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读后感 500 字（通用 3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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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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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读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小说之一《红楼梦》，它是经典

的作品，我读后，感触很深，全书 102 回，前八十回由曹雪芹所作，

后四十回据说是高鹗续写。《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玉缘》，

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

故事为主线，围绕两个主要任务的感情纠葛，描写了大观园内外青年

男女的爱情故事。通过这些爱情悲剧反映当时封建社会的法律，道德，



婚姻等方面的社会问题。 

我最喜欢里面的人物是凤辣子——王熙凤，她精明能干，做事认

真，性格爽朗，是事业型的女强人，我崇拜她。里面描写的人物生动

细腻，栩栩如生，让人觉得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也反映出中国深

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努力学习，研究学习中

国古典文化，让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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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长相思芳华茂盛，淡紫悠然的日子。无垠的雪地，红衣女子

纤弱的背影横置于地，毫无生机;青丝乱散，却掩不住点点殷红，犹如

傲雪之梅，似乎是极为熟悉的场景，却又陌生如在天边 

…… 

泪是她诠释心情的唯一方式，伤心了哭，害怕了哭，生气了哭，

高兴了也哭，感动了还是哭。说女人是水做的就是指她吧!母丧父病，

家道中落，不得不投靠于贾。纵然是受姥姥的百般疼爱，在封建的背

景下也算是寄人篱下。那个时代的女子有才有思想却更受束缚，她爱

上了贾宝玉，从此总算有了精神寄托。 

《红楼梦》缘起灵河畔那一抹降珠草，受神瑛待者灌溉，又因灌

溉过多故五内郁结。至于石头如何成了神瑛待者，神瑛待者又如何成

了贾宝玉，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颇有些神化色彩。再说那降珠草下

界幻化为人形，名黛玉，以一生泪水报答神瑛待者灌溉之恩。黛玉性

格孤僻，并非与天俱来。她幼年丧母，寄居在外祖母家中。但这并非

是一个有温暖与爱的家庭，而是一个龌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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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在我眼中一直是个爱哭、爱乱想的女子，她自幼丧母，失去

母亲的教导，却仍然天真、单纯。或许当初她将自己的心事说出口，

贾母会将她许配给宝玉吧。有时，我认为她就好像潇湘馆的竹子，虽

外表柔弱，却又坚忍不拔的毅力。她，个性率直，从不阿谀奉承，甚

至有些尖酸刻薄，这正是宝钗不及她的地方。宝玉一生痴痴傻傻、疯

疯癫癫，最终遁入空门，黛玉整日哭啼、猜猜疑疑，最终香消玉殒。

宝钗一生圆滑处世，最终独守空闺，王熙凤一生机关算尽，反误了卿

卿性命…… 

美梦终究一场空。韶华散尽，容颜衰。独坐烛前痴痴叹，才觉泪

痕爬满容。过往如云不可及，镜中双鬓已成霜。膝下遗腹已成人，房

空冷清如往昔。闲来无事仰望月，无语能诉，唯有泪空流! 

常听人讨论，宝钗凄惨还是黛玉凄惨?可纵观全文，细细评之，你

便会觉得这个问题已不重要了。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黛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红楼梦》读后感 500 字 篇 4 

《红楼梦》在我看来是一本非常霸道的书，如果你读完《红楼梦》

那一刻，嘴角微微一笑，那么可以说明你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境界到

达一定境界了，这也是作者希望看到的。那种研究衣服美学的不在此

讨论之列，我们讲俗情。 

以下我对红楼十二位女子的总结： 

品红楼，心悲凉，啜浊酒，醉红颜，词葬花，泪方尽，金玉缘，

终身误，宫内墙，了无痕，玫瑰花，终凋零，湘云始，终无落，妙玉

妙，奈空门，假迎春，真惜春，诸芳尽，各自寻，生前碎，死后灵，

巧不巧，沦为奴，纨无才，便是德，情可倾，不可轻，千古恨，无绝

期，古今情，轮回尝！！ 

小时候，根本就不喜欢读《红楼梦》，觉得读不懂，也觉得太矫

情，现在才第一遍，确越读越有味。以前“百家讲坛”栏目听刘心武

讲《红楼梦》，听得入味，现自己看了，他的观点，有些也接受不了。



但……不管怎么读《红楼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读《红楼梦》需

要人生阅历。就我现在，也只能浅窥一二。 

当某年某月某时某刻，再一起捧起这本，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这样假设性的回答，其实也不好回答，醉月话千秋，倩影几相逢，坐

看云起时，不戒深情归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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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本书是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曹雪芹和高鹗呕心沥血，

把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跃然在纸上。《红楼梦》造就了众多不朽的

艺术典型。小说中有名姓的人物就多达 480 余人，其中能给人深刻印

象的典型人物至少也有几十个。而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则成为

千古不朽的典型形象。《红楼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写出了人物性格

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作者善于根据人物的不同地位，以不同的手法，

对人物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描写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他们的特征。特

别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往往具有复杂、多面的性格，不要说宝钗、

袭人，即使像豪爽单纯的史湘云、道貌岸然的贾政，也不是由单一特

征所构成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全书的主要内容。贾宝玉和林黛玉

的爱情也超出了”才子佳人“的模式。贾宝玉不是才高八斗、金榜题

名的状元郎，而是蔑视功名利禄、”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林黛玉爱

贾宝玉只是为了自己的心，从不曾劝贾宝玉去求什么功名利禄。正是

在超脱了世俗偏见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宝黛之间建立起相互爱慕高

于其他一切的纯真爱情。 

这种爱情支持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走得更远，爱情

的毁灭使他割断了同封建家族的最后联系。贾宝玉最终弃世出家了，

他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实际上表达了曹雪芹对当时社会的无情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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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红楼梦》。 

这本书写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 

它高度的艺术性，在我国及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

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在我国及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它以贾、史、王、薛四

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

写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揭露地主阶级贵族集团的荒淫腐

败、互相倾轧，暴露出他们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歌颂地主

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和某些奴仆的反抗行为，广泛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封建礼教等地主阶级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

但也反映了作者为封建制度“补天”的幻想和某些虚无主义思想。 

经过我的介绍，大家是不是更想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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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想必大家都知道吧!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其中《红楼梦》的

故事吧!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

情悲剧为主线，真实、生动地描述了世袭家族家庭贾府盛极而衰的过

程。 

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贾迎春误嫁中山狼的那一回。迎春

因为一个不小心，而将自己断送在了中山狼—孙绍祖的手上。迎春刚

嫁到孙家，孙绍祖就天天虐待迎春，导致了迎春的死亡 

我认为，孙绍祖太不知羞耻了。贾府因为想到了两家是世交，所

以才放心的将迎春嫁到了他们家，谁知他竟这样对迎春?真是配得上中

山狼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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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旷世奇作掀起了一场时代的热潮；一首绝韵的史诗唤醒了一种

葬花的美妙。 

在这部古典名着中，那顽世不恭痴狂的贾宝玉，心思缜密，似弱

柳扶风的林黛玉，热情善良，却又不答心机的薛宝钗，还有那巧舌如

簧、最善察言观色的王熙凤，她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的贾宝玉，此生却不爱“江山”爱“美人”，

那种古怪的性情似好非好，似坏又非坏。他视功名如粪土，有着文人

的洒脱与个性，却始终离不开世俗的牵绊，这还真是个碌碌庸庸、无

所作为之辈。 



而那自幼丧母，家道中落的孤女林黛玉，更是命运坎坷。不仅体

弱多病还多愁善感，最后竟因心爱之人与她人成亲而在病榻惨死。黛

玉虽才华横溢，但封建社会却阻了她才华的施展，竟让她这身好文采

随棺而去。 

从最初的无限风光到后来的吐血而亡，凤姐的这一生可真是大起

大落。当初她百般算计，借丫鬟秋桐和大观园众多丫鬟之口——借刀

杀人，将那贾琏私自取进门的尤二姐致于死地；而现如今，凤姐却因

银钱不周，无法为贾母操办风光丧事而遭众人嫌弃、责骂，最终心怀

怨恨，吐血而亡。这还真是一报还一报，前日她借众人之口杀死尤二

姐，今日她也死在了这难堵的悠悠之口中。 

薛宝钗的为人着实让人着摸不透。她看似单纯无害，却是个颇具

心机的人。从那“金玉良缘”的开始，就注定了她和宝玉的命运。宝

钗不像黛玉那样，只知道哭，她的秉性倒和凤姐有些相像——都是善

于迎合贾母心意的人，但她却不和凤姐一样刁钻泼辣。因此，薛宝钗

的性子是大观园众姐妹中最奇怪的了。 

贾母的丫鬟她都各有各的个性。先说袭人，她本就合王夫人心意，

又是宝玉房中的贴身丫鬟，虽有时颇俱善心，但心到底在宝玉身上。

在当得知宝玉要娶宝钗时，处处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着宝钗总比黛

玉好相处，但又怕宝玉对黛玉念念不忘，宝玉要是因此有个闪失，自

己也落不着个好处。 

而丫鬟晴雯却是当时封建社会女子中罕见的人物。她虽有丫鬟的

命，但却性情刚烈，不肯讨好巴结主子，直来直去。晴雯若生在世族

大家庭里，必当是一代女中豪杰。 

《红楼梦》借贾府的兴势衰败来印证那即将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

王朝的命运。这部数百年前的传世经典，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

他们用不一样的眼光来品读这部让人为之动容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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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三本名著，其中有建筑方面的学问，

有医药方面的学问，有美食方面的学问。红楼梦主要以贾宝玉和林黛

玉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以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兴衰。全书对于环



境描写细腻，就如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的描写细腻。 

对于各个住所的描写更是以情入境，让人对于各个住所的各个特

点印象深刻，对于人物的刻画大都从事情中来表现，没有正面描写。

其次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刻画的人物如此之多，而让人感觉很连贯没

有丝毫的混乱，对于各个人物的性格更是刻画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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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长相思芳华茂盛，淡紫悠然的日子。无垠的雪地，红衣女子

纤弱的背影横置于地，毫无生机;青丝乱散，却掩不住点点殷红，犹如

傲雪之梅，似乎是极为熟悉的场景，却又陌生如在天边 …… 泪是她诠

释心情的唯一方式，伤心了哭，害怕了哭，生气了哭，高兴了也哭，

感动了还是哭。说女人是水做的就是指她吧!母丧父病，家道中落，不

得不投靠于贾。纵然是受姥姥的百般疼爱，在封建的背景下也算是寄

人篱下。那个时代的女子有才有思想却更受束缚，她爱上了贾宝玉，

从此总算有了精神寄托。 

《红楼梦》缘起灵河畔那一抹降珠草，受神瑛待者灌溉，又因灌

溉过多故五内郁结。至于石头如何成了神瑛待者，神瑛待者又如何成

了贾宝玉，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颇有些神化色彩。再说那降珠草下

界幻化为人形，名黛玉，以一生泪水报答神瑛待者灌溉之恩。黛玉性

格孤僻，并非与天俱来。她幼年丧母，寄居在外祖母家中。但这并非

是一个有温暖与爱的家庭，而是一个龌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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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后感 500 字 篇 11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一本值得我们好好品味

的好书。 

在《红楼梦》中，作者写了近一千个人物，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被人称为“女曹操”、“胭脂虎”的王熙凤。 

别看王熙凤貌赛天仙，她可是真正的面艳心狠，对待下人是心狠

手辣，绝不留情。在秦可卿刚刚去世不久，她被请到宁国府来料理家

事。她刚去，就把宁国府管理得井井有条。一次，有一人迟到了一会，

凤姐不念脸面，让人拖出去打了二十大板，还扣了一个月的银子，那

人明明挨了打，还得近来叩谢，凤姐说，以后再迟了翻倍挨打。大伙

知道了凤姐的厉害，个个都服服帖帖的。 

但是恶人终有恶报，这位女霸王的下场是很悲哀的。这一切都是

她自取灭亡。 

虽然我还小，不是很能读懂，但《红楼梦》里还有许多故事值得

我们一读哦! 

《红楼梦》读后感 500 字 篇 12 

假期，我按照老师的安排读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里面的人物在曹雪芹的笔下个个写的是栩栩如生，这个故事主要是写

一个豪门大族由盛到衰，其中的故事各个耐人寻味。尤其是贾宝玉与

林黛玉纯洁的爱情以悲剧告终。 

凤姐向贾母献掉包计，公开说宝玉要娶黛玉，暗里却将宝钗许给

了宝玉。黛玉听说后，如五雷轰顶，六神无主，从此便一病不起，她

想起昔日和宝玉的感情，他们一起吟诗作对，一起赏月观花，如今都

成了泡影，什么青梅竹马，金玉良缘，顿时都成空，她越想越气，本

来身体就不好的她便气绝身亡。宝玉听说黛玉死后，失声痛哭。从此，

他失去了最亲爱的人，离开了那个罪恶的家庭，云游四方，不知所踪。 

这场悲剧是怎么造成的呢?用爷爷的话说“封建社会制度便是罪魁

祸首，青年男女没有婚姻自由，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造成了无数悲

剧!” 

《红楼梦》读后感 500 字 篇 13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



的明珠。《红楼梦》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刻画的很鲜明，有多愁善感

的林黛玉，聪明灵秀的贾宝玉、乖巧大方的薛宝钗、聪明能干的王熙

凤等……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人物最令我回味无穷。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每当我读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时，总会

情不自禁地落泪。一定是“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她

令我产生了无比的怜爱。无论什么事情，黛玉都会黯然泪下。不过黛

玉也有令我佩服的一面，就是她的才情。《葬花吟》、《秋窗风雨

夕》……都是她写的诗，写的太好了。 

还有，贾宝玉也令人印象深刻。宝玉不喜欢读书，因为他不想考

取功名，不想混迹于官场。宝玉与大观园中的姐妹关系很好，因为他

以为男女平等，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这就是与众不同的贾宝玉。 

《红楼梦》这部名著，非常感动人，催人泪下。我建议大家也读

一读这本书，相信也会沉迷于其中。 

《红楼梦》读后感 500 字 篇 14 

《红楼梦》带着忧伤、凄凉的气氛，让人常常想落泪，而里面的

诗词之多又让人不得不折服其下，怪不得有那么多的人在研究《红楼

梦》呢。 

故事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故事。主人公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林

黛玉生性猜忌，多愁善感，可贾宝玉偏偏就是喜欢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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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让人看到古时婚姻的纰漏，它们往往全有父母处理，更为可

笑的是，他们有时从未见过面便稀里糊涂地成亲了。这一出出的悲剧

让人心寒而又愤怒，它们把老百姓一步一步往火坑边上推，真让人深

恶痛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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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寒假我选择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读了《红楼梦》有许多经典故事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晴雯撕扇、

刘洋姥姥初进大观园、宝玉梦游幻境、湘云醉眠于芍花之间、黛玉焚

稿。 



对《红楼梦》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文中地主人公莫过于宝玉。从开始宝玉说，女人如水，男人如泥。

这也许是对宝玉并非常人的表现吧，但结合到现在，是不是将自己放

到最低，而对自己认为十分完美的人放在最高处，去尊重他们的道理

呢。 

在我看来暴雨也是时代的先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与鲁迅先生一

般不二的狂人。因为宝玉有着非常强的思想性，就算是黛玉也没有办

法完全理解的思想性。而他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无用的臆想，就算放

在今天，也许世人好好考虑，这样何处有愧于‘狂人’这个称号的呢。 

《红楼梦》歌颂了黛玉、探春这样的女性，却用了更多篇幅写出

这些女性的悲剧。晴雯羞愤而死，迎春送入狼口，无念无想的惜春。

黛玉和探春总是有千般不愿，最终也还是草草收场。一两千年来，中

国的女性何尝不是大多以悲剧结束，但似乎只有曹雪芹写出女性的真

正悲哀————不被重视，不被尊重。自古无数诗人写女性之悲，但

悲的却是大好青春不被帝王看在眼中，白白浪费。可是没有人权，甚

至不被当人，难道不是一种极致的悲哀！ 

也许直到现在，我们也未曾真正明白曹雪芹的真正用意，但《红

楼梦》给我们的启示也已足够。红楼梦，红楼梦，梦富贵，梦喜悲，

梦生死。千帆过尽，清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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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读的书是《红楼梦》，这本书是我国文学名著中的经典之

作，也是四大名著之一。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家族的衰败，贾府原来很是兴旺，可是后

来贾府的人死的死，走得走，贾母在的时候这个家还算可以，贾母死

后这个家就彻底不成样了。 

林黛玉眉目如画，娴静娇弱而且天资过人，但我还是觉得她太可

怜了，她的母亲在她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黛玉自己从小多病，身子弱

不经风，最后死的还那么惨。我很不喜欢薛宝钗，要是没有薛宝钗林

黛玉也就不会死去。 

我还很喜欢王熙凤，这个人极为聪明，心眼少说也有一千多个，



我最喜欢王熙凤《借刀杀人》那一篇，在那一篇中明明是她自己想要

杀尤二姐，最后却赖到秋桐身上，王熙凤这一招真是高，但同时我也

感到她过于歹毒。 

贾府真是可悲，最后落魄到那个程度，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场红楼中的梦事，写尽人间

悲欢。”不过一个家族在那个由胜到衰的时代最终还是逃不过衰败的

命运，还是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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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同学们，这一学期我们又看了不少课外书呢!我看了让人捧腹大

笑《笨狼的故事》，看了有趣的《会做生意的狐狸》，看了古典小说

《红楼梦》，看了经典名著《水浒传》，看了岳飞的《说岳全传》，

看了家喻户晓的《隋唐演义》，看了勇敢的《柯南》，还看了恐怖的

《福尔摩斯断案》······其中，最最最令我欣赏的是古典小说《红楼梦》。 

实话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笔下的一篇很深奥的小说。我一开

始读也是读了四，五遍才读懂的。因为《红楼梦》在曹雪芹笔下写的

如此生动，就像一杯茗茶，需要细细地，慢慢的品尝咀嚼，回味无穷。 

红楼梦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表情，动作，语言，哪怕是一个笑，

都在曹雪芹的笔下写的是那样的微妙微翘，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无论

是谁读了都会爱不释手。 

《红楼梦》既是一篇难读懂的小说，也是一篇有意义的文章。它

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些知识，道理和蕴含的哲理，它也体现出了不同的

含义，比如说刘姥姥游大观园时，大家眉开眼笑的表情，都不一样!黛

玉笑成了一朵花;宝玉笑的满地打滚;宝钗脸上挂着微笑，两个小酒窝通

红通红的;贾母大笑一场;惜春笑破了肚皮;迎春捂着嘴偷笑;探春一口饭

喷出去好远;……又比如说众姐妹在吟诗作画，他们一边弹琴一边作诗，

乐中玩，玩中学。之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起来。 

其实《红楼梦》我从幼儿园到小学 4 年级都在读，虽然已经读懂

了，但是不得不读，《红楼梦》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一本好的文学

作品。 

通过我对《红楼梦》的介绍，你心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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