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读后感高中(汇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读后感高中篇一

近日读完《红楼梦》，才明白到其妙处所在。

《红梦楼》以贾、史、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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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者之间的激烈的斗争为情节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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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刻地揭露了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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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其真实地，生动
的描写了十八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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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后人回味，鉴赏。

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歌，歌赋，音乐等各类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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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的眉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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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出来的。从而是她
在十二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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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一样的真实可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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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的庸俗平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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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人物，
也没有将他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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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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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受到了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的研究，有法国评论家陈赞说：
“曹雪芹具有普鲁西特敏锐的目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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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是一本韵味悠然的书，是一本让人懂得不断反思
的书。

红楼读后感高中篇二

《红楼梦》是从我读初中就想读的一本名著，一直到现在，
我才读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我的一位朋友
说，里面心计阴谟太多，故事里的社会太黑暗。其实我觉得，
《红楼梦》真实的写出了古代，以贾宝玉为主的，三大家族
的发展史。

曹雪芹，又号芹圃、芹溪，是清朝乾隆年间人，他写了四大



名著中的《红楼梦》中的前78回，虽然没有完整的，但在这
些残缺的手抄本中仍是表达出了，他想表达的社会。有人说
曹雪芹他是借鉴了自己家族的兴亡和自己的遭遇才写出了这
么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
争的牵连，曹家遭受多次打击，曹頫被革职入狱，家产抄没，
举家迁回北京，家道从此日渐衰微。这一转折，使曹雪芹深
感世态炎凉，更清醒地认识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实质。虽然他
生活一贫如洗，但他却能诗会画，并擅长写作，他凭借他坚
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红楼梦》的写作和修
订，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出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
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使《红楼梦》以其丰富的内容，
曲折的情节，深刻的思想认识，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
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红楼梦》中，在开始几回中，有介绍到书中的主要的四个
大家族的发展，分别用了四句诗“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
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
现原籍住者十二房.)；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
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
原籍现居八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
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在籍.)；丰
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
帑银行商，共八房分.)”在其后的几回中，也又有写道，此
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结局，作者用了宝玉做梦到了仙处看到
的来做出引用，说出了“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
中挂，金簪雪里埋（一四句写了宝钗，二三句写了黛玉）”；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
向金陵事更哀（写了王熙凤，贾家败落，她凄惨的死
去）”……很多地方都用委婉的诗句表达其寓意，让人感觉
永远都猜不透、弄不清。还有在第五回中，也有写道“[终身
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
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写了宝玉与黛玉宝钗三人爱
情悲剧的感慨）”；“[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



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
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
人世，终难定！（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世事难料，
书中的人物的命运多变，让我感觉很难琢磨。在书中，有四
回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因为四大家族的关系密切，也
为了自己以后的生活，不得不乱判，那个和尚的话语是在不
断提醒，四大家族的与众不同，是不是一般人能得罪的。间
接的表达了，有些是无奈的。

《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描写，像宝钗，内火重，在他生病
时，宝玉和黛玉去看他时，那一段介绍他吃的药的难配，是
很难求得的，从中可以看出这些一般普通人家根本无法找到
的药，显出了各个阶层的差别之大。黛玉的多愁善感和有时
候会为宝玉而有些闷闷不乐，黛玉也是从一开始被大家疼到
因为他的个性而最终渐渐被冷落，有些很现实，即使是在富
贵人家。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构成他性格
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
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
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
与他们接触拜会。林黛玉，可由“凄美”二字概括为其特点。
“凄”则主要表现在林黛玉的“身世凄凉、纤弱多
病”，“美”则表现在“外在、内涵、艺术”这几个方面。
两者相加就构成了林黛玉“凄美”的悲剧形象。林黛玉无论
在外在还是内在，都显出了她的凄美。王熙凤作为荣府“总
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因为她生性尖酸刻薄，到最
后却害了全家。他深得老太太的喜欢，在家大小事都由他说
了算，但是赵姨娘却说他是把一半家产搬到娘家去了，这才
是他的目的。宝钗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
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和颇深的城府。
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同时，贾宝玉的经历，正像霜花一样，荣华一时，转瞬即逝。
因此，曹雪芹用一幅对联概括了《红楼梦》故事：原应叹息
春风晚，差忒情欲巧妙云；横批：情不情。还有一句弦外之



音：一切都像云（史湘云的谐音）一样被西风（王熙凤）吹
去了。

毛泽东也曾说过，《红楼梦》“不读过五遍的，没必要发表
评论。”其实使这样，虽然我只读了一遍，但是我已经从中
了解到大概的故事，但是却不能完全了解，只是知道一些皮
毛。鲁迅先生也曾有过评价，“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
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
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
新鲜。……”（《中国小说史略》）又从另一角度来评价他。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曹雪芹所经历过的一切，才能
写出亦真亦假的、吸引人的小说。《红楼梦》从头到尾都用到
“他”来表述，又有着不同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直白，又增
添了几分趣味。

红楼读后感高中篇三

正是长相思芳华茂盛，淡紫悠然的日子。无垠的雪地，红衣
女子纤弱的背影横置于地，毫无生机；青丝乱散，却掩不住
点点殷红，犹如傲雪之梅，似乎是极为熟悉的场景，却又陌
生如在天边 …… 泪是她诠释心情的唯一方式，伤心了哭，
害怕了哭，生气了哭，高兴了也哭，感动了还是哭。说女人
是水做的就是指她吧！母丧父病，家道中落，不得不投靠于
贾。纵然是受姥姥的百般疼爱，在封建的背景下也算是寄人
篱下。那个时代的女子有才有思想却更受束缚，她爱上了贾
宝玉，从此总算有了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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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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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答神瑛待者灌溉之恩。黛玉性格孤僻，并非与天俱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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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个龌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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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梦终究一场空。韶华散尽，容颜衰。独坐烛前痴痴叹，才
觉泪痕爬满容。过往如云不可及，镜中双鬓已成霜。膝下遗
腹已成人，房空冷清如往昔。闲来无事仰望月，无语能诉，
唯有泪空流！ 常听人讨论，宝钗凄惨还是黛玉凄惨？可纵观
全文，细细评之，你便会觉得这个问题已不重要了。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黛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红楼读后感高中篇四

《红楼梦》是清朝作家曹雪芹的作品，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之一，整个故事结构完整，主要讲述了封建大家族的兴衰故
事。

《红楼梦》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中心店，描写了古
代人悲惨的命运。在《红楼梦》中，没有几个人是幸运的，
我还悟出古代女子连自己做主的权利都没有，只能等待灭亡。

其中，我觉得林黛玉最可怜，因为她从小就失父丧母，只好
住在外祖母家。但她文采奕奕，会作诗，是女生中写诗最好
的一个人。但她性格尖刻、敏感、多心，说的话比刀子还尖，
这全是因为她没了父母，生世可怜。她还瘦弱多病，每天都



得喝药。她死前那句没说完的话，总会让我流下眼泪。

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薛宝钗，她总是那么温柔，对待人很亲
切，办事公平，关心别人，我觉得“爱人若爱其身”说的就
是薛宝钗。

《红楼梦》就是一本好书，让人难忘的好书！

红楼读后感高中篇五

1、暑假里，我读了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它真不愧为
是一本奇书，书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

2、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我国古代四大名著《水浒传》、
《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而当时我对《红
楼梦》只知道有叫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就是现在读起它，
也会被它所深深地吸引。到了初中，那时班里已有好多同学
都读完了四大名著，可我还有一本《红楼梦》。当我第一次
看时，就被吸引住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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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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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故事--石头记。有以
甄隐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4、王国维说：“《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大
观园中明 媚鲜妍的女儿们最终走向了各自的悲剧之路，是历
史的，也是自然的。个中滋味，只待何人评说！

5、《红楼梦》，一部含笑的社会人生悲剧，反映了一个封建
大家族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



伟大杰作。贾宝玉，一个号称怡红公子的灵魂人物，从小和
众多女子们天天在一起吟诗作对，然而在众多金钗之中，有
两位非提不可，那便是薛宝钗和林黛玉。

7、读《红楼梦》，自然不能错过那些字字珠玑、情真意切的
诗作。尤其曹雪芹假托黛玉之口所吟咏的《葬花吟》，更是
哀痛悲歌的经典。黛玉葬花，感怀自己凄惨的身世，遂悲题
《葬花吟》。这既是她对暮春时节春残花溅落、人亡两不知
的落红的哀歌，也是对自己未来命运“质本洁来还洁去”信
守高洁的悲戚誓言。遥想一个病体孱弱的弱女子，却发出了
对不平命运反抗的最强音，多么令人赞叹！而她的人生所遭
受的打击、抑塞也可想而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
严相逼”，但她不向凄凄命运屈服的斗争精神，给予我们的
心灵强烈的震撼。黛玉抗争了，只是失败了。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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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红楼”，评点“红楼”，道不尽
的“红楼”。

10、它是一部千古不朽的人生大戏，《红楼梦》所呈现的，
主要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不朽的人生悲
剧。

11、《红楼梦》所讲述的，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大家庭，原本
荣华富贵，后来因家庭成员获罪以致被抄家，逐渐走向没落，
终于繁华成空的大悲剧。

12、我读《红楼梦》，最为林黛玉的爱情、人生悲剧所痛惜，
甚而恸哭。她本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感念
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遂降世为人，誓将一生的眼泪还
他。脂砚斋评点她“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
为神，真真绝倒天下裙钗”。她冰清玉洁、遗世独立、孤高
自许，始终信守心灵的平静；她少失怙恃、客居舅府、寄人



篱下，终究逃不过正统的阴影；她自然清奇、超凡脱俗、感
情真挚，与宝玉演绎了一段极天然极纯粹极细腻极沉重又凄
美独绝的爱情，给后世留下无以复加的爱情的永恒。林黛玉
有著不事雕琢的魅力，她的感伤气质和悲剧意蕴，留给后人
无尽的遐思。

13、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琢磨著《红楼梦》，虽然几个月
就把它给看完了，但我还有许多看不懂的地方，便一句一句
地理解。

14、《红楼梦》，它是四大名著之一，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
记》《金玉缘》。

15、《红楼梦》主要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述
了贾家荣、宁国府之间，表现在婚姻、建筑、文化、财产等
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其中最让我羡慕的则是塑造出
的一大批栩栩如生、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比如：贾宝玉、林
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就连作者寥寥几笔勾勒的
晴雯、紫鹃、雪雁等丫鬟，都成为了我国文学画廊中的著名
艺术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