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阅读体会(通用11篇)
决议的制定要具备明确的目标，科学的方法和实施的能力。
制定一项决议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充分准备和调研工作？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决议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一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
宝。阅读红楼梦让我深刻地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也使我对人性和世事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通过与读者们
的交流，我也得到了不少新的启迪和体会。

首先，阅读红楼梦让我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其中融
入了许多古代礼仪、习俗以及古代社会的思想观念。通过阅
读，我对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关系、社会地位等方面
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同时，我也发现红楼梦中的一些难以
理解的词句和典故，通过与其他读者的交流，我们可以互相
启发，携手解析，帮助彼此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古典名著。

其次，红楼梦使我对人性和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
红楼梦中，人物形象鲜明，行为丰富多样，每一个角色都有
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命运。通过分析这些角色，我们可以看
到贪婪、虚伪、傲慢等各种恶习和弱点。红楼梦以细腻的笔
触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一个
独立而有趣的个体。同时，红楼梦中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
如封建家族的衰落、官场的腐败等等。通过交流讨论，我们
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的原因和反思这些问题是否存在于
当代社会中。

此外，红楼梦也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哲理的书。它不仅仅是一



部小说，更是一部教人生活、处世和修身的书。通过阅读红
楼梦，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人生哲理和处世智慧的启示。
红楼梦教会了我如何看待人生的得失，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如何修身养性。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体
悟，也能够听到其他人的不同见解，这种互动使交流更加丰
富多彩。

最后，阅读红楼梦给我带来了一种情感上的满足。红楼梦中
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形象令人难以忘怀，他们让我情感上产生
共鸣。通过交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世
界，我们可以分享对这些令人感动的人物和故事的喜欢，也
可以分享对这些人物走向命运的痛惜。有时候，我们也会因
为交流而产生一些共鸣，或是心灵的慰藉，或是对作品的赞
美。

总之，红楼梦的阅读交流让我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对人
性和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探索到了人生哲理和处世
智慧，同时也为我的情感世界带来了一份满足。通过与他人
的交流，我不仅能够深化对红楼梦的理解，还能够通过与他
人的思想碰撞，让我自己的思考更加丰富和深刻。这样的交
流是一种心灵的愉悦，也是对红楼梦这本伟大作品的致敬。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二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一，它刻画了一个宏大而精细
的家族世界，展示了人性的种种污浊和美好。在阅读交流中，
我与众多读者一起沉浸于这个世界之中，心生感慨，思绪万
千。通过与他人的讨论交流，我深感红楼梦之于我们的启迪
和触动。本文将从情感交流、价值观反思、人生感悟、文学
鉴赏和现实意义等方面探讨红楼梦阅读交流的心得体会。

首先，红楼梦的阅读交流促使我们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与交
流。红楼梦中有着丰富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拥有各自的命
运与追求。例如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人物形象都深入



人心。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我们会发现自己对这些人物形象
产生了共鸣，共同分享着对他们的爱憎和曲折的命运所引起
的情感。我们可以和他人畅谈心中的喜怒哀乐，分享对世态
炎凉的看法，一同感到人生世故的悲欢离合。

其次，在红楼梦的阅读交流中，我们不仅思考人性与命运，
更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了反思。贾府和荣府的封建家族制度、
男尊女卑的观念以及虚伪的官场规矩等问题围绕着红楼梦的
主题。我们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重新
审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红楼梦中对这些问题的揭
示和批判，引起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反思，使我们意识到平
等和人性的重要性。这种反思不仅仅局限于小说本身，也可
以引发我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进行思考。

第三，红楼梦的阅读交流使我们对人生产生了新的感悟。小
说描绘了贾府与荣府的兴衰过程，展示了一个家族的繁华与
毁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们的命运转折让我们深刻感悟
到人生的无常和不可预料性。通过阅读与他人的交流，我们
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到人生的曲折与冲突，以及人性中的善
恶之间的纠结与平衡。

第四，红楼梦的阅读交流促进了我们对文学的独到鉴赏。
《红楼梦》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精妙的语言艺术使其成为
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通过与他人的阅读交流，我们可以深
入探讨小说中的细节和形式，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的艺术魅力，
以及史氏兄弟的创作技巧。我们可以对小说中的意象、对白
和反衬进行深入的解读，增加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喜
爱。

最后，红楼梦的阅读交流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红楼梦揭示了人性中的各种弱点和缺陷，警示人们要追求真
实和善良，避免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和内耗。通过与他人的
交流，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借鉴小说中的深刻道理，提高
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能力，积极践行好人好事。



总而言之，红楼梦的阅读交流使我们感受到了情感共鸣，反
思了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对人生的新的感悟，提高了对文
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并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了诸多的思考和行
动。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个人生的启示和
世界的缩影。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应
用红楼梦中的智慧和教训，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更加成熟和
睿智。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三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
颗璀璨的明珠。读完红楼梦后，我深深被书中的情节、人物、
思想所吸引。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分享，我进一步深化了对
这部作品的理解和体验。在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不禁感叹
作者的深厚才情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同时也思考起小说中所
探讨的生命、爱情和人性的哲学意义，这些心得和体会在与
他人的交流中得到了加深和拓展。

首先，我与朋友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从小说的人物刻
画入手，探讨了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技巧。大家一致认为，红
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个性鲜明。作者通过细腻的描
写和巧妙的对比，将每一个人物都塑造得淋漓尽致。我们讨
论了贾宝玉、林黛玉等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发现他们的存
在意义超越了小说情节本身，反映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纠葛
和矛盾，引发了我们对于人性本质和命运的思考。

其次，我通过参加读书会等活动，与更多的人一起探讨红楼
梦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在这些交流中，我们关注了小说中对
于真情、爱情和人生的思考。许多人都对贾宝玉与林黛玉之
间的感情深感触动。我们发现，作者通过这段悲剧的爱情，
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困境和现实的冲击，揭示了爱情的
美好和残酷。我们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每个人
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感悟。通过交流，我们深入思考
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作者对



于人生哲学的思考与表达。

在红楼梦的阅读交流中，我还参加了一些文化沙龙和座谈会，
与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在听取他们的解读和讲
解后，我对于小说的内容和背后的文化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和
理解。我们讨论了红楼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并对小说中所呈现的社会风貌和人物命运的反映进行了探讨。
这些交流让我感受到了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增进了我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最后，我还参观了红楼梦相关的展览和文化活动，与其他读
者一起分享了对于红楼梦的独特体验和感悟。参观过程中，
我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展品，对于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
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们分享了对于
红楼梦中经典章回、意象和描写细节的欣赏和解读。这些观
察和分享，使我们纷纷对于红楼梦中的艺术之美和文化之魅
深感折服，并更加深入地思考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分享，我深入体验了红楼梦的魅力。这
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漫长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命运和
爱情的哲学巨著。通过与朋友、专家和其他读者的交流，我
对于红楼梦的理解和体验得到了拓展和加深。这些交流不仅
让我感受到了红楼梦所带来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启迪，也让我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热爱。我深信，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与更多人分享自己的红楼梦阅读心
得，让这部伟大的作品的影响力继续传承下去。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四

最近我们学校又发了一本新书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故事的情节非常曲折，讲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我
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小说讲述了林黛玉爱上了贾宝玉，但是贾宝玉的'长辈们不许



他跟林黛玉结婚，林黛玉虽然长得好看，但是她体弱多病，
而且非常娇气，一直要哭，到最后贾宝玉没和她结婚，结果
黛玉忧郁而死。这篇故事也讲了当时的人们是多么辛苦，暗
示了作者晚年寓居北京西郊，生活贫困的生活现实。整个作
品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为主线展开，向我们展示了封建
社会四大家族的由胜而衰的没落过程。作品令人深思，也让
我们生活在今天文明富足年代的中国人庆幸生在好年代，由
此也更加珍惜，并且提醒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生活，
回报生活。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五

《红楼梦》是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着重讲述
了上流社会的四个家庭，真实生动地描述了18世纪上半叶末
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它是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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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的真实写照。
为了一个个写出生动的人物，故事从童话《石头记》中的女
娲开始。有一条关于真隐士的线索，开始和结束了整个故事。

遥远的大洋彼岸还有一个国家，——英国。她生下了一位伟
大、杰出和有才华的剧作家。他是莎士比亚。他用自己的一
生经历，在自己的国家发扬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戏
剧。当时，一个民族，他那个时代不朽的灵魂，以各种形式
表达自己，丰富自己。就像莎士比亚和戏剧之间微妙的关系
一样，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
一部分。与其说他是一部异步的巨著，不如说他是一部中国
通史。与其说是贵族生活，不如说是现状的真实写照。从一
点点细节中，体现了那种语言的魅力，很多人物都是用生动
的语言塑造出来的。从人物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微笑，每一
次放松。最细微的痕迹显示了人物的'特征。可以说，那种语
言的叙述没有瑕疵。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发展的问题，
具体的症结，具体的为民大计，都与此有关。这不仅是一部
文学作品，也是一本柬埔寨的书。



据说都是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我觉得正好相反。里面有很多
瑕疵。比如贾宝玉前八十回就暗示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变成
了一个肯读书肯考试的举人。从一个顽童到一个好学的人，
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红楼梦》写不好。况且像曹雪芹这样的人物刻画起来很难，
也不容易达到。我看不如把这40次不写了，给人做白日梦的
空间，还是很美的。

文档为doc格式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六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一，它以细腻深刻的笔触描
绘了婉约多情的女子和她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作为一部经典
名著，阅读它的过程必然会带来许多心得和体会。在这篇文
章中，我将分享我阅读红楼梦过程中的心得。

第二段：情感描写的精髓

在红楼梦中，作者对人物情感方面的描写是非常的精髓。这
个故事中的人物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感情交织和纠葛。她们
每个人的行为想法都是有目的的，这些目的又总是与她们相
互之间的情感息息相关。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深深体
会到了古人们独特的情感观，懂得了人情世故和处世方法。

第三段：意象鲜明的描述

红楼梦的描写可谓是意象鲜明。从宫廷的宏伟建筑到桃花运
动，从精美的翠玉瓶到玫瑰香气的弥漫，作者都通过精妙的
描述让人仿佛能够身临其境。读者可以感知到作品中情节的
逐渐发展及人物关系的复杂转折，可以充分领略到风菱坠簪、
丫鬟咬针、读书巧计等婉约的古典文化。



第四段：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

红楼梦的人物形象非常的鲜活。作者对每一个人物的描述都
既细腻又真实，身临其境的感觉像是亲眼见到了人物。在学
习中体会到的是，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及行为的描写，作
者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思想，
都有自己的变化和成长。读者在这其中也可以看到自己成长
的影子。

第五段：结论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无论是描写手法还是故事
情节都令人愉悦和感慨良多。阅读这样一部经典文学对于个
人的成长和进步，以及对生活、人际关系的认识都是非常有
益的。正如王尔德所说：“一本好书，就像一位智者的劝谏，
它不仅给人启示，为人作师，而且也不会过时。”通过阅读
这样的一部经典名著，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维，而且还
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七

《红楼梦》，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以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
期封建社会的上层贵族社会为背景，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
兴荣为主线，从宝黛的爱情发展和贾家的兴衰出发，批判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对吃人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
的剖析。读完这本书，我对书中描写的众多人物性格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人生百态，不同的人物性格，才造就
了一个经典的红楼之梦。

作者在此书中，透彻的分析了四种人：一、为功名奋斗之人，
代表人物有贾政、贾赦等;二、为金钱奋斗之人，代表人物有
王熙凤;三、为爱情迷茫之人，代表人物有宝玉、黛玉、尤三
姐等;四、为儿孙拼搏之人，代表人物有贾政等人。下面我对
王熙凤和薛宝钗进行了人物分析。



一、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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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金陵十二钗中王熙凤的判词，描述了她的一
生：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深得家族领导者的喜爱，却生不
逢时;最亲的丈夫也从顺从到最终休弃，在自己命运悲惨的时
候，她强大的娘家靠山也倒塌了。真是一场欢喜忽悲辛，叹
人世，终难定!

王熙凤，人称凤姐，贾母谑称凤辣子，王夫人之内侄女，贾
琏之妻，云南郡王之女，出身金陵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府。

作者对王熙凤这个人物的刻画十分鲜明，辨识度很高。王熙
凤是一个十分能够周旋的圆滑之人，深得贾母喜爱，最有权
势的时候掌管着贾府的财政大权，深的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
在黛玉眼中，凤姐的第一次出场，从说话、外貌的描写上，
就可以看出王熙凤的地位、性格。在整本书中读者可以从很
多方面都可以看出王熙凤的精明能干。黛玉初进贾府，王熙
凤一句“倒像个嫡亲的孙女“哄得贾母高兴;当王夫人说拿料
子做衣裳，王熙凤”我已预备下了“更是令大家对她玲珑剔
透、随机应变刮目相看。王熙凤深知宝玉在贾母心目中的地
位，当宝玉等人开办诗社缺少银两时，是凤姐解决了这个困
难。除了心机很深，凤姐更是一个毒辣、弄权作势、两面三
刀之人。她用阴谋逼死尤二姐，害死了贾瑞，中饱私囊，放
高利贷。

王熙凤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救济了刘姥姥。当刘姥姥一
进荣国府借钱的时候，王熙凤在内心中是不屑于她，甚至取
消她，但是出于面子和礼数，刘姥姥走的时候，王熙凤给了
二十两银子，而且言辞也很很谦恳：“这些日子府里也不宽
裕，这二十两银子是老太太赏给我做衣裳的，我且闲着，你
权权拿去使着，先过了为难日子不说。以后再有困处，尽管
过来找我就是。”言真意切，即用二十两银子打发了刘姥姥，
还让刘姥姥感激涕零，。然而正是这二十两碎银子交下的刘



姥姥，却在王熙凤之女巧姐被卖到青楼的时候出手相救，这
是王熙凤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

二、薛宝钗

可叹停机德,金簪雪里埋

这句薛宝钗的判词，描述了薛宝钗符合封建社会对女子的道
德标准，但是也暗示了她不得其所， 冷落孤寒的境遇。

薛宝钗，薛姨妈之女，贾宝玉的姨表姐，被誉为“群芳之
冠”。她容貌美丽，举止娴雅，气度不凡，恪守封建妇德，
处事圆滑，做事得体，言行举子顾全大局，得到贾府上下的
夸赞，更是封建社会中男性的择偶标准。

薛宝钗和王熙凤的性格有一些相似之处——圆滑世故，很会
做人和处世。同样的世故，同样的圆滑，但是薛宝钗和王熙
凤还是有着很多的不同。薛宝钗的人际关系处理的非常得当，
而王熙凤除了获得贾府统治者的喜爱以外，人人咬牙恨之，
也在落难的时候，遭到落井下石。薛宝钗自知寄人篱下，凡
事讲究明哲保身，不出头，低调做人;而王熙凤是贾府的风云
人物，事事出头，讨得贾母欢心。

虽然大家对王熙凤和薛宝钗的褒贬不一，各有看法，但是我
们在分析和评价两人的时候，应该辩证的来对待。在红楼梦
那个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收到禁锢和压迫，在那个
复杂的贾府体系中，王熙凤的爱财、泼辣，薛宝钗的圆滑，
无情都是有前情原因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封建社会，才造就
了各种性格的人物。

梦随云散，花飞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阅毕，竟无言以对，没了想法。欲哭无泣，实感空虚，好似
被人将灵掏了去。



曹雪芹究竟是何许人也，竟能写出此千古绝唱?

“还泪”之说，引出此风流孽帐。不知多少痴男怨女，梦断
红楼，泪洒黄泉。

曲尽人散，曲中所唱之人，又有谁逃出这宿命的安排?《红楼
梦》实是梦一场，噩梦一场。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八

《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中期出现的一部古典小说。它高度
的艺术性，在我国及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
反映的生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高度的艺
术成就，在我国及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它以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
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
程，揭露地主阶级贵族集团的荒淫腐败、互相倾轧，暴露出
他们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
逆精神的青年和某些奴仆的反抗行为，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
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封建礼教等地主阶级传统思想进行了
批判。但也反映了作者为封建制度“补天”的幻想和某些虚
无主义思想。今天我读的书是《红楼梦》，这本书是我国文
学名著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四大名著之一。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家族的衰败，贾府原来很是兴旺，可
是后来贾府的人死的死，走得走，贾母在的时候这个家还算
可以，贾母死后这个家就彻底不成样了。

林黛玉眉目如画，娴静娇弱而且天资过人，但我还是觉得她
太可怜了，她的母亲在她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黛玉自己从小
多病，身子弱不经风，最后死的还那么惨。我很不喜欢薛宝
钗，要是没有薛宝钗林黛玉也就不会死去。



我还很喜欢王熙凤，这个人极为聪明，心眼少说也有一千多
个，我最喜欢王熙凤《借刀杀人》那一篇，在那一篇中明明
是她自己想要杀尤二姐，最后却赖到秋桐身上，王熙凤这一
招真是高，但同时我也感到她过于歹毒。

贾府真是可悲，最后落魄到那个程度，正所谓“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场红楼中的梦事，
写尽人间悲欢。”不过一个家族在那个由胜到衰的时代最终
还是逃不过衰败的命运，还是顺其自然吧!

文档为doc格式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九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小说
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的复杂而立体的人物形象以及其
形式的独特性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作为一位读
者，在阅读该书时，我对于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以及人性的
方方面面也有了更加深入了解，同时也切身体验了文学注重
细节、刻画形象和塑造情感的独特魅力。

第二段：人物形象

《红楼梦》的人物栩栩如生，似乎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思想
和行为方式。其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形象
更是深入人心。贾宝玉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极端敏感，对于
人生和爱情都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林黛玉则是一个喜怒无
常的女子，对于自己的命运也常感到无助和绝望。薛宝钗则
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看待事物往往从理性出发，冷静而不失
优雅。这些人物的性格以及身世历经的感受，都深刻地揭示
了一个由封建家庭组成的真实社会。

第三段：表达艺术



《红楼梦》的描述细致入微，同时也非常生动形象。书中描
写的每一幅画面和每一段描写都是具有着极为丰富的艺术性。
例如书中描写的金陵城市，把庙会的繁华、城市的诱惑和人
们的欢声笑语描绘得栩栩如生。同时，书中的诗词歌赋以及
曲艺戏曲都是十分具有特色的表达形式，通过小说情感与现
场的相结合，共同呈现了一幅鲜活而独特的艺术画面。

第四段：现实反映

尽管《红楼梦》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学气息，但它同时也为我
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画面。小说中展现的庞大家族的财
富与衰落、世家的性情善恶、以及荒淫极致的封建制度等等，
这些全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有些文
化传统已经不再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但这些真实的社会场
景依然存在于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红楼梦》对于这些社
会现象的描写，不仅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还
给现实生活带来了启迪。

第五段：总结

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其价值更在于通过对于人物、文化与社
会现象的描写能够让我们对于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
们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文学的独特魅力。读一部好书，并不
仅仅是为了填补自己的时间，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层次，
拓宽自己的见识。希望我们可以从《红楼梦》中吸取精华，
为之后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发展做铺垫。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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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为doc格式

红楼梦阅读体会篇十一

主席说过：“不读《红楼梦》不算一个合格的中国人”由此
可见《红楼梦》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今天，我捧着这本神圣
的书，准备专心致志地研读。

《红楼梦》主要讲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到了有权有势的贾家
后发生的事。她在贾家邂逅了贾宝玉后却被常被一点鸡毛小
事困扰，从此一病不起直至去世。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贾宝玉，
他举止大方，乐观向上，才华横溢，重视友情，在我的脑海
里刻上深深的印记。有一次，他的好朋友去世，他大哭不止，
直到埋葬。我不禁想到我为了一根棒棒糖和同学吵架，比起
宝玉连金条银条都不吝惜，我真不应该。

我也为林黛玉悲哀，她是个悲观主义者。黛玉为了凋零的花
而哭泣。我觉得花落地上也有它独特的`美，且会成为一种肥



料，让植物茁壮成长。黛玉却由此伤感地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不禁黯然落泪。其实她比起晴雯等丫头的命运好多了，至少
还有个外祖母疼她，舅舅、舅母也没说她什么。但她体弱多
病导致心胸狭窄，说话有些刁钻，惹得下人也不是很喜欢她。
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要珍惜了周围的一切，别想一些
烦人琐事，她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可见一个人要学会知足。
那个年代讲究门当户对，黛玉从家庭财产和势力都无法和宝
钗相提并论，自己生气就是自己怄自己了。一个冰雪聪明的
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外祖母就不会说白疼她了。她是
海棠诗社最有才华的女子，我要学习她的才华，却不愿像她
一样顾影自怜，无法自拔。

《红楼梦》还塑造了伶俐的晴雯，厚道的袭人，阴险狡诈的
凤辣子等形象，每个人的性格鲜明，让我受益匪浅。我要取
长补短，努力把自己塑造得更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