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红楼梦心得(模板5篇)
军训心得是对军训教官的一种反馈，通过总结和评价，可以
帮助教官不断改进军训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学习心得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
发。

读红楼梦心得篇一

在暑假，我阅读了一些书，令我印象最深的，要属四大名著
了。

四大名著，顾名思意，就是指中国古代四本最有名的著作。
四本名著分别是《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
《三国演义》，每本名著都把中国的国粹精神表现的淋漓尽
致。四大名著里，我最喜欢的那本是《红楼梦》。

《红楼梦》讲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还叙述了贾府
的兴衰史，两者融合在一起。可怜的林黛玉从小体弱多病，
但学习非常刻苦，因此很有学问，成绩优异。黛玉的妈妈死
后，爸爸林如海将她送人贾府，黛玉在贾府认识了宝玉、探
春、宝钗等人。黛玉和宝玉很有共同语言，能谈得来，两人
就彼此喜欢上了对方。可是，宝玉的负面认为宝钗比黛玉更
知书达理，而且宝钗深受长辈们的喜爱，于是就想让宝钗嫁
给宝玉。在黛玉和宝玉相爱的过程中，贾家也正在一步步败
落。黛玉最终病死了，宝玉在长辈的欺骗下，娶了宝钗。贾
家败落后，宝玉伤心欲绝，于是离家出走，当了和尚。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将我们的国粹发扬光大，多学习
多研究，争取创造更多的知识财富。



读红楼梦心得篇二

今天我读了《红楼梦》里的“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
判葫芦案”一章。

这章里讲了，贾雨村到应天府做官，刚一下马就接到了一件
人命案，说是冯家和薛家为了买一个丫头各不相让，结果薛
蟠打死了冯家的公子。贾雨村本来令差人立刻将薛潘拿来拷
问，但门子使了一个眼色，不令他拿下薛蟠。于是贾雨村即
刻退了堂，门子告诉他薛蟠是贾府的亲戚，并给了他一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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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给我讲了，这个“护官符”里面运用了谐音、夸张等修
辞手法，介绍了金陵贾家、王家、史家、薛家四个大家族的
财富多得数也数不清。

贾雨村听了门子的话，看了这个护官符之后，不敢得罪四家，
就随意找了一个理由结了此案。

读了这章，我觉得古代的官场真是黑暗，薛潘杀人，却因为
自己有钱有势，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英莲虽然是贾雨村的恩
人的孩子，但贾雨村为了巴结贾府，也不替她做主。那张护
官符也让我知道了王贾史薛四大家族的势力非常大，人人得
罪不起。还是现在的社会好啊!



读红楼梦心得篇三

《红楼梦》——一部令人伤感又令人捧腹大笑的文学著作。

这几天，我读了红楼梦这本书，其中我对刘姥姥进大观园最
感兴趣。刘姥姥进大观园主要讲了刘姥姥在大观园参观时被
凤姐鸳鸯二人捉弄，惹得众人笑态百出的事。

我看后，不禁赞叹曹雪芹太有才了，竟能描写出这么多种笑
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扶
着桌子哎呦;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
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
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
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
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给姐
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我接着看了刘姥姥做的动作与说的话，惹得我捧腹大笑，笑
得肚子都疼了。我心想：这刘姥姥真搞笑，一定是凤姐鸳鸯
二人搞得鬼，拿刘姥姥取笑呢!我看完这篇后，又说与妈妈听，
妈妈听后也哈哈大笑。

红楼梦这本文学著作真是令人捧腹大笑啊!

读红楼梦心得篇四

《红楼梦》，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章回体长篇小说，成
书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
楼梦》。其原名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
《金陵十二钗》等。前八十回由曹雪芹著，后四十回由高鹗续
(一说是无名氏续)。作者曹雪芹，清代小说家，著名文学家。
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在人生的最终阶
段，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创作了《红楼梦》并专
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死后遗留《红楼梦》前八十回稿子。



另有《废艺斋集稿》。

本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作者
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宫廷、官场的黑
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族的腐朽，对封建的科举、婚姻、
奴婢、等级制度及社会统治思想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
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梦想和主张。它以
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感情婚姻
杯具及大观园中点滴琐事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史、
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
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并以其曲折隐晦
的表现手法、凄凉深切的情感格调、强烈高远的思想底蕴，
在中国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会图景、建筑金石等各领域
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到达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被誉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便是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让我每一
次读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初读这本书时，小小的我便感动
于那木石前盟，便沉沦于那句“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水可
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
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便爱上了林黛玉这个痴情、超
凡出尘、柔柔弱弱的女子。可是，当我再次翻开《红楼梦》
时，依旧感动于那木石前盟，却在不觉中也信了这金玉良缘;
对林黛玉的热爱也淡了，却欣赏起了那朵“艳压群芳，任是
无情也动人”的牡丹——宝钗!

薛宝钗是薛姨妈的女儿，她肌滑莹润，皓齿朱唇，举止娴柔，
端庄豁达，淡雅之中不失秀美，与每一个人都坚持着亲切自
然、合宜得体的相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是长辈们最喜爱
的女子。

宝钗有一颗玲珑的心，一片冷幽的情。她的心，学识广博，
处事周到，屡屡赢得众人称赞;她的情，恪守封建礼教的规矩
女子，矜持的若有若无，若隐若现。



宝钗的美，不在于真，却在于实;不在于善，却在于应变。她
的随分从时是我最敬佩的地方。宝、黛刚进荣府之后，作者
比较二人：“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
目无下谷”。我认为，宝钗讲究的是“又要自我便宜，又要
不得罪了人”的现实主义，对姐妹们，待人接物，她不疏不
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行诸生色;可喜之
人，亦未见醴密之情。能审时度势，却又能善待众人，是宝
钗得力之处。

宝钗是个极恪守礼教的女子，她的遵循礼教，固然没什么不
好，还能够令她生活的更好，然而，她在自我的心魂世界，
就总如在一片无垠的沼泽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前行。她本是
一位青春的妙龄少女、天真浪漫，却偏要违背自我的意愿，
做众人眼中贤德温良的淑女，就如同一朵高雅富贵的白牡丹，
虽然那么美丽，那么妩媚，却绽放的那么不由自主，绽放的
那么空虚与没有方向。

她的情，原本在胸膛中炽烈地燃烧着，原本在生活强烈地显
现着，也原本在那个时代强烈地迸发着。然而，她生生地压
抑下蓬勃青春的完美，不显山，不露水，却又极力掩藏着，
最终把自我塑造成了一尊冰冷的时代产物。宝钗常被人称为
冷漠无情，其实，她只是以自我的方式来爱而已。黛玉的心
思全在宝玉身上，宝钗又何尝不是宝玉挨打，黛玉哭得梨花
带雨，宝钗何尝不是心里也痛正因为两人性格不一样，所以
表现的手段不一样，见地也不一样。

一个聪慧、热情、知性的女子，偏偏抹杀了自我的聪慧、热
情和知性，就只为那一块宝玉，就只为获得家族权贵们的一
片赞扬……当宝钗听到宝玉梦里那一句“什么是金玉姻缘，
我偏说是木石姻缘”时，她的心碎了，却依旧不愿梦醒，依
旧在贾家败落之际，在明知宝玉爱的是林妹妹时，无怨无悔
的嫁与宝玉，同守贫贱，只为能为他抚平失去黛玉的创伤，
能为他安排世俗的一切，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爱呢木石前盟固
然是前生注定，金玉良姻也是辛苦百千世方修来的呢!



只可惜，如此一个为爱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痴情女子，得到的，
可是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一个红颜薄命的结局!宝钗，你
的自我牺牲，实在不值得;你对自我的不珍爱，实在令我不
忍!

如果说《红楼梦》由“情”、“政”为两条主线，宝钗无疑是
“情”的主角，那么，“政”呢便不得不使我们想到那泼辣的
“凤辣子”——王熙凤!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一句话，便道尽了
王熙凤的宿命，也道尽了王熙凤的悲酸。

王熙凤长着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
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她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精明能干，
伶牙俐齿，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喜爱与信任。

曹雪芹似乎很偏爱王熙凤，用来描述王熙凤的笔墨总是那么
多，写她的美貌，写她的聪慧，写她的泼辣，写她的才干，
写她的狡诈，写她的恶毒，写她的贪婪，写她的虚伪，写她
的善妒，写她的机巧;写她的攫取权利的不惜代价，写她狡黠
又强烈的欲望……仿佛要写尽王熙凤的悲欢辛酸，巧言令色，
当然，就会写到她的悲惨下场与惨烈死亡。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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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梦心得篇五

“一朝看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题记

今日种种，似水无痕；今夕何夕，君已陌路。向来缘浅，奈
何情深！

世人皆道，《红楼梦》吟尽爱情，可我眼前却是昨日繁华，
今朝落尽。人生况味，了便是好，心酸无奈，却只能遵从是
是非非。

贾宝玉初看林黛玉，就笑称“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世间
芸芸众生，他们因缘遇见，却来不及唱一出才子佳人。薛宝
钗的圆润与妥协，林黛玉的言随心至，也许是生不逢时，也
许是命运作怪，黛玉终是含泪而死，宝玉也穿上了袈裟。纷
繁的世界，不适合黛玉。她的惊艳，她的智慧，她的才气逼
人，她的灵秀慧黠，都应活在诗坛。那是个碧玉般盈澈的女
子，而不是一个寥落忧伤的深闺小姐。

贾府的挥霍，便注定要走向衰亡，这个结局，并不难猜。王
熙凤的机关算尽，却换来悲凉结局。而真正聪明的，是探春。
她是有才干的，又是清醒的：“我们这样的人家，人都看我
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的烦难。”
她开源节流，却阻碍不了贾府期数将近的必然。

旧人难留此凉城，凉城何苦留旧人。名列金陵十二钗，黛玉
却依旧只是一名异乡人。若不能放下心结，那便骄傲的、不
改初心的活着！那个世道，有太多不可说，不能做，也终是
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纵千般情愫，万般相思，



但封建礼教终是难以挣脱的枷锁。昨日花前月下，宝玉送旧
帕；今朝贾府败落，黛玉含泪烧帕。这一世的泪，终是还尽
了。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满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
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若不能自由，那便
随性点；若总是伤情，那便优雅点；若不能结缘，那便，那
便，无论怎样，我都相信，黛玉最后不会说出那句“宝玉，
你好”那样玲珑的女子，怎会不看透这城府的畸形？宝玉虽
多情，但黛玉绝不会怨恨他！这一切，黛玉最清楚，是命，
认命。

故人姑苏林黛玉，深深贾府难回头。曹雪芹的一声啊，又怎
会不坎坷？字字血泪，了，便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