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红楼梦的感想 红楼梦感想读书心
得(精选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一

中国有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
《红楼梦》，部部皆是精彩绝伦，而作为一个女孩子，前三
部对我而言没有多大兴趣，它们涉及了军事、政治、神话，
所以最吸引我的非《红楼梦》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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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心事终虚话?一百多年前，曹雪芹
耗尽一生心力为我们上演了一出《红楼梦》，让我们了解到
人情的冷暖，让我们看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

这场梦注定以悲剧结束，我们无力改变它。因为它发生在封
建制度之下。当时的叛逆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只有默默地祈
铸，期盼贾宝玉与林黛玉能在世外仙林中过着：甜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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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管全家的也全是女子，自然而然地就应了一句话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他们的家族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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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生性爱猜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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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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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黛玉又身亡，悲痛欲绝，出家



当了和尚。

这里的是是非非剪不断，理还乱，让人看到古时婚姻的无奈，
它们往往全由父母包办，甚至指腹为婚，更为可笑的是，他
们有时从未见过面便稀里糊涂地成亲了。而且古时女子争着
要进宫，因为那样可以使家族富贵，可皇帝有上千娱妃，得
宠一时，没多久又要被淡忘了，她们又何苦进宫呢?皇帝们饮
酒作乐，衣食无忧，而老百姓则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生活
之苦让人难以想象，也怪不得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造反了，
祸害之源还是在于皇帝身上啊。这一出出的悲剧让人心寒而
又愤怒，让人不由得痛恨起古时的苛捐杂税，它们把老百姓
一步一步往火坑边上推，真让人深恶痛绝。

林黛玉从小丧母，?]有受到礼教妇德的教育，保持着纯真的
天性，爱自己之所爱，憎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后来她寄
人篱下，变得更加孤独。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她唯一的知
己是贾宝玉，今生唯一爱过的人是贾宝玉。但两人的爱恋注
定是一个悲剧。他俩都追求自由，但这种叛逆与封建制度格
格不入，只好一个仙逝，一个遁世。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试
看春死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
两不知。一首葬花吟似乎早已预见了这个悲剧。

以前的我，是很讨厌薛的。从蜂腰桥扑蝶到最后的成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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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由不同情她了。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也许比林的更令
人叹惋。

薛宝钗家境富足，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
的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被教
育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应
形于色，否则就是不尊重。综观全书她的举止，几乎从未超
出这些束缚。只有一次宝玉将她比做杨贵妃令她大怒，可也
只是冷冷用一句话反讽过去。以前最恨她在蜂腰桥下陷害林
的一段。现在想来，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恶毒举



动。她从小生长在富商家庭，这种趋吉避凶的法门应该是早
就深深印在心中了吧。虽然她的做法很自私，但在她，也许
认为人理所应当就该这样应对。其实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
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
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也没有谁真正
地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妻间有
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案齐眉的尊重;认为母女间有的不是
血浓于水的亲情而是服从的孝道。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
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觉地麻木着。

她的作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
的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被教育着认为女
子读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一个女孩儿家，只
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
守本分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
端庄淑女所知的，因而委婉地批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
一样希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
痴痴傻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诉她说已经应承了，也就只
有流泪接受。直到最后宝玉出家，她的悲剧达到高潮。即使
在这时，她依然是不能由着本性而为的。王夫人说：看着宝
钗虽是痛哭，她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
难得的!可想想宝钗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
一生将如何结束，她的痛苦其实并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
依然只能克制着，这是她的尊重!

与林相比，她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林至少还追求了自己的
幸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最终一死解脱了所有的
痛苦。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一
生，也只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刀一点一点地宰割!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这几句判词，注定了薛是红楼场悲剧中的一个。对于她的一



生，作者曹雪芹应该也是叹惋的。

我不喜欢那个认为天下女儿眼泪都要给他的狂妄宝玉，但我
却欣赏那个一生只对黛玉痴情的宝玉。

我不喜欢那个整天猜疑的黛玉，但我却佩服追求自由与爱情
的黛玉。

我不喜欢那个处世圆滑的宝钗，但我却有些怜悯独守空闺的
她。

在这红楼之中，不论贵为己，还是贱为奴隶;不论愤世嫉俗，
还是恪守礼教;不论蹈身槛外，还是顺天任命;不论温和静淑，
还是旷达不羁，最终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
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二

第一次捧起《红楼梦》拜读是在初中，当时读红不别的，仅
是想跟饱读史书的友人炫耀我读了而你不曾涉及的领域，
《左传》、《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等，只
要是史书，好友均有涉猎，时常与之相处，竟妄自菲薄，不
能自已，于是决心读红想他日定可与之较量一二，如今想来
可笑可叹，笑我当年好胜心之强，叹我当年读书初心之单纯。

如今，功利性阅读、浅阅读、快餐式阅读屡见不鲜，甚至有
人一年不曾完整阅读一本书，没有书籍滋润的人是没有灵魂
的，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月”活动的开展，
正是提醒着那些终日奔波忙碌的人们，停下你的脚步，静心，
阅读，让阅读带走浮躁，让阅读沉淀下最珍贵的思索。



虽说当年接触红楼梦只是想丰富学识，竟真没料到后来热爱
它到一发不可收拾。有人读红渴望见证宝黛爱情悲剧，有人
读红为享受曹翁芙蓉泣露的唯美表达，而我读完红楼感受有
三：

其一，全书表现手法，草蛇灰线绵延千里，读一个词一句话
定能让你解出两个词三句话来，每次阅读都会再三感叹曹翁
笔法的巧妙。每一个人名、地名等均引用谐音，隐晦地诉说
着红楼的结局。就拿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回来说，警幻仙姑
一杯“千红一窟”一杯“万艳同杯”皆有“千红一哭”“万
艳同悲”的解释，开篇便是“哭”与“悲”的寓意，红楼全
书的基调定是悲情了;贾家四姐妹命名为元春、迎春、探春、
惜春，这又是“原应叹息”的谐音，这定是作者对红楼梦中
女子的最好表达。“谐音寓意”的手法几乎贯穿全书，先后
铺垫做的仍是天衣无缝。有袭人与蒋玉菡通过宝玉交换汗巾
一回，暗示结局二人终成眷属，又有怡红院夜宴群芳一回，
红楼女子抽签行令，宝钗抽到的是唐人罗隐《牡丹花》诗
中“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不仅是宝钗这个“冷美人”的真
实写照，全诗最后两句“可怜韩令成功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也暗示她的结局甚至和林黛玉的关系。以上种种实例还有
未曾列出的情节，无不体现着作者尽心的安排，精巧的构思，
难怪曹翁曾自叹道“字字得来皆是血”啊!

其二，全书读完，宝钗形象深入我心，最为欣赏。记得之前
在红学会里抛出一句“我是宝钗党”的话时竟只有一人予我
支持，人人都说宝姑娘工于心计，冷漠狠心，是封建卫道士
的典型形象，我却想为她喊冤，因为我从红楼梦中读出了宝
钗的“外冷内热”和“身不由己”。艳冠群芳的特点不再赘
述，“任是无情也动人”便是宝钗的真实写照。在《红楼梦》
第四十五回中，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
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
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
如今……”这是宝钗警言黛玉尽量少阅《西厢记》等杂书，
是为了保护黛玉，并自此开始送燕窝与病中黛玉。还有宝钗



暗自帮助湘云筹办菊花社、后又救济邢岫烟等段落，都是宝
钗善良的体现。自幼丧父，哥哥薛蟠不学无术，于寡母相扶
相依，寄人篱下，在大观园又要处处谨慎，而这谨慎处事又
让读者以为其左右逢源，实在可惜。总之，宝钗能随波逐流
又能坚持己心的特质被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也不得不使我
敬佩宝钗之惊世才华、善良敦厚、知书达理、进退得宜。

其三，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最终命运因红楼梦后二十回
手稿不慎迷失，读者也未曾可知。但从护官符“贾不假，白
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
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
铁。”可知四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结局。“水满则溢，月
盈则亏”的古训即可从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得到印证。无论
任何事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既不能为一时的停滞而懊恼，
因为有时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有时我们也不能站在人生巅
峰时刻时忘乎所以沾沾自喜，因为“登高必跌重”，保持冷
静的头脑，去面对新的开始。这正是我在读红后的最大体会，
红楼梦中朴素的哲学思想相信对每个读者来书都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

《红楼梦》一书博大精深，绝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完全呈现出
读后之感的。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三

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写出了作者的辛苦与心酸，也表达出了知音难寻的无奈何苦
闷。而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出自曹雪芹先生笔下的《红
楼梦》。

《红楼梦》是一个悲剧，它不仅是曹雪芹先生的真实写照同
时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从而使一个繁荣的荣国府走向
衰败。曹雪芹先生历时十年完成这部著作，用细腻和巧妙的
文笔叙述了一个繁荣一时的荣国府。



当我看完了《红楼梦》后，我感到无比的心酸，我甚至有点
怨恨作者为什么把这《红楼梦》的结局写得这么悲惨，这与
《红楼梦》前部分的那生气、繁荣的景象一点有不符合。但
后来我渐渐的明白了，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黑暗，这只不过
就是社会的演变过程罢了。

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林黛玉，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她那生性
猜疑，多愁善感的性格，但我却似乎知道她的'苦衷似的。她
从小父母双亡，又寄人篱下，她感到自己的世界有多么的孤
独，为了保护自己，她只能用刻薄的语气去对待他人，这也
是她养成生性猜疑的情感的因素，林黛玉在凄凉中死去，身
边只有服侍她的一个丫鬟在默默的为她哭泣。这时我也想起
了她那被预言的悲惨的一生。

贾宝玉，一个外表看上去柔弱带点天真的男孩子，其实也有
刚强男子的一面，也许到最后谁也想不到他会去出家，是因
为他看破了红尘吧，他是一个渴望得到自由的人，当姐妹们
成家后都抱怨着生活中的事，他的内心渐渐的成熟了，更何
况在这种"指腹为婚"的时代，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水深火热。
同时他又是一个痴情的人，他对林黛玉可以不顾一切，从这
也可以看出林黛玉之死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我不禁替贾宝玉
感到惋惜，美好的青春就这样被断送了。

《红楼梦》中的人物命运几乎都是悲惨的，从王熙凤的"一从
二令三休"到薛宝钗的"可叹停机德，金簪雪里埋"再到林黛玉
的"堪怜咏絮才，玉带从中挂。"都能体现出来。曹雪芹先生
曾惨痛的写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试谴愚忠，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红楼梦》一书让我感慨万千，它是贾宝玉一生的·真实写
照岁月流逝，生命的年轮在不停的轮转，但又有谁能读懂这
曹雪芹的梦中泪。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四

古琴悠悠，飞残叶舞，婉约女子，深院锁倩影;漫天哀叹,失
魂丧魄,美人迟暮,深院锁玲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断井颓
垣，深院锁清秋。

——题记

于多少个夜晚，你让我心如潮涌，让我魂牵梦萦，梦回那场
邂逅，梦回那个红楼……

黛玉

颦顰袅袅,弱柳扶风,你的生命或许就是这么一种永恒的存在.
不知那沁芳闸,潺潺流水带走了你多少眼泪,多少缠绵的思念.
你一袭倩影,茕茕立于树下.“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一
把药锄埋葬了一地落花,却忧虑“侬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侬
知是谁”。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自古女子几多愁,只是
他不明白,也不知怎样去捉摸你的心思.“一朝春尽红颜老,花
落人亡两不知”.似乎,你早已料到他的未来不会与你交集.你
懂,你来到这个世上只是为了偿还千年前他给予的恩惠.即使
他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来饮”,也无法改变你们曲终人
散的结局.

我读红楼,读出了黛玉那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

宝钗

大观园里，海棠诗社，你与姊妹们吃酒吟诗，讽和螃蟹
咏。“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
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
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你的世界是如此的平和。但当



那动情的岁月走远之后,便是满地的荒芜与空虚!

你的爱情随着那金玉奇缘开始了,最深的夜,你临风听月,撕开
以缘分命名的伤口,空守着云淡风轻的爱情。寂寞的泪滴顺着
脸颊滑落,落地的瞬间,开出了一朵晶莹的花,携着你的苦恋慢
慢地被风干。

我读红楼,读出了宝钗凄婉的姻缘,无奈的忧伤。

湘云

直率洒脱,大大咧咧是你形象的代名词,你的生命或许就是这
么一场惬意的梦。

在那草莺飞、花红柳绿的季节,飘飞柔和的柳絮吸引了你的全
部目光。“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
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这一首柳絮词,牵住
了你内心所有的迷恋与感叹!

还记否?花间酒席，你挥袖猜拳，淋漓畅饮,好不快哉!酣醉之
际,寻一静处，芍药栏内，你以青石为床，落英为枕，向梦沉
睡于花丛之间。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脸皆是红香散
乱，引得蜜蜂、蝴蝶为之停足，惹得众人又爱又笑。你用朴
素的快乐为自己编织着生活。

我读红楼，读出了湘云洒脱性情的可爱，恬淡灵魂的豪放.

梦回那一方净土，有无尽的诗意与思念，我喜欢!

梦回那一季春梦，有繁花坠尽的唯美，我喜欢!

梦回那一处红楼，有美人兮天一方，我喜欢!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五

从《红楼梦》问世至今二百年以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
钗等人都成了人们熟悉的人物。人们为贾宝玉叹息，为林黛
玉流泪，对王熙凤又爱又恨。打开《红楼梦》，就是打开了
一个熙来攘往的人物世界，而最能吸引人们目光的，还是贾
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位主人公。

在《红楼梦》的大观园中，有两个人想做“变性手术”，一
个是探春，另一个就是宝玉。究其原因，正如宝玉自己所说
的那样：“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
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
叛逆，但在宝玉看来，除了少女们的纯洁可爱能使他尊敬和
爱悦之外，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事物值得他献出青春和生命
了。并且他只求过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在他心中，人只有
真善美、假恶丑之分，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所以他才敢于
向当时儒家的道德标准挑战。潘知常教授曾美名曰：“贾宝
玉是中国的第一个‘亚当’。”从某些方面看，宝玉的这种
性格反应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泪美人”林黛玉赚取了读
者太多的眼泪。她清灵清丽而又多疑多妒的性格和气质吸引
了无数人的目光。和宝玉一样，她也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黛玉的生活是爱与美的世界，从至纯至美的“黛玉葬花“这
一情节可以看出，她非常爱护生命、珍惜生命，她的多愁善
感也借此被曹雪芹渲染到了极至。

林黛玉的才气的确过人。但是她不知道当时社会需要“无才
便是德”的贤良女性。赏风月、做诗词不过是贵族小姐无聊
消遣和多余的点缀，更别说让女子自由恋爱了。所以宝黛的
爱情虽然天真、无邪，但却注定是一个悲剧。敏感多病的林
黛玉也注定无人可以依赖。于是她怀着纯洁的爱和对尘世的
悲怨，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实现了“质本洁来还洁去，



不叫污掉陷渠沟。”的誓言。

薛宝钗则是一位封建道德礼法的自觉恪守者。天资聪颖的她
知道自己无论有多大的才干，在这个男权社会中无论怎样反
抗，最终都要以失败告终，所以她养成了一种罕言没语但却
八面玲珑的个性。他宽厚随和，豁达大度，几乎得到主子奴
婢所有人的肯定。她不仅人缘好，才智也高，以为典型
的“女夫子”。但是，她明白“女子无才便是德”，于是便
经常把自己的才干掩藏起来，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未来夫婿
身上。无奈，贾宝玉无论如何也停不下她的话，所以，在议
婚的时候，她开始低头不语，后来暗自垂泪。可见，贾宝玉
也不是她理想的人选。

《红楼梦》全书描写了以反抗封建思想为主的人物和故事，
批判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也许，曹雪芹做梦也想不
到当年禁止发行的《红楼梦》在今天是这样的红火。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六

在以前虽然看过一些回忆录，但是几乎都是透露着闲情逸致
的气息与韵味。而这本《朝花夕拾》却是通过作者童年的生
活与求学的历程来反映作者对往日的人和事的深切怀念，同
时对于那些反动势力和守旧的操守也表明了自己坚决反对的
立场。

《狗猫鼠》是一篇由这三种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引出对那些所
谓的“正人君子”的批判。文章中对于他们的讥讽与嘲笑，
说明了在看见某些人在一些问题上屈服于比自己强的人，并
且随声附和，自己会不自禁地流露出心中对那些人的憎恶。
接下来的救养可爱的隐鼠和隐鼠被猫吃更体现出了他的怜悯
之心。如此之小的年纪便懂得了做人之道，的确很了不得。

《藤野先生》写的是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



了在仙台学医受到了日本学生的歧视与侮辱，决定弃医从文
的经过。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作为日本老师的藤野先生有着严
谨、正直、热诚，没有一丝的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文中有
一句话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
他的姓名并不为人所知道。”可以说这是对藤野先生的怀念;
但这也是作者对于藤野先生崇高品格的赞扬。我的心中又不
免产生了一个疑惑：这是否对鲁迅的成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呢?可能吧!记得鲁迅曾说过：“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
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
里是伟大的。”这先说出了藤野先生对科学持着严谨求是的
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同时也让我坚定了之前我所说的给
鲁迅带来的一定的影响，让鲁迅有着严谨求是，一丝不苟的
品质。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七

近日读完《红楼梦》，才明白其妙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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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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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
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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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
读来犹如作品中的人物同生活中的人物一样真实可信，《红
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得
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
说不得庸俗平凡"，令人徒加评论。不仅贾宝玉，林黛玉这对
寄托了作者人格美，精神美，理想美的主人公是如此，甚至
连王熙凤这样恶名昭著的人物，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坏"，
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可爱"，从而表现出种种矛盾
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格"迷人的真实"。

作者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描写，
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甚至连一些不成文的，
史无记载的社会习惯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
绘。

《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不仅在
国内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而且在国际上也
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有法国评论家称赞说:"曹
雪芹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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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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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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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
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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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
读来犹如作品中的人物同生活中的人物一样真实可信，《红
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得
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
说不得庸俗平凡"，令人徒加评论。不仅贾宝玉，林黛玉这对
寄托了作者人格美，精神美，理想美的主人公是如此，甚至
连王熙凤这样恶名昭著的人物，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坏"，
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可爱"，从而表现出种种矛盾
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格"迷人的真实"。

作者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描写，
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甚至连一些不成文的，
史无记载的社会习惯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
绘。



《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不仅在
国内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而且在国际上也
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有法国评论家称赞说:"曹
雪芹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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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八

暑假，我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看到一尊千手千眼观音木雕
贴金像，满殿金光耀眼、光彩夺目。任何人看到了，都会感
慨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和神通广大，也就是“手眼通天”。

我却脑洞大开，忽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一个关键人物。
她是凡人，自然不能和观音相比，但是从一件小事上，让我
觉得她有点千手千眼观音的潜质。她就是女二号——宝姐姐。

《红楼梦》是一部很琐碎的小说，记叙的都是家长里短的生
活小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很多人都不会喜欢。然而这
才是真实的生活，平平淡淡中蕴含着无数人生哲理。

我要说的事是这样的：家境贫寒、不得不寄人篱下的邢岫烟
姑娘，受人敲诈，入不敷出。因为缺钱，大冬天她被迫把棉
袄当了，冻得“拱肩缩背”，有苦说不出。邢岫烟是个有涵
养的人，只能忍着。她的姑姑邢夫人是个冷血动物，视而不
见;平日里在一起吟诗作对、相处融洽的姐妹们没人过问;惯
会怜香惜玉、把邢妹妹当作“一字师”的宝哥哥居然也无动
于衷。只有宝钗有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立即悄悄替她
赎出棉衣——偏巧当铺就是她家开的。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件芝麻粒大的小事，但我想对于邢姑
娘一定是天大的事，相当于“雪中送炭”。宝姐姐用实实在
在的善举告诉我们：越善良的人，越需要聪明;越聪明的人，
才有能力越善良。当你善良到跟观音菩萨一样时，你需要有



千手千眼。为什么要有千眼?一是能看尽世间的苦难，不遗
漏;二是希望看清事情的方方面面，不被蒙蔽。所以观世音只
需要一颗满怀善意的心，却需要一千双眼睛。

看看宝钗的平素所为：她对一直怀有敌意的黛玉以德报怨，
频频“送温暖”——好药以及“心理大保健”;豪爽但不成熟
的湘云揽下了诗社东道，却无钱应对，又是宝钗全额赞助替
她撑腰;金钏儿惨死，宝钗不顾忌讳，把自己的新衣服给这个
与自己没什么交集的丫鬟做了丧服……这些事情也都不是惊
天动地的“大慈善”，但绝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出来。贾府
那么多为富不仁的男人，却没有一个有宝钗这个弱女子这般
敏锐的眼光、宽阔的胸襟、博大的气场。

《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巨作，难得有宝钗这样充满
正能量的人物。当沧浪之水不再清兮，像宝黛那样一味地消
极逃避是不可取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小事做起，无愧于
心，扶危济贫，与所有人和谐相处，这是宝钗的做法。“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到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我喜欢“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宝姐姐。

读红楼梦的感想篇九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那样
的年代，多少女子甘为农妇。今读《红楼梦》别样的香菱启
示了我，“女子有才便是德”。

——题记

读完《红楼梦》，合上书，书中个个人物浮现在我脑海中：
聪明灵秀的贾宝玉，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豁达稳重的薛宝
钗……可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平凡、勤学苦练的香菱。

书中，《呆香菱苦心学吟诗》特别吸引我。香菱请黛玉教她
作诗，于是黛玉就拿了一些书给香菱看，香菱拿来认真地读



起来，把黛玉所划的都背了，又细细思索了一番，并
说：“书里有好多诗我都非常喜欢，我一定要学会作诗才行，
你再拿些书给我看吧。”黛玉听了，又拿了几本书让香菱读，
还给她出了个题目，让她试试自己写一首。

这时宝玉、探春他们都来了，大家一起谈笑。但香菱一心写
诗，也不理大家，一个人坐在旁边思考，连吃饭也顾不上了。
大家见她写得辛苦，都叫他不要再想了，先歇一下，香菱却
不肯，一个人坐在山石上发呆。这天晚上一直到很晚她都没
睡着，刚睡着突然喊：“有了，有了!”就把梦里的诗写了出
来，大家都觉得她作得好极了。

读着香菱的故事，我不禁想到了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香菱却一心读诗，学作诗，让自己变得满腹诗经、才华横
溢。大家都非常喜欢她，敬佩她，我也被她的才华和精神所
吸引。怪不得爸爸妈妈和老师都说：“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
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记得有一次，在期末复习期间，我沉迷于网络游戏，在一些
该复习的时间上用来玩游戏，所以成绩直线下降，结果期末
考得很不理想，被爸爸批评了一顿，之后，我就再也没碰过
游戏了。

香菱的故事告诉我：“女子有才便是德”。长大后，我一定
要做一个像香菱一样有才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