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心得体会(优秀19篇)
读书心得是一本书在我们心中的延续和升华。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一些军训心得范文，供大家参考。这些范文涵盖
了不同人不同角度的心得体会，希望能为写作提供一些启发
和灵感。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或许能从中找到写作的灵感和
思路。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古典文学一度被认为是“冷门学科”，然而，“红
楼梦”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之一，却依然受到了
广大读者的钟爱和青睐。我也是其中之一，阅读完整部《红
楼梦》后，深感其深刻的人性思考和情感表现，下面我就来
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与体会。

第一段：情节跌宕起伏，宏大叙事结构

整部《红楼梦》呈现的是一幅宏大的图景，一个庞大的家族
在如风如雨的变迁中渐渐迎来了衰败，受到了满腔的悲情所
包围。这其中充满了复杂的家庭纷争、权力斗争、人性的彰
显和社会现实等多方面的因素，将读者带入一个至深至真的
眼前世界。本书的情节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同时也呈现了
深刻的哲学意蕴。

第二段：细节描写生动逼真，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现实

《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反映中国社会历
史背景、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重要依据。如在书中，钱塘
江的地理环境和改编前的众生相貌等场景描述，都是红楼梦
中的精妙之处，使我们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深刻地反映了封建中国那个时代的人民及其社会生存状态。

第三段：作品风格优美流畅，充满文学价值



在艺术方面，《红楼梦》的故事情节、语言是一种极具魅力
的文化现象，其文学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文气朴实、
自然流畅，语言方面有灿烂的诗意和散文性，更是表现了中
国文学艺术的精华。

第四段：中西文化融合，极具时代意义

《红楼梦》不仅仅在中国传统文化内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国
际文化交流中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中西文化的对比和融
合来看，不仅是一部中国文学家的经典巨作，而且也是一个
民族文化的奇观，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也为当时的时代带
来了新的发展。

第五段：阅读《红楼梦》的启示

在《红楼梦》中，我们读到了对家庭、爱情、权利等的深刻
思考，也读到了成长、人性、道德等等的启示。无论身处哪
个年代，任何人都能够从中得到追逐美好的力量和朝着幸福
的目标不断进步的勇气。因此，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力量，升
华自己的精神境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而孜孜不倦地努
力奋斗。

总之，阅读《红楼梦》是一次深刻的体验，每个读者都会从
中获得不同的启示和体验。虽然这是一部古典的小说，不过
慢慢阅读它，就能发现它还是有很多闪光点，有很多精彩的
领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悟到它浓厚的人性气息，感受
它极高的文学价值，甚至在自己的生命中向它一样不断地进
步，一步步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美好。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二

《红楼梦》，乃是一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文学著作。在
这本书中，作者曹雪芹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大小人物，而
其中占大多数的女性角色，最后无一不是悲惨凄凉的结局。



在这诸多人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冰清玉洁、才貌
双全的贾敏之女——林黛玉。

“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
风流态度”，这是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留给众人的印象——温
柔娴静、体弱多病，与那外向泼辣的王熙凤形成鲜明对比。
宝黛初见，两人都甚觉熟悉，宝玉评价黛玉“闲静时如姣花
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
分”，总结来说，就是贾宝玉觉得林黛玉病弱娇美且聪明颖
悟。

“病弱娇美”这点，我们应是在上文已深有体会，而“聪明
颖悟”，则在作文《红楼梦》中多有体现。第三十八回中，
黛玉、宝玉、宝钗、贾母、凤姐等人在藕香榭喝酒吃蟹赏桂，
湘云取了诗题请各位创作，而后交给李纨等人评判。李纨曰：
“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
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即林黛
玉）为魁了”，并赞她的诗：“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
黛玉魁夺菊花诗，也就是说她竟将薛宝钗也比了下去，虽有
许多人觉得黛玉与宝钗一般聪慧，但我个人认为黛玉略胜一
筹。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能有如此多才的女子是很少见的，但
即便林黛玉天资聪颖、自命清高，无奈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之
下，受尽了“风刀霜剑严相逼”之苦，最后在贾宝玉和薛宝
钗的大婚之夜，泪尽而死，仍落得了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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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心得体会篇三

红楼梦是女人的世界，但通过女人的世界反映了一个家族的
兴衰史，展现了那个朝代的发展的悲剧。

中国诗词有两句诗有难以描摹的霸气，一句是李太白的“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另一句是杜子美
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巧合的是，
同是以“安”字开头“颜”字结尾，它们却各自代表了中国
士人的两种精神境界，出世则旷达不羁、入世则心怀天下。

李唐几百年以后，在清初，有位伟大的作家用他细腻独特的
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他眼中的这两种士人，同时渲染出那个君
主_达到鼎盛时期的大悲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叙说着那些痴人痴
事，感叹书中他们不老不死，不伤不灭，却一遍一遍的上演
着悲剧。读尽红楼，只得一世伤红颜伤逝的背后，便是中国
古代士人们悲剧的写照。

《红楼梦》总是用几大段文字描写着主角们的风姿神韵，如
王熙凤，贾宝玉，从容貌的美到繁饰的衣装。而对于林黛玉
却只是描写了她三分病态如西子的模样。是否注定了她内心
的自卑和低人一等的心理，低调自卑到衣物可以朴素到忽略
不计，生怕写出来与凤姐，宝玉对比起，让别人笑话了。留
笔三分给了人无尽的深思，或许结局在这里悄悄种下了根。

不知林黛玉是何时喜欢上那不爱武枪爱颜色的少年。或是刹
那的初见：贾宝玉因为如天仙一样的林妹妹没有携玉而要把
他落草时含的宝玉扔碎，又或是贾宝玉总是宽容她的无理和
冷笑。佛曰：“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
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
三十须臾。”虽不知她是否在一念之间恋上了如玉少年郎，
却知道在无数的须臾中他们将这份美好无尽的展现。



记得书中林黛玉经常以泪洗面，说话总是有那么几分刻薄。
对于别人的话，总是多心留意，比起小心翼翼的露怯，她则
总是喜欢冷笑回答，好像当代有些人仇恨社会，认为世界上
没有好人。而宝玉是她的知己，明白她那身刺猬装下脆弱的
心，所以他总是劝着她，让着她，保护着她。爱之深，责之
切。林妹妹却像是不知道似的，也许是潜意识知道了他的包
容，才总是常常将自己的醋意暴露：“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
姐姐呢?”“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

每每读到贾宝玉，林黛玉的言行时，我总是感叹幸好他们命
运算不错，至少最初在贾氏家族中是少爷，小姐，不然让他
们这种性格生于现代，必是两个娇命之人。

黛玉在大观园中格格不入，可没有人否定她超凡脱俗的才华
谈吐和细腻优雅的生活态度;宝钗在大观园中受到老少妯娌的
喜爱赞美，她有男子都少有的治家能力，她温婉贤淑，她谦
逊怜下，是那个时代女子的典范。如果说黛玉是小家碧玉柔
娟风流，宝钗则是大家闺秀的冷艳风骨，一个细声“嫁与东
风春不管”，一个韵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无论是出世的黛玉还是入世的宝
钗，在这么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时代中，她们都无路可
走，无处可逃。

黛玉隐寓着超凡脱俗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奔波辛劳的徐霞
客，是医者仁心的李时珍，他们有不同于世俗之人的理想抱
负，又或只为自己而活，不理睬世人的目光，甚至不能被世
人所容，但活出了自己的味道，他们的成就也被后世人肯定，
可是他们所生之年，必定不会被大众理解，必定有人笑他们
痴傻，出世者，不被世所容，怎一个孤寂了得。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四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红楼梦是悲剧，跟幸福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及时它是悲剧也不影响它传递给所有人，它其中包含
着的幸福感。

幸福感是什么?字面解释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
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简而言之，幸福就
是一种情绪。

情绪人人都有的，并没有谁会比谁多。幸福真实被感受，来
源于每个人心的容量：容量大，即使有幸福感也会觉得空洞
洞的;容量小，小小的举动也会觉得心里填满了幸福。

《红楼梦》的幸福感并不体现某一个人身上，而是体现一件
又一件的小事上。因为只有品尝过酸甜苦辣，才能更加品味
到人生百态，更加明白幸福藏在身边，不用无时无刻的追寻。

宝玉和黛玉有桃花下共读西厢记的快乐时光，让黛玉忘记了
之前葬花的伤感，这就是在身边的幸福。

可能是快节奏的生活打碎我们的步伐，让我们无所适从，享
受不到花雨下看书、松树下品茶的意境了，又怎么会细细品
味身边的幸福呢。

和志同道合的人斗嘴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谈天文
地理，他们说的却是诗词歌赋(先对自己不会的事情表示下佩
服)。

古人喜欢吟诗作对、风花雪月，出口就可以是一句一句押韵
的诗句，为了斗诗，他们还成立了诗社海棠诗社、菊花诗社、
桃花诗社。

就算作诗的时候，或有哀愁，或有无奈，或有赞美，但是斗
诗的过程终归是幸福快乐的。

就像大学这么久，参加各种比赛时候，比如，心理剧，青歌



赛等等，我们要投入自己的情感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但是比
赛的时候，我们是享受的，我们是快乐的。过程是幸福的，
哪怕是辛苦的准备过程。

大观园，他们把酒吟诗，温文典雅;他们投壶竞技，一展身
手;醉卧花丛，闻花香听鸟语。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中的幸福感。
望大学校园的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找到幸福感。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五

多年前读过红楼，可惜那时少年心性，此书又博大精深。我
没耐心读完，更不解悟其中的含意。书里细致而繁琐的描述
不逊色京剧里的老生开始唱“啊”字，一个字唱几分钟，直
让你瞌睡。尽管都是国粹，但吃不起消化不了。完全没有琼
瑶阿姨一串一串的水晶梦来的直接又快活。如今渐老，琼瑶
书籍亦如嚼过吐了的泡泡糖，再不想看一眼。重拾红楼这
块“石头”硬啃，竟然别有一翻味道，越嚼越香，越看爱看，
早晚不舍。

首先我认识到这本书不只简单地写些你情我爱。它涉及到医
药、园林、建筑、书画、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
都有所研究。那时候又没有电脑，这个曹雪芹他是怎样把如
此巨大丰富的知识积累的实实地让人震撼他的毅力。而整部
书又对研究探讨青朝风俗民情很有帮忙，它仿佛是当时生活
的小百科，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还说后人专门有研究红学
的，真是不为过啊，不为过。

尤其是小说语言艺术魅力的成功驾权，不愧是公认的语言大
师。仅仅三言两语就把个人物刻画的入木三分，例如刘姥姥
一进贾府见王熙凤，那“凤姐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
……”周瑞家的和刘姥姥站了一会子凤姐不问不敢打招呼，
足见凤姐平时在贾府的威严和厉害。凤姐见刘姥姥“忙欲起
身，犹未起身，满面春风的问好，……”这时的刘姥姥已经



在地下拜了几拜，刘姥姥够机灵的，迅速能看准形式找对在
家做主的人。最好笑的是，刘姥姥还没有开口求接济，这凤
姐先哭半天穷，可见凤姐心计多手腕灵活。一来一去笔墨不
多，人物性格尽显突出，让读者感到人物可见可摸。

红楼内涵精深，但作者都是写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也是从
这种生活中发掘人生的痛苦与欢乐。

万物人为灵长，有情有爱才不枉为人，而感情更是让人愿生
死相随的强烈感受。宝玉生在百花中独爱一枝，那枝已逝何
来相恋。“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究竟是
物是人非梦一场，万境归空。

红楼梦的阅读心得体会初中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六

一次偶然的邂逅，翻开了《红楼梦》，于是我认识了她——
林黛玉。她，让我深深的震撼，宝黛空前绝后的爱恋，流传
千古，被世人妄加褒贬。普天之下，又有谁有这资格呢?从那
以后，黛玉姐姐的影子就荡漾在我心里，来来回回，隐约中
似乎听到她娇弱的喘息，脑海里是她伤感的容颜，带着一分
憔悴却万分迷人。她落泪，因为只有放纵的哭过后才会更舒
展，笑容才会更加绽放。闭上眼仿佛看见了他那柔情似水的
眼神，闪烁着点点泪光，让人沉迷其中，为之动情，不能自
拔。

常听人评价黛玉“小性子”甚至“心胸狭窄”，可我不这么
认为!因为在这背后，只是因为她太在意宝玉了，因为爱的深、
爱的切，所以不能不介意。我总觉得宝玉给黛玉的时间太少，
黛玉的心太细腻，而宝玉却体会不到。在她某个抑郁的瞬间，
心情像是走丢的小孩没了方寸，宝玉不该到来的问候会被她
驳回，狠狠的、凶凶的，却是无心的，不是不接受，只是因
为太难受，于是她只有用诗来发泄内心酝酿已久积压不了的



情感。

诗，是她美丽的灵魂，是她精神的寄托。每当读到她的诗，
总有振人肺腑的感觉，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尖锐
锋利的刀，深深地插入了读者的心里，让人有至窒息的幻觉，
无形之中像是有谁掐住了自己的喉咙，挣脱不了的伤感，只
能不情愿地放下书，让自己慢慢地清醒过来。记得她的《葬
花词》：“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花依知是谁?试看春残花
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
知”。读完后像是被万箭穿心，肝肠寸断般的阵痛。

虽然她的故事结束了，但是给我留下了万千思念，合上书想
要把这份内心的尘埃封住，但一闭上眼，那段应该被禁锢的
伤感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飞扬、旋转、舞动。

读《红楼梦》实在姐姐的影响下开始的，半白话半文言的文
字，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但还是陶醉于书中文字间流露出的
真情，感慨万分我刚刚接触《红楼梦》一书时，便被那些惠
质兰心·。优雅。纯洁的青春少女迷住了。于是，我开始做
一个梦，一个由绚丽到凄美的梦。梦越深，情越浓。越难以
自拔;梦越深，梦中的红楼就越发的凄美。可是当梦醒了，心
也就碎了。眼睁睁地看着一朵朵绚丽的四月花的枯萎和凋零。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七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
雪芹

《红楼梦》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红
楼梦》的少年版，这个暑假怀着一腔对《红楼梦》的向往，
再次拜读，翻开那本散发着神秘气息的书。

《红楼梦》主要讲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悲惨的爱
情故事



贾宝玉——众星拱月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
了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竖着五彩丝簪花结长穗宫
绦外罩石清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
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
胆，晴若秋波。如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这是贾宝玉
在书中出场时的描写。他是书中的中心人物，集万千宠爱于
一身，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与他的家庭相违背，在当时那个时
代，每个人都被灌输着“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但贾
宝玉不同，在外人看来他是喜欢和女孩“厮混”，其实在我
看来他是在逃避那个男权社会。贾宝玉的性格的核心是平等
待人，尊重个性，主张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
的心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之分。他憎恶藐视世俗男
性，也十分的尊重下层阶级的女性。在书中贾宝玉写过一首
《西江月》，可以看出贾宝玉的无奈与在封建社会他的思想
不被人们看好。

林黛玉——冰清玉洁

“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
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林黛玉是《红楼梦》的女主角，是金陵十二钗之首，是贾宝
玉的姑表妹。她的性格与贾宝玉相似却又不同，遵从封建道
德但性格叛逆，多愁善感但豁达开朗，爱使小性子但宽宏大
度养尊处优但具有忧患意识。所以他也是书中最捉摸不透的
人物.

薛宝钗——端庄稳重

“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シ儿,
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
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



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薛宝钗与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有
所不同，后两者都有些许叛逆，但薛宝钗就是安于封建社会
体系的一个代表。“罕言罕语，人谓装愚;随分从时，自云守
拙。”书中的这句话就正是将薛宝钗的性格写了出来。

这三人的爱情故事凄美悲凉，结局也是令人潸然泪下,《红楼
梦》--红楼旧梦,像是写了他们三人的一场梦。

胡适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毛泽东说《红楼梦》
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历史看;鲁迅说过：一部《红楼
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我看见的满是悲
伤，虽然我只是浅读了一番，但能深深的感受到曹雪芹对封
建社会批判。《红楼梦》不仅仅是一本小说，它是一个时代
的代表。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八

或许大家都会不禁为最后命薄西天的黛玉感到惋惜，因为如
果她能够活下来的话，结局可能会更加美好，可是，我却不
以为然，因为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去感受。

我认为，黛玉不够坚强，太悲观了。她一看到宝玉和其他女
人在一起，便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
后绝望地回到房间默默地哭泣，却不懂得去争取，去拼搏，
去打造自己的幸福。哭有什么作用呢，泪水又不会带给你一
切，泪水又不会实现你的任何愿望，泪水只不过是你伤心的
陪伴!我们甚至应该把黛玉当成一个“反面教材”，我们会为
了目标努力，奋斗，会向着目标前进，而不是像黛玉那样退
缩!

再来说宝玉，贾府里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混世大魔头，我觉得



他更是个好色之徒，一个花心大萝卜，如果他不花心，黛玉
就不会痛心，更不会绝望了，就是因为他的花心，让黛玉对
这动摇不定的爱情不敢苟同。

说来说去，读完这本书，我总算知道了黛玉和宝玉之间，懦
弱和花心就是“致命绊脚石”，更是他们成为“无缘鸳鸯”
的原因!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九

我和大部分认为贾宝玉为了爱情而出家的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觉得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而离开贾府的，否则他不会娶宝
钗。他的离开是因为他的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他的。
象牙塔坍塌了，他终于明白他的斗争，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是
依附着家庭，他的家倒了，他的一切也完了，什么思想啊，
斗争啊，统统没了，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也许是为了避祸。

可以试想一下，你能想象黛玉洗手下厨做羹汤的场景吗？穿
着破衣烂裙，甚至是要依靠袭人的救济，然后她当然无法再
刻薄人，说闲话，只能独自垂泪，不关爱情，而是生活。

当生活给宝黛的爱情画上巨大的问号时，黛玉能一如既往的
爱着宝玉吗？我想不会，恐怕是要大水狂淹龙王庙的。然后
宝玉最终受不了家庭的压力，还是一走了之，这是很有可能
的，他没有照顾好宝钗，负担不起生活，同样对于黛玉，他
也不过如此。

另一种可能，万一贾府能重整旗鼓，兰桂齐芳，黛玉和宝玉
依旧过着他们幸福的日子，多少年以后，宝玉也许会突然发
现黛玉皱纹满面，然后会发现身边的袭人竟如同当年的赵姨
娘，然后爱情就在岁月中流逝，然后宝玉会回忆那个珠圆玉
润的宝姐姐。



其实爱情就是很短暂的，至少这横刀截断的爱情给了我们很
多美好的幻想和期待，就象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

看完《红楼梦》，不是味道，似乎有点感觉。宁荣二府破人
亡，或为红粉美人香消玉陨，或为木石前盟，金玉良缘烟销
云散？《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秀的长篇章，其巨大成就突出
在复杂和谐的结构和布局上。序幕拉开，出现引线人物，甄
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意思是用假语村语(贾雨村
语)写真事隐(甄士隐)，为闺阁传播。纵观《石头记》，石头
被胭脂污染的味道还是挺浓的。书中所有的闺房裙钗都堪称
女英雄，而胡须眉的男人几乎都是“禄甲贼”，都是坏人。
曹先生是女权主义第一人，反对男尊女卑，甚至有点重女轻
男。他为女儿摇旗呐喊，颂歌颂歌，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
山川日月精致，只爱女儿，须眉男子只是一些渣滓浑浊的泡
沫。

《红楼梦》体现了一种失败的'趋势，无论是仕途、家庭还是
爱情。这在喜聚不喜散、爱大团圆的中国传统中是罕见的，
当然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萧史弄玉，如文君、张生莺莺等，
都是才子配美人，但宝黛钗的三角恋却以悲剧告终。我不得
不感谢高娥。虽然他在很多方面都达不到曹雪芹的水平，但
他至少让黛玉死了。不，应该说她死了或者变成了仙女。至
少她没有宝玉。

黛玉大观园的出水莲逆和孤僻，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花前
痴读西厢豪无忌讳，言随心所欲，始终执着于自己的纯真，
质本洁洁净，强于污秽陷沟渠。在大观园里，悲伤的花谢花
满天飞花，红香断了谁怜？潇湘馆前，悲叹着一年三百六十
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

《红楼梦》是一本奇书。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从未



停止过，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知识——红学。同一个红楼梦，
学家们看到了易，道家们看到了淫秽，才华横溢的美女们看
到了缠绵，革命家们看到了排满、谣言家和宫廷秘密……我
相信这一点，但说现代科技文化，林林总，都藏在《红楼梦》
里，真的很难认同。本来一本薄薄的书却坚持要把大千世界
塞进去，是不是太不理智了，难道我们会从中受益吗？就像
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当饭吃，也不能一直嚼下去！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一

有关《红楼梦》的思想，我觉得《红楼梦》的思想有几个重
要方面，一个贾宝玉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从小说故事
来讲，贾宝玉年龄也不大，说的话疯疯癫癫，有时是你听得
明白的，有时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他自己一辈
子什么也不想干，就想跟姐姐妹妹在一起，混这一辈子，自
由自在，死了以后化做一阵青烟散了就完了，看起来好像弄
不清楚什么意思，但是其中有一条不肯读书，反对仕途经济。
他本来跟薛宝钗还不错，有一次薛宝钗跟他讲话，就提到你
也该读读书了，年龄也不小了，要准备考试了，要走仕途经
济的路了，结果他就马上把脸翻了，你给我出去吧，我这个
地方没有你的地方，我这个不懂仕途经济的，你们赶快出去。
一点不含糊，弄得薛宝钗下不了台。

那么把这些内容跟他的自己无所作为的人生思想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情节写贾宝玉反对当时的科举制度，反
对走仕途经济道路，你们读书我就不读书，要读书《西厢记》
还可以，挺有意思，读读，什么其他的《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四书五经，它都是杜撰的，杜撰的话讲
得很凶，讲得很厉害的，但实际上你要看指什么杜撰的呢?主
要是程朱理学，你们都是胡编的，孔夫子的话是不是值得一
试很难说，你们硬说是这样，你们来杜撰的。贾宝玉绝对不
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也不去求什么其他的名，我就要跟大家
姐姐妹妹在一起，高高兴兴自由自在的过一辈子就行了，实
际上他宣传的是一个什么呢?从当时阶级安排的道路来讲，他



是对抗统治阶级安排的道路，因为当时知识分子读书就是做
官，就是参加科举考试，没有第二条路，他坚决不走这条路，
他自己的路，就是跟姐姐妹妹们在一起，过自由自在的无拘
无束的生活，实际上他是宣扬那种自由人生的道路。因为那
个时代毕竟离我们太远了，他找不出另外别的路，他不可能
想出更好的道路来，问题是不走你安排好的读书做官的路，
我走我自由自在的，我想怎么就怎么，这样一个自由人生的
道路，这一个思想那么比过去的所有的不做官的人的思想就
不一样了，五十年来，论证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贾宝玉
不肯做官，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嵇康、阮籍都不愿意做官
了，陶渊明也不愿意做官的，觉得没有什么稀奇，这个不能
这么比，嵇康和阮籍的时代跟曹雪芹的时代完全不是一回事，
两种不同的做官的行为，它的内涵完全不一样，《红楼梦》
里说的不做官，是跟仕途经济对抗的人来说，否定读书人做
官考举的道路，这对清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是一个另外的诱导，
封建王朝要把读书人都诱导到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然后呢，
帮他来巩固统治政权，《红楼梦》里主导的思想叫他不要走
这个路，完全是相反的道路，就是《红楼梦》第一个方面的
思想。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二

以前那个不懂什么叫做人生与悲催的我，自从看了哪一部被
称之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后，我哭了。

当第一次接触红楼梦时，我理解不了林黛玉的哭哭啼啼、贾
宝玉的女孩子脸、王熙凤的贪得无厌。直到我搞清楚了这个
故事的情节，我才开始了学会欣赏它，开始分析里面人物的
特点，开始感觉林黛玉的忧愁是美的，贾宝玉的女孩子脸是
正常的等等。林黛玉在作诗时表露出的那种开心，令我也有
一分高兴；在林黛玉快死是表露出的那种绝望与悲哀令我感
到难过；当看到贾家被炒后，贾宝玉的那种傻气，让我感到
寒酸。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悲。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三

在《红楼梦》中，刘姥姥也许只是类似京剧中的丑角般的人
物，但在偌大的四大家族中，刘姥姥的人生高度无人能及。
正因如此，我们也要站上刘姥姥的`人生高度。

刘姥姥的人生高度体现在她独特灵活的生存智慧上。刘姥姥
因家中贫困，一进荣国府想靠着与贾家微薄的亲戚关系获得
救济。在进入荣国府时，她先是对门前挺胸叠肚的下人恭顺
地叫了句“太爷”，又称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为“嫂嫂”，
成功进入荣国府后获得王熙凤二十两银子的接济。在被凤姐
推荐给贾母后，她不断尝试获得贾母认可。在《红楼梦》第
四十回的盛大家宴中，刘姥姥巧妙运用自嘲等方式应对众人
的挑逗，化解了尴尬。难以想象，一个普通底层农村老妇是
如何在富丽堂皇的贾府绝处逢生、站稳脚跟的。这般非凡的
生存智慧正是当代人面对社会生活中种种生存压力所必需的。

刘姥姥的人生高度的达成还在于她懂得感恩的高尚品质。她
收到王熙凤接机后，在第二年带着两大袋新鲜的时令蔬菜二
进贾府拜访，脸上腼腆地笑着，嘴里安心地念着：“这都是
自家地里打下的尖儿货，送给姑娘太太们尝个鲜，也算尽我
们一片心。”正是这份懂得感恩的真情打动了王熙凤，促使
她主动将刘姥姥推荐给贾母。在贾府摧枯拉朽式崩溃后，刘
姥姥尽己所能，赎回了王熙凤之女巧姐，心中一直念着当年
凤姐的慷慨解囊。所以，只有像刘姥姥一样懂得感恩，才能
给自己创造机遇，才能换来内心的一片坦然。

除此之外，刘姥姥的清贫乐道、不艳羡他人的心态也铸就了
她的人生高度。对大多数人而言，见证了纸醉金迷的繁华，
想要再次返回粗茶淡饭的质朴真的很难。而刘姥姥自知自己
只是大观园的过客，花红柳绿，终究不如自家田里的倭瓜来
得真实。在从未见识过的奢华面前，她表面浮夸，内心平静。
她坚守的，是“守着多大碗吃多少饭”的踏实生活。只有学
会在困窘的境遇中知足常乐，不沉醉于他人的花红酒绿之中，



方可铸就人生高度。

读红楼，站上刘姥姥的生活高度！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四

书，是人类神圣的阶梯，引领人们攀登上至高无尚的知识宝
座……我喜爱读书，我愿伴着钟情的书成长。在暑假里爸爸
给我买了一本《红楼梦》之书。

读着、读着，书中的精彩片段时而让我高兴，时而让我忧伤，
时而让我愤怒，时而让我感慨万千，更让我思绪万千、浮想
联翩。或许吧，事事不能完美，而做人也如此。最让我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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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
得患失。最终得到是凄凉的结局。《红楼梦》是一本百科全
书，读后会让你爱不释手。《红楼梦》以四大家族为背景，
以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广泛的写了贾家、荣
宁二府由盛转衰的过程。小说刻画了一个个血肉丰满、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大到府中夫人，小到不起眼的丫鬟，我想
书中的每个人无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黛玉留给给
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的才华。

一句“偷来梨蕊三分白，界的梅花一缕香”：一句”质本来
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一句“冷月葬花魂”;一句“泪眼
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黛玉，你就如水，生命
似水的蔚蓝，心志似水的灵动。正是因为你又如水的娇弱，
最终还是在真爱与他人的良辰之时泪尽而逝。

“木石前盟”伴着如雨般的泪水，化为永久的遗憾。《红楼
梦》真是本奇书，读完它，我得到了《红楼梦》带给我的精



神上的洗礼。而今年暑假，是我第一次读《红楼梦》读《红
楼梦》让我悟到了更多，宝黛的爱情悲剧始终如清澈的山泉，
纯洁无暇，发自内心，两人更多的是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情
投意合，两人也互相猜忌过，争吵过。

但历经这些矛盾，两人最终达到了灵魂深处的信任与默契，
《红楼梦》博大精深，常读常新，人人有感，次次有悟，这
才是它的不朽魅力。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五

哪里有一个干净的，理想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是我自己真正
追求的?是随波逐流还是追求真我?《红楼梦》为我展示的就
是人心与世俗的对抗。 大观园中充斥着人间的美与丑，善与
恶，还有那些丑陋的灵魂。然而却又那么一个人，孤傲自洁，
对抗着世俗。

当初她初进贾府，那双似水如泉的含情目。那弯似蹙非蹙的
柳叶眉，闲静时的姣花照水，行动时的弱柳扶风，虽说宝玉
称她病如西子胜三分。但我认为，她就是她，无需同他人比
较。因为她不食人间烟火，容不得半点污浊。于是她绝美的
身影，永远停在我的眼中，定格在我翻飞的思绪。

林黛玉，应是多么聪明的女子，生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她眼
里黑就是黑，白亦为白，于是，孤傲自洁的她必定要忍受风
霜刀剑的摧残。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无人理解的她就是一
朵盛开在悬崖上的花，注定是要孤独的。“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日葬侬知是谁?”世事无常，就痴痴吧!这样就不会有那么
多的愁思，感慨。

探春曾说：“不要太在乎真假，这样只会让自己伤心。”可
那么一个生性孤傲的女子，怎能不在乎真假。于是，她用刻



薄的话语包裹自己刻薄的心，用孤寂的身影抚慰同样孤寂的
灵魂。

还好，上天总是公平的，孤单的人遇上另一个孤单的人，那
么，那个孤单的人就不会显得那么可怜。总算还有宝玉理解
她的孤傲，如此两人走到一起，是命中注定，又或是相互安
慰。

可是，恰恰又是这份孤傲阻挡了二人，最终还是处事圆滑的
薛宝钗赢得了长辈的心。但是她还是没有向世俗妥协，她依
旧如一朵不畏风雪的梅花，开放在摇曳的枝头，即使最后，
雪压枝断。

黛玉清高的个性与世俗格格不入，与社会无法融洽，这也是
她自尊的体现，悲剧的开始。她还是孤单的来，孤单的去了。
我不知道她最后嘴角的笑是对人世猛烈的抨击，无情的嘲讽，
还是对自己的坚持的结果的苦笑。 也许，生在那个年代是她
的不幸，是大观园里所有人的不幸。一如她，一如晴雯，一
如四春。她追求自由，追求幸光明，却被世俗一步一步推向
无尽深渊。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直到最后，那些
你以为在乎你的人，也没有来见你最后一面。

黛玉死了，宝玉出了家，这也正应了宝玉那句戏言：“你死
了，我就做和尚去!”这也许也是最好的结局吧!

这就是封建思想带来的结果。其实对于最后贾府的落败我并
不惊讶，因为古代封建势力独霸一方的丑态必将走向灭亡。
而黛玉虽然身死，但我永远记得，如此消瘦的她，将写满往
日情思的的手稿投入火中，用仅剩一丝气力，割断与这尘世
最后的牵挂时的身影是多么的耀眼。

他的身影，会永远的停留在我的心中，不来不去!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六

《红楼梦》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
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张一弛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
点，可以说那种语言的叙述找不出一斯破绽。而从中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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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偏僻而乖张”，
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林黛玉是一
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由于清高自尊的个性，，她
多愁善感，常常为别人不注意的小事而悲伤流泪;薛宝钗人缘
很好，能够了解别人的心中所想，为人比较圆滑，小心谨慎，
受到了封建的束缚，《红楼梦》一书，以生动的外貌、语言、
神态、动作等展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将出现在小说中的人
物变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姥姥，她
的一句“老牛，老牛，食量大如牛”便将她的直爽变现的淋
漓尽致，当鸽子蛋滚到了地上，她也赶忙去拣，表现了她的
艰苦、勤俭，与贾家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封建时代
不同等级的人的生活差距之大。

读完了全书，我领略到了清朝末期的社会状况，透过曹雪芹
栩栩如生的描写，我也感受到了那一段感人的情感。也终于
体会到，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为什么
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代表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
的最高水平，小说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伤为主线，架
构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鲜活的人物，凄凉
的爱情，演绎出这部读不完读不尽的千古奇书。

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博大精深的思想，精湛的艺术，



丰富生动的语言，不仅稳占中国小说的榜首，而且成为中国
的文学的典范和骄傲，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现在我就来
说说我读过的感受吧，翻开红楼梦，一个熙熙攘攘的人物，
大观园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林黛玉是有些小肚鸡肠，是有些娇柔做作。但我们仍从她的
一言一行中感受她的温柔与多才。我也并不否认薛宝钗很完
美，她的大方，孝敬是书的亮点。但是，她在完美，也只是
封建社会的塑造品，没有自己的思想，如娃娃般只知道一味
的服从长辈的命令。相比之下，叛逆的贾宝玉和孤寂冷傲的
林黛玉却给我另一番体会。

“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也许有人会说花谢是
自然规律，又那样假惺惺的葬花呢?你们不懂，黛玉这是把花
比喻自己，感叹自己会不会这些花一样，等到花期一过，也
会像花儿一样孤零零的落下，没人问?我只能佩服作者了，黛
玉葬花已经暗示了最后她悲惨的结局。

从这本书中，我明白了，我们要有反抗精神。如果当时薛宝
钗不答应嫁给贾宝玉，那故事的结局就不会这样了。所以我
们在现代这个社会，要有反抗精神，不要到以后再后悔!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八

《红楼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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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
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张一弛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
点，可以说那种语言的叙述找不出一斯破绽。而从中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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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偏僻而乖张”，
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林黛玉是
一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由于清高自尊的个性，，
她多愁善感，常常为别人不注意的小事而悲伤流泪；薛宝钗
人缘很好，能够了解别人的心中所想，为人比较圆滑，小心
谨慎，受到了封建的束缚《红楼梦》一书，以生动的外貌、
语言、神态、动作等展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将出现在小说
中的人物变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姥
姥，她的一句“老牛，老牛，食量大如牛”便将她的直爽变
现的淋漓尽致，当鸽子蛋滚到了地上，她也赶忙去拣，表现
了她的艰苦、勤俭，与贾家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封
建时代不同等级的人的生活差距之大。

读完了全书，我领略到了清朝末期的社会状况，透过曹雪芹
栩栩如生的描写，我也感受到了那一段感人的情感。也终于
体会到，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为什么
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红楼梦心得体会篇十九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名著，如我国的四大名著，其中《红楼
梦》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我看了书才知道原因，原来是跟女
娲补天的故事有联系，女娲补天后剩下了一块儿石头没用上，
这块石头十分孤独与伤心，后来来了一个和尚和道士，请求
到人间看看，于是变成了通灵宝玉。在天上有一座美丽的宫
殿，叫赤霞宫，里面有个神瑛侍者，他发现了一株仙草，他
十分心疼这株仙草决定帮助她，仙草十分感动，化成了一位
女神仙，这个时候神瑛侍者想下凡去训练自己，就到负责下
凡的神仙那里去报到。仙草神瑛侍者这不见了，得知已下凡，
她便也去找负责下凡的神仙。负责下凡的神仙，尽幻仙姑安
排神瑛侍者带着通灵宝玉下凡去了，而仙草变成的绛珠仙子
为了报答他，把一生的眼泪都给他，警幻仙姑被感动，于是



安排他下凡。后来神瑛侍者就是贾宝玉，而绛珠仙子也就是
林黛玉。

这就是《红楼梦》的来源。

而这个的故事主要是按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贾宝
玉和薛宝钗的故事为主线写的。我喜欢《红楼梦》这个长篇
章回小说的原因是因为，一它的思想非常好，里面不但有许
多指导意义，也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封建社会，里面包含了许
多哲学道理。而他的语言也十分的细腻婉转，令人百读不厌，
里面的诗词文笔，可以说是中国小说的巅峰，无人能及。我
十分欣赏文中的男主角，贾宝玉，他不管对待谁，对待自己
的家人，他是对待身边的侍从仆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
的，他不像平时的贵族人一样，是歧视他们，而是挺着胸膛
伸出双手，来帮助他们。同时，我也欣赏林黛玉，一说起她，
就会想到黛玉葬花，容貌清丽，兼有诗才。我十分心疼他，
有情人并未终成眷属，在薛宝钗与贾宝玉得大婚上泪尽而逝。

红楼梦，让我懂得了许多的道理，让我爱不释手，看多少遍
都不会腻，是一部特别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