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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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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我阅读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我了解到了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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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觉
得她有那么点“窝囊”，当然，这词儿并不怎么适合她。哎，
黛玉真叫我又爱又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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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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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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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各种专家学者来说，她贵就贵在她是残的。于是乎，各
种猜想，各种结论，各种版本，各种续集接踵而来。这个说
香菱与宝玉在一起才是正解;那个说宝钗才是神瑛侍者。一本
红楼，竟然让后人绞尽脑汁，我想说，曹公，真有你的!

对于红楼的研究，层出不穷。红楼之中处处都是伏笔，没有
一个人物是闲人，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也许，也只有曹公在
世，才可说清这红楼中的种种事情。

《红楼梦》的魅力是任何着作都无法比拟的。许多伟大的人
都对红楼有着不一般的情愫。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曾说过，他
读红楼不是当故事读，而是当作历史读。并且说，没有读过
五遍红楼，没必要发表评论。可见，毛主席对红楼的喜爱。
鲁迅也在《中国小说略史》中提到“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
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
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
转成新鲜……”《红楼梦》堪称清小说的巅峰之作。

第二，文章中对人物的刻画十分到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



格。王熙凤的泼辣，宝钗的风情，黛玉的忧郁，活灵活现的
出现在人们眼前，鲜活生动。

第三，处处设伏。红楼中没有一句是废话，仔细回想，每句
话都是隐藏着的伏笔。一环套着一环，彼此相连，使得文章
中的人物链接起来，构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网。

第四，书中的诗词歌赋堪称一绝。在红楼中，宝玉他们的乐
趣便是吟诗作对。当然，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风格。曹雪芹
给不同个人配上了属于自己风格的诗作，使得人物更加生动。
同时，也要感叹曹公的才华不可小觑。

第五，书中的各类人际关系的描写，入木三分，虽不能被奉
为处世哲学，经营人生的经典，但也能给人以启迪。

第六，书中对大场景的把握能力让人难以忘怀，无论是元春
回府亦或是贾家的落败，都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

也许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崇尚圆满美好。从古至今不少人
热衷于红楼的续写。最着名的就是高鹗的续写了。但是，后
人对他的续褒贬不一。因为他是和书商程伟元合作的，所谓
无商不奸，为了顺应当时社会市场，高氏的续写也会增加一
些个人色彩。

除了前人的续写，现代的许多作家也是对红楼的续写充满热
情。比如现在最热门的《刘心武续写红楼》，好不好的我还
没有评论的资历。但就这个现象而言，大家很不高兴红楼的
残缺，千方百计的要完善它，但又没有一人能够写出让所有
人信服的结尾，所谓众口难调啊。

残缺就不好吗?断臂维纳斯，同样是不完整的，你能说她不美
吗?假如给她接上胳膊，让她拿个苹果，这样的完整美吗?因



此，红楼的残缺虽为一件憾事，但是一味的追求她的完美也
是不可取的。

以上种种，不能俱全，后人热衷于红楼，创造了红楼热潮，
钻研红楼，很多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始终认为，红楼
梦是不朽的着作，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究其原因，是因为
一切皆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书中描写的一切都是作者
的亲身经历，切之体肤。

《红楼梦》只是一个代表，像红楼一样的经典名着在中国有
许多，但是人们逐渐的把他们遗忘在历史之中了。中国最为
一个文化大亨，应将自己的财产保护好，而不是恣意的挥霍
他它。

如今，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下，如何让本土文化不被动摇是值
得考虑的问题。当现在的年轻人在过“圣诞节”“情人节”
时，中国的“端午节”“七夕”却逐渐让人遗忘。面对这种
局势，我们应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首先就是从我们青少年
抓起。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
则国雄于地球。”只有从少年抓起。中国文化才能立于世界
之巅。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红楼梦》这部书我看完后深有感触，贾、史、薛、王这四
大家族也被才华横溢的贾雪芹用四句经典的话所概括，这四
句话便是：“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
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
大”雪“，珍宝如土金如铁”，从这句里能够看出四大家族
的实力和富裕的生活让人惊叹不已。



更让我震惊的事曹雪芹的文笔，他把自我化身为书中的贾宝
玉，栩栩如生的描绘出一个个具有特点的人物，书中人家作
诗他也能根据不一样人物特点写出不一样性格的诗。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文学作品。
作者把自我出身高贵，晚年生活却穷困潦倒的命运充分融合
到了书里，写的十分好，我提议大家看一看，因为每看一遍
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红楼梦读书心得高中总结

红楼梦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
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
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
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
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
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
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
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
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
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
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
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
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
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
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
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
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
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
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丰神
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
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
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
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
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
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
德。如蒙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
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
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
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
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
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怂级_无中生有之数也。
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
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
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
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

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
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
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
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
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
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
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
”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



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
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
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
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
又有一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
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
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
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
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
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
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
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
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
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
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_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
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
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
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情诗艳赋来
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
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
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
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
闷也有几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
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
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
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
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
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
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
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
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红楼梦读后感3000字红楼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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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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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描写，
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甚至连一些不成文的，
史无记载的社会习惯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