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双城记名著读后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双城记名著读后感篇一

就这样被感动了。它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它是一个感人
肺腑的故事，它更是一种纯洁而高尚的爱。它就是狄更斯笔
下的《双城记》。全书充溢着扑朔迷离的色彩，作者以一连
串引人入胜的故事为框架，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忍受着资产
阶级无情的剥削。正如作者所说：“昌盛而又衰微，笃诚而
又多疑，光明而又黑暗，这是充满阳光希望的黎明，又是阴
暗失望的长夜，人们拥有一切，却两手空空。”而主人公西
德尼·卡尔顿、露西·曼内特和查尔斯·达尔内之间真挚的
情感，成为这部名着亮丽的一笔。

在小说中，狄更斯成功地塑造了主要人物鲜明的个性。曼内
特是个深爱女儿的父亲，在经历磨难后仍宽容地把女儿嫁给
仇人的儿子;露西是温柔善良的贤妻良母，为了让丈夫能看自
己一眼每天风雨不改地到大墙对面站立两小时;查尔斯是个正
直、豁达的贵族，与露西相爱，为了爱情甘愿放弃爵位与财
产。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让人有点憎恶的泰雷兹·德伐日。
失去亲人使她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革命胜利之时为亲人报仇。
可是等到革命胜利时，她许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复仇却失去了
对象，她的愤怒之深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为了发泄积愤却拿
侯爵兄弟的儿子及其家人罪，她走上了一条与那些伪贵族同
样残忍的道路，于是她的种种行为使她一步步失去了读者的



谅解。最后，恶人有恶报，她戏剧性地因为手枪走火而结束
了自己充满仇恨的一生。也许这才是她最佳的结局。那些像
德伐日那样以复仇为生活唯一目的的人，即使命运坎坷，也
决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

双城记名著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个以两百多年前的两个伟大的城市为背景的故事。浓
雾弥漫，车灯摇曳不定的伦敦，绝望、颓废的巴黎的最底层。

对于当时那场发生在巴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太多人花了
太多的笔墨去描述它。这对法国来说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
转变，甚至对于欧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作者狄
更斯，是英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批判作家之一。虽然他没有
亲眼目睹，却依靠自我丰富的想象力看到的当时的景象。

《双城记》被誉为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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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和其他的作品，比
如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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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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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有小人
物们的力量所引发的。

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正直善良却
惨遭迫害的马奈特医生，美丽温柔的露西，优雅高尚的查尔
斯，忠厚老实的洛瑞，外表冷漠、内心热情，放荡不羁而又
无私崇高的西德尼，扭曲了人性的德发奇太太，豪爽忠诚的
普洛士小姐，残忍阴险的埃佛瑞蒙兄弟……复杂的仇恨纠缠
不清，残忍的复仇制造了更多仇恨，爱在地狱的边缘再生，
却是以生命为代价。这错综复杂的一幕幕，活生生的展此刻
面前，仿佛重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

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在狄更斯的作品里，语言的精彩是必



不可少的。各种修辞手法，比喻、夸张、比较、幽默、嘲讽，
被运用自如，而作品的艺术性也被送上巅峰。“……于是，
克伦彻先生只得再听检察长先生怎样把史蒂夫先生套在陪审
团先生们身上的紧身衣又一件件脱下来，翻个底朝天;……最
终法官大人站了起来，把那件紧身衣里里外外捣腾了一遍，
看得出来，他想为犯人裁剪寿衣。……”诸如此类精彩的段
落，作品里比比皆是。于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每一个中心，
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相信这对我们平时的学习，必定
是大有帮忙的。

有人说，《双城记》是描述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却觉得，这样说的人必定没有了解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图。
如果只是表达了这个，任何一部作品都能够到达露西和查尔
斯的水准，那么《双城记》的优势怎样体现出来呢在我看来，
德发奇一家和法国贵族的仇恨也好，露西、查尔斯和西德尼
的感情问题也好，都是为了体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而设的。这
个主题就是剖析这场大革命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看到底是什
么引发了这场革命，到底这场血雨腥风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我想这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心所在。

双城记名著读后感篇三

小说同样也赞美了其他角色：梅尼特医生正直高尚，且善良
宽容，是仁爱的理想化身;露西则是爱和温情的化身;代尔纳
是给统治阶级指明出路的人。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种.种美德，
都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狄更斯所热情赞颂的。作者狄更斯
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以妙趣横生的幽
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
氛的有机结合著称。他所著的《双城记》以法国贵族的荒淫
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来影射当
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着这嘲恐怖的大火”也将在法国上
演。



我完全赞同卡尔登在临死前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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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卡尔登的存在和所作所为，这部小说就失去了它的
价值和光辉。

卡尔登的死，就像是羽毛轻柔地飘落水面，没有水花，却涟
漪阵阵。它提醒了我们：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是无法用断头台
建立。

我们不能因为岁月而忘记《双城记》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我
们要从中获得，学到点什么，希望两百年后的我们能创造出
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世纪，希望卡尔登临死前看到的
世界，将会是我们未来的世界!

双城记名著读后感篇四

《双城记》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感人肺腑的感情故事的
交织体。全书充溢着扑朔迷离的色彩，正映照了当代的时代
气息。它用一连串引人入胜的故事作为杠架，细致地描述了
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成就和错误，而主人公西德尼.卡尔
顿、露西.曼内特和查尔斯.达尔内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成为亮
丽的一笔。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性格都十分鲜明，在每个人的身上蕴含
着一种单纯的情感。曼内特是个深爱女儿的父亲，在历经磨
难后仍然宽容地将心爱的女儿嫁给仇人的儿子。露西是温柔
善良的典型的贤妻良母，为了可能让丈夫看到自我一眼，每
一天午时风雨无阻地到大墙对面站两个小时。达尔内正直、
豁达，是个在当时社会少有的贵族，他为了自我"神圣的目
标"和真挚的感情，放弃了爵位与财产;为了搭救老管家而只
身回到险象环生的法国。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也就是那个
有点令人憎恶的泰雷兹.德发日了。可是她也是极其杯具意味



的人，失去亲人的悲惨经历使她从一开始就苦大仇深，在她
看来，活着的意义就是在革命胜利到来之时为死去的亲人报
仇，可是等到革命胜利时，她许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复仇却失
去了对象，她的愤怒之深是能够想象的，然而为了发泄积愤
却拿侯爵兄弟的儿子及其家人抵罪，她走上了一条与那些伪
贵族同样残忍的道路，于是她的种种行为使她一步步失去了
读者同情与谅解。而小说的戏剧性在于，泰雷斯因为手枪走
火而结束了她那咄咄逼人的生命，也许这才是她最佳的结局。

在《双城记》中，我最喜欢的，也是令我最为感动的人是律
师助手西德尼.卡尔顿------他的长相与查尔斯.达尔内一模
一样，但两者的命运却截然不一样。他第一次出此刻读者面
前就与众不一样。当贝勒满法庭上的人若无其事地望着天花
板。当观众由于长期的积怨盼望着一场杀人活剧上演，而他
的一张字条使精心策划的攻势土崩瓦解。他一出场就带了一
身忧郁，隐去了光芒却总是灰心、失望、冷漠、凄凉。他妥
协于这个社会却又格格不入，作为律师他才华出众，却心甘
情愿躲在人后，做别人成功的垫脚石，他仿佛亲手筑起了一
堵墙，隔绝了自我与名、与利、与社会，默默地逗留在角落
里。他曾说说："我是个绝望了的苦力，我不关心世上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人关心我。"他的杯具在于，他太小看自我，似乎
有点自卑，所以放任了自我，又因为放任而感到绝望。他是
个很有才华，感情深厚的人，却无法用那才华和情感为自我
获得幸福。

《双城记》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却令人着迷至深，
着实是不可不读的好书。更精彩的爱恨纠葛也得自我亲身阅
读来体悟了。

双城记名著读后感篇五

记得高中英语课本中有一篇双城记的节选，描写的是贵族兄
弟欺压佃农家的姐弟而致其惨死的故事。如今细读了《双城



记》，得以一览其全貌。仅凭那一段节选，完全想象不出它
是一部气象壮阔的历史小说。不踏遍整个河岸，你就无法欣
赏一整条蜿蜒曲折、回旋奔腾的河流。

大作家狄更斯像一位高明的医生，用他利剑一样的笔锋，对
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了深度的透视和扫描，他的作品是
三维立体成像，有赞扬，有批判、有反思。他像医生一样冷
静而理智地分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病症，成因及可怕的后果，
意欲对他所处的美好而又糟糕的时代发出振聋发聩警醒之音。

狄更斯深刻地揭露封建王朝的现实症候：侯爵大人喝一杯巧
克力要四个壮汉服侍，税收承包人的厅堂里坐着二十四个男
仆，府邸里的医生靠美味补药而发了大财。而被老爷们称
为“老鼠”的贫民们，酒店的酒桶摔落街心形成一个小酒洼，
他们争相吸吮，连烂泥也一并吸走了。宫廷侯爵、长官们患
了假性近视，对这一切装作视而不见，还劝慰穷人们，饿了
可以吃草。

就在法国封建王朝那些坐食俸禄的权贵们坚定地认为江山永
固的时候，时代的溃痈引起的失衡后果暴烈地发作了，富人
们的宝气香风煽动了远处圣安托区贫民们辘辘饥肠中的饿火，
剑指腐朽没落封建王朝的法国大革命风暴像海啸般席卷而来，
愤怒的革命者把老爷们送上了他们自己亲自建造的断头台和
绞刑架。

对这一切的成因，作家医生给出了温和婉转的结论：显然专
门为老爷们设计的这个世界，一定是在做千秋万世的运筹安
排中，有其鼠目寸光的地方。但对于如何预防这可怕的病症，
作家没有交待，可能也不是本书的主旨。

小说《双城记》展现了作家狄更斯卓越的讽刺才能，其讽刺
才能堪比德国诗人海涅。书中时见作家无情的嘲讽描写：在
那个纵酒的时代，光是律师和他的助手两人喝下的酒，足以
浮起一艘皇家军舰；台尔森银行大厅屋顶的爱神丘比特画像，



从早到晚对着钱拉弓瞄准；老贝利鬼门关审判厅里的看客们
急切地争相踮起脚尖，攀住壁架，脚下蹬点儿东西，为的是
要把犯人从头到脚看个仔细，假如犯人面临的刑罚不那么可
怕——就相应地减少他的魅力了；侯爵老爷的脸上一片红晕，
倒不是由于他自身的血色和高贵的血统有什么问题，而是那
西沉的落日余晖所造成的；锯木工人表示如果有什么事妨碍
午后边抽烟边欣赏国家剃头匠的表演，那他就成了最寂寞的
共和派。书中的辛辣的讽刺不胜枚举，貌似夸张，实则形象，
极大地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使人读后感觉像吃
了一碗酸辣粉，大快朵颐、痛快淋漓、酸爽劲道，耐人咀嚼
和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