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读后感范文（精选 32 篇）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是时候

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感而

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红楼梦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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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读过《红楼梦》的时候，对“红学”的说法是有些怀疑的。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一本书可以成为一门学问。直到自己也品读

过、学习过，才知道其中的深意。 

《红楼梦》当中咏柳絮的词便是如此。古人写状物的古诗词，并

不是单纯为了描述应该物件，而是为了托物言志，达到寓情于景、寄

情于物的效果，因而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来写，便可以有多种多

样的立意，寄托不尽相同的感想和寓意。大观园中的几次诗会都体现

了这一点。 

薛宝钗笔下的柳絮是坚强、积极、主动的，尽管柳絮没有根，但

它“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不仅如此，柳絮不甘于被命运摆布，

它要积极借助于外界的力量，做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词

语之间的豪情壮志让人拍案叫绝，一改女子诗词中的哀艳。这种与众

不同的寓意，也是宝钗性格的体现。 

林黛玉笔下的柳絮是悲凉的，如同那些漂泊无依的女子，和她一

样没有自己的家园。柳絮没有自主性，因而它“漂泊亦如人命薄”，

那有如棉桃一般的白色又勾起了黛玉的愁绪：“韶华竟白头”，年纪

轻轻的她，却是身体虚弱，自知命不久矣，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吧。柳絮嫁与东风，她的生命在风中消散。 

作者能够将满腔热血与多愁善感拿捏得如此准确精到，且一人同

时作出多首不同题材的诗词，这一方面就已经令人惊叹。而“柳絮”

这个意象在全书中也有着明确的寓意，它指向着荣国府、宁国府当中

美丽女子无依无靠的命运，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悲剧。这一意象与全书

的主旨立意相契合。 



如柳絮一般的人生，终究是无奈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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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我读了《红楼梦》，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清代

文人曹雪芹，以人物生动形象，故事反映没落贵族的生活，凸显了作

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艺术素养。《红楼梦》描写了以贾府为代

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人物关系复杂，其中包含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

理解。通过小说我不仅了解了当时豪门大族的生活，也明白了许多人

生的智慧。比如我最喜欢的人物—刘姥姥，她是一位有见识、有智慧

的人。 

首先，在女儿家没钱过冬的时候，她帮着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可

行的方案。女婿狗儿有钱的时候乱花，没钱的时候瞎生气，把一切都

归为世界的不合理。刘姥姥说不能怨天尤人，要去城里寻找机会。于

是刘姥姥决定去京城的贾府攀亲，希望能获得点好处。尽管有些难为

情，要舍上老脸。但刘姥姥说即使弄不回银子，能到公府侯门里见见

世面，也能长长脸，开开眼界。这种面对困难的轻松调侃体现了刘姥

姥的智慧。 

其次，刘姥姥带着自家产的农产品二进贾府，她就像一位小丑，

被贾府上上下下的人取笑逗乐，姥姥不仅很配合，好像还乐在其中，

其实她心理还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她说贾府是“礼出大家”。刘姥姥

之所以愿意配合是因为她心理明白这种装疯卖傻会有好处，可以改善

家里的生活。 

刘姥姥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和风雨，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闪烁

着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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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姜慧颖，今年九岁了，是三年级的学生，你别看我

个子不是很高，也有点瘦，但书却读了不少，我可是个小书迷呀！我

的书架总共有三层，上面摆满了书，有知识丰富的科普书，有妙趣横

生的漫画书，有生动有趣的故事书，还有…… 

有一天，我在邻居家跟那个小朋友玩游戏，看到一本《红楼梦》

我非常想看，于是我就问她借，那时我以为她不会借我，没想到她居



然爽快地答应了，我心里顿时开心极了。 

一回到家，就拿起《红楼梦》专心致志地看着，到吃晚饭时，妈

妈已经喊了好几遍了，我都没有听见，因为书里面的精彩类容太吸引

我了，妈妈起的火冒三丈，对我大喊了一声，这声音就像打雷一般，

我只好不舍地放下书去吃饭了。我很快吃完了饭，接着津津有味地看

了起来。 

这一看，一直看到晚上七点多钟，这时妈妈叫我去床上睡觉，我

不敢不从，只好去床上睡觉，可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红楼梦》

总像伸着一只小手骚扰我的心，意识我悄悄地到书桌拿出《红楼梦》

随手找了个小手电筒，钻进被窝，头也缩了进去，我打开手电筒，翻

开《红楼梦》，借着手电筒那微弱的光，又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时

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已站在我的床边，她听见有刷刷的翻书声，

就掀开我的被子，看见我打开手电筒在看书，便生气地说：”像你这

样看书会伤害眼睛，而且还影响睡眠，这样做是不好的习惯，明天做

完作业再看吧。“我轻声地说：”对不起，妈妈我错了，下次不敢了。

“妈妈见我承认了错误，心平气和地说：”不过话说回来你可真是个

小书迷呀！“听到了这话我心里甜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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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经典，我认为非《红楼梦》莫属。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四大名

著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 

记得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我虽是在

妈妈的陪读下读完整部经典的，但已经被其中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

的故事所吸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黛玉葬花，至今那场景仍然深深

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桃花树下满地落花，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

挂着花篮，手中拿着花帚。她把花都扫了，放到花冢拿土埋上，那是

多么美的一幅画面！黛玉最怜惜花，觉得花落以后埋在土里最干净，

可以看出她对美有独特的见解。 

今天，我再次阅读《红楼梦》，觉得葬花并不只是一幅美的画面，

里面有着黛玉极度的悲伤。她失去了父母，又体弱多病，只能投奔贾



家。在贾府中，虽有宝玉的照顾，贾母的疼爱，但按照当时的礼教观

念，毕竟是外孙女，总有一点寄人篱下的滋味，加上她性格的悲观，

以及婚姻悲剧，让她见到花就好像看到自己，最后以花来喻自己，把

花和自己埋葬在泥土里，以求心灵的洁净。我还是有些似懂非懂的感

觉，就去问教初中语文的姐姐，姐姐告诉我：黛玉葬花不仅仅是她悲

愤的一种宣泄，更是她对世事的一个无声的控诉和反抗。啊，原来黛

玉葬花还有这层意思！ 

我觉得，在阅读中，我不仅阅读着他们的故事，也在品读着他们

的人生，了解着那年那时的一段历史。好书不厌百回读，名著不厌百

回品，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不断反复地品读经典，以求真正读懂、

读透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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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

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

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这是《红楼梦》

中的经典诗词，是作者对人生的思索，是作者对人生价值的疑问。 

《红楼梦》的一些诗词都有一种 冷峻的色调，颇含哲理，都能使

人读后引发无限的感慨。 

如“生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句诗则告诫我们不

要去做坏事，一旦做了，就迷失本性，难以回头，不能自拔，你去偷

去贪去抢去贿，虽能幸福一时，但最终损害终生啊！ 

又如“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

知自己归来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

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是如此， 曹先生用通俗易懂的

话具体形象地道出了人世的无常，这又比“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

节又逢君”多了几分惆怅，即是久经沧桑的看破，也是对人生的深沉

感慨，我读了以后忽的有种对人世的茫然感与深沉，有一种从心底里

发出的叹息。 

有道是“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就让我们一只

手拿一本红楼梦，另一只手拿一壶浓浓的清茶，坐在阳光底下，吹着



凉爽的风来品味《红楼梦》中对于人生真相的领悟与解脱的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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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流芳千古的书籍，其中讲述的不是“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又不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也没有同为四大名著《西

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的惊心动魄。 

那么，《红楼梦》为什么可以受到数以万计的广大民众的喜欢呢？

我觉得，因为它所讲述的是一时代人的爱恨情仇吧。 

书中的他，是一个封建家庭中的不肖子。这个人随心所欲，集万

千荣华为一身。但他不愿做温室里的花朵，“叛逆的性格”使他不同

于普通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有他那样的优裕生活呢？ 

即使如此，如果可以把现代社会的生活比作大棚，那我们就像温

室里的花朵，受到父母长辈的百般呵护宠爱。其实，我们应该做一棵

野草，如春天的野草一般，像贾宝玉一样，做一颗“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的野草。 

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只雄鹰，翱翔天空的雄鹰。 

当我从书中看到那个流芳千古的才女，仿佛感觉到她的笑看云卷

云舒，静观花开花落，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做出令人津津乐道的含泪

葬花。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和林黛玉一样，读尽四书五经，玩尽琴棋

书画呢？ 

我想，她那的好书精神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了。一个多愁善

感，对万物保持着怜悯之心女孩，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啊！ 

作为二十一世纪青少年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如她一般有着一颗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精神，对万物保持着爱的心呢？ 

读黛玉，但我们不能去做一个傻子，做一个只懂琴棋书画，安静

的坐着的“傻子”，我们要做做一个遇到了老人，会去问他需不需要

帮助“傻子”。 

读《红楼梦》让我十分受益。从书中每一个人物间，似乎都能窥

视到自己。愿我们如林黛玉一般聪慧，薛宝钗一样优雅，贾宝玉一般

随性，宝黛一样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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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读了中国四大名著之《红楼梦》，读完以后，让我对它又

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书中，人物的性格塑造一大特色是正邪交赋，善恶相兼。正中

我们常说的人无完人一样。它一般来说不表现纯粹的“善”人与纯粹

的“恶”人。它的“正面人物”并非一切皆“善”，它的“反而”人

物关非一切皆“恶”。 

书中的主人翁贾宝玉与林黛玉，无疑是寄寓了作者的初步民主主

义理想的人物，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肯定人物，但是，作者又表

现了他们性格中非理想的、非下面的方面，非肯定的方面。客观地、

全面的写出了人物性格的正反侧面的多样化。 

作者笔下的贾宝玉，他摈弃功名利禄，既不“留意于孔孟之间”，

也不“委身于经济之道”，不但不“留意”不“委身”于此，而且对

此予以激烈的抨击，每遇人劝他读孔孟之书，“谈些仕途经济的学

问”，他就“只笔批驳诮谤”，说热衷于“读书上进”的都是“入了

国贼禄死之流”。他背叛他的阶级，他的父祖为他选定的人生道路，

宁受死打也不回头，然而他只希望“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

书，或写字，或弹琴下琪，作来吟诗……”。 

林黛玉也是一个性格多样化的人物，她孤立无依傍的少女，向敌

对的社会环境挑战追求和捍卫自己的爱情，表现得那样勇敢刚强，可

又那样胆怯脆弱。 

在书中，我感受到了人性格的复杂化，多样化，它真是文学史上

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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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首，是著名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

著。 

《红楼梦》一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荣的描

写，展示了广阔的生活视野，包罗万象。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

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合，开

篇就用了五个回目。借用“真”“假”观念，拖言“梦幻世界”，使



得整部小说按照以假乱真的结构铺陈发展，最后营造一个美好的“生

活世界”。 

这一书中，林黛玉的聪明清秀，薛宝钗的美丽优雅等都被作者描

绘得栩栩如生，这一切，都是作者凭借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艺术素养

孕育出来的。小说以黛玉归天，宝玉绝世出家为结局，也许那个随僧

人而走的人并不是贾宝玉，只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个形象。作者以宝

玉和黛玉的爱情为线索贯穿全文的那些画面已经让我们领略到了封建

大家族的辉煌与败落。 

《红楼梦》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黛玉进贾府》这篇文章，主要写

了林黛玉初进贾府的所见所闻，以林黛玉的视角为线索，对贾府的环

境和主要人物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作品中主要人物先后出场，行文顺

理成章，详略得当，虚实并用，描写重点突出，笔法细腻多样，人物

描写和环境描写相互交错，配合自然。通过环境描写，展示了贾府荣

华富贵和显赫的社会地位，展示了文章中人物美好的生活背景。 

读了《红楼梦》之后，我不经感叹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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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屹立在我国古代小说巅峰。”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娴静犹如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拂

柳。“这首歌似乎还萦绕耳畔！ 

《红楼梦》讲述的是因皇亲而荣华富贵的贾府逐渐走向没落，最

后因家庭成员获罪被抄家，终于繁华成空的悲剧故事。《红楼梦》里，

有精明泼辣、圆滑狠毒的王熙凤，多愁善感、才思敏捷的林黛玉，叛

逆多情、贪玩厌学的贾宝玉……我觉得最有趣的当数心地善良、老于世

故的刘姥姥。刘姥姥二进贾府时，为了取悦贾母，在宴席上故意出丑，

鼓着腮帮子幽默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

抬头！“哄得众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 

《红楼梦》中最令人悲伤的情景莫过于黛玉葬花和焚稿。 

当读到《葬花吟》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时，

我似乎看见花一朵一朵地凋谢了，花瓣随风满天飞舞，花儿那曾经的

清香，也没有了。可是谁会来怜惜它们呢？只有孤单瘦弱的林黛玉！



但是当林黛玉也香消玉殒时，还有谁会来怜惜花儿，有谁会来想念可

怜的她呢？难怪她要发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

慨！当林黛玉听说宝玉和宝钗成亲，她的病情恶化，奄奄一息，上气

不接下气时，她把自己最心爱的诗稿、手绢和着自己的泪、自己的血

都烧光时，真让人潸然泪下！她烧的岂只是诗稿，而是她所有的寄托！

她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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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一回讲了在大荒山青埂峰下，有一块无才补天的顽石。

凡心大炽，想要享受荣华富贵，虽然会瞬间乐极生悲，物换人非，打

扫偷来是一场梦，万竟成空，但也愿意前往。他于是被带到了昌明隆

盛之邦。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磅有一株降珠草，因为每一天以甘露灌

溉，降珠草得以久延光明。之后受天地精华，又得雨露滋养，得以脱

去草胎木质，换成女人形体。在下凡前，对警幻仙子说，要用一生的

眼泪还他。 

曹雪芹在第一回就写出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由来，为之后的事情

做铺垫，也描述了林黛玉爱哭的性格，贾宝玉颇为乖巧的性格。用僧

人的话说出了贾家一时的兴盛，繁荣的景象。而之后物换人非，万镜

成空，最终衰落，败亡的结局。给人以暗喻，不禁让人伤感。 

在一些大致相同的事件上，作为情节，也写得各有特色，别有一

番滋味。比如；贾家每人住的小院，每个人的穿着，外貌，行为举止，

神态等。让我眼前一亮。 

红楼梦还成功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方法有两种；一是经过人

物的一句话，一个笑，一个动作，点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心里想法。

比如；黛玉去看宝钗，遇到宝玉却数落下人，心里却想说宝玉而不好

明说出口，便用这种方式。点出他娇惯，心重的心里特点。 

二是把人物的内心独白与作者的叙述融合在一起，来解剖人物的

特点。在宝玉遇到黛玉也来看宝钗，笑着让了座，并且听出黛玉再说

自己时，笑了笑并没还嘴，指出宝玉心里有一丝不满，但也毫不介意。 

这些心理描述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心机，情绪，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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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贾雨村这个角色，开始时是喜欢的。因为他的真性情，甄士

隐资助他上京考取功名，他也不会推脱，或者觉得用别人的银子是羞

耻的。他坦荡荡地接受，甚至不向恩公打声招呼就在深夜中离开了。

待他功成名就时，他也不忘昔日的恩情，特意回去寻找落魄的恩公。

甄士隐的岳父都看不起甄士隐了，但贾雨村没有，他还“外谢甄家娘

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另外，他也没有忘却当年在他贫困时

回顾他的丫鬟，娇杏，甚至在他嫡妻去世后，将娇杏扶作正室夫人。

这对于一个丫鬟来说是多大的荣幸啊，可以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此时的贾雨村，还是有良心的。 

雨村初入官场，恃才侮上，被上司寻个空隙，参他一本，这是官

场常见的现象。多数官员被参，都是愤世嫉俗，或是潦倒丧志。但贾

雨村的表现不同寻常，“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恨，却面上全无一点怨

色，仍是嬉笑自若。”初入官场，就能做到面不改色，这功力可是不

一般的，预示着他日后必成奸臣。在贾雨村寻恩公时，他曾允诺过

“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但我们从后文可知，他是没有去寻的。

在最后贾府败落之际他落井下石，丝毫不顾念贾府对他的提携帮助。

知恩图报，已经从他的人生字典里中消失了，利益成了他做事的唯准

则。看着贾雨村一点一滴的改变，心中顿觉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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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红

楼梦》回味身长的故事。 

第一次读《红楼梦》，只觉得心中有一丝隐痛以及对于黛玉的不

满和惆怅。一个红楼的女子，竟永远只淌些小女子的眼泪，没有坚强

的心，没有乐观的心境。是的，泪水逐渐消散了她叹息般的目光、丁

香般地惆怅……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杯黄土掩风流。这些都是黛玉曾经含泪吟出的没有一丝音调的歌。

初读《红楼梦》时，我仅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深锁闺口、多愁善感的女

子无奈伤感时，排遣心中悲伤的词句，脆弱，易伤。而薛宝钗却是相

反，薛宝钗的一生被自己算计的非常好。而林黛玉却没给自己留一点

的后路，所以可以说林黛玉的人生太失败了。她的眼泪不是一个小女



子流下的仓促之泪，她的泪是有一个凝聚的过程的。是一个灵魂最含

蓄的呻吟，是一个悲剧的绝美体现，是文章的温床！ 

其实，在红楼梦中也暗示过很多人的结局。首先，一开头别人说

是“贾雨村和甄士隐演说红楼梦”，便一开始就说红楼梦是有假语存、

真事隐的故事。让人百思不解其意…… 

一曲红楼梦，似梦似幻似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假假亦

真，真真假假假亦真，假假真真真亦假。一遍一遍地读《红楼梦》，

感受也越来越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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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代表了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 

红楼梦又叫石头记，共一百二十回。主要写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

的爱情故事，这部著作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也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

一。 

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林黛玉多愁善感，贾宝玉

十分聪明，薛宝钗十分大方，王熙凤精明能干……我形象最深入的是贾

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这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总会让人对她发生爱怜，

很多事都会使她落泪，这个灵敏的女孩让我无法忘掉。 

文中，贾宝玉这个主人公让我觉得他不虚伪，。他不爱读书的原

因正是由于他不想为了所谓的官而装虚伪。他想到什么说什么，从来

不扯谎，他能和黛玉以及大观园里的其他姐妹处的联系很好，是由于

他能读懂她们的心里，能看到她们的心里。贾宝玉无为却仁慈实在。 

文中从前的宁荣二府多么富贵，单单一座大观园就让人惊叹。但

是就由于晚辈太爱财，无视律法，不知满意，不思进取，才会衰落。 

我觉得红楼梦是一本奇特的书。一开始我并不是特别喜爱，但是

当我读完一章的时分，不知不觉被里边详尽形象的描绘招引。他带我

走进古人的日子，让我看到了一个个性情明显的人物，还有一首首美

丽的诗词。以我现在的常识，还无法更深的解读这本书，但我仍然被

它所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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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着曹雪芹的《红楼梦》，眼前的一切渐渐模糊起来，仿佛来



到了大观园。女儿们果然出手不凡，不是男子，胜似男子。 

我欣赏黛玉的执着和勇气----不顾一切地爱上宝玉，但面对宝玉、

宝钗的姻缘，她毅然地选择了死亡； 

我钦佩王熙凤的精干和泼辣----独自一人，支撑着荣国府这栋摇摇

欲坠的大厦； 

我喜欢宝钗的稳重和平易----矜持端庄、心地善良、知情达理； 

我赞叹探春的精明和聪慧----在大观园里小试牛刀，便有了兴利革

弊之效； 

我也欣赏红楼梦里的诗词。 

黛玉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缠绵悲凄，风流别致。 

宝钗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含蓄浑厚，透出一种力的追求。 

探春的“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肤易消魂”，“短鬓冷沾三径

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黯然销魂，扣人心弦。 

在此中，黛玉和宝玉的故事更令我心动。 

只因前生前世黛玉欠下宝玉那几滴琼浆，化成他们今世的姻缘之

桥，演绎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如山护水、如水绕山般缠绵，

蔑视着世俗的眼光，走出天国的迷梦，到地狱里寻找自己的真爱，他

们不爱那南面的金山、西面的银山、东面的铜山，却偏爱那座孤冷的

北山，情愿用一生去厮守它的清冷与孤寂。 

走在这本让我似懂非懂，朦朦胧胧的《红楼梦》中，感觉就像走

在一座长长的、古老的桥上，让我感悟至深，思索至深…… 

红楼梦读后感 篇 15 

从小就听说过四大名著，但我并不太热爱看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

觉得枯燥无味，未读前，我认为《红楼梦》并无过人之处，他们之间

的爱恨只不过是儿女情长，初读时我实在看不懂，后来又买了动画版，

简简单单地看了一遍，回头再看原著，我又有了新的感受，体会到了

作者所想要描写的情景与感受！ 

康有为说：“红楼须别到，贾府大富贵。”自然《红楼梦》以贾、

王、史、薛四大家族为中心，讲述一个封建大家庭由富贵走向衰败的



历史，林黛玉从小体弱多病，独自一人来到贾府一一荣国府，渐渐地

与性格顽劣的宝玉相恋，却被凤姐使掉包计，便使宝玉娶了宝钗，而

林黛玉得知这一消息吐血身亡，贾宝玉也心灰意冷，我从中感受到世

事的无常和人生的无奈！ 

也许很多人看完了《红楼梦》都在不停地为贾宝玉和林黛玉不能

相依相守的悲剧，而痛心哀婉，或者讽刺感叹，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

落寞和家庭之间的复杂与势力斗争。可有句话说：“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我却很欣赏作者的写作艺术手法和书本的艺术价值，作者构

思精密，语言精确，每一首诗都是作者的文化精华，书里常常提到众

仁论诗的故事，这种氛围让人羡慕，想想古代文人雅士都通过流水传

送酒杯来赋诗叫曲水流觞，这多叫人羡慕啊！《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就在于它能体现人生趣味，与读者能有心灵沟通，让人打心里为那人

物感到怜惜。这种心灵与感动，在今世仍有巨大的魅力，我也不禁感

叹这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无奈。 

以上是我读完红楼梦对书中内容的感受，红楼梦内容深奥，书中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灵，书中一个个大胆的想法，

触动着我，伴随着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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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闲暇时间读了中国经典四大名著之一，曹雪芹写的《红楼

梦》。读着《红楼梦》我的心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一样沉浸了下去，

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让我意犹未尽。 

这本《红楼梦》为我们讲解述了一个大家族从荣华富贵到家族败

落的“生命”过程，中间也夹杂着悲惨的爱情故事传说，读着让人伤

心，又回味无穷…… 

这个故事传说的波折很大：而故事传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几位：

有深明大义的贾母，有溺爱孩子的王夫人，有雷厉风行爱耍小聪明的

王熙凤(凤姐)，有爱哭，软弱，但是纯洁的林黛玉，还有为人正直，而

且聪明善良的平儿。 

故事传说中的环节是一环扣一环，读的过程让人回味无穷。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篇：——宝玉凤姐遭到了别人的陷害，故事传说的



起因是这样的。原来赵姨娘和贾环，马道婆都比较悔恨凤姐和宝玉。

一次贾环进荣府，去探望宝玉，在他接近宝玉时，邪恶的念头在他心

头一闪，他心生一计，想用身上的蜡烛泼到宝玉身上，因此，他便装

作不小心抬凳子碰到蜡烛，把蜡油全泼到了宝玉身上，很快宝玉的脸

上就长了一串儿水泡，我不由得想，这个贾环怎么这么恶毒啊?哎! 

还有一次，赵姨娘进府，走的路上碰到了宝玉的娘马道婆，赵姨

娘把自己十分恨宝玉和凤姐的事说了出来，马道婆婆听了后马上说，

可以杀了他们，之后凤姐也被害的天天拿着刀看鸡杀鸡，看人杀人。

最后两人累的都睡了几天没醒，王夫人只好请圣僧来，圣僧拿着宝玉

的玉念了一会儿，三十三天后宝玉才能正常活动被移至怡红院，我读

到这里，心想，这个马道婆真是太恶毒了，我好同情宝玉和凤姐啊! 

后面还有多章节，每章都栩栩如生，生动形象，读完《红楼梦》

后，我收获丰富，红楼梦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炎凉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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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乃是一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文学著作。在这本

书中，作者曹雪芹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大小人物，而其中占大多数

的女性角色，比较后无一不是悲惨凄凉的结局。在这诸多人物中，比

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冰清玉洁、才貌双全的贾敏之女——林黛玉。 

“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

态度”，这是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留给众人的印象——温柔娴静、体弱

多病，与那外向泼辣的王熙凤形成鲜明对比。宝黛初见，两人都甚觉

熟悉，宝玉评价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

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总结来说，就是贾宝玉觉得林黛玉

病弱娇美且聪明颖悟。 

“病弱娇美”这点，我们应是在上文已深有体会，而“聪明颖

悟”，则在《红楼梦》中多有体现。第三十八回中，黛玉、宝玉、宝

钗、贾母、凤姐等人在藕香榭喝酒吃蟹赏桂，湘云取了诗题请各位创

作，而后交给李纨等人评判。李纨曰：“今日公评：《咏菊》第一，

《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

要推潇湘妃子（即林黛玉）为魁了”，并赞她的诗：“巧的却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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