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金锁记读后感(优秀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金锁记读后感篇一

张爱玲擅长描写各种各样的女性。《金锁记》也不例外。这
篇小说记录了一个发生在19世纪初旧上海女子身上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地位低下的女子。她
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给了当地的一户大户人家—姜家
七巧的丈夫从小就是残疾。七巧的为人十分泼辣、刻薄，再
加上嫁了个废人，便特别不招姜人待见。于是她便不停地反
抗，这样她在别人眼中可就算得上臭名昭著了。过了几年，
她的丈夫、婆婆相继去世。姜家便分了家，七巧脱离了这个
封建大家庭，带着儿女搬到外面住。然而她的生活并没有好
很多，相反她的下半生过得十分悲哀：三爷姜季泽来找她，
她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他骗钱的把戏，葬送了自己的爱情；儿
子成家后，由于嫉妒儿媳，她把儿媳活活气死了；女儿在30
多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找了个人家，她偏从中搅和，断送了女
儿的一段好姻缘……最后，这个不幸的女人在郁郁中死去。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用了许多写作技巧，其中我认为最成功的
要属侧面描写。在文章的开始，作者并没有正面介绍姜公馆
的情况，而是借两个丫鬟的床头夜话将整个家族的人物关系
和大致情况都交代清楚。这倒和《红楼梦》开头借冷子兴之
口演说宁、荣二府的兴衰颇有些相似。接下来，作者又在两
个下人的交谈中将七巧的身世向读者作了交代。再由大奶奶、
三奶奶背后的'闲言冷语说明了七巧的为人以及她在姜家低下
的地位。



金锁记读后感篇二

张爱玲是一代才女，她的人生早熟、奇特、充满传奇色彩，
她的性格聪慧、执着、特立独行、不受束缚，她对周围的事
物有着敏感、深刻、独到的认识，她的作品凄幽、秾艳、苍
凉，充满了人性的主题。《金锁记》是她的早期作品，发表
时她不过只有二十三岁，但作品已经是相当成熟，从取材的
视角、思想的深度和表现技巧方面，都有突破，当时及后世
的评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篇小说题目叫《金锁记》，为什么叫“金锁”呢，我认为
是女主人公七巧被金钱套住，为自己带上了黄金的枷锁，别
个爱她，她爱钱，最后葬送了自己的幸福，就连她的孩子的
前程和幸福都葬送了，当然这金锁也可以理解为封建社会的
腐败。

从这篇小说中也可以读出一些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过去结
婚娶亲，大户人家讲究门当户对，小户贫穷人家想攀附权贵。
七巧嫁到姜家，她大哥是高兴的。尽管七巧嫁的只是一个残
疾人。姜家却是打心底瞧不起她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连
底下的丫鬟都敢对她议论纷纷。这样势力的思想在今天也是
存在的。一个人当了官，底下便有许多人吹捧他，一旦这个
人没落了，那些原先吹捧他的人便会烟消雾散。有一句俗语
说得好“富在深山有远邻，穷在闹市无近亲”。

读完全文，我七巧的感觉从先前的无理取闹而厌恶，到后面
更多的是同情与可怜。生活在那样一个没落的时代是不幸的，
七巧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是她能逃避的，所以
她只有选择反抗——以自己的方式。

金锁记读后感篇三

一曲时代悲歌，以女人血为墨，写尽新旧时代变换中，对女
人永远不变的桎梏，一代一代，无穷无尽。



红楼梦中，宝玉将未出阁的女孩比作光辉的珍珠，出阁一两
年的便是死珠，虽仍是珍珠，到底失了灵魂，最后再过几年，
珍珠便成了死鱼眼，粘稠，飘散着变质的味道。

我想，金锁记便也同是这样，七巧是受害者，粮油店的女儿，
年轻丰盈，有着饱满的白胳膊，说话有分寸，却被卖做残疾
男人家的奶奶，说是奶奶，将要在锦绣丛中生活了，可追根
究底那不过是珍珠链子，黄金锁，风光了别人，寒酸了自己，
并在其中不断腐化，变质，成了一颗外表透亮浮华的死鱼，
死时，她手腕上透亮的镯子可以一直带到腋窝处，如她的精
神一样，干扁畸形苍白，像脱水蔬菜，同样，她也是加害者，
像传染一样，将芝寿，长安，长白一一拉入着坑，一起腐化
变质。

这是为什么呢？我常常觉得，七巧是不是疯了？后来我明白
了，她是疯了，这命运的前半部，先是对着个软骨的丈夫，
再是夫家的不公，最后是披着爱情的欺骗，人生的前半程，
她可是一直无法左右的，于是，后半程中，她开始敏感过度
了，她怕别人都是不怀好意的，她看这世界都是虚幻的，如
烟如云，唯有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不能
离开，长白长大，长安出阁，是自己能决定的吗？但鸦片能
留住长白在家守着自己，能毁了长安那本就一般的女儿身价。
于是啊，他们就这样仓促的同化了。

七巧与女儿长安的纠葛总是引得我恶心，那不像母女纠葛，
反而像女人间的`战争，七巧老了的种种做法于年轻时就有体
现，她苦口婆心劝老太太快快嫁了云妹妹，明年上是为了她，
实际上这反而让夫家看轻云妹妹，还有早早让兰仙嫁进来，
于是这人生的唯一一次婚礼办的不妥帖之处颇多。

是嫉妒，是不甘心，是看不得，多么矛盾呀，长安少时，七
巧的侄子带着她玩，一次误会让七巧防御过度，生怕长安被
欺辱了，这时她是母亲，长安待要出阁之日，她成了女人，
可叹，可恨，可怜，可恶。



最后，七巧死了，干扁的死了，可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它将
在许多微小的角落生根发芽，发散着那迷人的恶臭味。

金锁记读后感篇四

《金锁记》，实在不负傅雷的盛赞，当真是“文坛上最美丽
的收获之一”。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
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刻画了卑劣扭曲的人性。七巧
嫁给姜家残废少爷，情欲被压迫，因出身被姜家人欺辱。三
十年的折磨扭曲了她的性格，使她的行为越发乖戾霸道，不
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
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
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作者是张爱玲，一个玲珑剔透，极具才华的女子。我很少看
她的书，因为忍受不了作品的悲凉。她的心是冷的，笔是冷
的，笔下的文字透着残酷的理性。

她曾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也许正因为她看得太透，所
以即便在描写最善变的人心，最丑陋的人性，最扭曲的欲望，
她的笔触仍是冷的，美的，无悲无喜。她以一个美丽的苍凉
的手势，冷静地揭露华美完满下的黑暗。这也许是她的悲悯
吧，不是如观音般普度众生的慈悲，而是一种包容，一份理
解。

张爱玲则不同，她的笔下，月亮从来都美得苍凉，冷得瘆人。
在《金锁记》中她写月亮写到了一种极致。不同的人在不同
的时期看到的月亮都是不一样的，她不仅用月亮反映时间的
流逝也表现人物的性格或心理变化，同时渲染气氛。主人公
七巧就像是一轮月亮，少女时明亮动人光芒四射;刚嫁进姜家
时处处被排斥侮辱，光芒开始黯淡下来，但到底还是带着温
情的;到最后她一点点被染黑，被扭曲，变得阴冷瘆人。芝寿



眼中“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
里无云，像是漆黑的天上一个白太阳。”，月亮圆满，她的
心中却是惊惧绝望的，强烈的对比反映了一种悲剧性。再
写“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
脸盆，沉了下去。”似是在预示着姜家这一封建贵族的没落
腐朽又似是暗示七巧这一轮月亮命运的悲剧，渲染了凄凉气
氛。

《金锁记》中同样让人惊艳的是服饰及色彩描写。在她笔下，
服饰和色彩仿佛都有生命，有其隐喻性。她曾说，衣服是一
种语言，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所以《金锁记》中就连
服饰都能撑起一场戏，能够告诉你人物的性格，暗示你人物
内心怎样变化，环境气氛如何。实在让人惊叹!

曹七巧刚出场时“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
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
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显得与众不同。强烈且突兀
的色彩搭配生动又引人注目，一个热烈且尖刻泼辣的曹七巧
形象跃然纸上。分家产时，七巧穿着“白香云纱衫，黑裙
子”，“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从那揉红了的眼圈儿到烧热
的颧骨”。白与黑的搭配，香云纱衫的飘逸，胭脂似的脸色，
曹七巧内心的快乐根本无法掩饰。“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
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
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是长安听到七巧在恋人面前挑拨生事
时候的绝望悲哀。

除了描绘服饰，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也极喜欢用繁复鲜明
的色彩来刻画人物及环境。明明是没落腐朽的封建贵族，她
却偏偏用着艳丽的色彩来描绘。但也许正是因为色彩鲜艳缤
纷到了极致，反越让我觉得处处充满了诡异、冰冷和苍凉，
毕竟盛极必衰啊。

从结构来看，《金锁记》极是巧妙。文章可分为两段。上段
详细写七巧在姜家一天受尽欺辱压迫的生活，中间以“镜子



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
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
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
人也老了十年”这几句过渡跳跃到十年后。可以想象七巧是
怎样“十年如一日”地过着被姜家排斥厌恶，情欲物欲被压
迫的日子啊!正是因为这样巧妙的处理，所以文章下段中七巧
分家后的转变才显得合情合理。

从文学作品的主题出发，四十年代的文学大多以同仇敌忾，
抗日救亡为主流。然而就像张爱玲的伯乐柯灵说的那
样，“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一个张爱玲”。相对
于新文学的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张爱玲更喜欢写住在里弄，
石库门中的新旧市民，即所谓小市民的话语。

读《金锁记》，我也确是没读出什么红色爱国革命精神来，
最多也只是新旧时代交替下的混乱对小市民的精神冲击罢了。
比如七巧执意要为长安裹脚，惹人笑话;比如七巧约见童世舫
时的混乱搭配：身上穿着旧式“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
捧着现代产物“大红热水袋”;再说童世舫其人，接受了西方
教育，却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不安。感情受伤后，就想要找旧
式温顺女子。他夹在新旧时代之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

新时代的我们是幸运的，能够接受教育，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也许是被压迫得太久，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想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样我们也许就能够理解七巧，
理解她对金钱偏执的掌控欲，因为她实在太害怕失去，害怕
一切回到原点。

文档为doc格式

金锁记读后感篇五

她是一个被罪恶欺骗的少女，被一个封建的旧家庭和一个残
废的男人无辜的夺去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的青春，可她仍得



不到甚至是一个丫鬟的正视。于是，活泼动人的天性在绝望
中窒息成一种乖戾，演变成一种粗鲁与泼辣。她在一个纸醉
金迷奢靡华丽的旧家庭，亦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夹缝中艰难生
存，愤怒到无力。分家是她最后的一点点希望，可命运仍不
罢手。

走出大家庭，她终于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可对于她早
已动了情弦的季泽，她仍惴惴不安的担心着他的意图。人心
的恶在她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自已亦是被命运的黄金
网丝缠的无从挣脱。她强悍的骂跑了季泽，内心却确是那般
空虚无助；于是，她越发疯癫了起来，可又有谁知道，她只
是在掩饰内心最无力的脆弱。“她捏着自己的脚，想起了想
她钱的一个男人；却又冷笑了起来……”

她自将堕落，却把命运的恐怖梦魇又带给了她的女儿；她本
是一个善良而又胆怯的女人，可在宏大的宗法和伦理构架中
储存着恶，见习着恶，只等时间一到便向着更年轻一代的女
孩泼洒。她的女儿便是悲剧的延续。面对心爱的世舫，长安
是渴望幸福的，可她却无力把握幸福，亦没有勇气去承受这
份幸福；她向母亲屈服了，向这个丑陋的社会屈服了，只是
将自己的爱情与青春，又托付给了曹七巧式的命运。在她的
臆想中，也许七巧会因为她的自我牺牲这个“美丽苍凉的手
势”而觉得感动、快乐，于是她便在这空虚的假想中获得了
一种凄楚的甜味。

金锁记读后感篇六

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关于张爱玲，我已经描
述过很过了，这次不想再陈述了，只简单的说，他是一个传
奇，她因为家庭原因，所以变得早熟，在自己的作品思维独
特，理解深刻，对外界事物十分敏感，作品以凄幽、秾艳、
苍凉著称，充满人性的主题。

《金锁记》这篇写于张爱玲23岁时，但是作品已经相当成熟，



思考和文字的表达已经有相当的深度，由此可见张爱玲的早
熟，这篇小说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庭为原型，小说写
了在一个大封建家庭中，只有名分没有地位、不受尊重的女
人凄惨的一生。她名叫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他在
小说中既充当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又充当了一个害人
者，但又似乎可以理解。他因为钱嫁进姜家，给一个软骨病
的少爷既做夫人，又做奴隶，地位十分低微，甚至连丫环都
看不起她，但她喜欢小叔子姜季泽，但是虽然姜季泽在外面
花天酒地，但在家里还是收敛着，七巧也就陷入了爱情的`煎
熬中，后来七巧从姜家分得自己的一份家产后，变成了守财
奴，一心的维护自己只剩下的钱，给自己戴上了沉重金锁，
这也是这题目的道理。后来七巧因为担心别人会骗走自己的
钱，而拒绝了前来表白的姜季泽，因为七巧从嫁进姜家后一
直备受蔑视，从丈夫那里得不到爱情的需要，对于小叔子的
爱又只有煎熬，于是她开化寺变得变态，丧心病狂的妒忌所
有幸福的人，最后甚至亲手拆散了二子和女儿的婚姻，吸着
鸦片。

他的一生中有三个男人，丈夫，姜季泽，儿子，没有一个能
给她需要的爱，这就是导致她如此丧心病狂的原因，当然张
爱玲不只是想表现七巧有多可恶，张爱玲的母的是剖析人性，
揭露社会，那个变态的社会让人如此扭曲，那金锁是那个社
会逼的七巧戴上去的。

七巧才，一个可恶又可怜的人。

金锁记读后感篇七

故事中的主角七巧，因丈夫是残疾，夫家不得已选了她做媳
妇，却又认为她的家世背景低下，不屑与其往来，对她冷朝
热讽，为了保护自己，七巧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说话和刀
子一样锋利，成天对人嫌东嫌西，在别人的眼中，或许七巧
是个爱惹事端，蛮横无理的女人，但是，在我眼中，七巧却
是最令人感到可怜的人。



她不能决定生在哪个家，她也不能决定要不要嫁给一残疾的
人，父母也完全不考虑她的想法，就将她嫁给一个他不认识
陌生人，她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典型的受害人，对于别人
的冷朝热讽，她只能默默的吞下，她一生都在追求金钱与利
益，那看似能让她摆脱命运枷锁的唯一解药，他用尖酸刻薄
的话语伪装，伪装她柔弱易碎的心，当锁越来越紧，伪装越
来越深，她用力挣扎，却不小心砸到旁边的人，她只把伪装
合理化，越陷越深，变得越来越让人嫌弃。

然而，七巧也可以不用变成这样的七巧，若是她能够坚强一
些，抛开他人歧视的眼光，做好自己应有的本分，或许，那
个被儿女恨毒了的七巧、被婆家的人恨的七巧、被娘家的人
恨的七巧、被大家弃嫌的七巧就不会出现了。

对于子女的教育，七巧看似疼爱，其实是深深的伤害，自己
染上吸食 的恶习竟然也让儿子吸食 ，同意儿子拈花惹草，
而逼死媳妇，又阻碍女儿的婚姻，在那个年代，女人叁十岁
还不结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七巧却由不段地替她找寻对
象到阻碍女儿的婚姻，且也让她吸食 ，我想这大概是得不到
幸福的七巧对于别人能得到幸福都特别的忌妒不能忍受吧。

时代的更迭，观念的改变，我庆幸自己活在这个时代，不需
受身分地位的拘束，不需因金钱利益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如
果我是七巧，我不会任命的嫁给我不爱的人，我不会因旁人
的眼光而改变自己，我不会为自己的家世背景感到惭愧，但
是，若真嫁给我不爱的人，我也会尽本分照顾好丈夫、儿女，
分家后，尽心尽力抚养孩子，回归正常生活，在当了婆婆之
后，以将心比心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媳妇，而不是成天埋怨，
活在过去的阴影，这些都是无意义的，不能够改变事实的。

七巧因身分地位而受人瞧不起，是那个时代的社会观念，虽
然结局是不好的，但是，作者如此贴切的反映当时社会的面
貌以及价值观念，对于人性的观察之细微，更让我们看见人
性丑陋的一面，并且用他们的价值观提醒着我们，我们是否



也矇蔽了自己的双眼，犯了同样的错误，是否也用一个人的
家世背景来断定一个人，是否为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感到难过，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金锁记读后感篇八

张爱玲的书，我读得并不多。但对她文字的迷恋就像是与生
俱来一般，即使不读完全，也能在字里行间那呼吸的间隙，
听见自己的心轻轻地停了一拍，而就因为这样几不可察的停
顿，在第一句，或者第一千句，你便知道，这文字，是刻了
骨，入了心的。

有人说过，读张爱玲的小说，一遍读不得，心太躁读不得，
感情不温不火读不得，没有过去读不得就像这部《金锁记》，
一遍读下来，还是云里雾里，甚至有些厌烦里面那些关于琐
碎的描写。于是，潜心再读，跟着张爱玲，回到旧上海，在
那隔了三十年才流泻下来的月光下，听那个没完也完不了的
戴着金枷锁的女人的故事。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打的一个红黄的湿
晕，像云朵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
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
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

因而那本来骤然而起的痛，也便不再有手起刀落那一针见血
的刺激，却似一把不锋利的匕首，一点点地割着，时不时还
得停下来欣赏一下自己的痛苦和抽泣，一如凌迟的折磨。

曹七巧，一个让人又怜又恨的女子。一个被沉重的、封建的、
传统的枷锁捆绑、压抑而经受内心种种折磨而变得近乎变态
的女人，传统的中国女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她原本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一个情窦初开、心花怒放、



出阁在即的女子。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彩礼为先。这是时代的悲哀——把即将走向败落的所谓
的书香门第的姜公馆看待如进宫当妃般的高贵与荣幸。七巧
虽不是大家闺秀，但也小家碧玉，下嫁于一位有痨病的姜家
二少爷是绰绰有余。

偏偏在姜家人眼里，她只是一个姨太太，因为她名不正言不
顺，因为她出身低贱，她被人瞧不起。她的丈夫是个不中用
的人，他们的婚姻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
和妻，在他那里她找不到一丝美满的爱情生活的影子，对于
一个年轻的女子来说，这样的摧残是毁灭性的。

或许从迈进姜家的门的那一天开始，她就像一朵鲜花，插在
了浸满毒汁的'土壤中。可她并没有枯萎，却长成了一朵诡谲
怪异的恶之花，她的绽放让人心惊胆战，她的凋零又让人心
有余悸。她的根茎是罪恶的，她的枝条是罪恶的，她的花瓣
是罪恶的，她的幽怨的香气更是罪恶的。可是这样的罪恶仿
佛是不可阻挡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一个时代自虐的见
证，那个时代切割着自己的动脉，鲜血滴在这朵奇异的恶之
花之上，她贪婪的忘情的吮吸着，茁壮的畸形的成长着，完
全忽视身边所有人颤栗的眼神和混乱的思绪。

她此生唯一一次关乎温存的记忆，是当初季泽半开玩笑的小
动作。她跌跌撞撞地跑上阁楼，只为了最后看他一眼：“七
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
跌跌跄跄，不住的撞到那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
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
何，她从前爱过他。这一段不伦之恋给了她无尽的痛
苦。“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
牙根都酸楚了”。就这样，她的爱一点点萌芽，但对季泽的
半信半疑，使她有点迷茫，因而又被永远陈封。无法分辨真
假的唯一温存，让她强悍外表下的脆弱的内心更加抵触外界
一切事物，她变得审慎与机智，变得不可理喻和令人厌恶，
而她疯子般的作为，为的是发泄心中的苦，只是到了后来，



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疯，就似一个自知要死的人，拼死地
将所能毁灭的一切拉下来与她陪葬。

她叫嚣着埋怨着自己命运的不公，她怎么会甘心呢？她没有
爱，所以她也要剥夺别人爱的权利；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于是她决心毁灭那唯一可控制的一点东西，比如儿媳的，女
儿的，那可能有的微薄的不可预知的幸福。她用她那双销毁
于他人的双手，又无情地摧毁了自己孩子的一生。她疯狂地
聚敛财产，她挑唆老太太把二小姐嫁出去，她疑心自己是哥
嫂图谋钱财的棋子，她拒绝儿子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她无耻
的狠毒至极的摧残儿媳致死，她折磨长白的二房吞生片自杀，
她给女儿裹脚，诱骗女儿抽烟而硬生生拆散女儿婚事。箍在
她身上的那件黄金的枷锁，变成了一件凶器。她用这件凶器
用力地劈向她的亲人和敌人，在他们的痛苦的呻吟中寻找自
己曾经失落的快乐。

但她不可能快乐，“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
人恨她，她娘家的人狠她”，“她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她
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
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

七巧的悲哀，或者在于她的对自己的命运并不是全然地茫然
和麻木。如果可以全然地茫然和麻木，只是默默忍受，便也
罢了。但像七巧那样似有所感，欲有所诉，却又终无所表达，
或者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方式表达，这才是最大的不幸。

就这样吧，暂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