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汇总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一

红楼梦，一部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巨作的小说，又称“石头
记”，作者是清代作家曹雪芹。这部小说历经多年的创作，
从文化价值、人物塑造、描写手法等多个方面都具有独特的
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
中，我不仅体会到了小说所传达的深邃情感和智慧，而且对
于人生、自我、家庭、生活等方面也有了自己独到的思考和
体会，以下就是我的一些感想和体验。

第一段：珍爱生命，珍稀品质

在红楼梦中，其中的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等人物形象都
展现出了珍贵的品质，书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给我很深的
印象。人物形象的塑造完美体现了个人的智慧和精神特质。
林黛玉就是非常具有人类情感，尤其是对于生命的关注和珍
爱。林黛玉有一个做梦，梦到一只蝴蝶落到了她脚上，在掌
心中转一个圈，最后飞离自己的梦境的情节，反映出黛玉对
自身的认识和清醒，她珍视生命，且清晰的认识到生命的脆
弱和短暂。这让我想到了人生最珍贵的财富就是生命。在面
对生活的不易和困难时，珍惜生命的态度和坚定的品质，是
我们需要在人生路上永远坚守的信念。

第二段：自我认知，获得自由



在莫言小说中，有一幅画面，描述了小说中的一个女孩，吃
着苹果，英勇向外看去，脸上充满勇气和无畏。这图像也体
现了小说中，对于自我认知真实的呈现。通过红楼梦中的林
黛玉、贾宝玉等人物，小说呈现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心理特
质和深入的人性探讨。而自我认知是人生路上的一项重要任
务。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能获得自己真正
的自由。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自我认知、自我认同，换一种想
法对于生活和人生进行更加积极的管理，这样才能更好地发
挥自己的潜能，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人生道路。

第三段：家庭与感情，心灵探索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对于家庭的感受、家族的变迁、亲情关
系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书中对于人物之间的情
感也做了精彩的展现。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这些
感情的塑造都反应出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探讨。在家庭与感
情的面前，任何人都会探索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和妥协。
性格内向的宝玉渴望家庭，痴情的贾母深思子孙成长，工于
心计的王熙凤多愁善感。小说正反面人物的配比，深深地体
现了人性中犹豫、宽容、慷慨、勇敢等复杂的内心感受。

第四段：人情世态，识别真假

“江湖”一词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有着很深远的意义，红楼梦
中也深入地体现了一些江湖文化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展
现了一些不同的人情与世态。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具备较
好区分真假之品质，才能更好地对待亲友关系、为人处事等。
譬如金银玩赏、婚嫁聘送和装饰等都是人情世态和文化变迁
之某一方面的反映，也让我明白司空见惯之物也充满着深入
的文化底蕴。在面对人际 relationships 等问题时，我们应该
充分提高自身的认知、觉察感受，看待问题不被表面所困。

第五段：和谐自然，向往家园



古人常说“心有所向, 运有所归”，这样的名言也体现在了
书籍中的表述之中。小说中通过各类风景即景点和植物及花
草等形象的塑造，描写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自然世界。在书
中，花好月寂、草木飘香、景色空灵，在一些具备文化气息
的场景中更浓于网络、数字、金融相关场景。自然是我们的
源头，大自然始终是人类创造艺术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我看
来，人类对于自然的热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我们需要
物尽其用、和谐共处，关注环境、保护自然，让我们的家园
充满生机和活力。

总之，阅读红楼梦是一种很好的思考体验和精神享受。小说
不仅展示了宏大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还让我们深
刻认识到了人生的意义和追求。通过我对于读书的思考和总
结，我坚信，更好地应用红楼梦所传达的精神和价值观，会
进一步带来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成长和进步。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二

读书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于茶余饭后，捧一本好书，找一处
僻静的地方，读上一段。一抬头，就能看看很深很深的天空，
蓝色的底子，零星点缀的几朵白云；侧耳就能听见风的低吟，
抬头即是飞鸟的足迹；闭上眼，是沁人的袅袅香气……时间
或像停滞，或回到过去，或穿越未来，感受不到此刻的流逝，
感受不到年华的追逐，一切都是安静的、祥和的。

最喜欢看的书就要数曹雪芹的《红楼梦》了，所以跟着爸爸
妈妈去北京旅游的时候我强烈要求去大观园逛一逛。刚穿过
菜户营桥，“北京大观园”五个大字便映人眼帘，沿街直走
大约两百米，便可见右手边悬着的“黛玉阁”，这里是大观
园西门，往左走几步便是售票处，随即买了票，进了园子。

正对西门的街道右边有各种民间艺人摆的摊：人物速写、名
字作画、吹糖人、各色吊坠等。只见那位大师将材料在手里
来回团搓一番，拉出一根长长的管子，几下便捏出猴样来，



大师一边做糖人一边还讲起吹糖人的文化来，而手上的动作
不停，几分钟后小猴子便栩栩如生了！

往前走，一抬头便见到“凹晶溪馆”四个大字，湘黛中秋夜
曾在此联诗，只不知凸碧山庄在何处？顺着路标左拐没几步
就到了怡红院，门前一株西府海棠、一棵芭蕉，ih是蕉棠两植。
怡红院果然以红绿为主，房内四面皆是镂空的玲珑木
板，“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安置笔砚处，或供设花
瓶，或安放盆景。其形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
或连环半壁，剔透玲珑”。左手边是宝玉的卧室，床上挂着
大红撒金蚊帐，合了主人的旨趣。卧室外边是宝玉主仆三人
的蜡像，围着团桌子站在那里。

全文以小作者游览大观园的足迹为线索展开，因游览途中的
所见所闻联想到了书中各人物的命运，构思新颖，结构紧密。
文中的人景融为一体，观察入微，文笔灵动。梦系红楼，心
系玉人，小作者用心去读红楼，去品红楼，品一缕思绪，引
出那金雕玉镂的世界，个中滋味，只有真正赏红楼的人才能
明白，可见小作者对《红楼梦》是真心喜爱，才能如此用心。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三

第一段：细腻人物形象与真实人性的表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它以其丰富的
人物形象和细腻的情感描写，深入人心。作者曹雪芹通过对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多个人物的刻画，深刻描绘出了
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宝玉聪明而孤独，黛玉敏感而倔强，薛
宝钗端庄而缄默，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命运，透
过他们的言行举止，读者能够深入了解每个角色的喜怒哀乐，
从而看透世间人事种种。

第二段：深刻揭示封建官僚社会的病态现象



《红楼梦》以宝玉和黛玉的悲剧结局，道出了封建官僚社会
的病态现象。从贾府的日常生活到贾家的衰落，曹雪芹无情
地揭示了权贵世家的丑恶和虚伪。人之初天性善良，而利益
的驱使使得贾府的成员们相互欺骗、陷害，最终导致了宝黛
之间的不幸结局。通过这一描写，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官
僚社会的腐败和虚伪，告诫人们要珍惜真挚的情感，远离世
俗的虚假和名利的诱惑。

第三段：艺术手法与叙事结构的独特之处

《红楼梦》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叙事结构成为中国古典文
学经典之一。曹雪芹通过巧妙的描写和对比，将故事分为前、
中、后三十回，前三十回以贾宝玉为主线，后三十回以奢华
腐败的贾府为主线，中间则以黛玉的生死为转折点，形成了
动人心魄的叙事结构。同时，曹雪芹深入细致地描写了贾府
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繁复的人物关系网络和反复渲染的情
感，刻画出一个真实而绚烂的世界。

第四段：情感态度与审美价值的追寻

《红楼梦》以其独特的情感态度和审美价值观引领了整个作
品的核心思想。作者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揭示以及深入的人性
刻画，抒发了对世俗虚伪和人情冷暖的反思和悲凉。他以寓
言的手法，以“红楼”为象征，诠释了人生如梦、如烟的哲
理，表达了对纷繁世事和人事的领悟。同时，曹雪芹在作品
中不断探索人性的真实与纯粹之间的关系，通过宝黛之间的
情感纠结，探讨了爱情、友情和亲情中的人性欲望、情感真
挚与伤害。

第五段：《红楼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百年过去，虽然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
《红楼梦》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生命力。它不仅仅是一部古
代文学作品，更是对人类心灵的一次穿越和启迪。作为一部



描写人性的巨著，它在当今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普世
价值。它告诫人们要珍惜真挚的情感，摒弃虚假和权力的追
逐；它引导人们审视社会现象，反思权贵社会的弊病；它以
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艺术手法，给予我们无尽的欢愉与思索。
《红楼梦》是一部如梦如烟的经典巨著，它回心返璞，触及
读者心弦，唤醒我们对人性真谛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通过以上五段的连贯叙述，我们对《红楼梦》回归初心的感
受和观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它对人性的描绘、对封建官
僚社会的反思和对现象现实的诠释，以及其独特的艺术手法
和叙事结构，让我们能够从古代的纷争中看到人性的多面性，
同时也给予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深思与启示。《红楼梦》回，
意味着我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经典之作，发现其中
蕴含的真理、美好和价值。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四

西方奥斯卡刚刚颁奖完毕，贾府这边便闹腾开了，说也要评
什么奥斯卡奖，让洋人看看，咱国产的经过包装后也不比进
口的差。于是，一个月后，一串长长的获奖名单终于出炉了。

最佳女主角空缺一提到最佳女主角，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想到
了薛宝钗。可不是嘛，她上能讨好太太、夫人们，下能团结
打杂的小丫头，宗旨就是不得罪人，既是笑面佛，又是不倒
翁，且后台又硬，最近经某包装公司的全新包装，形象上更
是光彩照人，这奖好像该归她了。但不巧的是，这事被正在
泰国公费旅游的王熙凤知道了，她哪能容忍这等好事落在别
人头上？于是她一面给所有评委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末位添0，
一面往回赶，想主持大局。

但天有不测风云，飞机失事，辣妹子只好含恨见上帝去了。
最后评委们一致认为受贿者也要讲职业道德，说不给别人就
不给别人，于是这项奖就让它空缺了。最佳男主角贾宝玉难
怪他最近总唱黎明的《非我莫属》，青春偶像呗，走到哪儿



都有女孩子惊叫，大喊honey，然后摇动手中的本子要签名。
尽管我们这位颇有人气的小帅哥到现在还不识五线谱，但不
学无术是没有关系的。人家靠的就是这张脸，再经过包装，
开场演唱会比你一辈子赚的钱还多。

你不得不佩服，这年头的包装公司能把乌鸦变成凤凰。最佳
女配角袭人本来大家要选晴雯，她的票数也比较多，因为她
有讨人喜欢的性格，敢打敢怨，敢怒敢骂，勇于承担责任，
十足辣妹子。但作者给她定了个奴才身份，奴才就要像个奴
才样，是奴才就要学袭人的样儿。袭人这才叫把奴才当到了
份儿上，她得奖没人有什么话说。最佳男配角贾雨村他的笑
实在是精彩，心虚的笑、狡诈的笑、真心的笑实在令人佩服。
而且最近听说他老人家多方面发展，还打人了歌唱领域，成
了三栖明星，用起了周杰伦擅长的唱法，五十多岁还出来吓
人，真可谓不服不行。

最佳咦？怎么这么亮？我醒了吗？那我刚刚是在做梦？这确
实是虚幻的红楼一梦。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巨作，是清代
作家曹雪芹所著，被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作
品多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深刻的人性分析为主，其中既有承
载着爱恨情仇的情节跌宕起伏，也有对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
讽刺和反思。在读完红楼梦之后，我深刻感受到了这部文学
巨作的种种魅力，并从中领悟到了不少宝贵的道理。

第一段，红楼梦中人性的深入剖析。红楼梦中的各个角色都
具有鲜明的人性特点，曹雪芹通过深入细致的描写，将每个
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深度剖析。如林黛玉，她的形象美
丽而又富于灵性，内心却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逝去时光
的感伤；而宝玉则是一个天真善良，却又深受家族压迫的男
孩。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描绘，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之



间情感纷争和内心的挣扎，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性的丰富性
和多面性。

第二段，红楼梦对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讽刺和反思。在红楼
梦中，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和反
思。如宝玉的出身虽然是贵族，但决不代表他的一切都完美
无缺；贾母对子孙们的高要求，却忽视了家族的内部问题。
这些场景都展现了曹雪芹对封建道德的批判，让我们反思人
性和人类文明的缺陷。同时也引发读者思考，对封建社会和
现代社会的种种不足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反思。

第三段，红楼梦对人性命运的思考。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
过对世俗规则的讽刺和对命运的思考，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
考人生的意义和本质。如宝玉的身世虽然是贵族，甚至拥有
花园，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对现实的不适，周围的成人大都以
利益和权力为重，没有一个人将宝玉真正地关心得如自己的
亲人一般；而黛玉则注重人间情感，但却不得不面对家族的
利益和规矩的束缚，她和宝玉的同病相怜最终化成发自内心
的羁绊。通过对命运的思考，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所面
对的种种问题和限制，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生
命的珍贵。

第四段，艺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卓越的文学
作品，经典的艺术气息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推崇，
而且在今天仍然被翻译、流传和欣赏。红楼梦通过细致的情
节和璀璨的文学语言，给我们带来了美感和艺术欣赏的体验。
读完红楼梦后，我们不仅能够深入地了解到人性和命运的内
涵，也能够感受到艺术的美妙和卓越的创造力，这对于我们
自身的文艺修养和内心的充实非常有益。

第五段，对于红楼梦的价值评价。红楼梦是一部经典之作，
被诵读、传颂和欣赏已经数百年之久。诞生于四百年前的一
部小说，给人以原滋原味的人情、风景、习俗和道德；曹雪
芹独特的见解、诗意的叙述，给人以比现实文学更加丰盈、



真实、细腻的效果。红楼梦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的
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突出的地位。在今天，我
们仍需要深入地阅读并欣赏这部文学巨著，以此感悟人生的
种种意义和内涵。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一座奇妙之屋，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人性、
命运和艺术的种种内涵。红楼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情节和人
物的形象，更在于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对人性的深度和多
层次分析，对于艺术的卓越创造和表现。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红楼梦对于自己的影响和感受，从中汲取到了文学艺术价值
和精神文化上的收获，希望世界永远有红楼梦这样的奇妙之
作！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六

有道是“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暑假的
一天，我抱着好奇的心态读完了曹雪芹与高鹗呕尽几十年心
血著成的《红楼梦》。我深有感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
荒诞神奇而寓意颇深的奇书，是一曲人类悲剧命运的无尽的
挽歌。其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在我眼中都是水做成
的女子，如沉鱼的西施，似闭月的貂蝉。而她们都是悲剧的
两个“代名词”。

黛玉有着真实与自由。在贾府，尽管被封建的枷锁所束缚，
她还是不愿屈服，选择洗一身清洁，染一池灵动，追一方梦
想，掀起自由与反抗的波澜。但，森严的贾府容不得她的无
拘无束，她注定要如活水般流向远方。黛玉因“寄人篱下”
和所谓的“金玉良缘”多生优愁伤感。于是，她以提锄揽蓝
收落红，扶柳溅泪送飘絮，挥手焚稿断痴情作为感叹身世遭
遇的哀音。最终，为爱情熬尽最后一滴泪，令一缕香魂随风
飘散！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认木石前盟”！宝钗虽深爱着宝玉，
却得不到宝玉的爱，得不到“木石前盟”的浪漫，难道她不



痛心吗？狠毒冷漠的贾府众人不知“强扭的瓜不甜”，利用
掉包计，撮合宝钗与宝玉成婚。

而宝钗明知宝玉想娶的绝非自己，却仍要胜任这个尴尬的角
色。怜她固执地认为：只要德，才，艺超过了黛玉，就能换
回宝玉的爱。可她错了，宝玉最终意难平，选择了出家为僧。
她梦寐以求的爱支离破碎。她伴着“既生瑜，何生亮”的叹
息，顺从地走在封建礼教为她安排的轨道上。到头来，只成
为贾薛两家被利用的棋子，权势的牺牲品。宝钗的命运比黛
玉更悲惨。

两个花容月貌，冰雪聪明的女子是两只林间的鸟，却被关进
了金丝鸟笼；是两株野生的幽兰，却被栽进了名贵花盆。纵
使锦衣玉食，也毫无快乐，毫无幸福！而今，中国社会经历
了几百年的变革终于成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现代年
轻人几乎已不再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享有恋爱，
婚姻自由权。《红楼梦》的悲剧绝不会重演！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七

《红楼梦》读后感700字(一)

今天，我读了被”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四大名著之
一——《红楼梦》。红楼梦属章回长篇小说，成书于清乾隆
帝四十九年甲辰，也就是1784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
《红楼梦》，它的原名为《石头记》、《情憎录》、《风月
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
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作之一。最初的《红楼梦》是以手抄本
形式流传，只有前八十回(学者研究实为79回，今存第80回本
是79回后半，后人割裂已足八十整数;另有学者认为今79、80
二回本均为续作混入)。此后，《红楼梦》续作纷纷出笼，据
统计，《红楼梦》续书种类高达百余种。最为红学界关注的
版本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现通行的续作是由高鹗续全
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



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
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贾、宁二府由胜到衰的过程。全
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
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
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
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
溃的真实写照。

其中有一篇令我难忘的故事，就是第十五回：黛玉焚稿断痴
情，宝玉误娶薛宝钗。在这一回中讲述了，贾母请来了一个
算命先生给宝玉算命，说宝玉要即刻娶一个金命的女子冲冲
喜，这个女子就是薛宝钗，贾母当然答应，她早就看上了薛
宝钗。可宝玉死活不答应，贾母的话他压根没听进去。大家
都知道宝玉喜欢黛玉，凤娘王熙凤劝贾母说先允了宝玉答应
他娶黛玉，到时候再把新娘一换不就行了。贾母觉得这是个
好主意可是她哪里知道，王熙凤是断送了一对有情人，活活
的把两人给拆散了。

我感受到了王熙凤很可恶，她明知道宝玉和黛玉是天造地设
的一对有情人，还活活拆散了他俩。毕竟结婚是两个家族的
大事，可是她竟自作主张给宝玉变了婚事，还不让宝玉去看
黛玉，实在是可恶!由此，我也体会到了清朝社会的腐败，和
贵族压迫贫穷人民的不公平。

《红楼梦》读后感700字(二)

在暑假期间，我在闲暇时间读了中国经典四大名著之一，曹
雪琴写的——《红楼梦》。读着《红楼梦》我的心就像扔进
水中的石头一样沉浸了下去，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让我意犹
未尽。

这个故事的波折很大：而故事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几位：有



深明大义的贾母，有溺爱孩子的王夫人，有雷厉风行、爱耍
小聪明的王熙凤(凤姐)，有爱哭，软弱，但是纯洁的林黛玉，
还有为人正直，而且聪明善良的平儿。

故事中的环节是一环扣一环，读的过程让人回味无穷。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篇：——宝玉、凤姐遭到了别人的陷害，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原来赵姨娘和贾环，马道婆都比较悔
恨凤姐和宝玉。一次贾环进荣府，去探望宝玉，在他接近宝
玉时，邪恶的念头在他心头一闪，他心生一计，想用身上的
蜡烛泼到宝玉身上，因此，他便装作不小心抬凳子碰到蜡烛，
把蜡油全泼到了宝玉身上，很快宝玉的脸上就长了一串儿水
泡，我不由得想，这个贾环怎么这么恶毒啊?哎!

还有一次，赵姨娘进府，走的路上碰到了宝玉的娘马道婆，
赵姨娘把自己十分恨宝玉和凤姐的事说了出来，马道婆婆听
了后马上说，可以杀了他们，之后凤姐也被害的天天拿着刀
看鸡杀鸡，看人杀人。最后两人累的都睡了几天没醒，王夫
人只好请圣僧来，圣僧拿着宝玉的玉念了一会儿，三十三天
后宝玉才能正常活动，我读到这里，心想，这个马道婆真是
太恶毒了，我好同情宝玉和凤姐啊!

后面还有多章节，每章都栩栩如生，生动形象，读完《红楼
梦》后，我收获丰富，红楼梦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炎凉世态。

《红楼梦》读后感700字(三)

还记得那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吗?那是一
种怎样的撕心裂肺的痛，我无从所知。她牵挂着宝玉，用她
全部的热情为他痛哭，而后带着深深的眷恋与无奈，卷入泥
土，空留落花香。

林黛玉的死是悲剧的终结，是苦难的挣脱，或许这就是她证
明爱情、摆脱束缚的最好方式。



“一个是南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
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曹雪芹用一
曲离歌写出了他们的相知、相遇、相爱。也写出了一个封建
贵族由繁荣走向衰败的过程。《红楼梦》以贾、史、王、薛
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平实的笔调讲述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可
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并赞美了封建礼教下纯美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封建礼教下的必然产物，从现在人
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他们勇于追求自由，心甘情愿为爱献
身。但是从世俗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疯子”。

是人们眼里的“异类”，而只有向刘姥姥那种善于言辞、知
人脸色的人才能更好的生活。

当然《红楼梦》中并不都是哀伤的痕迹，也有很多地方读起
来通顺流畅、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充满喜感。

例如林黛玉出场的场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
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
微微，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如此一副
美人胚子，又怎能叫人不心生怜悯?与她相比，贾宝玉的出场
就更加先声夺人了，从头到脚、由内到外，无一不充斥着富
贵人家的气息。

但是故事往往没有想象中美好，正应了那句话：苦难是化了
装的幸福。他们为了爱情可以不吝惜生命，及时告别也要给
人留下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会!

《红楼梦》读后感700字(四)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电视中一阵凄婉的吟
唱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好奇的去看看屏幕下古朴的字
体显示出的一行行文字。这些吟咏的片段深深吸引了我，于
是我带着强烈的好奇以及对文学的喜爱把家里的书柜翻了个



底朝天，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落满灰尘的你——
《红楼梦》。

《红楼梦》像是每个文科生的至宝，又像是高不可越的铁墙，
只能让人望书兴叹。

但是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却千辛万苦找到你，并钻
进了深深的大坑，从此开始了与这本书爱恨难分的纠缠史。

无数个夜晚，我盯着这本厚书一动不动的读上几个小时，一
边被这个可怕的古文，文白混合的小说体折腾得欲哭无泪，
一遍又难耐好奇心的往下翻译去。

读了一遍又一遍，又听了两遍评书和详细讲解后，我开始慢
慢理解了这本书。很多人都认为这本小说仅仅是讲述宝玉和
黛玉悲惨的爱情故事，其实这本书包含的深刻含义有很多。
曹雪芹写这本书时已经被抄家了，他在一个连自己的命都很
难保住时已经不再是一个浪漫多情、天真自由、锦衣玉食
的“宝玉”。他懂得了很多，并把这些隐藏在书里，讲述了
一个家族由繁华到衰败的过程。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只是宝玉说
的一句话。这样的话在今日不足为奇，但在那个充满封建礼
教的时代却是“疯话”。在那个时代，女性被束缚在“三从
四德”里，甚至被剥夺拥有个性的权利。而在这本书的文字
里，却有几十位个性迥异的女子，每一个都如此鲜活。秦雯
的勇毅、凤姐的泼辣，都那样直扑而来，直教人惊叹。这样
一对比，除了宝玉，男子反而一个个懦弱胆怯，只会读一点
死书，糟蹋女人。有这么开放的思想是那个时代很少有的作
品。

读一本《红楼梦》，永远读不完的是深切的与灵魂，你让我
看清世间的真、善、美、恶。次次读，次次悟，正是《红楼
梦》，你不朽的魅力。



《红楼梦》读后感700字(五)

如果五千年的文化成就是各有千秋的伟业，则《红楼梦》必
是不赞一词，千秋万代的惊世巨著。

如果色彩斑斓的文化阵地是一代伟人梦想的天堂，则《红楼
梦》必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方。

如果历史遗留的文化巨著是大海里的浪涛，一浪高过一浪，则
《红楼梦》必是浪涛的波峰，屹立在珠穆朗玛的顶峰，独现
其风采，俯视其万物。

《红楼梦》的横空出世，使千篇巨著都甘拜下风，俯首称臣。

走进《红楼梦》，顷刻间大观园的大门为我们打开，使我们
认识了温顺世故的袭人，出世孤高的妙玉，怯懦的迎春，忍
气吞声的尤二姐，敢于反抗的尤三姐和晴雯，以及泼辣能干
的探春。

红楼一梦，写尽了大观园的来历和曾经繁盛的景象，也写尽
了大观园里豆蔻年华的热烈，但在那个年代，“男尊女卑”
的封建传统观念造成了大观园里的重重悲剧：跳井而死的金
钏，孤守青灯泥佛的惜春，含冤而死的可卿，青春守寡的李
纨，被折磨至死的迎春，还有远嫁的探春……在封建社会的
残害下，那一个个灵动鲜活的生命，那纯洁如雪善良的心灵，
那如天使般的笑脸，无不让人为之叹息。

而晴雯却是这重重悲剧的典型代表，她性格倔强，敢怒敢言，
敢爱敢恨，她不卑躬屈膝，也绝不向封建势力低头。她
说：“难道谁比谁高些……即使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
气。”她谁都不愿奉承，也不想奉承，宁愿得罪别人，也不
受窝囊气，可见她是多么的狂傲。

抄检大观园时，在气势汹汹的势力面前，众人无不战战兢兢，



俯首帖耳。唯晴雯不然，她“挽着头发，闯了进来，豁锒一
声，将箱子打开，手提箱底，往地下一倒，箱里之物都被倒
了出来。”这正显示了她对权势的蔑视，但也预示着她悲惨
的结局。

然而红楼梦的主旋律在于宝黛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大家的心
目中，宝玉的形象简直坏透了，他被家长们看成是“不肖的
孽障”、“混世魔王”。唯有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从不向他
讲那些“混账话”的。在贾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刁剑
严相逼”下生活的林黛玉，是她，也只有她，才是的知己。
社会相逼，使他们产生了爱的火花，而他们的爱情却是不被
支持的，他们爱的越深，当时的社会也就会对他们伤害的越
大，他们俩的弱小力量加之黛玉有病在身，怎能和社会力量
相较量的。最终，他们的爱情被当时封建社会酿成悲剧，黛
玉离开了大家。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八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
巅峰之作。它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人物描写展现了清
朝贵族社会的生活和风貌，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读完《红楼梦》后，我深深地被其思想内容所折服，获得
了许多关于人生、家族、情感等方面的领悟和启示。在这篇
文章中，我将分享我个人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被本书中对于人性的描写所深深吸引。红楼梦中的
众多人物各具特色，生动形象，他们的言行举止反映出了各
自的人性弱点和缺陷。例如，贾府中尤其明显的世家成员之
间的勾心斗角，妇女地位的低下以及人心险恶等等，这些都
是作者对于贵族社会人性弱点的真实刻画。同时，书中也揭
示了人性的美好之处，如贾宝玉对黛玉坚贞不渝的爱情、贾
母的慈悲心肠等等。通过对人性的深入揭示，红楼梦传递了
一个重要的道理：人性具有复杂多样性，既有美好的一面，
也有丑陋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关键在



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面对自己的人性。

其次，我对于家族观念在小说中的体现和解读也有了新的认
识。红楼梦以贾府为背景，通过对于贾、史、王、薛等家族
的描写，展示了一个极具规模的大家族的兴衰过程。无论是
贾府的繁荣与衰败，还是各个家族成员之间的纷争和争斗，
都体现了作者对于家族观念的思考。通过对比贾宝玉、贾母
等人对于传统家族观念的执着和薛宝钗、林黛玉等人对于自
由婚姻观念的坚持，作者试图探讨传统与现代家族观念的冲
突和转变。这给我启示：家族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是也需要合理调整和更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革。

第三，红楼梦对于情感的描写和思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各自都有自己的爱情观和情感
体验。作者通过对贾宝玉、黛玉、宝钗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
的描写，深刻反映了情感的复杂性和伤害性。通过对比贾宝
玉对黛玉和宝钗之间的矛盾情感的挣扎，以及贾迎春等人的
不幸婚姻，作者展示了古代婚姻制度对于个人感情的压迫和
束缚。这让我意识到，爱情是自由的，感情是自主的，没有
人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选择和感受。

第四，红楼梦中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也给了我很大启示。
书中对于社会问题如官场腐败、贪污等进行了深入剖析，特
别是对于女性地位的探讨更是引人深思。贾府中的女性地位
低微，受着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束缚，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发
展。女性角色的悲剧命运和无奈境遇，使人产生对于女性地
位和权益的思考。这使我反思当今社会的性别平等问题，争
取女性在社会、家庭中拥有公平的地位和权利。

最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以出色的艺术表现力和深邃的思
想内涵，创作了这一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通过对于人性、
家族、情感、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思考和描写，作者呈现了一
个复杂而真实的世界。读完红楼梦后，我不禁深深沉思：如
何正确地认识和面对人性，如何传承和更新家族观念，如何



理解和实现自由的爱情，以及如何追求性别平等等问题都值
得我们思考和行动。红楼梦是一部千古之作，它给我们带来
了千古之思。只有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生、
认识自我、追求幸福。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九

如果问我在这个暑假最惬意的事情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的
回答：“闭上眼睛听妈妈为我读《红楼梦》。”

记得老舍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它不能不是伟大的作品，它
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老舍先生口中的“它”
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中之一《红楼梦》。

《红楼梦》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
于1784年原名《石头记》作者曹雪芹，续作由高鹗完成。

听着妈妈温柔的读书声，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封建大家庭里看
到众姑娘们捉弄刘姥姥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听到贾政考
宝玉功课我又替他忐忑不安、听黛玉吟《葬花词》又不禁潸
然泪下、想到四位生的如花似玉的姐们们的悲惨命运，我深
深的从心底里为她们感到难过。在宝玉迎娶薛宝钗那一回中，
黛玉竟香消玉损我又不禁嚎啕大哭。这些都表达了作者曹雪
芹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不满和憎恨。

妈妈怕我对这部小说的理解不够透彻，执意要亲自为我读完
它，每次看见妈妈读的口干舌燥，我都会感动的一塌糊涂，
正是妈妈这样认真边读边讲解，才让我对这部小说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

谢谢老妈！

谢谢《红楼梦》！



合上书想考考思奕的小脑袋里到底记住了多少，于是就顺口
问了一个小角色，但又是《红楼梦》中一个贯穿全文的重要
人物，正因她的一波三折多劫多难的离奇身世才让我们看清
了贾雨村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女儿的回答思路清晰，细小
环节讲的我目瞪口呆，真心的为女儿点赞！没有辜负我坚持
为她读完的决心！

红楼梦前五回读后感篇十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被誉为“中华一绝”，它
深入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人性的种种弱点，展现了
丰富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情感描写。读完《红楼梦》后，我
不禁产生了许多深刻的体会和感慨，下面我将从人物塑造、
情感描写、价值观思考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红楼梦对人物塑造可谓刻画细腻入微，栩栩如生。作
者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一系列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
象，将他们描绘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尤其是贾宝玉的形
象，既才华横溢又颇具人情味，他纯粹的艺术情操，赋予了
整部作品一种超然的艺术气息。同时，作者巧妙地通过世事
的朝夕更迭，塑造了一幅生动的社会图景，使人们对封建社
会的贪婪、虚伪、冷漠等弊病和人性的脆弱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

其次，红楼梦的情感描写堪称细到微表，令人信叹。作者以
琥珀、湘云、宝钗等女子为代表，巧妙地表现了女性的独立
意志和情感包容力。如黛玉的情感写得细腻温暖，她深情地
爱着宝玉，以至于最后发狂而亡。而宝钗则表现出坚强的心
理素质和聪明的头脑，她爱着宝玉，但她将个人的愿望放在
了最后，选择了远嫁为贾府讨个面子，这种不舍与无奈的情
感冲击人心。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精细的情感描写，让读者
感受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与深厚性。

再次，红楼梦引发了我对价值观的思考。在封建社会中，女



性被束缚于男权社会之下，缺乏独立和自由。然而，小说中
的林黛玉却超越了封建礼教和习俗，凭借着聪明活泼的性格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拒绝了世俗礼教对自己的束缚。她追求
心灵的自由，并主张人的内心世界的独立完整性。正是因为
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使林黛玉成为了整部作品中最具有
争议性的人物。通过林黛玉的塑造，小说表达了对封建礼教
体制的质疑，并呼吁在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追求个性和自由。

最后，红楼梦中舌战群芳，对社会现象的现实批判也值得推
敲。在小说中，宝玉与薛蟠、贾琏等人的争执，以及贾母、
王熙凤等人之间的斗争，既表现出封建社会的尔虞我诈、权
谋之争，又反映了社会现象与人之间的内在冲突。通过对这
种社会现象的批判，小说成为一种关于人性的深刻观察，引
发了读者对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的思考，使读者更深入地思
考封建社会的善恶与人性的复杂。

红楼梦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情感描
写上，更在于对封建社会弊端的揭示与触动。它通过描写世
态与人心，横批了人性之恶与人类情感的脆弱。它是一部弥
足珍贵的文化宝库，给人们以深远的思考。读完《红楼梦》
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它对现实的珍视、对心灵的呵护和对
人的关怀。它给予了我很多启示和思考，让我对封建社会有
了更全面的认知，也使我对自己的人生态度更加坚定和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