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说红与黑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一

似乎很久没有全身心投入一部小说了，初二第一次看时玛蒂
尔德对着于连被砍下的头作最后一吻的景象给幼小的心灵带
来了极大的震撼，对法国大革命有了常识性的了解后再看
《红与黑》，尽管全程都尝试着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分析，
最后还是被带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既没有得到红，也没有得到黑，这或许就是一开始就已经决
定了的，偶然的戏剧因素，或许就是必然的社会结果。复辟
下的法国，宗教和贵族的势力真是大得令人咋舌。并没有想
透结尾的“tothehappyfew”是什么意思，到最后似乎谁都没有
得到“happiness”，轰轰烈烈的恋情在于连毁灭之后会走向何
方呢?玛蒂尔德有着母亲的责任。

不，德·雷纳尔夫人带着孩子一起殉情了，但是结局的后续
发展已经无所谓了，玛蒂尔德无论选择生还是死，都已经无
所谓了，只是按照她的热烈的性格，死或许不可避免。唉，
可怜的女人，到最后居然失掉了那份爱，我真是看到司汤达
满满的恶意，更加不能理解法国人的爱情观。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二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拿破仑战败，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之后，



社会等级依旧分明，第三等级的人怀念伟大的法兰西皇帝，
贵族重掌权利，与第三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于连拥有惊人
的记忆力，能背诵整部拉丁文的圣经，不论是书籍还是对话，
他都能过目(耳)不忘，凭着这个技能，年迈的谢兰神父把他
送到市长德瑞那先生家做家庭教师，这是于连改变一生的开
始。

于连负有天生的才华，也有天生的敏感和骄傲，他内心狂热
地崇拜拿破仑，那是一个凭着能力可以建功立业的时代，如
今已经一去不返。所以他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开始寻求宗教
的庇佑，着黑袍成为教士和神父，这是跨越阶级的唯一之选。
然而，优秀的才能，姣好的面容，内心的抱负，都注定他无
法寂寂无名地过一生。

于连的两段爱情都是被动的，德瑞那夫人是一个善良单纯的
人，于连的出现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异性的吸引力，青春的少
年，区别于丈夫的柔情，她不顾一切想守护他。玛蒂尔德小
姐身边围绕的总是贵族的纨绔贵公子，于连在这些人中间显
得尤为特别，因为他从不逢迎自己，甚至非常冷漠，这种反
差让她爱上于连。

我试着理解这两段爱情的降临，德瑞那夫人对于连而言，是
平等的恋人，即使身份看来并非如此，两个人在心灵上是平
等的，他们彼此依赖，当这份感情败露，于连不得不离开贝
藏松，前往修道院学习，之后去了巴黎，遇见第二份爱情。
而玛蒂尔德小姐，一开始两个人毫无交集，是美丽的侯爵女
儿跨出了第一步，于连从这份感情中获得的认同感超乎想象，
来自贵族的垂青，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也让他患得患失，因
为一旦失去，就开始怀疑自己。

于连为什么要杀德瑞那夫人呢，可能他看到那封毁谤的信，
对昔日的爱人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所以策马前往维里埃尔，
买了枪并装上了子弹，直到真的见到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于
连已经开始后悔了，作者说于连在行刑前才发现最爱的只有



德瑞那夫人，我猜是掺杂了作者的主观意志，明明前几章都
在说于连如何为玛蒂尔德小姐忧思难忘，已经渐渐忘了曾经
的那段不道德的恋情。

故事的结局，于连被处以死刑，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生命
终结在22岁，死于两场恋爱，也死于对那个年代的绝望，即
使于连最终能活下来，也只能更名换姓，去一个遥远的城市
终其一生，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永远没有机会实现，等级制度
森严下的法国，允许有才能的年轻人出现，但不会允许他挤
入贵族阶层，破坏既定的等级秩序。

当然，这个故事最主要想传达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姐弟恋
是没有好下场的。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三

于连似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朋友。富凯算一个，但在小说中的
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在自己身边，也不会常常通信。遇到困难
或压抑状态下，他没有说诉的对象，一个减压阀。有的只是
一再的『于连想』，『他对自己说』，『他差点说出声』，
这当然是作者司汤达的人物设定，但另一方面这或许是年轻
的于连踏上不归路的一个原因。

他的家人『粗俗』而『市侩』，得不到家人比如父亲或兄弟
的安慰理解。这让他更显得孤独，而另一方面身体和性格上
的特质又让他不能安于市井和木匠的生活。

他的经验太过不足，信息来源如此狭窄，卢梭的《忏悔录》
和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显得有点可笑。遇到环境、
场合，他只能一再从这些片段的、个人经验的数据库检索对
策。

他有相对良好的教育甚至气质，但没有面包或社会地位，而
他看的卢梭和拿破仑有。加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不可能



不感到一种痛苦，看到一种榜样或目标悬在天上，而日常的
尘埃却笼罩着自己的生活。他寻找自己可能的上升通道。

按教科书式的上升、攀爬，毁掉了年轻人或者说一个人应有
的本真，不论是爱情或事业，于连还没有机会真情实意的追
求，而是严格按照目标执行一个个计划、完成一个个步骤，
仿佛行尸走肉。虽然这过程中他也会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猛
然一阵反感，还是摆脱不了那种诱惑。

十九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波旁王朝
复辟，贵族和教士重新掌权，个中黑暗腐朽，于连刚刚错过
自己可能飞黄腾达的拿破仑。

于连的圈里没朋友。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四

对于于连的爱情，我们同样怀着强烈的兴趣。因为于连的成
功幸福既而毁灭都与他的爱情紧密联系着的。他的两个恋
人——德·莱纳夫人和玛蒂尔德伴着短暂而奋斗的一生，所
以不妨分别来看看于连与两个恋人的恋情。于连和德·莱纳
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对她的诱惑。起初，他只是在履行所谓的
“责任”，这是一种对贵族老爷的报复，一种虚荣的满足。
但是德。莱纳夫人的善良、淳朴、温柔深深地打动了于连。
一段时间，他疯狂地爱上了德。莱纳夫人。可惜这颗爱心又
很快被种种野心占有了，直至最后才又复燃，爆发。

而于连和玛蒂尔德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征服和反征服的关系，
谁征服了对方，就会让对方受到情感上的折磨。玛蒂尔德出
身豪门贵族，且追求理想，不甘平庸，才思敏捷。所有这些
都吸引着于连。而玛蒂尔德对于于连的爱情更多地缘于于连
在她骄傲面前不屈服，不屑一顾。这在于连接受科拉索夫亲
王的建议这一段有趣的故事中表现得犹为突出。可以说是嫉
妒和寂寞使玛蒂尔德疯狂地爱上了于连。



最终于连还是投入了德。莱纳夫人的怀抱而拒绝了玛蒂尔德。
这多少让人要为后者鸣不平，毕竟她置自己的名誉而不顾，
毕竟他不顾一切地为于连的获释而奔走。但这种爱却不是自
然的流露。而于连对德。莱纳夫人的爱却是自然地。同她在
一起，于连会感到自由平等和独立。这也是司汤达本人所说的
“头脑的爱情”和“心灵的爱情”之别吧。于连的取舍正是
司汤达本人的取舍。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五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
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特别为年
轻人所喜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这部的小说的读
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作
品之一。它展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
涉及了从法国外省到首都巴黎的许多方面的生活风情;上写皇
帝首相、王公贵族，下写三教九流、平凡百姓;通过教会、政
党以及各阶级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对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
国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人情世态、风土习俗，作了真实
而又生动的描绘。

小说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但博学多才
的青年。这个出类拔萃的青年雄心勃勃，决不甘于贫贱，一
心向往拿破伦时代的沸腾生活，渴望通过从军去建功立业，
青云直上。但在王政复辟时期，在极端反民主的贵族资产阶
级统治下的法国，于连看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有通过
教会一途他才有希望跻身上流社会。小说题名《红与黑》，
红即象征军队，黑即象征教会。于连开头在维立叶尔市长德?
瑞那府上当家庭教师，为了报复贵族资产阶级对他的鄙视，
找到迅速爬上去的捷径，使他很快赢得了市长夫人的欢心，
成为她的情人，因此得以进入修道院学习，企图以此达到发
达的目的。他最后到了巴黎，又有幸成为德·拉·木尔候爵



的私人秘书，同时勾搭上了候爵的此文来源于文秘资源网女
玛特儿。正准备和玛特儿结婚，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美梦的
时候，市长夫人出于嫉妒，在听她忏悔的教士的指使下，给
候爵写了一封揭发他丑行的长信，使于连的野心和梦幻完全
破灭了。在他绝望之余，一怒枪击了德·瑞那夫人，受到了
严厉的审判，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从而结束自己短暂的一
生。

一心希望摆脱贫贱地位报复上流社会蔑视的于连，是煞费苦
心，不择手段的。他明明崇拜拿破伦，却要当众大骂拿破伦，
他明明不信神灵，却要把《圣经》读得烂熟，能够完全背诵。
好虚伪的青年啊!我不了解那时的生活背景，只知道于连为了
争名夺利做自己的黄粱美梦而欺骗自己，带着假面具来应酬
所有的人，如果我是他，我会很累。要自己时刻像电影里一
样去扮演一个和自己内心世界异样的角色，而且要让自己无
论何时何地都不出戏，沉浸在这个角色里是很难办到的。俗
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真同情于连。

正义永远战胜邪恶，于连最终的下场是可悲的，所以待人最
好多一些真诚少些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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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领我啃完着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
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
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
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
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
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
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辨证法”;这与以往我从



《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
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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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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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
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
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
《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
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掩卷沉思我觉得斯汤达通过《红与黑》这本书不但为我们展
示了一个病态爱情的悲剧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红道势力和黑道
势力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

于连!综观他极其短暂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
矛盾和复杂。对此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
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一个反封建斗
士的牺牲等等。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中。就我以为
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
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
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
的矛盾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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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有为的青年
于连表面上看是被毁于病态的爱情实际上是被毁于当时病态
的法国社会。

斯丹达尔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
象而取决于他自己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入狱之前的于连是在
社会这根"竹竿"上攀登以他人(智者就是他人)的眼睛看待事
物所以他要"三十岁当上司令官"或者当上年薪十万的主教;他
要受到巴黎美妇人的青睐以诱惑和征服贵族女人为"责任";他
要挤进上流社会要按照给他十字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并且



准备干出满足而沾沾自喜甚至真的以为自己本是个大贵人的
私生子;凡此种种都是"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即他人的承认
社会的承认也即所谓"抱负"和"野心"之类。

于连并非不能成功他其实已经成功了即使他犯罪入狱之后他
仍有可能逃跑他的上诉仍有可能被接受他若抛弃尊严表示屈
服仍有可能做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婿……这就是说福利莱神
甫言之有理于连在法庭上辩护的确是一种"自杀"的行为。然
而看看于连在狱中的表现读者不能不认为于连的"成功"并没
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上幸福之路。

2023年小说红与黑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一

似乎很久没有全身心投入一部小说了，初二第一次看时玛蒂
尔德对着于连被砍下的头作最后一吻的景象给幼小的心灵带
来了极大的震撼，对法国大革命有了常识性的了解后再看
《红与黑》，尽管全程都尝试着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分析，
最后还是被带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既没有得到红，也没有得到黑，这或许就是一开始就已经决
定了的，偶然的戏剧因素，或许就是必然的社会结果。复辟
下的法国，宗教和贵族的势力真是大得令人咋舌。并没有想
透结尾的“tothehappyfew”是什么意思，到最后似乎谁都没有
得到“happiness”，轰轰烈烈的恋情在于连毁灭之后会走向何



方呢?玛蒂尔德有着母亲的责任。

不，德·雷纳尔夫人带着孩子一起殉情了，但是结局的后续
发展已经无所谓了，玛蒂尔德无论选择生还是死，都已经无
所谓了，只是按照她的热烈的性格，死或许不可避免。唉，
可怜的女人，到最后居然失掉了那份爱，我真是看到司汤达
满满的恶意，更加不能理解法国人的爱情观。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二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拿破仑战败，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之后，
社会等级依旧分明，第三等级的人怀念伟大的法兰西皇帝，
贵族重掌权利，与第三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于连拥有惊人
的记忆力，能背诵整部拉丁文的圣经，不论是书籍还是对话，
他都能过目(耳)不忘，凭着这个技能，年迈的谢兰神父把他
送到市长德瑞那先生家做家庭教师，这是于连改变一生的开
始。

于连负有天生的才华，也有天生的敏感和骄傲，他内心狂热
地崇拜拿破仑，那是一个凭着能力可以建功立业的时代，如
今已经一去不返。所以他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开始寻求宗教
的庇佑，着黑袍成为教士和神父，这是跨越阶级的唯一之选。
然而，优秀的才能，姣好的面容，内心的抱负，都注定他无
法寂寂无名地过一生。

于连的两段爱情都是被动的，德瑞那夫人是一个善良单纯的
人，于连的出现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异性的吸引力，青春的少
年，区别于丈夫的柔情，她不顾一切想守护他。玛蒂尔德小
姐身边围绕的总是贵族的纨绔贵公子，于连在这些人中间显
得尤为特别，因为他从不逢迎自己，甚至非常冷漠，这种反
差让她爱上于连。

我试着理解这两段爱情的降临，德瑞那夫人对于连而言，是
平等的恋人，即使身份看来并非如此，两个人在心灵上是平



等的，他们彼此依赖，当这份感情败露，于连不得不离开贝
藏松，前往修道院学习，之后去了巴黎，遇见第二份爱情。
而玛蒂尔德小姐，一开始两个人毫无交集，是美丽的侯爵女
儿跨出了第一步，于连从这份感情中获得的认同感超乎想象，
来自贵族的垂青，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也让他患得患失，因
为一旦失去，就开始怀疑自己。

于连为什么要杀德瑞那夫人呢，可能他看到那封毁谤的信，
对昔日的爱人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所以策马前往维里埃尔，
买了枪并装上了子弹，直到真的见到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于
连已经开始后悔了，作者说于连在行刑前才发现最爱的只有
德瑞那夫人，我猜是掺杂了作者的主观意志，明明前几章都
在说于连如何为玛蒂尔德小姐忧思难忘，已经渐渐忘了曾经
的那段不道德的恋情。

故事的结局，于连被处以死刑，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生命
终结在22岁，死于两场恋爱，也死于对那个年代的绝望，即
使于连最终能活下来，也只能更名换姓，去一个遥远的城市
终其一生，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永远没有机会实现，等级制度
森严下的法国，允许有才能的年轻人出现，但不会允许他挤
入贵族阶层，破坏既定的等级秩序。

当然，这个故事最主要想传达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姐弟恋
是没有好下场的。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三

于连似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朋友。富凯算一个，但在小说中的
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在自己身边，也不会常常通信。遇到困难
或压抑状态下，他没有说诉的对象，一个减压阀。有的只是
一再的『于连想』，『他对自己说』，『他差点说出声』，
这当然是作者司汤达的人物设定，但另一方面这或许是年轻
的于连踏上不归路的一个原因。



他的家人『粗俗』而『市侩』，得不到家人比如父亲或兄弟
的安慰理解。这让他更显得孤独，而另一方面身体和性格上
的特质又让他不能安于市井和木匠的生活。

他的经验太过不足，信息来源如此狭窄，卢梭的《忏悔录》
和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显得有点可笑。遇到环境、
场合，他只能一再从这些片段的、个人经验的数据库检索对
策。

他有相对良好的教育甚至气质，但没有面包或社会地位，而
他看的卢梭和拿破仑有。加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不可能
不感到一种痛苦，看到一种榜样或目标悬在天上，而日常的
尘埃却笼罩着自己的生活。他寻找自己可能的上升通道。

按教科书式的上升、攀爬，毁掉了年轻人或者说一个人应有
的本真，不论是爱情或事业，于连还没有机会真情实意的追
求，而是严格按照目标执行一个个计划、完成一个个步骤，
仿佛行尸走肉。虽然这过程中他也会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猛
然一阵反感，还是摆脱不了那种诱惑。

十九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波旁王朝
复辟，贵族和教士重新掌权，个中黑暗腐朽，于连刚刚错过
自己可能飞黄腾达的拿破仑。

于连的圈里没朋友。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四

对于于连的爱情，我们同样怀着强烈的兴趣。因为于连的成
功幸福既而毁灭都与他的爱情紧密联系着的。他的两个恋
人——德·莱纳夫人和玛蒂尔德伴着短暂而奋斗的一生，所
以不妨分别来看看于连与两个恋人的恋情。于连和德·莱纳
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对她的诱惑。起初，他只是在履行所谓的
“责任”，这是一种对贵族老爷的报复，一种虚荣的满足。



但是德。莱纳夫人的善良、淳朴、温柔深深地打动了于连。
一段时间，他疯狂地爱上了德。莱纳夫人。可惜这颗爱心又
很快被种种野心占有了，直至最后才又复燃，爆发。

而于连和玛蒂尔德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征服和反征服的关系，
谁征服了对方，就会让对方受到情感上的折磨。玛蒂尔德出
身豪门贵族，且追求理想，不甘平庸，才思敏捷。所有这些
都吸引着于连。而玛蒂尔德对于于连的爱情更多地缘于于连
在她骄傲面前不屈服，不屑一顾。这在于连接受科拉索夫亲
王的建议这一段有趣的故事中表现得犹为突出。可以说是嫉
妒和寂寞使玛蒂尔德疯狂地爱上了于连。

最终于连还是投入了德。莱纳夫人的怀抱而拒绝了玛蒂尔德。
这多少让人要为后者鸣不平，毕竟她置自己的名誉而不顾，
毕竟他不顾一切地为于连的获释而奔走。但这种爱却不是自
然的流露。而于连对德。莱纳夫人的爱却是自然地。同她在
一起，于连会感到自由平等和独立。这也是司汤达本人所说的
“头脑的爱情”和“心灵的爱情”之别吧。于连的取舍正是
司汤达本人的取舍。

小说红与黑读后感篇五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
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特别为年
轻人所喜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这部的小说的读
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作
品之一。它展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
涉及了从法国外省到首都巴黎的许多方面的生活风情;上写皇
帝首相、王公贵族，下写三教九流、平凡百姓;通过教会、政
党以及各阶级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对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
国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人情世态、风土习俗，作了真实
而又生动的描绘。



小说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但博学多才
的青年。这个出类拔萃的青年雄心勃勃，决不甘于贫贱，一
心向往拿破伦时代的沸腾生活，渴望通过从军去建功立业，
青云直上。但在王政复辟时期，在极端反民主的贵族资产阶
级统治下的法国，于连看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有通过
教会一途他才有希望跻身上流社会。小说题名《红与黑》，
红即象征军队，黑即象征教会。于连开头在维立叶尔市长德?
瑞那府上当家庭教师，为了报复贵族资产阶级对他的鄙视，
找到迅速爬上去的捷径，使他很快赢得了市长夫人的欢心，
成为她的情人，因此得以进入修道院学习，企图以此达到发
达的目的。他最后到了巴黎，又有幸成为德·拉·木尔候爵
的私人秘书，同时勾搭上了候爵的此文来源于文秘资源网女
玛特儿。正准备和玛特儿结婚，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美梦的
时候，市长夫人出于嫉妒，在听她忏悔的教士的指使下，给
候爵写了一封揭发他丑行的长信，使于连的野心和梦幻完全
破灭了。在他绝望之余，一怒枪击了德·瑞那夫人，受到了
严厉的审判，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从而结束自己短暂的一
生。

一心希望摆脱贫贱地位报复上流社会蔑视的于连，是煞费苦
心，不择手段的。他明明崇拜拿破伦，却要当众大骂拿破伦，
他明明不信神灵，却要把《圣经》读得烂熟，能够完全背诵。
好虚伪的青年啊!我不了解那时的生活背景，只知道于连为了
争名夺利做自己的黄粱美梦而欺骗自己，带着假面具来应酬
所有的人，如果我是他，我会很累。要自己时刻像电影里一
样去扮演一个和自己内心世界异样的角色，而且要让自己无
论何时何地都不出戏，沉浸在这个角色里是很难办到的。俗
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真同情于连。

正义永远战胜邪恶，于连最终的下场是可悲的，所以待人最
好多一些真诚少些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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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领我啃完着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
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
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
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
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
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
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辨证法”;这与以往我从
《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
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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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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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
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
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
《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
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掩卷沉思我觉得斯汤达通过《红与黑》这本书不但为我们展
示了一个病态爱情的悲剧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红道势力和黑道
势力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

于连!综观他极其短暂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
矛盾和复杂。对此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
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一个反封建斗
士的牺牲等等。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中。就我以为
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
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
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
的矛盾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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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有为的青年
于连表面上看是被毁于病态的爱情实际上是被毁于当时病态
的法国社会。

斯丹达尔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
象而取决于他自己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入狱之前的于连是在
社会这根"竹竿"上攀登以他人(智者就是他人)的眼睛看待事
物所以他要"三十岁当上司令官"或者当上年薪十万的主教;他
要受到巴黎美妇人的青睐以诱惑和征服贵族女人为"责任";他
要挤进上流社会要按照给他十字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并且
准备干出满足而沾沾自喜甚至真的以为自己本是个大贵人的
私生子;凡此种种都是"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即他人的承认
社会的承认也即所谓"抱负"和"野心"之类。

于连并非不能成功他其实已经成功了即使他犯罪入狱之后他
仍有可能逃跑他的上诉仍有可能被接受他若抛弃尊严表示屈
服仍有可能做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婿……这就是说福利莱神
甫言之有理于连在法庭上辩护的确是一种"自杀"的行为。然
而看看于连在狱中的表现读者不能不认为于连的"成功"并没
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上幸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