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汇总8篇)
开场白"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希望这些诗歌作品能够激发
大家的灵感，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一

轻轻翻开厚厚的历史之书，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红楼，我遇
见了一群风姿绰约的女子，她们个个举世无双，个个如花似
玉，个个令人难忘......

品味红楼，我遇见了她——林黛玉，她柔弱美丽，“娴静处
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她才华横溢，被称
为“咏絮才”她的诗文堪称举世无双。

品味红楼，我遇见了她---晴雯，她会笑会闹，敢爱敢恨。想
那在怡红院树下，把宝玉的扇子斯得极响，宝玉在旁笑着，
把麝月的扇子也给她撕，麝月却让宝玉把扇匣搬出来给她撕，
就是这样的女孩儿，最终也难逃厄运。

品味红楼，我遇见了他——贾宝玉，他面似中秋之月，色如
春晨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目似秋波，却“行为偏僻
性乖张”，“愚玩怕读文章”。虽生在富贵至极的贾府，最
后却因黛玉出了家。

掩卷沉思，《红楼梦》最终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
贾府的败落告终，作者又想借此告诉我们什么呢？黑暗的三
从四德的封建社会制度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揭露了
封建社会后期的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
统治阶级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不正是这本书的真实写照吗？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二

说到这，红楼梦里的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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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最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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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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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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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里没有她能够依靠的亲人，没有
她能够倾诉的知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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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有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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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具的起因，还
不如把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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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
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能够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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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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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杯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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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三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从本书
反映的思想倾向看，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
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那么你有什么红楼梦个人读
书心得呢？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初中生红楼梦读后感700
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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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
各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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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扑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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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的眉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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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来的，
从而使她在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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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
说不得庸俗平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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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人物，也没有将她写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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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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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故事——石头记。有以甄
(真)隐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又一个国度——英国。她诞生了一位伟大
的、杰出的、有天赋的，剧作家他就是莎士比亚。他用他毕
生的经历发扬了本国的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那时
一个民族，他那时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己、
充实着自己。正如莎士比亚与戏剧的微妙关系一样，曹雪芹
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与
其说他是异步伟大的巨著，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说那
是写贵族的生活，不如说是当时时局的真实写照。从一点点
的细节来讲，那种语言的魅力体现出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
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一张一弛。一丝一毫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点，可以说那种语
言的叙述找不出一丝破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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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部史书。

前面说都是前八十回，而后四十回我认为恰恰相反。从中有
许多的破绽，例如贾宝玉在前八十回的一回中已经暗示到其
是一悲剧人物，而到高鄂的笔下它又成了一个乐于学习又参
加考试而考取举人，从一个顽童到一个好学之人，这中间几
乎没有什么衔接，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而且在最后又丢下
已经怀孕的宝钗出家为僧。而且据说高鄂是因为一个上任的
资助，取续写红楼的，我认为一个初衷就不那么纯洁的人，
并且也没有理解到曹雪芹的写的《红楼梦》。是无法写好的。
再说想象曹雪芹一样的来刻画人物是非常难的，不是容易达
到的。我看到不如留下这四十回不写，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还是挺美好的。

警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
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干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
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
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
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它乡是故乡;甚荒.唐，到
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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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能一如既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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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的回忆，却不是。

曹雪芹对每个人物的形象刻画的都不一样，而且还清清楚楚
的、对比鲜明，尤其是林黛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写作
的妙处，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写作方法呀!

不愧是中国的四大名著，读完这本书觉得自己的知识又丰富
了许多。还有三本我想着以后我一定会慢慢看完，细细去品
味。

也许，看过《红楼梦》的大多数人都不理解黛玉，她也无需
别人理解，因为不懂得她的人是不会了解她内心深处的向往
的。

“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
如西子胜三分”作者通过贾宝玉的眼睛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聪
明多才、美貌体弱的病态美人。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无视



世俗的传统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在经受了无数摧残之后，
生命尽头到来之际，封建社会的狰狞面目加速了她的香消玉
陨。

看过《红楼梦》，我们不会忘记黛玉临死前的那个场景，病
危之际，紫鹃四处求人，却没人肯帮。为避免晦气，贾母把
宝玉的婚事也转到别处去办理。一面是成亲的喜庆景象，一
面是死前的哀怨凄婉，“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无怪乎黛玉
的葬花吟诵。什么地方有一个干净的、理想的地方，究竟什
么地方有我自己的理想的地方，是香丘呢，我现在所处的现
实社会都是污浊不堪的，我要找一个自己的理想的地方。

黛玉至死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为之揪心，为之愤懑，
一对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在封建的枷锁之下生离死别。“一
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就这样在宝玉的婚庆
锣鼓声中离开了人世。带着她的那份甜蜜走了。甜在何处?甜
在这个人不接受世界，世界不接受人的世界上获得理解和亲
爱，在孤独无依的世界上，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温暖;在情爱
无傍的世界上，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虽然最后她成为
了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假真真，让人琢磨
不透《红楼梦》中的一切，林黛玉作为灵魂人物，她与常人
不同，她就是她，一丛清高孤傲的、孤芳自赏的空谷幽兰。
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是命运所赐，也以此写成了她的命运。

前不久，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红楼梦》连环画。我可高
兴了!一有空我就拿来看，简直爱不释手。

《红楼梦》原名叫《石头记》，是清朝文学家曹雪芹写的。
《红楼梦》写的是家财万贯的贾家，经过了一连串的打击，
终于像薛家一样，一败不起。

在荣国府里，贾母日夜祈祷，也没能挽救贾府衰败的命运，



到头来：凤姐病死，宝玉生病，黛玉病死，……最后自己也
伤心地离开了人世。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薛家因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案子由应天府审理。薛家花了
不少钱去打发官府，使薛蟠逍遥法外。薛蟠整日花天酒地，
挥霍无度，最后弄了个家破人亡，一败不起。

仗势欺人，看着别人痛苦，你们却哈哈大笑，这样不好!不能
因为你们家财万贯而去欺负平民，不能因为要升官发财而不
顾天理。

为什么不做个好官?为什么不做个好人?不就是图那几个钱么?
有钱也不代表有了一切呀!像一些农民，他们在金钱上确实十
分贫穷，物质上十分贫乏，但他们在精神上并不贫穷，他们
的生活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所以，我要告诫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们：不要过于追求所谓
的”奢侈“生活，那样，你在一些方面变得富裕的同时，你
就会在另一方面变得很贫穷。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四

《红楼梦》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
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
术成就。“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
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下面是fanwen小编收集整
理的初中生红楼梦读后感1000字，欢迎阅读。



寒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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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书中，林黛玉、薛宝钗无疑分别是《红楼梦》的女一
号和女二号，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爱情悲据贯穿始终。由多
情潇洒的宝玉，娇嫩多病的黛玉，塑造了一个发生在清朝封
建家庭的动人爱情悲剧。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
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也表达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
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来到了贾府，渐渐与公子贾宝
玉相恋，本来这是一段美好的姻缘，但却又因凤姐从中使用
掉包计，让贾宝玉娶了戴黄金锁的薛宝钗，以至于林黛玉吐
血身亡，贾宝玉从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

《红楼梦》的故事太感人了，写得特别精彩，故事环环相扣，
我时常投入不己。读了它，我还真懂得不少道理。我觉得，
当时的贾府很奢侈，贾府的贾母有权有势，说话也很有分量，
贾府上下全都得听她的。但她特别疼爱贾宝玉，把他当作掌
上明珠。虽然贾母非常疼爱贾宝玉，但我并不是十分喜欢他。
觉得贾宝玉这个人物有点“玩世不恭”。轻佻、顽劣、屡教
不改，这些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当然，最后他也在黛玉离
世的巨大悲痛中醒悟了过来，一改自己平日任性妄为的作风，
我特别喜欢贾宝玉的表妹林黛玉。她虽然爱哭，但很有才华，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和贾宝玉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玩耍，
两人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十分要好，这在当时是社会
所不能容的。不过，作为当代的孩子，我觉得我们要坚强些，
不要像林黛玉那样动不动就暗自垂泪，林黛玉是《红楼梦》
众多人物里我最喜欢的女一号，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人物!

《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也闺成
大礼。宝玉的新房和黛玉的病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边悲，
一边喜;一边哭泣，一边欢笑;一边热闹，一边冷清;一边管弦
丝竹闹翻天，一边傀瘣魍魉把魄牵。我读到悲处悲，读到喜
处更悲，给心灵以巨大的的震撼。我恨不得钻到书里，跟宝
玉说一声，那不是黛玉。



我读了《红楼梦》后就非常佩服曹雪芹，他写出这么好的作
品来，能把里面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说明他的写作功底十
分深厚，里面的人物个个好像站在我的眼前，同我说话似的，
让我跟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悲伤，共同成长。我要学习他的
写作的方法，把写文章的基本功打扎实，提高自己的写作水
平。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淡淡的歌声飘出，
引得人的思绪也随之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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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到这样的评价黛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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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曹雪芹先生笔下的金陵十二钗，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妩媚，各有各的个性，而读者也是各有各的喜爱。
有人喜欢有着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的黛玉，有人喜欢唇不点
而红，眉不画而翠的宝钗，而我最爱心比天高，身为贱的晴
雯。于是，我的读后感便是对这位佳人的介绍。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贱。风流灵巧惹人
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曹雪芹先生对晴
雯的态度可以由这首词看出来，曹雪芹先生认为她是霁月在
天，她的人品很是难得，光明磊落，她会寿夭是因为周围环
境的黑暗，可见曹雪芹对她的基本态度还是肯定的。

即使曹先生偏向这个有傲骨的奴才，但在写作中仍是写出了
她众多的毛病，其中当然也有很多是她致死的原因。

首先，很多书里为了表扬这个拥有反抗思想的奴才会把她描
写成一个先进的战士，其实呢?她真的有大家说的那么有思想
吗?错，她充其量也就是和宝玉一样，一方面，她认识到这种
看似舒适的生活其实就有着对她们这样人的压迫，但另一方
面，她却是离不开这种生活的，她只能依附于这种生活，离
开这种生活回到贫困的家中，她也就象刚开的剑兰送入猪窝
一样，夭折了。

其次，她是不是真的就是个奴才呢?当然不全是。虽然她身份
低微，她是没有父母被卖入贾府的，但是她却被老太太收在
身边，而且还可以将自己的哥哥也介绍进府，后来跟了宝玉，
也是房里数一数二的大丫头，在贾府的金字塔结构中，这种
大丫头其实就是仅次于主子的二主子。什么是奴才呢?在大观
园中有比她身份更低微的人，婆子，老妈子，即使就在一个
怡红院，其中也有一干小丫头是听她们差遣的。这种大丫头



有时权利很大，可以代主子管教小丫头，如果说主人欺负奴
才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无奈的话，那奴才之间互相比大小，互
相争斗就是可悲，在有一回中，晴雯处罚偷东西的小丫头坠
儿时，先掐先打还拿簪子戳，最后就一句话把她赶出去，还
让别人无可辩驳，这中间，小丫头有错，但是晴雯也确实是
有倚势压人的嫌疑，而且那狠辣的态度，也很有凤姐遗风。

第三，晴雯是不是真的不爱宝玉呢?我个人意见，她是爱的。
请看，她总是与袭人拌嘴，虽然这有很大一部分是她看不惯
袭人，但是其中就没有一点嫉妒吗?袭人说了句“我们”，就
被她抓住把柄大加讽刺。她还讽刺麝月，看不得麝月得了两
件太太给的衣服就喜笑颜开，但是后几回，她却抢着送东西
说也要去“显个好”，宝玉给麝月梳头时，她躲在门口偷听，
她其实很多时候都在注意这宝玉，注意着和宝玉接近的丫头，
例如小红和宝玉略有交集，就被她粗暴打断。

她曾笑着说“没什么我不知道的”就是因为她时时在注意!但
是晴雯是有骨头的奴才，她不愿卑微的爱一个人，她总想要
和宝玉站的平等一点，她不能象袭人那样谦卑的爱一个人，
她有她的特点，有点象野蛮女友，漂亮却不温柔，袭人曾笑
宝玉“每天不挨她两句硬话衬你，是再也过不去的”，可见，
晴雯这种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手段还是有用的。

第四，晴雯的志向，晴雯能有什么志向呢?她反抗性再强，她
能知道反抗什么吗?她茫然的斗争着，其实都不知道斗争什么，
她期望得到的是什么呢?平等?怎样的平等?她一个从小生活在
富贵乡中的女孩，也算是娇生惯养的了，她离开这个富贵锦
绣地，她能做什么?她的苦恼有很大程度上是不知道该怨什么
该争取什么，她明白自己身份卑微，是无法和宝玉站在同一
高度的，但是她却想能那样，她的最高目标，也不过就是可
以成为小姐与宝玉谈个平等的恋爱。她的悲剧就是因为希望
的比得到的多，她的心太高，所以永远无法和袭人一样随遇
而安，于是总是痛苦着。



第五，晴雯的人际关系。晴雯为什么会落得那个下场的，很
大一部分是因为她极度失败的人际关系，她不能得到上级的
垂亲，这很正常，即使现在一般人也是不喜欢这种倔强人的;
她也没法得到下级的好感，她喜欢仗势欺人，她看不起比她
更卑微的人，凡事都要占先，所以一但事发，一群人就将她
告倒，最后落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这点在我看来真的不如
袭人，袭人远比她有交际的手段。

本人才疏学浅，很多表达总是不到位，一些见解也是极其肤
浅，各位看官权当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了。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五

在阅读了《红楼梦》这本家喻户晓的书记后，便喜欢上了一
位如水的;柔弱的女子——林黛玉。

曾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在水边，她吟出了‘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
诗句;在水边，她发出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
谁’的疑问;在水边，她发出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
两不知’的感慨;在水边，她拄着花锄，埋了一地落花;在水
边，他听着宝玉说出那些怦然心动，发自内心的感慨之语;在
水边，她对出了‘冷月葬花魂’的诗句，花魂是谁?自是黛玉
之比自比。她仿佛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看到了落花尽头穷
途的幻灭······”似水的女子是灵性的。

不错，黛玉不仅灵性，也是忧郁的。在三生石前，她得以被
甘露滋润，得以脱草胎而得人形，为报灌溉之恩下世为
人。“我把这一生的眼泪给了他，便也偿还得过他了。”，
这就注定了她为那个“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公
子流尽一生的眼泪。



不愿学宝玉的“混世”性格;黛玉的弱不禁风，宝钗的自私自
利······

一部《红楼梦》，让多少人为它垂泪，让多少人为它感动啊!

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
也表达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
黛玉来到了荣国府，渐渐与贾政之与生俱来通灵玉而性格顽
劣的公子贾宝玉相恋，又因凤姐从中使用掉包计，使得贾宝
玉娶带有黄金琐的薛宝钗，让林黛玉吐血身亡，贾宝玉从此
心灰意冷，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故事。

我实在是为林黛玉而感到悲哀不值，更为他们悲惨的命运而
惋惜。但追究人物本身并没有过错，让人憎恨却是那种封建
的传统观念。什么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什么门当户对，这种
思想真是害人不浅。这不，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因此而要承
受阴阳相隔，想而见不着的痛楚。还要让贾宝玉受这样的欺
骗。唉，就是石头心肠的人也会被他俩的真情所感动的。

“丢弃了不离不弃黄金琐，忘记了莫失莫忘通灵玉”，好一
个多情潇洒的贾宝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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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让我原本惆怅的心情好了许多。
我闲着没事做，便从书柜里拿出了一本《红楼梦》坐在沙发
上细细品读。《红楼梦》是我看过很多遍的，可每看过一次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它讲述了四大家族的兴盛衰败。其中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还有
薛宝钗三个人的感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
主要故事是从贾宝玉和林黛玉在贾府初试，在成长中相知，以
“木石前盟”为信念相爱。但最终宝玉却在半清醒状态下被
骗而娶了长辈眼中“金玉良缘”的薛宝钗。而林黛玉终只有
在落得焚稿断痴魂，旧离恨天。当宝玉清醒后，发现所娶之



人并不是林黛玉，便丢下怀孕的薛宝钗独守空闺，离家出走
当和尚。其他主配角皆红颜薄命。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最终没落。

读罢，心头竟然觉得酸酸的，不知是为四大家族的衰落而叹
息，还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而痛心吧!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
真真切切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包办婚姻的黑暗。四大家族相互
相互勾结一损皆损的境地也揭示了封建贵族的腐朽。《红楼
梦》里的人物是悲惨的，但它却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各种错
综复杂的表现了封建的婚姻道德，文化教育的腐朽，堕落及
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体现了追求个性自由的
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深刻而全面的揭示了贾，林，薛之间
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给了我莫大的感慨和反误。

我小心翼翼的把《红楼梦》放进书柜，看着蓝天白云，心情
竟然舒畅了很多。

轻轻地翻阅《红楼梦》，那是一本带着忧伤、凄凉的气氛的
著作，让人时常落泪，里面的诗词之多，令人不得不折服其
下。

《红楼梦》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生活和长辈对于晚辈婚姻的纰
漏，可笑的是“指腹为婚”甚至第一次相见就是在婚礼上。
可想而知在那时生活的不自主。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林黛玉，
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她那生性猜疑，多愁善感的性格，但读
者们有没有想过呢?她从小父母双亡，又寄人篱下，她感到自
己的世界有多么的孤独，为了保护自己，她只能用刻薄的语
气去对待他人，这也是她养成生性猜疑的情感的因素。在那
时，贾母是她的亲人，而贾宝玉和他的爱情，就像林黛玉的
依靠一般，她很害怕失去，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
己。林黛玉在凄凉中死去，身边只有服侍她的一个丫鬟在默
默的为她哭泣。这时我也想起了她那被预言的悲惨的一生。

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写出了作者的辛苦与心酸，也表达出了知音难寻的无奈
何苦闷。

《红楼梦》中散发的那股悲凉，让我思考了很多，或许，时
间根本就不存在完美一说，事事不能符合人意，不能得到完
美，人同样如此。

红楼梦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人物，比如贾宝玉、袭人、宝
钗......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林黛玉，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把林
黛玉与众不同的特点。

林黛玉是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女主角，金陵十二钗之首，
四大家族贾家第四代贾敏与扬州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女，宝玉
的姑表妹，贾母的亲外孙女。幼年丧母，体弱多病，红颜薄
命、身世可怜。

黛玉聪慧无比、琴棋诗画样样俱佳，尤其诗作更是大观园群
芳之冠。

在《黛玉葬花祭花魂》这篇文章里，更突出了林黛玉多疑与
敏感，多疑表现在黛玉在敲怡红院的门时，晴雯没有开门，
黛玉又听见宝钗和宝玉在里面说说笑笑，不禁流下了眼泪。
敏感表现在当第二天，宝玉来找黛玉，黛玉哭个不停。

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
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在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湘云和黛玉在
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了下句：
“冷月葬花魂。”就表现了黛玉离别时的情绪。

曹雪芹对每个人物的形象刻画的都不一样，而且还清清楚楚
的、对比鲜明，尤其是林黛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写作
的妙处，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写作方法呀!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六

我读了《红楼梦》一书，书中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
为主线，用贾府的兴衰作为背景，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
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悲剧。

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腐朽封建社会，也表达
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来
到了荣国府，渐渐与生来嘴衔通灵玉而性格顽劣的公子贾宝
玉相恋，又因凤姐从中使用掉包计，使得贾宝玉娶了薛宝钗，
让林黛玉吐血身亡，贾宝玉从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遁入
空门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林黛玉，虽然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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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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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着着
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
最让我欣赏的还是她诗情画意，聪慧灵秀。黛玉每次与姐妹
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居于首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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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
总是患得患失。

我感叹贾、林两人爱情的悲剧与那些敢于反判那个垂死的封
建贵族制度的人，同情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所批
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
他们心中，一边是封建社会必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是心
驰神往的自由之身。在面对封建礼教下的种种迫害和冷漠，
甚至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自由之身的追求始终不弃。

我在教师的图书角内借了一本书，它就是我国四大名著之
一——《红楼梦》。《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作家



曹雪芹呕尽心血，花了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全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封建大家
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描写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

正是如此，刚拿到书，我就爱不释手了，怀着急迫和激动的
心情，我翻开了这本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写的是《青埂峰顽石变美玉》，还没看完这章我就被
里面的优美词句和故事情节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便津津有味
地看了下去......一节课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下课的铃
声响起，我也才看到第四章。但回到家，做好家庭作业，我
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书，看了起来。终于，我花了一星期的时
间，看完了这本长篇小说。呵呵，要不是故事被缩减过，读
起原著来，我恐怕两星期也读不完呢！

让我最难忘的一章就是《林黛玉别父进京都》了，里面林黛
玉和贾母相见时的情景，读了都会让人感到辛酸——我也不
例外。还有王熙风的语言艺术，也不得不让我佩服，就
像“看她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倒是个嫡亲的孙
女”这句话，王熙凤不仅称赞了林黛玉，还称赞了惜春、探
春、迎春等人，真是个语言大师啊！

精彩的故事还有很多，我给大家推荐《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贾宝玉泪洒相思地》、《锦衣卫查抄宁国府》，都很值得
大家一看呢！在此，我也希望《红楼梦》能够祖祖孙孙传下
去，供后代观看。

《红楼梦》！这颗文学界闪耀的明星，一定会永远挂在美丽
的星空的！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七

这是中国的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它独具的色彩，让无数人



爱不释手，也因此他成为了中国四大文学作品的其中一部。
下面是小编精心收集的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读红楼梦有感700字（一）

在暑假期间，我在闲暇时间读了中国经典四大名著之一，曹
雪琴写的——《红楼梦》。读着《红楼梦》我的心就像扔进
水中的石头一样沉浸了下去，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让我意犹
未尽。

这个故事的波折很大：而故事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几位：有
深明大义的贾母，有溺爱孩子的王夫人，有雷厉风行、爱耍
小聪明的王熙凤（凤姐），有爱哭，软弱，但是纯洁的林黛
玉，还有为人正直，而且聪明善良的平儿。

故事中的环节是一环扣一环，读的过程让人回味无穷。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篇：——宝玉、凤姐遭到了别人的陷害，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原来赵姨娘和贾环，马道婆都比较悔
恨凤姐和宝玉。一次贾环进荣府，去探望宝玉，在他接近宝
玉时，邪恶的念头在他心头一闪，他心生一计，想用身上的
蜡烛泼到宝玉身上，因此，他便装作不小心抬凳子碰到蜡烛，
把蜡油全泼到了宝玉身上，很快宝玉的脸上就长了一串儿水
泡，我不由得想，这个贾环怎么这么恶毒啊？哎！

还有一次，赵姨娘进府，走的路上碰到了宝玉的娘马道婆，
赵姨娘把自己十分恨宝玉和凤姐的事说了出来，马道婆婆听
了后马上说，可以杀了他们，之后凤姐也被害的天天拿着刀
看鸡杀鸡，看人杀人。最后两人累的都睡了几天没醒，王夫
人只好请圣僧来，圣僧拿着宝玉的玉念了一会儿，三十三天
后宝玉才能正常活动被移至怡红院，我读到这里，心想，这
个马道婆真是太恶毒了，我好同情宝玉和凤姐啊！

后面还有多章节，每章都栩栩如生，生动形象，读完《红楼
梦》后，我收获丰富，红楼梦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炎凉世态。

红楼梦读后感初中生篇八

女孩子，虽然前三部都很吸引人，不过最让我爱不释手的莫
过于《红楼梦》了。

在《红楼梦》书中人物的塑造、刻画生动：多愁善感的林黛
玉，追求完美的贾宝玉，风风火火的王熙凤，心胸宽广的薛
宝钗特别是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个人物，是那么深入人心，
可以让人为之研究一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每当我读到多愁善感的黛玉时，我总
会情不自禁地落泪。一定是“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
三分”的她令我产生了无比的怜爱。她，无论是自己的离别
仇恨，自己的伤心往事，还是草木枯荣，四季更替。她都会
黯然泪下。也许她真如书中所写的绛珠草，来到世间“还
泪”一般。她切实地向人们显示了那水一般的柔肠，她对于
一切世间的丑陋、难堪，就只能是暗自落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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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林黛
玉，我对她真是又爱又恨那！爱她那学富五车的才能，爱她
那乖巧美貌，恨她那不开朗的性格，恨她那总是暗自落泪的



自卑心理。

相对于书中另一个主人公贾宝玉，他虽不是女孩，但一样是
那么细腻柔肠。他与那些灵气、清秀的女孩相差无几，宝玉
厌恶他人“男尊女卑”的思想，他对丫环毫不歧视，反而他
会挺起胸膛保护她们，怜爱她们当宝玉得知无力帮助她们时，
他伤心欲绝。当他失去迎春、晴雯、黛玉时，他比任何人都
想挽回这一切，但是他追求完美，他追求独道的美！内心的
美，行为的美，在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别人没有的美。他不是
一位女子，但他更像一位愿意拯救那些女子“美”的勇士。
与其他两相比，薛宝钗那宽豁开朗的胸襟无疑让人产生敬佩
之情。而心狠手辣的王熙凤恰恰相反，心胸狭窄，贪财，泼
辣让人发指！

《红楼梦》，真不愧是四大名着之一，果然内藏真经，对情
节的描述荡气回肠，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不管谁看了都会像我一样爱不释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