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牡丹亭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牡丹亭读后感篇一

《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也称《还魂梦》或《牡
丹亭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刊行于明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该剧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
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
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事。该剧是中国戏曲史
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与《西厢记》、《窦娥冤》、《长生殿》
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该剧文辞典雅，语言秀丽。

女主人公杜丽娘长得天生丽质而又多情善感。她到了豆蔻年
华，正是情窦初开的怀春时节，却为家中的封建礼教所禁锢，
不能得到自由和爱情。忽一日，她那当太守的父亲杜宝聘请
一位老儒陈最良来给她教学授课，这位迂腐的老先生第一次
讲解《诗经》的“关关雎鸠”，就把杜丽娘心中的情丝触动
了。数日后，杜丽娘到后花园踏春归来，困乏后倒头睡在了
床上。不一会见一书生拿着柳枝来请她作诗，接着又将她抱
至牡丹亭成就了云雨之欢。待她一觉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

此后她又为寻梦到牡丹亭，却未见那书生，心中好不忧闷。
渐渐地这思恋成了心头病，最终因此与世长辞。其父这时升
任淮扬安抚使，临行将女儿葬在后花园梅树下，并修成“梅
花庵观”一座，嘱一老道姑看守。而杜丽娘死后，游魂来到
地府，判官问明她至死情由，查明婚姻簿上，有她和新科状



元柳梦梅结亲之事，便准许放她回返人间。

此时书生柳梦梅赴京应试，途中感风寒，卧病住进梅花庵中。
病愈后他在庵里与杜丽娘的游魂相遇，二人恩恩爱爱，如漆
似胶地过起了夫妻生活。不久，此事为老道姑察觉，柳梦梅
与她道破私情，和她秘议请人掘了杜丽娘坟墓，杜丽娘得以
重见天日，并且复生如初。俩人随即做了真夫妻，一起来到
京都，柳梦梅参加了进士考试。考完后柳梦梅来到淮扬，找
到杜府时被杜巡抚盘问审讯，柳梦梅自称是杜家女婿，杜巡
抚怒不可遏，认为这儒生简直在说梦话，因他女儿三年前就
死了，如何现在能复生，且又听说女儿杜丽娘的墓被这儒生
发掘，因而判了他斩刑。

在审讯正吊打之时，朝廷派人伴着柳梦梅的家属找到杜府上，
报知柳梦梅中了状元了。柳梦梅这才得以脱身，但杜巡抚还
是不信女儿会复活，并且怀疑这状元郎也是妖精，于是写了
奏本让皇上公断，皇帝传杜丽娘来到公堂，在“照妖镜”前
验明，果然是真人身。于是下旨让这父子夫妻都相认，并着
归第成亲。一段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姻缘故事就这样以大
团圆作了结局。

《牡丹亭》里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生而不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
也。”成为广为传唱的一句话和被后人勇于追逐爱情的“金
科玉律”。杜丽娘有情，看起来这一份感情的对象是柳生，
但细细思来，实则是爱己，或者说仅仅是爱情的本身。

作者笔下的柳梦梅只是将包括杜丽娘在内的万千女性形象投
射到柳梦梅身上了而已。就像我们年少时期纯粹干净的喜欢
上了谁，并不是那个人真的有那么好，只是我们把所有对于
爱情和伴侣的最初的幻想一厢情愿的投射到那个人身上了一
样。

杜丽娘身上的那种“至情”以至于整部作品中表现出来



的“以情战理”，那是一种超脱人世的感情。那样的感情纯
粹虚幻却又最坚贞真实，它可以穿透现实与虚幻，超越生命
与死亡。这样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爱情那样的简单了，这也
就解释得清所谓“至情”两字。

在那样的时代，发出这样的声音已经是难能可贵，明代戏曲
理论批评家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牡丹亭梦》一
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西厢记》和《西厢
记》相比更为大胆，甚至没有借助丫鬟等外界因素，就是这
两个人大胆的去追求，甚至与生死相抗衡，最终“有情人终
成眷属”。

尽管最终的结局不是那么的“合乎常理”，但就这样又有何
不可?留一份念想和美好在世人心中，留一份缠绵在世人心中
而已。

牡丹亭读后感篇二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与《紫钗记》、《邯郸
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是晚明戏曲家汤显祖的
四大剧作之一，也是他最脍炙人口且成就最高的作品。

故事写的是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冲破约束，私出游
园，触景生情，困乏后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一病不
起，怀春而死。杜宝升官离任，在女儿的墓地建造了梅花观。
柳生进京赴试，借宿观中。他在园内拾得杜丽娘殉葬的自画
像，认出是此女子便是那个曾在梦境中与他在牡丹亭畔幽会
的女子。夜里杜丽娘向柳生说出原委，并求柳生三天之间挖
坟开棺。柳生依暗示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成
夫妇，同往临安。杜丽娘的教师陈最良看到墓地情况，柳生
又不辞而别，就往临安向杜宝告发柳生盗墓之罪。柳生在临
安应试后，恰逢金兵南侵，延迟放榜。安抚使杜宝在淮安被
围。柳生受杜丽娘嘱托，送家信传报还魂的喜讯，反被囚禁。



金兵退却后，柳生高中状元。杜宝升任同平章军国大事，拒
不承认婚事，强迫女儿离异。纠纷闹到皇帝面前，才得到和
解。

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从小就被灌输封建礼教知
书达理的思想。但残酷的封建礼教根本无法束缚到正值青春
期的她。一首《诗经·关雎》便惹动了丽娘的情思，她并不
认为这是宣传什么儒家礼教的作品。而认为这就是一首恋爱
诗，是一首撩动了无数少女春心的诗歌。而久困闺房的丽娘
更是在家里后花园那大好春光的感召下，动了访春之情。这
说明了呆板的封建礼教根本无法束缚住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欲，
从而更加揭露了当时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和残
酷。

虽然杜丽娘的行为与当时社会有许多不符，但这并不影响作
品的情节发展。作者也便是通过“大家闺秀”的她做出不是
大家闺秀的行为而来阐述作品的主题思想。

读完作品，我不得不被杜丽娘的勇敢，坚持与真情所感动。
一首“墙内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笑渐不闻
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是他们最初的邂逅。而后花园
一梦之后，丽娘便相思成病，一病不起乃至天逝。而在现实
中，杜丽娘与柳梦梅至始至终压根就没见过面，更别谈什么
真爱了。那又是什么导致了丽娘伤春而逝呢，难道就真的是
那一个梦吗?不，不是的。梦境或多或少加速了悲剧的产生，
但梦境紧紧是促成悲剧的一个道具，而不是主要原因。试想
在如今 21世纪的我们有谁会因一个虚幻的春梦而相思死去
呢?如今一见钟情的几率都小的可以忽略，更别谈什么为梦怀
春而死了。而在杜丽娘那个年代，在那个真情被压制，人性
被束缚的年代，这或许不过就是一个再也寻常不过的事情罢
了。

在古代，女子必须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经常就
躲在自己的闺房中绣花练琴作画。在出嫁之前见到的男人估



计也就他父亲，兄弟，再有也就是家丁了。那么偶然间突然
见到一个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而后风度翩翩的男子，有几个
能不一见倾心的。而严酷的教条根本不允许这种私订终身的
事情发生。但往往物极必发，越加以束缚，就越能激发人性
去挑战。就说今天，男女平等，见到异性的机会多了，社会
也开明了，很多人都能在寻寻觅觅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而幸
福快乐的生活。又怎会有那么多抛弃家庭而私奔的悲剧呢。

所以说到底，就是封建礼教无情的压抑了人性，造就了无数
悲剧的产生。

再有的感触就是杜丽娘的真情了。虽然仅仅是一梦之缘。但
也无法浇灭心中那被烈火燃烧的情思。天逝之后，她冲破重
重困难，终于见到了柳梦梅。而冲破这些困难那是需要多么
大的勇气与多么坚定的毅力。都说爱情是有期限的。而丽娘
当了三年的鬼魂，却仍然对梦梅念念不忘，历经千辛万苦才
得以圆梦。而现今又有多少异地情侣因忍受不了时间和空间
上的距离而选择分手，成为陌路人。我想说的是在今天我们
勇敢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同时，请不要轻易放手，爱情总是需
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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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读后感篇三

知道《牡丹亭》是从《红楼梦》里，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
为我逐句讲解过一些篇章。但大观园里的故事，她没有多讲。
后来发现我迷上了红楼梦，还曾经禁止我看，恐怕是像书里
说的“只怕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小时候确实更喜欢看书里有宝玉和黛玉的情节，暗暗替宝钗
和黛玉权衡谁在作者心中位置更重，几翻计较，花却不少功



夫，竟是得不出来。十三、四岁的时候，常拿《红楼梦》中
的人物来揣测现实生活中的人，想着谁像熙凤，谁像湘云，
常在心里暗谱十二钗，自得其乐。因天性中生来的乐观，所
以无论如何比较，觉得自己与黛玉的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差
距太大，倒是颇像宝钗。而又因觉得宝钗虚伪，反观自己也
觉虚伪，着实苦恼了一阵。

心里实实在在更喜欢黛玉，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都在心里
存着难以言说的“闲情”。想林黛玉在花园中听到《牡丹亭》
的曲子“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良辰美
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
年”，时代、际遇、环境都不同，而心却同为之一震。后来
找出《牡丹亭》的曲本看，也越加喜欢上了杜丽娘。

十六、七岁的时候，看似无忧无虑，心里却常常苦闷。放假
的时候，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或倚着窗户往外呆望，觉得
人生了无生气。时间仿佛过得很慢，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做什么也挺不起精神。正如人说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
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觉得杜丽娘和林黛玉已然“无可
奈何花落去”，而我，又 “似曾相识燕归来”。

那时候却不像现在这般爱做梦，一觉醒来，天已亮了。所以
也未有梦中的人来相折磨，甚幸。梦中得遇有情人的故事在
现实中很有可能是真的，戏剧的美好，只在于增加了心中所
向往的结局。当杜丽娘问一声“你可曾也梦到我时?”，心中
一紧，想世间多少女子，皆死于这一答。“易得无价宝，难
得有情郎”，杜丽娘可能活在现实中，柳梦梅恐怕只得在戏
文中找寻。杜丽娘那一声问“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替
天下的丽娘道出心中不甘。

是呀，结局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
福的生活。不知杜丽娘身边的柳梦梅与梦中的有几分相似?如
今，我已被这梦折磨了许久， “花隔人远天涯近”，了无杜
丽娘或林黛玉的幽怨，却仍有与她们一样的无奈。或许只有



将来，在某个黄昏的牡丹亭边，低低地诉上一句“一场幽梦
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等待下一场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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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读后感篇四

有一本书最好在静夜里读，那便是《牡丹亭》;有一首曲最好
在高阁上唱，那便是《牡丹亭》;有一段爱情最好在生离死别
中吟，那还是《牡丹亭》。

悄悄然折起最后一页的书角，我问自己：梦到底是什么?于丹
说，梦只关乎情怀，只关乎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汤显祖却道：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而我想
说：“梦很简单，就是走出深闺大院，恍然间，看到那个真
正的自己，拾起那份遗落的本真。”直言罢，“原来姹紫嫣
红开遍，似这般附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
谁家院!”这便是我对《牡丹亭》最深的怀想。

杜丽娘，那位生于官宦之家的深闺女眷，被《诗经》中《关
雎》一章所描述的爱情故事所打动。梁梦中，见一书生柳梦
梅持柳求爱，从此共度良辰，幽会牡丹亭畔。然而天妒佳眷，
杜丽娘因夜有所思，情无所寄，一病不起，抱憾终身。死后，
其母亲将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后移至梅花庵观，丫鬟春香
将丽娘的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当柳梦梅赴京赶考，留宿庵
观中，拾得那幅画卷，忆起梦中佳人。他不顾开棺处死的危
险，掘开杜丽娘的坟墓，让她起死回生。几经波折，两人最
终兴得皇帝赐予姻缘，从此相伴相随，相知相爱。倘若缘定
三生，即便穿越生死，教人惜得一缱绻。

《牡丹亭》与《长恨歌》不同，它没有皇家宫苑，没有金盆
玉器，只有那芍药花开，杏花雨落，青桥石板，满园春色，



还有那段梦回千转，相思不相负的爱情。或许如果丽娘不走
出那深闺大院，没有看见“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
线”的风光，这段爱情会不会锁进封尘中，不会出现呢?不，
它会出现。因为它的背后有两颗脱去世俗的心。这便是《牡
丹亭》留给我最美好的梦幻。在那个宋明理学压制，封建胁
迫的年代里，杜丽娘解放个性，追求幸福，是福还是祸?我说，
是福。封建思想让她从唯唯诺诺变得执着勇敢，敢于为爱情
放弃生命，勇于在朝堂之上据理反驳，慷慨陈词。只有为自
由，为信念奋斗的人才会变得至情至理。我想这至情至理就
是本真，《诗经》中“关关雎鸠”便是丽娘寻找本真的开始。
诚然，每个人心中有缺失不了本真，缺失不了真正的自我。
丽娘不应该甘于礼教，所以她突破自我，寻找幸福;林逋不应
该求生于污浊的官场，所以它隐于湖畔，梅妻鹤子;严子陵不
应该安于富贵所以他逐梦山水，无忧无虑。请相信，人有时
会很渺小，渺小到瞳孔在清澈也会被人看成冰穹，光明站在
身边，却无法被庇护，但人有时会因渺小而强大，只要他相
信自我，突破自我，其实人的本真很强大。

我想，我该重新翻开第一页，因为爱情的故事没有尽头，自
我的实现没有终点。今晚，又是一静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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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读后感篇五

“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断肠
句，世间只有情难诉。

玉茗堂前朝后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
牡丹亭上三生路……”

这是《牡丹亭》的第一出，初次听闻，极是年幼，是随外婆



去赶集，路经戏园子，咿咿呀呀的乐音就飘进了耳朵，曲终
散场，余音仍绕梁不绝，似乎莫名地就被感动了，未晓其间
韵味，只单纯地觉得好听。回到家里，寻来戏词，央求哥哥
一遍一遍地念着，然后跟着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背，虽不会
唱，却也觉得万般美好。不解词中意，记下之后，还得意洋
洋献宝似地背给外公听，在家人清朗的笑声中，即便莫名其
妙，却也跟着呵呵傻笑不停。

年幼真好，只是小孩子不懂珍惜，所以觉得只一刹那间就长
大了。如今，孩童已是亭亭模样。当年痴迷的《牡丹亭》全
篇阅过百十次，不说感慨，但好歹是懂了词中之意，想起往
昔那些事，也仅付淡然一笑罢了，可那一出出的戏还是会不
厌其烦地去听去看。

这是暑假，夏意正浓。

寻空去了趟木渎探个朋友，回家放下行李，出门便溜进戏园
子，坐下听一出“游园”。台上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间是
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戏，忽然不自觉地嘟囔了句：“先前那旦
角儿，何时竟换了?”旁边的哥哥瞟了眼，笑着说了句“这你
都能注意到?先前那个模样也不见得多好”，便继续看着戏了，
心不在焉地。

其实，哪是模样问题呢，台下如何，眉目妖娆或是清水芙蓉，
上台呢，便只是浓墨重彩水袖翻飞，人是贵妃丫鬟小姐穆桂
英祝英台崔莺莺杜十娘，却独不是活在繁华都市里的自己，
哪瞧得出戏外模样。只是这个，唱腔儿终究有些拖沓，似带
了几分敷衍，少了几分真情，失了几缕绕梁不绝的缠绵回音。

倒也难怪，旅游旺季，到哪儿都似赶集，人世浮华，人心便
也烦躁得很，来听曲儿的有几个是真心喜着真意欢着的，无
非如“不到长城非好汉”一般，来了这处地儿不听听昆曲总
觉回去难以“交代”，有负此行罢了。唱者无心，听者无意，
倒也恰当，那厢椅子上不是有人昏昏欲睡吗?倒只是苦了我，



眼巴巴地来却讨了个失望。

世人皆说：“游园一曲，惊梦百年。”当年的那出戏，无关
风月无关情，却真迷了我心，惊艳了幼年的旧时光。那时的
自己，不染愁绪不知世事，不懂他人蹙眉为何，只管拿着皱
皱的旧书卷躲到大树底下学着大人说唱念戏本，也顾不上自
己还缺着牙，吐音还漏着风，着实逗趣好笑。如今看来，一
切显得那么遥远。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
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
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戏散场了，人也走了。只有那些唱入人心的戏词依旧在流传
着，一代一代。纵是时过境迁，戏里的故事，那些才子佳人
世俗恩怨仍伴着水袖缠绵唱腔婉转，依旧不曾离去。

也许，就这样一天一天慢慢过去，一晃又是十年。若有那么
一天，我年少不再，满头银丝，只希望含饴弄孙之隙可躺在
摇椅上，听得邻家稚儿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
年……”

原来，是有戏一曲，婉转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

这一切，时间带不走，浸在流年里，经久弥香，此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