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读书心得 第七回红楼梦读书
心得体会(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一

《红楼梦》第七回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章节，涉及到贾母的
寿宴和林黛玉的离别。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出发，探讨我在阅
读这一章节时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寿宴的场景让我感受到了清代贵族们生活的奢华和繁
华。这一章节描写了寿宴的种种细节，包括菜肴的选择、仪
式的进行、宾客的礼仪等。贾母的平生美好和贵族生活的奢
靡豪华被生动地揭示出来。

第二，在这一章节中，贾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长辈形象，在
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老人的尊重之意。贾
母对于亲友的邀请都能提前安排好，妥善安排好宴席，向宾
客们展示了中国的传统的“以飨宾客”的审美嗜好。他的尊
重和体贴赢得了宾客的广泛赞扬和喝彩。

第三，林黛玉的出现让这一章节具备了更加深刻的情感内涵。
林黛玉这个角色，是整个作品中一个最具争议性的女性形象，
她性格多矛盾，但个性鲜明。林黛玉的离别是整本小说中第
一个离别，更具有暗示性和象征意义。林黛玉的痛苦内心表
现出传统礼教制度下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挣扎和探求。

第四，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加凸显了她的性
格魅力和文化背景的千奇百怪。小说中，林黛玉与贾宝玉之



间的亲密关系被大胆描绘，充分体现了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
中所表现的温柔、柔弱、善良。她们的情感纠葛也向我们展
示了金陵的传统文化氛围和礼教化的社会体制。

第五，这一章节的结尾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了对于“爱情”和
“离别”的含义。整本书中的“秦淮河上的红船”是对于金
陵文化的感慨和无限怀念，也是作者不断探索“爱情和离
别”主题的积极和探索。离别是生离死别的一个缩微版本，
它代表了人类的不堪损失和弱势的社会地位。

总的来说，第七回《红楼梦》无疑是整个小说中一个非常精
彩的章节。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可以见证到当时封建社会的
隆盛和繁华，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于长辈的尊重和家庭
情感的重要性。林黛玉那饱含泪水的离别让我深思女性在传
统社会的困境。最后，本章的主题无疑是“爱情”和“离
别”，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哲学的
世界。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二

手指在一本本书的书脊上快速滑动，眼随心动、心随眼动，
略过一本本书，终于顿住，书脊上三个大字：红楼梦。

曹雪芹是乾隆年间人，名曹霑。他的祖父由于在康熙的九子
夺嫡中，错投八爷党，被登基后的雍正以“乱臣贼子”之罪
抄家，自那时起，锦衣玉食的小少爷曹霑便不再是鲜衣怒马，
而是小心翼翼地生活。他写的《红楼梦》，可谓耗尽一生的
心血，于乾隆时期已名扬天下。

曹雪芹写书时，家道已没落，生活十分窘困。再加上政治上
的原因，造成这本书的经历坎坷，书中众人的经历也坎坷。
林黛玉年少丧母，入住贾府，与贾宝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那似蹙非蹙柳叶眉、盈盈水光含愁眼，心较比干多一窍、病
弱西子胜三分的美丽与愁怨是多少人心中的美景。“滴不尽



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
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
尽镜里花容瘦......”宝哥哥的这首《红豆词》定是唱给林
妹妹听的吧，也许偌大的人世间，只有他们才算得上是旧相
识，只有他们的相遇，才算得上久别重逢，只有他们，是前
世今生不曾散去的一帘幽梦。可是好景不长，薛宝钗的圆滑
为她在贾府赢得不少称赞。“金玉良缘”是两人心中的间隙，
“木石姻缘”是宝黛二人心中的执念，但因种种事，间隙越
来越大，两人已无法再像原先那样了，一个空对潇湘馆竹林
中的月光叹气，一个望着怡红院翩然掉落的花瓣发呆。琉璃
世界中，白雪红梅旁，一群富家公子小姐烤鹿肉的喜悦场景
已散，徒留宴席过后，人去楼空的凄凉。宝玉娶亲，娶的是
宝姐姐，却非林妹妹，可怜其痴傻不知，还喜悦地牵着“林
妹妹”的手，欢天喜地。此时，黛玉的生命已为时不多了，
她仍执着地把她写的词稿烧掉，把宝玉赠的帕子烧掉，仿佛
最后一点执念也随着火光烟消云散了。“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沟渠”。沁芳闸的水，春流到夏，夏流到秋，可
那个曾经阻止宝玉向水里扔花瓣的人，却再也不见了。妙玉
通过断了的琴弦推测出黛玉后来的悲剧，可叹宝黛二人还是
未能逃脱宿命，她终究还是含恨而终。

黛玉本为天上的绛珠仙子，却化为宝玉一生中的一笔浓墨。
缘起因她，缘灭也因她，她死后，他夜夜等着她给他托梦，
直至有一次，他进入了荒凉的大观园，几支竹子依旧矗立在
那里，他怔怔的站着，心里始终割舍不下林妹妹。最终，看
破红尘，遁入空门。世间安得双全法，他负了她，便用余生
赎罪，终是，不负如来不负卿。

《红楼梦》共写了七百多个人物，拥有众多栩栩如生的典型
形象，它的思想内涵是深邃的。曹雪芹对宝黛爱情深刻动人
的描写、他们至死不渝的追求和对美好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
既有现实主义，又有理想主义，这正是曹雪芹对未来世纪的
奉献！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三

一直都很喜欢读书，喜欢眼神与文字之间的沟通，喜欢手指
摩擦纸张时的奇妙感觉，更喜欢人物之间的纷乱纠结与故事
情节的跌宕起伏。书往往会使人的情感得到释放，在书里沉
醉与张扬！

《红楼梦》，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是被世人公认的文学
巨著。它的存在不知道牵动了多少中华女儿的心灵，但也招
来了不少文人儒士的批判与指责。可它的地位却不可撼动，
仍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名作！

《红楼梦》出自于曹雪芹先生的笔下，他的功底是无法用语
言表述的。全书忧喜交加，文辞隽永。鲁迅先生给予的评价
是：“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缠绵，革
命家看排满，流言家看宫闱秘闻。”而它的深意确实是让从
事于各种职业、有着不同思想文化的人从中领会到一种与众
不同的理唔。《红楼梦》给予每个人的感觉不是大同小异，
不是千遍一律，不是一如春风般给人温暖，或夏蝉给人的躁
动，而是一种无与伦比、贯穿血脉、同日光一般的晦明变化，
正是这种令人神往的奇妙感受，使它的美永不褪色！

《红楼梦》一书也是许多影视编导们的至爱，它曾被翻拍成
电视剧、电影、戏曲等艺术形式，用更直观的方式让广大人
民群众亦能领悟到其中的精髓，不用咬文嚼字，也不必精雕
细琢，轻松地领略一番赏心悦目。

掩卷而思，《红楼梦》会使人对它的魅力欲罢不能，不必说
全文，单看“林黛玉初进贾府”这一回合，就有它的独到之
处。那气氛是热闹非凡。还未进门就可看出贾府的凛人气势，
而刚进贾府则又领会到贾府的大家之气。个中人物陆续登场，
先是丫鬟婆婆，再是太太奶奶，个个珠光宝气，富丽堂皇。
这个身着“翡翠撒花洋绉裙”；那个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
红洋缎窄银袄”；再者项戴“赤金盘里璎珞圈”；更有“头



戴金丝八宝珠髻”，个个恍若神仙妃子。各个的出场安排也
不同，有的是扶着来的，有的是请来的，还有自己跑来的，
更有的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依我个人之见，其中最精彩的
莫过于“凤辣子初见林黛玉”这一情节。所谓“凤辣子”就
是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是曹先生惯用的人物出
场方式。而王熙凤的语言却也与众不同，口齿伶俐，问长问
短，服装上更是雍容华贵，一副贵妇气质中隐藏着刁钻和狡
黠。生动形象的将王熙凤善于察言观色、机变逢迎、见风使
舵的个性刻画的淋漓尽致。

一本好书会被赋予生命，有值得品味的价值。它的人物关系
是错综复杂，它的情感是千丝万缕，它的场景是波澜壮阔，
而它的言辞更显活泼灵动。上述所言，在《红楼梦》一书中
方可略显拔萃。

《红楼梦》是本叹为观止的好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可能
一百人看完会有一百种看法，但我们只要用心去品味与欣赏，
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随黛玉一同葬花，化落叶为泥；
感宝玉的轻狂叛逆。在这本书里，我品尝到了人间百态，看
到了世间万象，悟到了人生的拼搏不易，学会了去理性思考
感性世界！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四

红楼梦是一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
其中很多名句都成为了经典，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和思考。
这些句子不仅是文学艺术品，也是哲理箴言。一句话读书心
得体会，意味深长，引人思考。本文将从五个不同的角度，
探讨读书过程中领悟到的关于人生的道理。

第一段，批判现实社会。红楼梦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
吐过枝头香”这句话，让我意识到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追求的
虚荣只是表面的虚饰。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不是真正想要的，只是为了迎合别人，并没有真正的追求和



意义。要在自己对的半径内寻求值得追求的事情，这样，我
们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更美好地生活。

第二段，庆祝自由人性。红楼梦中“尽管山河错落，照样红
颜薄命”这句话，让我明白到生命的短暂，要做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人性是非常自由多彩的，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目标。不要理会周围的眼光和压力，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才能真正地快乐。

第三段，提倡和谐人际关系。红楼梦中“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这句话，赞美了夫妻之间不离不弃的爱情，
也反映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应该是互相依存，相互支持和帮
助，不互相抱怨，而是互相信赖。我们应该像比翼连枝的鸟
一样，互相扶持，成为彼此生命中的支柱。

第四段，关注生命意义。红楼梦中“只愿海枯石烂，化为春
泥，依旧芳香”这句话，让我深刻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即不
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整个世界，为人类的前程奋斗，这样的
一生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用自己的人生去创造，去探索，
带来真正的变革和进步。

第五段，反思自我境遇。红楼梦中“如梦令人忧，如梦令人
乐， 悔教夜信长”这句话，教会我们珍惜时光，努力争取自
己想要的生活，不要像做梦一样不加思索地过生活，只有靠
自己的努力才能将握住命运的主动权。

总之，诸多红楼梦中的句子给我们带来了深厚感悟，传递出
的人生哲理，也是我们珍贵的财富。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到
了这些名句，心灵得到了启示，烦恼纷扰和原地踏步都已不
再，我们的人生遂成为历史漂亮的一篇篇精彩的书卷。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五

读书是一个人不断成长、丰富内涵的重要途径。而《红楼梦》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作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禅宗思
想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启示。在众多精彩的篇章
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名言警句。本文将围绕“红楼梦
一句话读书心得体会”展开论述。

第二段：整体感悟，具体阐述对本句读后的总体感受和理解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是
《红楼梦》中贾母对贾宝玉等人说的。它深刻地揭示了积善
向善、积恶向恶的道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愉悦、和
谐的环境中，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始终累积积极向上
的力量。而如果我们一直沉湎于消极的情绪和行为，那么最
终将会遭受不幸的下场。

第三段：实证论证，结合现实和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不乏实例可以佐证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历史上的家族，往往
因为宗法制度的存在而保存至今。然而，在历经千年沧桑的
过程中，有的家族衰败萎靡，消亡殆尽；反之则有长盛不衰
的祖籍之家，如曹、蔡、司马、王等。这是因为这些家族积
善向善，历代承袭祖训，奉行家道的基本规范，获得了越来
越广泛而深厚的社会支持，从而得以不断繁荣。反之，如果
以非法方式强取强占、谋取暴利，一旦被揭发，就必然面临
社会的共同抵制和谴责。这是实证的道理，也是人类社会发
展法则的必然。

第四段：进一步展开思考，如何树立积善向善，提高个人素
质和家庭幸福感

那么，如何做到积善向善呢？首先，我们要厚德载物，为人
先做仪表讲究，言行举止得体，懂礼仪、守法纪、尊重他人。
其次，我们要树立勤劳奋发的心态，不断锤炼自己的能力和
气质，提升自己的整个人格素餐。同时，我们要牢记公平竞



争和诚信经营的重要性，不贪污、不受贿、不以权谋私，走
正道，不做黑恶势力的犯罪分子。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还要
注重家风的营造，从小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和良好的品行，
这样才能在家庭中建立良好的氛围和家庭幸福感。

第五段：总结全文，强调积善向善的重要性

总之，《红楼梦》中的这句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道
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
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注重自身品德素质的提升，积极践行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责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
人际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
时刻保持一颗“善”的心态，不断为积极向上的人类文明进
步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