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回读后感(精选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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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读后感篇一

笑者，情之美好。人乃有情众生，红楼一干人皆是情种冤孽，
随了神瑛侍者下凡而来。宝黛之爱最是让人动容，他们的知
己情更让人羡慕，同对功名不屑。宝玉让黛玉抚琴，黛玉打
趣道不愿对牛弹琴，宝玉笑道钟子期不一定也认琴谱，言下
之意教人深念。宝钗扑蝶，多么青春美好可入画儿的景儿。
湘云醉卧，真真让人怜爱。探春起社，何其风流雅致。香菱
学诗，只为纯真的追求与喜爱。李纨教子，对于亡夫妇道的
忠守……此之种种，皆乃情耳。

哭者，乃命运之作弄。宝黛既两心相爱，何必有金玉之说？
迎春与世无争，为何偏嫁中山狼？探春精明能干，为何竟远
嫁一去不归？妙玉清高孤洁，为何终陷泥沼中？香菱本是闺
阁小姐，为何却由主变仆？晴雯心比天高，为何身为下贱，
因谗失命？诸多为何，诸多不如意，尽了黛玉一生泪，也惹
了木儿的眼泪。

读罢红楼梦，再读佛书，感触愈深。恁多忘不了，正是“我
执”的表现啊。功名、金银、娇妻、儿孙，皆是过眼云烟，
虚幻不真，终难抓住，只落得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何
必太过执着？木儿曾作诗曰：“勘破无明几人往，古今哭笑
戏一场。”浩浩宇宙，茫茫时间，无非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戏



罢，留名者故有，遗忘者又何其多。你方唱罢我登台，一部
红楼终结了，另有他部红楼上演哉！

可叹者，为那些红楼奇女子。颦儿，木儿怜惜才情满腹的你。
宝姐姐，木儿理解心热情冷的你。云儿，木儿喜爱豪爽无拘
的你。元春，木儿明白无奈入宫门的你。迎春，木儿难忘丫
鬟吵架时却在一旁悠然看太上感应篇的你。探春，木儿欣赏
积极有男儿气的你。惜春，木儿亦不忘唯伴古佛青灯的你。
妙玉，木儿仰慕高洁的你。可卿，木儿疼惜早逝的你。李纨，
木儿敬佩恪守妇道的你……然此些美好女儿，美好青春年华，
终碎在了美丽的大观园，怎不教人叹息哉！

可念者，红楼梦便是一部世间百态，每个人都是主角，不论
婆子小厮，还是公子小姐。好一个“不入红门，不知苦海
深”，这与佛又不约而合，人世无非一“苦”字耳。整日价
为甚劳碌，终究得到了甚么？所有美好之情，美好之人，美
好之物，便如梦一般，醒了甚么都没了。争耐世人仍在梦中
难醒转，可念可念！

宝黛既两心相爱，何必有金玉之说？只为金玉只说最般配。
最不般配的就是鲜花和牛粪。

迎春与世无争，为何偏嫁中山狼？只为父母眼光狭浅。偏右
自己不能做主。好比今日刘志军

妙玉清高孤洁，为何终陷泥沼中？只为空无一技养身，虽清
高但无刚烈之性。皮囊虽美，与俗人眠。

香菱本是闺阁小姐，为何却由主变仆？只为水虽大终究漫不
过船，涧底松耳。

晴雯心比天高，为何身为下贱？只为才高八斗，德薄一纸。
古语命比纸薄。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二

彳亍在《红楼梦》的世界里，捡拾起不慎触落一地的人物碎
片，黛玉的傲，宝玉的暖，宝钗的精……如缕缕清香，让我
读你千遍不厌倦。

初读喜欢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
目。”初入贾府，黛玉仍小，多少有些寄人篱下之感。这也
怨不得黛玉：父母双亡，打击甚大。可黛玉的文采却不可不
服，不管是蟹宴上的妙语连珠，还是小雪初落时的语出惊人，
又抑或是漫步大观园时的偶然所感，无不令贾府的上上下下
为之叹服。让我记忆尤深的，是黛玉的焚稿。“妹妹，你是
我最知心的，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这几年，我拿你就当作
我的亲妹妹。”黛玉对紫娟的一席话，已让读者泪目。“黛
玉只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
焚烧的不再是稿，而是黛玉对封建社会的看清，以及对宝玉
的死心塌地。彼时，黛玉仰卧在床，唇色发白，气息已断。
傲了一辈子的黛玉啊！却在咽气的那一刻，神色苍白无力。

后来喜欢宝玉。“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是宝黛二人初
见时的欢喜，似小鹿乱撞，怦然心动；“家里姐姐妹妹都没
有，但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
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这，是宝玉摔“通灵宝玉”
时的一席言语。那“通灵宝玉”可是女娲补天时多下来的一
块石啊！宝玉出生时口含着它，却因黛玉没有，而毅然摔地。
宝玉，在众人眼中或许是个花花公子，却不然。宝玉，会在
雨夜，给黛玉送去雨具，自己冒雨回房也不留神；宝玉，会
心存善良，在蕊官感到迷茫委屈时，悉心开导。通读红楼，
我发现曾经的“怡红公子”已然蜕变：由不识抬举，变得知
规懂礼；由口出狂言，变得绅士儒雅。却只因封建包办婚姻
的束缚，宝玉娶了宝钗，最终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真不是
宝玉花心啊，而是暖男的爱，仅仅如此。

又读喜欢宝钗。“这药引啊，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



夏天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
梅花蕊十二两。”这，是宝钗的“冷香丸”的配方。宝钗其
实也生来体弱多病，只是自己的倔强，让世人看不出。初读
红楼，是不爱宝钗的，总认为宝钗太过世故圆滑，八面玲珑。
可后来才发现，宝钗原来也是那么才华横溢。吟诗诵诗，与
黛玉不分上下；住所蘅芜院，选处幽静，远离世喧。其实，
宝钗和宝玉天生一对。那一天，宝玉看望宝钗，将自己的玉
从项上摘了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看毕，口内念
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
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拿来瞧，却
真是：“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宝钗的亡，让人怜爱，她
被自己哥哥薛蟠的妻子夏金桂抛尸雪地，身躯难寻。精打细
算着的宝钗，怕是没想到自己会沦落到如此一番处境罢！

现在认识王夫人。“王氏集团”的幕后总操纵就是她了。为
何称之为“王氏集团”？因为以王夫人为首的一群人，都妄
想凭群众之力与贾母抗衡。王夫人表面上的温柔儒雅，善解
人意再也掩不住她内心的心狠手辣。贾母之死，让她的阴谋
终得以成功——宝钗，就这么嫁给了宝玉。正是王夫人，一
手搅乱了宝黛的真挚情深。

正是这些风格多样的人物与一波三折的故事造就了《红楼梦》
的成就。“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总虚化。”《枉凝眉》中
的一句，用来概括红楼故事再恰当不过了。

读你千遍不厌倦！《红楼梦》，我的红楼情怀。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三

初见红楼，年少懵懂。那时读的是简单的少儿版，没有一字
一句的斟酌，也没有细细品读贾府的繁荣，一句句含有隐晦
的诗词也是直接跳过。那时是被故事吸引，在一个个人名还
记不住的时候，我竟通读完了全本，不喜欢林黛玉的懦弱，
贾宝玉的风流，薛宝钗的心机，王熙凤的毒辣……当时的我



并不明白这本“无聊”的书是怎么成为名著的。再见红楼。
我阅读的是青少版，开始被曹雪芹的文笔吸引。从中竟朦朦
胧胧地感受到了每个人的无奈与辛酸。林黛玉的隐忍，贾宝
玉的失情，薛宝钗的明哲保身，王熙凤的无子之痛……似乎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他们竟都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又见红楼。我捧起了原版，这次我读到的不是宝黛爱情悲剧
的明线，也不是曹雪芹的笔下生花，而是红楼梦真正的价
值——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变迁，是红楼梦中隐藏的巨
幅历史画卷，那些封建社会对人性和美好的摧残。作者曹雪
芹是家道中落之人，历经家族巨大变迁的他，或许早已经看
透了世事无常、变化万千……“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在
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压榨下，即使再兴盛的家族也不会长久。
曾经多么辉煌，受人“敬仰”的荣国府，也会有树倒猢狲散
的一天。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便通过贾雨村的“良言”警
示了世人。《红楼梦》的明线是宝黛的爱情悲剧，他们所追
求的纯洁无瑕的爱情令人扼腕叹息的被残杀了，其中深层次
的原因引人深思……真的是所谓“天命”吗?我更愿意理解为
是封建社会的伤害，他们的命运结局是自己不能掌控的，是
一场凄美的“梦”。曹雪芹的逻辑何等细腻!他借助诗会埋下
了许多伏笔，那些悲情的诗句实际上正是曹雪芹在行文捻墨
之中暗示的结局。曹雪芹的文笔何等韵美!在黛玉初进贾府时，
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荣国府的华丽与奢侈。而在他笔下，
有“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更有“好风凭借
力，送我上青天”的诗句，不仅成了千古名句，更是言简意
赅的表明了黛玉和宝钗的性格差别。在他的笔下，贾史王薛
四大家族的悲欢离合跃然纸上;在他的笔下，宝黛钗云十二钗
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红楼梦》是故事中主人公们一场破碎
的梦，是贾家百年兴衰变迁的黄粱一梦，更是一个时代遗存
的美丽又残忍的梦……它就像是原作中女娲补天遗留下来的
石头一样，静静的待在时光的角落中，待在岁月的尘埃中，
等待着被人发现，然后娓娓道来。



作者|昆山市第二中学初一（17）班张馨月

公众号|玉峰文苑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四

学《红楼梦》品“红楼情”

想不到的红楼事，剪不断的红楼情。

记得当初看完了《红楼梦》后，我就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我
自知文化不高，不敢玷污文学。真要写点什么的时候，没想
到是以这种形式。

对于《红楼梦》重拍，我一直就不接受，可是个人意愿无法
改变导演行动。虽然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一直保持沉默；直
到看见那些负面新闻一连接一连地出现，各种言论也尘嚣而
上。我坚决反对用这种不严肃的形式重拍《红楼梦》，还没
有开拍，就已经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美女选秀。这些美女
在银幕上不断地出现，裸露在全球观众的眼球里，还有什么
内涵可言？每人也展示了自己的节目，但我从她们的脸上看
到的只是喜怒哀乐，并不是那种发自内在的气质或品德之类
的东西，在她们身上我找不到某种特别的神韵。我还是大胆
地宣传，《红楼梦》已被当初的演员演到极致了，没有人能
代替，再重演只不过是丑化文化。红楼已成梦!往日的所有已
在我们脑海里成为永恒不可磨灭的记忆。如果新《红楼梦》
真播出后，我想观众更多的是带着看闹剧的眼光和心态去看
新版红楼，对里面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么谁会关注曹先生所
写代表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完全是一场浮躁走的秀罢了。结
束吧，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

有人说：“曹雪芹给了林黛玉灵魂，陈晓旭给了林黛玉血肉。
”也许吧！正是这一场红楼选秀，才真表现出陈晓旭是独一
无二的“林妹妹”！所见闺英阁秀，皆未有稍及上晓玉者。



真想抵制那些无知的人，告诫她们只是在当一个‘时代’的
小丑，她们在把经典当娱乐再把娱乐当经济。红楼梦本就应
该随着林妹妹的仙逝，冷月葬花魂般地成为记忆！“千红一哭
（窟），万艳同悲。（杯）”，娱乐界对《红》的一举一动
正牵制我们的神经，红楼是一部经典文学，可他们不惜重资
在瑰丽的名著上炒作文章。经典是不可颠覆，艺术是有灵魂
的.，作秀怎么能也攀上“艺术”两个字了？我们应珍惜存量
不多的文化精品，不要糟蹋了文学，不要轻视文化，这是一
部不朽的名著。

在这商业利益泛滥的中国，不觉警惕：要保护中国文化，真
的很难了。像《红楼梦》重拍只会将中国的艺术变成一种庸
俗的商业行为。他们的行为根本与普及红学、发掘名著没有
关系。

我一直不了解张纪中先生为什么要重拍红楼，是想攀比？可
能你并不知道初衷会演泽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也许你有更多
我不想知道的想法，但我只是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
能够超越的。放眼观看，真真是劳民伤财。但现在娱乐
界“绯闻”已成为一种经济，炒作越厉害收入越多，像某个
网络红人所讲的：“骂吧，骂得越厉害，证明我越红。”。
艺术是有灵魂的，要全心演泽它很难，如果今天的新闻是真
的，这是一种对艺术的玷污。才貌双全的人廖廖几，要演红
楼梦中人至少她是个——品德高尚者。我知道，我个人的力
量是无法扭转这些人的步伐。这种现象似一个时代艺术的变
更，渐渐趋向另一种申美观，好像有人特别用心将名著用超
女的形式来演播。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本学校里下发的漂流书：《红楼梦》。这本
书是由曹雪芹创作的，彭程改编的举世闻名的历史书籍。

书中描写了许多的人物，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还有



林黛玉等……这些众多的人物，各有各的性格，有温柔的，
有固执的，还有暴躁的……讲述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感人，
文笔细腻，语言风趣，人物众多，各有其貌，内容丰富。

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又聪明又贪玩的孩子，他十分天真，可
是他和楚楚可怜的林黛玉缠绵爱情是那么悲惨，令人痛心。
写出了当时的社会太黑暗，太腐朽，对封建社会的深恶痛绝。
想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真好，没有他们那时的封建，而且现在
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更要认真、
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社会奉献一份力，才能做一个
有用的人。书中的王熙凤是个泼辣货，虽然机关算尽，可最
终难逃覆灭的下场。更让我懂得了做坏事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们要做一个好孩子，在做事前要想一想是对还是错，该做
还是不该做。

读了这本书也让我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
点，对待自己的优点要坚持，缺点一定要改正。

文档为doc格式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六

入夏的夜，迎着暖暖的风，静静读着这喧哗之后的宁静。想
写些什么度过这漫漫长夜，在落笔的.一刹那，发现纸是如此
的洁白，纯洁得让我想到她。又一次，我捧起了这千年不朽
的巨著——《红楼梦》。梦中，我迈着缓慢但不轻盈的步伐，
踱在大观园。

一身素服，一抹淡妆，一条丝帕，仅此而已。亭亭玉立，一
个水做的女人。“侬今葬花人痴笑，他年葬花侬知是谁;试看
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你默默吟着，伴着淌不完
的泪水和淌不完的心事。黛玉，你为何而愁，是寄人离下的
无奈使你彷徨么?你冷眼看着身前的千百人，却感受不到宝玉
在背后看你。



在红楼，醉一场，梦一场，痛一场。黛玉，你把泪水熬成刻
骨铭心的海，最后把自己淹没。多少次，我为你而痛心，但
是我愿意读你，读懂你。独自一人，身衣曳地，低回，在幽
静深长的小路，随你的，只有过季的花瓣，你的心事，只有
塘里的鱼能懂。无数次，你用花锄掩埋幽怨，心却一沉再沉，
用落叶堆葬你失落的灵魂，杜宇声断千里之外。狠下心来，
焚烧千篇诗稿，有个人是否泪眼无处。黛玉，我好想告诉你，
你是多么的才华横溢，可你总是孤独无助，无奈的泪水时常
把我融化。

“都道是金玉良缘，我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
雪，终不忘世外仙株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
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一首凄凄惨惨的爱情诗，写尽
了辛酸，写尽了无奈，这对有情人，或许，注定无法常相厮
守;或许，注定无法成为眷属。红楼上声萧依旧，却事散缤纷，
终归一杯丘土。我叹，世上海誓山盟的多，天荒地老的少;我
哀，天下情缘未了的多，生生世世的少;我吟，红楼梦里梦红
楼，千古情结几时解。

昌盛一时的贾家，最后化为一片废墟，只有阵阵叹息。为官
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
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是非
轻，分离聚合皆前定。人去楼空，时过境迁，奈何，怎一
个“愁”字了得。

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往事回忆心头，今晨醒来梦已远，留
下满杯红楼梦。

红楼啊红楼，为何浓妆掩不住你的轻愁;红楼啊红楼，你的轻
愁是否因为人们将你遗漏。

拥着让我忧让我喜的红楼一梦，我将满腔热血与狂躁的情感
静静流泻，涌透到每一页之中，读她的一夜洁白。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七

因为要考试，最近总看些“忧伤的”《近现代史》和枯燥的
《马克思主义概论》，理性主义把我浪漫感性的一面欺压得
都快要跪在地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认为学文学的人和
他的文学还是得回归人的一面，回归有眼泪和慈悲的一面才
好。而在我看来，最具悲悯情怀的依然还是《红楼梦》，故
而索性先丢开那些经卷，慢慢地品悟几章《红楼梦》，好好
的找一下自我，回顾一下初衷，以免让自己成为自己曾经鄙
视的那一类人。

一部好的作品之所以会让人产生崇敬，是因为它总能给你鼓
励，给你直面一切的力量。好多人说《红楼梦》不适合少年
人看，因为其中有一些少年人不该看的东西。我一直对此不
以为然，因为我并没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始终相信，
一个人带着怎样的目光去看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就会给他展
示怎样的力量。在大慈大悲者的眼中，没有恶魔，在恶魔的
眼里，同样没有慈悲的立足之地。谁都不会认为，曹雪芹写
的只是纸醉金迷。我们相信，在富贵温柔，繁华如梦的表面
下一定掩盖着作者不愿明说又不能不说的痛苦。

那么，这痛苦是什么呢？

好多人都在猜测，好多人都在附加。说他是批判封建的先锋，
说他是揭露黑暗的勇士。可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以功利的
态度对作者本意的强力歪曲，曹雪芹写《红楼梦》之初，绝
不是为了批判或者揭露什么，他只是坦诚的把自己写出来而
已。至于说作品中确实有对封建的展现，那也仅仅是展现而
已，——这不是作家的不作为，反而还很难做到的“无为而
为”，也只有这样，才是对人世的尊重，才是对每一个生命
的敬畏。

同是悲剧的形态，希腊人说，“不要出生，如果已经出生，
那就赶快死掉吧！”而《红楼梦》中展现的却是“世间虽磨



难万千，但是，既然你来了，那就努力地活着吧！”

对，就是要努力地活着。这是一个人初读《红楼梦》很难感
悟到的。在我们看来，能将庞杂的人物关系、华丽的文采、
凄恻空濛的爱情故事齐聚的.小说就已经足矣传世千年而永垂
不朽了，所以我们很难再分出心思来看看它别的地方。因此，
那许多渺小但坚韧的人就往往被我们忽视。

但是，读者可以忽视，作者不能。他于心中深知，每个人活
着的不易。

第九章至第十章，可能很少会有人注意到有金寡妇这么一个
角色（即便她出现在章目之上）。当她的儿子受了宝玉的气
（给秦钟磕头）而回家抱怨时，她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你又争什么闲气？好容易我望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千方百计
才向他们西府里的链二奶奶跟前说了，你猜得了这个念书的
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哪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
况且人家学里，茶也是现成的，饭也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
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
鲜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
大爷了？那薛大爷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
子。如今你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
你罢，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儿子睡你的
教去，好多着呢。

而金荣也是能忍气吞声，回房睡觉。第二天干什么呢？仍旧
去上学。

联想我们自己，哪怕是在学校有一丁点儿不快，爸妈就会插
着双手，横眉怒目地找老师和同学的家长理论。可金寡妇不
能，别人是生在“白玉为堂金作马”的侯门大族的贾二爷，
而自己只是一介草民，好容易凭得一点薄的像纸一样的面子
才讨了几口残羹冷炙，怎么能因为一点无关生活的尊严丢了



吃食呢？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磕个头，不算什么！

记得小红吗？那个因为宝玉的名字要有“玉”而不得不改掉
自己名字里的“玉”的女孩。她总在寻找接近宝玉的机会，
希望通过他来改变自己。在大多数女子对自己的身世无能为
力的时代，她是坚韧的，她绝不让自己的生命毫无色彩，就
算结果无法预料，她也在所不惜。可幸的是，她后来跟了凤
姐，走向了“权利中心”，她做到了。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也最容易让人发现的还是刘姥姥。第
一次读到，就给了我就印象深刻。作者写她进荣国府的囧态
时，我便明白其中的的深意。不是我天赋异禀，有多么神通，
而是我对此有过切身的体会。小时候，我跟奶奶走过一家亲
戚，他们姓什么我已经忘了，但当时那种手脚都没处放的不
安还依然铭记。原来进门是要拖鞋的？原来吃饭是要用公筷
的？原来螃蟹也能做成菜啊？哦，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发誓，再也不到那亲戚家去！尽管他们对我很好。
这样看来，刘姥姥比我是强多了，她可不止一次在贾府进出
呢！

世界上最自作多情的人就是读者，他们总觉得他所关注的那
些角色是作家以他为原型写的。于是，总不会忘了把自己跟
作品中的人物联系起来。看到黛玉，就希望自己是贾二爷；
看到凤姐，就想到自己的老婆；看到贾政，就对自己
说，“哎，我才不要成为这样的人，除了他怕的人，谁都怕
他。”而我，看到刘姥姥，就觉得我是他身边的板儿。

可能，大多数人只关心荣宁二府或者四大家族的兴衰，没有
太多去在意那些小角色的生活。但不得不说， 真正让人懂得
生命的可贵的正是这些小角色。

地球是圆的，谁都不是中心，谁也可以是中心。我们要的做
没有太多，仅仅是努力地活着，保持生命力，同时别把自己



看得太重要。得明白磕个头不算什么，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

红楼梦～回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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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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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回读后感篇九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题记

黛玉从西边角门进了荣国府的那一天，她的结局大约就已经
注定了罢。

荣国府里的华贵是外人想象不到的。华冠礼服，山珍海味，
仆役成群，这里的公子小姐，也是外边比不得的风流体态。
连几个三等仆妇的吃穿用度在她眼里都已是不凡，进了贾府，
更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若不是亲眼见到，怕不以为是
到了仙境吧。黛玉，在这地方，有算什么呢?一个来投奔的穷
亲戚?即便老太太待她好，也不过当她是个贵客，终究不是这
府里的人。她也读过些书，腹中有了才气，自是受不得旁人
一点轻视。唯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她去。

她站在众姐妹之中，吟诗作赋，文采斐然，却自我感觉格格
不入。荣国府里照常热闹，她却时时感到悲凉。先天的不足
之症，让她仿佛雨打的花骨朵，纵然有着羸弱的美丽，却脆



弱到一阵风就能卷起——落地——粉身碎骨。侬今葬花人笑
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现在她再美，再有才，有再多的追捧与
喜欢，又有什么用?总会有年华老去的一天。到那时，还有谁
会多看她一眼?还有宝玉……等到她人老珠黄，又怎么可能还
能拥有宝玉的喜欢?即使现在宝玉对她百依百顺，可是万一今
后还有更好的女子，又怎知他不会厌了自己?就算他二人情投
意合，不离不弃，可她还有不足之症，是注定没法和宝玉长
相厮守。既是终将失去，倒不如，从不曾拥有。她耍脾气，
摆冷脸，也只是因为那可笑的自傲与自卑罢了。

只有眼泪是做不得假，一串串掉下来，像是看不到尽头，却
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