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第三回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楼第三回读后感篇一

，细细打量后，仍送回座位上才夸奖她的美貌，以迎合老祖
宗的欢心。接着又道：“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
诉我;丫鬟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显示出她的权
势、威严，使黛玉觉得这既是关心，又是警告，警告自己往
后的一举一动切不可迈错一步，因为这“只管”两字以将她
束缚在王熙凤的管辖之内了。

写到她为黛玉丧母的不幸感到难过，用帕拭泪，等贾母一
说“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等话时，她又马上转悲为喜，
破涕为笑，眨眼工夫，就由哭变为笑，这功夫确是常人所不
备。一个虚伪、玲珑、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面目已昭然如
在眼前。

可见，王熙凤之所以能威压众人，，不仅因为她是

老爷贾政的内侄女，更因为她长于阿谀奉承，被家庭统治者
所赏识，这就造就了她两面三刀、泼辣狡诈的性格，也一天
天助长了她新毒手狠、口蜜腹剑、玩弄权术的本领。由家庭
推及社会，整个封建社会正是由这样的人把持着，难怪内乱
四起，人民遭殃了。王熙凤这一形象是封建社会、封建大家
族的产物。通过这个人物，我们不难看出的黑暗和封建家庭
的没落。

接着写“恍若神妃仙子”凤姐“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



笑先闻”，使人初次见面就有三分敬畏七分驯服。只见她初
见黛玉，便携起她的手，细细打量后，仍送回座位上才夸奖
她的美貌，以迎合老祖宗的欢心。接着又道：“想要什么吃
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鬟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
诉我。”显示出她的权势、威严，使黛玉觉得这既是关心，
又是警告，警告自己往后的一举一动切不可迈错一步，因为这
“只管”两字以将她束缚在王熙凤的管辖之内了。写到她为
黛玉丧母的不幸感到难过，用帕拭泪，等贾母一说“我才好
了，你倒来招我”等话时，她又马上转悲为喜，破涕为笑，
眨眼工夫，就由哭变为笑，这功夫确是常人所不备。一个虚
伪、玲珑、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面目已昭然如在眼前。

可见，王熙凤之所以能威压众人，大权独揽，不仅因为她是
荣国府老爷贾政的内侄女，更因为她长于阿谀奉承，被家庭
统治者所赏识，这就造就了她两面三刀、泼辣狡诈的性格，
也一天天助长了她新毒手狠、口蜜腹剑、玩弄权术的本领。
由家庭推及社会，整个封建社会正是由这样的'人把持着，难
怪内乱四起，人民遭殃了。王熙凤这一形象是封建社会、封
建大家族的产物。通过这个人物，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的
黑暗和封建家庭的没落。

当贾瑞在凤姐得闲时来相探望，以慰淫心。在其与凤姐的几
句话中，颇值得回味。“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
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
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 ...

当贾瑞在凤姐得闲时来相探望，以慰淫心。在其与凤姐的几
句话中，颇值得回味。

“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
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
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

这是贾瑞的话，从侧面体现了凤姐平时的毒辣程度，这也正



是凤姐在丫头下人眼中的印象，从贾瑞的嘴中说出，也体现
了丫头下人对凤姐的畏惧和憎恶，不然她们不会到处诉说主
子的不好处。可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也伏下后来凤
姐“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结局。

在封建社会，贾瑞竟能说出“死了也愿意”，其淫意不言而
喻。这样越轨的行为是大错特错的(此仅限当时，今日则成为
男人的口头语了)。而贾瑞说出的“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
则暗示自己的悲惨结局。

后面凤姐笑道：“果然你是个明白人，比贾蓉两个强远了，
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胡涂虫，
一点不知人心。”这样的话与第六回贾蓉来借炕屏时凤姐的
暧昧表情相比，可略窥其与贾蓉有染，是否是焦大称的“养
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也未可知!

红楼第三回读后感篇二

《红楼梦》打动过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影响过千千万万的人。
〈红楼梦〉在中国可谓地道的名著。它以凄婉的爱情为主线，
描绘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兴亡史。其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其实
也是他们(她们)的性格悲剧，当然也更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林黛玉，一个正日哭哭啼啼的，不怎么健康的女人。贾宝玉
是怎么搞的，放着那么多的红润佳丽不要，怎么会偏看上一
个终日病病歪歪的老病号呢?在重看〈红楼梦〉的时候，发现
一个个佳丽都有些俗气，在对贾宝玉的爱上，无人可比林黛
玉的独特和刻骨铭心。林在临死前曾说过一句话：“质本洁
来还洁去。”，说的一点都不错，在咽气前她也只是喊
着“宝玉你好”——这种对爱情的专注精神是每一个男人都
不愿舍弃的，更不要说生来就是情种的贾宝玉了。



红楼第三回读后感篇三

每一个阶段读《红楼梦》，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红
楼梦》中的贾府里生活着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各类人物，读
红楼给人印象颇深的是这里面的勾心斗角。你是否在找正准
备撰写“《红楼梦》第三回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
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
述上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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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有
以神话故事中的女娲为开头引出着一故事石头记。有以甄隐
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又一个国度英国。她诞生了一位伟大的、
杰出的、有天赋的，剧作家他就是莎士比亚。他用他毕生的
经历发扬了本国的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那时一个民族，
他那时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我、充实着自我。
正如莎士比亚与戏剧的微妙关系一样，曹雪芹及其《红楼
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

与其说他是异步伟大的巨着，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说
那是写贵族的生活，不如说是当时时局的真实写照。从一点
点的细节来讲，那种语言的魅力体现出来，用形象生动的语
言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
笑、一张一弛。一丝一毫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点，能够说那
种语言的叙述找不出一斯破绽。而从中又能够看出一个民族
发展的问题，具体的症结，具体的民生国计，无不与此相关
联。这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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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誹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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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情似水、泪眼朦胧、红颜命薄，乃林黛玉也。《红楼梦》
这一本书中一共写了九百多个人物，而我最喜欢的，便是林
黛玉。

她是一个身世坎坷、寄人篱下的女子。她六岁丧母，后又离
开父亲，来到了贾府。她是一个多心小心、多愁善感的人。
说她多心小心，那是因为她想的事要比别人多，哪怕只是一
句话，一个词，也要细细地咬文嚼字一番。因此，宝玉便说
她：“那是你多心，才染出一身病来。”

但是，她又是那么倾国倾城，那么才华横溢呀!美在两弯似蹙
非蹙笼眼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就拿“元妃省亲”来
说，她作的诗与众不同，当宝玉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最后一首
诗时，她快速地写了一首律诗，帮宝玉解围。和宝玉相互赠
帕时，一口气写了三首诗。

我有时恨过曹雪芹：为什么把黛玉的生活写得那么悲凉，又
为什么硬把他们的爱情拆散?现在想想，才知道作者的用意。
作者这样写既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也更让我们看到了古代
的人们，特别是女孩子追求自己的生活和幸福是多么的困难，
让我们更真实地了解了古代的社会生活。

《红楼梦》倾注了曹雪芹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堪谓封建末
世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渗透着宋词深情绵邈，销魂蚀骨的
意致，时常笼罩着轻如杨花的梦幻，细如丝雨的哀愁;又有元
曲明白如话，清新真切的境界，大观园的舞台上演的是看似
平常的家常事，实际上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



相逼”的不同寻常的人间悲剧。中国古典艺术的神韵，曹雪
芹天才般的创造精神以及小说为我们展示的寥廓，充实而又
绚烂的美的世界无不引人入胜!贵族之家的败落，青春的生命，
美好的爱情被悲剧所吞噬，红楼一梦醒来后，却发现茫然无
措，无路可走了。

浓墨重彩，精雕细刻，人物的种种性格特征象如星星点点的
雪花，静悄悄地融化在生活的漩涡之中。曹雪芹总是能抓住
稍纵即逝的最佳契机，让他们在特定的场合中一显身手，将
生命之光聚合成一个夺目的亮点，不能不令人注目凝思!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大观园的欢声笑语，
无端误会，冷露寒风，飘零红雨，都能勾起黛玉的无边愁绪，
使她的眼泪源源不断，春流到夏，秋流到冬，也不顾苍苔露
冷，花径风寒，独立花荫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直哭得
“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失去了双亲，失去
了家门权势，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黛玉的一颗高傲的，神飞
在理想云端的心被隐秘，无情地碾碎了!

漫步“红楼”，美不胜收，历史雾霭数重重;红楼一梦，太虚
幻境，芸芸众生皆是空。

近日读完《红楼梦》，才明白其妙处所在。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围绕事关
贾府家事利益的贾宝玉人生道路而展开的一场封建道路与叛
逆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为情节主线，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叛
逆者的悲剧为主要内容，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没
落过程的生动描述，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种.种黑
暗和腐朽，进一步指出了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运终权尽”的
末世，并走向覆灭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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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
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
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
如贾宝玉，林黛玉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补
裘，宝琴立雪，黛玉焚稿等等，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如林
黛玉飘然的身影，诗化的眉眼，智慧的神情，深意的微笑，
动人的低泣，脱俗的情趣，潇洒的文采……这一切，都是作
者凭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艺术素养培育出来的，从而
使她在十二钗的群芳中始终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
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再现
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读来犹如作品中的人物同生活中的
人物一样真实可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不得贤，说
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
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令人徒加评
论。不仅贾宝玉，林黛玉这对寄托了作者人格美，精神美，
理想美的主人公是如此，甚至连王熙凤这样恶名昭着的人物，
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坏”，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
“可爱”，从而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
格“迷人的真实”。

作者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描写，
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甚至连一些不成文的，
史无记载的社会习惯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
绘。

《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不仅在
国内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而且在国际上
也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有法国评论家称赞
说：“曹雪芹具有普鲁斯特敏锐的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
缪塞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整个社会的自
上而下各阶层的能力。”



红楼第三回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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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第三回读后感篇五

水浒传的第三回是《史太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这一回接上回，继续写史进同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等三
个强人成了江湖兄弟之后的故事。

上一回说道，庄客王四赍受史进之命，去约朱武等三人下山
来过中秋，不曾想，王四赍因贪酒丢了少华山的回信，而此
信又被想发财的邻乡猎人李吉所捡得，报了官府。王四赍瞒
过了丢信的事实。正当史进和庄客一齐，同少华山的强人们
合作一处，共赏中秋之时，华阴县县尉率二个都头和几百名
士兵，在李吉的引领下，围了史家庄。到了此处就进入第三
回。

应对这样的场景，全文”一个“义字了得，朱武等三人绑了
自我送官是义，史进反其道而行之，也是个义字。

史进问明原由，杀了王四赍，带领庄客，烧了庄园，同少华
山强人一齐反了，杀了李吉和二个都头，打退了官府的军队，
上了少华山落草。

此时的史进，心境复杂，怎样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转眼之间，
自我由地主成了无产者，从良民变成了强盗，史进感觉是上
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自我。

杀了人，当了强盗的史进，还认为自我是个清白之人。对清
白的诉求，只是史进心底里留存的道德标准，同自身的实际



行为己经相互矛盾了。

史进的所作所为贴合他的身世、年龄和性格特点。身为独子
的史进，其家庭殷实，养得娇惯，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
偏爱武术。当他得到王进教头的真传，武艺大有长进时，其
性格并无变化，此时的史进还是个率性而为的汉子。

应对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史进是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去追
寻师傅王进。在中国的传统里，师傅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更何况王进给了他真功夫。此时的史进最想见王进，也就在
情理之中了。

史进离开少华山，是这一章回的前半部分的结束。进而，借
史进寻找师傅王进，引出本章下半部分的故事。

史进因其师傅王进投奔到延安府的老种经略相公处，所以也
就一路走来，经过渭州时，生出了故事。

渭州，在今日甘肃陇西。

因那里也有个经略府，史进便入城打听。入得城来，史进在
一茶坊里，正在打听师傅的消息时，遇到一个军官模样的大
汉入店来，茶博士忙引着史进同其相见。这一引，引出了本
章另一位主要人物鲁达的出场;这一引，也自有原故。

茶博士是听八面风的人，见鲁达入店来，便引见了。

原先，延安府老种经略的儿子，就在渭州府，是小种经略。
老种经略怕小种经略在渭州势单力薄，就派鲁到达此做了个
提辖。

正因为如此，鲁达在史进叙之原由，通了名姓之后，便一见
如故了，鲁达早就明白史进是那路神仙。



鲁达请史进到潘家酒楼一叙，路上遇到史进的启蒙武术教师
李忠，正在大街上摆摊卖艺。小气又细心的李忠挡不住鲁达
的直率和真诚，也就合作一处，来潘家酒楼。正当三人借酒
说得高兴，隔壁的哭泣声搅得人心烦，经一打听，这又是一
件人生不平事，故事原是这样。身在东京汴梁的金老带着妻
子和女儿，一家三口来渭州投靠亲友，没有想到人家已去了
南京。不幸的是，老伴染病身亡，留下了金老汉和女儿无依
无靠。

这渭州城有一霸，叫镇关西郑大官人，是个卖肉的屠夫，见
金老汉的女儿有几分姿色，便强娶之为妾，说是以三千贯为
价，实际上是一分未付，反而遭到郑大官人的妻子的敲诈，
父女二人流落街头，以卖唱为生。鲁达听到此，一是凑钱要
这父女离开此地回东京，二是去寻这镇关西报不平，找到后，
没想到鲁达将其打死了。惹出人命的鲁达，如丧家之犬，亡
命去了。

此一回，主要是说史进和鲁达这二个人。说史进是说他从良
民转化为匪的过程。表面看史进落草是年幼无知和性格所造
成的，实际上从一个广泛的社会层面告之人们，这个世道，
民变为强盗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换了身份的。说鲁达，又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叙说一个”好人“是如何走向为匪之路的。

水浒传一百零八人上山为匪，有一百零八个理由，这不但应
了佛教的一百零八个烦恼之说，也说明世道的不公何其多，
不公才是这些故事的本源。

鲁达是水浒传中第六个出场的好汉，他的性格特点是正直、
果敢、无私。他同史进、李忠一齐见证了金老汉的不幸，仅
有他做到了无私和无畏。史进此时正纠结在为匪的不安之中，
而小气的李忠只愿拿三两银子出来接济金老汉也贴合他的性
格和走江湖的特点，靠卖狗皮膏药度日，也是自身难保，更
何况江湖上这种事也是见怪不怪的了。按理，鲁达同镇关西
都是小种经略罩着的人，应有所顾忌，但顾忌了就不是鲁达。



说镇关西是一霸，他的靠山是谁，小种经略也。当府尹得知
鲁达打死了镇关西，不是先去捉拿鲁达，而是先去请教小种
经略这事怎样办，经小种经略明示后，这才命令王观察带着
公文和公人去捉拿鲁达。而此时，鲁达已逃之夭夭。

看鲁达拳打死镇关西所透出来的更多故事，不可不察啊!

天下大乱，”洪桐县里没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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