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狄更斯读后感 狄更斯双城记读后感
狄更斯双城记原文(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狄更斯读后感篇一

西德尼・卡顿，在《双城记》里，一开始是一个不起眼的配
角。他酗酒、虚度年华、自暴自弃，尽管长得有点呆滞，至
少我是这样认为。他是一个胡狼，也就是跟在老虎身后、但
不敢越犯老虎的一种动物。他总是跟在法庭红人的身后，他
自己也是一名律师。一次在法庭上，他看见了一位证人小姐，
并爱上了她，她叫马奈特，是医生亚历山大・马奈特女儿。
马奈特已经要与一个叫查尔斯的人结婚了，这时卡顿去了马
奈特家含蓄的告白，被她委婉的拒绝了。卡顿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不会赢的这份爱情的，以后便没有纠缠马奈特，也
是正常的与她接触。顺便。介绍一下查尔斯这个人。查尔斯・
达内，原名查尔斯・埃弗瑞蒙德，被称为“逃亡贵族”，是
法国一个贵族的后裔，但他不贪图钱财，被凶狠的叔叔夺去
了他应有的一部分财产。然后，他来到了英国，认识了马奈
特，以老师为职业。一年，她因为公事必须返回法国，被逮
捕，判了死刑。这是，卡顿出现在法国。查尔斯被执法前一
天，他以“探监”就出了查尔斯，他来到监狱，要和查尔斯
换衣服，代替查尔斯在监狱里，接受死刑，查尔斯不愿意，
卡顿就把他打昏，自行处理了服装，托人把查尔斯运了出去。
第二天，卡顿上了断头台，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而查尔斯和
跟他来的马奈特乘坐马车，逃出了法国。在卡顿临上断头台
时，他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即使死了，也必复活。凡是信我的人，必永不死。”卡顿留
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这样的凄凉。



卡顿在向马奈特表白时，说过自己可以为了他们两人的幸福
而去死，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用一颗跳跃的心脏去救活一
颗即将停止跳跃的心脏。救不救人是他自己的决定，这个结
局是出乎人意料的，没想到这么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会做
出“惊天动地”的事。我想，等到查尔斯苏醒过来时，也一
定会感激卡顿的，一定会跪在十字架前为天上的卡顿祈祷祝
福吧。卡顿，我刚开始时是不喜欢他的，可是到了结尾，我
却被他那伟大的行动感到震惊。他用自己的证明许下了这个
诺言，用自己的生命去履行这个诺言。想到这，我的眼眶里
噙满了泪水，卡顿震撼着我。现在的我们，说反悔就反悔，
毫不注意自己的人格，不守信诺，即使我们没有用生命去许
下诺言，但我们依然要学习卡顿那样履行诺言，不，更准确
的说是懂得奉献自己！

狄更斯也深深地为自己笔下的卡顿震撼了，他说过他会很乐
意在舞台上表演卡顿这个人物。是啊，生活中正缺少像卡顿
这样的人。奉献，也许奉献的是生命、时间、各种物质或是
精神物质，然我们懂得奉献吧！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
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
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
满期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
直下地狱。

狄更斯读后感篇二

爱常常比恨更为强有力得多，这话很对。看完《双城记》，
我突然醒悟，发现原来世上本没有真正的恨与爱，所有的一
切都是相对的。正如这部小说的经典开篇：“那是最美好的
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
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
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



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
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
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
的。”所有的事都没有固定的性质，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
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本身怎么样，而是一个人应该用什么样的
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就像卡顿对于查尔斯，本该是恨
的，因为是他使得卡顿失去了拥有露西的机会，是他使得露
西眼中再无他人。但卡顿却选择用博大似海的爱来化解这种
恨。也许在他眼中查尔斯已经不是查尔斯，而是露西的一部
分，是他所爱的人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他所爱的一部分。从
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查尔斯，可能还是会出现查三斯、
查四斯、查五斯的，卡顿如果选择了恨，岂不是要恨很多人，
要恨一生、恨一世、恨在每一天了么?卡顿是聪明的，所以他
没有选择恨，而是将恨升华成了一种最最伟大的爱。即使他
死了，即使他不能再亲眼看到露西的幸福，相信他也能在天
堂感受到爱人的笑，感受到爱人的快乐。卡顿会活在每个人
的心中，不止是露西、查尔斯，还有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后
人。他的精神会永存，他会得到永生!

卡顿的牺牲是一种重生，他之所以能够坦然得面对死亡，正
是因为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他知道自己的离去可以
带给所爱的人更多的快乐，也可以换来更多人的幸福。他没
有怨恨革命者，也没有埋怨任何人，他所做的只是尽自己最
大的能力完成自己爱露西的心愿，实现自己的誓言。

常听人说：“爱一个人要爱他(她)的全部。”爱她的好，她
的坏，甚至是她的爱。爱上情敌，不可思议，但卡顿却诠释
得很好。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么恐惧的死亡，在爱情面前却是
那样的微不足道。活着也许会美好，但如果看着所爱的人每
天伤心流泪，相信那便会变成一种巨大的煎熬，所以卡顿选
择了欣慰的去死，那是一种安详的无畏，一种沉静的离开。

同卡顿相比，当今的爱情似乎被强加了更多的东西。金钱、
权力、地位、利益……这些本不该成为爱情的.影响因素的东



西却占据了越来越重的份量。人们不是为了爱而爱，而是为
了生存而爱。很多情况下，虚伪代替了真诚，物质凌驾于精
神。也许我们是一群理性的动物，也许我们所做的是最好的
选择。但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惭愧，是否应该正视自己的每一
段感情呢?难道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好喝好睡好么?媒体上报道
出的一个个为情仇杀的事件，应该为当今的人们敲响警钟了，
大家应该仔细想想，他们，究竟是为爱而杀还是为恨而杀呢?
如果我们不能博大的活着，世界就会了无生趣，失去色彩。
转而回到《双城记》，卡顿的伟大赋予了他太多的光芒，但
就这个人物本身来讲，他还是有悲剧的性格。他太小看自己，
可以说是有些自卑，因此放任了自己，又因为放任而感到绝
望。最终他没能尽力的追求露西，而只是把对她的爱隐藏在
内心，默默地承受着煎熬，无私地付出，却不求一丁点儿回
报。这种爱凄美而崇高，但却过于低调。如果卡顿能够努力，
如果卡顿愿意争取，露西未必不会选择他，而他同样能给予
露西很好的幸福。

狄更斯读后感篇三

今天，终于读完了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第一次
看到这个书的名字就深深的吸引主了我的实现和好奇心，不
敢轻易去尝试，它是那么神秘，那么厚重……不过，我现在
还是鼓足勇气读完了。

《双城记》讲述的是1775——1785年这一混乱时期发生在哪
是世界上最繁华和最混乱，最肮脏的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我
一直向往的国度，整篇小说主要展现lucy的家人及其朋友间
伟大的友谊，伟大的爱。露西是一个法国医生马内特的女儿。
她温柔，美丽，善良赢得许多男士的倾心，其中包括她后来
的丈夫达雷，还有最后为她的幸福而代她丈夫被送上断头台
的卡顿。他们之间的爱是真诚的，是伟大的，当然还有一个
最善良，最仁慈的人一直帮助他们一家，是当时动乱中仅存
的一点光亮，他就是罗端，他时时地关心露西和她的家人，
把他毕生的爱倾注在这一家人身上，爱他们远胜爱自己。



同时，他又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商人，他是少许有良知，善良
的人们的一个缩影，一个精华，露西的丈夫达雷是法国以贵
族的后人，由于认清了他的家族的罪恶，自动放弃侯爵头衔
和继承权，独自到英国自食其力，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
和罗端一样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他把他的财产分给法国人民，
然他的善心并没有得到好报，再1778年巴士底狱被攻占后，
他因一忠实奴仆的来信恳求，回到久违的法国开始他的营救
工作，然而在他刚踏上法国领土时就被抓进了福斯狱，以逃
亡贵族的罪名罪名将她送上审判台。

马内特医生，露西也纷纷来到法国拯救他，罗端刚好在法国，
利用马内特蹲过巴士底狱地影响将他救出，然而，命运总会
让善良的人们多灾多难。就在他被释放的当天晚上又被抓起
来，这次是马内特在狱中的手稿被小人所利用，将自己的女
婿送上了断头台，这时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一家的卡顿发挥了
他过人的律师职能，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换的露西一家的幸
福，在露西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永远高大的形象，这是伟大的
爱与被爱。

卡顿是一个有头脑，非常聪明，洞察力非常强的职业律师，
倘若在今天，他一定可以称法律界的名流，而在那时却英雄
无用武之地，因此，他只能用酒来浇灌所有的烦恼，以及生
不逢时给他带来的巨大创伤。在别人眼中他总是懒散的，堕
落的，当然除了露西。

此外，还有普洛斯小姐，露西的忠诚的佣人和朋友，杰端这
由坏到好的人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原来我一直为止倾叹的法国人民并非我想象中那么完美，在
这本书中更多地展现了他们革命时的邪恶的本性。

狄更斯读后感篇四

用了一天的时间，一口气把《双城记》读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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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是幸福的，她不仅拥有了父亲的爱、丈夫的爱、仆人的
爱，更重要的是她还拥有卡顿那份只属于她的爱情。卡顿爱
她，却并不要回报。在她生活无忧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看
着她，祝福她；在她的生活出现困境，爱人被囚时，却挺身
而出，代替“情敌”走上了断头台。只要爱人幸福的活在这
个世界上，自己就可以了无牵挂，正是怀着这样简单而满足
的愿望，卡顿可以没有难过和忧伤的观望露西的幸福，可以
离开得那么从容。相信很多女孩和我一样羡慕露西，羡慕有
那么多人用心用生命来爱她。

查尔斯是幸运的，从第一次法庭上的转败为胜到最后的成功
逃脱，卡顿——这个本该同他针锋相对的情敌，却一次又一
次的帮了他。表面上看是因为卡顿爱露西，而露西又深刻的
爱着查尔斯，但事实上查尔斯出色的人品也是卡顿愿意帮他
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知道露西在他身边一定能够得到幸福，
一定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心快乐，他认同露西的选择，同
时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也许会有人觉得卡顿傻，为卡顿不
值，但我想，为所爱的人奉献一切应该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事吧。

爱常常比恨更为强有力得多，这话很对。看完《双城记》，
我突然醒悟，发现原来世上本没有真正的恨与爱，所有的一
切都是相对的。正如这部小说的经典开篇：“那是最美好的
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
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
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
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
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
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
级的。”所有的事都没有固定的性质，无所谓好，也无所谓
坏。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本身怎么样，而是一个人应该用什么
样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就像卡顿对于查尔斯，本该
是恨的，因为是他使得卡顿失去了拥有露西的机会，是他使
得露西眼中再无他人。但卡顿却选择用博大似海的爱来化解



这种恨。也许在他眼中查尔斯已经不是查尔斯，而是露西的
一部分，是他所爱的人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他所爱的一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查尔斯，可能还是会出现查三斯、
查四斯、查五斯的，卡顿如果选择了恨，岂不是要恨很多人，
要恨一生、恨一世、恨在每一天了么？卡顿是聪明的，所以
他没有选择恨，而是将恨升华成了一种最最伟大的爱。即使
他死了，即使他不能再亲眼看到露西的幸福，相信他也能在
天堂感受到爱人的笑，感受到爱人的快乐。卡顿会活在每个
人的心中，不止是露西、查尔斯，还有更多的读者，更多的
后人。他的精神会永存，他会得到永生！

卡顿的牺牲是一种重生，他之所以能够坦然得面对死亡，正
是因为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他知道自己的离去可以
带给所爱的人更多的快乐，也可以换来更多人的幸福。他没
有怨恨革命者，也没有埋怨任何人，他所做的只是尽自己最
大的能力完成自己爱露西的心愿，实现自己的誓言。

常听人说：“爱一个人要爱他（她）的全部。”爱她的好，
她的坏，甚至是她的爱。爱上情敌，不可思议，但卡顿却诠
释得很好。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么恐惧的死亡，在爱情面前却
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活着也许会美好，但如果看着所爱的人
每天伤心流泪，相信那便会变成一种巨大的煎熬，所以卡顿
选择了欣慰的去死，那是一种安详的无畏，一种沉静的离开。

同卡顿相比，当今的.爱情似乎被强加了更多的东西。金钱、
权力、地位、利益……这些本不该成为爱情的影响因素的东
西却占据了越来越重的份量。人们不是为了爱而爱，而是为
了生存而爱。很多情况下，虚伪代替了真诚，物质凌驾于精
神。也许我们是一群理性的动物，也许我们所做的是最好的
选择。但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惭愧，是否应该正视自己的每一
段感情呢？难道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好喝好睡好么？媒体上报
道出的一个个为情仇杀的事件，应该为当今的人们敲响警钟
了，大家应该仔细想想，他们，究竟是为爱而杀还是为恨而
杀呢？如果我们不能博大的活着，世界就会了无生趣，失去



色彩。转而回到《双城记》，卡顿的伟大赋予了他太多的光
芒，但就这个人物本身来讲，他还是有悲剧的性格。他太小
看自己，可以说是有些自卑，因此放任了自己，又因为放任
而感到绝望。最终他没能尽力的追求露西，而只是把对她的
爱隐藏在内心，默默地承受着煎熬，无私地付出，却不求一
丁点儿回报。这种爱凄美而崇高，但却过于低调。如果卡顿
能够努力，如果卡顿愿意争取，露西未必不会选择他，而他
同样能给予露西很好的幸福。

总之，《双城记》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和感悟。关于爱，
关于恨，关于复仇，也关于重生。当小说尾部卡顿看到希望
的时候，我仿佛也从整部书有些阴郁的情绪中看到了点点星
光。所以，卡顿的存在不仅仅是作者对爱的渲染，更寄予了
狄更斯对未来的信心。不错，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恨，当所
有的恨都升华为爱的时候，没有复仇，没有血腥，有的只会
是幸福的欢笑，灿烂的阳光。

狄更斯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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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这部名著亮丽的一笔。

《双城记》这本书是出自英国作家———秋更斯之手。他还
写过《雾都孤儿》《匹克威克外传》等长篇小说与《圣诞故
事集》《董贝父子》等短篇小说。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复活”“金钱”与“暴风雨踪迹”，这
三个故事，小说以马泰特医生的曲折遭遇为线索，将冤狱，
爱情与复仇三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用压迫
与报复组成的一个故事。

故事中，梅尼特医生从监狱中重获自由与女儿一起到伦敦生
活。五年后，他们在法庭上为名叫查尔斯。代尔那的法国青
年做证，露西与代尔那因相爱而结婚。1792年，法国大革命
爆发，故事场景转至法国。代尔那因身为贵族后裔而遭逮捕
并判死刑，一直爱恋露西的英国青年西得尼?卡登替他上了断
头台。

卡登是书中最富魅力亦最复杂的角色之一。颓废、消极，求
学时，他只替同学写作业;出社会后，即使拥有一身才华，它
仍然选择为另一名律师工作。但是，在他冷漠的外表下，有
著深深的温柔。凭这一斛温柔与对露西的爱，卡登做了一个
意义重大的决定———代替代尔那上断头台———用自己的
生命换回另一个人的性命，换回一个家庭的幸福与笑颜。这
是卡登守护露西的表现，为爱而牺牲，这在那个大时代、甚
至现代，是多麼高贵的举动!

有人说，《双城记》是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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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