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第五集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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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第五集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三国演义》的第五回。

这一回主要写了袁绍与公孙瓒、孙坚等十七路诸侯结盟，一
同讨伐董卓。他们刚与董卓开战，就损失了两元大将。此时，
关羽挺身而出，用他那着名的青龙偃月刀一刀斩了那人。之
后，董卓手下吕布前来挑战，被刘、关、张三人杀退。

读了这一回，我的感受是：团结力量大。因为袁绍在结盟前
的兵力很薄弱，而结盟后，他就得到了上万的兵马。还有，
一开始是张飞一人在大战吕布，久战不胜，关羽和刘备来战
后，吕布就支持不住了。

只要有决心和抱负，练好了本事，总有大显身手的机会，难
得的是耐心和毅力啊。

红楼梦第五集读后感篇二

我最近在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这本书中的人物很多，
但都个性鲜明，有大方得体的薛宝钗，多愁善感的林黛玉，
懦弱胆小的贾迎春……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善于抓住机会的小
红。

小红是宝玉房中的一个下等丫头，她很想改变自己身份卑微，
地位低下的命运。于是她先把目标放在了贾宝玉身上，可是



宝玉房中的丫鬟太多了，而且晴雯等大丫鬟还时常欺压下等
的丫鬟，小红也常被欺负，于是她果断得放弃了这个目标，
这时候上天给了她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王熙凤让她给平儿
传话。我们来看看小红都说了什么：萍姐姐说：“我们问这
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
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
天呐!小红竟把这跟绕口令似的话传的半分没错，可见她是多
么的聪明伶俐，她也得到了王熙凤的赏识，被调到莲二奶奶
身边，后来她用攒下的银钱赎回了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看好
的贾云一起生活终于摆脱了奴仆的身份。

在封建社会，像小红这样的丫鬟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但是她抓住了机会，最终使她逆袭成功。机会都是留给有准
备的人的，正是因为小红很细心、有想法。要不就是机会摆
在她眼前也只能白白溜掉。

由此，我想到了我的同学，他们总是抱怨老师讲得不好，题
目太难，作业太多，为自己成绩不好找各种借口，可他们有
没有想过，为什么同一个老师教，偏偏他们不行，归根结底
还是不够努力、刻苦，所以机会摆在面前时才会错失。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向小红学习，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
应当付出努力，而不是等着命运改变自己，想要有美好的未
来就应该努力奋斗。

关于红楼梦第五回的读后感600字2

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
都应该是最绝妙的。众所周知，《红楼梦》内容浩繁，书中
既有儿女情长，风花雪月，也有盛衰兴亡，人情冷暖。而我，
最喜欢《红楼梦》里个性鲜明的女子们;众多的女子中，我又
最喜欢黛玉。

而黛玉不同，她聪颖，谨慎，任性，又大胆追求爱情。她虽



然说话尖酸刻薄，但这背后是她强烈的自尊心。她永远也学
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
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尘埃。

常听人评价黛玉小性子、心胸狭窄，但我不这么认为。她是
太在意宝玉了。因为她爱得深，爱得切，所以不能不介意。
但她和宝玉互相太关心了，以致连说话都小心翼翼，不能以
坦诚之心相待对方。如果她能以坦诚之心相待对方，这样说
不定还能避免后面的爱情悲剧。

当黛玉悲伤的时候，诗词，是她唯一的寄托;读到她的诗，总
是感人肺腑。她哭泣，因为她太委屈。她的身世是悲惨的，
是值得人们怜悯的。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黛玉是变幻莫测的，
是纯洁晶莹的……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要化作一朵云，一
缕香魂，和着仙乐飘向远方。好一种云的做派，好一个云一
般的女子!

关于红楼梦第五回的读后感600字3

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里，卿何薄命。

——题记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悲情恋爱故事，以
及大家族中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为主线，生动而真实的描
绘出一副一个封建大家族由繁荣到衰败的画面。通过家族悲
剧、爱情悲剧，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腐败和封建末世的危机。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初见时，贾宝玉与林
黛玉便觉得有几分熟悉，林黛玉的一颦一笑，一掩面、一回
眸，如画的眉、杏圆的眼，恰似翠柳扶风的一举一动都深深
印在贾宝玉心中。而林黛玉对于这个经常惹恼她的贾府掌上



明珠，也在与宝玉越来越深的相处中，越来越在乎贾宝玉。

其中结社联诗，大概是贾府中这群年轻人最快乐的时候了，
同时，也是我在《红楼梦》中最喜欢的章节。他们因诗结社、
轮流做东、竞相夺魁。有“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
痕”的海棠诗，有“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的
菊花诗，也有“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的螃蟹诗。
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李执、史湘云、贾迎春……这群
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诗社里相互交流、共作诗篇，诗社中
洋溢着欢声笑语以及他们的快乐和活力。

可惜，在随着故事的推进和发展中，家族渐渐呈现出衰败，
诗社也便没有了下文。

而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凤姐的狸猫换太子下，宝玉迎娶了薛宝
钗，而林黛玉在听到消息后，痛不欲生、焚诗自尽。随着贾
府被抄，故事也接近尾声，贾宝玉出嫁，薛宝钗守寡，留下
的只有一段破碎的爱情，以及值得令人深思的社会和人性。

秋风依旧，花落仍然。

假如一切从未改变，那位姑娘是否还会和那位少年一起对诗
赏花?…

关于红楼梦第五回的读后感600字4

初读红楼梦是小学六年级。那时抱着我要做个有的人这种心
态来读的，因为有的人都是要读红楼梦的。

而当时也只是看了个热闹，就觉得宝黛二人挺惨的，除此之
外没别的感受。可当我到八年级再来读时，比起感慨于宝黛
二人的悲惨结局我更感叹于当时的封建王朝下的大家族的辛
酸史。



感叹宝黛那段缠绵百年的爱恋。一个冰清玉洁的妙女子，却
因不被世俗所容含恨而终;一个多情风雅的公子哥因心爱之人
的离去看透红尘出家。让人在为他们爱情感伤的同时又不禁
为二人的高洁而喝彩。

感叹于玲珑又悲苦一生的宝钗。一秀外慧中的女子，一个无
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理应幸福美满一生的女子却在这‘泥
潭’中葬送了自己的青春，也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感叹于湘云夫卒守寡的一生。湘云无疑是书中最具特色，个
人色彩最为浓厚的女子了。她玲珑剔透的同时又豁达乐观，
无拘无束的她像一邻家小妹妹。最后却落得如此结局，不禁
令人感叹命运多变，世事无常。

感叹善良又不得善终的尤二姐;感叹泼辣又不失真性情的王熙
凤;感叹一切了然于心的探春却远离故土;感叹温柔婉约的惜
春却常伴海灯于佛前;感叹于淳朴又善良的刘姥姥。。。

更感叹于那腐朽的封建王朝。在这泥潭中，每个人无不在挣
扎哭喊，最终去又不得以保全。只因保全自我便失家族与性
命，保全家族便失自我与爱情。在这举世混浊的社会中，每
个人都不过是只为生存而拼搏的蝼蚁，最终仍被吞噬其中。

。。。。

一本书，道尽世间繁华，命运多舛，却道不尽人心浮动和无
尽的思念。

关于红楼梦第五回的读后感600字5

《红楼梦》这本书是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曹雪芹和高鹗呕心
沥血，把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跃然在纸上。《红楼梦》造
就了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小说中有名姓的人物就多达480余
人，其中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至少也有几十个。而宝



玉、黛玉、宝钗、王熙凤则成为千古不朽的典型形象。《红
楼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作者善于根据人物的不同地位，以不同的手法，对人物进行
多层次、多方位的描写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他们的特征。特别
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往往具有复杂、多面的性格，不要
说宝钗、袭人，即使像豪爽单纯的史湘云、道貌岸然的贾政，
也不是由单一特征所构成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全书的主要内容。贾宝玉和林
黛玉的爱情也超出了”才子佳人“的模式。贾宝玉不是才高
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而是蔑视功名利禄、”于国于家
无望“的情痴林黛玉爱贾宝玉只是为了自己的心，从不曾劝
贾宝玉去求什么功名利禄。正是在超脱了世俗偏见的共同理
解的基础上，宝黛之间建立起相互爱慕高于其他一切的纯真
爱情。

这种爱情支持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走得更远，
爱情的毁灭使他割断了同封建家族的最后联系。贾宝玉最终
弃世出家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实际上表达了曹雪芹
对当时社会的无情否定。

红楼梦第五集读后感篇三

贾母疼爱黛玉，宝黛亲密无间，童年就是如此天真烂漫，守
着自己小小的一片天空。宝钗一来，就把黛玉比下去了。黛
玉自然会有些不开心。宝玉宝钗都没发现，其实也正常，毕
竟是小孩子，察言观色的本领还逊色不少。太过亲密，常有
料不到的矛盾。我想不用我说你就知道，我想你待我比他人
更好，也许是黛玉的心思吧。

贾蓉的辈分比宝玉低一等，故此可卿才叫的“宝叔”，实际
年龄上比宝玉还要大，她的弟弟秦钟和宝玉同岁。宝玉厌恶
功名利禄、人情世故，不喜那些经世济民的书。讨厌这间上
房，比这还好的也就是主家的卧室了。



描写房间的摆设，有许多的性暗示，不少风流韵事。我觉得
这些是以宝玉的视角来叙述的，他进了房间闻到阵阵甜香，
就已经朦胧欲睡了。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看到平常普普通
通的物件，联想出许许多多香艳故事来。宝玉不是安分守己
的人，之前必定看过不少淫词艳曲，此类书籍故事也读过很
多了，身边的小厮难逃干系。这个说法也有缺陷，文中提
到“红娘抱过的鸳枕”，这时候宝玉没读过《西厢记》的，
不知道红娘。如若这些是第三者的视角所见，就反映出可卿
生活上可能出了问题。这不是可卿的过错，宁府的有些人实
在肮脏不堪。可卿有说“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
也是个暗示，她自己就是神仙。“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
总是感觉也有所暗示，不知道是什么。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赋写得够华丽，雪芹文采真不简单。宝玉见了女子就殷勤的
不行，尤其是漂亮的，每个人也都是漂亮的。警幻仙姑来
此“访查机会，布散相思”，相思，不知增添了多少眼
泪。“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为后面的迷津遭遇埋下伏线。
警幻的名字拆开来看，也有点意思，警示梦幻。

警幻仙姑原意是接绛珠仙子来玩的，半路上因荣宁二公之灵
的嘱托才改了主意，保不齐日后绛珠会来，黛玉对自己的身
世可能有所察觉。

这里的仙子的观念倒是和宝玉契合，须眉浊物，清净女儿。
纵使百年基业，也会“运终数尽”，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
二公说“无人可以继业”，贾兰还是不错的，当时年纪太小，
还不足以承担。把宝玉引入正途的方法，先让他体验“情欲
声色”，让他知道不过如此，跳出圈子来，挺有创意的想法。

警幻在和众仙子解释时说“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
册籍，令彼熟玩”，可是先前明明“恐把仙机泄漏。遂掩了
卷册”，根本没让熟读，不过最重要的女子的判词图画也知



道了，勉强还说的过去。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宝玉到了室内大开眼界，品了许多人间不曾的东西。宝
玉“更喜窗下亦有唾绒”，有点接受不了了，果真痴顽。天
上也和人间用一样的乐器，确实也不好想象新东西。听曲子
时，警幻说“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歌，翻成嚼蜡矣”，第
一次看书可以把判词和曲子跳过的，看完了再来欣赏，更感
人。

宝玉听歌看稿的时候，难道就没发觉和自己很像?当局者迷吧。
现在我看判词和曲子，深觉悲恸。最动人的莫属“纵然是齐
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宝钗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惜宝玉
心中难容第二个人;其次是“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宝黛之间的纠葛，一针见血。还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
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读来竟有些舒畅，各人有了归途，
有了一个终结，好像可以就此抹去，不留痕迹。

警幻仙子说宝玉是“天下第一淫人”，是指的“意淫”，与
所谓的玷污、好色大相径庭。这里是说他对女儿的痴情，重
在于“意”。宝玉是发自肺腑的欣赏女儿，喜爱女儿的清净，
女儿本身的美。警幻似乎是理解宝玉的，她说“吾不忍君独
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希望宝玉痛改前非，以功名
为要。曹雪芹并没有违背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这再正常不
过了。宝玉落入迷津，果如警幻所言，“深负我从前谆谆警
戒之语”，此后宝玉在读书上并无改进，倒是学会了云雨之
事。就算不落入，八成也无悔改之意。

“猫儿狗儿打架”再次出现。

红楼梦第五集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的作者是清代曹雪芹。



这本书主要写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与婚姻
悲剧为主线，描写了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
封建大家庭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曲折地反映了那个社会
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

我觉得《红楼梦》中最核心的人物是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
系子孙，他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众望的继承人，但其
性格却使他背叛了家庭。他主张平等待人，尊重个性，希望
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他心里，人只有真假、
善恶、美丑的划分。

所以我觉得四大名著都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多读一些这种
书!

红楼梦第五集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的书名有很多，作者曹雪芹自己在书中就用了五
个，其中「金陵十二钗」便是出自书中的第五回，指书中描
写的是十二位女子的故事，而其中的十四支曲子，就是指十
二金钗加上整个小说故事的前因后果，寓意极深，需用心勘
磨。

第五回中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的所见所闻，读来生动，句句
几乎皆有点睛之妙，有身历其境之感。这些虽然是现实生活
中未能经历过的事情，但透过作者的笔墨，随即丰富了我们
感官上的享受，在阅读之余，真的是恨不得能置身其中，和
宝山共徜徉在幻境中。

我感到有趣的是此回的最后，保被一可怕场景吓醒后，大喊
刚走到门口屋檐下的可卿……，这把时间概念不同的两格空
间，描写得如此真切且微妙，使我不禁想到和”太虚幻境〃
石碑坊两旁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的异曲同工之妙处!



《红楼梦》虽为一小说，却有着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韵文。使
其氛围富於诗意。在短短第五回中，即有许多的判词和曲，
这些皆暗示着人物在未来的结局，具有谶语性质，为一大特
色。另外，在《红楼梦引子》一曲中，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
义，是一种无奈、失落，对於人生意义的追求!总之，此回中
的秦氏卧室、太虚幻境、十二钗判词、十四支曲子，皆词章
华丽，有着很大的寓意，也许我的年纪还轻，需再经人生历
链，方能有更深刻的体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