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读后感 红楼梦读后感(优秀6
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红楼读后感篇一

看过红楼梦的多数人，大都对宝黛爱情称颂有加，对宝钗小
姐也偶有赞词，独对王熙凤女士视若“最毒妇人心”的典型
代表，我看完后却不以为然，认为王熙凤有诸多优点，下面
听我细细道来。

象贾府这样的人家是不愁吃不愁穿的，老人也不需要儿孙端
茶送水的，所以，孝敬主要的表现就是尽量让老人活得开心
一点。老太太在一群儿孙中最喜欢的就是宝玉了，可宝二爷
从来就没让她老人家舒心过，正经书是从来不好好念的，三
天两头的要摔玉，偶而还“害人”跳跳井，您说，摊上这么
个活宝，老太太能开心吗？别的姐妹，也没看见谁有空把老
太太逗乐了。倒是凤姐，最能明白老太太的心意，有事没事
就能把她逗笑了，凤姐是“财迷”，陪老太太玩牌时总是故
意输钱，目的无非是让她开心而已。凤姐有一回过生日，她
那个混帐男人居然要拿出剑来追着她砍，您说，她心里多窝
火呀！可是，在老太太出面调解后，她也就不吵不闹了。所
以，至少比起宝玉以及他的那几个姐妹，凤姐算很孝敬长辈
的了。

凤姐的老公贾琏有个族弟，名叫贾瑞，这人更加混帐。按说
贾瑞的爷爷还是教书先生，他本人也读了不少书，可他居然



打起了他嫂子———凤姐的主意。这要换了一般的人，说
声“no”也就完了，可凤姐是谁呀？她眼里可容不下沙子，对
这种狼心狗肺的东东不给点颜色瞧瞧，说不过去呀！报告上
级？不行，怎么能让老人操心呢？自己来吧。于是，贾瑞上
套，就在大冬天冻了一夜，活该！按说这事就完了吧，可贾
瑞大概是冻糊涂了，色心不死，接着来。凤姐可不是好惹的，
你还不死心啊？苦头没吃够！于是这回，贾蓉贾蔷一人收了
他五十两银子。从此，贾瑞再也不敢往荣国府跑了。从这件
事可以看出，凤姐对于婚姻是忠诚的，而且她不象一般的女
人那样，她能够用自已的力量去惩罚恶人，比只会哭哭啼啼
找妇联的人强得多了。

有一次，凤姐的公公———老流氓贾赦看上了老太太的丫环
鸳鸯，可他自己又不敢说，于是托她的婆婆邢夫人找到凤姐，
希望她去找老太太说。前文说过，凤姐很孝顺啊，自然不能
指着贾赦的鼻子大骂：“你这个臭流氓！”可是，她又那么
的嫉恶如仇，自然也不能帮他的忙啊！于是，凤姐就展开她
的聪明才智，三十六计，躲为上计。最后邢夫人在老太太那
碰了一鼻子灰。百善孝为先，老流氓的行为又确实让人不齿，
凤姐该怎么做？能有比躲开更好的办法吗？不失孝道，不为
非作歹，凤姐，难能可贵呀！

有一次，宝玉和那一群姐妹们要开什么诗社，没银子，找管
家婆———凤姐拿银子，按理说，荣国府的日子早就过得紧
巴巴的了，凤姐不给，也说得过去啊！“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们”的道理凤姐还是懂得的，二话不说，银子摆上。还有一
次，贾环和丫头赌钱输了赖帐，凤姐见到了，把他骂了一顿，
出钱替他了帐。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凤姐对弟弟妹妹也是
很好的，这样的嫂嫂，没话说。

宁国府贾蓉之妻秦可卿去世后，尤氏有病，不能料理丧事，
于是凤姐临时转会宁国府，转会期一个月。王总教练上任伊
始，一顿板子打了一个老队员先立威，不这样做没人听啊！
凤姐的坏名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事得来的吧！可是，这



里有矛盾了，手狠，得罪人，手软，难治家。怎么办？没有
规沮不成方圆，我先立法，依法可也，不依则罚。凤姐的行
为，可与包青天相比了。（抱头，躲，没砸着）同样的不怕
得罪人，同样的执法如山。这是别人病了，她代劳，比别人
做得好。后来有一回她病了，嘿，她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
（李纨，探春，宝钗）来干，由此可见，她持家确有一套。

尊敬长辈，爱护弟妹，嫉恶如仇，持家有方，头脑聪明，这
就是王熙凤。她能力很强，即使是在现代，也是女性的代表。
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切不可只看到一方面，要全面的了解
后再下定论，对事亦然。

红楼读后感篇二

《红楼梦》，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相信很多人都对这部旷世
之作耳熟能详，在《红楼梦》里我偏爱“娴静犹如花照水，
行动好比风拂柳”的林黛玉，同时，我也对宝黛的感情深感
惋惜。

可能很多人对林黛玉有着太多的偏见，而我认为林黛玉是个
才思敏捷、悟性极高的女子，虽然她有时爱闹些小脾气，但
仍然是瑕不掩瑜。同时，薛宝钗为人处世的圆滑和无可挑剔
的性格，更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女子，她们只懂一味的听
从父母的安排，想办法让自己更完美，更招人喜欢。所以，
相较之下，林黛玉独特的思想更吸引我。追其本质，不该总
拿她们两位作比较的，但怨就怨在金玉良缘上，让人不得
不“站队”。

在感情中，黛玉对宝玉的爱是自私的，且内心哀怨着所谓的
金玉良缘，就像她说的：“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
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她说的字字珠玑，由此他们的感情
线也一直牵动我心，让人心疼、哀怨，我仿佛置身于其中，
被这凄美的爱情所感染。文章中有一节是黛玉葬花，而这
句“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也是出自此情节，



很多人都说黛玉矫情做作，但其实这一行为是她感叹自己的
身世，也担心自己像这些花儿一样连个归宿都没有，孤零零
的洒落在地。所以，黛玉有了葬花这一行为，她想让这些花
儿有个归宿。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作者的伏笔，暗示了黛玉
的结局。在黛玉消香玉陨的那一晚，众人都在为贾宝玉和薛
宝钗的婚事忙前忙后，贾府一派喜气洋洋，却没人关心那个
在潇湘馆里悬着一口气的她，苦苦等待宝玉的黛玉最后彻底
没了希望，焚书，烧手帕，她宣泄了自己最后的情感。看到
这，我的心不知被什么狠狠揪住，在黛玉流尽最后一滴泪时，
我的心却又莫名的释然转而却又愤懑，或许我是恨金玉良缘
这一说法，又或是恨这封建旧社会。黛玉这一生也真真儿应
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句话，她来的干净，去的倒也干净。
而宝玉呢？被他们蒙在鼓里，在掀盖头前一声一声的叫着林
妹妹，没想到最后大失所望，也导致了贾宝玉的崩溃和最后
出家的行为，使得薛宝钗落个独守空房，暗自神伤的下场，
是他们自认为最好的安排毁了三个人的幸福，他们为了这桩
婚事，让所有知情者瞒着黛玉和宝玉，编出了谎话使得贾宝
玉以为自己迎娶的是黛玉。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广为流传的作
风说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因这一封建思想导致了
最后的悲剧。

而《红楼梦》除了宝黛的恋情，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鉴赏，品
味，学习。例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当初接待刘姥姥的是王
熙凤，同时也映射了最后有求于她的也是王熙凤，在王熙凤
奄奄一息走投无路时，把自己的女儿巧姐交由刘姥姥抚养。
还有贾雨村乱判案，其实这一情节把当时的人惧怕位高权重
表现的淋漓尽致，贾雨村他怕薛蟠背后的强大势力，使得他
竟把有恩于他的恩人女儿英莲冤判于薛蟠。另外还有元春的
逝世，大观园的落败，等等……处处讥讽着贪婪，腐朽的人
性，为了钱权不择手段的严重性。

读《红楼梦》的人是那样的多，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红学专家
解读《红楼梦》、剖析内容、演讲大观园兴盛衰败的这一过
程、解析人物内心，而我却没有那么高深的文化底蕴，我只



能是怀揣着谦卑和信仰之心去读《红楼梦》，它给了我很大
的感触，我也为它倾尽我所有的感情，我深深的痴迷于它，
这或许就是《红楼梦》成为经典名著的独特魅力。

在《红楼梦》最后的结尾处，只见一僧一道与宝玉飘然岸去，
口中念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
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天地鸿蒙，恩怨情愫，终又回到
了最初的地方……

红楼读后感篇三

20xx.6月开始点开的这本书，开开合合如今总归把它看完了。
时间拖得太长，其中人物关系都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是最主
要的几个人物形象在我心中还是鲜明了起来。

自小药不离手的我以前总是自诩如黛玉般多病娇弱，那就先
说说她吧。多愁善感，敏感脆弱是她的关键词。以前听闻黛
玉葬花的故事，觉得黛玉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才女。书
中“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更是让她多愁善感的形象更
加具体化。看完书，并没有对她有更多的想法，可能在我当
下20出头的年纪里，没有那么同情弱者。

没看书之前，只知宝玉衔玉而生，与黛玉情投意合，黛玉逝
世后便遁入空门，成为一段不能厮守的凄美爱情。了解之后
才发现不尽其然。他出身荣华，但一心只想与“纯洁”的姊
妹们玩耍，无心功名利禄。后来贾母觉得黛玉病多寿短便与
凤姐骗了宝玉迎娶了宝钗，成亲当时黛玉含恨离世。宝玉悲
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只是仍然疯癫，少时清醒。贾府
随着元妃离世贾赦抄家开始败落，宝玉仍然无所作为。后来
他重游太虚幻境，重看金陵十二钗，顿悟一切。便开始通过
考取一第来回报家庭，在贾政归途中叩头谢恩，便算是“尘
俗已毕”。这样的宝玉，让人讨厌不起来。功名利禄，子嗣



孙儿都有了，于是他才去了，也算有他的担当。

最喜欢凤姐和平儿。凤姐个性鲜明坦荡，竭尽全力为了贾府，
最后却被误会不尽心操办贾母的后事。平儿能够在所有的关
系中完美自处，这是我这个年纪最向往的。她能够基于贾琏
的小情人这样身份还和凤姐相处融洽，是为智；能够在下人
都觉得凤姐泼辣心狠的情况下保持本心，与人和善，是为德；
凤姐离世后力保巧姐的幸福，是为忠。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

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

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

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

红楼结局不是想象中的悲戚，“桃林依旧，只是不见佳人挥
鞭”，天下大赦，贾府又将兴盛，只是不见当年的那些可爱
的人儿。

红楼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它写了贾宝玉和林黛
玉千古绝唱的爱情悲歌，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沉
浮，让人一生回味。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这段爱情，让人觉得可惜，从小就是青梅
竹马，却逃不出命运的安排。

林黛玉从出生起就体弱多病，早年丧母，又失去父亲，和外
祖母一起住。虽和兄弟姐妹在一起，却还是时常想起自己无
依无靠，看着别人躺在母亲怀里撒娇，自己只能躲在旁边偷
偷地哭。最后，当黛玉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平时姐妹
们在一起多么热闹，离别人间时冷冷清清，人人在忙着宝玉
和宝钗的婚礼，还有谁会惦记着她呢？她走时只有紫鹃陪在
身边。

《红楼梦》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令人毕生难忘，曲折生动
的故事情节使人抚怀感叹。透过他们的人生和遭遇，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一场场悲欢离合，更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中国小说史上不可超越的顶峰。言情而不言情，
也是它的伟大之处。如果你没读过《红楼梦》，不妨先看看
这篇读后感，或许能让你更能读懂《红楼梦》。

《红楼梦》，一部含笑的悲剧。《红楼梦》不只描写了一个
封建贵族家庭由荣华走向衰败的三代生活，而且还大胆地控
诉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和堕落，指出他们的种种虚伪、欺
诈、贪婪、腐朽和罪恶。它不单指出这一家族的必然崩溃和
死亡，同时也暗示了这一家族所属的阶级和社会的必然崩溃
和死亡。

曹雪芹笔触下所创造和热爱的主人公是那些敢于反判那个垂
死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贰臣逆子;所同情悼惜的是那些封建制度
下的牺牲者;所批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和不合理
的社会制度。一边是木石前盟，一边又是金玉姻缘。一边是
封建社会下必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是心驰神往的自由之
身。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为我们展现了这场无声的较量。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爱情故事浓缩了这场较量的.全部硝烟，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质本洁来还洁
去”，在面对封建礼教下的种种迫害和冷漠，甚至以生命的
付出为代价，质本洁的追求始终不弃。我们感叹贾、林两人
爱情的悲剧的时候，看到了造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林黛
玉的清高的个性，她的个性与当时的世俗格格不入，无法与
社会“融合”，她的自卑情结正是她自尊的体现，也是她悲
剧的开始。

《红楼梦》中她葬花的一段情节，是她的个性体现的焦点所
在。她的自卑、自尊、自怜在她的《葬花词》中袒露无
遗：“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年三百六十
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
空枝见血痕。”“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
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捧净土掩风流。质本洁
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
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一个世俗之人无法明白她的思绪，“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
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面对落花，
她想到自己死后的情景，无法释怀，又潸潸泪下。在封建礼
教前，她的自卑激发了她的自尊，当宝玉挨打后，工于心计、
精于世故的薛宝钗送来了药丸，而且还用训教的口气规劝宝
玉改邪归正。但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宝玉的支持人——善
良孤傲的林黛玉却只是一味地哭，把眼睛都哭成了桃儿一般，
她的哭不是软弱，她以哭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来真诚声援宝
玉，默默对抗封建礼教，因此只有他们二人的心才贴得最近，
爱得最深。

“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
如西子胜三分”作者通过贾宝玉的眼睛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聪
明多才、美貌体弱的病态美人。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无视



世俗的传统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在经受了无数摧残之后，
生命尽头到来之际，封建社会的狰狞面目加速了她的香消玉
陨。看过《红楼梦》，我们不会忘记黛玉临死前的那个场景，
病危之际，紫鹃四处求人，却没人肯帮。为避免晦气，贾母
把宝玉的婚事也转到别处去办理。一面是成亲的喜庆景象，
一面是死前的哀怨凄婉，“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无怪乎黛
玉的葬花吟诵。

什么地方有一个干净的、理想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有我自
己的理想的地方，是香丘呢，我现在所处的现实社会都是污
浊不堪的，我要找一个自己的理想的地方，黛玉至死不放弃
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为之揪心，为之愤懑，一对追求自由的
青年男女在封建的枷锁之下生离死别。“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就这样在宝玉的婚庆锣鼓声中离开了
人世。带着她的那份甜蜜走了。甜在何处?甜在这个人不接受
世界，世界不接受人的世界上获得理解和亲爱，在孤独无依
的世界上，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温暖;在情爱无傍的世界上，
宝玉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虽然最后她成为了那些封建制度
下的牺牲者。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假真真，让人琢
磨不透《红楼梦》中的一切，林黛玉作为灵魂人物，她与常
人不同，她就是她，一丛清高孤傲的、孤芳自赏的空谷幽兰。
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是命运所赐，也以此写成了她的命运。

红楼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人物，比如贾宝玉、袭人、宝钗.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林黛玉，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把林黛玉与众
不同的特点。

林黛玉是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女主角，金陵十二钗之首，
四大家族贾家第四代贾敏与扬州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女，宝玉



的姑表妹，贾母的亲外孙女。幼年丧母，体弱多病，红颜薄
命、身世可怜。

黛玉聪慧无比、琴棋诗画样样俱佳，尤其诗作更是大观园群
芳之冠。

在《黛玉葬花祭花魂》这篇文章里，更突出了林黛玉多疑与
敏感，多疑表现在黛玉在敲怡红院的门时，晴雯没有开门，
黛玉又听见宝钗和宝玉在里面说说笑笑，不禁流下了眼泪。
敏感表现在当第二天，宝玉来找黛玉，黛玉哭个不停。

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
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在第七十六
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湘云和黛玉在
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了下句："
冷月葬花魂。"就表现了黛玉离别时的情绪。

曹雪芹对每个人物的形象刻画的都不一样，而且还清清楚楚
的、对比鲜明，尤其是林黛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写作
的妙处，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写作方法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