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西厢记有感 西厢记读后感(优
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西厢记有感篇一

看完西厢记这本书，我为莺莺与张生最终能够走到一起而感
到欣慰。他们经过如此多的挫折，包括老妇人的阻挠，孙飞
虎的一劫，郑恒的从中作梗等，最终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一结局是非常圆满的。而这一圆满的结局离不开红娘这一
人物的推动。合上西厢记这本书，细细品味，红娘给我的印
象最深，最令我佩服，红娘的大胆泼辣，机智勇敢，能言善
辩等性格，十分令人佩服，红娘无疑是西厢记中一个最充满
亮点的人物。

红娘在西厢记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红娘所做的事推动
了西厢记中情节的发展，在张生与莺莺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汤显祖这样称赞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担，有此军师，
何战不克?”红娘确实是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说红娘有二
十分才，是因为红娘反应灵敏，对事能够果断的下决定，能
言善辩，在与郑恒对话中，红娘能应答如流，看清他的本质。
说红娘有二十分胆，是因为红娘丝毫不畏惧老夫人的拷打，
敢于和老夫人讲道理，这是十分不易的。

红娘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支持莺莺小姐与张生在一起的，一
开始红娘只是一个旁观者，难怪莺莺会埋怨红娘：“但出闺
门，影儿般不离身。”红娘其实是挺无辜的：“不干红娘事，
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红娘起初是老夫人派来监视莺莺
的，以防莺莺做出有失大家闺秀身份的事。红娘的转变是从
张生退却孙飞虎的兵士开始，由一开始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兵退之后，红娘疯老妇人知名请张生赴宴，红娘说：“谁无
一个信行，谁无一个志诚，您两个今夜亲折证。”从这里可
以看出红娘已经肯定莺莺与张生的关系，但红娘真正成为来
那个人的桥梁是在老夫人悔婚之后是，“你休慌，妾当与君
谋之。”促使莺莺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不满老夫
人的行为，二是觉得莺莺与张生郎才女貌，应该在一起。

最令我感动的是红娘的心地善良，红娘作为一个小丫鬟，完
全可以选择不参与此事，做个安分守己的小丫鬟，但是红娘
善良的本性促使他参与其中，并积极帮助莺莺和张生，这一
红娘身上的亮点是我很感动。

还有一点是红娘的大胆泼辣，心直口快，张生问敲门的是谁
时，她回答道是你前世的娘，虽是玩笑话，但足以体现出红
娘的大胆泼辣。红娘在维护莹莹和张生的爱情时是不图名不
图利的，红娘赞成两人的爱情，甘心为两人搭线。红娘确实
付出了不少，很令人佩服。

总之，西厢记中红娘这一人物形象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说
她有二十分才，十二分担，斯毫不夸张。

读西厢记有感篇二

关于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可以说广为流传的。可是我
却从来没有去想认认真真的看过。这周老师给我们讲《西厢
记》，我才从心底里觉得我应该认真的看，而不再是囫囵吞
枣的阅读。

剧本塑造了崔莺莺和张生两个形象，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
向往爱情，追求幸福。他们互相爱慕，可是他们的地位悬殊：
一个是相国之女，处在母亲严厉的家教之下;一个是书生，地
位远远不及相国之女，在封建社会里，门当户对是婚姻成功
的一个必备条件。所以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注定要通过反抗封
建传统观点、反抗封建礼教，并要求两个人能够始终真心相



爱，才能够取得胜利。故事就是围绕他们为爱情而反抗封建、
以及他们面对重重考验时对爱情是否执著而展开的。

看了《西厢记》之后我觉的这样的爱情史完美无缺的，崔莺
莺与张生的爱情有现在难得的一见钟情，有经历各种社会给
予的磨难，有来自双方家长的阻扰，他们之间的爱情可谓是
越演越切，在我们看来可谓是天作之合。

这个故事的结尾以中国似的大团圆给大众一个交代。而我却
不太喜欢这样的结尾，我觉的过于通俗化，所以有时我会去
看一些国外的经典电视及作品，我觉得他们的结尾都会留下
一些空间让观众自己去细细品味，我觉的这样才让作品更有
意义，才会促使人们去回味去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我个人而
言我不太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或直接不用想就可以猜到的结尾，
所以我不怎么喜欢看韩剧结尾不是女主角得不治之症就是大
团圆。

看了结尾在看一下他的正文，你是否觉得崔莺莺与张生的爱
情故事是否太过于完美了呀?好像他集聚了所有经典爱情的必
要情节于一身，就一见钟情而言，现在科学家研究机率很低，
况且在古代女子足不出户，所以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开
始就有点梦幻般的感觉。后来又经历了社会的考验，为心爱
的女子于权贵做斗争，可谓是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壮举，验证
了爱情史盲目的。在后来来自父母的阻扰，就想现在的父母
一样有爱情还不行没面包我的女儿会受苦的，于是一介书生
张生为爱情上京赶考，得到上天眷顾荣归故里娶了崔莺莺，
这好似现代大多数人的爱情观鲜花于面包不可兼的，就会放
弃爱情。也许这就是现在的`人喜欢这样的结局的原因吧。生
活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只有靠戏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西厢记有感篇三

西厢记读后感，西厢记在红楼梦中出现过几次，是一本爱情



小说，下面是小编带来的西厢记读后感，欢迎阅读!

《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品。

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描绘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的
爱情的渴望，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
的惆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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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莺莺是一个美丽，善良，温柔、含蓄，深受封建礼教的濡
染，又有着对爱情生活的向往贵族小姐。

她是一位具有时代叛逆性的女性形象，她在追求理想爱情时，
能够与封建礼法进行抗争，这是难能可贵的。

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
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

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
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

长亭送别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
煞强如状元及第”。

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
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
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
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

她对张生的爱恋，一开始却是胆怯和动摇不定的，一方面她
具有少女的情感和欲求：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相国小姐又



是在那样的母亲的管教下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接受过较多的
封建道德教育，这就构成了她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

她回答张生的那首诗“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
者，应怜长叹人。”，表达了她不甘寂寞的苦闷心情，同时
也流露了她对张生的爱恋。

在“听琴”的时候，她被张生琴中热切的呼唤深深地感动着，
以致于泪水涟涟，但是她又没有勇气与张生见面。

此时在她的心中，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对张生的爱恋激烈地冲
突着，最后爱情终于战胜了礼教。

因此当她接到张生的情诗时，终于大着胆子写了一首题为
《明月三五夜》的回诗，约定张生于十五日晚上相会。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凝是玉人来。”
短短二十个字，标志着莺莺决然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寻求自
己的爱情。

这是难得可贵的。

记得著名诗人裴多菲曾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崔莺莺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她让我明白了真正的爱情是那
样的美好，是那样的值得期待，真正的爱情是存在于人间的，
并且是可以追寻、应该而且必须去争取才能够得到的。

真心的希望，如作者心中的美好希冀一样“愿天下有情的都
成了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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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谈起文学中的经典爱情，就不得不说梁祝、罗密欧与茱
莉亚、牡丹亭和西厢记了。

而《西厢记》作为反封建礼教的'代表，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谈起古人的爱情观，今人会不由自主的联想到“古板”“门
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诚然，封建传统中礼教的力量之大是不容反抗的，我国古代
多少痴男怨女的爱情为封建礼教所扼杀，只得饮恨终生含恨
而终。

但《西厢记》让我们耳目一新，精神一震。

张生与崔莺莺相遇，相会，相恋，相爱，一波三折，最终越
过那堵封建礼教之墙，步入婚姻的殿堂，有情人终成眷属，
让我们现代所谓的“屌丝”看到了癞蛤蟆迟到天鹅肉的熹微
之光，不得不说《西厢记》是一部很好的励志书籍。

先来说说张生与崔莺莺的相遇。

张生本是西洛人，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

他只身一人赴京城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



杜确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

听状元店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座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
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

一日，小姐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生。

一段美丽的爱情就从游玩开始了。

好的爱情都有一个好的开始，悲剧的爱情是猜中了开头没有
猜中结尾，张生很幸运，猜中了结尾。

当然那傻小子的傻气很令今日我辈的羡慕，现在你敢跟街头
一不认识的美女要电话号我不奇怪，你要是敢一直跟着人家
不被当做变态那我就要拜你为师了。

再来说说相会到相恋的过程。

一天，崔老夫人为亡夫做道场，崔老夫妻人治家很严，道场
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张生傻气又犯了，硬着头皮溜了进
去。

这时斋供道场都完备好了，夫人和小姐准备进香了。

张生想：“小姐是一女子，尚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
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

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内，
偷看小姐烧香。

随即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
见月中人?”莺莺也随即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
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



崔莺莺，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

不得不说古代的女孩太好骗了，一首小诗，夜夜苦读就能让
她倾心。

当然，这也是由于青年男女间天然的吸引，也是自然的奇妙
之处。

产生爱慕之后，他们就开始欲拒还迎、羞羞答答的勾搭了。

这中间红娘是不二功臣，指望那只有傻劲儿没有计划的张生
跟那想越界又过不了自己内心礼教那关的莺莺小姐，我看悬。

红娘的敢爱敢恨、直爽率真颇有江湖儿女的风范，这种气质
就算是现在的女性也并不是都有。

再然后就是孙新虎想要抢莺莺，张生找自己哥们救了莺莺，
老夫人却反悔自己说出去的话。

依我的看法，老妇人反悔的很合情理。

老夫人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就
将小姐许配给他”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崔莺莺
想自杀，老夫人说出这句话是在心理上打消崔莺莺自杀的冲
动，事后反悔也不是大错。

况且，一个趁火打劫的人跟孙新虎本质上也没多大区别吧。

老夫人一反悔，张生就受不了了，大嘴的肉掉了，煮熟的鸭
子飞了，这想不通嘛。

最难过的是丈母娘那关啊。

这一得一失间，张生就病了。



至于病的多重，从他翻墙的姿势来看，估计不轻，莺莺怪他
翻墙下流，可见动作不怎么潇洒。

不过这个病很值得，张生成功的用憔悴的形容激起了莺莺的
同情，“翻墙”成功了!最后连未来的丈母娘也妥协了，只要
张生能考个功名，就皆大欢喜了。

张生跟崔莺莺恋爱成功可以说是占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天
时——碰巧遇到崔莺莺在普救寺上香，地利——寺庙的墙很
矮，曲径通幽实在是幽会圣地，人和——红娘牵红线、绑红
线的功夫都是一流啊，其中的一点点小插曲都成了张生的垫
脚石，孙新虎成全了张生英雄救美，老夫人的阻拦让叛逆期
的崔莺莺逆流而上。

现代人总是认为古代人迂腐，都是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
不可违，男子都是诗书仁义，女子都是深藏闺阁、裹小脚绣
鸳鸯。

可是我从《西厢记》里却看到了古人对爱的真实渴求，他们
认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纵有门第之见，父母之命，可
仍然去勇敢的跨越过去。

其实，残害女子的封建礼教大多是明清时期产生的，我国古
风淳朴，不矫揉造作，顺应自然之道，生生不息。

孔子曰：诗无邪。

那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本质的美。

说古人注重门第之见，现在的人又何尝不是?没有房子车子票
子谈什么爱情，情比金坚?过时了吧。

人们物质的欲望越来越重，爱情反而成了物质的附属品，这
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读西厢，我们赞美张生莺莺翻过封建礼教的束缚，那么，我
们是不是该减轻对物质金钱的欲望，还爱情本来的淳朴，让
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纯真。

这是我读《西厢记》的一些感想，浅浅的谈一些自己对爱情
的看法，如有偏激，实在是无心之过。

文章最后祝有情人忠臣眷属。

读西厢记有感篇四

《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品。是我国家
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来看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西厢记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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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品。

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描绘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的



爱情的渴望，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
的惆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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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莺莺是一个美丽，善良，温柔、含蓄，深受封建礼教的濡
染，又有着对爱情生活的向往贵族小姐。

她是一位具有时代叛逆性的女性形象，她在追求理想爱情时，
能够与封建礼法进行抗争，这是难能可贵的。

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
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

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
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

长亭送别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
煞强如状元及第”。

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
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
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
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

她对张生的爱恋，一开始却是胆怯和动摇不定的，一方面她
具有少女的情感和欲求：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相国小姐又
是在那样的母亲的管教下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接受过较多的
封建道德教育，这就构成了她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

她回答张生的那首诗“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



者，应怜长叹人。

表达了她不甘寂寞的苦闷心情，同时也流露了她对张生的爱
恋。

在“听琴”的时候，她被张生琴中热切的呼唤深深地感动着，
以致于泪水涟涟，但是她又没有勇气与张生见面。

此时在她的心中，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对张生的爱恋激烈地冲
突着，最后爱情终于战胜了礼教。

因此当她接到张生的情诗时，终于大着胆子写了一首题为
《明月三五夜》的回诗，约定张生于十五日晚上相会。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凝是玉人来。

短短二十个字，标志着莺莺决然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寻求自
己的爱情。

这是难得可贵的。

1.《西厢记》读后感

2.西厢记读后感

3.西厢记读后感范文

4.看西厢记的读后感

5.西厢记读后感600字

6.论语读后感-读后感

7.《童年》读后感-读后感



8.雷雨读后感-读后感

读西厢记有感篇五

《西厢记》的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
莺传》，在时代长河总流传甚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
将其改编成说唱和戏剧。《西厢记》全名为《崔莺莺待月西
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优美
动人的戏剧，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

剧本讲述的是张生与崔莺莺这一对情人冲破困阻终成眷属的
故事。全剧共五本二十折。故事内容生动，情节曲折，缠绵
悱恻，跌宕起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如同身临其境。

看见这些运用极其娴熟的传统技法的文字，我的内心总是会
涌起一种潺潺的崇拜感。再看见这些刻画的细腻而生动的人
物形象，好像再现了这个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

愿削平祸乱，开疆展土。”——《西厢记》

在听完这一段简短小诗语的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想把文学家
元稹的那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改为“不
是文中偏爱汝，此诗消去更无诗”啊!

总之，人不能永远沉困在那暗无天日的等待当中，应该勇敢
地去追求自己梦寐以求的物品或事件，去追求自己的那段缠
绵的爱情，应该向《西厢记》当中记述的一样——与自己的
另一半一起冲破困阻，追求自己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