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两千字(汇总6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两千字篇一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74
年-1877年间创作的小说，被广泛认为是写实主义小说的经典
代表。本书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
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
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
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以下读后感由本站
站为大家整理提供，希望大家喜欢。

相信凡是读过或者接触过托尔斯泰作品的人，都会被他的文
学作品深深吸引。这位颇具传奇的文化巨匠通过自己的作品
全面展示着19世纪的俄国风貌。其展现的社会画面之广阔，
蕴含的思想之丰饶，融汇的艺术、语言、哲学、历史、民俗
乃至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之广博，常常令人钦叹不已。

在托尔斯泰全部作品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
娜》、《复活》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他的三部代表作
品。《安娜·卡列尼娜》在这三部代表作中有着极其特殊的
重要性，它是三部巨著之中艺术上最为完整的一部，并且体
现了托氏思想和艺术发展道路的过渡与转变，可以称之为代
表作中的代表作。 据了解，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
的社会背景是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那个时期关于家庭的
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残忍的画面接连展现在他眼前，而一
个妇女因为爱情问题而卧轨自杀的消息，更是使他感到震惊
和难过，这也是他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原因之一。



在课上我们了解了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当老师在讲解《安
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时，还让我们看了由美国华纳兄弟
影片公司出品并由美国女星苏菲·玛索主演的电影《安
娜·卡列尼娜》。 但是电影毕竟是电影，不能像文字一样将
人物的思想与心理描写的特别细致，所以我特意又找来《安
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来细细品味。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有着两条几乎是平行的线索，
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看成是两个剧场：一个是以安娜为中心，
一个以列文为中心。而中间，全仗奥布郎斯基一家的连接，
才使一部书不被分成两部。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表面上似乎是在写一个上流社
会的贵妇人失足的事情，而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70年
代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借由此文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
作品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主人公安
娜·卡列尼娜是一个高层首长卡列宁的妻子，一次舞会上邂
逅了年轻的伯爵渥伦斯基。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用热情唤醒
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二人产生了真爱，并在当时强大的
社会舆论压力下，不顾一切地私奔，从而展开了一场爱情悲
剧。经历了重重波折、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以及遭受失去家庭、
儿子和社会地位的打击后，与渥伦斯基那所谓的真挚自由的
爱情也开始被遗弃，最后安娜身着那一袭与渥伦斯基初次见
面时自己所穿的黑色长裙，在火车站的铁轨前卧轨，结束了
自己绝望的爱情与生命，安娜独自承担了这段为道德和世间
所不容的婚外情的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悲伤。

有人说在描写女性的作品中，《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
中无疑是一流的，在万千作品的女性人物中，安娜·卡列尼
娜无疑是最为丰满的一个。她敢爱敢恨，敢于追求自己的幸
福，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无疑是极具反叛精神的。当时的社
会婚姻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是极为物质和利益化的。因
为婚姻大都并非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所以很多人在婚后会
出现有情人的行为，但是人们为了名誉、地位却极其虚伪的



维持着这种表面的婚姻关系。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却在这
种情况下突兀的显示出了自己的疯狂，对真爱追求的疯狂，
记得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有一天，安娜与丈夫卡列宁
一起去看一场盛大的赛马会，比赛中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了下
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叫，这无疑是她的真性情，而这一
“不检点”的举动也将她的私情“暴露”了出来，并且在事
后疯狂的她竟然还对丈夫说出了“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
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这样的话。 安娜爱她的儿子，
用她的话说儿子是她的命根，当她想用自己的名誉换儿子时
遭到了拒绝。她曾经是社交界的名人，可是却因为她对真爱
的追求而遭到了社会的巨大压力，受到种种冷遇，社交界不
能容她，连她旧日的亲戚朋友都拒绝与她往来。可是这些还
不是主要的，令安娜伤心的是自己受到了那个她奋不顾身爱
上的渥伦斯基的冷淡，一场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去，她
觉得“一切都完了”。一个品格高雅、敢于追求真正的爱情
与幸福的"叛女"终于在这种打击下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是抗争还是悔悟?安娜·卡列尼娜是那么的真实、血肉丰满，
读到她死去的时候，仿佛一切就发生在眼前，她的故事和她
的那种反叛精神使她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女性之
一。

当然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列夫·托尔斯泰还
塑造了渥伦斯基、吉提、列文、卡列宁等许多在文学史上光
芒四射的人物，但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无疑是最具光辉的，
最为激情与活力的。

虽然小说只是以家庭婚姻为基本单位而展开的，但托尔斯泰
目光十分的锐利，并且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
的"真实"。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
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他的小说是真实
的，是当时俄国的“一面镜子”。而这来自于他的智慧，来
自于他敏感而浩瀚的心灵，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他的诚实。
我相信托尔斯泰和他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定会触动着当
时乃至今后很多的人。



记得老师在讲完《安娜·卡列尼娜》时说：“当爱情成为一
个女人生命全部的时候，也就是她悲剧生活的开始。”虽然
不能只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安娜·卡列尼娜》，但是，相
信看过这部书的女性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有更大的触动，
托尔斯泰的安娜死了，死在了19世纪的俄国，但是托尔斯泰
想表达的安娜思想还在，并将与《安娜·卡列尼娜》一直随
时间辗转下去，不再是悲剧。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两千字篇二

我知道有幸福的婚姻，但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看到安娜出于嫉妒对渥伦斯基的不信任和无端猜疑，连我都
被折磨到了。隐隐的恨她为什么要这样毁了自己的生活。若
同卡列宁的结合的不幸根源是因为没有爱情，那其实和渥伦
斯基在一起也没有让她幸福。安娜实在过于自我，他要的是
渥伦斯基的爱，但也是自己亲手毁了这份爱。当时的纵身一
跃也只为报复爱人。

没有看书以前我以为渥伦斯基是个坏男人，并不是的，他也
是真心爱着安娜的。是安娜的喜怒无常让他变冷漠。安娜的
生活中只有爱情，她希望渥伦斯基也是如此。但对渥伦斯基
来说爱情是生活调味品吧。后期深陷情欲的安娜一切都依附
于渥伦斯基，她自己也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失去了,只
能靠自己的爱情吸引力来留住他。安娜的爱像茧也束缚了自
己。

另一方面她虽然敢于同情人私奔，却也无法承受世人的眼光。
无法放弃社交，又受不了社交界对她的态度。贯穿全文我也
无法理解最初不同意离婚的理由，她爱儿子也只去看过儿子
一次。第二个理由更是让人愤怒，将自己的懦弱迁怒于人是
不对的。



一开始卡列宁让人觉得虚伪，懦弱，不敢面对妻子出轨变心
的事实，寻求宗教慰藉逃避现实，在妻子坦白了之后为了前
程考虑要求她维持目前的现状，甚至允许她与情人往来。但
看到妻子产后抑郁发作的时候那一章让人大为赞叹他的宽宏
大量，为爱付出了一切，真心实意的为安娜着想。但世人都
无法爱上一座神像，让人自惭形秽。

列文这条线着墨很多，但没啥好说的，朴实的小地主，热爱
自己的土地，正直又善良。全书让我看得最爽的地方就是当
列文看到别人对妻子言行轻佻的时候直接将他赶出家门。

引用文中一句话结束"我知道有幸福的婚姻，但都是建立在理
性基础上的。"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两千字篇三

安娜卧倒在了布满砂土和煤炭的枕木上，一颗曾经那么动人
的、真挚的、生气勃勃的生命之星划过天际，终极陨落在她
爱恨开始的铁轨上。《安娜卡列尼娜》的电影版本很早以前
便看过了，但总是怀疑那不是真正的安娜，因此始终渴看读
到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可认真的捧上书本来品读时，
内心却始终不得安宁。

当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火车站台第一次相见时，“但是感到他
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
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
灰色眼睛亲切而留意地盯着他的脸、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似
的”一见钟情固然以悲剧结尾，可浪漫的邂逅却让我沉醉在
美妙的、沉静的境界中。

赛马场上安娜的失控表露了他们的恋情，安娜生下了他的孩
子，卡列宁的宗教宽容让安娜感谢又愤怒，安娜与渥伦斯基
出国了，又回来了，安娜遭到了社交界以及家庭的抛弃，而
渥伦斯基却重新踏进社交圈，醉心于自己美好的前途，悬而



未决的离婚协议、肝肠寸断的念子之情、自私深沉的爱情独
占心理，这一切既让安娜体会到了八年的无爱婚姻里丧失已
久，又让她平静的心灵经历了一场喜怒哀怨的风暴。

而我也随着安娜的故事沉浮时而兴奋，时而忧伤，时而挣扎。
尤其到了后面，安娜被孤独与嫉妒折磨得生不如死，没有人
倾述、没有人理解时，我终于能稍微明白为什么安娜选择死
亡，她太痛苦了，死亡才能摆脱一切。

渥伦斯基爱安娜，而且他的爱并不肤浅，也许刚开始他对安
娜的爱恋有着虚荣的成分，但安娜患上产褥热即将死往
时，“他在她患病期间真正熟悉了她，了解了她的心灵，所
以他觉得以前就似乎从来没有爱过她，现在，在他了解了她，
真正爱上她的时候，他却在她眼前显得非常低下”甚至列文
也为她倾倒，由于“她除了聪明、文雅、美丽之外，她还非
常老实…”

我也爱安娜，从书中瞥见她的第一眼，我便爱上了这个“仿
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
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的
生气勃勃的女人，而她鼓起勇气与情人远走高飞时，我更是
不可抑止的迷恋上了她，这种迷恋不在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喜
欢她、欣赏她，我甚至想自己就化身为她，让我能分享她生
命力的一切迷人品质。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两千字篇四

书中介绍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位上流社会的贵妇，她讨厌所谓
的交际的宴会，她只是安于本分的照顾儿子和丈夫。这在遇
见渥论斯基后都变了，最后安娜被丈夫卡列宁遗弃，被上流
社会鄙视而卧轨自杀。

初读这本书时，并没能安娜的性格和追求。开始，她是过上
了上流生活，可在情人渥论斯基的追求下，她放弃了自己的



家庭，愿意和渥论斯基一起离开。但她在要求和丈夫离婚时，
她还是去看了看她朝思暮想的儿子。这种爱不亚于她对渥论
斯基的爱。从此还可以看出她敢于同资本主义的上流社会做
斗争，努力追求自己向往的爱情。但是列夫托尔斯泰却将她
的命运结束在火车轨上。这样的结局令人悲哀，同时又将资
本主义的上流社会中的名媛/绅士们丑恶的心灵和束缚的思想
跃然纸上。

书中一号男主角渥沦斯基是一个英俊潇洒的贵公子。他不仅
虏获了安娜的心，还让公爵的女儿吉蒂为他着迷。但是他在
开始时钟情于安娜的美丽与贤惠。我觉得他对安娜的感情不
可说是十分认真也不可否认这份感情。开始，他爱上了安娜，
在安娜死后，他又重返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仍然不务正业，
很快忘记了安娜。这也许就是他的虚伪之处。不可否认他的
痴情也是无可挑剔的。从文中大量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又似
乎真的沉醉于甜蜜的爱情之中。他是复杂的。

书中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是一个冷静/独裁的家长，从书中大量
侧面描写可以看出他深受上层社会思想的禁锢。他和安娜原
本是没有感情的结合在一起的，面对安娜的背叛，他又给了
安娜一次机会，让她重回家庭。从一方面说他可能慢慢爱上
了安娜，从另一方面说他也是在维护他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和
荣誉，最终导致他听信别人对安娜的。

和卡列宁一样吉蒂也深受痛苦和煎熬。他误认为沃伦斯基是
爱她的。直到希望破灭后，他悲痛万分，凭借自己的勇气最
终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她又是幸福的。

我哀痛安娜的结局，更憎恨当时黑暗的社会。列夫托尔斯泰
从侧面塑造了吉蒂幸福的形象，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沉醉在大师的笔墨间吧！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两千字篇五

列文觉得，人活着是为什么，如果不知道答案，那就极其痛
苦，即使家庭幸福但是思想贫乏，这算是庸人自扰吗?每个人
最终都要埋进土里，都要死，为什么还要干活?“为了跟随上
帝，为了灵魂，为了善”，列文自己不断挣扎着信仰的问题，
忽然顿悟了，但也只是一瞬间独处时的内心安宁，等到他回
到世俗生活还是会跟仆人发脾气，还是会抱怨妻子，还是会
对朋友出言草率不考虑别人感受，还是会对哥哥冷落，还是
会不开心，但是得知自己向往善，心总是安宁的。

而安娜，就这样毁灭了，是飞蛾扑火、闯开牢笼还是追随欲
望、自寻死路?陶丽委曲求全，她甚至有一瞬间羡慕过安娜的
生活和选择，最后一边对丈夫绝望一边对孩子抱希望地活着，
吉娣迷途知返，当她不幸被福伦斯基抛弃时，痛哭流涕甚至
病倒，谁知道过了一年，不幸变成了幸运。她最后算是生活
赢家。

个人很喜欢华伦加小姐在温泉治疗酒店的章节，华伦加像圣
人，是高架于安娜、陶丽和吉娣三人之上的一个女性角色，
头顶上有温和的光晕，她有不幸但是不怪罪任何人，态度像
温泉一般温和，藏污纳垢都可以，可以容纳一切，可以让吉
娣内心充满光芒。

列文一路的成熟，包括对福伦斯基的态度，包括对生死的态
度以及最后对信仰的态度也是一条漂亮的线索。

我认为，即使安娜离婚成功最后和福伦斯基结婚了，她也仍
旧有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很明显她非常在乎陶丽和吉娣是怎
么看她的吧。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安娜最后的死亡跟列文所信仰的善有
冲突吗?跟随上帝的意志，跟随灵魂，但是没有说要跟随自己
的欲望，只能跟随自己的善，这是答案?不是跟从欲望尤其是



贪欲，唯有从善，那安娜追求爱情是贪欲吗?还是那个时代女
性的独立性和冲破无爱婚姻牢笼的警觉性的萌发?托尔斯泰明
显告诉大家安娜最后还是不得善终，是否意味着抛开丈夫儿
子的纯粹的爱情和善是不沾边的?无论是福伦斯基还是安娜都
是悲剧的收尾，甚至他们的女儿最后都给了卡列宁，因为只
有跟卡列宁才有姓才有身份。可笑的是卡列宁最后决定要不
要离婚是取决于一个神婆一样的兰道巫师的催眠判断，有多
少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些可笑的愚昧的判断上。

是社会框架舆论造成的悲剧?还是女人自身的醋意以及自尊自
大好强加剧的?还是人性的贪欲?或是宗教?或是男权社会的礼
法?或是综合因素?无论安娜和福伦斯基当初有多甜蜜有多少
次快速心跳，最后还是被琐碎的生活以及不稳定的身份还有
醋意和冷淡一次次地吞噬，而女人的无故醋意和男人的冷淡
无情貌似又是相互促进的。

不得不叹服托尔斯泰太了解女人了，安娜要的就是爱情呀，
是越来越炽热的爱，越来越霸道越来越独占的爱，并且只要
爱，但是男人并非如此，男人更向往生活的自由，男人会因
为女人过度的爱导致的醋意或是胡思乱想乱了阵脚，随后男
人会冷淡会无为，女人会觉得没错他已经不爱我了，他已经
爱上别人了，我要报复我要让他后悔，想到的是毁灭。

托尔斯泰太了解女人之间的关系，安娜和陶丽之间甚至和吉
娣之间，至少在安娜心目中，是敌对的，是被看成笑话的，
女人的自尊是不允许这样的下场，宁可死也不要。

女人之间的关系，似真似假，复杂难辨，书中安娜和陶丽第
一次会面，安娜劝陶丽给哥哥一次机会，委屈求安与丈夫和
好后陶丽当时真的很爱安娜;随后陶丽听说安娜跟福伦斯基出
国了，还是爱安娜的，觉得安娜是很可爱很善良的人，甚至
在第二次见面前，陶丽坐马车去看望安娜时，陶丽甚至开始
有点羡慕当时的安娜，马车上的陶丽一瞬间很厌恶自己的生
活，厌恶生育孩子和带孩子的痛苦，到了安娜住的金碧辉煌



的屋子，参观了富丽堂皇的房子和附近的医院之类的建筑物，
觉得安娜的生活很光鲜。由于陶丽自己衣服的寒酸自己还曾
很自卑，慢慢地陶丽想孩子了，开始有点不认可安娜的这种
状态。而当时安娜已经是外强中干，一切奢华的外表都是假
象，敌不过内心的痛苦。而痛苦，本来想跟陶丽说的，但是
陶丽没想敞开心胸谈，只想回家看孩子，二人没有真正敞开
心胸交流。第三次会面，安娜因为和福伦斯基争吵接近崩溃，
觉得陶丽是自己唯一的朋友，想去找陶丽诉苦，但是看到了
吉娣，看到幸福的吉娣，安娜当场刺激吉娣，说自己见过列
文，并且自己很喜欢列文，觉得吉娣得不到福伦斯基所以要
了列文，而列文也曾被安娜的魅力迷惑过，示意你吉娣爱的
男人都拜倒在我脚下。所以诉苦变成了告别，最后安娜完胜
似地离开了。安娜和陶丽的这三次会面，很值得细细体会。
女人貌似永远离不开比较。

归结几个问题，列文最后说的从善以及世人不能接受安娜
的“非善”是矛盾的吗?或者安娜本身是不值得善意对待的?
但是谁又有资格评判安娜呢?也许只有上帝吧。

最后导致了列车轨道上的悲剧，福伦斯基最后策马赶到火车
站，一蹶不振，变成了行尸走肉，塞尔维亚战争让他走上战
场，觉得有一个理由让自己的生命去耗尽吧。

奥勃朗斯基最后欠债累累，在彼得堡学习了很多男人的洒脱
生活方式，即使欠账，但是仍旧花天酒地，他是很多男人的
面孔。列文才是少数的吧。卡列宁是冷酷的谨慎的自保的守
旧的。

还有华伦加和列文的哥哥柯雪兹夫(具体名字忘了)，俩人在
树林里差点就要互相表达爱慕，但是男方一句跑题的回话，
就已经让俩人知道双方不可能了，一些话那一秒不说出来，
就永远不会说出来了。

我喜欢拉斯卡这条猎犬，喜欢列文家的女管家阿珈菲雅，喜



欢吉娣的父亲老公爵。当然蛮喜欢列文。

最后插一个对比，列文和福伦斯基在面对别的男人对待自己
女人的献媚态度上决然不同，列文是马上把这个男人赶走，
而福伦斯基会享受别的男人对安娜的献媚。我觉得选择丈夫
还是要选列文。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两千字篇六

非常认真地拜读完托翁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受
和书评相差非常的远。

书评内容如下：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
虚伪、冷漠和沃伦斯基的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
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另一人物莱温这里就不赘述了。

安娜特别懂得利用自身优势去诱惑男人，而且她很讨厌上流
社会的虚伪，这些本来都是她的优点，可我却无法喜欢上她，
更加无法去可怜她，在托翁咏长拖沓的结尾，我甚至非常期
待看到她是怎么死的。

第五，为了让情人后悔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自负而专横、
也愚昧。

如果把安娜的悲剧归结于社会制度我倒是非常认可的，因为
安娜如果生活在当代，大可通过正常的程序去离婚，她就不
会没有任何的名分，也就不会发生由此而来的任何悲剧。除
此之外，我不认为她的丈夫和情人有多么的丑陋和自私。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悟性不够高，这么多人看过的书，别人认
可的道理为什么我一点都看不到，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怀疑自
己是不是观点有问题，但是这么长的小说我可是非常仔细地
阅读的，没有走马观花，所以不可能是看不懂，我想是我太
另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