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读后感 犯罪心理·记忆迷宫读后
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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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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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读后感篇一

父母在我们心中种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种子，他们会随我们一
同成长。有的家庭种下的是爱、尊重和独立，而有的家庭种
下的是恐惧、责任和负罪感。

有些受到过原生家庭严重心理创伤的人（如父母离异、家庭
暴力等原因），很少或者几乎没能得到过应有的家庭归属以
及父母的爱，在这种环境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内心世界常会
感受到不该有的生活灰暗色，而不是本应出现的暖色。

儿童不是由父母培养大的，不是父母教给他们如何成长，而
是儿童自己从父母那里‘捕捉’了成长所需的东西。

这个自己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自我”，它是负责处理现实世
界的事情，它是一种内在关系，更是一种道德判断。

一壶水，反复烧到99度，它也不是开水，但只在一度之差，
烧到100度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它从
小旷课逃学或是叛逆不听教管，只在一念之差，成为严重犯
罪人员也是容易的事情。

作者戴西，本名李琪，是国内悬疑小说资深女作家，曾经从
事警局法医职业多年，目前在刑事科学研究所工作。



人性本善，但亦有恶的起源。作者戴西以真实案件为原型，
运用悬疑推理对心理罪案进行逐步剖析，引发读者产生深刻
思考。

犯罪读后感篇二

今天读完了《嫌疑人x的献身》这本书，很久以前就听人推荐
过东野圭吾的书，如今终于有时间来读了。整本书并不厚，
没用太长时间就读完了，但是读后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刚开始读时，觉得像是平淡直白的在叙述一个案件，并没有
什么悬疑的气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一开始就埋下
了很多伏笔，渲染的气氛也十分到位。继续往下读，到后来
才发现，其实内容并不浅显，整个过程曲曲折折，结局出人
意料。而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我还是不禁长吸一口气，为
石神而感到悲哀，也为他为靖子所做的一切而深深动容。

这本书并不是全部以感情为主线，但是却是以感情结局，石
神对靖子的情感让人出乎意料，再加上石神数学大神级的缜
密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更是全书的亮点。书中有两个经典
问题，一是石神的老友问石神，编织一个问题难还是解答一
个问题难；二是石神反问他的老友，证明一个问题更难还是
找出证明问题过程中的错误更难。这两个问题也算是全文安
排的线索，我能读懂的线索。结局为我们解答了这两个问题。

最后的结局是，靖子知道真相后因为受良心的谴责而去自首
了，石神在那一刻痛哭疾首，仿佛要呕出他的灵魂。他的一
切心血都是为了靖子更好的生活下去，甚至不惜让自己背负
上杀人的罪名，让自己在最后关头无路可退，一开始他就抱
着要来自首的心态来处理这件事，因为如果走到这一步，最
起码能保证靖子逃脱法律的惩罚，但最后靖子却以这样的方
式让石神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有人说是人性的自私导致了
这一切，在书中我们也确实看到靖子人性自私的一面，为了
让自己的余生不活在自责与痛苦中，她不顾石神的心意，选
择了去自首。但是我为石神感到悲哀的同时，并不是不认同



靖子的做法，她最后得知真相后能做出这一决定，说明她的
良心还在，她还有基本的良知，也许石神的愿望是用他自己
的生命来换她幸福的余生，但是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靖子
如果就这样和她爱的男人度过余生，在我们的眼中是要遭受
谴责的，是不被道德所承认的，所以我认为靖子最后的决定
是对的，这样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值得宣扬的。

其实在这本书里我觉得最厉害的人物不是石神，而是他的老
友，他的对手。这个案件是石神给他出的一道考题，只不过
主角是石神自己。在书的中段部分，他已经发现了石神的秘
密，只是他一直不愿去解开，其实他的内心是抗拒这种结果
的，因为石神曾是神一样的存在，是自己在学生时代里唯一
有共同话题的朋友，他不想就此失去一位朋友，也不想数学
界失去一位天才，这正是他的纠结所在。最后他还是选择把
真相告诉靖子，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做了他应该做
的事。

整本书读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案件反映出来的东西
太多，也需要读者细细评味，才能读懂书中的哲理，而一本
好书也经得起反复阅读和推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
黄金屋，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吧！

如同作者东野圭吾在书的腰封上写到的，这是我所能想到的
最纯粹的爱情，最好的诡计。无疑，这的确是他的巅峰之作，
这本书同时也将他的个人风格体现到了极致，无懈可击的推
理，恰到好处的伏笔以及最普通但最不易猜透的悬念。

合上书，我惊觉我的手正在不能自已地微微颤抖。最后石神
留给我的一帧画面是他的混乱与绝望，惯常面无表情的他，
在那一刻只有像呕出灵魂一般的嘶吼和痛哭。看完之后，对
于这本书可以获得日本第六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和年度三大
推理小说大奖第一名的疑虑完全烟消云散。

这本书，也同样让我明白了石神的独白：究竟爱一个人可以



爱到什么地步？究竟怎样的邂逅，可以舍命不悔？逻辑的尽
头，不是理性与秩序的理想国，而是我用生命奉献的爱情。
作者所塑造的男主石神的形象，是思维缜密且不带一丝感情
色彩的，他的冷静聪慧让他毫无破绽可言。可是随着故事情
节的发展，我才明白，石神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他将
靖子母女视作生命中唯一的阳光，是自己不可亵渎的精神信
仰。

作者在小说的末尾点出他曾因对生活毫无留恋而准备自杀的
事实时，我才明白石神的前半段人生像个孤独的影子一般徘
徊，他的冷漠他的自持只不过是伪装自身的铠甲，揭开他刻
意为之的面具，靖子是他心底深处的逆鳞，是他精神的支柱
和信仰，他爱情的深沉，他可以做出的牺牲绝非常人能够做
到，也绝非语言可以形容。

小说中，汤川的一句话可能解释了石神为何要这样做，他说，
这种生命的偶遇，各种无所言说的机缘巧合，究竟给不同的
人带来了多大的影响，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且旁人不可知。
也许正是因为这股神奇而巨大的美好力量，让石神可以做出
一般凡人都无法企及的牺牲程度。

我很同情石神，曾经他以为他找到了信仰的存在，所以他感
到了幸福。但最后，事实证明了那个信仰的存在也只不过是
自私所假扮的。靖子有意忽略了石神的爱，转而投向英俊多
金的工藤。以价值的角度去考虑，觉得好友这样牺牲太不值
得而将事实告诉靖子的汤川也是出于自身主观的考虑，无论
如何也是自私的。正是因为石神的爱太过于无私，他设计了
完美的骗局却未考虑过人性中的自私，这是他最大的漏洞，
终而使他谋划的诡计完全破产。他设计了这个骗局，是因为
爱，他使这个骗局破产，最后也是因为了爱。他是可悲的，
身边的人，所爱的人，所想亲近的人都抹杀了自己生存的意
义。这样的结局，让我惊觉，其实作者本意不是宣扬石神的
献身，石神的爱情，而只是想证明人性孤独永存这一观点。



直至最后，石神仍旧孤独，在他望着监狱的天花板证明出四
色猜想的时候，他就已经丧失了生存的意义。而我最后也才
明白，孤独感终将伴随着人类价值观的差异而存在，隔膜与
信仰的冲突就是如此产生的。石神的背影在监狱走廊的尽头
渐渐模糊，在绝望中他的精神渐渐死亡。当爱的表达超越了
占有和依附，他的绝望，他的坚守，他的孤独也分外悲壮。
他说，你不用爱我，但是请你明白，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
我知道我什么也不配得到，但请给我爱你的权利。最后，他
的爱在孤独和绝望中渐渐枯萎，确实，没有完美的骗局，只
有无法消弭的孤独。

犯罪读后感篇三

在热播电视剧《都挺好》里，姚晨扮演的苏明玉，是一位在
成长的过程中处处要为两位哥哥让路、不受父母待见的女性。
她的成长是深受原生家庭影响、并努力摆脱这种影响的历程。

一个人的认知系统，被父母极大地决定和影响着，可以说，
父母怎么看待你，决定了你怎么看待自己。所以，原生家庭
的烙印几乎会贯穿我们的一生。

父母在我们心中种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种子，他们会随我们一
同成长。有的家庭种下的是爱、尊重和独立，而有的家庭种
下的是恐惧、责任和负罪感。

有些受到过原生家庭严重心理创伤的人（如父母离异、家庭
暴力等原因），很少或者几乎没能得到过应有的家庭归属以
及父母的爱，在这种环境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内心世界常会
感受到不该有的生活灰暗色，而不是本应出现的暖色。

儿童不是由父母培养大的，不是父母教给他们如何成长，而
是儿童自己从父母那里‘捕捉’了成长所需的东西。

这个自己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自我”，它是负责处理现实世



界的事情，它是一种内在关系，更是一种道德判断。

一壶水，反复烧到99度，它也不是开水，但只在一度之差，
烧到100度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它从
小旷课逃学或是叛逆不听教管，只在一念之差，成为严重犯
罪人员也是容易的事情。

作者戴西，本名李琪，是国内悬疑小说资深女作家，曾经从
事警局法医职业多年，目前在刑事科学研究所工作。

人性本善，但亦有恶的起源。作者戴西以真实案件为原型，
运用悬疑推理对心理罪案进行逐步剖析，引发读者产生深刻
思考。

犯罪读后感篇四

他压根儿没有要和她们发生关联的欲望，她们不是他该碰触
的对象。对于崇高的东西，能沾到边就已足够幸福，数学也
是如此。妄想博得名声，只会有损尊严。

帮助母女俩，对石神来说乃是理所当然。没有她们，就没有
现在的他。他不是顶罪，而是报恩。想必她们毫无所觉。这
样最好。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人。

看到这，突然好像明白。

犯罪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是一股清流。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因为它把我
从“这十二只断手，目测不是来自同一具尸体”的尴尬推理
中解救了出来，更因为它本身具有的人文温度和对人性的表
述将我从一个没有感情的看客变成了一个在独处时会与自己
对话的思想者。



从“东野圭吾”这四个出现在中国图书市场开始，悬疑小说
作为一个热潮被成功掀起在各个年龄段的读者群体中，在一
批优秀的悬疑作家带着他们精彩的推理故事迅速占领市场的
同时，打着悬疑旗号来暴露智商短板的悬疑小说也层出不穷。
在遭受了各种智障的推理桥段的冲击后，我恨不得站在公司
的天台上指着烈日长空对老天爷大吼一句：“如果我有罪，
请让法律制裁我，而不是用这种沙雕推理文来侮辱我的智
商！”

但是越往后看我越发现，这个叫李振峰的男人，才是真实的
刑警形象——繁杂却不紊乱的办案节奏，大胆而又不失逻辑
的案情推理，忙得顾不上家，喜欢女法医却羞于表白……还
有那个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可怜法医……作者用他的键盘为
我敲出了一个最贴近生活的最真切的李振峰，一个看了让人
心疼得落泪的赵晓楠。主角如此，配角也如此。

这本书我看了两次，一边看一边跟着情节推理，和主角一起
破案。因为它的反转有时候来得猝不及防，我总是在还没明
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翻到了最后一页，当我带着对结局“为
什么是这样”的惊诧和不解回过头来重新看一遍后，又会产生
“的确是这样”的突然醒悟。

过足了侦探的瘾，也尝到了脑子被除了绣，从而愉快转动的
快感。

除此之外，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作者对于罪犯的描写。你说
他是坏人，可他也曾有美好的梦想，明明是世界先待他不公；
你说他情有可原，是个好人，那么被害的多条生命又确确实
实表明了他是个变态……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由于对反派的
怜悯，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
本书的另一个明显的特色，莫过于此，它表达了作者的一个
观点：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就像
《三叉戟》说的那样：法律只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武器。
我想这也是本书最值得大家思考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