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曹雪芹读后感 读红楼梦有感读曹雪
芹红楼梦有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曹雪芹读后感篇一

窗外的落红已是满眼，桌上的书已成山，只是那红楼韵却又
神似地穿透出来，揭开了那尘封的泥，为我引一段线。

最爱她似笑非笑的迷人眼，最爱他似懂非懂的勾魂颜。最怨
她捂脸葬花情已伤，最怨他撑脸开盒吃胭脂。最爱他们的幼
稚，最爱他们的叛逆。

是第几次，翻开那厚重的书页，淡淡的书香拂过鼻尖，已记
不清。

只是，那些捧书细读，字典在旁的朝朝暮暮，像是蒙上了一
层细细的轻纱，从眼前掠过。此刻，雾里看花。

太白小时不识月，竟呼作白玉盘。而小时的我，不懂红楼，
却也真真地落了泪。

是太小了吧?还未经世事，不问悲欢离合，不管七情六欲。只
是生离死别，大概还是懂了的。

漆黑的夜，呼啸的风，她斜卧在榻上。阵阵白烟像是幽灵，
一点点允吸着她的精魂。泪似乎已经流干，只剩下涩涩的痛。
那熊熊烈火吞噬着她的情，他们的曾经。那些娟秀的字体，
情意的诗句终将燃成灰烬，猎猎作响。



雪似的手绢，冰似的人儿，终在这火热的情中融化。突兀的
留下了那格格不入的红，呕心沥血的红，她终究还是放手了。

用一世的泪，还了他的滴水之恩。遂了愿，了了情。

在学堂的第三个年头，少不更事的我，为这段情，这个人，
流了泪。不懂爱，不是因为爱，只是那份至死的执着，箍紧
了我充血的心脏，丝丝入扣。

到了此刻，我已不会为了那份纯真的年少情而落泪。只是，
心中还是会有些抑郁，挥之不去。

身处红尘，只是过客的我，已明白，往事如烟，不必忧愁。

只是，还是爱捧着书傻笑，望着天思念，还是会幼稚得像天
上纯洁的云。不过，我们还是被时光的风磨出了些许棱角。
我们已习惯了反抗老师，顶撞父母，我们叛逆得像草原上驰
骋的马。

对于宝黛，有人感动于他们的爱情，有人感动于他们的悲剧。
而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的我们似乎已学会了感动于他们的真
实。

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悲伤，他们可以狠毒地道出心中的不悦，
他们有勇气翻看开那本罪恶的《西厢》。但他们最真实的莫
过于他们躲不过人世的网，再怎样躲避，逃脱，不过是自己
织网，独自死亡。

但至少，他们曾努力过，努力冲出那银丝的网，却已足够。

都道“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非也。于我“不求结
局如愿，但求有过奋斗!”这已足够，这便足够。



曹雪芹读后感篇二

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哀情道遍;一首《葬花吟》，把无
尽落红悲声唱完。悲哉，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泣哉，怜痴情儿
女尽成灰。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又是中国文学史乃至
世界文学史上得一朵奇葩。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
的荣辱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
索，着重描写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并且全面地描写
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以及种种不调和的矛盾，向我们展示
了一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长卷。

曹雪芹所写的贾府繁花似锦的日子，有可能反应康熙盛世的
意思，但是作者亲身经历了家族巨变，深深地感悟到福祸相
依的道理，所以，全书揭露了统治阶级繁荣景象背后腐败的
根源，揭露了封建制度腐败和必然没落的道理。在书中，作
者读宝黛爱情给予支持和赞美，对不幸结局给予同情。另外，
曹雪芹还是一个经济学家，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物的介绍
与描写，反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观念的影响。

就在《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
宣牙牌令：这一次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本回通过刘姥姥的
眼睛再次描写了贵族生活的浮华、浪费和奢靡。

刘姥姥在《红楼梦》这部巨着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
物。但在《红楼梦》作者的妙笔下，刘姥姥却成为中国家喻
户晓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刘姥姥是一个事故圆通的老妇，
还是一个摇尾取怜的老妇，向来各家说法不一。

单拿一双老年四愣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刘姥姥心中并
不羡慕贾家的生活，反而只一心一意计算着平实的居家生活，
刘姥姥一再地叹息。作者利用几个细节塑造出刘姥姥的朴实
的老农妇形象。同时作者也透过刘姥姥的眼睛映射出贾



府“朱门酒肉臭”的景象，对贾府的腐败提出沉重的谴谪。

本回事以乐景写哀情，通过刘姥姥对大观园的描述，侧面描
写了大观园的奢侈及浮华;通过刘姥姥的逗笑，我们看到了封
建社会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是那么的大相径。

曹雪芹读后感篇三

“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
中味。一场红楼梦中事，写尽人间悲欢。有道是，说到心酸
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天下大有痴人
在，还有那痴人说梦者。”这是曹雪芹先生笔下的文学巨
著——《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个悲剧，它主要描写了贾、王、史、薛四大
家族从繁荣和败落的整个过程。

读完《红楼梦》我感到无比心酸，看不明白悲惨的结局。在
书的前半部分，描写的繁华的景象：“贾不贾，白玉为堂金
作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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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如土金如
铁。”这是何等之繁华啊!这样的四大家族是多么地强悍和富
有啊!但最终仍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走向了衰败，这始终让
我百思不得其解。

《红楼梦》中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我最喜欢饿就是
林黛玉。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她那爱哭、多愁善感的性格。
但我却为她可怜的身世流泪，叹息。林黛玉自小父母双亡，
又寄人篱下，她是那么地孤独。在所有的姐妹中，她其实是
最想笑的一个，但又笑不出来。因为当她看到别人躺在父母
怀里撒娇时，想到自己只有伤心的份，怎能不流泪呢?最后。
那边不懂人情世故的贾宝玉在举行婚礼，人们齐聚一堂，热
闹非凡，而这边寂寞的林黛玉却在寂静地等待死亡，而身边



也只有紫鹃一人为她哭泣。就这样，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情
缘也就此结束了。

《红楼梦》中的人物命运都是悲惨的，从王熙凤的“一从、
二令、三休”到薛宝钗的“可叹停机德，金钗雪里埋”，再
到林黛玉的“堪怜咏絮才，玉带从中挂”，无不一一体现。

《红楼梦》一书让我感慨万千，但又有多少人能读懂曹雪芹
先生的梦中泪呢?

　

曹雪芹读后感篇四

常言道?繁华似锦，可为什么单单它就繁华如梦。红楼只是一
场梦，梦越深，情越浓，越沉醉其中。可当梦醒后，迎来的
却是心碎，看着满地的落红，没有泪，只有烟花灿烂后的余
白。

初读《红楼梦》时，梦里还只是朦胧，似在雾中，随着雾一
点一点地消散，我看到了那些蕙质兰心，清韵雅洁的少女，
和贾宝玉这红楼里的少年。我渐渐的着迷了，在这充满
了“花招秀带，柳佛春风”的地方。它充满了青春的痴怨，
悲欢，和年少轻狂的无奈。

宝玉和他表妹林黛玉，表姐薛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是红楼里
的一场噩梦。黛玉她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
露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
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难怪宝玉称她为“神仙似的妹妹”。

黛玉她又是“世外仙株寂寞林”，性格中含有几许叛逆。宝
钗是“山中高士晶莹雪”，尤其符合当时贤德媳妇的标准。
爱与不爱，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娶谁做妻子，宝玉
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只能听从父母长辈之命。黛玉“孤高



自许，目下无人”，最后也只能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
更不曾入梦来”含恨而亡的凄凉结局。可她与宝玉的爱情在
一年年的花开花落中传递着。

围绕三人的还有一群少女少妇们，她们都是“薄命司”册上
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人。她们同样清纯美丽，却又有着同样悲
惨的命运。可惜，可叹：繁华易逝，感情易断，红颜易薄，
痴情不改，花开几度，蕊冷香残，轮回之中，道不完你我的
爱恨纠缠。

红楼一梦，恍如梦一场。女子们的泪水酿成了芳淳甘洌的红
楼梦。在《红楼梦》中，女子们的执着让人又敬又爱，但她
们却一个个地香消玉碎了。她们该怨谁呢?那些封建道德礼教
吗?那些封建婚姻制度吗?风儿吹，落叶飞，她们的怨嗔也被
风儿吹到了各个角落。窗外风声凄美，看不见凄美背后的怨，
听不见风声背后的哭泣。如今红楼不在，我们只能用笔，刻
下一幅幅爱恨的篇章，用自己的回忆去祭奠那逝去的女子。

弱水三千，望不穿你的流年，又一夜的斑斓惆怅，吹开了已
朽的绵绵思绪，月光清莹，渗透了每一夜的清冷。梦醒，奏
一阕诀别乐，在月下绽放的谧夜下，聆听胭脂忧柔泣断肠;洒
一杯诀别酒，在秋风瑟瑟的落叶下，祭奠沉睡千年的红颜霓
裳。

红楼很美，繁华绚烂，春风拂人，一如残花散尽的枝头空留
余香阵阵;红楼很美，如梦似幻茕茕而孑然，更似一绝世的流
水，流向它方，绝美天堂，绝美于万古流芳。

　

曹雪芹读后感篇五

以前就想写一些关于红楼湘云的文字，一则因时间仓促，二
则笔下无文，所以也就搁下了。近来又重读红楼，实感其中



趣味，故写此文，希与古典的朋友们共赏。

红楼总众女子中，我最喜湘云，喜欢她的率真，她的洒脱，
她的豁达。雪芹先生让湘云第一次出场乃在三十一回，因麒
麟伏白首双星一篇文字中，而在二十九回中，宝玉与钗黛三
人斗口之间便已带出湘云其人。太君因见金麒麟眼熟，故问。
钗曰“史大妹妹有一个”黛则讽曰“宝姐姐别的事情上还有
限，惟有在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读至此，如不见
后文，不知此文之妙，笔带双关，既活画出钗黛二人形象，
又为后文打下伏笔，似此类之文，红楼中甚多，由此可见一
斑，可知雪芹先生之胸中丘壑。

书归正文，呵呵，湘云第一回出场，人并不感其突兀，概因
前之已伏之笔吧。而后由贾母，王夫人眼中写出湘云之衣着
打扮，再由宝钗口中说出湘云旧事，至此，一个有血有肉的
形象便跃然纸上了，丝毫不费笔墨，却有如此传神。

到宝湘在书中的初会便是有一番景象了。与宝黛初会比较看
来，当真是妙极。如此文字，似犯而不犯，似重而不重，又
有几多。而这位云妹妹当真是心直口快且俐齿伶牙，几个绛
纹石的戒指换出的那一番道理，想来读者应记忆犹新吧。直
到玉卿挨打，宝钗赶蝇，龄官划蔷，湘云才结束了她的第一
次小住。此间数个故事，纷乱头绪，却从未有缺何人，象凭
空消失一般，必在纷乱中有几笔点到，象宝玉挨打时，众人
来看，便点了湘云一笔，宝钗赶蝇时，湘黛二人偶见，又是
一笔。如此又生出多少故事，至龄官划蔷后，湘云来辞，一
切就顺理成章，总在乱中添置几笔，让人看后觉得简单而又
有绪。

湘云二次来访，便是海棠结社后了。若上一次雪芹先生要突
出刻画湘云的性格，此一次则刻画湘云的才情。两首白海棠
诗写尽多少故事，而其中“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
昏”，“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两句我窃以为
便是其真实写照，再看她的菊花诗“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



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事，看来惟有我知
音”，“隔座香分三径露，抛书人对一枝秋”倘若陶彭令再
生，也比慨然菊有此咏者，不枉矣。再看红楼最精妙的一副
百笑图中，也不乏湘云的身影，雪芹先生在刘姥姥二进大观
园中写到“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如此这般，红
楼中的人物性格便全部展露在读者面前，如此文字，试问古
今小说中非红楼而谁有?好一副红楼百笑图，如见如闻。

待到湘云第三，四次来，便应是整部红楼梦中最热闹非凡的
文字了“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怡红院群芳开夜宴”等，如
果说从前那两次只不过是湘云的一个剪影，那么此两回中，
湘云便得到了一个升华。在庐雪庵的联诗中，湘云的联句是
最多的，在我看来质量也是最高的。雪芹先生以如此笔墨将
新到的宝琴，李纹，岫烟都给了读者一个大致的交代，如此
便不感陌生了。憨湘云醉眠芍药洇，在我看来是红楼中画湘
云最美的一副图画，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一般，湘云则是
眠花了。试想红楼众闺阁中，除却湘云，还有谁会如此酣眠，
无拘束，无牵挂的醉卧于花阴之间。在湘云的世界里，没有
解不开的烦恼和忧虑，试问钗黛二人可有如此胸襟吗?所
谓“是真名士自风流”，湘云便是这样的真名士。“英豪阔
大宽宏量，从不将儿女私情略系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
堂”。

也许是胜极必衰的原因吧，此等繁荣文字的背后便隐藏了无
限的悲哀，此后逐晴雯，死金钏，尤三姐自刎，尤二姐吞金，
大观园从此便笼罩上一层阴云，再也没有散开，湘云此后再
来，没有了从前的那种笑声了。红楼便真一似食尽鸟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湘云的结局到底如何，雪芹先生没有写完，“云散高唐，水
涸湘江”就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