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 张爱玲半
生缘读后感(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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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篇一

《半生缘》读来让人心是揪着的，刚开始的世钧、叔惠、和
曼贞其实都在生活的洗刷下褪去了原本，他们都回不去了。

世钧和曼贞最早也是因为叔惠才认识的，那时的三人组里世
钧总是沉默的，而叔惠特别善于交际，曼贞又是那样的活泼。
三人相处来倒好像世钧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然而又是世钧
在中间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刚开始一度以为叔惠是和曼贞很
适合的，包括最后也抱着这样的期望。世钧的退缩妥协其实
在刚开始作者便表露出来了。一直不敢向曼贞表露，躲的远
远的，即使在知道了曼贞也是喜欢自己的时候，也是那样扭
捏说着：“要知道是这样，即使别人抢了去，我也要去抢过
来的”。

可见世钧是畏惧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然后选择逃避的。
世钧内心是深爱着曼贞的，但他可以说更深爱的是自己，把
自己放在了曼贞的前面的。对于他放弃工作回南京工作也是
作出了决定辞职后才告诉曼贞的。

想来就觉得世钧那种性格的人怎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还从没
有想过同曼贞商量下。连作者好似也惊奇给他拉来了外衣，
这样也可以为曼贞分担些，可以借用家里的钱来解决他们婚
姻。世钧又怎可能不了解曼贞，她是绝不愿意这样的。然而



他依旧这样做了，也只是事后去告诉了曼贞。想来当初他为
了工作和父亲生气跑出来工作，现今又选择回去不正是他性
格使然嘛。他对曼贞的爱也是深切的，纯洁的，但他从没有
真正走进过她，没有懂她。两人因为曼璐吵架，然后再也没
有相见，直到十几年后各自经历生活的顛沛流离再相见已经
再也回不去了。两人从没有相到曼璐导致了他们吵架，最终
也使得他们两个彻底分离。

其实打一开始曼贞便和世钧讲到过了姐姐，这些好似不愿向
他人提及，即使三人中的叔惠曼贞也没有提起过。当再次换
做从世钧口里谈到姐姐曼璐的时候，竟成了他们的抉别。

世钧是在曼璐将红宝石戒指送还他之后离开了上海，他还以
为她同豫谨结了婚，然后匆匆忙忙回去赴了藏在自己内心深
处的宴。其实当初也有和丁小姐结婚的可能，甚至是其他几
个表姐妹。只是正好那段时间出现在他身边的是石翠芝罢了。
实在有些不解世钧并没有亲口听到曼贞决绝的话，便能抛去
之前的一切。结婚当晚世钧和翠芝都知道他们走错了，可已
经没有后悔了。

其实这样或许才是注定最好的归宿，起码生活上是幸福的，
只是各自心里备受煎熬罢了。曼贞始终在等他，最后那封情
书中曼贞说得我想你知道，无论何时，总有个人在等你。她
等来了世钧，可是也是她说得：“我们不可能了“。其实他
们倒真的回不去了，世钧知道了自己真正的内心。倒好希望
他们两个和叔惠、翠芝那般，从来没有真正走近开始过这段
感情，便不必承受这薄薄的半生缘的煎熬。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篇二

“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
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是张爱玲的《小团圆》，
是她一个人的故事.她隔着光阴的屏障，穿过曾经的繁华，于
淡然与淡忘间将过往定格。故事里的九莉是她的原形，而邵



之雍便是胡兰成。从童年到求学时代，再到与胡的相遇，虽
然只是烦琐小事的串联，但，都是她人生足迹的映射，都是
她心灵深处的真实写照。无须字字珠玑，但足以勾勒出她的
人生轮廓。《小团圆》似一扇窗，走进了它，你方能窥清真
实的张爱玲，真正走进她的世界;你方能理解，她的清高，她
的不屑与不争，是有原因的;你也方能体会，她为何能同时享
受极度的喧嚣与死寂。

亲情，于张爱玲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畸形的。她以一颗坚忍
的心来接受孤独的成长，以冷漠的双眼感知人情冷暖。“生
命似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她的文字，带着犀利，
带着嘲笑，但懂得她的人，定会心生怜爱，替她悲伤。如果，
她与邵之雍的邂逅能像纳兰容若说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么，爱玲的心里或许会少一层痂，少一道疤。她第一次见
他，便欢喜得心里开出花来，便自觉自己低到尘埃里去。她
爱他，是用心的，不然怎会在他处于政治的风尖浪口时依然
站在他身边?怎会在他避难时一路颠簸只为见他一眼?然而，
在胡兰成的世界里，爱玲却不是唯一的。或许，爱玲于他只
不过是生命里的匆匆过客，是他避难疗伤时的一个驿站罢了。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
雨不来。”在这场际遇里，爱玲飞蛾扑火般义无返顾，即使
知道“他的世界里没有我，寂寞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
里晒着太阳，已经是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无论是什么，留给她的，总是支
离破碎的结局。张小娴说：“爱是很卑微的，很卑微的。尤
其是那个人不爱你的时候，爱就是含笑饮毒酒。”说的，是
爱玲吧。

爱玲用一根冰冷的针，绣出了她曾经炽热的青春。当岁月抚
平了所有的棱角，当心里不再有等待与波澜，当爱玲在美国
过着似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或许，她已超然，她已放下，她
已原谅。于菩提树下觅一方青石，静待，看沧海如何变成了
桑田。将所有爱的昨天沉淀成历史，明天写个故事，名字叫做
《小团圆》。



并非所有的事都要亲身经历方有体会，总有一些东西，有些
故事，在不经意间 ，便能叩开心扉，似一缕阳光，温暖地照
进心间。回忆若能下酒，往事便可作一场宿醉。隔着山水，
坐望于光阴的两岸，若爱已成往事，终将无法以一苇杭之。

当爱，已成往事，不如拈花一笑，似佛般了然......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篇三

《小团圆》看完了第二遍。

现在看书，总是习惯于先初略翻过，再来细读。

大学的时间很多，看书的时间却远远少于以前。也许正因为
如此，文学书籍看得越来越少了。

这本小团圆，初翻时，容易看得云里雾里，主要是时空变换
太快，一会儿南京，一会儿香港，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小时
候，一会儿读书时，一会儿又是抗日时。再细看时，明白了
套路，便清楚了好多。可以细细品味爱玲笔下，种.种细微的
心理感触。

其实挺喜欢，爱玲式的笔调，时时如露珠般闪现的句子。 很
喜欢爱玲，她是那么一个真实的人!

刚开始看了介绍，说里面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交往过程，
便想看看。实际看来，注意力全不在此。直到全书过了一半，
他才出现。其实，全书更象是张爱玲一部自传，只是编年全
被打散。把这些珠子按顺序串起来，便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
子的成长，最后成为一个被针扎在胸口，仍复平静的人。

爱玲的原话是：欣喜起来若狂，悲伤起来却不觉得，木木的。

其实想想!



我便也是如此。当一些事情发生，心中抑郁，但仍平复。

又能怎么样呢?如同多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被信笺上的水浸湿
过，只留下一团晕黄。那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故事，也终将成
为一个晕黄的月亮，淡淡的，在记忆里温暖着彼此。

所以，总须有个好的结束方式，以免回忆时，自己受不了。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篇四

我畅一个张迷，家里有一本《张爱玲作品集》、一本《张爱
玲散文集》、一本《传奇未完：张爱玲》（蔡登山著），我
想以后还会买很多有关张爱玲的文字书籍。那天在朋友的书
架上看到一本张爱玲的《色.戒》，翻开一看，还有几篇自己
未读过的小说，便讨来一阅。

《多少恨》便是其中的一篇。《多少恨》的故事情节和框架
结构，乍看有点像《简爱》，细看还是张爱玲的文字，有这
样凄清的华丽，这样老辣的天真，那意向的深邃和微妙真的
让人感到绝望，忍不住一读再读，百看不厌。

女主人公虞家茵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男主人公夏宗豫家给
他八岁的女儿小蛮当家庭教师。之前，因为一场电影，他们
有过邂逅，彼此说话不多，但已互生情愫。在两次偶遇之后，
他们才认识对方，似乎很有缘分。

夏宗豫35岁，在上海有自己的企业。他有太太，不识字，有
病、脾气古怪，现在一个人住在乡下，夏对自己包办的婚姻
不满意，一直想离婚。虞家茵25岁，年轻漂亮，又有文化，
而且性格温柔体贴，女儿小蛮也很喜欢她。他们一见倾心两
情相悦，如果不是外来因素干扰太多，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
的事。

就在他们开始相互恋慕之时，家茵的父亲，早年为了另一个



女人，离开家茵母女的父亲，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家茵对父
亲的感觉是：外貌有这样的改变，而她一点都不诧异——她
从前太恨他，太“认识”他了。真正的了解一定是从爱而来
的，但是恨也有它的一种奇异的彻底的了解。

家茵对父亲是没有好感的，想早点打发他走，就把自己所有
的积蓄都给了他。她的父亲却没有离开上海，把她给的钱很
快挥霍完了，又跑来跟家茵要钱。当他发现，家茵和宗豫有
相好之意，就直接找宗豫要求给他安排工作。宗豫为了家茵，
接纳了他。谁知，他花钱太快，几次三番跟宗豫借钱。有一
次，把别人捐给厂里的善款也给挪用了，这件事在厂里造成
很坏的影响，他自己还不自知。宗豫为此发了火，辞退了他。
宗豫向家茵解释这件事时，家茵难堪极了。

家茵的'父亲得知宗太太从乡下来到了上海，他还跑去游说，
说劝自己的女儿甘愿做姨太太，希望她接纳家茵，又跑回来
劝说家茵同意做妾，这样就可以拥有富贵荣华的生活。

当家茵看到宗太太的伤心和绝望，尽管她在心底爱着宗豫，
宗豫也爱她。他一直在跟她表白，愿意离婚娶她。她还是决
定离开宗豫，走的远远的，到另一个地方度过此生，永不相
见。

这篇小说原载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月上海《大家》第二、
三期，今天读来，仍然唏嘘不已，悲从中来。是因为张爱玲
的文字太精彩了，她的表达方式，处处显出非凡的才情，这
大概和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众不同的命运有关，就像
曹雪芹写出经典名著《红楼梦》一样。而今世间再无张爱玲
（1920-1995），幸好有她的文字陪伴我们，看人生苦短叹人
世苍茫，同时带着种种渴望走好自己的人生之旅。

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
刺，三恨红楼未完。我想应该还有一恨，就是彼此相爱的红
尘男女，不管爱的有多深沉或多缠绵悱恻，终就抵不过俗世



间的各种纷扰，最终分道扬镳，远走他乡。

所以，当你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请一定要紧紧抓住，不
要轻易放手，惜取眼前人。像勇敢的简爱一样，听从内心深
处的声音，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也要回到罗切斯特身边，相
伴一生，也就不会再有“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篇五

寒假里，读了简爱一书，颇有感想!书里主要写了女主人公简。
爱从小是个孤儿，寄养在舅母家里。由于她没有财产、没有
地位，自幼就受到虐待和歧视。也因此，简。爱从型养成了
反抗不合理社会习俗的坚强个性。之后，她进入了罗沃德学
校学习。毕业后，简。爱来到桑菲尔德庄园任家庭教师，她
的自尊、自爱和自信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在与主人罗切斯特
先生相处的过程中，两人都被对方的气质所吸引，他们经历
了无数的挫折和磨难，最终走到了一起。

读完此书，我被简爱那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那
丰富、明确、坚定的追求女性在社会上的独立和尊严的个性
所震撼，我也为海伦的智慧、爱心、真诚所感动。是的，虽
然她在人世间的生命是短暂的，可她的一生却绽放出流星般
的光芒。我还为罗切斯特先生的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
敢恨、有同情心而感到敬佩。我憎恨里德太太，她对穷人的
痛恨是简·爱以及读者都难以忘记的，她作为简·爱的舅母，
狠心地将年仅十岁的简·爱送进孤儿所，并一心盼望她在瘟
疫中死掉!

简爱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的奋斗史，简·爱坚强
地面对困难，挫折，她还追求男女间的平等，穷人与富人之
间的平等。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同
样有一颗心!”

简爱教会了我们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她也同样教会了



我们要平等对待生活中的事物以及各式各样的人，她还教会
了我们要在生活中自强自立……是的，我有时侯还不能够平
等待人;还不能够面对各种挫折;还不能够在学习、生活上完
全自立。

记得有一次，我数学题目做不出来，我也没有认真地思考一
下，就让爸爸帮忙，但爸爸说他没有空，叫我自己思考去解
决问题。可我却偷懒，吵着让父亲教我。爸爸就让我反复看
书上的例题，让我真正看懂了，再让我做作业题，我一下子
全懂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们遇到困难时要有信心、要敢于面
对困难、学会自力更生。

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简爱，也流了好多的眼泪，是同情、感动
的眼泪，也树立了奋发进取、自强自立的信念。漫漫人生路
上，简爱是我的精神财富，将鼓励我不断前进。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小说，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生的真
谛。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温柔，清纯，喜欢追求一些美好的
东西，尽管她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再加上她身材矮
小，容貌不出众，但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自卑，反
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她描写的简爱也
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

简爱生存在一个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型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
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
打……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换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坚强
不屈的性格，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坚定不移地去
追求一种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

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
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也正因为她的正
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使得罗切



斯特为之震撼，并把她看作了一个可以和自己在精神上平等
交谈的人，并且深深爱上了她。

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
她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她虽然讲，“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
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
狂时所接受的原则”。但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是简爱意
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戏弄，因为她深爱
着罗切斯特。但简爱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
种爱情力量包围之下，在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她依然要坚
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

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了，
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残废，但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
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而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和真爱。

在当今社会，人们都疯狂地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
穷与富之间选择富，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
会像简爱这样为爱情为人格抛弃所有，而且义无反顾。简爱
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
爱情，还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它犹如一杯冰水，净化
每一个人的心灵。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篇六

在我的脑海中，张爱玲一直是站在那里，持一个潇洒而苍凉
的手势，淡淡的看着那个十里洋场般华美的上海。

《小团圆》一书是张爱玲的自画像，书中的人、事、物、景
都是她生命中所经历的种种，从创作主体心态的角度来看，
张爱玲早年的身世影响了其人格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她
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曾有女学者赵园评价张爱玲的创
作风格：“张爱玲的艺术才能，使她在诸种矛盾的艺术因素
间，找到并组成了她所需要的那一种和谐、统一。



这里最基本也最足构成“特色”的，是旧小说情调和现代趣
味的统一。”在这本书中，主人公的成长环境，其母亲的对
其创作风格影响深远，从而形成了中国旧小说与西方现代小
说的不同情调的融合。十里洋场的繁华与浮夸，在张爱玲的
小说中，被完美的融合进东方旧世纪的生活习惯当中，或许
有人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未必写的动人，但是却是写的最适宜
的。

张爱玲的小说中金钱、婚姻、性爱是很重要的话题，在小团
圆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父挥霍致使家业破败，生活
日益变得苦难，而母亲和父亲之间结束的婚姻也使得张爱玲
对婚姻产生了怀疑。

在社会中人性的缺失使作者备受煎熬，而人性当中的虚伪和
残忍也在其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张爱玲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着
现实，选择两性关系作为切入点，讲述着大都市里的小市民
恋爱与婚姻的故事，冷冷地告诉人们：人间无爱，至多只有
一层温情的面纱。她笔下的女性是为了“谋生”而“成家”
的女人，而非追求自我价值的强者和天真烂漫的情种。

正如很多人所言，《小团圆》中的张爱玲像一位洞悟人生而
又难以接近的“巫女”，以冷峭、阴郁甚至有些刻薄恶毒的
眼光注视着社会与人生，揭示了人性阴暗的一角。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与体会篇七

一直都认为，张爱玲是温婉、浅淡、柔美的。初看《多少
恨》，依然是这样的感觉。小说从头到尾，没有激烈的情节
起伏，所有的人、经历的事、失落的情，都笼罩在一片迷离
的温婉、浅淡的哀伤、莫名的柔美里。

掩卷深思，却惊异地发现，在《多少恨》叙事行文、转承起
合的温婉、浅淡、柔美里，暗藏着一对冲突异常激烈不可调
合势如水火的矛盾：生活与爱。



生活与爱，存在于大千世界的每个细节，出没于人类现身的
所有场景。很多时候，它们彼此互相依存难分难舍。但在
《多少恨》里，却被张爱玲截然分开，成为她谋篇布局的一
条主线，阐释着她对生活与爱的观点。

在张爱玲笔下，爱，首先是邂逅。邂逅，是初遇时彼此的防
备与漠然，是对视时莫名的心跳与疑惑。当然，仅仅只在电
影院邂逅一次，家茵与宗豫肯定不会产生更深的情绪。既然，
一次不够，就来两次吧。于是，家茵与宗豫又机缘巧合地见
面了。一切，在张爱玲精心设计的邂逅里慢慢展开，演进，
爱的火焰在两人心里点燃。

爱，其次是浪漫。在家茵家里，当两人终于互相表白，明了
对方心迹后，家茵给宗豫削梨，宗豫坐在她的对面，一次又
一次地叫“家茵”;而家茵呢?却只会在宗豫离开后悄悄地叫
几声“宗豫”。两人互叫对方名字的过程，何其浪漫。彼此
的情与爱，在宗豫当面一次次深情呼唤、家茵暗地悄悄轻声
细语的浪漫里，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看了，一叹再叹。

爱，在张爱玲这里，是唯美的，也是克制甚至“洁”制的。
虽然没看过小说《色戒》，但我可以肯定，张爱玲《色戒》
的叙述肯定“洁”于李安《色戒》的表演。《多少恨》里的
爱，没有一次拥抱，一次亲吻，甚至连手也没拉过，更别说
李安设计的那些玩意了。爱，在张爱玲这里，也是弱小的，
特别是当爱遭遇强大到几乎覆盖一切的生活时，就更是弱小
得如暴风雪中小草的生命一样，随时都可能夭折。

在这三种强大的生活之外，虽然有小蛮童稚天真的生活，有
宗麟与秀娟合谐娟秀的生活，但张爱玲的用意却再明显不过：
这些生活，无一例外地排斥家茵与宗豫的爱。张爱玲笔下的
生活，与她笔下的爱截然相反，是卑劣、龉龊、下作甚至丑
恶的。唯美纯粹的爱，与这样的生活发生冲突，谁胜谁负，
一读便知。



在这些生活面前，家茵只有一个办法：“哭”。哭，这种主
动示弱的行为，被张爱玲借来表达家茵的爱遭遇生活时的弱
小。而宗豫呢，在生活面前对自己的爱虽然也许充满了信心，
但当家茵选择离开时，他只好“简截的说：‘好，那
么——’立刻出去了”。

一段美好的爱，在强大的生活面前悄无声息地死亡了。

爱，是美好的;而生活，是无情的。爱，虽然是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但爱终究不是生活，生活也不只是爱，它们之间
有着许多矛盾，许多冲突。张爱玲想告诉我们的，也许是：
美好的爱，一旦遭遇世俗的生活，就会与她和胡兰成的爱一
样，面目全非，不可收拾。于是，她将这篇小说取名为《多
少恨》。因为，爱与恨，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只是无法与
生活相提并论的细微情绪。爱，在恨中;恨，亦在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