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西厢记有感 西厢记读后感(精选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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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西厢记有感篇一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了错
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艺术形象的
塑造。可以说，人物的性格和情节的开展得到了高度的结合。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封建势力的代表
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展开的冲突。这是维护封
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
之间的冲突。此外，《西厢记》还有由莺莺、张生、红娘之
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另一条戏剧冲突的线索，这些冲突虽然
属次要，却是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常常和主要矛盾交织在
一起，互相影响，推动戏剧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具有强
烈的戏剧效果。这正是《西厢记》令人叫绝之处。《西厢记》
的角色不多，戏却很多，情节曲折。

《西厢记》的语言是非常生动的。剧中人物的语言，基本上
都是鲜活的口语，十分传神地表现出各个人物的性格。而人
物的语言也是展开他们个性的重要形式。张生和莺莺是具有
很深文化底蕴的读书人，所以他们在倾吐闺怨相思，离愁别
恨时，所用的语言具有华丽的风格。但两者也有各自的特色。
张生的语言往往表现出他的诚实厚道但又迂腐可笑的形象。
莺莺的语言是婉转的、闪烁其词的，这个与她性格深沉、态
度犹豫有很大的关联。当然，莺莺的'语言并非始终如此的。
当得知老夫人“赖婚”，她无法控制自己，毫无保留地倾吐
了满腔的愤怒。在这里，我想到了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中，
张倩女唱道：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这句多么准确地表现



了封建社会中被压抑的青年男女的心情。莺莺也是这样，老
夫人越间阻，她越思量张生。红娘的语言就更富于个性特征。
她的语言就如其人：尖锐犀利明快幽默，不论是嘲笑张
生“银样蜡抢头”，揭穿莺莺的虚伪，还是反驳老夫人，都
反映了她聪明机智的性格特征。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
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

除了语言外，作者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衬托人物的内
心活动，多数场次饶有诗情画意，形成作品独特的优美风格。
王实甫的杂剧和关汉卿杂剧以本色为主、朴素流畅不同，它
明显地偏向于华美，形成一种诗剧的风格。许多曲词，广泛
融入唐诗、宋词的语汇、意象，运用骈偶句式，以高度的语
言技巧造成浓郁的抒情气氛。像“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
两段唱词：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
是离人泪。（《端正好》）

这曲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句，既写秋天之景，又写离人
之情，情景交融，臻于化境，遂成千古绝唱。后人把“长亭
送别”作为描写艺术的典范篇章，就是因为它的情、景描写
真正达到“交融”的高度。因此，我想这一折值得我们好好
研究。

文档为doc格式

读西厢记有感篇二

记得第一次读《西厢记》的时候，是在高中的语文课本里。
在课业繁重的高中生活和内容乏味的语文课本里，读到《西
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段，看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
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看到“淋
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
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



眼中流血，心内成灰。”又看到“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
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
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
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由此，渐渐体味到阅读
的享受，之后开始了对古代诗词歌赋的深入阅读。

《西厢记》实则是两个有情人冲破思想教化，古代世俗观念
和封建家庭主义的桎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故事女主角崔莺莺在随母亲扶相国灵柩回家乡安葬，途经普
救寺，遇秀才张珙，两人情投意合，又因秀才救下差点被逼
迫做他人压寨夫人的崔莺莺而能够娶其为妻。后因崔母反悔，
红娘撮合，几经波折，最后张生中状元，娶得美人归。

人们每读一部作品，首先关注的便是它的故事情节，其次研
究的是人物形象分析。这里，读者记得更多的是英俊潇洒、
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的张生，和多才多艺，秉礼多情且敢爱
敢做的崔莺莺，往往会忽略了红娘这个角色。

在当今，“红娘”二字已然是情感搭线人，媒人的意思。在
我看来，红娘这个人物确是《西厢记》中最具个性色彩的人
物。红娘是这部作品中一个"喧宾夺主"的角色，作为"才子佳
人"故事的次角，她的形象却较崔莺莺与张生更加生动逼真。
红娘不仅具备了小丫头的乖觉、能说会道、性格爽朗、讨人
喜欢的特征，且她有坚定的立场、爱憎分明、富正义感、敢
于斗争、智勇双全。在这场自由观念左右的婚姻中，红娘自
始至终是主导斗争进行的重要人物。

首先，红娘是正义的，极具反叛精神。崔、张的自由婚姻，
在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背景下，是大逆不道的，但红娘作
为一位老夫人派来"看守"小姐的丫头，不仅不揭开这层秘密，
或置若罔闻，反而推波助澜，是这场婚姻得以美满结局的主
要的牵线搭桥之人。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红娘的形象是反
面的、不光彩的，是个罪魁祸首，是辱没夫人家谱、败坏小
姐闺范、坏张生行止的"蟊贼"。但在"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



属"的宗旨下，红娘却是美好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
在这场叛逆的婚姻中，红娘不畏被老夫人责打的危险，几次
三番周转于崔张之间，为他们安排月下听琴，并有晓夜奔走，
传书递简等一系列行动，反映了她对这场恋情的支持，以行
动表现了红娘的反叛精神。说红娘正义，从红娘作为一个社
会地位卑贱的丫鬟形象，却因为被张、崔二人的感情感动，
而出言顶撞老夫人，并且以礼通之，老夫人明白自己的错误
之处便可看出。

红娘是聪明伶俐的'，勇敢的。眼见张生为爱情痛苦异常，红
娘积极为他出主意：“张生你这么擅长弹琴，小姐也精于琴
音，何不在晚上小姐烧香拜佛之际弹上一曲，以琴音打动小
姐？让我细看小姐的反应，再作打算？”于是，一条有着希
望曙光的秘密通道出现在张生和莺莺之间。张生听了红娘的
话，直感柳暗花明又一村，满心充满希望地等待这一时刻。

在“琴挑”这一折中，红娘带着莺莺到后花园烧香时，不断
的给张生暗号，让张生献上自己的琴声，也吐露自己爱的心
声。听了张生如泣如诉、哀婉缠绵的琴声，莺莺特别感动，
从而对张生爱的真诚深信不疑，同时自己对张生的爱也增加
了一层，为下一步传书打下了基础，也使莺莺对封建礼教的
反抗多了一份坚定的信念与力量。她勇敢地与这个仗势欺人
的花花公子斗争，维护了崔、张的爱情，读来令人为之一振。
红娘突破了等级名分的界线，在主子面前，对崔、张的爱情
和婚姻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同情，同时也体现了她的价值观
和善恶判断力。““拷红”是崔、张幽会事发，老夫人追究
引起的一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其实质是维护封建礼教与叛逆
封建礼教短兵相接的冲突。红娘的机智、勇敢在这一折里表
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老夫人的威逼，红娘急中生智，回答拷问。
拷问的最后，红娘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夫人如治莺莺和张生的
罪将出现“辱没家谱”、“背义忘恩”、“治家不严”等严
重后果，迫使老夫人不得不放弃初衷。就这样，连崔、张当
事人都十分惶恐、不知所措的场面，红娘却能沉着应付，巧
妙周旋，把老夫人置于无力反驳的地步。“拷红”本是老夫



人拷问红娘，结果老夫人反被红娘置于受审地位。整个过程，
足见红娘的机智、勇敢，又不乏细心，真是令人叹服！

红娘是热情泼辣，敢作敢为的。红娘在王实甫的《西厢记》
中代表着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生命个体。她既没有张
生的酸腐，也没有莺莺的矫情。她尖利、泼辣，任何无理、
固执、蛮横、胆小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甚至是义正词严
的驳斥。当张生由衷感激她说：“小生以后多以金帛拜酬小
娘子。”红娘反驳道：“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笑倚
门儿”。她批评张生是“银样蜡枪头”，居然揣摸不透莺莺
的心事。当她被张生误抱时理直气壮地指斥张生的无礼和鲁
莽，使张生惭愧不已。

在“拷红”一折中，也体现了红娘的尖利、泼辣。在她滔滔
不绝的辩解下，老夫人终于同意红娘的意见，当红娘得令去
叫张生和小姐时，面对莺莺的羞答答、张生的惶恐，也用尖
利的语言进行了责备：

「小桃红」既然泄露怎干休？是我相投首…

由上面两支小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敢作敢为，有话必说的
红娘，这也足可见她尖利、泼辣的一面。

总之，红娘的形象在古代万千侍女中是个不朽的典型，她促
进了《西厢记》的广为流传，在艺术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红娘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促进了美满婚姻，她的形象在
文学史、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她的艺术生命力
不仅仅体现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这种聪明伶俐、帮助
小姐实现心事的侍女形象在此后的剧作里一再出现。而在后
来的戏剧舞台上，红娘更是取得了远较莺莺更为重要的地位。
一些以红娘为中心的片段颇为流行，如：《拷红》、《红娘》
等等。不但如此，她还早已从戏剧故事中走出，走进了人们
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她成了美好婚姻的牵线
人，随着人类的步伐，将不会泯灭。红娘的形象已在人们心



中扎根，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读西厢记有感篇三

《西厢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古典感情戏曲之一，为元代王实
甫所作。先讲讲大致故事：张生对前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
情，恰遇良机，致书信求援击退强寇，救崔氏一家于水火。
得婚约，然敌退后崔夫人毁约，竟使张生莺莺以兄妹相交。
张生郁郁寡欢，幸得红娘相助，与莺莺互通书信，制造巧遇，
终使莺莺动心。又经跳东墙乌龙，莺莺一封书信至，终成好
事。崔夫人怒不可遏，却只能允了。张生进京赶考，莺莺长
亭送别。中状元，张生会见夫人，对质郑恒，一家共团圆。
故事是圆满结局，皆大欢喜。

且就故事情节来看，一波三折。张生追求莺莺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若非得红娘助力，很有可能“折戟”。而夫人的阻挠，
莺莺的“变脸”，郑恒的污蔑，一切都使这情节变得曲折动
人。

从主角塑造来说，在挣脱礼教束缚的相国小姐崔莺莺，耽于
感情的痴心书生张珙，封建女性代表崔夫人和活泼可爱的婢
女红娘中，我最喜爱的还是红娘。红娘在书中虽不是主角，
但却是各个人物之间联系的交集。红娘是莺莺的贴身婢女，
是张生追求莺莺的谋士，是崔夫人派来监视莺莺的探子。能
够说，红娘联系了各个人物。而在红娘身上，作者赋予了更
多心血。红娘善良可爱，活泼机灵。在她身上几乎没有任何
缺点，她是完美的化身。不似莺莺仍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似
张生沉溺于情色忘却功名，不似崔夫人毁约失信，红娘在书
中只是坚守自我的正义，做自我认为的正确的事。以卑微身
份顶嘴崔夫人，帮忙张生追求莺莺，成就莺莺张生姻缘，促
进作者要表达的感情喜剧主题达成，红娘拥有超越那个强调
身份等级的封建时代的个人魅力。

我认为从感情角度来看，《西厢记》讲述的是勇敢冲破封建



束缚，追求纯粹完美的感情的故事。异常是对于古代女性，
这种举动更是难得。张生追求莺莺情感火热灼人，而莺莺回
应张生更显珍贵。作为相府小姐，莺莺是知礼节的，矜持的
大家闺秀，在崔母的阻挠下，她该是与张生一刀两断。然而
她却听从了本心，在对张生有意后，经过一番挣扎，最终还
是被病弱张生的炽热的'情感俘获，主动送书信，成就好事。
这是离经叛道之举，在当时可称为“不守妇道”，也背离了
崔夫人的教育，但莺莺还是做了，为了纯洁的感情。作者表
达了那个压迫的时代人们心中的属于人的真实合理的欲望，
对挣脱封建礼教不合理束缚的渴望，对自然感情的追求的欲
望。相国小姐与穷酸书生的感情故事令人感动。王实甫也为
这段感情写下了完美的结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就语言来说，我真感叹于王实甫的文才。且不说化用诗句，
就是其本身的韵脚便押韵的好。且看：“人间看波，玉容深
锁绣帏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谁与共?怨天公，
裴航不作游仙梦。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所
以上围住广寒宫。”波、中、弄、共、公、重、动、宫，
呈ong叠韵，读来音韵极强，显得活泼趣味。书中语言有典雅
的诗句，也有偏向口语化的用词，实集大成。且不说各种曲
牌名，单是书中随手拈来的典故便极具文采。听说《西厢记》
最完整的注本的注释有20xx处，也是难怪。

读西厢记有感篇四

这几天在看王实甫的《西厢记》，真是有趣，金圣叹的评语
也有意思。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但看过
书的人大概不多。故事非常简单，甚至有些俗套，但流传至
今，自是有其道理的。王实甫笔下的这几个角色，真是活灵
活现，跃然纸上，下面为各位看官一一道来。

张生是个痴情种，初见莺莺小姐，惊鸿一瞥便再也无法忘怀。
“我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只觉
得小姐也对自己有意，暗送秋波，真是可爱至极。第二日便



拜见住持，谎称要在这寺中住几日，温习功课，聆听教诲，
并一再强调要住在靠近西厢的客舍中，“虽不得窃玉偷香，
且将这盼行云眼睛打当”.听闻莺莺一家要为亡父做道场，为
见她一面，备了五千钱，追荐自己早亡的父母。真是痴情至
极。即见了红娘，直言“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
洛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金圣叹在此处评曰“千载奇文！”这个梗现在的言情剧还
会用，在张生道来，真是呆得很，有趣得很。及到莺莺在花
园中烧香，张生便“在太湖石畔墙角儿头等待，饱看他一回，
”读着好笑，全无猥琐之态，活生生一个痴情种。

再说莺莺姐姐，也很有意思。张生初见莺莺，只是一瞥，莺
莺便转身离开，大家闺秀，当是如此，万万不能轻浮的。彼
时莺莺并未留意张生，一直到花园中烧香，与张生对了首诗，
佩服他的才气，那时也只是敬慕。而后孙飞虎带兵发难，崔
母许亲，张生解围，才写莺莺对张生之情。事后崔母宴请张
生以答谢救命之恩，这一段也很有趣，红娘云：“小姐今日
起得早也。”莺莺却说“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秀衾
卧。”我是被人吵醒，所以起这么早啊。这一段，将莺莺急
切见到张生，却又羞于表露出来的情感刻画出来。

其他角色如红娘，崔母，法本，惠民等都是生动形象，个性
鲜明，这里就不具体讲了。再来说说金圣叹的评语，那也是
有趣得很，虽说评语过多了一些，但确实评得好，评得
妙。“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偢人待怎生！”读这后一句七
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
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说这
《西厢记》该当扫地读之，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焚香读之，
期鬼神之通；对雪对花读之。古人读书，真是有腔调。

初读元曲，是李元洛的《元曲之旅》一书，算是启蒙了，后
来又读了几本介绍性的读物，关汉卿的《窦娥冤》是我看的
第一部杂剧，写得也是好，对元曲自由大胆的行文风格很是
喜欢。有元一代，文人地位不高，但创作环境倒是自由，因



而元曲这一艺术形式非常通俗，在当时应该算作是“流行歌
曲”吧。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汉卿的一曲《不伏老》，很有韵律感，个
性十足。“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
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
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
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
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
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
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
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
向烟花路儿上走！”

相较于唐诗宋词这类阳春白雪，更多了几分下里巴人的畅快！
可惜对于“元曲”这一艺术形式，世人知之者甚少，真是可
惜！最出名的大概是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秋思”了，属
于散曲。记得在欢乐颂里，有一处便是讲奇点与安迪聊元曲，
不知看过这部剧的有没有印象。

读西厢记有感篇五

从唐代元稹的《会真记》直到之后的王实甫《西厢记》，最
大的改变应当是故事结局的`变化，那就是故事里面的男主角
从一开始的“薄情年少如飞絮”，被世人唾弃变为之后的张
生在考取状元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西厢记》里面的诗词异常的精彩，每次看它的时候都能想起
《红楼梦》里面的镜头，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起看这本书。以
前看的那个是金圣叹点评的本子，看过去发现已经忘得差不
多了。金圣叹评《西厢记》为第六大才子书，我觉得这个评
价也没什么不好。古人为了追求真挚的感情尚且不顾那些世
俗的看法，仅有彼此相互深爱对方就好，所以我们更应当为
了真爱去努力。



关于这本书里面的诗词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期望以后有时
间的时候再看看吧。

读西厢记有感篇六

《西厢记》的情节如今看来但是才子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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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多少对真挚感情的强烈渴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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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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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沧海难为
水”的有情人，我自无暇追问。只是中国文人惯以多情自居，
在感情面前信誓旦旦，激情荡漾，而最终在世俗盛名之下大
多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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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以前有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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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贬为淫邪妖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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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情长但是是人生一时
的华筵。女生只是古代文人墨客失意之时的寄托，感情并非
两个平等个体性命的互补，而是人生一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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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其所爱才能感觉愉悦。望遍红尘，人人都可怜地追寻着，
发奋着，只是所要之物不一样而已。我所明白的感情就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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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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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西厢记有感篇七

提起元稹的《莺莺传》可能许多朋友并不熟悉，可一提起
《西厢记》，一提到红娘，恐怕没有几个不知道的。其实
《西厢记》就是根据《莺莺传》改编而成的。只不过《西厢
记》是歌颂自由恋爱的喜剧，而《莺莺传》则是一出始乱终
弃的爱情悲剧。如果说《西厢记》是根据人们美好愿望而写
成的一篇成人童话，那么《莺莺传》则是描述社会现实的报
告文学。

看《莺莺传》缘于《西厢记》，因为被《西厢记》中美好的
爱情故事所感动，所以当我无意间看到《莺莺传》后，便迫
不及待的读了起来，想知道它到底与《西厢记》有哪些不同。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故事竟然是以崔莺莺最终被张生无情的



抛弃作为结局。说心里话，我是不喜欢读悲剧的。我和大多
数人一样，也都希望每个爱情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的认识到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罢了。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另人悲伤的故事，这是我们无法
回避的。而且我觉得《莺莺传》比《西厢记》更具有艺术感
染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结局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
社会现实意义。

崔莺莺的个人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呢，这既有张生的原因，也
有她自己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在里头。

首先说张生这个人物，小说开头交待说：“有张生者，性温
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従游宴，扰杂其
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
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
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
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
识之。”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张生是当时社会一个非
常优秀的知识分子，既长得英俊潇洒，又性格温和，还不近
女色。当然文中也提到了，他对人说：“不是自己不好色，
而是没有找到能让自己心动的女人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张生
对爱情的态度非常的认真，不是那种烂情的人。在没有遇到
自己心依的人之前，他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

文章紧接着交待说，张生出去游玩寄住在普救寺，而他的姨
母郑氏也寄宿在那里。正赶上当地军队的最高统帅病死了，
而新任的将军还没有到，所以士兵们便开始到处烧杀抢掠。
张生与当地的将领是朋友，所以请就请他派军队保护郑氏一
家。郑氏对张生非常感激，所以便让他的儿子和女儿出来拜
谢张生的救命之恩。张生对郑氏的女儿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能
自拔。所以他就私下里多次送给莺莺的丫鬟红娘许多礼物，
并请求她代为传递感情。红娘起初不同意说：“郎之言，所
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
而求娶焉?”而此时，张生则耍起了无赖。他说道：“余孩提，



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
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
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
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大家注意，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
的!若张生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崔莺莺自然会乐意娶她，怎么可
能像他说的那样因为多等两天就会因相思而死了呢!我觉得人
的性命决不可能像他说的这么脆弱，否则人类早就绝种了。
他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不负责。前文交待过他是个对
感情很负责的人，而此时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了呢。我认为
可能是他此时正处在一种矛盾当中，首先是他的确深深的爱
上了崔莺莺，可他又非常明白自己和崔莺莺门第不合，父母
是决不会同意的。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便是不
负责任的偷情。

这种以牺牲崔莺莺的终生幸福来换取他个人短暂快乐的做法，
是非常的卑鄙和龌龊的。但红娘并没有看出他的狼子野心，
相反的，她觉得张生是个痴情的男子。为了成全他，红娘给
张生出主意说：“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
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
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生大喜，立
即写了两首情诗交给红娘，希望能打动崔莺莺的心。崔莺莺
给张生回了一首《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
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知道莺莺已经被
他打动，约他在西厢见面。所以张生便在当晚趁着月黑风高，
悄悄的跳墙进去与莺莺约会。张生本以为可以与莺莺尽鱼水
之欢，谁想到莺莺之所以写这首诗，就是要把他引来，好当
面说清楚。张生被莺莺回绝以后，只得灰溜溜的走了，并从
此对莺莺死了心。若故事就此打住，也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可谁知过了几天，莺莺竟主动送上门来，和张生缠绵了一夜，
张生自己都以为是在梦中。

崔莺莺为何会有如此转变，一般人都会觉得很突兀。可若是
仔细读读，崔莺莺写给张生的诗，不难看出些端倪来。"待月
西厢下，近风户半开。”半开的又岂是门户啊，还有莺莺一



颗萌动的芳心。莺莺自幼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
的教育，所以把女人的名节看得很重。刚开始他的妈妈另她
出来见张生时，她托病不肯出来，出来后又不发一言。可她
必竟是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正所谓：“哪个少女不怀春!”
也许在她的心里，早就对张生有意了，可又迫于封建礼教不
敢表露出来。接着张生以情诗来打动她，她对待张生的态度
便似她诗中所写的那样欲拒还迎。可作为一个女孩子，尤其
是封建社会的女孩子，在社会舆论压力空前巨大的情况下，
又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她才在西厢拒绝了张生。

我想在她看到张生失望的离去的那一刻，她的内心也一定是
非常痛苦的。她明明是喜欢张生的，却迫于封建礼教的束缚
不得不拒绝他。应该说崔莺莺是勇敢的，最终她终于冲破了
一切束缚投入到了张生的怀抱。可她又是懦弱的，当她得知
张生有意遗弃她之后，不但一点也不反抗。反而向张生
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
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
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
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她将一切责任都归结于
自己太过轻浮，张生若是一直对她好下去，那是她的运气。
张生若是舍弃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临了，还为他拂了一曲
《霓裳羽衣序》，然而没有弹了几声，就因曲调哀怨而停止
了。莺莺丢弃了手中的琴，哭着跑回去了。当时，张生也被
感动的热泪盈框。然而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还是无情
的将莺莺抛弃了。

而崔莺莺面对张生无情的抛弃又是怎么做的呢?第二年，张生
科考失利，莺莺寄书于他：“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
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
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
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
也如此，知复何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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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



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
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
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
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
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
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
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
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従大，以先配
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
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
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
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絇，文竹
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
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
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
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

多么痴情的一个女子啊!可惜她遇到了一个薄情负心汉。那张
生竟将此书到处展示给人看，好让别人看他多么有手段。当
别人问他为何抛弃对他一往情深的莺莺时，他竟然无耻的说：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
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
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
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
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真是一个无耻至极的混蛋。然而
更另人可悲的是，当时世人竟没有几个同情莺莺悲惨遭遇的，
反到将张生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可悲，可叹啊!从这点我们
也可以看出张生之所以这么做，也是顺应了当时人们的普遍
认知的。在他认为他自己做得很对，而根本没有把莺莺放在
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想。只不过把她当成一个玩物，正像刘
备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能够白头偕老的妻子
都可以视为衣服，就更不要提情人了。也许在他们眼里，莺
莺连衣服都不如，简直是一盆祸水。



从崔莺莺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
个人是很难冲破大众普遍所持有的观念的。社会认知是什么
样的，人们行为便会怎样。生活在现代的青年们是幸福的，
我们可以爱自己想爱的人。然而有利必有弊，现在的人对爱
情过于轻率了，人们不再相信这世上有忠贞不二的爱情了，
认为那只是美好的童话而矣。现在像崔莺莺一样被人抛弃的
女孩子实在太多了，而她们倒是比崔莺莺更想得开，因为这
太普遍了。所以她们可以很快的再找到新的情人，因此上爱
情便也就贬值了。若长此以往，恐怕以后再想看到纯真的爱
情，也真的只能在书里找了。这才是真的可悲可叹啊!

西厢记读后感1000字，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
喜欢

读西厢记有感篇八

因为我自认为我做不到。张生也是学富五车，终没有辜负莺
莺的一番心意，还是让人十分欣慰的。而老夫人一味的食言
和追求门当户对，确实有点势力眼，瞧不起贫穷人家的样子，
但这样做的本因还是想要自己的女儿幸福，但终忘了儿女的
幸福只有自己可以把握住而不是金钱，、地位，及其家人可
以左右的。

总要给一个正当的理由，让彼此信服吧?“悲欢聚散一杯酒，
南北东西万里程”正是“好事多磨难”才有了今日的别离，
短暂的分离可以换来长久的相守，又有何不好呢?若张生考中
状元，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换回老夫人的称赞和同意，
所有人的祝福和快乐，若张生另娶他妻，莺莺便就此死心，
认清其为人，还有机会寻到自己真正的幸福。别离虽悲伤，
却是检验人心最好的方法，痛苦一点，确实可以看清对方，
并无坏处，若为真心，则“小别胜新婚”，又可收到老人的
祝福，可谓“一箭双雕”。莺莺生活在封建时期，再怎么追
求幸福，也会害羞和含蓄，才使得到离时说不出告诫张生的



话，最后才在张生的询问下缓缓吐露，莺莺的大胆与细心，
看出莺莺对张生的爱意与关心。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直未佳话，所有人都向往。但未
经历风雨，又怎能有美丽的彩虹?正是如此，莺莺和张生凭着
爱和对爱的执着换回了长相厮守，他们是幸福的。希望我们
以后也如此幸福!

读西厢记有感篇九

《西厢记》是中国的经典名著之一，主要讲述了崔莺莺和张
生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他们为了爱情敢于反抗命运和封建制
度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崔去世后，妻子郑和女儿把丈夫
的灵柩送回河北安平安葬，途中因故受阻，住在合众府普救
寺。崔莺莺和媒人去寺庙外面玩，碰巧遇到了学者张生。当
张生看到盈盈英俊的外表时，他住在西楼，以便结识更多的
人。

张生从和尚那里得知莺莺小姐每天晚上都去花园烧香。他来
到后花园，看着小姐烧香。张生每天晚上都努力学习，这感
动了崔莺莺小姐。她立刻爱上了张生。

反叛者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真正美丽，西方太真实”的能
力。他率领五千大军，层层包围普救寺，限定老太太在三天
之内交出莺莺作为他的“村妇”。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
张圣贤用拖延兵力的战术稳住了孙飞虎，然后给杜征写了一
封信，要求他出兵打退孙飞虎。崔太太却以莺莺已许配郑恒
为由，使与结为兄弟姐妹，使与莺莺十分痛苦。

自从那天听了钢琴，好几天没见盈盈了。张生得了相思病。
趁着媒人来访，她让媒人给盈盈捎个口信。盈盈回信，让张
圣岳下个月见她。晚上，盈盈在后花园弹琴。当张生听到钢



琴声时，他急于见到这位年轻的女士，所以他进来了。盈盈
看到他进来，责怪他行为不检，发誓再也不见他，这使张生
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盈盈以探病为名，到张与他幽会。

张生考试得了一等奖，写信给盈盈报告这个好消息。这时，
郑恒再次来到普救寺，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张生被魏尚书招
为东床的好丈夫。于是，崔夫人再次向郑恒小姐承诺，决定
在一个吉祥的日子结婚。结婚那天，回到江边，请杜元帅道
喜。真相大白后，郑恒又羞又恨，张生和盈盈终于结婚了。

看完这本书，我被为爱而战的英气深深打动。他们勇敢地追
求爱情，即使患了相思病也从未放弃。可惜他们生活在封建
王朝，受父母摆布，无法自由追求爱情。但同时，他们也很
幸福，因为他们对爱情坚定不移的追求让他们最终结婚了。

读西厢记有感篇十

初读《西厢记》时，只因一个虚名，元杂剧压轴之作。读了
之后我便后悔了，觉的枯燥无味无心再读，于是我就把它弃
掷一旁。之后我收拾书本时发现了它，一时兴起便有读了起
来。读完之后，我得出一个真理——什么是好书，就是耐读
的书。

该书辞藻华丽，情节生动，文笔精湛，令人爱不释手。长亭
送别这一出是我最最喜欢的，该曲曲情凄婉缠绵，辞句清丽
俊秀，声调婉转秀美。将莺莺的离愁别恨表现的淋漓尽致，
使全文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和无法言说的哀愁。

该折主要描述莺莺为张生送别时的情景，以及分手后莺莺的
伤别后忧虑的感受。该折不仅仅词句优美，还借用了超多的
曲调。“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
林醉?总是离人泪。”堪称为当中的压卷之作。。



前四句一句一景，巧妙的利用秋景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
侧面烘托了莺莺复杂的内心世界。后两句一问一答，使得景
物深含离人的主观色彩，经霜树叶如痴如醉，其实那是离人
的血染就的。这两句不仅仅说明时刻季节，更是绘出莺莺的
泪眼之情态，将离别之情描绘的更为凄切，从而表现出一个
多情女子的形象。

古往今来又何止一个崔莺莺，大家所熟知的梁山伯祝英台至
死不渝的感情，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她们不畏封
建势力的迫害，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正因要实现自我的
理想。咱们就应学习她们这种执着的信念，坚持不懈的精神，
为自我的梦想抱负而奋斗。至于感情，咱们还没有到享受它
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