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阅读感想 红楼梦读后
感(通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红楼梦阅读感想篇一

偶然中又看到了《红楼梦》中的一小章，于是忍不住又想要
从头到尾看它一次，没想到却发现自己之前其实似乎一点儿
都没看明白，或许只有这一次才真正的算是看明白了一点儿。
想到这里又不禁回想起之前几次看《红楼梦》的经历来：

高中的时候大有“看遍古今中外各样经典”的宏图大志，于
是首选了《红楼梦》，什么原因也不记得了，带着一股子少
年的冲动，艰难地啃完了它，似懂非懂之间跟同学们讲起其
中的小小故事来也把几个同学哄得津津有味地听我胡说一气。
看着那厚厚的一本像字典一样的经典，感觉特有成就感。估
计我当时把个《红楼梦》当成了街头巷尾里那些婆婆妈妈们
的'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八卦新闻来播报了一番，几个女同学
在课间无聊的时候拿来当闲话说着玩。

到了大学，想着如果不把我国的经典阅透，那真是很没面子
的事情，于是又首选了《红楼梦》，那时的大学里流行织围脖
（是真正的用毛线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围巾，面非现在的“微
博”），熟练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可以一边看小说一边织。
我当时就是在织围脖的过程中又看完了一次《红楼梦》，看
到动情处，正好可以用手中织好的围脖擦把眼泪。我那时肯
定是把《红楼梦》当成了琼瑶式的言情小说给读了一遍。跟
宿舍里的同志们讨论讨论书中男男女女的性格和命运，在故
事中寻找着自己未来的爱情方向……这一次对上一次的阅读



很是不屑：原来以前根本都没看明白！

一部《红楼梦》，我看来看去似乎都把它当成通俗小说在读，
而且我总奇怪那么多的红学家们，不会是“过度解读”吧？
不过更多的可能是我还读得次数太少了一点！读的次数多了
就会疑神疑鬼了。

红楼梦阅读感想篇二

在这样一部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古典小说中，那些鲜活的
人物中我惟独对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人物最为倾心。而倾心于
他们的原因是从他们对封建等级观念的反抗、对爱情的真诚
和那逃脱不了的悲惨命运，给我所带来的心灵的撼动。

整部《红楼梦》我可以说只对其中三个情节印象极为深刻，
那就是：宝玉与黛玉合看《西厢记》、黛玉葬花、和黛玉焚
稿。

一部《西厢记》让宝玉与黛玉情窦初开，两颗年少的心相怜
相惜地走在了一起，从此轻狂的少年因了黛玉懂了几分爱的
深沉和执著，让我第一次从这里感受到了爱的伟大力量。自
小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宝玉、自恃祖母的宠爱，成为贾府上下
人人都奉若宝贝的小祖宗，整天和那些丫鬟小姐嘻嘻笑笑，
打情骂俏，而不务正事。然而这样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在
清纯脱俗的林妹妹面前，却是十分的乖巧，正验了当今的一
句套话：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再难驯的烈马也
会变得温顺而可爱。

这样的爱情对于黛玉乃是“水中月、镜中花”，遥望而不可
及，所以，她终日里以泪洗脸，枉自嗟叹！一颗敏感易碎的
心更添几分落寞和凄凉。

黛玉葬花的一幕是《红楼梦》的经典之处。一个清丽哀怨的
女子，荷着一把花锄，在满园的落红中独自伤感：侬今葬花



人笑痴，他日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
知！想起自己的身世，想起一身的`病痛，和那渺茫的爱情，
怎不叫人惆怅！又怎不让人伤怀！一个多情美丽的女子，一
个不染纤尘的才女，终因了现实的残酷而郁郁寡欢。

最让人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焚稿的一幕：宝玉被骗得与宝钗
成婚，喜庆的鞭炮声中，黛玉重病在床。当贾府沉庆在一片
喜庆中，处处是欢歌笑语时，黛玉的生命却已经走到尽头。
临终前她一遍遍呼唤着宝玉的名字，可是除了她贴身的丫鬟
紫鹃外，就只有那只一直陪伴她的鹦哥了。当灵巧的鹦哥叫
着：“宝哥哥来了，宝哥哥来了！”的时候，满腔的哀怨终
让黛玉爱恨交加，她绝望地将那些记载着她与宝玉爱情的诗
稿化作了灰烬，命比纸薄的她在吐尽最后一口鲜血的时候，
叫着的仍是那个“负心人”的名字！

这样让人肝肠寸断的一幕，将整部小说推向高潮。而宝玉在
得知林妹妹已去，对着那鹦哥和紫鹃大哭：妹妹我来迟了，
我来迟了时，此时此刻的读者无不被其深情所感动，跟着那
宝玉一齐痛哭流泪！

在宝玉心里，黛玉便是他生命的一切，黛玉已死，就意味着
他的生命被抽空，这样的躯壳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形同
虚无，于是，看破红尘的他终于抛开一切，选择了出家。

只仅仅是出于封建家庭礼教的反抗吗？不是，还有他对爱情
的专一和执著，当爱的人已经离去后，那曾经的美好也随之
而去，既然爱已随厮人而去，自然心也死了。哀大莫过于心
死，再多的荣花富贵都是身外之物，相比他心中的爱情，自
然轻若鸿毛。

本无资格评论这样一部红学巨著，怕肤浅的理解亵渎了曹雪
芹先生的力作，也不想让自己的浅薄被大家所唾弃，因出于
对曹雪芹先生的仰慕、对《红楼梦》的喜爱，还有对宝、黛
爱情的赞赏，才写下这篇文字，愿我们懂得珍惜爱情，更愿



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红楼梦阅读感想篇三

一杯白茶、一把椅子、一本书，或是世界名著、或是杂志漫
谈，都能让我消磨掉一天的时光。

斜倚在沙发上，手捧《红楼梦》，眼里、心里缠绕的都是那
集诗意、聪慧、真情于一身的女子——林黛玉。

“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
病如西子胜三分”，

尽现了黛玉如花般美丽温柔、如柳般柔弱多情的绝世容颜和
超凡气质。林黛玉的才情在大观园中堪称群芳之冠。她，诗
思敏捷，咏白海棠时“一挥而就”。她应对贾宝玉的过目成
诵，却能一目十行。怜花葬花泣残红、文思敏捷咏秋菊。她
的艺术魅力让人心醉神往。

黛玉是聪慧的，她初到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
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把一切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寄人篱下的她深知世故却不弄世故，
她爱憎分明，她能够给赵姨娘含笑让座，却不会屈意迎奉他
人。当宝玉把皇帝赏赐的一串念珠献给林黛玉时，这也只可
是是一个臭男人拿过的东西，对之嗤之以鼻。

我喜欢林黛玉的性格，有叛逆、有孤僻、有对世俗的不屑。
大观园里没有她的亲人、知己，仅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
心暗许。不是这样，她就不必为玉钗受宝玉奚落而喜形于色，
为两方旧帕题诗而洒泪。真情女子，为爱黛玉奉献的不仅仅
是眼泪，更是她才华横溢的生命。

“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林黛玉的杯具之所
有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世人可惜了她那绝世容颜，更加震憾



与她那无与伦比的丰富而优美的精神世界。

合上书，闭上眼，不禁长叹一口气，心头久久索绕的依旧是
那清雅绝俗的身影。

红楼梦阅读感想篇四

在课本里学了《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那一段，也看了关
于课文的电视剧，来来去去，倒对这以前不怎么感兴趣的
《红楼梦》生出些兴趣来。于是找书来翻了两翻，却也有了
些感受。

听老师讲，《红楼梦》乃是四大名著之首，这倒是我所不知
的，不由得吃惊，心下想不就是男男女女的悲情故事么，怎
的如此重要了。不过话是这么说，回想起上学期那堂绘声绘
色的“红楼课”，心里也就知道些大概了。光是一节“林黛
玉进贾府”，老师就难得的讲了大半个星期，里面的人物给
拆了个七零八落，形态，语言，动作分析了个透透彻彻，每
个人里外都给赏析了一遍，心中不由得出了个结论——实在
是些复杂的人啊！

其实这《红楼梦》的大半个主角林黛玉我是颇有好感的，毕
竟是个“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大美人，也还为97版红楼里林
黛玉和薛宝钗谁更美跟同桌争论得不可开交，可黛玉这姑娘
实在是娇弱无比，当真是一副“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的模
样，这就叫我不怎么待见了，倒还想到一个广告，好像是一
场足球赛，守门员太没精神了以致于足球射到门前时在大家
眼中竟变成了林黛玉，摔在了地上不说，还被责怪了一番，
后来吃了广告产品，突地有变回了生龙活虎的守门员，对手
便如何都攻不进来了。回顾完广告后我不由得一阵莞尔，这
倒也是有些形象贴切的，又想到，要是《红楼梦》中的黛玉
姑娘也有这么个神丹妙药，也不会落到后面悲惨的黛玉葬花
了。



再说贾宝玉，不论何时，这人在心中的形象可是眉目清秀，
比女子还漂亮的人儿，当初觉得新版红楼理颇有“姿色”的
于小彤来演有些不经如人意，看了87版，更是失望了。你一
副普普通通的样子，何德何能害了这些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不过我也得承认，这么以貌取人可不是好事儿，人宝玉在那
会儿可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才德的。其实想来也替这颗顽石悲
哀，补天不成，下凡寻爱也没个好结果，真是生错了年代，
要是放在现在，这么个有些文才的富公子，保不准会有些大
作为呢。

其实在看红楼之前，我一直觉得贾宝玉便是出家前的济公和
尚，因为依稀记得多年前看《济公》时开始有这么一段：一
男子结婚当日不知怎的去当了和尚，回来后看到家破人亡未
婚妻也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立即伤心欲绝疯了过去，而后变
成了疯疯癫癫却一心向善的济公和尚。这两段故事仿佛是连
接得起的，直到后来看了书查了资料才推翻了我的想法。于
是我就在想了，不知道在曹雪芹心中宝玉最终真正是个什么
结果，不过要真是像济公和尚一样，忘了尘世，倒也算圆满
了。

其实以前一直觉得《红楼梦》这本书女气重了些，虽说自个
儿是女生，却不怎么喜欢这种感性的小说。心中也比较过，
它不像《西游记》那样有着吸引人的魔力，也谈不上《三国
演义》里精彩的斗智斗勇，更没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
豪迈，但是它是梦幻的，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文笔。不得不
说，当你读完它时，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此书只应天上
有，人间难得几回见”。

红楼梦阅读感想篇五

前不久，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红楼梦》连环画。我可高
兴了！一有空我就拿来看，简直爱不释手。

《红楼梦》原名叫《石头记》，是清朝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写



的.。《红楼梦》写的是家财万贯的贾家，经过了一连串的打
击，终于像薛家一样，一败不起。

在荣国府里，贾母日夜祈祷，也没能挽救贾府衰败的命运，
到头来：凤姐病死，宝玉生病，黛玉病死，最后自己也伤心
地离开了人世。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薛家因薛蟠倚财仗势欺人，案子由应天府审理。薛家花了不
少钱去打发官府，使薛蟠逍遥法外。薛蟠整日花天酒地，挥
霍无度，最后弄了个家破人亡，一败不起。

仗势欺人，看着别人痛苦，你们却哈哈大笑，这样不好！不
能因为你们家财万贯而去欺负平民，不能因为要升官发财而
不顾天理。

为什么不做个好官？为什么不做个好人？不就是图那几个钱
么？有钱也不代表有了一切呀！像一些农民，他们在金钱上
确实十分贫穷，物质上十分贫乏，但他们在精神上并不贫穷，
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所以，我要告诫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们：不要过于追求所谓
的”奢侈“生活，那样，你在一些方面变得富裕的同时，你
就会在另一方面变得很贫穷。

红楼梦阅读感想篇六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她亦是心善却无闻。唯以绿色之和顺，
柔和了这曲折分合的.红楼美梦。

——题记

黛玉葬花，这抹蓝色敏感、细腻得令人心疼；凤姐泼辣，那



抹红色精明、狡黠得让人佩服……几抹亮色鲜明地夺人眼球，
光芒之下掩去了无数平淡素色，可精心细读、几度畅游于此
红楼美梦之中，方悟出绿色的和顺魅力——属于平儿的温柔
善良。

王熙凤的泼辣爽利、手段毒辣自是读者们有目共睹，可却难
以想象平儿能够在她的身边安然处世，依旧存留着最初的善
良。也许正是就此积下了福德，护佑着她在这场“四大家族
的兴衰荣辱”之戏中独善其身。

她只是一介丫鬟之身，偏偏又处于最危急之境地，可却正如
其名——“平儿”，亦“屏”也，柔和、制约着贾府错综复
杂、利益纠葛的人际网。她是忠心为主的，贾琏变心她便首
先告知了凤姐，无助的巧姐儿也是她悉心关照着；她也是心
存醇厚的，尤二姐被虐时她没有火上浇油，更是在其吞金而
死后偷偷操办丧事，已尽同情之心；她更是头脑清晰的，大
事当前总是少不了她对凤姐的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是
她的宽容大度与王熙凤一生无法达到的成训。

“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琏凤夫妇二人。
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这是书中宝玉对
平儿的赞赏，难掩平儿的艰难处境和卑微地位，移易她的善
良本性却也着实不易。

绿色美于平和，美于不争，只是默默地柔和着世间尖利色调。
她朴素得让人在鲜明色调中无处寻觅，但仍为之温柔魅力而
倾倒。

红楼美梦，一朝破灭，眼中只剩和顺如碧的她恬淡、真诚地
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