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厢记读后感(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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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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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读后感篇一

看了《西厢记》之后我觉的这样的感情史完美无缺的，崔莺
莺与张生的感情有此刻难得的一见钟情，有经历各种社会给
予的磨难，有来自双方家长的阻扰，他们之间的感情可谓是
越演越切，在我们看来可谓是天作之合。

这个故事的结尾以中国似的大团圆给大众一个交代。而我却
不太喜欢这样的结尾，我觉的过于通俗化，因此有时我会去
看一些国外的经典电视及作品，我觉得他们的结尾都会留下
一些空间让观众自我去细细品味，我觉的这样才让作品更有
好处，才会促使人们去回味去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我个人而
言我不太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或直接不用想就能够猜到的结尾，
因此我不怎样喜欢看韩剧结尾不是女主角得不治之症就是大
团圆。

看了结尾在看一下他的正文，你是否觉得崔莺莺与张生的感
情故事是否太过于完美了呀？好像他集聚了所有经典感情的
必要情节于一身，就一见钟情而言，此刻科学家研究机率很
低，况且在古代女子足不出户，因此崔莺莺与张生的感情故
事开始就有点梦幻般的感觉。之后又经历了社会的考验，为
心爱的女子于权贵做斗争，可谓是要美人不好江山的壮举，
验证了感情史盲目的。在之后来自父母的阻扰，就想此刻的
父母一样有感情还不行没面包我的`女儿会受苦的，于是一介



书生张生为感情上京赶考，得到上天眷顾荣归故里娶了崔莺
莺，这好似现代大多数人的感情观鲜花于面包不可兼的，就
会放下感情，但是张生做到了鲜花面包都要，即使高中也没
有抛弃崔莺莺这也很不容易，此刻很多人都在爆发后抛弃自
己的发妻，我觉的《西厢记》中的这一点我比较喜欢。

这一段感情流传至今，可能是正因它留给了人们对心中完美
感情一方净土吧！因此一向被后人推崇，但是这样的纯净的
感情在此时物质横流的现实社会中还剩多少，让我们在自己
的心里回答吧！

西厢记读后感篇二

《西厢记》一直被评价为反封建礼教、支持自由恋爱的作品。
但我看完之后没有为张生和崔莺莺最终结为连理拍手称快，
反而觉得书中有几处读起来怪怪的：

第一，就是因为崔莺莺长得好看，张生便对她一见钟情，孙
飞虎和郑恒也想抢到崔莺莺。这表明从古至今，“外貌协
会”一直存在。(现实点吧，这个世界一直都是看脸的。)

第四，也是我觉得本书中最“假”的地方：张生的一见钟情
与痴情。我并不是不相信一见钟情，只是觉得张生这种看脸
的一见钟情持续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因为只要张生发现比崔
莺莺更好看的'女子就应该会移情别恋，这才符合实际。但是
书中的张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不仅茶不思饭不想，饱受
相思之苦，一直对崔莺莺死心塌地，而且在考取了功名后，
被尚书大人相中，要封他为乘龙快婿时，张生依旧能坚决拒
绝，未曾有丝毫动摇。简直是好男人的典范啊，好到像童话
故事，像偶像剧，只是不像现实。

现实是什么样的呢?不是我腹黑，《西厢记》是以元稹的《莺
莺传》为原型改编的，在《莺莺传》中，张生进京赶考后就
抛弃了莺莺，还把莺莺比喻成妲己、褒姒那样的人。最终娶



了别人。我觉得《莺莺传》的结局更真实。

但是《莺莺传》的名气远没有《西厢记》大，原因肯定是多
方面的，我猜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普遍还是更愿意结局圆满一
点。因为生活本身就够苦了，我不需要你再告诉我现实的残
酷，我需要你催眠我，告诉我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很有希
望的，要不怎么有动力迎接明天，克服困难呢。

想起来之前徐峥演的《幕后玩家》，徐峥最后被人逼着身绑
炸弹，从楼上跳下，引爆时意外发现“炸弹”竟是降落伞，
徐峥的敌人居然被徐峥跳楼这一行为所感动，所以放他一马。
当时很多观众说这电影烂尾了。我个人觉得这个电影，结尾
是假的，是徐峥考虑观众的承受程度和接受程度之后选择的
美满结局，事实上经不起推测。因为徐峥不是只有跳楼一个
选择，即便为了保护妻子，徐峥也可以躲在一堵墙后自爆，
这时候“炸弹”是降落伞的情节就非常黑色幽默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世人更希望现实如童话一般美好，爱
情就应该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正义就是勇士
最终打败魔鬼，政治就是腐朽的统治阶级被人民推翻。我个
人也是更喜欢喜剧，几乎不敢看悲剧，喜剧嘻嘻一笑而过，
开开心心的多好，悲剧会刻在我的“玻璃心”上，很长时间
不能忘记，不能释怀。所以何必自虐呢，借用一句话，“看
开点吧，人间不值得。”

《西厢记》中佳句摘抄：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

未语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
片，珠帘掩映芙蓉面。

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

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

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

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

夜深香霭散空庭，帘幕东风静。

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

情引眉梢，心绪你知道;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

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

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花阴重叠香风细，庭院深沉淡月明。

晚风寒峭透窗纱，控金钩绣帘不挂。门阑凝暮霭，楼角敛残



霞。恰对菱花，楼上晚妆罢。

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湿透了凌波袜。

异乡易得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

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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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

泪随流水急，愁随野云飞。

想着昨日受用，谁知今日凄凉?

清霜净碧波，白露下黄叶。

暮雨催寒蛩，晓风吹残月，今宵酒醒何处也?

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

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
秀;见苍烟迷时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

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
泪湿香罗袖;杨柳眉蹙，“人比黄花瘦”。

这玉簪，纤长如竹笋，细白似葱枝，温润有清香，莹洁无瑕
眦。

冷清清客店儿，风淅淅雨丝丝，雨儿零，风儿细，梦回时，
多少伤心事。



昨宵个春风桃李花开夜，今日个秋雨梧桐叶落时。愁如是，
身遥心迩，坐想行思。

西厢记读后感篇三

2017年9月23号晚7：30分，蒲剧《西厢记》于全国地方戏展
演中心准时开演，在研会的组织下，我观摩了此剧，略有感
想，于此浅谈。

蒲剧《西厢记》较之于我们相对更加熟悉的元杂剧《西厢
记》，在情节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便不再加赘述。整出戏
演员表演扎实，剧中小和尚和法聪的安排让人耳目一新，可
是整出戏节奏给人前松后紧的感觉，但我我最想说的还不是
这一点，而是改编后的人物性格，颇有些值得深究的地方。

首先是张生。在我看到张生的时候，总是有另一个人影在我
脑海中晃动，随着剧情的展开，这个人影越来越清晰，哦对，
是《红楼梦》中的贾瑞，那个行为猥琐、最终丧命的小人。
张生的行为竟与他如此相似：贾瑞贪图凤姐美貌，最终陷入
凤姐的圈套，丧命于风月宝鉴；张生“迷恋”莺莺美貌，陷
于莺莺的“圈套”，得了个“熟贼”的称号。在剧情上并没
有什么讲不通的地方，但是我们细想，王实甫的《西厢记》
以词曲优美，极具意境著称，而蒲剧则是唱腔高昂，朴实奔
放，当张生跳过粉墙私会莺莺，却被红娘撞上，情急之下被
莺莺指认为贼时，只能操着一口山西方言不断重复：“我是
贼，我是贼”：每每见到莺莺便显的急不可耐，哪里还有一
个书生的影子。

都说是才子佳人，佳人得需才子配，这才符合观众的审美心
理。这就需要创作者在进行改编时全面考虑，不仅要在剧情
上说的过去，还要贴合剧种特征，能让人物行动行得通，人
物形象立得住。

其次是红娘。红娘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人物形象了，在张生和



莺莺的.爱情故事中，她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她
在莺莺的女性意识觉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
是红娘这个人物需要在剧中存在的首要原因。可是在蒲剧
《西厢记》中，红娘的这部分“功能”我看不到，我只看到
了一个舌尖嘴利的小丫鬟，甚至是“拷红”一场，小红娘分
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失去了那部分“功能性”，也只能是给
观众做个笑料罢了。莺莺的形象也有前面类似之问题。不加
详说，观剧便知。最后，我想说创作需谨慎啊！

西厢记读后感篇四

2017年9月23号晚7：30分，蒲剧《西厢记》于全国地方戏展
演中央准时开演，在研会的组织下，我观摩了此剧，略有感
想，于此浅谈。

蒲剧《西厢记》较之于我们相对更加认识的元杂剧《西厢
记》，在情节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便不再加赘述。整出戏
演员表演扎实，剧中小和尚和法聪的安排让人耳目一新，可
是整出戏节奏给人前松后紧的感觉，但我我最想说的还不是
这一点，而是改编后的人物性格，颇有些值得深究的地方。

首先是张生。在我看到张生的时候，总是有另一个人影在我
脑海中晃动，随着剧情的展开，这个人影越来越清楚，哦对，
是《红楼梦》中的贾瑞，那个行为猥琐、最终丧命的小人。
张生的行为竟与他如此相似：贾瑞贪图凤姐美貌，最终陷入
凤姐的圈套，丧命于风月宝鉴；张生“迷恋”莺莺美貌，陷
于莺莺的“圈套”，得了个“熟贼”的称号。在剧情上并没
有什么讲不通的地方，但是我们细想，王实甫的《西厢记》
以词曲柔美，极具意境著称，而蒲剧则是唱腔高昂，朴实奔
放，当张生跳过粉墙私会莺莺，却被红娘撞上，情急之下被
莺莺指认为贼时，只能操着一口山西方言不断重复：“我是
贼，我是贼”：每每见到莺莺便显的急不可耐，哪里还有一
个书生的影子。都说是才子佳人，佳人得需才子配，这才符
合观众的'审美心理。这就需要创作者在进行改编时全面考虑，



不仅要在剧情上说的过去，还要贴合剧种特征，能让人物行
动行得通，人物形象立得住。

其次是红娘。红娘是我们十分认识的人物形象了，在张生和
莺莺的爱情故事中，她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她
在莺莺的女性意识觉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
是红娘这个人物需要在剧中存在的首要原因。可是在蒲剧
《西厢记》中，红娘的这部分“功能”我看不到，我只看到
了一个舌尖嘴利的小丫鬟，甚至是“拷红”一场，小红娘分
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失去了那部分“功能性”，也只能是给
观众做个笑料罢了。莺莺的形象也有前面类似之问题。不加
详说，观剧便知。

最后，我想说创作需谨慎啊！

西厢记读后感篇五

在观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哪
怕莺莺最终和张生喜结良缘；在文末作者发出了“愿普天下
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哪怕后代评论家一次次渲染该剧的反
封建先进性……但我分明看见，分明感受到了剧本中所蕴含
的那些让人激愤而又无奈的内容。

“斗士”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阿金》中写下：“我一向
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
己会亡殷，也不相信旦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
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
的力量，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
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
男人。”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让很多读者义愤填膺，可是后
世还是出现了诸如“红颜祸水”等词语，把许许多多沉重的
罪责压在了女性的头像。在遥远的古代，处于卑贱地位的女
性怎么可能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呢？为后世广为表彰的昭君
是因为献身于大汉事业，可是《汉宫秋》也依旧为她留下了



一个跳水而亡只为保全贞洁的伟大结局。特洛伊的领袖们被
海伦的美貌所吸引，可最终还是认为“尽管她如此美丽，还
是让她坐船离开”，因为海伦会成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的
祸害”。

女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繁衍后代的工具，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但是古代又有多少的家庭会将这么沉重的罪责牵
连上男性呢？这一点固然和当时落后的生物知识相关，但是
这其中所蕴含的重男轻女的观点和女性长期以来低微卑贱的
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母亲成为很多人歌颂的对象，认为她无
私地创造了生命。但是在魏晋时期，让梨的孔融认为母亲不
过是一个容器，于自己并无恩德。这个观点可以说是相当的
大逆不道了，虽然后来的鲁迅先生曾经写下了《我们今天怎
样做父亲》，给了准父母和预备父母们提供了一条新式的.观
念。但是在孔融的年代，这般新潮的观点给了曹操一个杀他
的理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也是后话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男人的极大幸运
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
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
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纸杯鼓
励着滑下去到达急了。读书笔记.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
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
尽。”我们不得不承认，哪怕这个社会存在着各个领域的优
秀杰出女性，但是这个社会确是到处都是为女性设置的往下
滑的坡道。不管是我，还是身边的，看不见的许许多多的女
性，在这个坡道中努力地向上攀爬者，时不时有着懈怠的念
头。

《西厢记》中，矛盾的解决来源于张生考取了状元，这点显
然是有些痴人说梦。反观我们现在的电视剧，男权的放大的
现象时有出现，《何以笙箫默》、《那年花开月儿圆》、
《芈月传》……这些大ip制作的背后依然逃脱不了“霸道总
裁爱上我”魔咒，在女权的放大的表面下，依然是为统治已



久的强大男权镀金让位。但是很遗憾也很无奈，存在即合理，
观众永远都不会缺席。

西厢记读后感篇六

看了《西厢记》之后我觉的这样的感情史完美无缺的，崔莺
莺与张生的感情有此刻难得的一见钟情，有经历各种社会给
予的磨难，有来自双方家长的阻扰，他们之间的感情可谓是
越演越切，在我们看来可谓是天作之合。

这个故事的结尾以中国似的大团圆给大众一个交代。而我却
不太喜欢这样的结尾，我觉的过于通俗化，因此有时我会去
看一些国外的经典电视及作品，我觉得他们的结尾都会留下
一些空间让观众自我去细细品味，我觉的这样才让作品更有
好处，才会促使人们去回味去发表自我的`见解。就我个人而
言我不太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或直接不用想就能够猜到的结尾，
因此我不怎样喜欢看韩剧结尾不是女主角得不治之症就是大
团圆。

看了结尾在看一下他的正文，你是否觉得崔莺莺与张生的感
情故事是否太过于完美了呀？好像他集聚了所有经典感情的
必要情节于一身，就一见钟情而言，此刻科学家研究机率很
低，况且在古代女子足不出户，因此崔莺莺与张生的感情故
事开始就有点梦幻般的感觉。之后又经历了社会的考验，为
心爱的女子于权贵做斗争，可谓是要美人不好江山的壮举，
验证了感情史盲目的。在之后来自父母的阻扰，就想此刻的
父母一样有感情还不行没面包我的女儿会受苦的，于是一介
书生张生为感情上京赶考，得到上天眷顾荣归故里娶了崔莺
莺，这好似现代大多数人的感情观鲜花于面包不可兼的，就
会放下感情，但是张生做到了鲜花面包都要，即使高中也没
有抛弃崔莺莺这也很不容易，此刻很多人都在爆发后抛弃自
我的发妻，我觉的《西厢记》中的这一点我比较喜欢。

这一段感情流传至今，可能是正因它留给了人们对心中完美



感情一方净土吧！因此一向被后人推崇，但是这样的纯净的
感情在此时物质横流的现实社会中还剩多少，让我们在自我
的心里回答吧！

西厢记读后感篇七

王实甫的《西厢记》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让
人印象深刻的莫不过是那个邻牙俐齿、敢爱敢恨的小丫
头——红娘。在《西厢记》中，红娘作为地位最低的一个角
色，却也是最为出彩的，正是因为她在封建等级森严的相府
里，在处理如此复杂的关系、独善其身的同时，能坚持自己
的个性，体现出女性自觉意识和反抗意识，还帮助一对有情
人终成眷属，这让人觉得难能可贵，不由地拍手称赞。有太
多人给红娘贴上“具有反抗意识的封建婚姻的斗士”的标签，
我却想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她这个人物形象——“可爱”
和“可怜”。

红娘是可爱的，她有一颗温热的心，她是生气勃勃的。她既
是封建体制之内又是封建体制之外的。她不识一字，却处处
显示其才情。当大家被框在“道学”僵化的硬壳里时，她似
乎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无论是她刚出场时，张口“周公
之理”，闭口“男女授受不亲”让满腹文章的酸秀才张生无
言以对;还是在与老夫人的对峙中，不卑不亢，逻辑严密地分
析，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指出老夫人的“失信”之过。
无论是在面对莺莺的“明修栈道，暗修陈仓”的不信任的行
为时，她用泼辣尖利的语言，辅以古乐府的谐音，运用拆字
手法，直抒自己内心的愤疾;还是在郑桓嘲讽辱骂张生，夸耀
自己祖代是相国之门时，她义正词严，剔肤见骨的指责，如
炮连珠的数落，“你道是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
寒门’。”在这些细节里，她的率真、她的机智、她的勇敢、
她的善良，一览无余。

红娘亦是可怜的，在元代社会有明确的良民、贱民之分，而
红娘所处的“驱口”阶层，社会地位最低。她虽是相国小姐



的贴身婢女，却依旧改变不了她贱民的身份。就像汤显祖评
价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正是因为她
身上具有那么多美好的品质，更体现出她所在的时代对她的
人生产生了多大的限制。红娘的胆魄和机智不输男儿，即使
身为女儿家，红娘要是有同莺莺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条件，
有机会接受上层人家子女的教养，她的才情和她的容貌必定
是出类拔萃的。

同是妙龄的怀春少女，红娘也自有一番女孩家细腻婉转的.小
心思。莺莺倾慕于张生相貌和才情，红娘也为他动心，但她
心里明白，最好的结局不过是和莺莺分享这个男人，而且在
张生的眼里，她注定是个配角。红娘在帮助莺莺和张生
时“未必没有私心”，但是她对于自身处境是很清楚的，她
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她对张生抱有的朦胧好感只能算是一种
暗恋。

红娘是莺莺和张生的传情鱼雁，在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她很享
受和张生之间冤家斗嘴般的快乐。帮助喜欢的人完成让他开
心的事，红娘有一颗纯真宽厚的心。她几次三番周转于崔张
之间，为他们安排月下听琴，晓夜奔走，传书递简，目睹张
生对莺莺的“傻痴呆酸”，她虽是嘴上嘲讽和调侃，想必内
心几番落寞滋味。这种女孩儿的喜欢是模模糊糊暧昧不清难
以言说的，在红娘的言行中虽没直白的表露出来，但能捕捉
到了她无意间流露的苦涩和哀怨。“你个馋穷酸徕没意儿，
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与红娘
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当老夫人言而无信赖婚时，张生
在爱情遇到巨大阻力时表现出怯懦，红娘被激起不平和正义
感，使她更加义无反顾地撮合两人。这是她性格中非常豪迈
的一部分，她微妙的情感的转变带给我很大的感动和震撼。
如果用现在的话形容红娘，那么她是个有女汉子气质的姑娘，
不扭捏，不造作，个性明朗，内心洒脱，做人做事这样，对
待感情也是这样。这样的红娘招人喜欢，也让人心疼。

大家都在称赞红娘，说她具有反叛精神，敢于同封建礼教作



斗争，促进了美满婚姻。可我却看到了她人生悲哀——她成
全了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却没有机会去追逐自己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