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假期读西厢记的心得感悟(模板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我们写心得
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假期读西厢记的心得感悟篇一

《西厢记》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
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
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如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可正是人值残
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
怨东风。”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
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
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
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
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
捻。”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
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
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
理的满足。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
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剧情上关目的布置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
突环环相扣，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
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
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
漓尽致的表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
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
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
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
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反
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张生在
《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
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
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
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
可爱。

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但是，
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
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
对爱情的主动追求。

红娘在《西厢记》中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
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
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这个
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
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
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
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我觉得，那曲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
想和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和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在现在，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
究是不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
我们的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



而幽深，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假期读西厢记的心得感悟篇二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主要讲述了崔莺莺与张生
的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两人为了爱情而敢于与命运，
封建制度等抗争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
送丈夫灵柩回河北安平安葬，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
救寺。崔莺莺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生。张生
见到莺莺容貌俊俏，为能多见上几面，便住进西厢房。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他来到后
花园内，偷看小姐烧香。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
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
率领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
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张生先用缓兵
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确，让他派兵前
来，打退孙飞虎。但崔老夫人在酬谢席上以莺莺已许配郑恒
为由，让张生与崔莺莺结拜为兄妹，使张生和莺莺都很痛苦。

自那日听琴之后，多日不见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
探病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夜
晚，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急欲与小姐相见，
便-而入，莺莺见他-而入，反怪他行为下流，发誓再不见他，
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
幽会。

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
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于是崔夫人
再次将小姐许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



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
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看完这本书，让我对男女主人公那种为了爱情而奋不顾身地
抗争精神印象深刻，他们勇敢地追求爱情，即使备受相思的
煎熬也不放弃。他们是不幸的，生活在封建皇朝中，受到父
母之命等摆布，无法自由追求爱情。但同时他们也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对爱情坚定不移的追求，让他们最终有情人终成眷
属，结为夫妻。

假期读西厢记的心得感悟篇三

近来无事闲看，遇到《西厢记》，将其小说版看完。

用现代人（其实准确地说，我们国人现在还不能算是现代人，
顶多现代人的初级阶段而已）的眼光来看，王实甫用不错的
文笔讲述了一个磨磨唧唧但又很有味道的爱情故事。

张生一见倾心崔莺莺，经过退贼赖婚、门第赖婚、状元蜚语
等几波浮起，终于抱着美人归的圆满故事。故事最精彩处在
红娘往返与莺莺和张生之间，张生和莺莺书信往来，以致花
影重叠的精细描写。比如“有闰年闰月何不闰个五更”，再
比如“恨不能拜托枫树林梢挂住那已经西斜的太阳”，情爱
洗礼，跌宕机谋，很多章节读罢让人很是入味。也想起了
《聊斋》里的男男女女，但故事多凄婉玄幻，云雨直白，远非
《西厢记》的绵思清悠所能比也。

试想古人在传统礼教的压迫下争取婚爱自由是何其难也。又
试想那古人安全措施不健全，往往一夜之欢而玷污清白，又
何其悲也。再试想古代很多婚姻只是条件的比较和父母的总
承包，失之太多的人生创意，又何其憾也。

某一年，绍兴的夜晚，独自来到沈园，看墙上依旧残留着当
年的词，听婉转悠长的越剧《钗头凤》，想起陆游和唐婉凄



美的爱情，心潮澎湃，久难平息。

想起了央视百家讲坛的有个老教授，评论古代中国经典中的
爱情，讲到动情处竟是手抖声颤。这些爱情串起来，就是一
部伟大的史诗。

假期读西厢记的心得感悟篇四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有了《西厢记》！

崔莺莺，已故相国之女，才貌双全；张君瑞，没落贵族之子，
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像所有的小说话本一样，暮春时节，
普救寺内，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从此堕入情网，执迷不悟；
可恨封建大家长卑鄙狠毒，棒打鸳鸯，先许婚又赖婚，即使
是才子佳人生米成熟饭后仍要一条路走到黑；才子佳人怨恨
却又无力，相思成疾，最后在善良侠义的侍女红娘帮助下才
能暗中传情一解相思苦。也像所有戏文里说的那样，才子后
来考上状元荣华富贵，小姐的爹娘都原谅她，姐妹都祝福她，
奴仆都羡慕她。最重要的是，最后才子佳人白头携手恩爱一
生，童话式结尾，大团圆结局。

有句话说，第一个这样写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
是蠢材。这样的剧情走向在当时大概是开天辟地第一遭，也
许可说是轰动式的，奈何这种剧情后世玩得太多，逐渐烂大
街，让人难以有惊艳之感。然而还是感谢《西厢记》，被它
的情节和语言震惊到，我终于能够理解“小说话本雅俗共
赏”是个什么意思。这妥妥的就是现代网络言情的古代版啊！

《西厢记》中表现得最为出彩的绝对是女性，而古代女性又
是一大值得探讨的命题，因此我总是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来理
解当时的女性地位和女性命运。众所周知，作者王实甫虽是
元朝人，《西厢记》却改编自《莺莺传》，唐朝传奇。历代
王朝女性地位最高的当属唐朝，小说中女性表现出的自由热
情也就不难理解，即使这种所谓的地位高只是相对而言。



要探讨这个话题，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古代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和看法

1、古代男性对女性的要求。

对于女子，男子首先想到的是美，完了最好有才，当然遇上
事关清白坚贞之事，才貌就得往边靠。

一开始张生对莺莺的倾慕，说得好听点是一见钟情，难听点
就是见色起意，直到月下和诗时张生才真正开始欣赏小姐的
品德和才华。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春宵一度后小姐担忧被情郎轻视或
抛弃，婉婉诉衷情，张生却是盯着帕上的落红确定后才开启
甜言蜜语模式。在莺莺冒着风险，孤注一掷后，却怀疑她的
贞洁，这样的做法让人心寒......

不知怎么，我看《西厢记》，总感觉以张生的多情怯懦，
《西厢记》竟然还能童话式结尾也是不可思议。

2、女性常和性联系在一起。

张生第一次见莺莺，跟法聪小和尚说，“那一对小脚儿，价
值百镒之金”。脚是女性身体性感部位之一，等同于性。因
此，与其说一开始张生爱的是莺莺，不如说爱的是莺莺的身
体。

性贯穿全文，处处可见。张生第一次写信，就写“花影重”，
暗示要与小姐风流一度。小姐邀约，张生第一反应，这是要
干那事啊，喜滋滋乐哈哈。可见，女性在当时与性、欲联系
密切。

3、女子容貌太过容易“招灾惹祸”，是为“红颜祸水”。



第一次，孙飞虎强抢莺莺做压寨夫人，可视为女祸；再来是
为老相国道场做法事，“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
胜似闹元宵”。能令老的少的和尚忘了佛家道义神魂颠倒，
把本该最庄重严肃的道场变得荒唐又可笑。我不知道有多少
人像我一样，为莺莺容貌惊艳的同时，陡生一种忧虑与恐惧。
要极写女子之美方法可以很多，作者却选了这种最夸张最末
等之法，作者笔下莺莺已美得近妖。

4、婚姻里女性地位最终要弱于男子。

《西厢记》中，才子佳人的爱情里，张生的地位逐渐上升，
莺莺则一弱再弱。

如果说一开始两人的爱情完全掌控在莺莺手里，那么后来张
生就从跪老夫人、跪红娘、跪莺莺这三跪慢慢掌控了主导。

过程手段什么的不重要，总之结局是，高中状元后，张生莺
莺的地位已经整个反转过来。可以说，在那时甚至在以后，
莺莺是会被抛弃、被多个姐妹儿还是怎样，她的命运已经被
牢牢掌控。

二、老夫人对待女儿

1、被压迫者与压迫者。

这里不得不提老夫人，一个女性，一位母亲。一个封建大家
长。

作为女性，她是可怜的。《西厢记》里她作威作福，肆无忌
惮，看似大利在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因为她丈夫已死罢了。

她也曾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接受“天字出
头夫做主”的观念和想法，在严苛礼教的.压迫下谨言慎行，
到了晚年却用同样的礼教让女儿体会自己曾经经受过的痛苦。



2、把女儿视为政治交易品。

作为封建家长，她坚持门当户对，把女儿的婚姻当作工具来
交易，尤其是老相国离世，崔家家道中落的情况下。

张生是白衣时，老夫人不会同意女儿与张生的婚事，即便女
儿相思成疾，即便一切早已木已成舟。女儿不过一个政治牺
牲品，我相信在最后，即便莺莺张生没有生米煮成熟饭，没
有婚约甚至没有相爱，只要张生想要，老夫人绝对把莺莺拱
手送上，哪管一个是她讨厌的张生，一个是她素来疼爱的侄
子呢？一个朝廷新贵，一个没落贵族，孰轻孰重，老夫人一
向分得清楚。

女性在这里与政治相联系，成为牺牲品，可交易物品，没有
选择的余地。

三、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

从莺莺、红娘自身来看，她们思想上已初步觉醒了。红娘侠
肝义胆，反阶级反礼教；莺莺内心自由独立，敢于抓住机会
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她不重功名，把爱情视为至高无上；
她清醒理智，明白男女地位差距，却仍敢冒险孤注一掷。这
种反抗虽然还局限于爱情，却已难能可贵。

因此可推测，唐朝女性常生存于异性同性双重压迫下，与性、
政治相联系，婚姻爱情要为家族服务不能自主，通常是可交
易物品，地位较低；然而在当时奔放自由的社会风气下，有
一定的反抗意识和自我意识。

假期读西厢记的心得感悟篇五

夜不能寐，遂拥衾而坐，默读西厢。辗转思之，果然心絮婉
转，唇齿留香。



窃以为每种文字都带有难以言表的美。英文往往华丽细腻，
面面俱到，偶缀一小词却能令人心下震撼。读英文的境界
以“入”为主，顺着枝枝蔓蔓寻觅下去，也许就在某个分枝
处开出一朵玲珑的花来。而中文，朦胧化境，简洁质朴。沉
吟数句，必要举眉沉思，回味无穷。放下书卷，或嗔或笑，
或怒从中生，或心下戚戚。如此沉醉飘逸之感只有古文才有。
今读《西厢记》，只觉曲词华美，诗意氤氲。格调有如花间
美人，鲜丽明艳，不愧与红楼合称文学双璧。元曲之妙在于
它融音律乐曲，唐诗宋词，传奇小说于一体，天然生成别样
情趣。而西厢的语言“以绚丽而又情真意切的文字感人于悄
然之间”。时而清幽，时而浓艳，时而缠绵，时而飞扬，真
真千般秀丽，万种风情。于此记下佳语数句，以便诵吟：

楔子：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初见：尽人调戏，(身单)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

对诗：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
芳心自警。

春愁：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
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
人远天涯近。

相思：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
此情不可违，芳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

幽会：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意悬悬业眼，急攘攘情怀，
身心一片，无处安排;



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
月色，娇滴滴琥显得红白。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
凤头窄。

离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
醉?总是离人泪。

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
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
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

《西厢记》的情节如今看来不过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若非
王实甫文才出众，人物刻画细腻入微，跃然纸上，此类题材
极易沦为浓词艳曲，附庸风雅之流。中国人的情感历来含蓄
隐忍，决不可能如希腊艺术中“我欲火中烧，如痴如狂”那
般纵情恣意。在正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一曲西厢唱
醒了多少对真挚爱情的强烈渴望。提及《西厢记》，必不可
不提《莺莺传》。一个团圆美满，一个始乱终弃。虽则人人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毕竟《莺莺传》的结局更趋于
真实。《西厢记》的大团圆是中国文人永远的才子佳人梦，
它存在于童年时代泛黄的小人书里，在爷爷随口哼唱的古戏
里，在敲锣打鼓，纷纷嚷嚷的闹剧里，却偏偏不在多情才子
的薄情浅意里。张生是否为元稹，莺莺是否为其“曾经沧海
难为水”的有情人，我自无暇追问。只是中国文人惯以多情
自居，在爱情面前信誓旦旦，激情荡漾，而最终在世俗盛名
之下大多不过是当年的风流韵事化做如今的浅斟低唱。想
那“情切切，意绵绵”，想那“别后相思隔烟水”，想那高
楼红袖，碧玉红笺，都果然如过眼云烟，浮华似梦。而我总
以为，只要曾经有情，不论多久多远，总能在记忆中存留一
抹，或深或浅，或不甘或释然，或念念不忘，或故作烟消云
散，某时某地恍惚追忆，只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已。
《莺莺传》中张生一句“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
必妖于人”，将可怜的爱情贬为淫邪妖魔。而莺莺一纸断肠
书哭尽多少绝别之痛“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



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寝之间，
亦多感咽……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
人生难得真性情，情切至此，痛断前缘也要清清楚楚，两不
相欠。

转念思之，多情薄意自然不能完全责备才子文人。中国传统
观念中男儿志在四方，心怀天下。儿女情长不过是人生一时
的华筵。女人只是古代文人墨客失意之时的寄托，爱情并非
两个平等个体生命的互补，而是人生一时之需。于是，杜牧
自然可以青楼薄幸，元稹自可遗忘当年深情。课上老先生提
及古今中外文人情事，众人莫不失笑，心里却是莫名的悲凉。
世人除少数大善大恶者外，谁比谁又能善良多少，卑劣多少?
又有几个人可以如沈从文那样骄傲地说“我这一生中，行过
许多路，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喝过许多酒，却只爱过
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世事多变故，芸芸众生又惧怕孤苦，
有人用名利填满生活，花花世界，游走一场便已洋洋自得。
而有人必要心有所求，爱其所爱才能感觉幸福。望遍红尘，
人人都可怜地追寻着，努力着，只是所要之物不同而已。我
所理解的爱情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明了对方所有的
缺点和不完美，却就是那样无法分离，心里的包容和呵护是
给属于自己生命的一个人。简简单单，嬉笑怒骂，朝朝暮暮，
油盐酱醋。“早晨醒来，亲吻枕边爱人的脸。推开窗户，看
到树叶上闪烁的阳光。这是生，再无其他”。在这个纷乱肮
脏的世界里，有一个你爱的人，为他(她)甘心历尽所有生计
之苦，就这样晃晃悠悠，一起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