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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企业赢得信任和口碑的重要保障。诚信是法治社会的
基石，我们应该如何加强法律教育，提高公民的诚信意识？
以下是一些关于诚信的名言，通过它们可以领悟到诚信的哲
理和智慧。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前些日子，读两本关于季羡林和鲁迅的书，两位大师在书中
谈到读书问题时，都首推中国古典名着《红楼梦》。我除了
看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外，居然没有完整地读过小说，
实在脸红，于是赶紧找来《红楼梦》看看。

开始有读《红楼梦》的想法，只是想真实地看看小说写得到
底有多优秀，竟赢得众多国学大师们一致的好评和首推。谁
明白，第一次翻看小说原着之后，我居然立即对它有了一种
难以释手的感觉。曹雪芹笔下的情景、人物跃然于纸上，恍
惚间自我仿佛置身于小说所描绘的精彩纷呈的世界里，小说
人物的悲欢喜怒紧扣着我的心灵，由不得你不紧紧跟随着小
说情节往下读。此刻小说已读完三分之一，但其中有个情节
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和美感的享受，不把这种感触记下来，只
怕哪天遗忘了，就实在枉费了这番功夫。

在小说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中，贾宝玉因在王夫人房里调戏小丫环金钏儿惹祸后，一溜
烟跑进了大观园里。当时正值酷暑正午时分，园内“满耳蝉
声，静无人语”，宝玉却在一处蔷薇架下发现一个女孩子正
蹲在花下，一边悄悄流泪，一边用手中的发簪在地上画着什
么。

疑惑收起，继续往下看。



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中，
曹雪芹才把之前宝玉的疑惑解开。一天，宝玉无聊想听曲子
解闷，于是便来梨香院找到唱曲最好的龄官（贾府为迎接元
妃省亲，从姑苏城买了十二个小戏子养在大观园里，龄官是
其中唱得最好的），谁知应对全贾府上下最受宠、最帅的公
子哥，这龄官根本不买宝玉的帐，一句“嗓子哑了，前儿娘
娘传我们进去，我还没有唱呢”，就让宝玉吃了闭门羹。

正说着，贾蔷拎着个鸟笼从外面回来。原先，他花了一两八
钱银子（古时算是一大笔了），买了一只会“衔旗串珠”的
金丝雀儿来，想给在大观园里天天发闷的龄官开开心。“蔷
二爷”带金丝雀去屋里给龄官表演杂耍，逗得其他一帮女孩
子都十分高兴，独独龄官并不开心，仍赌气躺下假装睡着。

贾蔷只得上来陪笑问她“好不好”，龄官便骂他：“你们家
把好好的人弄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
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
们……”贾蔷一听这话连忙站起来，又是赌神起誓，又是道
歉，最终把那花了近二两银子才买来的金丝雀儿放生，连鸟
笼子都一并拆了。

宝玉看到此处，猛然才领会那日龄官画“蔷”字的深意。不
光宝玉，每一位读者读到那里，内心肯定都与宝玉一样被深
深打动，更会为贾蔷、龄官二人心中那份单纯、朦胧的感情
而感动。

曹雪芹以贾宝玉的视角下笔，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了看似
平淡的两个场景，情节简单却细致真切，仿佛就是发生在我
们自我身边的平常事一般，通篇没有一个表示爱慕或喜欢的
字眼，更无任何暧昧意味。

但蔷、龄二人之间相互爱慕、一心牵挂对方的那份纯真、无
暇的感情，尤其是龄官在地上反复写贾蔷的名“蔷”字时的
那种少女情窦初开、心灵暗许对方的美丽情感和贾蔷被自我



心爱的女孩嗔怒时略显笨拙的猴急态，却跃跃然于纸上，让
人回味无穷。

蔷、龄二人之间这种含而不露、于点滴间现真情的感情表达
方式，正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民族性格与美学价值观的
典型体现：以含蓄、温文而雅为美学欣赏的最高境界。这种
民族性格特点与美学价值观伴随着几千年中华礼貌的发展，
一代代传承和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核心之
一。

当然，人们对于情感的表露方式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
提高而不断变化，但不论如何发展、如何变化，民族文化的
核心资料还是不大容易改变的。比如前两年在网络上有一首
感情歌曲，其中一句歌词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
大米！这样的示爱方式与蔷、龄二人的感情故事相比，何其
浅薄、粗陋。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前段时间，电视台上播放的
一个广告，资料是鼓励我们，应当鼓足勇气，对辛苦养育自
我的父母大声说出“我爱你！”类似的资料也常在各种媒介、
刊物上出现。诚然，做儿女的以何种方式表露自已对父母的
感情，完全是个私人问题，但在各种大众媒体上反复向人们
传递应当张开嘴巴大声说出“爱”的讯息，也许会在潜意默
化中影响和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见面拥抱、亲吻，张口闭口必“love”，这是西方社会人际交往
的习惯，但东方人却没有这样的习惯。每个民族的人际交往
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是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是
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特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自然镜像。
正因为东西方历史文化不一样、民族性格迥异，自然使得东
西方民族的人际交往及情感表达方式差异很大，而这种差异
也正显示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中国人感情内敛，不善言辞，父母、子女、家庭成员之间绝



少说“爱”，但这并没影响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更没有
阻挡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的礼貌
之邦的脚步。所以，对于不一样民族各自不一样的情感表达
和人际交往方式，大可不必厚此薄彼，甚至想用单一某种方
式统领全世界。

中国人常说，确定一个人怎样样，要“听其言、观其行”，
不仅仅要听他说了些什么，怎样说的，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
些什么，怎样做的。做子女的感怀父母的养育之恩，对父母
尽孝心，说些暖心的话诚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以自我实实
在在的行动向父母表达爱与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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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18世纪前期，朝廷皇权更替，曹大世家因故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富贵到没落，起起伏伏。变故发生期间，曹雪芹生
于当下，环境造人的满腹感慨充斥着又一个文学时代的风云
涌现。前者云文有梦中离人泪，说书人无奈于当朝的压迫只
能把无声的抗争落笔于四大家族的浮沉。

纵观《红楼梦》全篇，无论是它的情节发展还是其背后诠释
的愤懑与不甘，《红楼梦》作为曹雪芹抨击封建时代的精神
产物，都可以说是影射一个时代的里程碑。《红楼梦》始于
一位空空道人将上古时代遗落的一颗补天石置于凡间历劫，
先作为通灵宝玉现身于贾府，历经世间百态，后宝玉出家脱
离尘俗不得所踪，石头也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因此《红楼梦》
又名《石头记》。

大观园中每一位局内人的互相揣测与猜疑是小说中最大的看
点，每个人的由因生果造成他们不同性格的产生。黛玉为寄



人篱下的生计打算导致其小心翼翼、谨慎拘束;王熙凤依附贾
母而生使她对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的能力达至炉火纯青。曹
雪芹将封建时代翻手为云的上位者与宫廷当中或横行霸道或
束手束脚的无数“金丝雀”缩影在大观园中，在展现无限华
丽外表的背后，唯余空虚糜烂的骨架支撑着这个时代一掠而
过。

《红楼梦》中最引人唏嘘的不过宝玉与黛玉的爱情，饱含苦
痛无奈与诉不尽离愁的《葬花吟》终成了一对眷侣相恋的结
点。一夜之间，一指婚姻，注定了一双人的后半生，“侬今
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黛玉的生命仿佛凋零的落花
随着那一场指婚逐渐走向生命的终结。多情应笑我，宝玉少
年时期生于大观园，周遭围绕诸多姐姐妹妹，情不知何起何
落，在最好的年纪遇上他的“神仙妹妹”，却也终将负了她
一生，一切有关宝玉的故事雾现潮平，对于他的下落，最终
也仅是寥寥无几的长伴青灯古佛的后话了。

《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反映了最真实的封建官僚统治下
的皇权社会，不仅写下了前人历经两千多年对于整个阶级社
会的难言之隐，还为后人呈现了封建时代末尾富贵家族中的
大起大落。而《红楼梦》小说本身，在布局上也可谓是一篇
点晴之作，以热闹的灯庙会开头，情节逐渐步入正轨而后引
入出场人物，而小说也随着大观园中各人的悲惨遭遇以及四
大家族的逐渐没落冷清收场。

曹雪芹在落笔《红楼梦》之时，内心其实已将自己的人生经
历走马观花无数遍，在暗叹生逢不幸的同时，也在慨叹时代
的多变。然，如今《红楼梦》作为现代人讴歌经典的一部小
说，除去情感起落的回转，其古典内涵与背景文化精神，都
是在文学造诣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模板，在许多年后多元文
化精髓逐渐渗透到华夏领土之时，也不会令世人忘却千年前
时代经典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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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我从小就喜欢看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因为，这里有
着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每一个人物的性格、
命运都是那样深深吸引着我。

今年夏天，我去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天坛、长城都看
到了许许多多的游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到大观园
看一看、瞧一瞧，因为，这里曾经是拍摄《红楼梦》的地方。
我真想看一看小姐们住的屋子和花园，体会一下这里曾经发
生的故事。

09年的8月14日，我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大观园。一进门，就
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假山，翠绿的爬山虎已经把它全部覆盖住
了，看起来这里真是一个绿色的清凉世界。假山周围有一圈
花坛，花坛里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把大观园的夏天装扮
的分外的多姿。

我首先来到了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她的屋外种的全是竹
子，就连她所住的屋子也是由竹子做的，这竹子象征着她刚
正不阿的性格。并且，我还发现，这里挂着许多演员陈晓旭
的照片。因为这位演员把林黛玉演的很是传神，所以，多少
年来人们心目中的林黛玉就成了她的样子。可惜她过早的离
去，让人们非常怀念她。在她的屋后，我还惊奇地发现，有
几棵梨子树上的梨子已经成熟，只可惜那丰硕的果实都掉到
了地上和池塘里。

接下来，我又来到了薛宝钗住的“蘅芜苑”。她的屋外没有
奇花只有异草，真是奇妙!她屋里的书籍非常多，书桌占了很
大一部分位置，这说明，她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小姐。最后，
我来到了花花公子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他屋子的牌匾



上写的是“怡红快绿”四个字，他的屋子很大，里面的丫环
很多，屋子里香气扑鼻，体现了他浓重的脂粉气息。

我在这里看到的景物，与在书上看到的似曾相识，仿佛真的
来到了《红楼梦》的世界里，我想：读书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情啊!

高中红楼梦读书心得500字3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开始读《红楼梦》了，印象中大观园的
繁杂与喧闹似乎就是儿时对《红楼梦》的理解.宝玉的轻浮，
黛玉的忧郁，宝钗的大方，刘姥姥的和善，凤姐的小家子气，
其他人物各自的轻佻，刻薄，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在大观园
里交织联络成晚中清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数不胜数。最受瞩目的便是宝黛的旷世
之恋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
长大后的坠入爱河。

言随心至，淡泊名利,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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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
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
他的家庭。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
林黛玉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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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出现使贾宝玉逐渐
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贾宝玉宝黛之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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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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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总是患得患失。终落得香消玉殒的凄凉结局。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红楼梦》这部书我看完后深有感触，贾、史、薛、王这四
大家族也被才华横溢的贾雪芹用四句经典的话所概括，这四
句话便是：“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
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
大”雪“，珍宝如土金如铁”，从这句里能够看出四大家族
的实力和富裕的生活让人惊叹不已。

更让我震惊的事曹雪芹的文笔，他把自我化身为书中的贾宝
玉，栩栩如生的描绘出一个个具有特点的人物，书中人家作
诗他也能根据不一样人物特点写出不一样性格的诗。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文学作品。
作者把自我出身高贵，晚年生活却穷困潦倒的命运充分融合
到了书里，写的十分好，我提议大家看一看，因为每看一遍
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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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这部书我看完后深有感触，贾、史、薛、王这四
大家族也被才华横溢的贾雪芹用四句经典的话所概括，这四
句话便是：“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
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
大”雪“，珍宝如土金如铁”，从这句里能够看出四大家族
的实力和富裕的生活让人惊叹不已。



更让我震惊的事曹雪芹的文笔，他把自我化身为书中的贾宝
玉，栩栩如生的描绘出一个个具有特点的人物，书中人家作
诗他也能根据不一样人物特点写出不一样性格的诗。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文学作品。
作者把自我出身高贵，晚年生活却穷困潦倒的命运充分融合
到了书里，写的十分好，我提议大家看一看，因为每看一遍
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七

清朝小说家曹雪芹，早年经历富贵繁荣生活，后来家道中落，
生活日趋贫困。他有感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凶残和内部的分崩
离析，在评定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了《石头记》(即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创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
寻常。后来，乾隆年间进士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保留了
贾府被抄，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等悲惨结局，但贾府又终于
复兴，则违背了原作的本意。

读过《红楼梦》以后，感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无异于《刘姥
姥进大观园》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正是贾府烈火烹油，鲜
花着锦的鼎盛时期，而刘姥姥则凭着自己的花言巧语，把贾
府上上下下哄得团团转，更加客观的披露了贾府的奢靡腐败
之风。

《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对众多人物成功的塑造，
而每一个人物又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凤姐精明能干，办事
有条有理，但一生作恶多端;贾母体贴周到，和蔼可亲;贾宝
玉自由散漫，痴情重情;薛宝钗知书达礼，美丽大方……但给
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内慧外秀、惹人怜爱、楚楚动人、多愁善
感的林黛玉。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在，而且还体现在才华横
溢和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林黛玉有一张利害的嘴，正如薛
宝钗所说：“共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
世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很多



人认为，这是林黛玉“气量狭小”，“小肚鸡肠”的表现，
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林黛玉借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道出了
自己寄人篱下的感觉而已，更显示出她纯真、耿直的个性。

鲁迅曾经说过：“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
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了宫闱秘事……”而在
我眼下，却看见了宝、黛、钗三人的婚姻悲剧，封建贵族阶
级及其家族的腐朽…《红楼梦》包罗万象，生动的为我没们
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历史的沉
淀在吟唱：到书里去吧!《红楼梦》的精彩之处实在太多了，
值得我们读百遍!

高中生红楼梦读后感篇八

四大名着之首的《红楼梦》是一本奇书，书中人物众多，个
性鲜明，值得大家抽空阅读。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红
楼梦高中读书心得800字，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红楼一梦，恍然惊醒，悲剧，美到让人心伤--《红楼梦》读
后感。忆梦中之事，似是难记;忆梦中之人若在面前;忆梦中
之言，甚觉心伤。无奈，超脱时期，末成悲剧。

"谦纸荒谬言，一把辛酸泪。皆云息者痴，谁结其中味。"低
声诵吟，重复咀嚼，曹雪芹阅尽沧桑，在从彼的少年阅历中
与材，回想的暖馨，身世的炎凉，更是给作品增加了无限的
魅力。曹雪芹的作品超出了全部时代，书中的配角贾宝玉完
整背离了过后的礼法，但却很是契合当初的观点，这不得不
说是一个宏大的成绩!

在尔看来《红楼梦》是一个悲剧，充斥了无奈与悲伤。但却
在无绝的悲伤之中透出了摄人心魂的美，书中最大的悲剧是
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表姐薛宝钗之间的恋情婚姻瓜葛，



宝玉在黛玉、宝钗之间毕竟爱谁贾府究竟选谁作宝玉的妻子，
这是一个大答题。

悲剧产于二个抉择的不一致。宝玉越来越领现黛玉是独一的
良知，而宝钗固然也可疏可敬，但心上总有一层隔阂。贾宝
玉的祖母和父母却越去越发明宝钗合乎儿媳夫的尺度，黛玉
的性情气质却不替他们所喜。宝钗能尽质将大家束缚在礼法
的范畴之内，黛玉却返去做了执着的暴露。

悲剧尤其发生于两个取舍威望性的迥异：爱谁，宝玉保持了
本人的挑选;然而，弃谁，宝玉是一点也不权力的，所有蒙于
父母之命。终极，宝钗折嫁，黛玉回魂。于是，悲巨变成了
不可防止的终局。

鲁迅曾说功一句话："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货色覆灭给己望。"
又言"但凡傻弱的公民，即便体魄如何健齐，如何茁壮，也只
能干毫无意思的示众的资料跟瞅客，病逝世多多是不用认为
可怜的。"可睹，无价值的灭绝并不是悲剧，而《红楼梦》的
悲剧之所以震动我口，就由于它将被誉之物的美表示得酣畅
淋漓。

例如林黛玉，书中充足写没了她的寻求取气量之高贵若不是
如此她的悲剧即也不会令人如斯印象深入。唉!说到可悲处愈
是可哀。也罢，就此放笔。

不知为何，合上手中的《红楼梦》，竟是想再看一遍。或者
这就是《红楼梦》的魅力吧，犹如一梦，美的让人不想撒手。

《红楼梦》，一部含笑的社会人生悲剧，反映了一个封建大
家族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伟
大杰作。贾宝玉，一个号称怡红公子的灵魂人物，从小和众
多女子们天天在一起吟诗作对，然而在众多金钗之中，有两
位非提不可，那便是薛宝钗和林黛玉。



林黛玉生性孤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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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骗贾宝玉与薛宝钗成亲，黛玉
闻讯气死。尽管高鄂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思想，但他
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了宝玉，很
好很好。

我不是天生喜欢看别人的悲剧，只是觉得对于黛玉这样一个
脆弱的封建少女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
是她的幸福。

一个是阆苑仙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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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枉自嗟呀，一个
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

也许黛玉确实应该泪尽证前缘，这样不是更好吗?她牵挂着宝
玉，用她全部的热情为这一知己痛哭，怀着深深的思念，这
样的死，何尝不是高贵神圣的。所以能带着回忆离开他，是
一种幸福。看看宝钗的下场，更不得不说黛玉是幸福的。以
前我是很讨厌薛宝钗的，到最后的成亲，我一直都觉得她是
一个既冷酷又自私的人。可是现在，我竟然不由得同情她了。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大观园中的男男女女们不能掌握自己
的命运，虽然林黛玉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才情气质人人夸赞，
可到头来，年纪轻轻就郁郁而死;宝钗凡事稳重，识大体，诗
词赋会样样精通，原是金玉良缘，可偏只念木石前盟，可叹
端娴处子，到底误终生;迎春才貌双全，可叹却遇中山狼，一
味骄奢淫荡，叹芳魂艳质，一载去悠悠……才情万种的红楼
儿女们散的散，去的去，曾经的繁华人生如一场梦!

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只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已。而曹雪芹先
生也正是想抨击当时封建礼教的罪恶，并非单单描述剧中人
物性格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则是反应了一个时代悲剧和社



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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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上半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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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
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女
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福。
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不
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相比之下，应该说，宝钗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禁锢的女
孩，文中也没有提及她究竟是不是喜欢宝玉，只是明示了贾
府最高权威元春站在了宝钗的一边。没人会在意宝钗的意见，
她和宝玉一样。只是封建贵族制的牺牲品。

宝玉犯错挨了打，宝钗义正言辞，劝道“你是要改过了
罢。”于是她被学者定位封建统治的卫道士。等我们看到了
红楼的结局：黛玉的惨剧，宝玉的悲剧，宝钗的闹剧。

我的意思是：假如有一种人生归宿可以选择，那么，死于伤



心，比活在心如枯槁不发芽的灰暗生活里，更合我意。

林黛玉那种“碧云天，黄花地”的哀愁，并不是空泛无由的，
好的感情总是最接近人类美的本质。女子对此的追求要更偏
执些，注定也要受更多的苦。

宝黛二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感情是一种如此稀缺的资源，
除了珍惜，我们别无它法。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我国古代四大名著《水浒传》、《三
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而当时我对《红楼梦》
只知道有叫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就是现在读起它，也会
被它所深深地吸引。

到了七年级，那时班里已有好多同学都读完了四大名著，可
我还有一本《红楼梦》。当我第一次看时，就被吸引住了。

我发现这书里的诗句写得十分妙，读时不但琅琅上口，寓意
也是极深刻，渐渐地，对《红楼梦》产生了浓浓兴趣。读完
后，不禁感慨，林黛玉竟然如此的多愁善感，这是一个十几
岁的少女所应具有的性格吗?或许她的性格是周围环境所造成
的，没有父母的关怀、寄人篱下。但她受到了贾府上下无微
不至的关怀，却依然有些不满足。她最终因忧虑而死。我觉
得林黛玉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黛”是一种墨绿色，代
表她对自由的向往。她多愁善感、任性自私，还很爱哭，但
实质上，这正是对封建社会束缚人性的一种很好的回击!她敢
于追求自由，反抗社会，寻找自己真正的幸福，这正是她可
贵的品质和内涵。在那黑暗的时代，却有着这种特殊的风景
线。

没错，她就是一道风景线，以降珠草的身份，给了黑暗、趋
炎附势、欺上媚下的社会留下深深的印迹。虽然有着薛宝钗、
贾元春之流的批判，但是她的芳迹、高贵、勇敢以及敢于同
时代抗争的精神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全书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讲述贾府的兴衰
历史，也以侧面写应了封建家庭的荒淫、腐败，表现了封建
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作者也写终都透露着哀怨伤感的
请调，流露出一种消极思想。

以前初读出了对于封建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和精神实质有切
实的体验和感受，小说自始至《红楼梦》时，一直都认为林
黛玉是不懂事，小心眼的人。每当贾宝玉对别的女孩子说一
句话时就又哭又闹。当别人含蓄地指点她的错误时，她总会
讽刺别人一番。好像自己是多么的完美，没有丝毫的缺点。
贾府怎么容得下这样的人。但是读的次数多了，才真正体会
到她，所以才会有了先前的感悟。所以我还想再次强调：林
妹妹是一道即美丽又特殊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