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大全8篇)
环保工作涉及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在总结中，可以对未来的
环保工作提出具体的规划和目标。近年来，国内外环保行业
发展迅速，以下是一些行业动态。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一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讲的都是豪气干
云的人物，孙悟空，宋江，诸葛亮，一个比一个才智，一个
比一个精干，一个比一个骁勇善战。

我喜爱黛玉，她能够为自己的美好而去争夺，这难道不值得
咱们去学习吗？仅仅黛玉错了，在这个时代，岂不是女子无
才便是德的吗？黛玉太过于清高了。以至于不去友谊面，弄
到一副落花而亡的结局。而宝钗则与黛玉那“喜散不喜聚、
喜静不喜动”与之相反，所以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多与宝姐姐
一块儿，这点也促进宝钗在众姐妹中友谊甚好。再者，黛玉虽
“心较比干多一窍”，可黛玉体现太露，不比宝钗正经沉稳，
在贾母眼中留下了一个模范妻子的榜样。

身为“金陵十二钗”之首的“潇湘妃子”黛玉，又怎会没有
难言之隐呢？爸爸妈妈已双亡，在这偌大的府第之中，却没
有她的.容身之地啊。

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啊！

红楼梦真的很不错，我引荐我们也读一下。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二

我读完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心里有无尽的伤感。

故事讲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露了当时封



建社会的黑暗。其中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以林黛
玉之名嫁入贾府，也深知宝、黛二人心意相通，却无力抵抗。
就算贾母再怎么疼她，也无能为力。

我始终觉得宝钗是全剧中真正的强者，她从不会在人前为难
他人，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我很佩服她的才华，她也是相
当有才智的。她跟凤姐区别在于：凤姐无话不说，而且说话
毫不忌讳。《红楼梦》一书涉及了许多人物，每个人都有各
自的性格，每个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楼梦》这本书写得真是太好了，故事很令我感动。因为
是第一次读，我还有很多内容不是很明白，有时间我还要反
复读，认真地去理解书中的含意。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哦！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三

我有一本特别喜欢的书，那就是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也许是我爱看言情剧的`缘故吧。对于这本书我是万分喜爱。
自然也有一些感慨了。对于这本书，我最不喜欢的人物莫过
于凤姐和贾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黛玉。黛玉，是《红楼梦》的主要
人物了。自然还有一个男主角，那就是林黛玉的“相好”贾
宝玉了。不是我故意说，后人怎么把结局写成这样了如果我
是曹雪芹的话，我一定不会把宝黛俩人拆开的，可贾母就这
样，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相信王熙凤的一面之词。也许，
贾母相信自己的眼睛的话，贾府里那么多人命案就不会出了。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四

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表
达了他的不满和愤怒。故事讲的是幼年体弱多病的林黛玉来
到容后，渐渐爱上了贾的儿子贾宝玉，贾宝玉生来通灵玉，
性格倔强。因为冯姐姐用了开关计，贾宝玉用金子娶了薛宝



钗，让林黛玉吐血而死。贾宝玉从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
逃入空门。

我真的为林黛玉感到难过，也为他们悲惨的命运感到惋惜。
但考察人物本身没有错，让人讨厌的是封建传统观念。什么
样的婚姻是父母决定的，什么样的婚姻适合对方才是真的对
人有害。这就是为什么贾宝玉和林黛玉要承受阴阳两隔的痛
苦。让贾宝玉遭受这样的'欺骗。唉，就算是有石头心的人也
会被自己的真情感动。

红楼梦，多少人为之落泪，多少人为之动容！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五

第七回自宝钗而来。

宝钗有痼疾。具体何病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从胎里带来
的一股热毒”，发病时倒也无妨，只是咳嗽些。而咳嗽也应
该由于体内有毒而引起。故，宝钗的病无非是毒火较旺。

癞头和尚与跛脚道士此行的目的是度脱一干情鬼，但是在这
里，和尚违背了自己的一贯做法，充当了医生的角色。这着
实是让人想不通的，要知道一次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若只有
一次，便是一次都没有。故，和尚在此没有充当医生的角色，
和尚还是在度脱。而和尚对宝钗度脱的方式就是给其冷香丸
之药方，换言之，服用了冷香丸之药方，宝钗就等于已经被
和尚度脱，虽然仍在尘世，却已经是癞头和尚的俗家弟子了。

这样一来，宝钗就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形象。首先，人
们普遍认为宝钗从胎里带来的那种毒是情毒，而脂砚斋也说
道这毒乃“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以此看来，宝钗后
文对黛玉所说的小时候看杂书，应该是受体内此毒的影响和
控制；其次，宝钗是封建大家庭的闺秀，贵族小姐出身，所
以在她身上有一种崇尚传统道德观念的“停机德”，她屡次



对宝玉及黛玉的劝说，便与这种意识有关；再次，宝钗还有
一层容易被人忽略的身份，那就是宝玉在尘世间的“师父”，
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宝玉点化的作用，若不是黛玉对宝玉的.
影响更大，只怕宝玉出家的时间都提前了，而这，应该与宝
钗是癞头和尚的俗家弟子有关。所以癞头和尚对宝钗是极为
偏爱的。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六

10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陶醉于书中优美的诗词歌赋，被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所
打动，无法自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每一次阅读，都
给了我不同的感受。

初读《红楼梦》时，我被其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
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之间纠结的爱情悲剧催人泪下，给
我以深深的震撼。当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时，忽然感觉昔
日在大观园中的欢声笑语随即被巨大的痛苦所遮住，就像天
空中低而浓黑的乌云，让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只剩下撕心
裂肺般的悲痛和无尽的凄凉。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林黛玉身上
的那种唯美。林黛玉并不完美，她嫉妒心强，好炫耀才能，
可是她真的很唯美，就像水晶折射出的光辉那样纯净，令人
为之震撼!我曾抱怨过母亲的唠叨、老师的批评、同学的争吵，
但同贾府中众多奴婢的悲惨下场比起来，这些事无不体现了
师长对我的关心和同学之间的真情。于是我开始爱我身边的
人，开始体验生活的珍贵。

再读《红楼梦》，我渐渐悟出了曹雪芹的本意。身为富贵公
子的曹雪芹，沦落“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不能不对世
态炎凉发出许多感慨。试看当初“白玉为床金作马，珍珠如
土金如铁”的贾府到头来还是“为人作嫁衣”，这正如曹公
的经历，他把自己的“痴”寄托在宝、黛身上，奏起了一曲
封建王朝的挽歌。宝、黛试图为爱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到
头来却是一个夭折，一个癫狂。走近了，才发现，他们不是



没有反抗，只是太无力，他们的武器只有泪水;他们不是没有
反抗，只是对立面太强，整个社会、整个制度都是他们的对
手。这爱情似水中月、镜中花，到头来只是一个没有做完的
梦，还有无限的遗憾。也许他们心里似明镜般清楚，是什么
葬送了他们一生的幸福。当我走近他们，他们轻轻告诉我，
他们的一生被前缘所误，被时代所误。

红楼一梦，传阅千年。但梦在红楼，变化在我们，现在没有
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我们可以放飞自我，张扬个性，将来能
尽显能力，为国家做贡献，这等机会，我们又怎能错过?(孟
萧萧)

红楼梦读后感范本

《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名着中的一本，使我受益匪浅。
《红楼梦》主主要记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从富贵顶
端的上流社会到灭亡的整过过程，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
悲剧为主线，突出作者曹雪芹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不满，为我
们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画卷，让我们了解历史，从历史中悟出
正真的道理。

翻开此书，每一回的故事都使我刻骨铭心。然而，从这本书
中我也读出了作者曹雪芹十年之间创作的艰辛。当我读到第
十三回《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我真惊了!我为作者的伏笔震
惊，也为当时的富贵人家震惊。大观园，不知有多少个馆楼，
连吃一顿饭都如此讲究，难道不令我们震惊吗?当我怀着急迫
的心情读大结局时，我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感到悲哀，
同时我也为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而感慨。被逼无奈的
林黛玉病绝身亡，贾宝玉因林黛玉之死，看破红尘，出家为
僧。然而，因为社会转变，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从此走
向了灭亡之路。生动形象地衬托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作者
的心声。

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红楼梦绘声绘色的千古流传。



红楼梦读后感范本

今天，我终于读完了四大名着中的《红楼梦》，我感觉那个
年代的人好可怜啊，连自己的婚事都要让别人去包办，我深
有感触。

本故事讲述了黛玉多愁善感，爱哭，而宝玉偏偏就是喜欢她。
宝玉的身上有女娲补天中剩下的一块玉，黛玉却没有，但是，
宝钗的身上刚好有一把锁。祖宗就认为宝玉和宝钗是注定要
在一起的。黛玉听后，活活被气死。后来，祖宗骗宝玉与宝
钗成亲，然后，当宝玉揭开喜帕发现并不是黛玉，而黛玉已
身亡，宝玉悲痛欲绝，最后出家当了一个和尚。

我认为那个时候太古板了，连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权利
都没有，人物本身并没有错，让人憎恨的只是传统观念：婚
姻大事，父母做主……这种思想真是害人不浅，贾宝玉和林
黛玉就是因此而要承受那么多，想见也见不着，更让宝玉受
那样的欺骗。

《红楼梦》不愧是四大名着之一啊!

红楼梦读后感范本

我又读了一本着名的书，它就是——《红楼梦》。看看它会
带给我们哪些故事呢?

这本书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通过对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衰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社
会生活视野，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作家曹雪芹花费了十年心血铸就的一
部文学巨着。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描绘了当时中国社
会的风情世俗。这部文学名着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水平，
是一次巨大提升。因此，与《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古典名着。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着作，还是研究中国古代
官制、哲学思想、文化形态、民俗现象，因此历来备受各界
人士关注。

《红楼梦》反映了复杂的社会问题。揭示了深刻的人性、世
态炎凉、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哲理。

红楼梦读后感范本

在那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生活着那一群黄土般朴实的人
啊。平凡的故事同样演绎着经彩，平凡的双水村也有精彩绝
伦的篇章。每当月光洗尽铅华，悬挂在用不退色的深蓝天幕，
轻轻泻入千家万户。我总想站在山头眺望那一束束黄晕的光
从每一个窗口射出，凝思着那每一个窗口下是否都聚着一家
人，每一家人是否又都上演着一个个不一样的故事。

“劳动就是幸福”每当我看到这句话就会想起孙少平，想起
他在煤矿工作时干的那些又苦又累的活。想起大风大浪过去
后这最朴实的充实自己的方法。或许看到这句话也会想起孙
少安，那个13岁就辍学中的帮家里中四维持生计的少年。农
民的想法是多么的简单，他们不求天不求地。只求那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一辈子的辛勤劳作，几亩薄田能在血汗的浇灌下
长出些养家糊口的粮食。

一段历史能给一个社会烙下深深的烙印，生活又只不过是漫
漫长路上无数瞬间的拼合。“情”是那永远不会脱落的粘合
剂。是少安和少平的手足情深?是少安润叶的两小无猜?是润
叶向前的苦苦真情?是少安红梅的情窦初开?还是少平喝晓霞
的生死两个的海誓山盟?可那又是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事
都在现实面前屈服了，所有的爱所有的情都在世俗封建里脱
胶了。把生活摔的七零八碎，一片片跌落尘埃。



好在没有永远的幸福，也就没有永恒的痛苦。生活就像双水
村的流水一样不紧不慢的哗啦啦的流，失落顺水流走了，幸
福也随波飘远了。闭上眼，就似乎能看到那一年一度的热闹
如春节的打枣节。那红火劲竟压过中秋端午。那一天里，所
有双水村的人们似乎忘掉了一年的烦恼和忧虑。人们在山林
间随意吼着两声信天游，打下一粒粒肉厚核小的大枣子，笑
着唱着闹着。这时的双水村，似乎连空气都弥漫着甜甜的枣
香，还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茫茫天地，云云众生，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七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这所有，都是作者凭着国内出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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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荡漾着充满诗情
画意的特殊韵味，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红楼梦》在思想
内容和艺术方法方面的卓越收获，不只在国内成为“中国小
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而且在国际上也遭到很多国家学
者的看重和研究，有法国评论家称赞说：曹雪芹具备普鲁斯
特敏锐的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塞的才智和幽默，有
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整个社会的自上而下各阶层的能力。

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读后感篇八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们大家都知道上面这四句五言绝句是指我国古代四大名著
之一的《红楼梦》。书中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
人物形象，如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他们的
性格和命运都迥然不同，却不可思议地一起演出了一个令人
潸然泪下的悲情故事。



我上小学时就对《红楼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捧起书来，
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自己也是书里的一个人物。
书中有可笑处，有可悲处，有可惜处，这一切如蛛丝般交织
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部在世界各地都有影响的文学巨著。
书的主线是什么？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故事。随着这条
主线向前走，我们看到了贾家，这个曾经兴旺却步步走向衰
败的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全过程。看完之后，谁不会扼腕叹息？
还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为什么会变成悲剧？祸源就在
薛宝钗的挂锁上！她那挂锁上写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与贾宝玉的玉上写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正好能对成一
对，于是就有某些人加油添醋地说这是什么“金玉良缘”。
但是，贾宝玉真正喜欢的林黛玉，因为黛玉既美丽，又善于
琴棋书画，更重要的是她和宝玉有共同语言。他们的思想都
是先进的，与薛宝钗那古板、陈旧的封建思想有天壤之别。
可宝玉的家人们不理解他，非要凑合这所谓的“金玉良缘”
不可。王熙凤还用“调包计”的方法让宝玉和宝钗结婚。可
另一边正饱受病痛折磨的林黛玉呢？她带着痛苦离开了这个
世界，这个残酷的世界。宝玉知道事情真相后毅然离去
了，“金玉良缘”变成了“终身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这是他的人生结局。单从上述这件事就使我们看
出这些封建礼教是多么可怕，它能害死人！还有一件事，那
就是贾赦看上了平民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希望他能卖给自
己，石呆子拒绝了。贾赦就勾结贾雨村，使石呆子家破人亡。
贾赦这件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
是我的！”整体来看《红楼梦》，这是一部古今少有的文学
巨著，它大胆地揭露了旧社会的丑恶面目。读完整部书，你
会为书中人物的命运悲伤·叹息，会反复思考那万恶的旧社
会给人带来的伤害是多么巨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