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读后感想(优秀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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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巴黎圣母院篇一

这本书刻画了一个个饱满恶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善良
的街头舞女爱斯梅拉达；丑陋但具有鲜明善恶观的残疾人，
卡齐莫多；道貌黯然的教士，无情无意的队长等。

巴黎，这个传奇而又浪漫的城市，他们上演了一部关于善与
恶的悲剧。

爱斯梅拉达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物，他是小说善的聚焦点，
她是平凡的街头舞女，是在那些富人眼里身份极卑微的嘲弄
对象，忘不了那一个情节——“丑陋的卡齐莫多作为教士的
傀儡，无辜的被绑在方场上，忍受着别人的指指点点，他张
着干裂的嘴唇乞求围观的人施舍一口水；但人们对他的丑陋
外表的厌恶与嘲弄之外，毫无其它的反应，而这时，身为受
害者的爱斯梅拉达却端了一碗水，送到卡齐莫多的嘴边”。

且不说爱斯梅达拉是一个受害者，就算是一个普通的人看到
卡齐莫多丑陋的相貌时都对他避而远之，而爱斯梅达拉却用
自己的宽容与大度包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我想，这应该是
‘善’的最高境界。

教士，是一个人人都尊敬的人，是人们口中所谓的高尚者，
然而，却是一个被美好的外表包裹着的臭泥，他的内心无比



狭隘与肮脏，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虚伪、自私在他身
上体现的淋漓尽改，而且，他应为没有占有爱斯梅达拉而用
卑劣的手段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卡齐莫多是被教士收养的孤
儿，文中用‘狗与主人’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可见卡齐莫多
对教士是何等言听计从，但他因为爱斯梅拉达为他送水之后，
从恶的深渊升华到善，他极力保护爱斯梅拉达，帮助遭人诬
陷的爱斯梅拉达逃走，在她被绞刑时，愤怒地将罪魁祸
首——自己的主人——行为卑劣的教士从巴黎圣母院的顶楼
推了下去。

由此可见，人性都是善良的，善良的人能够影响别人，并且
使他人关注自己，而恶人最终都逃脱不了‘惨死’的下场。

“当人们把这两具白骨分开时，其中一具瞬间化成了尘土”。

巴黎圣母院篇二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
义小说。故事围绕一名吉卜赛少女爱丝梅拉达和由副主教克
洛德·弗洛罗养大的圣母院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开展。

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巴黎圣母院》的读后感，希望对你
有所帮助。

很早就触碰过《巴黎圣母院》了，因为我有个每天看电视剧
却只让我看名著的妈妈，记得那个时候，看了好久也没发现
什么支持我看下去的动力，便把它扔一边去了，要不是这次
的寒假作业，估计它会一直尘封下去。

我本来还以为，隔了这几年，我总该对这本书看法不一样了
吧，可是觉得开头的确够冗长的，在跳过好多历史介绍，终
于找到连得紧密点的叙述了。(前面那些东东就算靠注解也无
法看懂，这就是以前我“唾弃”它的原因吧。)



读到后面，我终于被它吸引住了，时刻担心着艾斯梅哈尔的
命运，她为了素未谋面的格朗瓜尔不被绞死，宁愿嫁给他当
卡西莫多被绑在广场上示众，所有人辱骂他，听到他痛苦的
呻吟，不但不同情，还将其当做笑料时，她却不计前
嫌，“含着笑把葫芦对着卡西莫多缺牙的嘴。”而刚才还冷
血的群众，却被这个场景感动了!

原来他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只是他们的怜悯对外表丑陋的
人“免疫”而已。她是个痴情的人，看到弗比斯离去，就算
会被士兵发现，也要喊出他的名字。然而弗比斯却可以，和
未婚妻一起看着她走向刑台，她呼喊着他的名字，他追着未
婚妻解释。最终，她还是死了。当时的世界已经容不下这个
美丽善良的姑娘了。

卡西莫多，无论书中把他描绘得如何丑陋，也无法阻止我对
这个角色的喜爱。他就像一个没人疼的小孩，只要谁施舍给
他一点点恩惠，他就可以死心塌地地对谁好。然而，人们却
是如此吝啬这样的一点点。所以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
艾斯梅哈尔只是给了他一点水喝，他便可以感动到泪流满面。
他似乎就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相貌丑陋也就罢了，可他还天
生独眼，驼背，瘸腿。又因为从小就做敲钟人而成为了一个
聋子。当他看到艾斯梅哈尔爱抚着山羊加里时，会说
出：“我的不幸是因为我还是太像人了。

我真宁愿完全是个牲畜，如同这只山羊一样。”这样的话。
他会对着墙上粗俗的人像自言自语：“啊!我为什么不像你一
样是个石头人。”他可以深深藏起自己对艾斯梅哈尔的爱，
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和她在一起的，他只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默默陪在她身边保护她就行了。为了她去找弗比斯，为了不
让她伤心就算被她责备也不愿意告诉她弗比斯已经结婚了。
为了她竭尽自己的智慧与力量阻止丐帮闯进巴黎圣母院。可
最终他的命运却是亲眼看着他爱过的两个人在他面前死去，
而他选择了和艾斯梅哈尔的尸体一起长眠。



似乎书中的每个人物的结局都是悲剧，而风流成性的弗比斯的
“悲惨结局”却是：他结婚了。这与艾斯梅哈尔以及卡西莫
多的痴情放在一起，变成了绝妙的讽刺。书中最经典的就是
对比了，例如卡西莫多和他的养父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两
个人物，一个外表丑陋但心地善良，而另一个道貌岸然却心
如蛇蝎，一个对艾斯梅哈尔默默守护，而另一个却想尽办法
要得到她。人物的心灵展露无遗。

全书中最让我受触动的场景还是隐修女迪居尔死死护住艾斯
梅哈尔的时候“刽子手同士兵们进了小屋，母亲没做任何抵
抗，只是朝她女儿身边爬过去，不顾死活地扑在她身上，把
女儿紧紧抱在怀里……当刽子手把姑娘扛在肩头准备往上爬
的时候，躺在地上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不出一声地站了起来，
像一只扑向猎物的野兽似的扑到刽子手的手上，一口咬住怎
么也不肯放。有人把她使劲儿一推，只见她的脑袋重重撞在
石板地上，死了。”

这就是一个母亲在最后时刻拼死也要保护女儿所做的一切，
这个时候她只记得她是一个母亲，抛下其它所有的身份，她
的任务，就是保护她仅有的一个女儿，一个失散了十五年之
久现在却又要分开了的女儿，一个她曾经视为仇敌就因为她
是从埃及来的女儿(因为她的女儿是被一个埃及人偷走的。)

每读一本书，便接受一次精神的洗礼。以后，当我再遇到一个
“卡西莫多”的时候，相信，我不再和以前一样，心里不住
地厌恶了吧，因为，一个人的外表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
他拥有的，是不是一个善良的心灵。

这本小说其实很复杂。看过了那么多遍，我貌似始终只能停
留在简单的情节和人物行动上面。但我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人
物内心斗争的激烈。

这是一部写人的小说。没有神，也没有神性。没有人是完美
的，所有人都带着缺陷。没有人是完全理智的，都带着或多



或少人类本身的疯狂。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美丽和丑陋，
纯洁和肮脏的较量，是一幅光怪陆离又鲜血淋淋的爱情悲剧
画卷，又是一部上至法王路易十一下至乞丐贱民的史书。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了巴黎最下
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却拥
有远远胜过那个所谓有教养、文明的世界里的人的美德。互
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美德。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
救出爱斯梅拉达攻打圣母院的场面，悲壮、激烈、慷慨、惊
心动魄，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显
示的英勇精神和巴黎人民捣毁圣日尔曼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府
的事件。

小说写到这里，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来捣毁巴
士底狱，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高耸威严的巴黎圣母院。路易王朝的暴动和流血。丑八怪和
吉普赛女郎。卑微而悲惨的爱情。翻开《巴黎圣母院》，我
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般宏伟的时代，这里圣洁的教堂和龌龊
的乞丐街并存，位高权重的主教和招摇过街的丑八怪之王并
存，惊人的美丽和恐怖的丑陋并存。法国大文豪雨果的笔下
源源不断流出的，不仅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不仅是一位
坚强而多难的女子，不仅是爱与恨的交织，更是人性中，美
与丑不朽的碰撞。

而当我们看到犯了强抢民女罪的卡西莫多，在被草草审理后，
被带到广场上当众鞭笞。跪在烈日下代人受过的钟楼怪人口
渴难熬，他向士兵和围观的人群高喊要水，回答他的却是一
片戏弄和辱骂。这时，美丽的爱斯梅拉达拨开众人，把水送
到卡西莫多的嘴边。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的卡西莫多饱含热泪，
不住地说：“美……美……美”，而在这一刻他许下了终身
的诺言。

看到这里，我应该是喜还是悲?



广场上，穷诗人甘果瓦帮助爱斯梅拉达上演山羊认字的节目。
山羊在一堆拉丁字母中，叼出了太阳神弗比斯的名字。这时
弗比斯正在广场旁边的王宫中向王后和她的女儿献媚取宠。
公主百合花让弗比斯到广场上，赶走爱斯梅拉达，以证实他
对她的爱情。弗比斯骑马来到广场，大声轰赶着正在演出的
艺人，小声和姑娘订下了今晚在老地方见面的幽会。然而这
一次的幽会，谁又知道带给她的是无尽的黑暗.......

巴黎圣母院篇三

伟大的小说不仅仅在于它情节的曲折惊险刺激;更在于它塑造
的人物，它揭露的事实，它反映出的人性，给人的巨大震撼。

巴黎圣母院做到了这一点。

这本小说其实很复杂。

看过了那么多遍，我貌似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情节和人物
行动上面。

但我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人物内心斗争的激烈。

有种莫名的震撼。

这是一部写人的小说。

没有神，也没有神性。

没有人是完美的，所有人都带着缺陷。

没有人是完全理智的，都带着或多或少人类本身的疯狂。

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美丽和丑陋，纯洁和肮脏的较量，是



一幅光怪陆离又鲜血淋淋的爱情悲剧画卷，又是一部上至法
王路易十一下至乞丐贱民的史书。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了巴黎最下
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

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却拥有远远胜过那个所谓有教养、
文明的世界里的人的美德。

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美德。

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梅拉达攻打圣母院的场面，悲
壮、激烈、慷慨、惊心动魄，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七
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显示的英勇精神和巴黎人民捣毁圣日尔曼
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府的事件。

小说写到这里，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来捣毁巴
士底狱，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高耸威严的巴黎圣母院。

路易王朝的暴动和流血。

丑八怪和吉普赛女郎。

卑微而悲惨的爱情。

翻开《巴黎圣母院》，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般宏伟的时代，
这里圣洁的教堂和龌龊的乞丐街并存，位高权重的主教和招
摇过街的丑八怪之王并存，惊人的美丽和恐怖的丑陋并存。

法国大文豪雨果的笔下源源不断流出的，不仅是一个摇摇欲
坠的王朝，不仅是一位坚强而多难的女子，不仅是爱与恨的
交织，更是人性中，美与丑不朽的碰撞。



1482年，法王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城沉浸在“愚人节”的
狂欢的气氛中。

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来自埃及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
达以动人的美貌和婀娜的舞姿博得了人们热烈的喝彩。

她把人们给她的赏钱，分给穷苦的孩子们，并对他们
说：“把这些钱全部拿去，你们去过节吧!”孩子们问
她：“那你怎么办?”她说：“别管我，我天天都在过节。

” 是的,这就是她——爱斯梅拉达。

但是,命运之神却在这个时候把一切都定格了。

在众多的观众中，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人，穿着黑色的教袍，
躲在玻璃窗后面，也在偷看爱斯梅拉达翩翩起舞。

他就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炼金术士弗罗洛。

当他看到色艺双全的吉卜赛女郎边唱边跳，她那轻快的舞步，
绝妙的舞姿，把他埋藏在心底十多年的欲念突然唤醒了。

他无法自控，无法把俘虏了他的灵魂的魔鬼赶走。

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他到广场上驱赶正在叫卖的摊贩，声
言不准在教堂前面胡闹。

而这一切只为了他那无私的心理........这些小贩哪里把他
放在眼里，群起而攻之。

正在这时，从教堂内冲出来一个相貌奇丑、身材高大、力大
无比的男子，他推开众人，救回了神甫。

他就是卡西莫多。



原来他是一个被父母遗弃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的畸形儿，弗罗
洛出于怜悯把他抚养成人，因终日敲钟而震聋了耳朵。

为了(奉献),这不是他的错. 欢乐的人们正在物色“愚人教
皇”，爱斯梅拉达一眼看中了又聋又丑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

人们给他戴上王冠，披上袍子，还给了他一支口哨，让他坐
在高高的轿子上沿街游行。

卡西莫多正高兴地吹着哨子，忽然看见脸色阴沉的弗罗洛站
在轿前。

神甫打掉他的王冠，把他拉回圣母院。

为什么?也许只为了那无法忍受的卑微吧!

她长得那么美，难道是我的过错?她舞跳得那么好，难道是我
的过错?她能够使人发疯，难道是我的过错?”他实在无法自
制，“去!”然而这一声的命令却改变了她的命运.....卡西
莫多，“去把她抓来!”钟楼怪人快步跑向爱斯梅拉达，把她
抱起来就向圣母院跑去......无法摆脱的宿命......

一声”救命”，让她流浪于“奇迹王朝”。

而当时在那“奇迹王朝”统治下的“黑话王国”里，乞丐王
克劳班正在审理不懂切口而误入“奇迹宫”的穷诗人甘果瓦。

而按照王朝的规矩，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跟绞索配对，要
么跟王国中的女人攀亲。

可是几个老女人都嫌他过于单薄，没一个人肯要他。

这样，甘果瓦只能被吊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爱斯梅拉达挺身而出，高喊“我要他”。



这样，两人当场举行婚礼。

善良的少女同意与他结为夫妻，只是为了救他一命，把他带
回家中，供以食宿，但不与他同房。

而当我们看到犯了强抢民女罪的卡西莫多，在被草草审理后，
被带到广场上当众鞭笞。

跪在烈日下代人受过的钟楼怪人口渴难熬，他向士兵和围观
的人群高喊要水，回答他的却是一片戏弄和辱骂。

这时，美丽的爱斯梅拉达拨开众人，把水送到卡西莫多的嘴
边。

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的卡西莫多饱含热泪，不住地
说：“美……美……美” ，而在这一刻他许下了终身的诺言。

看到这里,我应该是喜还是悲?

广场上，穷诗人甘果瓦帮助爱斯梅拉达上演山羊认字的节目。

山羊在一堆拉丁字母中，叼出了太阳神弗比斯的名字。

这时弗比斯正在广场旁边的王宫中向王后和她的女儿献媚取
宠。

公主百合花让弗比斯到广场上，赶走爱斯梅拉达，以证实他
对她的爱情。

弗比斯骑马来到广场，大声轰赶着正在演出的艺人，小声和
姑娘订下了今晚在老地方见面的幽会。

然而这一次的幽会,谁又知道带给她的是无尽的黑暗.......

心神不宁的弗罗洛听说甘果瓦和姑娘已结为夫妇，怒火中烧



十分生气，当得知他们只是名义夫妻，又转忧为喜。

他在街上遇见喝得烂醉的侍卫队长弗比斯，听他说要去和姑
娘幽会，立即正言劝阻，声言姑娘已是有夫之妇，但弗比斯
反驳说：“你何必把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谁又该劝谁?自
私难道真的是人类的灵魂?邪恶?黑暗?齿轮仍在悄悄的转动着.
........不料弗比斯被人刺伤，她也被当作女巫捉了起来。

为了什么?卡西莫多把姑娘藏在自己的住房里，像守护神一样
睡在房门口?而当突然醒来的爱斯梅拉达看到加西莫多的脸时，
她被吓坏了。

卡西莫多急忙逃走，跑到钟楼上用自己的头拼命地撞击着大
钟，低沉的钟鸣如泣如诉。

巴黎圣母院篇四

《巴黎圣母院》中相貌奇丑敲钟人卡席莫多对吉普赛美妙少
女爱斯美腊达谦卑的爱情，很美。读者读了都怎么写读后感?
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巴黎圣母院读后感想，一起来
看看。

美丽与丑陋只不过是瞬间的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表
现了这一主题。虽然这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毕竟雨果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不过只有二十多岁。恐怕他在其中只
是想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提高自己描绘故事情节的能力。
但这个故事却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

但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却由不得我们多想，故事立即就以一个
悲哀的结尾结束了。爱斯梅拉达被绞死;主教代理则被愤怒的
卡齐莫多推下了塔楼，摔的是血肉模糊;而卡齐莫多带着爱斯
梅拉达的尸体永远长眠于一个死人窟里。书的结尾写了这么



一段话，令刚读此书的我立即呆住了。后来人到死人窟里寻
找他人尸体的时候，引出了故事的最终结局：爱斯梅拉达与
卡齐莫多的尸体变成了两具白骨，而这白骨也在那群人的不
小心触碰中变成了尘埃。这是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故事的终
结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的自然的终结，而作为雨果练笔的巴
黎圣母院故事到此结束。显然，雨果到最后没有了对作为练
笔之书的激情，只是给了故事一个很“自然”的结局。

从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作品多是在
传达一种思想，而对于艺术与文化的讲述却是很少，这可能
与本身西方文化就不怎么丰富有关。但对于个人思想的高而
强的追求，却使他们很快的了解到做人的奥义，这是与很多
中国作家的作品所不同的。

如果世上真的有一部小说可以如此鲜明地把浪漫主义色彩融
入现实世界，那么，就是《巴黎圣母院》了。

它不仅是一部悲剧，同时也是一部探讨人性的伟大著作。为
什么伽西莫多奇丑无比却善良纯真，肯为所爱的人献出一切?
为什么克洛德主教原本向善，十年的清心寡欲却因爱斯梅达
拉的出现毁于一旦，以致做下伤天害理之事?为什么爱斯梅达
拉对无情的卫队长始终痴心不改，直到生命尽头?为什么伽西
莫多对收养自己的主教，在最后一刻下了狠手?这一切的问题，
从《巴黎圣母院》的背后，都能找到答案。

是的，书中最鲜明的形象就是伽西莫多了，他集常人所无法
想象的缺陷于一身，独眼、歪鼻、驼背、跛足，还因长期敲
钟导致了耳聋。这样一个人，只因为丑陋，被社会无情地弃
置，没有人肯接近他，然而爱斯梅达拉却在他身受重刑，口
渴难耐时为他送去了水，还送去了来自一个受害者的谅解与
关心。这一口水滋润了伽西莫多干裂的心灵，使他由“兽”
成功地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好人。在最后关头，他救了
爱慕的少女，救了一个纯洁无辜的灵魂。



关于另一个被人们痛恨的角色，克洛德，也因爱斯梅达拉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原本是有善心的人，可怜伽西莫多而收
养了他。然而自从被爱斯梅达拉迷住后，他让自己的爱情变
得扭曲了，不顾一切地去占有她，玷污她，在得不到她之后
用匕首刺向与她幽会的卫队长并嫁祸于她，最后亲手将她送
上了绞架。但恶有恶报，当克洛德狂笑着看他喜爱的姑娘吊
在空中时，被气愤的敲钟人推下了塔顶。这是一个道貌岸然
而内心阴暗的人最终的下场。

也许连作者自己也被伽西莫多感动了吧，他成全了他的爱情，
让他抱着心爱的姑娘的尸体死去，最后他化为了灰烬。这样
的结局多少有些夸张，但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所在。

同时，书中对巴黎底层人民也作了许多描写，即乞丐居住
地“奇迹王国”。在那里有爱，有正义，有勇气，有善良，
是任何上层社会中所没有的，也是作者所追求和推崇的。除
此之外，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巴黎市民浓重的市井气息，这也
是书中一大亮点。在全书开头就描写了观众等着看圣迹剧的
场景，从几次大闹与停歇的交替中，从乞丐的出现引发的小
乱子中，19世纪巴黎风味的一幕幕场景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小小的美与丑接连涌现。

社会是个大舞台，演绎着人生的悲欢，而《巴黎圣母院》则
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深层次下人性的内涵。无论美还是
丑，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任何时候，美可能会变成丑，而丑
也可能变成美，唯一不变的，是拥有一颗充满爱与宽容的心
灵。也许这正是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想要告诉我们的。

第一次翻开这本经典之作是五年级，那时也只是被其曲折精
彩的情节所吸引，不是很明白美与丑的概念;也不是很区分心
灵和外表。第二次是看了这部影片，演员的演技着实精彩，
但也毕竟是“演”出来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从书中感悟一
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从文字中感悟心灵之美与丑。



作者雨果是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最闪亮的明星，他是伟大的
剧作家，小说家，又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和领袖。这
本书就突显了“美丑对比”。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源于现实
但也被大大夸大和强化了。整个小说就是一幅幅绚丽而奇异
的画面，形成尖锐的。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
河水永恒的呜咽，清风无休止的叹息，悲剧曾留的记录，在
不经意中打开。

美丽善良的少女爱斯梅拉达，残忍虚伪的圣母院副教主克洛
德弗罗洛和外表丑陋，内心崇高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爱斯梅
拉达是巴黎流浪人的宠儿，靠街头卖艺为生，她天真纯洁，
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因为不忍心看见一个无辜者被处
死，她接受诗人甘果瓦做自己名义的丈夫，以保全他的生命。
当她看见卡西莫多在烈日下受鞭邢，只有她会同情怜悯，虽
然卡西莫多曾伤害过她，但她没有计较，把水送到因口渴而
声嘶力竭地呼喊的卡西莫多的唇边。这样一个心地高贵的女
孩，竟会被教会`法庭污蔑为“女巫”`“杀人犯”，并被判
处绞刑。

爱斯梅拉达是美与善的化身，她心灵美，外在美，却遭受如
此厄难，不禁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对封建教会和王权的强烈
愤恨。其实，美也需要坚持，需要勇气，试想，有多少人能
像爱斯梅拉达那样始终保持纯洁的心灵，能冒着危险去解救
一个曾伤害过自己的人?她是圣洁的，不容许任何肮脏去玷污。
她就是“美”!“这种高尚感情根据不同的条件而炽热化，在
你眼前使这种卑下的造物换了形状，渺小变成伟大，畸形变
成了美。”

另外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克洛德和卡西莫多也让我震撼
一番。克洛德表面上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而内心却渴
望淫乐，对世俗的享乐充满妒羡。他自私，阴险，不择手段。
而卡西莫多，这个驼背，独眼，又聋又跛的畸形人，从小受
到世人的歧视与欺凌，在爱斯梅拉达那里，他第一次体验到
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从此将自己的全部



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梅拉达的身上，可以为她赴汤蹈火，
可以为了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

偶然在网上见到了一个对弗罗洛和加西莫多的比喻，颇有文
采，摘录如下:

一个是水晶花瓶，十分漂亮，闪闪发亮，但有裂缝，里面的
水已经全部漏光。一个是陶制花瓶，粗糙、平凡，但保留着
满满的水。或许，注定了美与丑的交融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
激烈，慷慨，惊心动魄，让每个读者的心里重新确立
了“美”的价值。

美的魅力就是如此，就是让我们震撼，雨果就是靠他浪漫的
文笔触动读者去洗刷心灵的污垢，让美丽的花朵绽放心灵之
中!

这部小说正因为激发了人性中的美好，几个世纪来一直散发
着奇异的光彩和无穷的力量!

巴黎圣母院篇五

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维克多·雨果可以说是最
璀璨的一颗明星，他是伟大的诗人，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小
说家，又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这部伟大
的作品《巴黎圣母院》是他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
小说，它的文学价值和对社会深刻的意义，使它在经历了将
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之后，还是在今天被一遍遍的翻印、重版，
从而来到我的手中。

在我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强烈的＂美丑对比＂。
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夸张和强
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而奇异的
画面，形成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



比。

《巴黎圣母院》的情节始终围绕三个人展开：善良美丽的少
女爱斯梅拉达，残忍虚伪的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和
外表丑陋、内心崇高的敲钟人伽西莫多，巴黎流浪人的宠儿，
靠街头卖艺为生。她天真纯洁，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
因为不忍心看见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她接受诗人甘果瓦做自
己名义上的丈夫，以保全他的生命；看见伽西莫多在烈日下
受鞭刑，只有她会同情怜悯，把水送到因口渴而呼喊的敲钟
人的唇边。这样一个心地高贵的女孩，竟被教会、法庭诬蔑
为＂女巫＂、＂杀人犯＂，并被判处绞刑。作者把这个人物
塑造成美与善的化身，让她心灵的美与外在的美完全统一，
以引起读者对她的无限同情，从而产生对封建教会及王权的
强烈愤恨。

至于副主教克洛德和敲钟人伽西莫多，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
形象。克洛德表面上道貌岸然，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
而内心却渴求淫乐，对世俗的享受充满妒羡。自私、阴险、
不择手段。而伽西莫多，这个驼背、独眼、又聋又跛的畸形
人，从小受到世人的歧视与欺凌。在爱斯梅拉达那里，他第
一次体验到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从此便
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梅拉达的身上，可以为
她赴汤蹈火，可以为了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种推向极端的美丑对照，绝对的崇高与邪恶的对立，使小
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卷走我们全部的思想情感。
这也许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了巴黎最下
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却拥
有远远胜过那个所谓有教养、文明的世界里的人的美德。互
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美德。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
救出爱斯梅拉达攻打圣母院的场面，悲壮、激烈、慷慨、惊
心动魄，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显



示的英勇精神和巴黎人民捣毁圣日尔曼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府
的事件。小说写到这里，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
来捣毁巴士底狱，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巴黎圣母院篇六

寒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叫《巴黎圣母院》。读了这
本书我十分有感触。

这本书主要写了：巴黎圣母院副教主弗罗洛对爱斯梅达产生
了邪念，指使丑陋的敲钟人加莫西多劫持她，加莫西多很爱
善良的爱斯梅达，几次都不忍心对她下手。一次，弗罗洛行
刺近卫队队长弗比斯并嫁祸于爱斯梅达，导致她被判死刑。

我觉得弗罗洛太可恶了，竟三番四次想要陷害爱斯梅达。不
过还好，最终弗罗洛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时，我也觉
得爱斯梅达好可怜，她那么善良，可还是被活活绞死。加莫
西多最终都得不到爱斯梅达的爱，因为他太长得太丑了，尽
管他的心地是多么的善良！

读了这本书，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她天生就是兔唇，
学习成绩也不是太好，同学们都管她叫“笨兔子”。有一次，
数学老师把课让给我们做作业。突然，我写错了一个字，但
发现自己忘记带橡皮了，便向附近的同学借，可都被拒绝了。
这时，坐在我后面的“笨兔子”递给了我一块橡皮，我当时
觉得好尴尬，因为我曾经看不起她！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给予了我及时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看人不能光看表面，外在的美与生俱来，我们很
容易看到；而内在的'美需要我们在点点滴滴生活中培养，做
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



巴黎圣母院篇七

也许在我们正常人的心中，卡西莫多是配不上埃斯梅拉达的，
因为他丑陋且残疾。

但是就是这个残疾人，却有一颗最为善良的心，他懂得知恩
图报。埃斯梅拉达也是社会底层人，同样也经受了许多磨难。
在卡西莫多的心中，只有一个最为朴素的真理，就是回报对
自己好的人。因为回报，他害了埃斯梅拉达。因为回报，他
又救了埃斯梅拉达。最后卡西莫多的'死真的只是殉情吗？我
认为不是，而是他明白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真心的对自己
好了。

巴黎圣母院篇八

读完了《巴黎圣母院》这部世界名著，文中的丑与美，善与
恶，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浪
漫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发表于1831年，小说描写了15世纪
光怪陆离的巴黎生活，并透过这种描写深刻地剖析了丰富复
杂的人性世界，表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用对比的手法刻画了群性格鲜明，
极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
葛和悲剧命运扣人心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组
对比鲜明，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物形象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达
和敲钟人卡西莫多。

16岁的爱斯梅拉达美貌绝伦，纯真善良，能歌善舞，她和她
那只聪明绝顶的小山羊是整部小说中给人以无限遐想的浪漫
亮点，是美丽和自由的化身。但在禁欲的中世纪极端保守腐
朽的教会势力的摧残下令人惋惜地陨灭了。20岁的卡西莫多
外貌其丑无比，严重的残疾使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遭到



无情的遗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