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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一

今年断断续续的又读完了一遍《红楼梦》，掩卷而思，真有
一种“云深不知处”之感，红楼中那些可爱又可怜的女孩儿，
牵动着古往今来多少人的心啊。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独具人性，千人千面，没有丝毫的雷同
首先要说的就是黛玉，黛玉多愁善感，体弱多病，身世孤单，
精神压抑，加上寄人篱下而又性情高傲敏感，使得自己十分
脆弱。黛玉初进贾府时，时时小心，事事谨慎，言谈举止慎
之又慎，恐怕被别人耻笑。

第一次见到宝玉其人时，油然而生了一种亲切感。而宝玉眼
中的黛玉，自然与众人眼中的不同，“这个妹妹我曾见过”。
所以当发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没有玉时，竟摘下自己的
玉，狠命摔去。

很多人喜欢黛玉，不喜欢宝钗，我也佩服黛玉的美丽才情，
但总觉得大家闺秀就应该如宝钗般大度有气量，不要像黛玉
般小肚鸡肠、尖酸刻薄。宝钗博学多识，深沉理智，端庄贤
淑，然而也是一个苦命的女子，她的出嫁其实更多的是遵从
母亲之命，嫁给了一个不爱自己、亦不被自己所爱的丈夫。

红楼女儿们个个个性鲜明、美丽可爱，《红楼梦》这本书每



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它真是一本值得我用一生去品读的
好书。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二

寒假里我读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红楼梦》讲述的是因皇亲而荣华富贵的贾府逐渐走向没落，
最后因家庭成员获罪被抄家，终于繁华成空的悲剧故事。

《红楼梦》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生动的人物形
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黛玉。林黛玉很有才华，做诗、画
画样样精通。林黛玉每次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
才气逼人，艺压群芳。

最让人叹息的也是林黛玉，她从小失去双亲，寄居在外婆贾
母家，常常为别人不注意的小事而伤心流泪。花开花谢本来
就是自然景象，但她却由此而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
常。林黛玉遇到伤心事，喜欢用眼泪去麻醉自己，用多疑的
心眼去猜疑别人，而不是去寻求解决的方法。有一次，她去
找宝玉，因为丫头正在吵架而没有给她开门而猜疑宝玉是否
不把她放在眼里，从此常常独自落泪。

我觉得林黛玉这种性格不是很好，面对不愉快的事情应该先
了解清楚，再下结论，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我想只有这
样，不愉快才会消失。

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作家曹雪芹呕尽心血，用
尽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书中以贾宝玉
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由盛而衰的
历史，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描写了当时具有代表性
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



种种黑暗和罪恶，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愤
怒。

“丢弃的不离不弃的黄金锁，忘记了莫失莫灵通的灵玉。”
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是贯穿全书的另一条主线。
从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来到了荣国府，渐渐与贾政的与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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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贾宝玉娶带有黄金锁的薛宝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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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他们的悲惨命运而
惋惜。但人物本身并没有过错，让人憎恨的却是那种封建社
会的传统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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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红楼梦》让多少人为它垂泪，让多少人为它感动呀!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三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哪个？”，“花谢花飞花
满天，红消香断有哪个怜？”这个朝代，腐朽的王朝在堕落，
那里没亲情，没仁义，却有着凄凉无情但又纯美如水的感情。

黛玉是水，这已无可非议。即是从姑苏水乡走来的女子，是
为白甘露之恩的降珠仙子下凡投胎，她自然携带股清甜的水
气。“两弯似蹙非蹙柳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
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姣
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她有着喜怒无常的性格特点，
爱哭的脾气，与那作诗作词的才情，无一不携带水的特
点——柔美，空灵，变化无常。然而黛玉有她坚守的一面：
对宝玉的感情，用情之深深至泣血。我感觉，这种感情视富
贵官爵为泥土，打造在互相赏析，心有灵犀的基础上，干净
飘渺。但，它一直是空虚的，如肥皂泡通常，会随时破
灭。“春恨秋悲皆自惹，出水芙蓉为哪个妍”，“一朝春尽



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宝钗则不然，她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纠葛体，且不论她在“宝
黛恋”中的主角，看她为人处事：和气中携带坚强，为人处
世亲厚、同等看待，在被言语冒犯后一笑置之，是一个委婉
内敛的人。她从小遭到正统教育的熏陶，深受封建社会“女
子无才便是德”的毒害，为人行事遵守三从四德，纲纪伦常。
宝钗如山，稳重，守分，才知。她的柳絮词更托出她的沉稳，
贾母不也这样夸她！“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
灵”，他们的感情是大伙认定的金玉良缘。

只可惜宝玉是个情种，他只看到山水各自的好，看到钗黛各
自的美，最后选了一瓢水。或许曹雪芹想歌颂的就是这样干
净纯美的感情。为了真爱的人可以抛弃所有世俗名利，甚至
可以背上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罪名。但这并不现实，在封建
社会里，把握如水的感情是非常难的，即使它灵动纯洁漂亮，
也只不过从大家的手中一点一点滑落罢了。曹雪芹曾惨痛地
写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试遣愚衷，所以
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一曲红楼，万声叹息。红楼一梦，写尽了大观园的繁华，写
尽了豆蔻年华的热烈，亦写尽了在这所有繁华掩盖下的因男
尊女卑引起的重重杯具：被折磨至死的迎春，青春守寡的李
执，远嫁的探春，跳井而死的金钏……想到那些我喜欢或者
不喜欢的女子，最后都逃不了的凄苦运势，真感觉造化弄人。
有貌如何？有才如何？有家世又如何？那些以往拥有些所有
居然没办法换取一个容易幸福的生活，这才是她们最大的悲
哀。如此的红楼，是对这个人情冷暖世间的社会的无情的鞭
挞。但，任是无情也动人！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四

说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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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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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五

在这"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四大家族里，一个再美丽聪颖的
女人也逃不过命运的不幸，她就是林黛玉。林黛玉父母双故，
贾老太太心疼外孙女，就把她接到了贾府来。贾府里还有一
位衣着华贵，面貌俊美的公子，贾宝玉。贾宝玉因出生时口
里衔着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因此得名“贾宝玉”。

贾黛二人一见钟情，后来因不能终生在一起，后悔莫及，十
分痛苦。宝玉病好后，不仅厌恶了功名，连儿女情长都看淡
了，每天只看拂道二家的书。宝玉中了第七名举人以后，就
出家当了和尚，在大雪中与父亲拜别。“哎！真是‘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呀！”全
书以贾宝玉，林黛玉二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体现了大家族
的兴衰荣辱，几代人的命运沉浮，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一个封
建大家族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
的伟大杰作。其中所蕴涵的人生哲理，事态人情，值得人反
复品味，咀嚼一生。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亲族为环境，以环绕事关
贾府家事好处的贾稀玉人的生活道路而展开的一场封建道路
与叛逆者之间的紧张斗争为经过主线，以贾稀玉和林黛玉这
对叛逆者的悲剧为主要内部实质意义，经过对以贾府为代表
的封建亲族没落过程的具有活力描写，而深刻地揭发和批判
了封建社会形态种种黑魆魆和腐朽，进一步指出了封建社会
形态已经到达"运终权尽"的季世，并走向全部被灭的历史发
展方向。



《红楼梦》以领导权贵社会形态为核心图画，非常真实地，
具有活力地描画了十八百年上半叶中国末年封建社会形态的
所有生存。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密谨慎，人物具有活力，
语言优美，这个之外还有一点表面化的艺术独特的地方，值
当后人品尝，检定。

笔者充分使用了我国书写艺术，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
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览了一部社会形态人
的生活悲剧。如贾稀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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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表如今人物
刻画上，如林黛玉飘摇的影子，诗化的容貌，智慧的神色，
深刻含义的微笑，感动人的低泣，脱俗的情致，萧洒的文
才……这一切，都是笔者依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艺术
修养培养出来的，因此使她在十二钗的各种美丽芳草中始末
荡悠着饱含诗情画意的特别韵致，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重演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
读来如同作品中的人物同生存中的人物同样真实可信，《红
楼梦》中的贾稀玉"不能说贤，不能说愚，不能说善，不能说
恶，不能说堂堂正正，不能说混帐恶赖，不能说伶俐才俊，
不能说卑俗等闲"，令人徒加述评。不止贾稀玉，林黛玉这对
寄托了笔者人格美，神魂美，理想美的主人翁是这么，甚至
于连王熙凤这么坏名声昭彰的人物，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
坏"，而是在"令人厌恶"当中交织着某些"令人喜爱"，因此表
达出种种矛盾复杂的实际事物样子，形成性情"迷人的真实"。

笔者特长经过那一些看来非常等闲的，起居的艺术描画，揭
示出它所蕴藏的非凡的领会艺术品的美意义，甚至于连一点
不了文的，史无记述的社会形态习性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
有具体具有活力的描画。

《红楼梦》在思想内部实质意义和艺术技法方面的卓然业绩，
不止在国内变成"中国小说文学难于征服的峰巅"。并且在国
际上也遭受很多国度学者的看得起和研讨，有法国述评家赞
美说:"曹雪芹具备普鲁斯特敏感的视线，托尔斯泰的同情心，



缪塞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悉和重演整个儿社会形
态的自上而下各阶层的有经验。”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七

第七回是宁荣二府的.真正生活开始了。第七回我们解读到了
许多的表面和背后的故事，真叫人叹服作者无比绝伦的文学
才华!

这一回主要描写了贾府中的一些生活琐事；同时也暗喻贾府、
宁国府里充满了污秽腐败，缺乏生机勃勃的景象。

其中焦大醉骂可谓是绝伦之笔，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对于焦
大的醉言醉语，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红学爱好者有各种各
样的分析和评论。焦大是贾府第一代的奴仆，当年正是焦大
冒着生命危险将贾府的祖宗从死人堆里背出来，保住了性命
才有日后贾府的百年繁华。焦大居功自傲，资格又老，看着
贾府的由盛而衰又无可奈何。焦大被逼急了，加之喝了酒大
了胆，平时不敢说的今天敢说了。这使众小子吓的魂飞魄丧，
其实何止是众小子呢？主子们能不害怕？焦大揭了荣府的丑，
骂到了主子们无地自容的地步，也就是戳到了他们的心窝儿。
试想，如果焦大逢醉必骂，逢骂必狠，口无遮拦，即使主子
再软弱，焦大也不至于到了今天。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八

我读过的古典小说是很少的，四大名著尚有一本未看过，
《论语》《庄子》更不过是在初中老师一再要求下读过。对于
《红楼梦》，心里谈不上痴迷，甚至也未曾买过所谓红学家
写的红楼评析，所读过的不过最近才读的张爱玲的《红楼梦
魇》。所以很多看法仅仅是自己感受到的，未曾受红学家的
影响。

这形形色色的胭脂群粉，围绕在这一方小小的大观园里，演



绎着平凡而不平淡的故事。

古代的女子是什么样的形象呢?首先是宫怨诗，“入宫十六今
六十”“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这些都是我读过的句子;这
些女子怨的是青春辜负，或是白白辜负没有“遭到”君王的
玩弄罢了。再看那三寸金莲，裹得畸形的小脚，便想到女子
为了美丽宁肯这样残损自己的肉体博得男子的爱怜。更有堂
而皇之的正史上字字泣血的写道，古时围城，守城将帅便带
头杀了自己的爱妾分给战士吃，然后是全城的妇女，杀光了
才是老弱的男人。他们不知道她们的美，被杀的女人里，有
聪慧可人的，有温柔体贴的，有才华横溢的……这些他们都
不知道，通通像杀猪一样杀掉了。

从没有人认认真真为女子立传，即使是初步反映了觉醒的
《牡丹亭》，杜丽娘也不过是心神微微一荡。起码我所读过
的书里，除却《红楼梦》，认真描摹女子一生的唯有林语堂的
《京华烟云》。所以《红楼梦》弥显珍贵。这里没有平庸，
只有独一无二，属于每个女子的独一无二，谁也不是谁的影
子。林黛玉亲手写就诗词，才气无人可比;薛宝钗精明世故，
早通人事;史湘云巾帼豪气，令人叹服……薄命却非凡。

美丽若没有人来欣赏也是徒劳。贾宝玉本是通灵宝石，后为
神瑛侍者，不管哪一种身份他都怜香惜玉。“我见了女儿便
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污浊不堪”这样的话独宝玉有之，只有
他知道什么是天地山川之精华。他写《芙蓉女儿诔》，痛哭
潇湘馆，都是为女性唱悲歌唱颂歌。他说自己是人类的“渣
滓浊沫”，是因为他身边生活着那么多聪明美丽的女子，他
为她们又悲又愤，他痛恨自己是须眉男子。在我眼里，人类的
“渣滓浊沫”何尝是宝玉，更应当是贾琏、薛蟠之流，他们
恐怕更庆幸自己是须眉男子，可以玩弄女人而将其视作理所
当然。宝玉固然手里心上也不干净，但他至少对这些女孩子是
“敬而昵之”的，他不肯违背姐妹们的意愿，认真对待每个
女孩子交给他的事情。这是我眼里这个“天下无能第一，古
今不肖无双”的男孩最美的地方。



红颜薄命。古时崔莺莺，霍小玉，再到民国时孙曼娘，冷清
秋，如今风行网络的各大写手更不惜用最狠的笔调写女子悲
惨的结局。即便如此，因为她是女子，我依然为她们惊心动
魄的美而欣喜，而落泪。

红颜悦己，记忆伴随流转一生，这是《红楼梦》红颜如花十
几载给我最深的感受。

文档为doc格式

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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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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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表此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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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表此刻当第二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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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清清楚楚
的、比较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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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