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大全8篇)
范文范本是指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以此为蓝本进行创作或
学习的写作方式。写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范文范本需要我们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观点。小编特地为大家整理了一些高质
量的范文范本，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写作能力有所启发。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但是生不逢时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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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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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悲剧的起因，还不如把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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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如果红
楼梦真的是曹雪芹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
失去至爱的男人的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
使他的思想静止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而是切肤之爱。当



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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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悲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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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是是非非是“剪不断，理还乱”，让人看到古时婚姻
的纰漏，它们往往全有父母处理，什么“指腹为婚”，更为
可笑的是，他们有时从未见过面便稀里糊涂地成亲了。而且
古时女子争着要进宫，因为那样可以使家族富贵，可皇帝有
上千嫔妃，得宠一时，没多久又要被淡忘了，她们又何苦进
宫呢?皇帝宠妃们饮酒作乐，衣食无忧，而老百姓则是吃了上
顿没有下顿，生活之苦让人难以想象，也怪不得有了一次又
一次的起义“造反”了，祸害之缘还是在于皇帝身上啊。这
一出出的悲剧让人心寒而又愤怒，让人不由得痛恨起古时的
苛捐杂税，它们把老百姓一步一步往火坑边上推，真让人深
恶痛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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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都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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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
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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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张爱玲说过，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
三恨红楼未完。

在父亲的帮助下，有幸我拜读了《红楼梦》。虽然不甚了解，
但依然感到了震撼。

八七版《红楼梦》是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影视作品，但是对
于如今翻拍的红楼，却充满非议。对于贾宝玉这个人物外形，
红楼中是如此描写“面如中秋之月”。何为中秋之月?洁白而
圆润，老版中饰演宝玉的欧阳奋强还是很符合的。但在翻拍
版中，贾宝玉的饰演者有着一张帅气的瓜子脸，虽然很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但是对原着的忠实度却是大大降低了。

除了《红楼梦》被翻拍，还有各种文学名着被拿出来不断地
翻拍，但是效果甚微。为什么那些导演们都乐此不疲的来翻
拍各种经典?因为经典不愁收视率，因为经典不用再去大力宣
传，因为经典是经典。导演们摆着一副“我是经典我怕谁”



的面孔，将我们心中圣神的各种文学经典改来改去，我们不
禁再问一次，“经典惹谁了?”

对于这种对经典的不负责状态，我们应该竭力制止。中国文
化源远流长，在今天这种文化爆炸，信息多元化的时代，经
典的生存到了一种尴尬的状态。厚厚的经典着作，晦涩的语
言，让现代人失去了兴趣。而那些由经典改编的电视剧却深
受大众欢迎。这似乎还给经典带来一丝希望。但，这始终不
能代替那些散发着墨香的古典书籍带来的震撼。

对于这种文化的丧失，我们应该觉得可悲。不过，好在现在
社上引起了“国学热”，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幼儿园，都在进
行国学教育。被国人遗忘的《三字经》《弟子规》又进入了
校园。希望这不是仅仅做个样子而已。

对于《红楼梦》来说，还有一个其他名着不能比拟的地方，
就是它是半壁江山。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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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的原著是文言文的，我现在还不能完全读懂，妈
妈给我买了带注音的美绘本《红楼梦》。寒假期间，我细细
的将《红楼梦》读完，读过之后我才知道了《红楼梦》为什
么能成为四大名著之一。

《红楼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贾家是显赫的官宦家族，
却出了个顽劣的公子贾宝玉，他聪明伶俐但行为怪癖，不爱
功名，不近官场，成天与府中的小姐、丫头玩闹。林黛玉是
贾宝玉的表妹，自幼父母双亡，寄住在贾府，她体弱多病，
但心高气傲、才情过人。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情投意合，互
为知己，然而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下，有情人却难成眷属，最



后，黛玉含恨离世，宝玉大悟后出家。

《红楼梦》写的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最开始是以一个神
话故事开始：传说女娲在补天时遗下了一块五色石没有用，
日久天长，这块石头成了一块通灵的宝玉。贾宝玉出生时是
衔着那块宝玉出生的，因此被取名为贾宝玉。故事中的女主
人公主要是林黛玉和薛宝钗，林黛玉体弱多病、爱哭、心眼
小、有一点事情就想不开，而薛宝钗容貌美丽、举止娴雅。
贾家的人都不怎么喜欢林黛玉，就在决定宝玉的婚事的时选
择了薛宝钗。而贾宝玉心里只有林黛玉，贾家人只有采用
了“调包计”哄骗宝玉。林黛玉听说宝玉要和宝钗成亲后，
悲痛万分，不久便病死了。当宝玉知道真相后，痛苦难耐，
就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这是多么悲惨的结局啊!

《红楼梦》中人物形象、语言和心里描写细致，故事内容读
后让人悲痛，真不愧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啊!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大家可还记得林黛玉?对，正是那个花下葬花的林黛玉，曹雪
芹笔下的与花有缘的林黛玉。

小时候也看过林黛玉的越剧影片。那里面的人物除了贾宝玉、
林黛玉，也都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花树下，音丽而思深的
吴侬软调划过长空，仿佛枝上的一滴露，颤颤落下。

黛玉手持花锄，在树下忙碌，边葬花，边悲唱：“花谢花飞
花满天，红销香断有谁怜……。”突然，一声“林妹妹“叫
来，竟是贾宝玉。千般柔情尽在他这一句“林妹妹”。

乍看去，黛玉多愁善感，待人遇事略显刻薄。仔细瞧，才微
微想到黛玉的无奈，内心压抑而无处诉说。可她可爱的地方
你瞧见了么?不只是浓郁诗情，绝色佳颜，也是那一点天真慧
黠，善雅虐。这才是她内心深处最真的，远不是人们所夸大



的如此多愁。

而黛玉的俏虐正如宝钗所说：“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
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一概是世俗取笑。
更有颦儿这促狭嘴，用”春秋“的法子，将世俗的粗话，撮
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

人说黛玉的美式一种艺术，“呜呼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
惊飞”。但她的人却如此的立体鲜活。她的人不只是晓风染
白莲，她比大观园里任何一个女子都要美。内心犹如牡丹，
姹紫嫣红开遍。可“此花有殊色，只为一人开。”

她丰富的内心，只有宝玉懂得，而宝玉的内心，她也懂得，
所以他们相知相爱。

本应是一段姻缘，却因为黛玉的傲而娇，不肯说出口，错过
了一生。我又想到红拂女，她只将心事表与李靖，便做的一
生一世一双人。何苦藏得那么累呢?黛玉最后终是含冤而逝，
犹如花儿刚开便枯萎，令人惋惜。

从黛玉身上，我总结出：人生短暂，不要忸怩而不肯放言，
时间飞逝，转眼青丝成白雪，我们应该活得大胆，活出自己
的人生。

恍惚中，我仿佛听到黛玉又在低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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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玉唤一声“林妹妹”，她罢唱，回眸对他盈盈一笑，只见日
月失色。

黛玉是一个貌美如花，心如花静，身如花柔，命如花短，与
花有着不解之缘的女子，愿她来世活出精彩。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六

大家是否阅读过我国四大名著呢?其中红楼梦就是一本经典的
著作!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小学红楼梦读后感500字,欢迎大家
阅读!

红楼梦读到尾声时，便会使人看尽大观园中的人情冷暖。

贾母，在我刚刚阅读《红楼梦》时我认为她是一位慈爱的母
亲，她对宝玉的宠爱，对黛玉的热情，让我感到大观园并不
是冰冷的，它是温暖的，因为贾母。

但随着之后的阅读，直至黛玉死后我看到了贾母的冷漠与无
情，一位慈母的形象在我心中破灭了，我对于大观园的幻想
也逐渐消失。

王熙凤，她无疑是《红楼梦》众多人物形象中最引人瞩目的，
相信她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成功、最精彩的文学典型之一。

她英俊俏丽这一点相信在第三回中已经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她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上上下下都需要她来打理，她杀伐决断，
谈笑风生体现了作者反对男尊女卑的思想倾向。

她在大观园中的累累恶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自私贪婪，
阴险凶残，生活糜烂的卑劣品质。

她的性格是多样的也是统一的，善恶兼具。

晴雯的性格与黛玉有些许相似。

她们都心高气傲，真诚直率，眼光敏锐，口齿锋利。

但不同的是晴雯只是一个奴婢，她没有黛玉的多愁善感她比



黛玉更来得开朗，刚强和泼辣，敢说敢笑敢怒敢骂，不像黛
玉那样娇贵高雅，我甚至觉得与晴雯相比较黛玉显得有些许
懦弱。

晴雯做不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诗词但
她却可以拖着生病的身体勇补雀金裘。

大观园中有纯洁，勇敢的女孩子也有冷漠虚伪的妇人。

每每读一遍红楼梦每每会有新的感悟，红学是有趣深奥而又
令人悲伤的。

趣在于看宝玉与大观园中的女子相处，悲在于当时黑暗的'社
会环境与封建礼教残害了多少纯洁无辜的少女。

名著就像是光芒耀眼的璀璨明珠，时时刻刻都在闪耀着，散
发出无形的香味，有这样一本书，讲述着一个喜怒哀乐的故
事。

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讲述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富
贵的大家庭，走向了衰败的生活，曾经的美好缓缓地消失着，
还记载着贾宝玉与林黛玉两个人只间发生的感情。

贾宝玉是一个性格开朗的男孩子，因为家庭里只有他一个男
孩，所以宝玉曾天和自己的姐姐妹妹们吃喝玩乐，并且创办
了一个“海堂社”，专门在一起作诗。

黛玉是一个从小是去父母的女孩，平常如此孤单。

没有受到别人的怪坏，只有暴雨在默默地关心着她，给她温
暖，直到宝玉与宝叉结婚的那一天去世了，而宝玉却纹丝不
动，出家当了和尚，疯癫和尚还有道士在大家寻找宝玉时，
与宝玉悄悄地消失了，故事有喜也有衰，从风风火火变到了
冷冷清清，让作者进入到了故事中漫游，“读书就是和许多



高尚的人谈话”我们要学会经常“煮书”走进里面激动人心
的环节。

红楼梦可以像一颗五味丸，有着酸甜苦辣咸，曹雪芹爷爷给
这一个故事加上了“彩虹糖”并且花费了数不清的笔墨，现
在才有了悲喜交加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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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对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有独钟。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不少。

首先，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

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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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爱情故事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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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生不逢时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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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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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巨大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写出了贾宝玉和林黛
玉的爱情悲剧，更在于它以这个爱情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
时具有代表性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向腐朽的
封建制度敲响了沉沉暮鼓。



同时，小说通过对封建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思想，
也敲响了新世纪到来的晨钟。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爱
情悲剧写得既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揭示出
它的社会根源，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深刻有力的批评。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七

《红楼梦》创作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
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
黛的红粉痴恋。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红楼梦读后感优秀
作文小学”，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被埋藏了的美女--薛宝钗春梦随云散，花飞逐水流;寄言众儿
女，何必觅闲愁。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袭人等是《红
楼梦》主线人物，宝、黛二人的悲剧贯穿始终。

薛宝钗虽不是此爱情悲剧的当事人，但也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我有甚多不满，可有人对我
说，“既然你不满，林黛玉最终抱憾而亡，贾宝玉出家为僧，
那你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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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只想一展才华，违
反了古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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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竟不去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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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力量是如此微薄，在贾府她毕竟不像宝钗那样得人心。
宝玉，最后看破红尘，做了和尚。难道做和尚真是最好的结



局吗?若是如此，世人都改为僧。我的想法太极端了。“你死
了，我去做和尚。”预示着这一切，好似一切皆前定，无法
改变。只可惜宝钗为人圆滑，讨人喜欢，她最终最终独守空
房，也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惋惜。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她以林黛玉之名嫁入贾家，也深知宝、黛二人心意相通，却
无力抵抗。薛母再疼她，也无能为力，贾母如此有诚意，自
己又怎生婉言拒绝?何况，薛蟠之事，贾家也尽了不少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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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宝玉仍是对黛玉念念不忘。

最后，她已怀身孕，宝玉仍是舍她而去，出家为僧，留她独
守空房。说来，得人心又如何?最终也未得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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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才华绝不在颦儿之下。我很是最佩服她，
她说话从不造次，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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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好似毫不讳忌，泼辣来形容也不足为过，
心狠手辣，但她的才智绝差不了凤姐许多。就拿此二事做分
析。她时而劝戒宝玉，宝玉无悔改之意，她也不勉强，一她
是姨娘家的，不便多说;二袭人如此劝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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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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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对宝钗的为人，
性格，想法都不够了解。我只是以一个常人的角度来思考。
宝钗处理世事甚是圆滑，几乎是人见人爱，可难免会有点虚
伪感。她可能想忍得一时，时机成熟后，便可寻回自己，可
到时到何处寻回自己?虽然她是强者，我个人认为将自己埋藏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是一个弱者做的来的，可最后她却
不是真正的赢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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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只是我个人的愚见，也许冰山一角都未触及，还搞错了方向，
扭曲了曹雪芹的原本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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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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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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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故事石头记。有以甄隐
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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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实着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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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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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那



种语言的叙述找不出一斯破绽。而从中又能够看出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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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许多人都读过《红楼梦》，但大众人士都很少书面评阅
她，没有点儿丰厚的文化底蕴谁敢妄加评阅?鄙人拙识，可能
是职业使然，我被《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深深吸引。

写作课上，让学生写人，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大部分学生
写人物外貌都是千篇一律，这让我大伤脑筋，也许悟一悟
《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对我的教学有所帮助吧。

《红楼梦》的开篇，各样人物出场，便是通过人物眼光，在
对比中各自亮相。宝黛初会，一见面便似曾相识，”这个妹
妹我曾见过“。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便抓住她于众不同的外
貌特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
目。“虽也用说书传统的肖像套话，却又不落俗套地勾画出
了黛玉所特有的”笼烟眉“。正因黛玉”眉尖若蹙“，宝玉
给她取字”颦颦“。正因黛玉”泪光点点“，宝玉觉得”久
别重逢“。正因黛玉貌如”神仙“，却并没有”通灵“佩饰，
宝玉登时发作起痴狂病，狠命摔去那”劳什子“。正因为运
用了有特征的肖像为引线，从而带出了有个性的心理、言语
和行动描写，显示了主人公心相通的痴情，拉开了《红楼梦》
大悲剧的序幕。

曹雪芹描写贾宝玉的肖像，一次未能尽意，再次让他亮相，
使黛玉感到他”外貌最是极好“，却又已”好皮囊“跟世俗
所说的”腹内原来草莽“形成反差。这种”表里不一“的肖
像，唤起读者的关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肖像描写中”眼睛
“的描写甚是重要，我们经常说：他的眼睛会说话。鲁迅说：
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
这话是极对的。倘若是画了全副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
无意思。画好眼睛，等于成功地描写了肖像。而成功的肖像，
就等于在读者眼前，打开了认识人物的窗户。曹雪芹这样描



写黛玉的眼睛：奇眉妙眉，奇目妙目，奇想妙想，真真写杀!
那奇妙处，就在于会说话，能让读者透过它们看到内心。

生活中不存在容貌完全相同的人，人物外貌的独特之处，就
在最能体现其人本质并且足以区别他人的地方。作者应该根
据人物的性格，作品的需求，用精巧的笔墨把它们描写出来，
力求外貌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特色鲜明。

红楼梦是一部超越时空的巨著，作者曹雪芹更是颇具传奇色
彩的人物，在他的笔下一个豪门大族由盛到衰，其中的故事
各个耐人寻味，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宝玉、黛玉的真挚爱
情更令人唏嘘不断，不敢妄作评论，只愿说说我读后的感受
与大家分享。

其中重要的部分我觉得除了写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写贾宝玉
与林黛玉纯洁的爱情。最主要的是写女人，一个个形象都已
印入我的脑海，不禁浮想联翩。在这部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
晴雯，她才貌出众，敢爱敢恨，性格率真，口角犀利，嫉恶
如仇，真乃一女中豪杰，但却因此引起贾府主子的不满、恼
恨，最后被逐出大观园，病死家中，不禁让人黯然泪下。金
陵十二钗，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尤二姐、尤三姐的悲惨
故事，尤三姐为了爱情，情愿献出宝贵的生命来证明自己的
清白。尤二姐贪慕虚荣嫁与贾琏做二房，王熙凤的狡猾奸诈，
心狠手辣的她逼死了尤二姐，甚至连死都没有个墓碑。迎春
大丫环思棋与潘右安从下就相互爱恋，最后却都为了爱情献
出宝贵的生命。让人不禁为他们的命运慨叹唏嘘。黛玉葬花
的柔情几人知?黛玉与宝玉真心相爱却因为封建礼教和家族的
不容，而最后导致了这场悲壮的爱情悲剧，有情人终不成眷
属。曲折的故事情节，性格分明的人物，让人读起来欲罢不
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爱情是不分贫富贵贱的。不能让世俗
影响纯洁的爱情，虽然现在社会的拜金主义流行，甚至某些
女孩子抛出“没房、没车，就不结婚的言论。”在婚姻上更



讲究门当湖对，我不禁慨叹古人的爱情，他们为了敢于献出
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爱敢于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什么我们
反而不成了呢?难道真的是没有钱就没有爱情吗?相信读过红
楼梦的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答案，愿世俗少一些烦扰，愿
爱情少一些悲剧，愿天下有情人都终成眷属。

小学版红楼梦读后感篇八

本书开篇就借以神话传说，解释了这部传世之著的原稿来源。
女娲补天时多出来的一块顽石，在一道一僧的帮助下下凡体
验人间、过数世历劫后将此经历刻在自己身上（因为自己就
是石头）。后被求仙道人在遍访寻山中发现，抄录下来又历
几世，传至“曺雪芹”其人增删。最后著为此作。书名也变
更过多次。这种起笔，多少让我们小时候刚捧到这本书的时
候以为也是一部神话西游记。

本书大篇幅内容严格来讲，不过是一篇现实生活中曺公在家
道落迫时回忆小时候的青春时光，却假借写成了远古时代的
神仙下凡历劫修炼篇。这种“假借”的手法一是造就了神话
与现实中的虚虚实实，除了开篇，文中后面很多细节都透露
主人公与12金钗与神话的命运关联，二是将整个著作的中心
思想升华到了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一场空梦的惜叹。曹公
的本意使用神话，就有如现在的“本故事纯属虚构”来规避
文字狱。但巧用了神话，书中“贾宝凡”的一生旦夕祸福，
都显得理所当然，冥冥之中来自上天的安排。

对生命的理解，佛家道家思想在本书开篇之作。一首“好了
歌”，一个“甄士隐”人生快放，就一回，就重复讲了两篇
中心思想，两次相同的人生轮回。“甄士隐”在本篇中第一
回都完整经历了繁荣、丢失女儿、火烧舍屋、悟道出家。与
后面100多回篇章的“贾宝玉”人生结局相同，避免了一场关
于主人公结局的红学研究。当然，不仅仅是第一主人公，在
第五回曺公对12金钗也做了人生大结局判定，称为“判词”。



后40回的章节续写，虽然措辞写法上与曹公明显大不相同，
但结局仍然保持与“判词”一致。

“判词”内容的解读，仍然不失为红学爱好者们的兴趣之一。
而且这种写法，也比较少见。通常很少见到一部作品，主人
公还未上场，人物性格命运结局都已经全盘托出了。后面仅
仅只是细节人物事件上的验证。所有，即使目前仍然对后40
回的狗尾续貂不满意有分歧，但对人物命运的结局大都盖棺
定论。

红楼梦为什么读不下去读不懂？原因也有两个。第一，是情
节太多却没有波澜壮阔。第二，伏笔隐晦太多。即使在有影
像的今天，写几回情节恐怕都想不出来如此细腻的情节，人
情世故，礼节，等级制度，说话艺术，有情有义，以喜衬悲，
从第一回到最后一回，“穿针引线”的情节用拍电影的手法
来讲就是“近景”、“蒙太奇”、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
人情世故和礼节，成为“成年人”读懂这部书的最大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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