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傲慢与偏见名著读后感(实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傲慢与偏见名著读后感篇一

作品中女主角伊丽莎白是个活泼大方，美丽与智慧并具，不
屑于攀权附贵的女孩。虽然出身贫寒，但自尊自爱，不论于
当时那个年代，还是于当代来说，这种品格都是很难能可贵
的。而男主角达西是个多金多才，俊美潇洒的完美男人，但
性格拘谨严肃，不擅言辞，因此给人傲慢自大的印象，故伊
丽莎白对达西先生形成偏见，并逐渐加深。

但在相处的时间里，达西对伊丽莎白的爱慕之情逐渐加深，
但由于伊丽莎白的偏见而屡遭挫折。最终伊丽莎白还是读懂
了达西的为人，知道自己之前的偏见仅仅是因为误会和别人
的有意诋毁，最终两人喜结良缘，大团圆结局。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姑妈的两次交汇，一次
是她们一起共进晚餐的那一幕，进餐过程中达西姑妈因为伊
丽莎白的出身和技能不足而故作刁难，但伊丽莎白还是给以
礼貌有力的反击，不仅捍卫了自己和家人的尊严，还展现了
社会中下阶层应有的骨气。

另一次是达西姑妈发现达西爱上伊丽莎白而不愿与自己女儿
结婚后，前往去找伊丽莎白，让她不再与达西往来时，伊丽
莎白同样地不肯屈服在权贵下，仍然坚持自己所想。正是伊
丽莎白这种自尊，不屈于权贵的品格吸引了达西，也造就了
一段美好姻缘。



傲慢与偏见名著读后感篇二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这个寒
假，我在学校任务与自身好奇的驱使下加入了读书人的行列。
阅读了不算多的五本书籍，在其中，我还是想说说看完《傲
慢与偏见》之后的想法。

《傲慢与偏见》写于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简奥斯丁笔下，被毛
姆列入十大著名小说之一。它属于简奥斯丁前期的作品，初
稿写于1796年10月到1797年8月，最初取名为《初次印
象》。1813年1月30日，《傲慢与偏见》经历些许波折后终于
问世。简奥斯丁于1811年至1818年期间，先后刚发表了六部
小说，分别为《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
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以及《劝导》。虽着
六部小说均是以男女青年的恋爱及婚姻为题材，而与其余五
部小说所不同的是，《傲慢与偏见》的主线为男女主人公的
爱情纠葛，共计描写了四起姻缘，是简奥斯丁最富于戏剧素
材也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作品。

文章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贝内特的家庭是以一个顾家、温
文尔雅却又不愿被麻烦事缠身的乡间老绅士为父亲和一个只
想着叫女儿们嫁个有钱人家为母亲以及性格个性均不相同的`
五姐妹组成的，大女儿简贝内特是一个乐观、思维缜密、温
柔、漂亮、善解人意却又比较内敛的女孩，深得大家的喜爱，
二女儿也就是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贝内特是一个聪明机智、有
胆识、有远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并且会为他人考虑的女孩，
是老绅士贝内特一直最喜爱的孩子，三女儿玛丽深深扎住在
学习的海洋里，四女儿凯瑟琳与小女儿莉迪亚经常在一起，
所以她们有相同的观点和想法，而小女儿由于从小不受约束，
养成了放荡不羁、贪慕虚荣、轻信盲从的不良性格，并且这
种性格导致了她失败的婚姻。



傲慢与偏见名著读后感篇三

自从读了《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后，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
的体会，也让我更好地看清了整个世界。

这本书讲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五个女儿的感情和婚姻。大
女儿姬安，与富家公子宾利感情发展得很顺利，可是中间却
出现了波折。二女儿伊丽莎白对达西村有严重的偏见，达西
也很傲慢，两人明明相爱，却不断用尖锐的语言讽刺、挖苦
着对方，最终，一切误会和迷团都解开了，五个女儿都有了
好结果。

读完这本书，我不由得想给书中的人物评价一番：大女儿姬
安温柔美丽、楚楚动人，谈吐、举止落落大方，就是性格太
柔弱，做事不果断，一向犹豫不绝。二女儿伊丽莎白是一个
有主见、有个性的女孩子，身材苗条，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
睛，对于任何事物都有自我独特的看法，唯一不足的是爱凭
第一印象去确定人，导致把坏人看成了好人。公子宾利天性
软弱，在大事上举棋不定，需要别人的指点。他与姬安一见
钟情，可是宾利姐妹看不起柏纳特太太的愚笨和姬安几个妹
妹的无知，在宾利刚请方面予以阻挠。而家财万贯的达西，
外表十分高傲，他第一次看不上伊丽莎白的相貌，所以对她
很不礼貌，而伊丽莎白对达西不刻意迎合，一向在话语中讽
刺和贬低达西，而达西不但没有产生反感，甚至还对她有了
爱慕之情，在第一次求爱失败后，达西完全放下了架子，抛
弃了人们的家世顾虑，最终赢得了伊丽莎白的芳心。

书中还描述了三女儿丽迪娅，她追求外表英俊潇洒，可是好
赌博、好赊帐的威肯中尉，不惜抛弃自我的名节与威肯私奔，
早成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在这本书中，让我懂得的最大的一个知识是：不要凭第一印
象去看人，而是要深如她的内心世界，用自我的确定力来分
辨出他是好是坏。比如伊丽莎白第一次见到达西，见他外表



高傲就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情。而她第一次见到威肯，就被他
风度翩翩的气质和善于表达的言辞打动了芳心，最终才明白
他是一个行为恶劣的伪君子。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也像伊
丽莎白一样，光凭着外表就来确定人的内心，这样做是不能
的，我门必须要看清他的真面目，才能下结论。

我相信，书给我带来的知识不止这些，我要多读书、读好书，
将书中的知识转化成自我的！

傲慢与偏见英国名著读后感范文5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
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本书的开头，让人
不由想到这会是一部清喜剧，来讲一个皆大欢喜的感情故事。
可是如若只为了消遣而读，那么这部《傲慢与偏见》就不会
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往往，伟大出自于平凡，奥斯丁就是
将她的哲理经过感情这一人人司空见惯的事物来表达的。乍
一看，她讲的是伊丽莎白。班纳特与达西的感情，但寻遍全
书，确丝毫不见热情澎湃的只言词组。难怪《简.爱》的作者
夏绿蒂.勃朗特说奥斯丁不知活力为何物，的确，奥斯丁的作
品给人的感觉最多的是理智二字。她以理智诠释感情，虽然
没有《呼啸山庄》的生离死别，没有《巴黎圣母院》的生死
相随，没有《红与黑》的浪漫热烈，但其所反应的社会现实
确是如此一针见血，她讲的是婚姻，却与感情无关。

让人信服的掩饰物。人们以敷衍、奉承、阿谀来祝贺新人，
祝他们有钱人终成眷属。

在本书中有两个人物是此种婚姻的忠实奴隶。一个是夏绿蒂，
一个是韦翰。

韦翰是个十足的流氓，他自恃外表轶丽，一心想经过婚姻来



发家致富，可是，他忘了婚姻是相互的，金钱的交易也是相
互的。他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自是富家小姐不会光顾。但最
终他还是经过不与丽迪亚结婚为要挟，向达西敲诈到了一笔
可观的收益。于是又一个婚姻，又一个为了金钱的婚姻铸就
了，这次不单出卖了幸福，还有灵魂，韦翰的灵魂被他自我
彻底出卖了！婚姻既已变成手段，那幸福也是奢望了。

在本书中伊丽莎白一向是以一个正面人物来写的，她理智、
活泼、爱打趣，善于对人冷眼旁观并直看穿其心思。书中常
有她发表的见解和看法，作者经过她来表达自我的意图和观
点，但表面上看来她是感情的忠实追随者，直到最终获得真
爱。但仔细想想也不难发现伊丽莎白或许说作者本身都难以
逃出金钱性婚姻的怪圈。首先，作者在安排主角上让达西拥
有俊朗的外表、高尚的品格，最重要的是，无论他与伊丽莎
白的情节发展多么跌宕起伏，有一点是事实，他是一位年薪
一万英镑的绅士，与皇家有密切联系，有自我的庄园、家产、
田地，总而言之，达西十分十分富有。所以，伊丽莎白当初
拒绝柯林斯求婚的原因很简单——有更好更富有的在后面。
同时，伊丽莎白之所以对达西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是在她看见
了达西硕大的庄园之后，彭伯里女主人的称号无可避免的是
一种诱惑。正如伊丽莎白所说，她是绅士的女儿，达西是绅
士，他们是处在同一阶层的。地位相差并非十分悬殊，更何
况，她出自乡绅之家，也算是半个富家小姐，小型的资产合
并在所难免。她和达西的婚姻不被达西亲友所理解，只因为
达西原能够找一个比她富有得多的妻子罢了。

这样的婚姻是一种杯具，婚后所要应对的残酷现实是免不了
的。夏绿蒂在尽力扮演好一位主妇的同时却一向怀念着深爱
的昔日情人，她后悔当初因为那人的贫穷而未与之步入教堂，
正如她所说：“没有感情的婚姻，不管因为受到尊重或者拥
有殷实的家产而显得多么荣耀，都比不幸强不了多少。”韦
翰与丽迪亚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伊丽莎白与达西相处和睦，
但不断来自邻居、亲友和珈苔琳。德。包尔夫人的冷言冷语，
让她心烦意乱。



如此的婚姻杯具在那一时代是很普遍的。究其根本原因，很
简单——妇女地位低下。妇女没有工作、没有得以维持生计
的本事，仅有依靠婚姻这条路来为将来的生活来源做打算。
这是解决将来生计的最普遍，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本书中，女性的社会主角是很明显的，即便是有钱的太太、
小姐们，充当的主角也只是家庭主妇而已。社会中男尊女卑
的现象十分严重。如班纳特家中有6个小姐，可是没有男嗣，
因而，班纳特家的财产不得不由班纳特先生的侄子继承。这
样致使6位班家小姐的嫁妆仅有从其母亲当年的嫁妆中分得，
嫁妆的卑微常常使的年轻的小姐们不得不选择一条像夏绿蒂
那样的路，经过婚姻来为自我将来的温饱作打算，自然会将
婚姻视为金钱至上的买卖。如书中所描述的，每一位太太在
后半生最大的愿望便是嫁女儿，让她们未来在丈夫的资产庇
护下得以生存。因而难怪郡里一旦来了一位有钱的绅士，母
亲们便认定他为自我的准女婿。所以当班纳特太太得知伊丽
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后十分气愤，责怪女儿不明智。以柯
林斯在金钱方面的条件而言，能够保证伊丽莎白将来有安定、
温饱的生活，在其母亲看来，放弃这样一棵“摇钱树”是一
种无理取闹。在她年轻的时候，也是经过婚姻来衣食无忧，
此刻她更有义务要求女儿们以此获得“幸福”，没有原因，
这只是一种规律，是英国社会当时的婚姻法则。

没有经济本事的女性在当时的金钱社会中得以舒适生存的唯
一办法是，出生前就挑个名门旺族，但这仅凭机缘，更多不
幸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便只能向生活屈服。可悲的是，她们
从不发现这是社会的弊端，而一向认为是自我出身贫寒。他
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像是花瓶，等着有一天被一位出手阔
绰的人买走，仅凭运气，与感情无关。

《傲慢与偏见》通篇是伊丽莎白幽默的俏皮话，可是这种强
颜欢笑下，隐藏的却是那一时代人们无尽的苦恼、不满、遗
恨。或许不幸太多了，变成了麻木。可是令人羡慕、认可
的“幸福”背后，堆砌着的又是什么呢？是金钱、麻木、泪



水、悔恨、遗憾，或许更多更多，但唯一没有的便是真爱，
弥足珍贵！

傲慢与偏见名著读后感篇四

在《傲慢与偏见》中，就爱情主题来说，女主人公伊丽莎白
女士和男主人公达西先生的结合是比较富有故事性的，“首
因效应”(人们交往时往往第一印象会给人带来先入为主的效
果)使伊丽莎白女士认为达西先生是个自高自大、傲慢无礼的
家伙，而这个评价就当时舞会上达西先生的表现来说，也并
没有冤枉他。“她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打动我的心，眼
前我可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受到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换
做是任何一个单身小姐，听到一个陌生男人这样含沙射影般
地评价，都会生厌，何况伊丽莎白女士是个有着明亮眼睛的
聪明善良而聪明的女人。自此，“傲慢”便成为达西先生的
代名词，当然，至少在伊丽莎白女士前期的心中是这样认为
的。而这个标签是否就是合情合理的呢?当然，随着故事的发
展，“偏见”也越发冒头了，当伊丽莎白女士拜访了达西先
生的庄园起，她就意识到自己对达西先生确实缺乏公正了。
可以说，是“偏见”的消解促成了他们的幸福。伊丽莎白女
士存在偏见，而达西先生又何尝没有偏见呢?他看不惯她父母
亲的行为举止，也看不上她家的地位和财势，尤其是她家还
有几个穷亲戚，而除了她和她姐姐吉英外，她的三个妹妹他
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意。于是，他就越发傲慢了，更做出了
妨碍她姐姐吉英和彬格莱先生的爱情的事情。

就社会性来说，小说的讽刺之剑透过几对眷侣的终成击中了
社会的某些风尚和流弊，而这也正增加了小说的社会意义，
不至于与我先前所说的“纯情小说”同流。虽说伊丽莎白女
士和达西先生的爱情婚姻是以美满幸福结束，但他们在交往
过程中的傲慢和偏见的形成正反应出社会的一些问题。当班
纳特太太一心一意只为财产地位着想而不顾女儿们的真正幸
福时的丑态，在让人捧腹之余，又生发出许多心酸。当婚姻
成为攀附权贵的阶梯时，爱情的影子在哪里?柯斯牧师和卢卡



斯小姐的婚姻，想想就不可思议，他们两个都是“聪明人”，
在婚姻的路上考虑得“面面俱到”，结果就干成了如此蠢事。
如果说他们俩是有思想有见地的成年人，那韦翰先生和莉迪
雅小姐的婚姻简直就是一场骗局、一场寻欢作乐的游戏。

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采取的是单性描写，并不是多重矛盾性
格的复杂描写，“一就永远是一”。吉英小姐单纯善良，一
个贤良淑德形象，永远不会认为想到某人某事的阴暗面;伊丽
莎白聪明活泼又独立，一个智慧女人形象，永远有自己的想
法和原则;曼丽虽说描写不多，但其学术才女的形象跃然纸上，
一切都是从书上得来的东西来解释生活;吉蒂和莉迪雅小姐是
未成年，自有一种幼稚的疯狂女生特质。这五个女儿的形象
如此，而其他人也是描写得极为成功的，虽然免不了有种单
调的感觉，甚至于就整个故事情节来说，也比较直接，没有
九曲回肠的曲折美，但这也或许就是奥斯汀本小说的特色吧。

傲慢与偏见名著读后感篇五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笔下的风
俗小说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当时乡绅们的生活状况，围绕着男
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虽经小小曲折，但描写的花好月圆的
结局总是令人赏心悦目。

思想独立、风趣幽默的伊丽莎白初见达西先生时，便认为他
举止傲慢无理，目中无人，不如魏肯先生风趣、低调、待人
和气。更因为听了魏肯先生对达西先生的中伤而误会加深，
以致于感情的天平倾向花花公子魏肯先生。面对自己家族的
遗产继承人柯林斯先生的求婚，伊丽莎白不为所动，她对迂
腐、世俗的柯林斯先生毫无好感，她心目中的爱情神圣不可
侵犯，它属于那位能够开启她心窗，拨动她心弦的人。伊丽
莎白深知没有爱情的婚姻对她来说是耻辱和痛苦，她绝不可
能从中得到她所想要得到的幸福。

而当好友夏洛蒂接受柯林斯的求婚时，伊丽莎白认为大大不



可，夏洛蒂却坦诚地道出自己并非是个浪漫情趣的人，只求
有个舒适的家，而柯林斯先生完全符合她的条件，婚姻在此
时完全成了不缺衣少食的现实堡垒。伊丽莎白显然不同意好
友的观点，柯林斯先生能在三天之内向两个人求婚，在她看
来已经极不诚意了，而好友关于婚姻的态度也大大出乎她的
意料。伊丽莎白很快感觉到她们之间的信任不再，唯有祝福
好友幸福。

宾利先生对美丽善良、贤淑可爱的简一见倾情，他和她简直
是天生的一对。每个人都认为简和宾利先生毫无悬念地将结
合在一起，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宾利小姐的阻挠、达
西先生的误解，给这桩原本应该一帆风顺的婚姻蒙上一层阴
影。

故事一波三折，先是简的大好婚姻受阻，宾利先生不辞而别;
伊丽莎白断然拒绝了达西先生的求婚，虽然他英俊富有，才
貌双全，但伊丽莎白无法接受她认为他所具有的傲慢与无理，
一意跟随自己心的呼唤;莉迪亚竟然与魏肯先生私奔，多亏了
仍深深爱着伊丽莎白的达西先生暗中相助，才得以保全伊丽
莎白家族名誉。

当然简·奥斯汀从来不会让有情人难成眷属，达西先生为着
伊丽莎白而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伊丽莎白也渐渐意识到过去
她的偏见，转而能够接受达西先生。在达西先生修正了对好
友宾利先生的影响后，宾利先生重新回到简的身边，抱得美
人归。就连莉迪亚也能体面地嫁给魏肯先生，尽管私下是因
为魏肯先生收了达西先生一大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