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楼梦小说读后感 红楼梦读后感心
得体会(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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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红楼梦小说读后感篇一

初读《红楼梦》时，我只看到了它不算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细
腻的的描写，只看到了它令人悲伤不已的宝黛爱情悲剧，看
到了“好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落魄
贾府，却忽略了那一个个鲜活的“金陵人”与贾府的起落兴
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
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
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这偌大的贾府，怎么便成了
“一场梦”了呢?是因为“生齿日繁”，家生奴才越来越多，
事务越来越繁杂，宁国府不就是例子?秦可卿葬礼上，遗失东
西，临期推诿，滥支冒领……王熙凤稍一整理便理出一大堆
问题，不正反映了荣宁两府的弊端吗?也是因为“安富尊荣者
尽多”，在第七十五回中，贾敬这样说道：“咱们这样的人
家，原比不起那寒酸人家，定要雪窗萤火，一日蟾宫折桂，
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一些书，不过比别人略
明白些，可以做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做官的”，仗着祖宗的功
绩，功名不用愁，利?总会有，哪里用着自己奋斗?于是乎，
贾敬烧丹炼药，做神仙梦;贾赫一味好色，“官也不好生作去，
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而贾政兢兢业业，却是“不惯结
务”，其实也不过是没有能力，更是因为下辈人中“运筹谋



画者无一”，宝玉是与贾政如出一辙的“不惯俗物”连黛玉
都说“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
进的少，如今若不能省俭，必致后手不接。”而宝玉脱口便
是：“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草字
辈的贾容与贾蔷倒是学习着办事，事还没办，倒先学会了人
情世故，一个先问凤婶子，一个先问琏二叔“要什么东西顺
便弄来孝敬”，且又是十几岁的孩子，如何担得起大任?想来
在清虚观打醮一日点戏时，贾母在听到《南柯梦》时，心时
一定咯噔了一下，所谓“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
见他楼塌了。”到头来也不过是南柯一梦，不过如此。

再看那“金陵十二钗”，或是如黛玉一般孤僻高傲，或是如
金钗坚守自我，却有几个人能做到洒脱?于是想起了那活在红
楼一梦的姑娘——史湘云，在一片封建礼教中，她笑得张扬，
她会因为听了好的诗题拍案叫妙，会因突然得了灵感，甩下
茶杯笑抢对诗，便是行令也要选一个爽快的方式，无半点千
金小姐的架子，只有她能“闲看花开花落，漫随云卷云舒”，
及时行乐，活得洒脱。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想来曹雪芹在经过“锦衣纨袴”“饫
甘餍肥”的生活后，生活于“蓬牗茅椽，绳床瓦灶”之中，
举家食粥酒常赊”之后，才会如此深刻的领会世态炎凉罢。

红楼梦小说读后感篇二

曹雪芹写《红楼梦》，不是什么恶毒，而是要展现自己心中
的真、善和美，展现自己心中的价值和信念。那怎么样才可
以让你了解他内心的真善美呢?他就借《红楼梦》这部小说，
把自己心中最美的东西一一陈列出来，让人们欣赏，赞赏，
唏嘘感叹;然后再亲手把它毁灭，让人们惋惜，痛惜，荡气回
肠的反思。

严格的说，只有悲剧才是美的。因为，人们心中期盼的，渴
望的都是美好的事情，好事发生的时候，都以为是天经地义、



自然而然的事情，却不知道感恩，不知道珍惜。曹雪芹之所
以这么做，就是要让人们学会了解，学会珍惜，学会正确的
对待和爱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悲剧发生的时候精神
崩塌，寻死觅活。

人的一生有两种梦，一种是天天晚上梦到的，一种是一生中
只有一次的。前者只有休息的时候才会做，后者则是分分秒
秒都在做。一定千万要记住，晚上梦中的很多事情、场景你
会后悔，但是你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在梦中改正或者补偿;但
是，后者却可以，人生之梦很长，你发现自己错了，随时都
可以纠正，只要你愿意。

末了，有些感想和大家分享。

好色是没有错的，情种也是在好色的贾府熏陶出来的。

情种对于女人的评论，即使是在男女平等的今天仍然有意义，
男人和女人，生理上的差别永远不可能视为不见的。

我自己已经证明，不读《红楼梦》也是可以脱俗的，但是，用
《红楼梦》作为脱俗的一种标准也是可以的，呵呵!

我常常说的，亲人用世俗的观念，假借“爱”的名义伤害亲
人是最残酷的。中学时代，读完《家》之后，好几天睡不好
觉，反思的就是这个问题。《红楼梦》里的故事同样如此!

红楼梦小说读后感篇三

很多年前我读红楼，可惜那时候年轻的头脑和书博大精深。
我没有耐心看完，也不懂其中的意思。书中细致繁琐的描写
丝毫不逊色于京剧里的老同学，几分钟就开始唱“啊”字，
让你昏昏欲睡。虽然是国粹，但是不能吃，不能消化。不，
琼瑶阿姨有一串直接而快乐的水晶梦。现在变老了，琼瑶的
书就像嚼口香糖和吐泡泡糖，所以我不想再看了。夺回红楼的



“石头”，我连个味道都没有。越嚼越爱。我迟早会放弃的。

首先，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你的爱。它涉及医学、
园林、建筑、书画、诗歌、烹饪、服装、花草、古玩等。当
时没有电脑。曹雪芹是怎么积累这么多知识的？这真的震惊
了他的毅力。而且整本书对研究清朝的风俗很有帮助。好像
是当时生活的小百科，包罗万象，包罗万象。还说后世有专
门研究红学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小说语言艺术魅力的成功驱动力，更值得被公认为语
言大师。短短几个字，一个人物刻画的很深刻。比如刘姥姥
进贾府看王熙凤，然后“凤凤粉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
里，……”周瑞家和刘奶奶站了一会儿，冯峰没问就不敢打
招呼，可见冯峰平时在贾府里威严有势。凤姐见了刘姥姥，
便说：“我忙起来了，还不起来，笑着打个招呼……”这时
候，刘奶奶已经在地下拜了好几次了，刘奶奶足够聪明，在
家里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人做决定。最搞笑的是刘姥姥还没
求救，冯杰哭了很久很穷，说明冯杰更有心机，手腕更灵活。
笔墨不多，人物突出，让读者觉得人物看得见摸得着。

红楼的内涵是深刻的，但作者都是写生活的世俗细节，也从
这种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痛苦和快乐。

人类都是灵长类动物，爱不是对人类的浪费，而爱是一种强
烈的人愿意与生俱来的感情。宝玉生来只爱一朵花。那一个
不在了他怎么会谈恋爱？“红尘中有一些乐趣，但不能永远
持有。”毕竟事情不是梦，一切都是空的。

我阅读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书中人物的塑造、
刻画生动：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追求完美的贾宝玉，风风火
火的王熙凤，心胸宽广的薛宝钗特别是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
个人物，是那么深入人心，可以让人为之研究一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每当我读到多愁善感的黛玉时，我总



会情不自禁地落泪。一定是“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
三分”的她令我产生了无比的怜爱。她，无论是自己的离别
仇恨，自己的伤心往事，还是草木枯荣，四季更替。她都会
黯然泪下。也许她真如书中所写的绛珠草，来到世间“还
泪”一般。她切实地向人们显示了那水一般的柔肠，她对于
一切世间的丑陋、难堪，就只能是暗自落泪，这不禁让人觉
得她有那么点“窝囊”，当然，这词儿并不怎么适合她。哎，
黛玉真叫我又爱又恨啊!

相对于书中另一个主人公贾宝玉，他虽不是女孩，但一样是
那么细腻柔肠。他与那些灵气、清秀的女孩相差无几，宝玉
厌恶他人“男尊女卑”的思想，他对丫环毫不歧视，反而他
会挺起胸膛保护她们，怜爱她们当宝玉得知无力帮助她们时，
他伤心欲绝。当他失去迎春、晴雯、黛玉时，他比任何人都
想挽回这一切，但是他追求完美，他追求独道的美!内心的美，
行为的美，在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别人没有的美。他不是一位
女子，但他更像一位愿意拯救那些女子“美”的勇士。与其
他两相比，薛宝钗那宽豁开朗的胸襟无疑让人产生敬佩之情。
而心狠手辣的王熙凤恰恰相反，心胸狭窄，贪财，泼辣让人
发指!

《红楼梦》，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果然内藏真经，对情
节的描述荡气回肠，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不管谁看了都会像我一样爱不释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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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小说读后感篇四

红楼梦是女人的世界，但通过女人的世界反映了一个家族的
兴衰史，展现了那个朝代的发展的悲剧。

中国诗词史上有两句诗有难以描摹的霸气，一句是李太白
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另一句是杜
子美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巧合的
是，同是以“安”字开头“颜”字结尾，它们却各自代表了
中国士人的两种精神境界，出世则旷达不羁、入世则心怀天
下。

李唐几百年以后，在清初，有位伟大的作家用他细腻独特的
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他眼中的这两种士人，同时渲染出那个君
主专制达到鼎盛时期的大悲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叙说着那些痴人痴
事，感叹书中他们不老不死，不伤不灭，却一遍一遍的上演
着悲剧。读尽红楼，只得一世伤红颜伤逝的背后，便是中国
古代士人们悲剧的写照。

《红楼梦》总是用几大段文字描写着主角们的风姿神韵，如
王熙凤，贾宝玉，从容貌的美到繁饰的衣装。而对于林黛玉
却只是描写了她三分病态如西子的模样。是否注定了她内心
的自卑和低人一等的心理，低调自卑到衣物可以朴素到忽略
不计，生怕写出来与凤姐，宝玉对比起，让别人笑话了。留
笔三分给了人无尽的深思，或许结局在这里悄悄种下了根。



不知林黛玉是何时喜欢上那不爱武枪爱颜色的少年。或是刹
那的初见:贾宝玉因为如天仙一样的林妹妹没有携玉而要把他
落草时含的宝玉扔碎，又或是贾宝玉总是宽容她的无理和冷
笑。佛曰:“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
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
臾。”虽不知她是否在一念之间恋上了如玉少年郎，却知道
在无数的须臾中他们将这份美好无尽的展现。

记得书中林黛玉经常以泪洗面，说话总是有那么几分刻薄。
对于别人的话，总是多心留意，比起小心翼翼的露怯，她则
总是喜欢冷笑回答，好像当代有些人仇恨社会，认为世界上
没有好人。而宝玉是她的知己，明白她那身刺猬装下脆弱的
心，所以他总是劝着她，让着她，保护着她。爱之深，责之
切。林妹妹却像是不知道似的，也许是潜意识知道了他的包
容，才总是常常将自己的醋意暴露:“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
姐呢?”“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

每每读到贾宝玉，林黛玉的言行时，我总是感叹幸好他们命
运算不错，至少最初在贾氏家族中是少爷，小姐，不然让他
们这种性格生于现代，必是两个娇命之人。

黛玉在大观园中格格不入，可没有人否定她超凡脱俗的才华
谈吐和细腻优雅的生活态度;宝钗在大观园中受到老少妯娌的
喜爱赞美，她有男子都少有的治家能力，她温婉贤淑，她谦
逊怜下，是那个时代女子的典范。如果说黛玉是小家碧玉柔
娟风流，宝钗则是大家闺秀的冷艳风骨，一个细声“嫁与东
风春不管”，一个韵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无论是出世的黛玉还是入世的宝
钗，在这么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时代中，她们都无路可
走，无处可逃。

黛玉隐寓着超凡脱俗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奔波辛劳的徐霞
客，是医者仁心的李时珍，他们有不同于世俗之人的理想抱



负，又或只为自己而活，不理睬世人的目光，甚至不能被世
人所容，但活出了自己的味道，他们的成就也被后世人肯定，
可是他们所生之年，必定不会被大众理解，必定有人笑他们
痴傻，出世者，不被世所容，怎一个孤寂了得。

宝钗隐寓着兢兢业业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鞠躬尽瘁的张居
正，是心忧天下的王安石，他们把社稷乾坤当成自己的归处，
他们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这个天下而活，文死忠谏，武征沙
场，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是，树大招风，那些嫉妒怨恨他们
的人又怎么会少呢，他们用一生之力守护的东西，最终也会
破碎、消融在历史中。

红楼梦以一种毁灭的绚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悲剧不可怕，可怕的是，彻头彻尾而无法避免的悲剧。

林黛玉是天上的飞鸟，命运却把她牢牢锁在海底，要她眼睁
睁地被海底的暗波汹涌吞没，生不逢时不自由，是千万孤高
者的写照，他们明明比时代站得更高，却不得不接受这时代
的潮流;薛宝钗是海底的游鱼，命运却在她有生之年，一点一
点的把她生命中的水抽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千万权谋
者的悲哀，他们真挚的热爱自己的时代，他们为之努力过，
却无力改变，只得消融。

有人说林黛玉尖酸刻薄，有人说薛宝钗圆滑世故，却忘了他
们无法决定自己命运，却忘了只要是人都会有弱点，人们只
记得孤高者不与时同，是怪人，只记得权谋者殚精竭虑，是
奇人，却忘了他们也有弱点。

我们既不是怪人也不是奇人，我们只是常人，曹公用草蛇灰
线温雅绚烂的文字却逼得我们一跳，红楼梦十年而作字字是
血，似乎在提醒我们做一个早就该做的选择，人这一辈子，
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该做一个非常人，做一个凤颜龙骨
的人，哪怕泯灭，也不该浑浑噩噩过一辈子。



红楼梦小说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围绕事关
贾府家事利益的贾宝玉人生道路而展开的一场封建道路与叛
逆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为情节主线，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叛
逆者的悲剧为主要内容，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没
落过程的生动描述，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种种黑
暗和腐朽，进一步指出了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运终权尽"的末
世，并走向覆灭的历史趋势。

小说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
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
剧。如贾宝玉，林黛玉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
雯补裘，宝琴立雪，黛玉焚稿等等，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如林黛玉飘然的身影，诗化的眉眼，智慧的神情，深意的微
笑，动人的低泣，脱俗的情趣，潇洒的文采……这一切，都
是作者凭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艺术素养培育出来的，
从而使她在十二钗的群芳中始终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
韵味，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