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的读书感想 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读书心得(实用8篇)

感恩是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更加乐观和向上。感恩的总结
还可以结合个人经历，将自己的感激之情与真实的故事相结
合。推荐大家一起来阅读下面这些感恩总结范文，或许能给
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一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翻开这本书，一个大观园就呈
在了我面前。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王熙凤、史湘云、
探春，迎春、惜春……这些人在这本书中上演了贾、史、王、
薛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故事。

红楼梦中有很多经典之处，如黛玉葬花、元春省亲、宝钗扑
蝶等，充满了诗情画意。再说，此书中诗句数不胜数，如黛
玉写的唐多令;粉坠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成对球。
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倦，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
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红楼梦结局令人不解，黛玉死了，宝玉出家，凤姐也病逝，
惜春做了尼姑，贾府又被抄了，真是凄惨也!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二

一次偶然的邂逅，翻开了《红楼梦》，于是我认识了她——
林黛玉。她，让我深深的震撼，宝黛空前绝后的爱恋，流传
千古，被世人妄加褒贬。普天之下，又有谁有这资格呢?从那
以后，黛玉姐姐的影子就荡漾在我心里，来来回回，隐约中
似乎听到她娇弱的喘息，脑海里是她伤感的容颜，带着一分



憔悴却万分迷人。她落泪，因为只有放纵的哭过后才会更舒
展，笑容才会更加绽放。闭上眼仿佛看见了他那柔情似水的
眼神，闪烁着点点泪光，让人沉迷其中，为之动情，不能自
拔。

常听人评价黛玉“小性子”甚至“心胸狭窄”，可我不这么
认为!因为在这背后，只是因为她太在意宝玉了，因为爱的深、
爱的切，所以不能不介意。我总觉得宝玉给黛玉的时间太少，
黛玉的心太细腻，而宝玉却体会不到。在她某个抑郁的瞬间，
心情像是走丢的小孩没了方寸，宝玉不该到来的问候会被她
驳回，狠狠的、凶凶的，却是无心的，不是不接受，只是因
为太难受，于是她只有用诗来发泄内心酝酿已久积压不了的
情感。

诗，是她美丽的灵魂，是她精神的寄托。每当读到她的诗，
总有振人肺腑的感觉，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尖锐
锋利的刀，深深地插入了读者的心里，让人有至窒息的幻觉，
无形之中像是有谁掐住了自己的喉咙，挣脱不了的伤感，只
能不情愿地放下书，让自己慢慢地清醒过来。记得她的《葬
花词》：“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花依知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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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后像是被万箭穿心，肝肠寸断般的阵痛。

《红楼梦》博大精深，次次读次次悟正是它的不朽魅力。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三

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
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
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
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
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
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



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花前痴读
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意，
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
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
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
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
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
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
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
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
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
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
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
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
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
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
不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
的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
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
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
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
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
酸泪”的感叹！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四

一番相思，两处闲愁，千言万语道不尽古往今来痴儿怨女。
红尘过往亦只是南柯一梦，过尽千帆，亦难逃香消玉殒。

读《红楼梦》时，不喜欢黛玉梨花带雨的姿态;不喜欢熙凤的
泼辣刁钻，可以说对《红楼梦》中的大部分角色都甚欣赏，



他们亦刻薄，亦狠毒，亦阴险，工于心计，不惹人怜。独有
一人，她勇敢，不屈——她就是晴雯。但她却偏偏活在书里，
终其一生演绎了场并不华丽的悲剧。

晴雯的出现，必定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因为她就是另一个黛
玉。作者用一个黛玉横死街头的悲惨下场，预示了宝黛之间
悲惨的结局。晴雯身世凄惨，却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
得到了主人的赏识，并且依旧保留着自己纯真的本心，一如
对袭人的态度，一如对坠儿的惩罚，虽脾气火辣却天性使然，
但正是她的纯真天性，才导致其最后的悲凉。

宝玉也是如同深爱着黛玉一般深爱着晴雯的，否则宝玉不会
同一个奴才的奴才那般要好，也不会在一个下人病倒的时候
心急如焚。晴雯也同样深爱宝玉，否则也不会在病重时依旧
拼尽最后一丝气力也要补好对于宝玉极其重要的雀金裘。鲁
迅先生说过：“所谓悲剧不过是把人认为美好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而此时的晴雯恰好充当着“美好的东西”。这样
看来，晴雯之死便是必然了。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五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十八世纪中期的一
部古典小说。它高度的艺术，在我国及世界发展中占有显著
的地位。

故事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家族的大小故事。主人公
为贾宝玉，他应该说是一个柔中稍稍带刚的男子，他的柔有
一部分是因为环境所致，他们家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女性，掌
管全家的又全是女子，自然而然的就应了一句话，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他们的家族是因为他们家中一女子进宫当了皇帝
的宠妃而盛起，于是他们天天吟诗作乐，而其中又有两女子
非提不可，那便是薛宝钗和林黛玉。林黛玉生性猜忌，多愁



善感，可贾宝玉偏偏就是喜欢她，她身子弱，老祖宗看不上
她，偏偏贾宝玉与薛宝钗成亲，林黛玉闻讯气死，而当贾宝
玉揭开喜帕发现并非林黛玉，而黛玉又身亡，悲痛欲绝，出
家当了和尚。

红楼梦带着忧伤，凄凉的气氛，让人常常想落泪，而里面的
诗词之多又让人不得不折服其下。

最新经典名著《红楼梦》读后感500字-红楼梦读书心得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六

《红楼梦》这部巨著，曹雪芹用细腻的笔调刻画出贾宝玉，
林黛玉，王熙凤等人物，无不跃然纸上，个个栩栩如生。它
以宝黛爱情为线索，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它是十八世
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大观园是这个封闭王国的缩影。

书中的林黛玉给人的感觉是爱妒和娇痴的;而贾宝玉却是近傻
与真诚，特别是对人性的尊重，他和丫头们之间并不全是主
仆关系，而是大家可以作朋友，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一起分享，
他曾特意为爱喝酸奶的袭人留着酸奶。还有王熙凤的机灵和
奸狠，薛宝钗的沉着冷静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人生，
这段人生中有酸甜苦辣，有许多事都是无法预料，然而，面
对不同的遭遇，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态度。譬如说，林黛玉的
人生观应该是比较灰暗的，因为她寄宿外婆家，本来是一位
千金小姐，可她总喜欢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看低自己，
猜疑别人，她那爱妒的性格常常对别人说话不留余地。黛玉
遇到伤心事，也总喜欢用眼泪去麻醉自己，用多疑的心眼去
猜疑别人，喜欢盯着自己的“伤口”，而不是去寻求解决的
方法。有一次，她去找宝玉，因为丫头正在吵架而没有给她
开门而猜疑宝玉是否不把她放在眼里，自此常常独自落泪，
悲叹自己。

我觉得黛玉这种性格不是很好，面对不愉快的事情应该先了



解清楚，再下结论，而不是凭自己的单面猜想而过分地苛求
别人，我想只有这样，不愉快才会消失。

人生短暂，人生旅途中难免会有许许多多的意外出现，譬如:
四大家族从兴盛到衰败，黛玉的死，宝玉的出家当和尚等等，
都是我们所料想不到的，对这突然而来的变故，我们是持逆
来顺受呢，还是乐观，积极的态度呢林黛玉就是那种逆来顺
受的人，抱怨自己，多愁善感，可她的命运终结又是如何而
宝玉为了黛玉的死而四大皆空，对人生悲观失望，采取出家
当和尚的解决方法。也许，在当时，这是唯一乐观地解决办
法吧，我们无从考证，但从某一角度上说，宝玉是反对当时
封建婚姻的。

人生就像一扁小舟，而茫茫的大海就像世界一样宽大，不着
边际。在这大海上，自己驾驶的小舟应该怎样度过大海上的
一风一浪，我想只有积极地迎接风浪的冲刷，踏踏实实走好
每一步，才能使自己的小舟变成大船，经得起更大的风浪。

有一句名言说过:“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
笑;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如果我们心情豁达，乐观，我
们就能够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漆黑的夜晚，我们
也知道星星仍在闪烁。这就是《红楼梦》向我娓娓讲述的人
生哲理。

她的身世也令人同情，虽说也出生在官府之家，但自幼体弱
多病，出不了门，小小的年纪竟在药中泡大，本来就虚弱多
病的身子更加虚弱，也许是“独生女”，父母对这个“掌上
明珠”爱之又爱。家庭的规矩，礼仪比那些大家闺秀们差了
些，但这更显示出她与众不同的性格，显示出她的无所顾忌
和她的处处谨慎。

黛玉的文学，吟诗作文和聪慧是无人能及的，但是面对宝玉
的玩世不恭，不知上进，她非但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大加
袒护。其实，她是不喜欢礼教束缚的家庭，对宝玉的玩世不



恭大加赞赏，这应该是宝玉和黛玉爱情的进一步发展，宝玉
他们彼此终于觅的一知音。在所有人都劝宝玉努力学习，考
取功名时，黛玉却显示出对功名的唾弃。在她柔弱的外表里
面，却带着对旧封建的科举功名的鄙视和唾弃。我最佩服她
这一点!

虽然黛玉对宝玉的不考功名欣赏，可她却耐心的教香菱吟诗，
教给香菱知识。她并不反对知识和文学，只是厌恶功名罢了。
她细心，耐心，全心地教香菱吟诗，为的是让姐妹们摆脱命
运，谁能够和她相比呢没有认的!

再说说她的纯洁和不着一丝心机。林妹妹读《西厢记》，这
在当时酸的上是一本禁书，特别是对于大家闺秀来说，更是
不能读。林妹妹根本没想这么多，她读《西厢记》是带着对
张生和崔莺莺执着爱情的崇拜来读的，是欣赏其间的美。宝
姐姐批评“林妹妹怎么读这样的书呢我告诉老太太去。”宝
钗在黛玉心中落下了好姐姐的形象。可宝姐姐呢真的好吗她
处处留下端庄贤惠的美名，可是在偷听别人说话被别人发现
时却说“林妹妹刚走过来。”以此来诬陷林妹妹。这到可怜
了林妹妹，找不到知己，没人能倾听她的话，也只有和宝玉
能谈得来，便经常在他面前耍小性子。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七

我国的四大名著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
楼梦》，这四部名著都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是世界
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红楼梦》被很多人认为是四大名
著之首。

因为《红楼梦》成书于清代，是一部写实的小说，折射了很
多当时的政治大事，《红楼梦》这本书中对研究当时的政治
有很好的帮助，书中还描写了很多当时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
会形态，并且，整本书的`故事结构，系统庞大而清晰，书中
的每一个人物，性格鲜明而真实，因此，《红楼梦》有极高



的历史研究价值、经济研究价值和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红楼梦的读书感想篇八

红楼梦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家有一套繁体
字的红楼梦，是我爸爸买的，那时我小，读小学五年级吧，
很多繁体字都不认识，所以我总是反复的读，读的遍数多了，
对里面的人物，故事情节大的有所了解，当然只是皮毛而已。
我特别欣赏林黛玉的文才和薛宝钗的为人处事。当读到黛玉
葬花这段的时候，感觉甚似凄凉。特别是两句话“侬今葬花
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
两不知”。虽然黛玉葬花在书上的描写也只用了这么一小段
文字，但是足以让看的人为之叹息。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述上
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
世纪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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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有以神话故事
中的女娲为开头引出着一故事——石头记。有以甄隐士为线
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封建的牺牲品晴雯不可否认，颦儿才是女一号，无论宝钗的
地位怎么怎么重，颦儿才是宝玉的另一半，但是晴雯，同样
是宝玉身边非常重要的任务，不隐瞒的说，我对晴雯有偏爱，
因为她的美丽。因为她的直率，因为她的可爱，因为她的倔
强，因为她的不容污浊，因为她的洁身自好，更因为她那个
悲惨的结局。同样，雪芹先生也是偏爱晴雯的，她让晴雯在
贾府最鼎盛的时候死去，而不用遭受贾府落魄后的种.种不幸，
晴雯，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物。曹雪芹先生给晴雯的
判词中写道：“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曹
雪芹先生的判词将晴雯的各方面特点都写在了其中。霁月难
逢，彩云易散。这句是说晴雯这样的人十分难得，因此也难



以为污浊的社会所容纳，第一句就直接指出晴雯的结局是悲
惨的。晴雯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晴雯的漂亮是公认的，连王
夫人都觉得“颇有点你林妹妹的样子”，而记得是脂评中也有
“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的评注(忘记是书中还是脂评中了)。

晴雯的可爱，晴雯是个不到20的小姑娘，自然有她的淘气，
很多地方都显现了晴雯的可爱，难道在你看到晴雯撕扇子那
回合，你不觉得晴雯是个可爱淘气的小姑娘么?晴雯的直率，
不容污浊。在发现那个小丫鬟偷东西后，不顾自己病着，直
接要把那丫鬟赶出去，晴雯的洁身自好，晴雯不象袭人，麝
月那样找机会和宝玉亲近，不愿意被污浊的社会所玷污。心
比天高，身为下贱。俩句中写到，晴雯从来不肯低三下四的
讨好主人，尽管她是下人的下人，是奴才的奴才，是贾府奴
才赖大家的买来的当奴才，送给贾母的。后俩句风流灵巧招
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就是说明晴雯的悲惨结局，就是因
为她太优秀，太漂亮，也从侧面体现出晴雯的优秀。晴雯的
优秀，也一直被宝玉所欣赏，宝玉在所有的丫鬟里，也是和
晴雯最贴心，袭人是个好丫鬟，是的只是个好丫鬟，可能也
是个好的妾，但是宝玉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宝玉需要个交
心的人，能和颦儿传达感情的人，这样，袭人就不可能胜任
了，而晴雯就是最佳人选，还记得宝玉挨打，是谁替宝玉给
颦儿送帕子了么?是的，是晴雯，而且是宝玉故意支开袭人后，
叫晴雯送的帕子，还记得是谁一次次跑到萧湘馆传宝玉的话
么，是的，还是晴雯。是谁让宝玉想了半天办法，哄她开心
不生气?更是晴雯，在宝玉眼里，晴雯不是丫鬟，是朋友，更
是颦儿的影子。这么漂亮，开朗，活泼，可爱的晴雯，宝玉
能不喜欢么?你能不喜欢么?但是，晴雯的这个性格和当时的
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况且因为颦儿的结局是悲惨的，做
为“晴有林风”的晴雯，结局自然也是悲惨的，由于晴雯的
不容污浊，又不向主子谄媚，她得罪的人也颇多，更因为她
的漂亮，使王夫人眼里不能容下她，晴雯就在大病的时候被
赶出了贾府，从而送了命。

其实我真的不想看到晴雯的死，但是命运安排，在那个社会，



晴雯必然不会活的很长久，因为那个社会是不能容纳芙蓉一
样纯洁的晴雯的。不过换个角度，晴雯也是幸运的，被送到
贾母这，得到贾母的喜爱，服侍宝玉，又被宝玉当做亲信。
晴雯得以生存那么长时间，试想下，如果在赖大家，晴雯估
计早被卖掉，或者打死了。还有，能在贾府轰然倒塌前死去，
也是幸运的，雪芹先生不愿意看到这么纯洁的晴雯遭受贾府
倒塌时的浩劫，安排她提早的离开了这个污浊的社会。因为
她的美丽。因为她的直率，因为她的可爱，因为她的倔强，
因为她的一切都那么的纯洁，不愿意沾染一点污浊。她是红
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有了她宝玉和颦儿的爱情可以
走的更远。因为这些，我喜欢晴雯。红楼梦真的是很不错的
一部书，有时间大家一定要看看，真的，说实话，第一遍我
什么感觉没有，前面我也说了那时才读小学五年级，看了很
多遍后才感到曹雪芹先生的伟大，曹雪芹及其《红楼梦》，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与其说他是一部伟大
的巨著，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说那是写贵族的生活，
不如说是当时时局的真实写照。从一点点的细节来讲，那种
语言的魅力体现出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塑造了许许多多的
人物形象。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张一弛。一丝
一毫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点，可以说那种语言的叙述找不出
一斯破绽。而从中又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发展的问题，具体的
症结，具体的民生国计，无不与此相关联。

这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柬书。有时间一定要好好
读读，真的很好的一部书。我是趁现在比较闲重新回味这部
著作，写点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