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恶意读后感(汇总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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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意读后感篇一

以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交替陈述，读者和警察一起，在心中
构建起受害人的形象，最后却出现巨大的反差，凶手确实很
厉害！东野圭吾的手法确实也很厉害！

探讨一下凶手的心理，如最后所说，凶手最开始是因为母亲
对邻居以及周围人的蔑视也产生这样的态度的。内心深处是
自卑的'，嫉妒被害者，小学时嫉妒被害者一副大哥哥照顾他
的关系，初中时作为校园暴力施暴者对被害者施暴，而被害
者却能原谅他，嫉妒被害者的宽容大度，凶手也有作家梦，
而被害者作为畅销书作家更让其嫉妒不已，还有一点，猜想
凶手和被害者在初中时，被害者充满正义感敢于反抗校园暴
力，而凶手内心想反抗却不敢反抗，还与校园暴力同流合污，
协同强暴案的发生，这也加深了凶手对被害者的嫉妒吧。其
实就是，凶手内心深处痛恨的人是软弱无能的自己，理想中
的自己是被害者那样的形象，而把想杀死的软弱无能的自己
投射到被害者身上，加上绝症以及担心被公之于众的黑历史，
最终导致了杀人。当然杀人确实也是其中一小部分，最终要
的是被害者的形象坍塌，因为自己已没有什么输不起的了，
能再活几个月，再赚点影子作家的名声也算是锦上添花吧。
或者，还有种解释：自己就要死了，拉上一个自己讨厌的人
陪自己，让自己讨厌的人身败名裂。心理确实变态。也是，
要心中怀有怎样的恶意才会这样，这样子的恶意要积累怎样
多怎样长的时间才能爆发出来！



我想，凶手在计划犯案的时候，也许在计划犯案之前，已然
也会意识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坏，也就是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自
己，也会意识到自己心理太过变态吧，但他作了选择，下定
决心，恶就这么恶下去吧。

潜意识的东西，哪天我们自己意识到了，要认真对待，有些
东西还是可以纠正的，自我心理暗示和积极的行为。

恶意读后感篇二

中间猜想的地方：开始用一贯最不起眼的人就是罪犯，我猜
的是理惠，但当后来前任死后，我就知道方向有误。后来涉
及日高逼迫野野口写书，还拍下相机，并且日高夫人并未有
何大动静，一度认为这只是日高和她夫人侵吞野野口文字的
把戏，毕竟野野口并未和日高夫人发生实质性接触，不过到
了后来结尾，真实感叹到作者的作品架构能力。

恶意读后感篇三

《恶意》和《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并
称为东野圭吾的四大杰作。索性趁着周末，把最后一本杰作
《恶意》也一并看了。阅读一部好的作品，总会让我震撼，
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在网上书店上对这本书的推销就是，看完《恶意》后，你才
算真正认识了东野圭吾。诚然如此！当初的《解忧杂货店》
给人心灵上的治愈，我已记不清书中的细节，唯独记得那书
曾经带给我心灵上的温暖。纵使像《嫌疑人x的献身》和《白
夜行》又或者是《祈祷落幕时》，我眼中的东野圭吾，都是
那个冷静、逻辑严谨但不失温情的一个人，即使是杀人案件，
书中也总会透露出亲情、爱情、友情的温暖，让人感动落泪。
但看完《恶意》后会发现，原来东野圭吾也有阿加莎《无人
生还》里带给我的那种冷冽到甚至残酷的气质。



东野圭吾说：从某个时期起，推理小说界开始重视动机。作
家纷纷开始绞尽脑汁想出令人意外的动机，这种情形至今也
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只要有动机就会杀人吗？一旦发生命案，
一定存在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动机吗？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
想出了《恶意》。

这段话是我买书之前看到的，所以在开始拜读之前，我就知
道，这本书不外乎关于杀人动机。我爱看推理小说，虽然看
得不多，但也有些自己个人的见解。有些推理小说之所以精
彩，在于其缜密的、天衣无缝的作案手法，如《无人生还》、
《嫌疑人x的献身》；有的则在于其令人惊讶、震惊的结局和
意想不到的凶手，犹如《罗杰疑案》。但有的小说，在开篇
你便知道了杀人凶手，但仍有无限的魅力在引导着你停不下
来地继续看下去，东野圭吾的小说尤爱如此。

《恶意》在小说开篇第一章便给读者清晰地揭露了杀人凶手，
第二章、第三章便告诉了你杀人手法。第四章开始，小说里
的刑警加贺开始着力思考动机，这也慢慢开始揭露了小说的
主题。在看到小说一半的时候，所有谜底均已揭晓，且各个
证据均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我脑袋中的那首无声的带有紧张
氛围的音乐戛然而止。心里说不出的失望。“原来只是这
样”，“亏得还是四大杰作，为什么我觉得只是平平无奇”。
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占满了我的整个身体。

然而，就在带着不抱任何希望，觉得这小说还有什么好继续
写下去的念头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在看到加贺说的那句“那
么野野口修撰写事件手记，应该还有另一个目的”时，我的
心咯噔一下，被震撼到了，从之前的颓废一下变为了现在抑
制不住的激动。

原来不仅如此！果然不止如此！

在接下来一半的篇幅里，我是心里边暗自拍手叫好边看完的
这本书。虽然越往后看越猜到八九不离十（不像有些小说要



等到结局才让人恍然大悟），但内心却是越看越佩服东野圭
吾这个推理鬼才的构思。

小说封面的这只猫，不得不说是点睛之笔，双重点睛之笔，
整篇小说的精髓所在。这只猫，不仅仅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也是小说里事件手记的点睛之笔。

这本小说用极大的篇幅来讲述加贺是如何一步一步找到杀人
凶手的杀人动机，然后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推翻自己已经建立
好的前提，进一步揭示更深一层的杀人动机。但直到最后你
会发现，杀人，又何需动机。

东野大叔，膜拜之极！

仅此来纪念自己看完一本杰作后的第一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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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读后感篇四

这两天连续看了东野圭吾的作品，很有感悟。



就好比第一本书《恶意》，介绍里面说是类似《白夜行》的
双生作品。

《白夜行》是为了爱粉身碎骨，《恶意》因为恨而万劫不复。

看到这个就能感觉到大概的意思了，就是因为恨致人于死地，
到底是多少的怨恨呢。

《白夜行》看的时候也是激动万分的，看完在朋友圈里发了
一个长篇感慨，朋友说你怎么能那么激动呢。

是呀，一篇小说，看的自己情绪激动，比起自己的故事，看
别人的故事反而让自己更有感受。

虽然很激动但自己对于小说也是有点不满意的，感觉女主太
完美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很难找到太完美的人或着事，
虽然是小说，但总不免会与现实生活对照。

太完美的主角，让我仿佛置身在小说中，反而没有了真实感，
让人觉得这种事只有在书里或者影视中才会有的吧，确实我
是在看小说。

有点扯远了，现在来说说《恶意》，这本书是手记体，还特
意去查了下什么是手记体。

在开篇就被书给吸引了，第一人称是凶嫌的角度，可把我激
动的，想着：绝了，这个写作方法。或许跟凶嫌刚好是小说
家的关系，小说是凶嫌用第一人称记录下来的所思所想，事
情的经过结果。

我喜欢《恶意》的写作方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剧情。在书
中看到一句话：很多人以为知道了凶手是谁，就代表事件的
结束。



其实不然，这本小说在知道了凶手之后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
去找到凶手不愿坦诚的另一面。

凶手作案总是有动机的，也就是这个动机造就了每个人的人
生，也是这个动机是作者想要呈现给读者的人性一面。

或许是可怜的，或许是不可见光的，总是有很深层次的东西
让他做了这个选择。

整个剧情当然跌宕起伏，在细节中寻找原因，在无用功中寻
找有关的证据。

摘了几个文章中的语录：

痛苦的时候要假装快乐是很困难的，但快乐的时候要假装痛
苦却还好办。

这种人尽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还一天到晚注
意哪里有这样的机会，至于对象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比起《白夜行》，这是我另一本东野圭吾的作品一口气看完
的，虽然没有《白夜行》的反响大，可是本人更喜欢《恶
意》。

坏人总是坏的，到最后都是在想着法子去祸害别人。

为什么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性的恶意是一个无底痛，有时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施加给别
人的恶意，有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里不平衡引发的恶意行
为。

人世间的阴暗面在我们面前深不见底。

文章不是说让我们知道这世界的黑暗，而是让我们知道人性



最大的阴暗可以到哪种程度。

站在光明下根本不知道阴暗里的种种，在倡导人都应该为别
人考虑事情，然而阴暗面的存在是无可厚非。

有些人把想法藏在心里，有些人把想法付诸行动。

没有绝对的不可为，只有你的想法左右你的行为。

看完《恶意》，我觉得，虽然两者是平衡的，不能说只要积
极的一面，不要消极阴暗的一面。这是没办法做到的，而是
应该把自己的阴暗面尽量光明化。

毕竟比起积极，人更容易滋生消极情绪。

有的时候我会想，明知道消极的一面不好，为什么还会存在。

或许存在都是有必要的，一个一味的善意不足以维持一个人
的正常运行。

但恶意啊，毕竟是不可取的！

恶意读后感篇五

杀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就算
被捕，就算堵上自己的人生，也要贬低对方的人格，达成自
己的目的。这种想法，这种恶意，真是骇人听闻。就像本书
腰封上所写“无边的恶意，深不见底，有如万丈深渊”直击
人性最深处的丑恶。

日高的亲切，善良，明媚都与野野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
日高面前，他自卑，他嫉妒，而这恶意的种子早在初中时代
就已深深埋入心底，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生根发芽。看着
这世上自己最厌恶的一个人竟然率先一步成为作家，而自己



却在遭受命运带给自己的磨难，怨恨上天对自己不公的同时，
死亡也在一步步向自己靠近，那一刻，这恶意的种子终于再
也无法被镇封，破土而出，形成了一把刺向日高的利刃。日
高的死是他计划的第一步，只是他计划中的一小部分，是为
了隐瞒初中时代那可憎的过去。而他真正的杀人动机是破坏
日高辛苦构筑的一切，让日高受到世人的唾弃，身败名裂，
让世人同情的目光都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最终获得日高问
世作品真正作者的美誉，将日高所有光环强加在自己的身上，
得到日高所拥有的一切！当真相被一层一层揭开的那一刻，
我们在拍手称赞的同时又惊叹于整个杀人计划的精密，更看
到了整个布局后人性的晦暗和阴冷。

东野圭吾的这本小说将人性的丑恶写的那样的彻底，让我们
看到一个人的“恶”犹如万丈深渊，你根本无法去想象一个
埋藏恶意的人最终可以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其实
每个人都会有恶意的产生，善与恶本就是一体，一步天堂，
一步地狱，只是看你如何抉择！

恶意读后感篇六

《恶意》是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996
年首次出版。

《恶意》讲述的是作家在出国前一晚被杀，警方很快锁定了
凶手，但事情的真相绝非如此。其主体部分表现为第一人称
不定内聚焦型叙述，并充分体现了内聚焦叙述的特点。故事
在结尾戛然而止，使得读者不能迅速从叙事语篇的指示中心
中抽离出来，这种抽离的缺失往往会更加引人深思，更能体
会小说的主题，即人性的恶意。

小说开始以野野口修第一人称的口吻叙事，由邻居家的猫之
死开篇，讲述畅销书作家日高在移居加拿大前一天被人杀死
在家中的故事。负责侦破此案的加贺恭一郎很快就根据现场
发现的烟头以及同为作家的死者好友野野口修的口供确定野



野口修就是凶手，然而加贺发现野野口修的口供有几处故意
疏漏的地方而且野野口修始终不肯透露作案动机，只求速死。
通过野野口修留下的细微线索，加贺发现原来野野口修才是
真正的“受害者”――日高发现好友与妻子初美有暧昧关系
并以此为要挟强迫野野口修成为自己的影子写手，从而成为
畅销书作家。而此时野野口修身患不治之症，他忍辱负重为
了维护已经过世的初美的名誉隐瞒了杀害日高的动机。可事
情绝没有那么简单。

《恶意》这本书也断断续续看完了，或许正如作者所说，人
心的恶意永远让人难测。东野圭吾的许多小说都写了最亲密
的朋友往往最后反目成仇。正如《毕业》、《放学后》、
《嫌疑人x的献身》等。喜欢东野圭吾这样的小说风格，也恰
恰说明了因为喜爱所以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