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汇总16篇)
奋斗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断进步和提升。在奋斗的道
路上，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目标，制定可行的计划。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奋斗经典名言，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启
发和思考。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一

《红楼梦》是被人列在四大名著之首的，其原因多人们会搬
出红学的流行，有些人一生只要研究研究这本书就能过舒坦
的小日子了。曹老是饿死的，他的书却增加了就业，不得不
说是一种讽刺。这本赞誉过剩的书一直排在中国累计销售首
位，的确是有点真本事。不过我觉得之所以红学兴是因为曹
老描写的物事，礼仪像史书一样值得研究。值得研究的是曹
先生所在的清代，并不是一本书。

在我看来红楼是一部喜剧，像童话一样完美的结局和过程。
在老师教我们时候老师说：“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础，宝
黛爱情为线索的悲剧。”但是四大家族中主力描写的贾家从
开始一样是越来越兴旺到底。开始贾府人人富贵，有贾珠等
人的死去也并不是惨死怎么的，主角们并没有经历什么痛苦。
基督教教义说：人生来就是受苦的。所以死者没有什么可悲。
秦可卿死啦。还带给贾蓉一个五品龙禁卫的官，死者解脱，
生者人就享乐。

到中后部宁府抄家荣福败落很多人唏嘘伤感的时候。我认为
这只是贾府越来越兴旺的插曲，很短的插曲。在这个艰难的
时候死了一批人，单迎春外无一不死得其所。贾母已经八十
三岁，在以前那种年代是多少高龄了，一生享乐，被人捧月，
只在死前担惊受怕过一阵，又没有冻饿挨打挨骂着，总是喜
大于悲的。连她自己也两次说到自己的死时，提到自己的高
龄，享福一生，死也甘愿了。



凤姐虽然年龄不及贾母长寿，但是大权在手，也是风光一生，
锦衣玉食的。谈自己时说：“别人没吃的也都吃过了，没见
着的也都见过了，死也没多少可憾的了。”人的快乐是以自
己的愿望来衡量的，凤姐喜欢的钱权两得，巧姐最后也有惊
无险回归宁府，死前的风波都只是一生中的小憾，以比列来
说，赚大了。

探春远嫁，以后来回来时描写的“比来时还鲜艳三分呢。”
那生活一定是很好的，没有像迎春那样遭打挨骂受冻，婆家
后来还得以在京城得职，与娘家很近，相聚相亲。

元春贵为宠妃，有皇恩，有世人称颂，连贾母见了也要跪拜，
虽然无子有些遗憾，都没人会否认她是最幸运的人之一。

惜春希望出家，最终能够带发修行，她圆了自己的愿望，只
要是自己想的，什么愿望都不可悲。

赵姨娘为人所不屑，儿子贾环为人所不齿，娘儿俩被读者都
深深看不起。我非常联系迎春的命运，恨不得贾府的人去夏
家报仇。但贾府的人大多都不大吧迎春放在心上，那是因
为——迎春的地位其实非常低，比在读者心中的配角贾环贾
蔷还低。首先迎春是庶出，亲娘早丧，且没有亲兄弟姐妹可
以依靠，最后还是个女儿身，地位自然不能高。迎春性格软
弱，在贾家已受了不少气，嫁过去更是受尽折磨而死，在我
看来真是红楼梦杯具之最。

宝黛的爱情悲剧是公认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悲。宝玉这块
顽石不经历悲痛一定仍对红尘向往。人的快乐的是以自己的
愿望来衡量的，宝玉能额外受恩入红尘已经是赚大了，遂了
自己的心愿也该满足了。林黛玉来还债的惨些好，越惨越好，
不惨还不清债务。以十几二十年的功夫报答神瑛侍者的浇灌
之恩，正是她自己的心愿。

散了一批人。在两府衰败的一时间，那些摊前敛财的奴才散



了一大批。贾政此时明白了这些人，一个个打发走了，切掉
了一个个毒瘤。

锻炼了一批人。众人先享富贵再忍受贫穷，那时间懂得了勤
俭节约。贾府人少了，可他们从来不缺人，又没有计划生育！

成长了一批人，一个贾兰很有才能，在结尾已经高中。一个
巧姐儿长大不落凤姐。而且有了凤姐的教训不会犯同样的错
误。作者制造了这两个完美形象真是暗示贾府以后的命运。
甄士隐也透露贾府会再度兴旺。

高鹗续写的四十回，我读之前很担心远不如曹雪芹所作前八
十回。读了之后我也很喜欢后四十，那每一回的结尾处稍设
悬念，曹一般没有吊人胃口的习惯，高这样无疑增了观赏性。
万事开头难，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已准备好了大多数零件，高
鹗的组装技术也很好，那么这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也就足以
流芳百世了。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二

此回写宝玉和众姐妹搬进了大观园。二月二十二日，是红楼
女儿国诞生日。宝黛共读《西厢记》，两人用书中的妙词
如“我是多愁多病身，你是倾国倾城貌”，相互调情说笑。
在花下的谈情说爱之乐，写得荡惑人心。才子佳人谈情说爱
的内容与今天的知识白领或有相似，而与棒棒背篓绝不相类。
(阿q的谈爱与棒棒背篓似，一笑)

《牡丹亭》是明代汤显祖写的一本戏曲。内容写闺中小姐杜
丽娘单恋公子柳梦梅，害了相思病而死，后又复活与柳公子
如愿成亲。大观园内有戏院——梨香院，有12个女演员。这
一天在排戏，节目是《牡丹亭》。林黛玉路过听见演戏音乐
和唱词，有戏中杜丽娘的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意
思是丽娘见春色迷人的美景而思春伤春。林黛玉用自己的体
验来欣赏它，引起共鸣，伤心落泪。警芳心，警，在这里是



启动的意思，芳心，爱之心。《牡丹亭》的唱词启动的黛玉
的春心，所以有此伤感。

警芳心，女作家三毛对此深有体验。她因红楼梦而警芳心，
少女时就爱上了比她大数十岁的法国画家毕加索，后来又爱
上了老朽民间诗人王洛宾。某次从台湾万里迢迢来到新疆，
亲登王门求爱被拒，回台后情思昏昏终至自杀。无怪乎她生
前要说红楼梦是妖书了。（插入这段妙论，妙矣哉！）

《西厢》和《牡丹》都是表现才子佳人的爱情，虽经曲折而
最后得以团圆。这一回是写黛玉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和宝玉
成婚。为后文的悲剧作反衬。《红楼梦》，法译本作《闺中
的梦想》，处处离不开梦。可怜的闺中啊！

这回有宝玉的四季即事诗，其“眼前春色梦中人”“梨花满
地不闻莺”之句，都有味。笔者读之忽来灵感，有仿作《冬
夜即事》一首：

雨魂云梦更已深，厚被热毯睡未成；寂寂空屋唯有冷，漠漠
庭院不闻莺；

毕生事业流年水，老困书斋怜无人；堪羡怡红有艳福，红楼
读罢忧长存。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三

我甚是欣赏他们对于神说以及命运的无所畏惧，即使是现今
社会，又有何人能真正做到不满命运的安排，能挑战命运。
想想社会之中，大多数人们还希望贤人、神仙的出现，从苦
末路将他们解救，以此说来似乎还不及这些宦官奸臣。

那这些宦官奸臣错在哪儿？失败在那儿？——我想应该是，
想得不够长远。就恰似吕不韦，得到了皇位又怎样？也许会
更觉空虚，到头来终免不了一死。“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



他人作嫁衣裳！”

那如此说来岂不是什么都别做，做什么终究都还是在替别人
做嫁衣裳。

可再仔细品读之后，随着见解的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不
仅只意味着一个纯粹的俗气的故事，它开始有了更深远的寓
意，那故事背后所揭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悲伤与凄惨，也让
我明白到了曹雪芹这个怀才不遇的文学者的深刻思想和反叛
观念。

记得很小的时间就开始读《红楼梦》了，怀着一种压抑的心
情，小时间素来不爱读书，那印象中大观园的繁杂与喧闹似
乎就是儿时对《红楼梦》的明白。宝玉的浮滑，黛玉的忧郁，
宝钗的大方，刘姥姥的和善，凤姐的小家子气，其他人物各
自的轻佻，苛刻，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中清时一户人
家的兴衰史，其时，我是这么明白的。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四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楼梦》这一著作历来为各科学派
的学者奉为经典，不同学派的学者所看出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我在细品这本书后，看出了一些管理的小诀窍。

众所周知，王熙凤是贾府的财务管家，虽然年纪轻轻，但是
由于她的婆婆不管事，她娘家的远房姨妈——王夫人的身体
不好，所以把她特意喊过来，帮忙料理料理府中的事务。可
想而知，王熙凤的能力一定不简单，否则怎么会那么年纪轻
轻就一揽财政大权呢，而且还不是本府的人，从王熙凤身上，
我总结出了一个管理上的精髓，供大家参考：

首先，要懂得“收放自如”。一个好的管理者一定要懂得收
放自如，换句话说，就是说翻脸就翻脸。您看她的几次事情
处理的，不都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吗？在荣府办贾敬丧



事的那次，小说中写宁国府中王兴媳妇迟到了，凤姐听了，
登时放长了脸来，喝命打了二十大板子，还命来升“革他一
月银米”。接下来宣布“明日再有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
有要挨打的，只管误。”但是接着马上转换了一副嘴脸，告
诉大家有哪些好处，用利益诱惑大家。又如，贾琏偷娶尤二
姐被她得知的那一次，她先是用语言、行动羞辱尤氏（凤姐
掰着尤氏的嘴说“你是被他们用茄子塞了嘴吗，不能和我
说”），剧书中描写，她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一个贾府的奶奶，
而像是街上的一个泼妇，可是不到一会儿以后，她又对尤氏
道歉，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一时吓坏了，所以才会出言莽
撞。一个管理者就要这样的一种收放自如，正所谓“大丈夫
能屈能伸”，就是这个意思。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五

在众多名著当中，我唯独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小时候，
虽然不能懂得其中深意，但对它却是爱不释手；后来，随着
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也就渐渐懂得了其中的一些真意，
但心里就越加不能平静了。

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是
故事的高潮，亦是黛玉的结局——香消玉殒。人家说，塞翁
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女来说，
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福，而我
则认为，对她而言，即使是苦难连连，若有人“怜”，才是
真正的幸福。或许黛玉早就有了预感，才会有了葬花词：花
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明里是叹落花的命运，事
实上也是在悲怜她这绛珠仙草自己的命运，，她为那“痴
儿”流尽一生的泪，直到油尽灯枯之时，心里口里念得都是
他的名字，最后孤苦伶仃的离开，无人怜惜，当真是可悲又
可叹啊。

她，无疑是众姐妹中最早熟的一个，亦是最被封建正统教育
束缚的一个。她的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
只是按照理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
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如
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案齐眉"的尊重；
认为母女间有的不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而是服从的孝道。这样
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觉的麻
木着.。正如她的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可叹停机德，堪比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
埋！”，宝钗、黛玉，两个如花般的女子，她们一个高洁，
一个高贵，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当真是世间的罕见女子，
她们都以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个性鲜明的活着，
最终却都逃不了命运的捉弄，一个香消玉损，一个郁郁而终；
当中男主的结局，亦是可悲：心上人的早亡，家人的欺骗，
使得他心灰意冷，最终看破尘世，遁入空门，不问世事。她
们都是妙龄男女，却成了这个她们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牺
牲品，成了封建传统观念的悲剧的缩影。怪不得曹雪芹老先
生要说：“满嘴荒唐言，谁解其中味”了！ 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
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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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曲红楼，让多少人叹息，又让多少人垂泪啊！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里可爱的女生不少，可我偏偏喜欢晴雯。如果你问我
喜欢她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她那风一般的性格。

诸多女子中，黛玉最有才，她的《葬花吟》可以说是前无古
人，可她有着太多的娇气和孤傲，那是云一般的女子；宝钗
最有智慧，她的李代桃僵之计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可是她有
太多的俗气和世故，那是雨一般的女子；凤姐最有趣，她那
一肚子的笑话和谜，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可是她有太多的狠



毒、冷酷，那是电一般的女子。而晴雯不一样，她智慧而不
耍手段，靓丽而不染世俗，世间女子的可爱之处几乎都聚集
在她身上。

最初认识晴雯，是在怡红院的树下，我还记得她带着顽童似
的笑脸，把扇子撕得嗞嗞作响，惹得宝玉在一旁拍手叫好，
袭人则骂她糟蹋东西，可谓“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一
笑”。仅仅几把香扇，我喜欢上了这个会笑会闹的女孩。大
观园里，愿意如此笑给大家看的也只有她了。她率直而不计
后果，给她平添几分英气，也埋下了祸根，像风一样，自然
而来，自然而去。

再次见晴雯。是在灯下，生病了，还要给宝玉补衣裳，传来
一阵阵咳嗽，如此坚强，而我，每次生病都依赖父母、责怪
他们。从不劳动，我不禁低下了头。作者都不由得在这一回
给晴雯加上了个“勇”字，说到大胆豪爽，和她一比高下的
尤三姐，可哪有她那份纯真。

最后一次见晴雯，不是舒服的怡红院，而是那破旧的小屋，
虽然没有富足的环境，但依旧光彩照人，这多么难得，我遇
到不会的数学题时，都不尝试，直接放弃，可她却依旧如风。

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化成了一缕风儿。好一位风一般的女
子！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七

古代女子进宫到底是好是坏?以贾元春为例，当日宦官前来宣
旨，贾政得知，高兴极了，荣府上下引认为荣，元春进了宫，
荣华富贵，金银珠宝，享受不尽，今天回府便恩赐一番。

甭说人难做，甭说人好做，回头看人间悲喜，自有人评说。

李嫫嫫呀李嫫嫫，你为什么那么冥顽不灵呢?确实，宝玉自小



喝你的奶，你对他有养育之恩，没有你的奶或许宝玉就不会
这么壮了，可是，与其说你有巨大的胸襟，不如说你
居“功”自傲，厚脸皮。

自豪自傲的苦果可吃不得。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八

说到我国的经典作品，那真是人人都晓得啊！在这四部经典
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以前，只看过几集
旧版的电视剧，觉得挺没意思，不太喜欢。可是，最近我偶
然间看到了青少年版的《红楼梦》，却爱上了这本书。

《红楼梦》，一般人会认为我们这个年龄不太适合吧！但
是12岁的我，还蛮喜欢的，至少能看懂一些故事情节。在这
本书中，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都令我难以忘怀。我也是
看完后为书中的人物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不太喜欢薛宝钗，
更喜欢林黛玉。林黛玉是一位内向的女孩子，她从小母亲就
去世了，长大后，才被送到了贾府，“丢弃了不离不弃黄金
琐，忘记了莫失莫忘通灵玉”，多情潇洒的贾宝玉，娇嫩多
病的林黛玉，塑造了一个发生在清朝封建家庭的动人爱情悲
剧。在里面，我最喜欢的便是“黛玉葬花”了，我就大概给
大家讲一下吧！

芒种时节，大观园中众姐妹祭花神，黛玉想起之前那天晚上
去看宝玉时，晴雯没开门，一时感怀身世，于是有了千古传
世的葬花之举，黛玉最怜惜花，觉得花落以后埋在土里最干
净。说明她对美有独特的见解。她写了葬花词，以花比喻自
己，在红楼梦中是最美丽的诗歌之一。黛玉借对花的爱惜表
达了自己的情感，典型的借景舒情。同时，也因这一举动，
消除了宝黛之间的误会。从这个小故事中，我还知道了一首
很有名的曲子，就是《葬花词》了，里面写的真的很美呢！
我觉得林黛玉真有才啊！



读完了青少年版的以后，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本书以
贾宝玉为中心，让他经历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
爱情悲剧，目睹了“金陵十二钗”等女儿的悲惨人生，体验
了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从而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
感悟。

《红楼梦》一书让我时而高兴时而忧伤，时而愤怒时而感慨
万千，也让我想了很多，或许吧，事事不能完美，而人也如
此啊！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九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黛玉低吟着的这悲
凉诗句一向被古往今来的独孤人士吟诵至今。似乎也暗示着
《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悲惨结局，以及其中蕴涵着的`封建社
会独有的苍凉与无奈。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为清代的曹雪芹所著，
又名《石头记》，全书以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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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了四大家
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大家族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
社会的腐朽与堕落。作者曹雪芹以他清新自然的笔触，将人
物刻画的入木三分；把事件描绘的淋漓尽致；对情节把握的
炉火纯青，令我钦佩不已。

记得初读《红楼梦》时，我是怀着一种压抑的情绪，对它的
兴趣也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王
熙风的心狠手辣都使我厌烦，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清
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可通过最近的细细阅读，随着见解的
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有了更深远的寓意，尝到了“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所包含的一个朝代和家庭兴亡盛衰的滋
味。

这本书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多愁善感、才思敏捷的林黛



玉；有豁达大度、雄心勃勃的薛宝钗；有尖酸刻薄、心狠手
辣的王熙凤；也有心直口快、开朗豪放的史湘云，其中我最
敬佩的便是贾宝玉。他善良正直，拥有一颗主仆平等之心；
他平易近人，对待别人友好和善；他自由不羁，敢于挑战封
建社会的制度。

这本书的故事件件耐人寻味。从《宝玉摔玉》中，表现出他
对世俗的鄙弃；对礼教的蔑视；以及对黛玉的痴情。从《黛
玉葬花》中，揭示了她多愁善感的性格；如履薄冰的生活；
以及像落花般漂泊无依的命运。从《宝钗扑蝶》中，说明了
她栽赃嫁祸的恶毒；追求爱情的勇气；遇事不乱的冷静。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十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袭人等是《红楼梦》主耳目物，
宝、黛二人的悲剧贯串始终。薛宝钗虽不是此爱情悲剧确当
事人，但也有着相称高的地位。

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我有甚多不满，可有人对我
说，“寂荒不满，林黛玉终极抱憾而亡，贾宝玉出家为僧，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结局是完美的。”的确，我对甚为不满
颦儿之死，颦儿素日也是叛逆角色，终日只想一铺才华，违
背了古时“女儿无才便是德”之说。颦儿在文中的才华是不
容置疑的，我实是钦佩，也为她那种叛逆而佩服。可她为何
不能叛逆至底？贾母素日疼她，更疼宝玉，他俩二人想要结
为连理枝，贾母也未必反对，她竟不往争取，偏自寻苦恼，
气死了。可细细思量，她素日多疑，即使嫁于宝玉，也难免
会被气死。她又不似凤姐会借酒撒泼，怎生向贾母开得了这
口？她的气力是如斯菲薄单薄，在贾府她究竟不像宝钗那样
得人心。宝玉，最后望破红尘，做了和尚。岂非做和尚真是
最好的结局吗？若是如斯，众人都改为僧。我的想法主意太
极端了。“您死了，我往做和尚。”预示着这一切，好似一
切皆前定，无法改变。我不满的是宝、黛二人终极还是无法
逃出命运的束缚。那人又对我说，“宝玉，做和尚已不是为



黛玉而做。宝玉不做和尚，还能做什么？往追求功名利禄
吗？”是啊，细度之，对于宝玉而言，这不失为最好的结局。
他已稀薄名利，对他而言此皆身外物。追逐名利，让历史重
演，望着自己的昆裔再来上演这“红楼梦”吗？他望似没有
挣脱命运的束缚，但命运业已不能束缚住他了，他既不是为
颦儿往做和尚，那就是为自己，他也不像众人为了“得道羽
化”，而是了无牵乖冬望绝红尘豢上挝人圆滑，讨人喜欢，
她终极终极独守空房，也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惋惜。

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以林黛玉之名嫁进贾荚冬也
深知宝、黛二人心意相通，却无力抵挡。薛母再疼她，也无
能为力，贾母如斯有诚意，自己又怎生婉言拒尽？何况，薛
蟠之事，贾家也绝了不少力，宝钗也不想为难母亲。嫁于宝
玉后，虽说黛玉已死，宝玉待她也不薄，可宝玉还是对黛玉
念念不忘。最后，她已怀身孕，宝玉还是舍她而往，出家为
僧，留她独守空房。说来，得人心又如何？终极也未得幸福。

我始终觉得宝钗是全剧中真正的强者，她从不再人前为难他
人，不与人正面起冲突。她的才华毫不在颦儿之下。我很是
最佩服她，她说话从不造次，不该说的话尽未几说，即使是
顽话，也是极为小心，甚至是无懈可击。她的才智也是罕有
的，她不似凤姐无话不说，说话好似尽不讳忌，泼辣来形容
也不足为过，心狠手辣，但她的才智尽差不了凤姐很多。

就拿此二事做分析。她时而劝戒宝玉，宝玉无悔改之意，她
也不委曲，一她是姨外家的，不便多说；二袭人如斯劝慰，
仍不见起效，多说也无效。就此打住，多说无意。再拿她与
宝玉结婚之时，乘机将颦儿的死讯告诉他，也显示了她的才
智。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来说说我自己的见解，我自以为对宝钗的为人，性格，想
法主意都不够了解。我只是以一个凡人的角度来思索。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十一

以前我在我第一遍看红楼梦时，我并没觉得贾宝玉和林黛玉
之间有多么直接的表达，一直对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
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这句话持怀疑态度。

贾宝玉跟林黛玉之间的相处虽然较其他女子当是多些

而且点明贾宝玉和林黛玉互相喜欢的，也是后半部内容，贾
宝玉要与薛宝钗结婚的悲哭啼啼，以致病死。

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从没有接触红楼梦，如果我从没听别人
说过：这是一本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
为主线，表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后部，也就是全书的一半以后内容，那么，我绝不
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会有什么深厚的爱
情关系。

甚至我只是觉得他们是处于一种高于友情有低于爱情的一种
尴尬的感情局面。

这是在我第一次看完红楼梦的个人感想。

等到很久之后，老师开始要求读红楼梦。我就又开始重新阅
读红楼梦。因为较之前，早已有了一次阅读经历，所以读起
来比以往还是省事不少。

但当我第二次重读时，我注意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细节。

一是

黛玉笑道：“我不要他。带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的画和戏上
扮的渔婆了。”及说了出现，方想起话未忖度，与方才说宝
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她拿出玻璃绣球灯，让宝玉自己拿着照明，并嗔怪“跌了灯
值钱？跌了人值钱？”

宝玉冒雨来看黛玉。黛玉打趣宝玉穿的蓑衣，像个渔翁。然
后宝玉问黛玉要不要蓑衣，黛玉不假思索的就说：“我不要
他。带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的画和戏上扮的渔婆了。”这句
话，意思非常暧昧。此前黛玉说宝玉是渔翁，现在又说自己
是渔婆。这不是一对，又是什么？黛玉想到这点，脸顿时羞
红。这里宝玉并没有对黛玉说的话做什么反应，而黛玉自己
就先脸飞红，直接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等到宝玉要走时，黛玉给宝玉一盏玻璃绣球灯用来照明。并
说，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

小细节的暖心之举，让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赫然显露出来。

在电视剧中的结尾，宝玉被救出来后只有黛玉留给他的一盏
玻璃绣球灯，然而就算是这样，最终也是不小心被人撞地上，
摔碎了。就这样，带着绝望的心情，在白茫茫大地中响起踏
雪声，宝玉消失在天际…。

二是

贾宝玉在旁看着薛宝钗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
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
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
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
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
了。

这段写的是宝玉看宝钗看呆了。但是他想的是这胳臂如果是
黛玉的怎么怎么样。

人看到上世界上一件很好的东西，他马上下意识的想到的



是“我自己的那件东西”并进行对比。所以，宝玉本能里对
黛玉的爱情就表现的很明显。而且，宝玉因为龄官写“蔷”
字而完善自己的观念，自此之后就专心起来。他专心的就是
黛玉。

曹雪芹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隐藏在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
上，并通过这一点一滴的小事来积累起宝玉和黛玉的爱情。
只是因为续书太恶心，写过了罢了。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十二

滚滚红尘，携着记忆的枷锁，永远的尘封了那场悲伤的爱恋。
在那最后一抹余晖中，被风静静地吹散了，也吹淡了往日的
思恋。终于，消失在茫茫人海，留下了世人的.遗憾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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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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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上眼仿佛看见了她那柔情
似水的眼神，闪烁着点点泪光，让人沉迷之中，为之动情，
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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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的插入了读者的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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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如花美眷，在埋葬花的同时，也埋葬了自己。而她来到这里
只为一个目的，只为一件事，一个人。她比任何人都要纯粹。
神瑛侍者，才是她一直的牵挂。在她越来越少的眼泪中，隐
射着她越来越短的生命。在她几近干涸的眼眸里，是痛恨，



抑或是欣慰。

她的泪，像涓涓细流，一般潺潺流动，汇聚成一泓清泉，澄
清着她的悲剧。她哭泣，因为她太委屈，她和宝玉的爱情在
那样的社会是不被容许的。她对宝玉太痴情，她一生无限伤
感，然而临终前她笑着喊:“宝玉，宝玉……”然后，她永远
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十三

红楼梦是清代作家曹雪芹的一部著作，从明清一直流传至今。
时间之久，足以见得其价值。此书表面上是讲大观园中的生
活与宝玉、黛玉的爱而不得。但我认为这本书讽刺了当时的'
封建社会。

如第97章，宝玉在封建家长的掉包计下娶了宝钗为妻。黛玉
得知后便一病不起，含恨而终。宝玉在考取功名之后，也带
恨出家。宝钗最后只得孤独终老。他（她）们三人都是受害
者，被封建社会的思想所迫害。在这种封建迷信下，让三个
本可以更幸福的人，最后都以悲剧结局。两个毫无情义的人，
因为一句“金玉良缘”被锁在了一起，真是可笑。我觉得作
者不仅是在单纯的描写宝玉和黛玉悲凉的爱情，更是在讽刺
当时封建思想，诉说包办婚姻的弊端。

我忍不住拿《红楼梦》中的封建社会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作比
较。现在的社会提倡自由恋爱，没有了包办婚姻。大多数人
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封建迷信更是几乎没有了！曾经女性
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会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受到很多
不好习俗的约束。比如古代的“三从四德”“裹脚”等等一
系列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甚至毫无人性的习俗。而
现在的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不再有什么男尊女卑。法律上也
出了许多保护女性的条款，女性的地位和安全感直线上升。
可这仅仅是我们中国，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依旧是像《红楼
梦》里一样男尊女卑，所以他们的发展更是落后于我们国家，



他们国家的女性甚至于不敢在晚上出来，因为抢劫、枪杀，
实在太危险！他们国家保护女性的条约又实在是少之又少，
在他们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国家几百年前的社会风气。

看完这本书，我的眼泪涌进了眼眶，我的心中充斥着无限的
伤感与悲哀，我感叹旧社会的封建，为《红楼梦》中“受
害”的三人感到悲哀。同时我很庆幸，庆幸我生活在当今这
个社会。庆幸我生在这安全的中国，而不是带有男尊女卑的
偏执思想的国家。想到这些，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直流，泪
水如春雨般多而密。

《红楼梦》这本书让我有了极大的感触。1000人对这本书的
想法就有1000种，各个年龄段的人看完这本书的感悟都是不
一样的。我现在经历过的事还是太少，看不穿这部著作。我
会继续拜读这本书籍，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本书
的感悟也会更加深刻。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十四

元春省亲，这是一段关于她的故事。元春的父亲贾政为了自
己升官，把元春献入宫中，伺候皇上，可是她并没有因此讨
厌自己的父亲。元春后来成了贾妃，还能回家省亲，看到这
我的心中跟吃了蜜一样，痒痒的.。我想：要是我是林黛玉或
贾宝玉该多好哇，至少我也能分一杯羹。

省亲时，贾妃点了四出戏，买了小尼姑和小道姑，真够享受
的！后来她们求香拜佛，一拜完事后，回宫时刻到了，她又
伤心起来，王夫人和贾母哭得和泪人儿似的。看到这里，我
居然也有些依依不舍，因为我也很讨厌与妈妈分开。

但是宫中那么好，回去应该没事吧？所以我看到元春回去后，
在宫中很孤单，得了小病，我心里觉得还挺安稳的；可谁知，
她小病好了以后，一直到第二年腊月时，她在宫中又郁闷起
来，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皇帝来了，必须跪接跪送，当她



夜晚回宫休息时，居然一下子昏了过去，忽得暴病，口角留
涎，不能说话。我想：这病怎么这么厉害？能把人病成这样！
又过了一会儿，她竟然目不能视，脸色渐变，我有点儿担心
她会不会死去，哆嗦着翻到下一页，看见那句：贾娘娘梦逝！

看到元春的悲惨结局，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她，
你会按照父亲的要求进宫吗？

哎，如果我是贾元春的话，我可不会去，也不会像她一样软
弱，我宁死也不会妥协屈服，再多的荣华富贵也不要。真替
一个这么聪明伶俐、才华出众却香消玉殒于深宫大院的人感
到无限的惋惜。

最后，我还有个疑问：既然后面如此凄凉，为何前面是最热
闹的呢？红楼梦，真是一本读不透的书！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十五

故事是通过平儿叙述的：“……有一个不知死的冤家，混号
儿世人叫他作石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
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
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把二爷请到他家里坐着，拿出这扇
子略瞧了瞧。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有的，全是湘妃、棕竹、
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因来告诉了老爷。老爷
便叫买他的，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偏那石呆子说：‘我饿
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子，天天骂
二爷没能为。已经许了他五百两，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只
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石呆子舍命护
扇，最终“不知是死是活”。

很明显，石呆子这个名字是杜撰的。至于寓意，我妄测了两
点：其一，根据《红楼梦》取名多用谐音这一特点去推论，
石呆子可能谐“实呆子”之音，说这个爱扇之人已经到了为
扇子痴傻成呆的地步。有扇人在，无扇人亡，真乃呆子也！



其二，“石”字在红楼梦中有着非常特别的意味，《红楼梦》
另一个名字就叫《石头记》，是一块通灵的石头自叙下世为
人的一番经历。所以有人说曹雪芹不会毫无由来地去写石呆
子，石呆子就是隐喻宝玉。

石呆子护扇、宝玉出家、曹雪芹写书，毕生真情付与唯
一，“癖”就是一种深情。 虽说通常不以好坏论癖好，但癖
好也映衬了个性， “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
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
也。”人生在世，有爱有真情，才会有一份执着，有一种坦
荡，才能无拘于形骸，让心飘逸起来。

读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十六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女
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福。
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不
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或许两个人都是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天生就不该相遇，因为
生活不是浪漫，生活会将浪漫消磨得一干二净，最终，红玫
瑰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成了胸口粘着的`白米饭。所
以，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时候画上句号，在彼此的心中，留下
幸福的回忆。

可是也许你会说，黛玉死的很悲惨，一点也不浪漫，关于这
点，我是不赞成高鄂的续书的，也许曹雪芹的本意非此，也
许黛玉确实应该泪尽证前缘，这样不是更好吗?她牵挂着宝玉，
用她全部的热情为这一知己痛哭，怀着深深的思念，这样的



死，何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鄂没有这样写，他最终让
黛玉很庸俗的指天愤恨，气极而亡。这不象我们认识的那个
高傲自赏的黛玉，反而象个情场失意的一般女子。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倒前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否则
以她的脆弱，恐怕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宝玉是个纨绔子弟，
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给予黛玉的其实很少，
谈不上保护与安慰，他自己尚且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弱者，所
以在他身边，黛玉是得不到幸福的。

所以能带着回忆离开他，是一种幸福。宝玉自己能给予黛玉
的只是几句好话，他连痴情都谈不上，看看宝钗的下场，不
得不说黛玉是幸福的，当然有人说宝钗需要的只是宝二奶奶
的宝座，她并不在乎宝玉，是这样吗?难道有一个天生喜欢孤
独的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的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何
况所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个问题。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而离开贾府的，否则他不会
娶宝钗。他最终的出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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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