算着平实的居家生活，
刘姥姥一再地叹息。作者利用几个细节塑造出刘姥姥的朴实



的老农妇形象。同时作者也透过刘姥姥的眼睛映射出贾
府“朱门酒肉臭”的景象，对贾府的腐败提出沉重的谴谪。

本回事以乐景写哀情，通过刘姥姥对大观园的描述，侧面描
写了大观园的奢侈及浮华;通过刘姥姥的逗笑，我们看到了封
建社会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是那么的大相径。

妮紫嫣红的大观园，隔断了世俗与肮脏。可贾府的衰落是不
可逆转的，小小一园不可能避免悲剧的上演。十二女怜
的“离乡怨”，林黛玉的“潇湘馆”，薛宝钗的“恨无缘”，
直至贾宝玉悬崖撒手遗红怨。理想与现实在此冲突，现实多
弊却根深蒂固;理想难行却矢志不渝。可柔弱的理想如何改变
黑暗的现实?“质本洁来还洁去”吧，“一枉净土掩风流”，
何处是香丘?手捧一卷空余满腹惆怅，唯有掬一把热泪洒于闺
阁之中。

红楼梦第十章读后感篇三

总听到别人说《红楼梦》好，我却不相信。当我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读完这本书时，心中增添了无穷的感想。

这本书讲述了封建王朝时，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从繁荣
昌盛走向落魄败落，既让我了解了封建主义的残酷虚伪，又
让我知道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贾宝玉的单纯善良，林黛
玉的聪明敏感，薛宝钗的城府颇深，王熙凤的能干和残忍，
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这些人物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林黛玉。不仅因为她聪明漂
亮天真，更是因为她敢于反对封建社会，有自己独到的思想。
在《红楼梦》一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写诗的一段
了，在那一段里，林黛玉的诗写得独具一格，用词更是恰到
好处。她写的诗不仅让贾宝玉赞不绝口，也让我觉得妙不可



言。虽然她最后因宝玉和宝钗的婚礼死去，可这更显出她坚
贞不移的情感和单纯的性格，也让我更加喜欢她，惋惜她。

读完这本书，我受益匪浅。通过对腐败的封建社会的描写，
让我知道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每次
我对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有所抱怨时，我就会想到封建社会的
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只要一想到这，我就不再抱怨了。

《红楼梦》是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希望你也会喜欢。

红楼梦第十章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这本书，一起主人公曲折的身世和作者曹雪琴精
妙的构思，列入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

这本书以贾雨村，经过贾家的帮助重新做知州（官名）为背
景，引出了故事发生的地点，突出了贾家的权势之大。贾家
又分为：荣国府和宁国府，荣国府和宁国府在同一条街上。
故事以荣国府发生的为主。主要写了贾家从兴到衰的过程。
后以贾宝玉同薛宝钗结婚，考中进士后，贾宝玉出家去做和
尚为结尾发生的故事。

从这本书的一个人物：刘姥姥说的几番话里可以看出，贾家
当时的生活非常奢侈一次螃蟹宴，够刘姥姥吃上一年饭的钱，
一个鸽子蛋一两银子，竟毫不珍惜的扔进垃圾桶。正是因为
这样贾家才会败落，但这不是奢侈与腐朽所导致的吗？现在
有许多奢侈的人，不知节俭，在有些地方，人民非常穷，把
浪费的东西堆积一块，可以是那里的人民富有起来。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永远是春天。只要人人不浪费，
地球永远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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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十章读后感篇五

这一回可以说是王熙凤最为出彩的篇章，她过人的才干在这
一回中都展现在大家面前。宁国府由于管家的人自身不净，
所以导致了管束下面不力，表现在以下五方面：头一件是人
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责，临期推委;第三件，
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
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针对宁国府
的这五件通病，王熙凤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召集下人开会，凤姐说到：“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
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
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
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
处治。”在王熙凤短短几句话中，有几层意思，首先表明自
己是受人之托管事，反对我自然是反对你们的正主子，堵住
众人的嘴。其次，公布了自己的纪律，“可要依着我行”。
再次表示处罚原则，“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
例现清白处治。”

第二、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的唤进来看视。
这样便对府上下人有个基本了解，好量才而用。



第三、分工负责，责任到人。这样不管倒茶的、管茶饭的、
上香添油、管器皿都有专人负责，而且房屋各处都有人照管，
并规定，那行乱了，就和那行说话。这样便将一件很棘手的
事处理的井井有条。

第四、王熙凤的一句“事完了，你们家大爷自然赏你们。”
让这些下人们顿时增加了工作的积极性。

第五、王熙凤说到做到，纪律严明。在王熙凤的一次按名查
点时，有一个人偏偏迟到了，王熙凤并没有因为此人原比他
人有体面便法外施恩，而是当即重打二十板子，并扣除两个
月的粮米。并说到“明日再有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
有挨打的，只管误!”

这一系列措施的结果是：众人不敢偷闲，自此兢兢业业，执
事保全。

在这一章中，还穿插着林如海去世的消息，这让我们不禁为
林黛玉难过，当王熙凤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
住长了。“正如贾宝玉所说：“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
哭的怎样呢!”这句话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大家都知道此时贾
宝玉与林黛玉相爱，而此时贾宝玉并不因为林黛玉能长期和
自己相伴而喜，反而为林黛玉痛苦而忧，他不想让他流泪，
这才是情种，时刻体谅恋人的痛苦，苦她心中所苦，乐她心
中所乐。如果换了其他人，甚至包括秦钟，早已是欣喜若狂，
因为能与心爱之人长久相处了。而这一章中还穿插着王熙凤
对贾琏的思念之情，虽然自己累了一天，仍然连夜打点大毛
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
藏交付昭儿。又细细吩咐昭儿“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
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浑账老
婆，““回来打折你的腿“。这些话中无不包含一个妻子对
丈夫的牵挂和深深地爱。生活能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而秦可卿的葬礼的规格之高让我们难以想象，除了那些一般



的达官贵人出席外，居然惊动了东平郡王、南安郡王、西宁
郡王、北静郡王四位王公，这还不算，北静王居然“公事一
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后
面宁国府家长贾敬的葬礼中都没有这样描写。这更让我们很
纳闷：这秦可卿究竟谁?我们只能从曹雪芹留下的八十回中猜
测秦可卿的身份，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想象。不管秦可卿是
谁，我们知道这是位出色的女性，她美丽、聪明、能干，然
而她过早的去世了，这是红楼梦十二正钗中逝去的第一位红
颜，以后这样的悲剧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