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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双城记读书心得篇一

用了一天的时间，一口气把《双城记》读完了。

读完之后，些许震撼，些许愤怒;些许感动，些许欣慰，一时
间充斥了我的心。我为革命群众奋起反抗爆发出的伟大力量
而震撼，也为他们在革命进一步进行时不分黑白的复仇行为
而愤怒;为卡顿对露西真挚无私的爱而感动，也为小说尾部卡
顿的美丽憧憬，为他生命的延续而欣慰。

这部小说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法国大革命广阔
的真实背景下，他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
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
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虽然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
构的，但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
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
苦难。

然而这部小说最能打动我的部分却是卡顿对露西珍贵的爱情。
它虽然闪现于一时，却持久了一世。爱情，是什么?是包容，
是索取?是单纯的占有，还是博大的宽容?这个话题如此陈旧
却依旧没有答案。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我们总是
在想到底有没有长久，有没有无私?“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
的任何人，我愿意作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



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们而牺牲。”卡顿在
《双城记》中给了我们答案，给了一个人应该有的对于爱情
的信念。

太多的分离让我们这一代人丧失了对真爱的追求，丧失了很
多信心，很多理想。然而卡顿牺牲式的死亡却给我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记忆，也唤回了我的很多希望，很多畅想。卡顿对
露西的爱是专一的，更是坚定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用
自己无私的爱和生命给予了露西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他作为
查尔斯的替身，平静地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死亡，安详地走上
断头台时，这悲剧的故事便拥有了充满希望的结尾。他崇高
的爱，拯救的不只是一个生命，更点亮了自己碌碌无为的一
生，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他一直渴望拥有的果断、坚定的形象。

双城记读书心得篇二

《双城记》被誉为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最杰出的代表作，我想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和其他的作品，比如
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不同，狄更斯更注重的是底层人民
的喜怒哀乐。尽管在那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本身并不能引起
世界的关注。但是作者敏锐的捕捉到这些小人物和大革命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有小人物们
的力量所引发的。

这是整本书的开头第一章，将全书的基调定上了悲剧色彩，
然而就在这矛盾的时代中，也确实存在过光明。

这本书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在医生马奈特一家周围的
事，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自由，权利以及善恶的看法——法国
人民不堪重负，推翻了波旁王朝，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后朝他
们走来的难道是他们心驰神往的自由吗?不，仍然是以往的提
心吊胆，稍不留神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得势之后的德发
日太太滥用职权，将死敌们个个置于死地，最后却落得个惨
死的下场。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自由啊，有多少罪恶是假



借你的名义干出来的。”大革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而是以暴易暴。它没有拯救人民，而是将人民推入了另一个
火坑。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大革命的牺牲品——达内，革命前，他放
弃了国内的家业，只身来到英国谋生，在他看来，压迫人民
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然而，革命爆发后，他反而无辜地成
为人民的敌人，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领上断头台。不
过相信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依然是原先那个善良的达内。

而卡顿——一个才华横溢却自甘堕落的律师，他与达内有着
相同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面对活着还是让自己心
爱的人得到幸福的抉择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在他看
来，生命在爱的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断头台上，他也
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沉着冷静。因为在他的心底，一直
有一个信念在支持他：“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他用死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用死来反抗虚伪的革命
者，他用死来诠释对露丝的爱。生命，成了他最后的武器，
爱，成了他唯一的支柱。

双城记读书心得篇三

小说分为三部分展开，前两部分主要为介绍故事背景和人物
性格，最后一步走向故事高潮。狄更斯在文中处处埋下伏笔，
每次读到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先略过，因为后边总会有意想
不到的`故事展开加以解释，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读者。

在那贫苦的年代，小人物饱受煎熬；但在以暴制暴的年代，
小人物又成了空洞的躯壳。就像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的最后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比起故事开篇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我更喜欢结尾处卡顿的幻想，狄更斯的这段文字



已然拥有了活得灵魂，百读不厌，引人深思。

最后还要说，以前不是很喜欢读长篇小说，觉得过于啰嗦而
先看故事结局。但这篇小说一定不能先看结局，更不能先看
带有剧透色彩的书评，不然带着答案看问题很难理解那种人
性的光辉，那种在乱世中熠熠发光的博爱精神。

我觉得用英雄联盟里虞姬的台词来诠释这篇小说最为合适：
风，不会带走你曾经存在过的证明。不为所爱之人哭泣，只
因从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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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读书心得篇四

前些日子借了一本超厚的世界名著《双城记》，看了几章后，
我决定还了它，实在没意思，而且又看不懂，不过它的减肥
版，总算看完它了。

书中人物其实很多，但人物的各种关系又是那么的令我意想
不到，主人公是一个曾在巴士底狱当了的囚徒马内特医生，
她的女儿露茜，他的女婿查尔斯…我对好人总有一种好感，



对坏人总有一种厌恶感，不奇怪啊，每个人都这样，除非他
是超级好人，对坏人存有仁慈的心，或者他是超级大坏蛋，
对好人总有一种感觉，其实这也不奇怪的，事实就是如此！
一群虚伪的家伙。得法热夫妇去找露茜，原以为要帮她的丈
夫查尔斯，其实是害了她的丈夫再次入狱，并且最终导致卡
登先生的死。

我本人觉得卡登先生很讲义气，重感情，他第一次见露茜就
爱上她，虽然表白遭到拒绝，但对她的爱仍不改变，最后为
了露茜能和她丈夫团聚，为了露茜不再伤心流泪，他去监狱
和查尔斯调包了，用自己的命换了露茜的幸福，不能不说他
是令我最受感动的一个人物。

双城记读书心得篇五

《双城记》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写
的。他18出生于普茨茅斯，1870年去世。他出身贫寒，但在
不幸的童年过后，他很快便变得富有与成功。他还写过好多
著名小说，如：《雾都孤儿》。《远大前程》等等。

《双城记》主要是记载了1775年，在巴黎的一家酒馆的楼上
的一间屋子里坐着一位白发男人，他正忙着做鞋。他曾在巴
士底狱当了的囚徒。现在他已是一个自由人了，然而他却不
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人不吃他的朋友。他所知道的就是他必
须继续做鞋。

在一辆去巴黎的车上坐着路茜，这是她从未见过面的女儿。
路茜把她父亲带回了伦敦，在女儿的爱心与照料之下，他忘
掉了过去并学会了冲向一个自由人那样去生活。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雨年代，过去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被
忘记。于是不久的危险秘密地把路茜与她所爱的人们带回了
巴黎……那儿恐怖的死亡机器——断头台正饥饿的等待着法
兰西的敌人们。



这里的主人公很显然就是揭穿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有腐败。一
个原来当了18年的囚徒，什么也不记得的男人，最后又被自
己从未见过面的女儿路茜带回了伦敦，开始了一个自由人的
生活，但最终他的女儿与她所爱的人们都回到了黑暗的巴黎，
被法兰西的敌人们处死了！

双城记读书心得篇六

本书作者狄更斯，是英国文学史上古典作家除沙士比亚外最
伟大的作家，这本书是狄更斯巅峰之作，过了一个多世纪，
依然奉为经典。读完这本书后，依然觉得回味无穷，整个故
事不是跌宕起伏，而是娓娓道来。整本书中，让我感受到狄
更斯有着很强的叙事能力，故事情节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

《双城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故事的大环境是法国大
革命，双城指的就是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狄更斯通过来回
切换场景的手法，描述了当时大革命下人民的生活状态、思
想状态和社会状态。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比较坦诚，从一出场
就能看出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譬如卡顿的才华横溢、正直勇
敢，露西的美丽善良，马奈特先生医术精湛、心地善良、为
人正直，洛瑞的能干精明等。

首先狄更斯在开篇布下宏伟背景，在这样背景下，讲述了一
些小事，譬如洛瑞先生前往法国营救关了的马奈特，在酒馆
与德发日太太对话，返程时在船上遇到达内等等，看了三分
之一后，我依然迷茫，没有理清楚到底故事有怎样的关联，
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前面每一个人物的刻画，每一个场
景的描述，都与接下来的情节有着密布的联系，读完后，反
过来再看看，从一开始狄更斯就做了层层铺垫，直到爆发的
那一刻，这种震撼，是当今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读着读着，
刻画出了每一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出每一个场景，仿佛我穿
越到了十八世纪的欧洲，就站在每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毫
无疑问，从文学上来讲，这是一部好书。如果单单是文学上
的好书，我想《双城记》也不会成为经典，因为文学著作创



作的诞生，不仅仅是让读者看了打发时间，而是在特定的时
间，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书中至始至终都是在革命，自由、
民主、博爱、饥寒交迫，被贵族剥削的人民站起来反抗，势
必要打到贵族，实现自己的民主自由。一旦革命沾了献血，
一旦让反抗的人民尝到了献血的滋味，他们又怎么能适可而
止，当这些革命人士站在胜利的舞台，他们疯狂的杀戮，报
复，势必要把贵族们彻底消灭。这应该就是恨的力量了吧，
恨让他们革命，恨也让他门杀戮，恨也让他们站到制高点后
失去理智，比如德发日太太的行为。

虽然这本书有很多震撼之处，但是男主查尔斯.达尔的人物形
象并不丰满，只单方面对其道德水平和自身修养进行了突出
和美化，并没有充分描写其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以及他对
贵族的种种抗争也显得很抽象，是理想化的抗争。另一个德
发日太太的人物塑造，虽着重刻画了她可怕、凶狠和冷酷无
情，但并没有将她童年时期家庭遭受重大变故的悲惨人物塑
造成正面形象。全书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卡顿，他爱喝酒，看
起来很颓废，但是工作一丝不苟，正直勇敢，他没有因为向
露西表白失败后而恨，也没有因为露西结婚生子而放弃对她
的爱，露西的女儿爱卡顿叔叔，睡觉前都要向卡顿说晚安，
卡顿也爱这个小女孩，对他来说这就是幸福。最后卡顿为了
救露西的丈夫达内牺牲了自己，死的时候，他毫不畏惧，宁
静安详，神态庄严。他告诉我们爱比恨更有力量！

双城记读书心得篇七

这个假期，我利用空余时间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也
有了些体悟，下面我来把我的感受写下来。

一、情节布置

这部著作的情节是十分玄妙的，作者把各种线索串联起来，
如文中所说的一样“编织”成了这部小说。小说最大的特点
是人物关系复杂：如马奈特医生和达南的关系;德发奇太太和



达南的关系――这两个关系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悲剧。还有洛
瑞先生与德发奇的关系以及格仑舍与密探的关系等等。这些
复杂的人物关系使此部著作情节环环相扣。

这本书最有特色的一个章节是顿临死前与一位小姑娘的对话，
从这番对话中彻底揭示了革命群众过于疯狂以及善将永存的
主旨。

二、人物特点

本书最重要的人物是查尔斯・达南(埃弗蒙德)。他是一个很
矛盾的人，他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与叔父，但是他还必须支
撑整个家族的产业。所以，当老仆人给他写信时，他便不得
不回到法国。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具备一位贵族所具有的文
明气质，并且当他去会见自己的叔父时，他明确提出了“不
能再迫害人民”的说法。同时，他放弃了贵族特权，本来就
是一件善事。

悉尼・卡顿也是位重要人物。在读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时，
我一直不大喜欢这个随意、懒惰的人物。但是在往后读的过
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敢作敢为、足智多谋的人。虽然
是“朋友”，但实际上卡顿和达南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但
是为了他们一家人幸福滴生活，卡顿甘愿走上断头台，让达
南逃跑，而自己成了永恒的善的化身。在文章中提到卡顿死时
“犹如一位先知“。

德发奇夫妇也属于本书中的焦点人物。德发奇本人是个善良
的人，他收留了马奈特医生，并且在大革命之后告诉自己的
夫人见好就收。而德发奇太太就是个复仇者，她受过埃弗蒙
德兄弟的迫害，所以她一心想杀掉法国所有贵族。当然，由
于她的过激行为，使她最后死于普洛士小姐手中。

三.写作特色



本部小说文笔非常幽默，作者一直在使用辩证关系和反复的
手法来实现这种效果，所以这部感人的小说还能读起来令人
十分想笑。

文章有特色的一处是最后作者“帮助卡顿发表感想“。作者
用卡顿的语言交待了文章的结局，告诉人们”善良在世界永存
“的道理。

双城记读书心得篇八

生命有两座城，一个住着死亡。一个住着永生。

虽然《双城记》是一本经典的小说，但因为其明确提出这段
革命背景是法国，于是对革命的表现就被认为是作者的历史
观。而这正是对小说无数争议的焦点。狄更斯在小说中除了
以细腻的笔墨展示了贵族的残忍，同样也展示了革命群众非
理性的破坏。他认为，革命是一种压迫取代了另一种压迫，
一场直接浓重的血腥替代了另外一场血腥。对攻占巴士底狱
以及对民众的一系列描写——血腥，残忍，狡诈，恶毒是小
说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狄更斯把在描写暴民邪恶之处倾心了大量的笔墨，展示了他
对暴民的痛恨，从某种层度上可以说是对革命的痛恨。当然，
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狄更斯也指出了拯救世界的良药：爱。

我非常喜欢卡顿。实际上，卡顿就是狄更斯的化身，狄更斯
正是首先想到了卡顿这个人和他身上的某种精神进而构思成
这本小说的。小说中描述：“太阳悲悲切切，切切悲悲的冉
冉升起，它所照见的景物，没有比这个人更惨的了。他富有
才华，情感高尚，却没有施展才华流露情感的机会，不能有
所作为，也无力谋取自己的幸福。他深知自己的症结所在，
却听天由命，任凭自己年复一年的虚度光阴，消耗殆尽。”

被自己遗弃的悲观者——卡顿，在朋友遇到困难，在所钟爱



的女子的丈夫即将被送上断头台时，他突然出现，被救人还
不之所以的情况下，以自己的生命做代价，在紧要关头使了
个掉包计策救出了自己的所爱女子的丈夫。

这不正是基督之爱么，为自己赎了罪而消亡。事实上，小说
中的卡顿也确实以圣经的口吻在临死前说，“复活在我，生
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这就是狄更斯为“最坏的时代”开出的良药，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有人说，《双城记》作为一部不朽
的著作，如果没有西德尼。卡顿的存在和所作所为，这部小
说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光辉。我完全赞同。

也许，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座城：一个住着死亡，一个住着
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