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完西厢记的感想 西厢记读后
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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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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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西厢记的感想篇一

《西厢记》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感
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
活愿望与出于势利思考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如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可正是人值残
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
怨东风。”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
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
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
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
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
捻。”更是十分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
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
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
理的满足。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完美愿望；
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剧情上关目的布置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
突环环相扣，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
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
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感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
漓尽致的表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感情故



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
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
一样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透过剧
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带给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反
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内含同情的嘲笑。张生在
《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感
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
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
骨相思，又使他贴合于浪漫的感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
得可爱。

《西厢记》中，催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
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
自由的感情，并且一向对张生抱有好感。她总是若进若退地
试探获得感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
动，但是，她最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
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作者以赞赏的眼
光看待女性对感情的主动追求。

红娘在《西厢记》中成为全剧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角。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
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
张的感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性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这个
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必须的现实性。在
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
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
从实际利害上思考的。



我觉得，那曲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
想和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和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在此刻，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
究是不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
咱们的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咱们能够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
而幽深，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读完西厢记的感想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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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性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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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变老。

读完西厢记的感想篇三

那一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唱出来容易，
做出来又会怎样呢?长亭外，古道边，情绵绵，意切切。你休
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
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
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息。

你我不再受那相思苦，只愿真爱无绝期。是月下暗表情意的
古琴音，更是那隔墙对吟的动情意：月色溶溶液，花音寂寂
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



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料想春娇厌拘束，等闲飞出广寒宫。我不惧世俗之言，不喜
那蝇头微利，只盼心中的意中人，别把我的真心丢弃在那荒
野中…我岂无意，怎奈久居深闺的莺儿振不开那腾云的`翅
膀…也许该去歆羡那空中的比翼鸟，水里的双鸳鸯。爱自可
相爱，莫问，有谁可阻挡。

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不要
负了这番真情意，待到相逢话别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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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进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
灰。留不住的黄昏，赶不去的思念。意似痴，心如醉，昨宵
今日，清减了小腰围。合欢未已，离愁相继。想着俺前暮私
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我谂知，这相思，抵过往日…暖
融融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两意徘徊，落日山
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人生长远别，孰与
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
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化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
倚，见了些夕阳古道，哀柳长堤。

《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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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西厢记的感想篇四

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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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没有几个不明白的。其实《西厢记》
就是根据《莺莺传》改编而成的。只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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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杯
具。如果说《西厢记》是根据人们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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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原始冲动还是因为被书中的感情故事所吸引、
所感动，我明白，原本《莺莺传》是以崔莺莺最终被张生无
情的抛弃作为结局。说心里话，我是不喜欢读杯具的。我和
大多数人一样，也都期望每个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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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是自欺欺人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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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我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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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西厢记》来，我最喜欢的不是那缠绵悱恻的男女主角，
也不是那个比较古板的老夫人，而是那个娇俏的小丫鬟，红
娘。

首先，在我看来，红娘是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人，虽然她只
是一个小小的丫鬟，可是她的反叛精神却表现得很明白。崔
莺莺、张生的自由婚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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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愿天
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宗旨下，红娘却是完美的化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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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
我们看来，红娘的行为更是深得人心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
下，还能这样，不得不说，它有让人佩服的资本！

其次，她是正义的象征。老夫人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终日将
女儿紧闭闺房中，不得见生人，在婚姻上是极力主张“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的。这个封建的顽石，却遭到了奴仆红娘
当面的顶撞，不留一丝情面。在“拷红”一折中，红娘以理
驳之：“信者，人之根本……”短短一段话，说得老夫人无
言以对，充分反映了红娘的能言善辩、通晓大义、机智过人、
富正义感。

另外，她是智慧的。在最终一本中，红娘痛骂郑桓，语言锋
利，咄咄逼人。当郑桓夸耀自我富有而能干、骂张生“穷酸
饿醋”时，红娘说到：“他凭师友君子务本，你倚父兄仗势
欺人……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荧火焉能比月轮？”当郑
桓抬出“我祖代是相国之门”的金字招牌来压人时，红娘义
正词严，剔肤见骨地指出：“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信口
喷，不本分。你道是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
门‘”。她勇敢地与这个仗势欺人的花花公子斗争，维护了
崔、张的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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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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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力。

真不明白，这算不算是抢镜头啊！哈哈哈……

读完西厢记的感想篇五

古往今来，最真实的'是亲情，最深厚的是友情，最令人捉摸
不透的是爱情。



爱情对于我们是陌生的，更是遥不可及的。但王实浦的《西
厢记》让我理解了他对爱情的诠释，也让我知道了一对青年
男女坚贞不渝的爱情，他们敢于同封建势力做斗争的行为令
我敬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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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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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折主要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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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折不仅词句优美，还借用了大量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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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不仅说明时间季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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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渝的爱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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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实现自己的
理想。我们应该学习她们这种执着的信念，坚持不懈的精神，
为自己的梦想抱负而奋斗。至于感情，我们还没有到享受它
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