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与黑读后感(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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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红与黑读后感篇一

带着十分复杂的情绪我终于把这本《红与黑》看完了，因为
时间不多，仅400多页的小说竟拖延了10几天才看完。合上书
的那一刻，我仿佛百感交集，但如果真的想把这些感受理清
头绪，还要落实在纸上，我发觉是这样的难，但是我仍要尽
最大的努力。

首先，最令我感受强烈的是于连自始至终的一种情绪和姿态：
贫穷而且地位低贱，却有不甘这样的命运；抵抗蔑视的眼光，
又向对他投以蔑视眼光的人报以更加蔑视的眼光；他憎恶上
流社会的黑暗，虚伪和丑恶，但是又坏着极大的野心，一心
发迹，渴望飞黄腾达，以至于亲手为自己带上伪善的面具。
他的一切经历，几乎可以用忍辱负重来形容，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观察，自励和忍受，一日得道，而一切又毁于一旦。
这样的于连令我赞叹，对他的结局感到惋惜却又充满敬佩。

从于连身上，每个人似乎都能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只是或
多或少的问题。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也许我们就在某一
个时期，或在某一个方面面临着与他相同或相似的处境。或
是贫穷，或是卑贱，有满腹的理想和满腔的热情，却在腐化
的压制，强权的左右，种种阴暗的伎俩中沉沦。但是如果我
们能从中与于连获得一种共鸣，则就说明，我们也和他一样，
那颗心仍在跳动，那份热情并没有枯竭，绝对不能服从这样
的命运，让蔑视我们的人迟早自惭形秽。也许我们是白手起
家，所以正因为一无所有，我们可以不顾一切，让它叫做野



心吧，策马奔腾。

书中给予于连的描写常常是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读着这些
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也在响着同样的声音。
为了他的，是的，野心，他几乎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但是我
想他的心地终究是善良的，所以又时而呈现柔软的一面。有
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得到侯爵赠予的十字勋章的后，
他想道：“为了成功，我会做出更多不公平的事。”是的，
终于知道，这世上总有着许多的不公平，想事事都达到哪怕
只是80%的公平都不可能，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一种不公平
去对抗另一种不公平吧。

这里不得不提及于连与德.雷纳夫人，和他与玛蒂尔德之间的
爱情。初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对她们，或者是其中的某一
个是否有真正的爱情呢？他对她们，难道只是为了寻求一种
挑战，或者一种对抗蔑视的报复的手段？到了最后，我想，
在两份感情最开始的时候，他多少带着一些挑战的心理，用
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那是他的责任。但是，爱情是真真实
实地产生了，也存在了。但他与德.雷纳夫人和玛蒂尔德的爱
情却是不一样的，用小白的话说是，一种是心灵上的，一种
是头脑上的。当然，前者更震撼人心，但当看到玛蒂尔德亲
吻他的前额，亲手埋葬情人的头颅的时候，后者也同样另我
动容了。这时候，爱情，仿佛让人升腾出了一种信仰。于连
自小到大都缺少爱的关怀，而正如他所说，德.雷纳夫人给了
他慈母般的关怀，如脉脉暖流滋润了他的心田。玛蒂尔德青
春年少，有着优雅的高贵和轻快的朝气，注入到于连心中的
是爱情的激动和热情，是如他这样的年龄的爱情的方式。虽
然我们总觉得更倾向于前一份爱情，但我也实在不能说孰轻
孰重。于连最终在心里做出的那样的选择给他的是永恒的温
暖。但他也知道，两个爱他的女人谁也没有错，所以选择让
她们两个一起在马车的颠簸中暂时忘记失去他的痛苦。于
连~~~我想说的是，我想这两份爱情报以同样的敬意。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我的这些看法也会受到



许多的反对，但这是我心中实实在在的感受。能体味到什么，
能学到什么，都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的。这本书在我心中将
是一个永恒的经典，永远的激励。

红与黑读后感篇二

读完《红与黑》，心情有些压抑，尽管很早以前就读过这本
小说的简本，早就知道于连的结局，但当读到于连被杀之后，
爱他的两个女人所做的表现时，内心还是深深震撼。在所有
的奔走都没能成功，在于连好友把她送至远方，以免她去面
对于连的死刑带来的痛苦时，她，玛娣儿特却回到了刚离开
几十里远的地方，面对于连的遗体，她扑下去，跪在地上，
曾经他们的相恋，给了这位千金小姐超人的勇气。她双手颤
抖，揭开盖在遗体上的幔斗，点起几支蜡烛，把于连的头颅
放在她面前的大理石小几上，吻着他的前额。玛娣儿特伴送
已故的恋人，一直到他生前选定的墓地。她独自坐在披盖黑
纱的马车里，膝上捧着她深爱之人的头。丧仪完毕，亲手埋
葬了他。这个荒凉的山洞，是于连生前向往的地方，她不惜
用重金购置意大利石雕，装点得略显华贵。而瑞那夫人，那
个于连临刑前才发觉自己最爱的女人，信守着对于连的承诺，
没用任何方法自寻短见，但在于连死后三天，她搂着自己的
孩子，离开了人间...

这本小说，被人提起时，总被冠以十九世纪卓越的政治小说，
欧洲文学史中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总是把于连作为小
资产阶级及农民的代表，说他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不
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幸福与改变的，于连的最终结局是
对社会的批判与谴责，是对贵族无情扼杀资产阶级的痛恨与
鞭挞。

而我，更乐意把它当一篇现实爱情小说去读，功名与利禄，
一朝成尘土，面对生命的即将终结，于连才最终看清了自己
的内心：金钱于他已不再重要，社会地位不过是虚名，勾心
斗角的权利之争只能使他厌倦，而真正能使他内心安静下来



的，是他对瑞那夫人的爱情。生命的终点处，发现自己短暂
的一生中，唯一快乐的时光，不是跻身于上流社会成为贵族，
不是征服美丽骄傲的贵族千金玛娣儿特小姐，更不是拥有自
己之前从未敢想过的财富，这些曾是自己执著追求的一切，
在面对为他付出执著、真诚、单纯又炽热的感情的瑞那夫人
时，都变得无足轻重，而幸福充满了他的心，原来自己真正
爱的，就是那个待他既亲昵又和善，让他不必顾及面子，可
以把自己的种种软弱都尽情表现的瑞那夫人...

爱情真的很神奇，当初他抛弃瑞那夫人时，义无反顾；因为
她被人利用揭发他的恶行影响他攀附贵族千金时，他亲手拿
枪要置她于死地；而当得知她没死，只是受了不太重的伤时，
他又欣喜激动，并心怀愧疚；当在监狱里看到前来探望之人
竟是瑞那夫人时，死亡对他来说已无可畏惧...

爱情也真的很可悲，玛娣儿特小姐为他放弃了世袭之位，为
他不惜忤逆最尊敬的父亲，为他能脱罪而不顾身孕四处奔波
想尽办法，最终，要承受的不只是失去爱人的痛苦，还要面
对自己全心所爱之人并不爱自己的事实...

红与黑，爱恨同行，对错相伴.........

红与黑读后感篇三

司汤达是长于从爱情中反映严重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
的两次爱情都与年代风云严密相连，这是其时阶层比赛的一
种体现形式，他对德·雷纳尔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实在的
豪情，但开端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思。因而，于连
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分，他感到的并不是爱
情的美好，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成功，是“狂欢”和“高
兴”，是报复心思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诚情感的话，
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比赛，玛蒂



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固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
的深刻影响。她以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操纵社会的必
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奋发向上的布衣青年。同于连结成夫妻，
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以为与玛
蒂尔德小姐成婚能够爬上高位，平步青云，因而不吝去骗取
她的爱情。

可是，于连的两次爱情终究仍是失利了。这是由于在复辟时
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獗反扑。于连不是统治阶层圈子
里的人，那个阶层决不会忍受于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情的塑造、匀称的艺术构造和
白描方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果，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
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由于他在《红与黑》中体现了杰
出的心思描绘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侧重细节的实在，但司
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侧重描绘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
人物心里活动的详尽和传神，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
动、周围环境交代曩昔，而对其心里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
吝翰墨，爱情心思描绘更是丝丝入扣，扣人心弦。作者在于
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写揭露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
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详尽描绘。
德·雷纳尔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高兴、苦楚、悔过而又不
甘抛弃美好的杂乱心思的展示，也令人拍案叫绝。

读《红与黑》是一段过分漫长的进程，由于时间已给了作家
和著作最忘我而又公平的评判，我的阅览情绪自不能像对畅
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模棱两可。我
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年代攀谈，要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求
和考虑。

红与黑读后感篇四

当王权再度更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拿破仑的事业
在厄尔巴岛终结，王朝复辟——时代掀起的波澜造就了一个



于连。他渴望穿上红色的军装，追随拿破仑的脚步成就一番
战功，却迫于局势而不得已将野心掩藏在黑色的教服下。理
想与现实间的强烈反差，暗示了他的末路。当铡刀落下，傲
慢也好，自卑也罢，都会随着尘埃落定，掩盖在血色之中。
只有那颗头颅上空洞的瞳孔，仍痴痴凝望着他所有虚假的信
仰与虚幻的荣光。

傲慢＆自卑

纵观于连短暂的一生，能轻易提炼出两个词：傲慢和自卑。
乍看这两种特质似乎相互矛盾，但究其根本，它们都生自比
较心。过人的天资使他不屑同庸俗的贵族相交，坚信以自己
的才华应当攀上更高的地位；低劣的出身又使他处处小心翼
翼，时刻恐他人的耻笑与嘲难。傲慢与自卑的交织在他心中，
滋生出近乎扭曲的恶意与甚于悲悯的崇高，构成了名为“于
连”的悲剧角色。

于连的傲慢表现得直白而富有攻击性。在人生最初的转折点，
被瑞那市长雇为家庭教师，他心中有忐忑不安、但更多的却
是对于这份职业的轻慢，同瑞那夫人的亲密关系更为他的就
职提供了借口。而在进入巴黎后，“拉穆尔侯爵的秘书”一
职使他不得不出席众多贵族参加的晚宴，于连看不上他们浅
薄的思想与虚伪的做派而不愿和这些“空有出身别无长处”
的家伙交好，更别提谄媚。即使是面对真正的贵族千金、拥
有过人美貌与出众智慧的玛娣儿特，他也冷眼相待，甚至会
在对方惊扰他思索时出言讽刺，这份极具攻击性的傲慢与孤
高固然是于连的'人格魅力之一，却也是致命的弱点。它令他
相信他能够成为鸷鹰，翱翔长空，完成每一次有力的搏击；
它也令他以一种超脱的眼光观察人的行为，用上帝视角审视
人在那般时代下的挣扎。

与傲慢相对的，是于连刻在心里的自卑。为了前途，他必须
混迹于贵族大公间。而他呢？他只是一个穷木匠的儿子，始
终摆脱不开索雷尔这个贱姓。出于对自己低贱出身的厌恶，



当瑞那夫人朴实的心和玛娣儿特高傲的心迸生出纯挚的爱意
并倾注于他时，只要她们的言语不注意，显出了不大尊重的
意味，他便觉得极冒犯，从而对他们——贵族阶级的造
物——报以较她们所作所为过分百倍的恶意。他不惮用最坏
的想象去揣测那些贵族，并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唯恐教
他们看不起。因无法改变的底层出身而带来的无从抹去的自
卑犹如蛇一般，一寸寸蚕食掉他纯粹的心。它迫使他不断为
跻身英雄之列奋进，又迫使他对感受到的一切好意抱以不信
任的态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被肆意歪曲，隔绝开于连
与周围的世界。

从未消逝的于连

时代的悲剧

故事的最后，于连以一名年轻少校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激情
演说。他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士，继而
被接连委以重任，又因玛娣儿特的倾心被授与十字勋章、食
邑和少校称号，可以说，命运在这期间从未亏待过这个拥有
坚定信念、或者说远大目标的年轻人。只可惜，于连的命运
似乎在第一天成为家庭教师的那个早晨就已注定：破旧的报
纸上报道的那个死刑犯有同于连相似的姓氏，鲜红的圣餐布
倒映在水中宛如沉寂的血。种种不详的征兆预示着他的结
局——死亡，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在于，
那样一个优秀、拥有光明前途的年轻人仿佛不该早早被黑暗
掐住咽喉，任由贵族和资产阶级落下无理由的寒芒，再在蜚
语中随意涂抹事实；可一颗傲慢又自卑的心注定于连不会在
强权面前低下头颅，与世俗相悖离的结果就是为世俗所不容，
那么他的死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于连死于他的傲慢、他的
自卑，死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迫害，死于那个动乱的时代。

“在拿破仑的部队中，我会成为一名军曹；在巴黎的教会中，
我会是一名主教。”于连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这样的评价，是
因为当时法国变化的局势只给了平民两种选择：屈服，或是



革命。于连想成为足以改变历史的人物，有伟大的抱负。为
了达成目的，他强迫自己做一个拥有虔诚信仰的教士，得到
了他向往中的、尽管是短暂的荣光。在时代的浪潮下，于连
的悲剧显得无比渺小。每个个人都是时代长河中的一滴水、
一粒沙，受时代的裹挟前进、翻涌，最终被时代吞噬。于连
那虚假的信仰和虚幻的荣光在这条长河中微不足道，最终只
能留下一点浅薄的、转瞬即逝的血色。

这是时代的悲剧。

而当时代的悲剧具象到个人，于是人们记住了于连。

红与黑读后感篇五

最近参加了一个同读活动，读了这本久负盛名的名著。

说实话，自己本身倒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只可惜近几年啃
的砖头少了，简单的书多了，所以理解和语言能力都有所下
降。这次选择的这个版本，就碰到了此类问题，译者是个大
家，法文，文言文功底都很深，所以翻成了带一点文言腔调
的小说，文采风流，辞藻斐然。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口语的方式不断变化，导致了一
种奇怪的感觉，就是现在的我读起来，并不顺畅，每个字都
认识，放在一起读，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没有办法把语
句具象到脑海中，导致阅读起来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连写
文章也是，要么就是1,2,3点的工科类报告文章，要么就是这
种口语化的流水账，一个有序的，结构化的文章都没有办法
写出来，这也是工作久了，久不动笔的后遗症，反哺过来，
就导致了阅读能力的下降，非常可惜。

伴读的大家就很厉害，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的阅
读方式，并不是读完这本书就这么读完了，而是关注于故事
存在的社会背景，以及书中简单的描述所带出来的当时的社



会风貌。如果在阅读之前，没有这些准备的话，很容易就读
过去了，还是要先泛读了解一下，再去搜索相关资料，再精
读一下，才能把一本书横着读，竖着读，给读透。

《红与黑》这部书的大体发生时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拿
破仑失败了，波旁王朝复辟，但原有的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军队和宗教，不再保有绝对的权威，
世袭的铁板出现了缝隙，给了底层的草根人民上升的空间，
这才给了于连这样的人物施展的舞台。

于连是铁匠的儿子，父亲和哥哥都大字不识一个，并且脾气
极度暴躁，动辄打骂，而于连本身却聪明过人，记忆力极佳，
办事牢靠细心，长相俊美。相当于一个业务能力非常强的人，
却没有一个很好的出身，再加上于连的自尊心极强，导致后
续他极度拧巴的性格，自卑与自傲的混合体，既没有一条路
走到红，也没有一条路走到黑。

红在这里面大概率是表示革命的意思，也就是于连心心念念
的拿破仑时光，他总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如果早生二十年，
就可以为了革命奉献，要么死亡，要么成为将军，可以实现
阶级的逆袭，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黑在里面表示宗教的意思，神父总是穿着一身黑袍，这也是
现实社会中，于连最有可能晋升，实现阶级突破的方式，只
是于连自己本身，对此毫无兴趣，他学习拉丁文，背诵整本
圣经，都只是为了升迁，并非发自内心的热爱。

于是，这样的于连成为了一个昂贵的摆设，作为家庭教师进
入了市长家，也因此遇见了纠缠一生的德瑞那夫人。德瑞那
夫人很可怜，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一直被当作花瓶养
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长大后就嫁给
了市长，一个自大无知粗暴的男人。在遇到于连之后，德瑞
那夫人才初次尝到了爱与被爱的情感滋味。



两人之间的纠葛非常精彩，试探与反试探，进攻与反进攻，
这个时候的于连也不是此中高手，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
而非套路，所以内心纠结不定，忐忑不安，不知道结果会怎
样，付出的真心能否得到回报，两个人完全就是沉浸于爱情
中的模样。如果一直如此，倒也罢了，可惜德瑞那夫人作为
虔诚的信徒，认为是自己如此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孩子的疾病，
故而毅然决然的斩断情丝，与于连分开，并且送他去宗教学
院上学。

至此，于连进入了上升通途的另一个阶段。然而，宗教学院
并不总是纯洁，所有压抑人性的地方一定会有争斗，于连就
是一个牺牲品，牵扯进了高层之间的争斗，如果不是后来遇
到提拔他的贵人，只怕会沦落为炮灰的命运。总体而言，于
连的能力让他十分出众，而自傲与自卑的情况，让他无法舍
却脸皮，一门心思钻营往上爬，也不愿与其他人同流合污，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单纯的靠自己，是无法达到向上的结果
的。所以，司汤达安排了贵人相助，将于连放到伯爵大人的
身边做秘书，于连出众的能力另伯爵刮目相看，甚至要安排
他到军队历练，并且给予贵族的头衔。

本来按着这条路，于连可以走的一帆风顺，只要舍弃了自己
的自尊与自傲，没有影响到贵族的利益，是可以实现阶层的
逆袭。可惜，出色的皮相与能力，让他吸引到了玛蒂尔达小
姐，玛蒂尔达小姐是一只骄傲的金丝雀，看不上身边的任何
人，总是嫌弃他们的无聊，却被于连的特殊吸引了，并且想
得到于连作为自己魅力的证明。于是两人之间相互勾引，你
进我退，进了又厌恶，退了又不甘心，此时的于连已然进阶，
虽然还没到得心应手的地步，但是对于玛蒂尔达小姐的心理
把握地更为准确，进退自如，最终算是攻陷了玛蒂尔达小姐。
恰恰也正是因此而触动了伯爵的利益，伯爵本希望女儿嫁给
另外一名贵族，获得一个更高的头衔，现在却被于连破坏了，
而此时，恰恰收到了一封检举揭发于连勾引妇女道德败坏的
信。



这封信，来自于虔诚的德瑞那夫人，因孩子的病情，不得不
根据神父的口述，写下了这封可以让于连身败名裂的忏悔信，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宗教学院的影响还没有结束，站在不同
边的神父们，相互攻讦，抓住一切可以用的机会，栽赃诬陷
对方，于连恰恰又是倒在了这里。伯爵大怒，要求于连拿着
金钱远走海外，隐姓埋名，这对于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于连
来说，是一件比死还痛苦的事，于是，反正也是死，于连选
择了同归于尽，他回去刺杀德瑞那夫人，虽然没有成功，却
依旧被关进了牢房。玛蒂尔达小姐为此一直在奔走，却中了
圈套，神父之间的站队问题，导致当权派选择打压于连，最
终，于连还是上了断头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于连，成也皮囊，败也皮囊，一个脆弱的苍白的表面安静内
心火热的绝世妖孽，碰上了就逃不过。

红与黑读后感篇六

《红与黑》，司汤达写的，陈述了法国青年于连的故事。读
完此书，读者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往下看。下面是本站小编精
心为你整理《红与黑》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作家笔下展现的，首先是整个法兰西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窗
口——小小的维里埃尔城的政治格局。贵族出生的德瑞那市
长是复辟王朝在这里的最高代表，把维护复辟政权，防止资
产阶级自由党人在政治上得势视为天职。贫民收容所所长瓦
尔诺原是小市民，由于投靠天主教会的秘密组织圣会而获得
现在的肥差，从而把自己同复辟政权栓在一起。副本堂神父
玛斯隆是教会派来的间谍，一切人的言行皆在他的监视之下，
在这王座与祭坛互相支撑的时代，是个炙手可热的人。这三
个人构成的三头政治，反映了复辟势力在维里埃尔城独揽大
权的局面。而他们的对立面，是为数甚重，拥有巨大经济实
力的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司汤达一方面向人们描
述了保王党人的横行霸道，一方面又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握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定将是最后的胜者。
《红与黑》成书于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以前，司汤达竟像是
洞悉了历史运动的这一必然趋向。

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20xx年左右的历史了，为什么
在这风云变幻的220xx年中小说仍可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小
说不仅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
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示了
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的
社会问题。小说主人公于连的经历和遭遇反应了当时广大小
资产阶级青年的普遍命运。于连生性聪颖、高傲、热情、坚
毅，但又自私、多疑。在僧侣贵族当政、门阀制度森严的封
建社会，因出生平民而备受歧视。这种受压迫的地位使他滋
长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启蒙思想和拿破仑的影响，培养了
他的反搞性格。他立志要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才智建立功勋，
飞黄腾达。但是在复辟时期，拿破仑式的晋身之道已被贵族
阶层堵死了。

就在这样的岩石底下，一株小树弯弯曲曲地生长。于连为了
博取大家用赏识，明知毫无价值，却还把拉丁文的《新约全
书》背得滚瓜烂熟。他那惊人的背诵能力让他跨进了维立叶
尔市长家，当起家庭教师来。在那段时期，他与德。瑞那夫
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大部分是为了反抗和报复贵族阶级对他
的凌辱。但是，纸醉金迷、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也腐蚀了于
连的灵魂，助长了他向上爬的欲望和野心。

于连进入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后，亲眼目睹了勾心斗角、尔虞
我诈的丑恶内幕，于是他便耍起了两面派手法，这种表里不
一的行为居然得到院长的表睐和宠幸。神学院的生活进一步
扭曲了于连的性格，强化了他向上爬的野心和虚伪的作风。
于连给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后虽然还不时流露出平民阶级的
思想意识，但在受到侯爵重用，征服玛特尔小姐后，于连
的“平民阶级叛逆心”已消失。他成了复辟王朝的忠实走卒。
正当于连一步步走向他所向往的“光明”时，因枪击德?瑞那



夫人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并没有从概
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相反，
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求与追
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红
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
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
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
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
和思考。

小说主人公于连，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年轻英俊，意志坚强，
精明能干，从小就希望借助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跻身上流社会。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
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
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
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
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
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
“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
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
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
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
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
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
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
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
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
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
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
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
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
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
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
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
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
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
伴随着新贵族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
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
感怀。

红与黑读后感篇七

红与黑，两种色调相反、反差极强烈的色彩的并列，在1830
年成为了司汤达一部小说的名字。

自小说问世以来，书名一直是众多文学评论中必然提及的一
笔，也不断地引领着读者反复玩味，乐此不疲，引发无尽的
猜测和遐想。

以两种色彩的对立作为小说标题似乎是司汤达的独特偏好，
其另两部作品《红与绿》、《红与白》(原名《吕西安•娄
凡》)莫不属于此类。

书名乍一看觉其模糊晦涩，不可捉摸，然将全书反复咬嚼之
后再细细体味，深觉这两种颜色确实浓缩了作品最精华的意
义和价值。

色彩的语言是无限丰富的，对美术有过专门研究并写出过



《意大利绘画史》的司汤达想必深知这一点。

红与黑，其基本含义一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小说主人公于连
的两条人生道路：投身于红色的军旅生涯在战场上建立光荣
功勋和披上黑袍，去当教士。

红与黑，作为两种切实可感的色彩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
为思考这两种色彩的深层的象征意义和挖掘小说的主旨提供
了基本信息。

红与黑，首先表现为军职和圣职的对立。

凭借身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年及三十立功于战场
而成为显赫的将军。

然而，正当他即将进入英姿勃发的年龄，时代风云变幻，拿
破仑惨败于滑铁卢，被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实现复辟，
平民青年通过个人才智而飞黄腾达的道路即被堵塞。

于连是那一代人——今天被称作“世纪儿”们中的典型代表。

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他们生不逢时的悲剧与幻灭失落，缪塞
用诗意的语言作了精彩的概括和表述：

而且也是为了战争而诞生，十五年中，他们梦想着莫斯科的
皑皑白雪和金字塔那儿的阳光，他们头脑中装着整个世界，
他们望着大地、天空、街道和大路，但如今全都空空如也，
只有他们教区里教堂的钟声在远处回荡。

人们则对他们说：‘去当神父，’当孩子们说到希望、爱情、
权力、生活的时候，人们仍然对他们说：‘去当神父吧!’”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

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



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
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

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
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
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
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
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
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
的深刻影响。

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
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

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

而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
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

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

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
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
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



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
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
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

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
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
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

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
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

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
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
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