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牡丹亭惊梦的思想意义 牡丹亭读后感
(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牡丹亭惊梦的思想意义篇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坦。”读懂《牡
丹亭》，读懂汤显祖，更读懂了新旧时代的矛盾和斗争，新
生力量反抗旧制度旧思想的坚强意志和渴望美满生活的热情。

这书，似乎更适合独坐清辉之下，在墨香萦绕的案几前，看
窗外落花如雨，飞云过尽，为书中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
还魂复活的斗争的力量所震撼、感动。

杜丽娘在当时封建统治的严格管制下，在官衙里住了三年，
连后花园都没去过。唯一可以接触的男人是她的老师——年
过六十，满脑仁义道德，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陈最良。

在《寻梦》一折中她说：“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
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在一次偷去花园，大好春光
的感召下，她的青春觉醒了。她不甘于做一个循规蹈矩典范
的封建妇女，虽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却找不到出路。于是她
只好把自己的理想托付给偶然在梦中出现的书生，而且为他
相思成疾，最终为他埋骨幽泉。对于杜丽娘来说，这不是生
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在摆脱了现实的约束之后，
她果然找到了梦中的书生——忠于爱情、勇于进取的柳梦梅，
主动向他表示了爱情，还还魂为夫妇。

作者汤显祖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朝的政治极端腐化的时代。



像汤显祖这样有才气的文人士子，不愿堕落而洁身自好。因
此受到迫害和打击。这样的风骨和操守，让这位“清远道
人”在《牡丹亭》中高举“情”大旗，以对抗“理”的束缚，
宣扬为了情，生者可死，死者可以生，带有强烈的个性解放
的时代特征。

几百年后的我们，难道不也同样需要这种追求个性解放、追
求自我理想的新思想吗？为了美好的自由的愿望，我们要勇
于斗争、奋发进取，突破格律式的束缚，用生命的辉煌高歌！

牡丹亭惊梦的思想意义篇二

前八周的选修课里一门《戏曲鉴赏》。老师带领我们看了视频
《青春版的牡丹亭》，于是就拿起了汤显祖的文本。

汤显祖是明代戏曲作家，他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
的地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为人正直，思想前
卫，因而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方面无所作为，反而备受排挤、
压迫。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
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
这也成为了他写《牡丹亭》的原因。

《牡丹亭》是以反礼教、反理学的主题的剧本，主要是通过
塑造杜丽娘的形象来表达和体现的。

文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膝下无儿的名儒杜宝为了封建社会所
讲究的门第家声、光宗耀祖，不惜使用在今天看来十分残酷
的方法，竭力把她培养成标准的“淑女”，“淑女”就是在
家是个敬父母的温顺女儿，出嫁是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封建礼教竭力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不关心全民的利益。
因此也就成为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

在文中，杜宝就代表封建势力，他什么才能都没有。就像后



文中，他奉命防御敌军，临阵对敌束手无策，只好使用贿赂
的手段来解除围困。

而这位父亲对待自己亲生女儿却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杜丽
娘从小受着严格的封建教育，男女《四书》都可以背诵，她
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自由思想，绝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和
感情。她被严密地关在家庭里，同外界社会是完全隔绝的；
她同时被严密地关在闺房里，同外界自然也是完全隔绝的。
她完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活力。生长在这样家庭里的杜丽
娘，礼法、家规、女诫、妇道等等像一重又一重的枷锁，紧
紧地套在她的身上。她因为疲乏，白天稍为睡一会儿，都被
认为是行为放纵，有失检点，就连她在裙子上面绣了成双成
对的花鸟，也要引起封建家长的大惊小怪，被看作是了不得
的邪思妄念。就这样，杜丽娘成为了一张空皮，成为达到自
己理想的工具。即使女儿病重垂危，他也丝毫不放在心上，
以为不过是伤风感冒，连医生都不请。他只盼着女儿将来为
他这个“名儒”增添光彩。

文中的杜丽娘也是幸运的，她终究找回了自我，就像作者在
《牡丹亭》的“题词”中说的：“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
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
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
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她成为了“情之至”的“有情人”，这就足够了，即使没
有之后的“还魂”也没有遗憾。

有时，当我们遇到烦恼和困难时，可能会抱怨这个社会，这
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但换个角度想，我们要庆幸没有生长
在那样的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还有自由，有思想，有目标，
可以为理想而奋斗！



牡丹亭惊梦的思想意义篇三

在上国学精粹课的时候，读到一篇戏曲，《牡丹亭》，原名
《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一共五十五出。故
事是说一名贫寒书生柳梦梅，有一次梦见在一座花园的梅树
下站着一位佳人，从此之后经常思念她。南安太守杜宝有一
个女儿，名叫杜丽娘，从小就在老塾师陈最良读书。她读
《诗经·关雎》而引发对爱情的向往，课后，在梦中与一书
生幽会于花园的牡丹亭畔。丽娘醒后，整日思情感怀，最后
郁郁而终。她在弥留之际，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
嘱咐丫环春香将她的自画像藏在太湖石下。他的父亲升任淮
阳安抚史，委托陈最良葬丽娘并修建“梅花庵观”。三年后，
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观中，在太湖石下拾得杜丽娘画像，
发现画中人就是梦中的佳人。丽娘魂游后园，再度与梦梅幽
会。梦梅掘墓开棺还魂，令丽娘起死回生。两人一齐到了京
城应考。之后送家书传报还魂喜讯，结果被丽娘父亲囚禁，
发榜后，梦梅考中了状元。但丽娘父亲仍不承认两人婚事，
纠纷闹到皇帝面前，在皇帝的支持下，两人终成眷属。以大
团圆作结局。

看完这戏曲，我的感受是，两人的爱情真的令人羡慕，但是
丽娘的做法却不提倡，为了爱情，不吃不喝不睡，最终郁郁
而终，这警惕了我们。我们应该好好地生活，为了遇到另一
半，更要把自己弄得好好地，这样不会令家人收到伤害。

牡丹亭惊梦的思想意义篇四

整部作品以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离奇遭遇为主脉，着重展现了
《牡丹亭》反礼教、反理学的核心思想。

故事从杜家小姐杜丽娘游园开始，本就对爱情充满幻想的杜
家小姐在游园之后又遭花妖之袭，在梦中与一翩翩少年一番
缠绵，梦醒后竟患上了相思病，只是“日日思君不见君”，
正值少女的杜丽娘便因相思之苦而香消玉殒了本以为故事会



就此结束，可是柳梦梅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作为一名赶考
书生，在陈最良的帮助下住进了安放有杜丽娘灵位的梅花庵
中，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当年杜丽娘的自画像，在他眼中
杜丽娘就是天上的仙女，于是天天膜拜。而被判官释放的杜
丽娘发现柳梦梅正是自己梦中的翩翩公子，于是乎两人便夜
夜幽会。在柳梦梅的帮助下，魂归三年的杜丽娘死而复生。

整个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作为一个
封建社会的家长，膝下无儿的杜宝为了封建社会所讲究的门
第家声、光宗耀祖，不惜使用在今天看来十分残酷的方法，
竭力把她培养成标准的“淑女”，“淑女”就是在家是个敬
父母的温顺女儿，出嫁是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杜丽娘的反封建的叛逆性格有一个成长过程，并包含着一定
的复杂性。汤显祖一方面通过人物关系提供杜丽娘的生活环
境，一方面通过剧情发展揭示杜丽娘的内心活动，从而表现
了杜丽娘叛逆性格的成长过程及其复杂性。杜丽娘从小受着
严格的封建教育，男女《四书》都可以背诵，她不能自由行
动，也不能自由思想，绝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和感情。她被
严密地关在家庭里，同外界社会是完全隔绝的；她同时被严
密地关在闺房里，同外界自然也是完全隔绝的。她完全失去
了自由，失去了活力。生长在这样家庭里的杜丽娘，礼法、
家规、女诫、妇道等等像一重又一重的枷锁，紧紧地套在她
的身上。她因为疲乏，白天稍为睡一会儿，都被认为是行为
放纵，有失检点，就连她在裙子上面绣了成双成对的花鸟，
也要引起封建家长的大惊小怪，被看作是了不得的邪思妄念。
就这样，杜丽娘成为了一张空皮，成为达到自己理想的工具。
即使女儿病重垂危，他也丝毫不放在心上，以为不过是伤风
感冒，连医生都不请。他只盼着女儿将来为他这个“名儒”
增添光彩。

教书糊口也靠不住，被人称为“陈绝粮”。他生活没有着落，
还迂腐得近乎愚昧，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他教杜丽娘念书，
就只知道“孟夫子说的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



心”。这跟杜宝说的“拘束身心”是同样的意思。汤显祖正
是通过杜宝、杜母、陈最良等人物写出杜丽娘的客观处境，
一个使人窒息的客观处境。杜丽娘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循规
蹈矩，唯父母之命是从。在新春时节，她跪着给父母敬酒祝
寿，表示她的孝心。杜宝要她在刺绣女工之外，应该“知书
知礼”，她就说：“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工夫，玉镜台前插架
书。”她在梳妆台前摆上书册，要认真读古圣先贤的典籍了。
拜见塾师陈最良之前，她曾自夸“儒门旧家教”，“女为君
子儒”，她甚至要求丫环春香跟她一同学习古代贤达妇女的
榜样。她对春香说：“你便略知书，也做好奴仆。”意思是
春香略为读点书，就会懂得尊卑长幼的关系，好侍候主子，
当个忠实的奴仆。这些情况都表明能背诵男女《四书》的杜
丽娘，的确像春香说的那样“老成尊重”。

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一、用浪漫主义手法，通过杜丽娘
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讴歌了反对封建礼教和要求
个性解放的精神。因为一句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致使官家大小姐杜丽娘产生了对爱情
的渴望，而那次游园更是让她陷得更深，从此日日寡欢，无
心学习，无心女工，白日里都能打瞌睡，久而久之患上了相
思病，从此魂归地府。三年后一赶考书生柳梦梅挽救了她，
使得杜丽娘还魂。最后，高中皇榜的柳梦梅请求皇帝赐婚，
杜丽娘与久别的父母重逢，并与柳梦梅结成佳话，有情人终
成眷属。这种“梦而死”，“死而生”的幻想情节，是浪漫
主义理想化的虚构，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升华。因而，让人读
了感慨万千，拍案称奇。

二、用现实主义手法，批判了封建礼教害人，展现了社会混
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生活。作品《牡丹亭》，还用现实主义
手法，批判了封建礼教对杜丽娘的残害。逼得活生生的一个
妙龄女子，害春病而死。而杜丽娘的死，也是封建时代千万
个女子命运的悲剧，是时代悲剧的缩影和典型代表。作品，
批判了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不近人情，只知道用封建礼教苛
求自己的女儿。当官，他基本是个清官好官，劝农民种桑麻，



但是后来遇到了金兵围城，虽有保护城中百姓之心，但无破
敌之力。最后，不得不靠老学究陈先生写一封信，给前来围
城金兵头领的夫人，用反奸计，破围。当柳梦梅前来认岳父，
杜宝这个不近人情的人把中了头名状元的柳梦梅抓进牢中吊
打，不肯承认女儿能够还魂的现实。至到，皇帝亲自考问杜
丽娘和柳公子，才使一家骨肉团圆。杜丽娘的母亲，也是一
个不近人情的母亲。只知道女子要守封建妇道，不知道这种
封建礼教残害的正是自己的亲骨肉。作品，还用大量的篇幅，
展现了社会的动荡，民不聊生，战火不断，生灵涂炭。这种
现实主义的手法，使作品赋予了时代的活生生的现实基础。
因而使故事有了合理性。

三、优美的文字和唱词，情景交融地委婉地表达了主人公伤
感情怀，成为千古绝唱。杜丽娘向往个性解放，要求追求幸
福，她的独白表达了心境：[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
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
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这
些词句，都成为千古绝唱！

《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
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
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
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
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

作为剧作家汤显祖的巅峰之作，《牡丹亭》的艺术成就也是
卓越的。一是把浪漫主义手法引入传奇创作。首先，贯穿整
个作品的是杜丽娘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其次，艺术构思具有
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使情节离奇，曲折多变。再次，
从“情”的理想高度来观察生活和表现人物。二是在人物塑
造方面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人物内心幽微细密的
情感，使之形神毕露，从而赋予人物形象以鲜明的性格特征
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三是语言浓丽华艳，意境深远。全剧采



用抒情诗的笔法，倾泻人物的情感。另一方面，具有奇巧、
尖新、陡峭、纤细的语言风格。这些特点向来深受肯定。一
些唱词直至今日，仍然脍炙人口。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可以说，《牡丹亭》是一部集“大悲大喜”“大雅大俗”于
一身的创作。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为
过，她对爱情的执着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反叛了世俗的礼教，
她追求个性的解放与自由，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牡
丹亭》的横空出世让整个文艺界大放光彩，沈德符《顾曲杂
言》说：“《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
价。”可见，一部《牡丹亭》拥有了多大的市场氛围。

牡丹亭惊梦的思想意义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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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