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之恋的读后感(实用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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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
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
个大都市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
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结
尾。在我看来，《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
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
剧。

倾城之恋800字读后感(四)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二

因为陈树所以期待着倾城之恋。想来想去也只有陈树是那个
白流苏，因为她穿着旗袍的样子实在是很上海，很女人。

又因为看了倾城之恋的开始，所以迫不及待的到网上去看了
全部，并且反反复复的看，以致于耽误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本
业。

很惭愧，一直很拒绝去读民国时期的作品，以至于直到现在
都不曾读过张恨水也很少去读张爱玲，大概是从小在电影里



电视里感受到的那个时代实在是太灰暗太凌乱，总是觉得生
活在那个时代实在是太挣扎，太辛苦，太艰难，太抑郁。

因为看了全部，所以又急忙去读了原著，发现我认为电视里
拍得很唯美的部分竟然都是原著的东西，虽然原著里的男女
是自私的情感，而电视剧升华成了爱情，但我以为，真的很
美，原著很美，因为结局，改编也很美，因为过程。

发现张爱玲是有梦的，不管怎样，也应是期待着爱的，虽然
现实是那样残酷。后来，真的很担心改编的电视局把原著的
结尾也改了，至少从前面的感觉应是悲剧一场，看到结尾时，
长舒一口气，其实那已不是张爱玲的作品了，是邹静之的，
是现代的。

编剧是现实的，在改编的作品里，处处体现了现实，现实得
压抑，现实得残酷，现实得可怕，但我仍然愿意接受这么现
实的改编，因为改编让人物更加丰满，更加立体，更加冲突，
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看得出，编剧是佩服女性的，因为丝毫感觉不到那个时代作
为女性的无助和悲惨，电视剧里的女性都很强势，很有主见，
甚至是男性的主宰。

我们要忘记原著才能看这部作品，要不然会有很多张迷表达
强烈的不满，其实它真的是部好剧，有所有我们现实的元素，
男人英俊且富有，对爱情执着又体贴，女人温婉且智慧，美
丽也书香，至于前面的铺垫，完全可以不在意，因为那是编
剧为了经济利益必须要有的扩充，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还
能看到对爱情这么严肃这么执着这么单纯的作品也实属不易。

倾城之恋800字读后感(五)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三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结
尾。在我看来，《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
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
剧。

白流苏，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在那个暧昧的时代和同样暧昧
的旧上海，离婚是要受道德谴责的。而白公馆无疑属于守旧
的那一派，“他们家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
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离了婚的
白流苏，少不了受家人的指戳。一应钱财盘剥净尽之后，她
的存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多余。她的出路，除了另一个男人的
怀抱以外，恐怕再无其他了。

范柳原，一个海外归来的浪子，本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摇。
加上生活的纸醉金迷，便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爱
情和婚姻原是他不相信，也不敢指望的。但他内心深处是渴
望安稳的。

爱情总是发生在自私的男人和自私的女人之间。就这样，两
个各怀鬼胎的人遇到一处，展开了一场相互试探的爱情攻防
战。白流苏的目的显而易见，她希望他能承诺她一纸婚姻。
一个男人。而柳指望的是那个安稳于是两人各自为了捍卫那
一点自由或者追逐物质上的算计，相互不妥协。当终于有一
天，精神上追求再寻不到现实的依托时，两个人方始彼此亲
近。

在连续的试探之后，流苏没有寻到半点进展，可见她不惜为
争取婚姻冒了极大的险。此时，心迹更是表露无疑，思忖再
寻个职业，也怕自贬了身价，被柳原瞧不起，“否则他更有
了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权衡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得
忍些时”。这是在和自己打赌。她并不见得有多大胜算的把
握。如果柳原还再来找她，就算赢了一步，这是她此时的底



线。果然，过了些时日，香港来了电报。她心里自然安定了
许多，也将自己放开了些，同他上了床，虽然不见得是主动，
但也并没有拒绝。然而，此时，“他们还是两个不相干的人，
两个世界的人”。

人说“若能以婚姻的形式接受一个女人，心里必定会沉潜下
来很多东西”，也许这就是白流苏期翼的那一点点“真”。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只是一个生长在大家庭中平凡到不
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离了婚，在一个特定的机会下结识了范
柳原。我一直很喜欢这段话：“在日常世界里，他们间存在
一场征服的战争，他们内心明争暗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
假的?她只喜欢他用更优厚的条件前来议和。但是在这个不可
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因，什么果?谁知道呢，也许就
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也许流苏是幸运的，
一场陷落让她等到了一个男人，一段婚姻。然而这终究是偶
然的，正如张爱玲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
满的收场。”一个女人，把命运当作赌注，想来没有什么比
这更可悲的了。

倾城之恋800字读后感(三)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四

伸出我的手，触碰她那侵骨苍凉，藏匿在一座城市倾覆之际
所成全的红尘之爱中的《倾城之恋》。

——题记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
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
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



样的选择。是不是只有在那样的一种无奈的情况下，白流苏
与范柳原的爱情才有她们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呢?这种相依相偎
是不是又是真正的爱情呢?也许爱情在他们之间，更像一场游
戏，两个人的交易。

旧社会暧昧的姻红的天空下，流苏是坚强的，在压抑，畸形
扭曲的生活环境中，她选择出逃，与丈夫的离婚，她顶着众
人的唾弃，承受着被亲人当作耻辱的典范，这是她的勇气。

可同时，在经济上，她依然是柔弱的女子。逃离的方式是再
次寻找男人来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地，这个时候，她想随便找
个能依靠的肩膀，可以让自己有个归宿。所以，当范柳原出
现的时候，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对范的情感，究竟属于哪一种。
她小心翼翼地和范周旋，她只是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答案。
范柳原是看清了白流苏的，他看到她心底萌发的真情被现实
的利益压抑着，压得白流苏喘不过气来。如他所说，婚姻只
是个形式，他不会和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结婚，他在等着白流
苏放下一切功利心放松地爱上自己。

于是她妥协了，也必须妥协。现实与幻想间的矛盾，不得不
让她学会算计，她那份简单，真挚的情感也无奈的徘徊在金
钱，猜忌，疑虑，虚荣之上了。但这又怎能怪得了她，他跟
他的目的还是经济上的安全。而柳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青
年时期不愉快的回忆只是性格乖僻，无意于家庭，对于爱情，
更是无法驾驭。或者也许，他曾把她当作那些之中的一个，
新鲜过后，一拍两散，责任不需要，爱情也只是调和剂。流
苏自然也明白，“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
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她知道柳原，也知道是这场城市的劫难
才成全了他们。

也许，是一场战争成全了他们，一个城市的倾覆，成全了他
们的爱情。没错，战争是残缺的，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圆
满”。



之前的他们，没有承诺，只有敷衍。之后的他们，没有猜忌，
只有爱恋。是的，一座城市的倾覆让彼此放下了金钱，猜忌，
虚荣。战争让人变得真实，死亡下，时间稍纵即逝，唯有抓
紧身旁气息尚存的他，才是那是应该做的。

倾城之恋800字读后感(六)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五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
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
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
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
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
踢到桌子底下去”。

——《倾城之恋》

这是在这篇文章甚至说在张爱玲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
句话，仿佛有无尽的宿命在里面，是不是只有在这样的一种
无奈的情况下，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才有她们的安身立命
的地方呢?这种相依相偎是不是又是真正的爱情呢?也许爱情
在他们之间，更像一场游戏，两个人的交易。

青年时期同样有着一段不愉快回忆的他性格怪癖，无意于家
庭。对于爱情他根本无法驾驭，无法给予对方承诺和信心。
也许或者说一定，他曾经只是把流苏看作是那很多个里面的
一个，新鲜过后，各拍两散，责任不需要，爱情只是调剂，
而流苏也自然知道这一点，“炸死了你，党建工作总结我的
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流苏的心中，
自然是知道柳原的，她也明白只有这场关于这个城市的劫难
才成全了她们。战争带来的是残缺，可为流苏和柳原带来的



却是一场“圆满”。偶然的倾城，让他们抛却了所有，让他
们从捉迷藏式的精明走到冲破一切的结合——流苏得了名份，
辞职信范文柳原也甘愿担起了责任。战争让人变得真实。死
亡下，忽然感觉瞬间的变化即是烟消云散、阴阳相隔，容不
得你有半点犹疑，因为生死只在顷刻，金钱、权利、美色等
等都不重要了，能抓住的只有现在，只有身边尚存气息的
他(她)。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
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
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
样的选择。

范柳原到最后一刻也还是清醒的，“现在你可该相信
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做得了主?……”一个善于低
头的女人，也许终会成为一个安分的妻。让他在劳累和放纵
之余有一个去处。男人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人。

喜欢小说中的一段话：“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
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
一颗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
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
只有横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得干净爽
利。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
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倾城之恋800字读后感(七)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六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



巴，来看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倾城之恋读后感内容：

流苏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在压抑，畸形的生活环境里，选择
了出逃。

她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这是她的勇气。

可同时，她始终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离的
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于是她必须妥
协。

现实与性格间的矛盾，让她不得不学会算计。

不幸的命运让她学会保护自己，却又让她这份简单、真挚的
情感徘徊在疑虑、猜忌、金钱、责任、虚荣之上了。

但这又怎能怪她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给了她美妙的刺激，
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

说到柳原，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青年时期同样有着一段不愉
快回忆的他性格怪癖，无意于家庭。

对于爱情他根本无法驾驭，无法给予对方承诺和信心。

也许或者说一定，他曾经只是把流苏看作是那很多个里面的
一个，新鲜过后，各拍两散，责任不需要，爱情只是调剂，
而流苏也自然知道这一点，“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

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流苏的心中，自然是知道柳
原的，她也明白只有这场关于这个城市的劫难才成全了她们。

战争带来的是残缺，可为流苏和柳原带来的却是一嘲圆满”。

偶然的倾城，让他们抛却了所有，让他们从捉迷藏式的精明
走到冲破一切的结合——流苏得了名份，柳原也甘愿担起了



责任。

战争让人变得真实。

死亡下，忽然感觉瞬间的变化即是烟消云散、阴阳相隔，容
不得你有半点犹疑，因为生死只在顷刻，金钱、权利、美色
等等都不重要了，能抓住的只有现在，只有身边尚存气息的他
(她)。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
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样的选择。

范柳原到最后一刻也还是清醒的，“现在你可该相信
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做得了主……”一个善于低
头的女人，也许终会成为一个安分的妻。

让他在劳累和放纵之余有一个去处。

男人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人。

喜欢小说中的一段话：“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
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

一颗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他。

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

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横了心求死。

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得干净爽利。



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

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两个人之间那一丝丝的温情，在一瞬间，让时间成为永恒。

这一刻交织的'情感该是幸福存在的道理吧。

如果这可以叫爱情，那么就算是吧。

可我更觉得这是一种悲凉。

假如没有战争，两人将依然活在自己背负的壳中慢慢前行，
谁也不会为对方付出真心。

他们会按自定的生活轨迹走下去，看似丰盛，却是苍白悲哀。

初读时，总觉得悲剧是女人的。

现在方觉得，悲剧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

一个大变故改变了一切，但如果是为了成就这样一段恋情，
代价未免太大了，而且这样的偶然性几近为零。

这样的爱情，或许只能童话中存在。

而现在的社会对于文学的美感似乎不太去重视，让我觉得其
实在看一些教条式的书籍后，应该也要再回味一下中国文学
之美。

虽然，这是属于白话式的小说，但不可否认，张爱玲在人性
上细腻与别出心裁的刻画与时代意义有其可读性，否则也不
会造成一股风潮及许多人潜心的研究。

从大学时期我就爱看张爱玲的书，并偶尔会回味一下，她的



作品对我的确是造成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对文学的欣赏与
感动方面，而她对于人性(尤其是对女性)的深入分析，在当
时也带给我不少的冲击。

那时候很多中国地区陷入战争的局面，可是上海没有，这时
候的张爱玲就是在上海，远离这种战局，也让她有机会去回
顾中国社会的父权真相，更使她有机会可以暂时避开父权的
支配，那倾城之恋就是在这种恍如切断心理的状态下酿造产
生的。

白流苏便抢走了原先要介绍给妹妹的范柳原，后来两人在一
起，可是他们对爱情抱持着不同的看法，在没有继续下去的
动力时，因为战争踏上婚姻这条路。

关于这篇文章有几个部份我先讲一下：像白公馆代表的是旧
日的一切，包括生活方式。

像书一开始就有提到像他们的时钟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
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种很守旧、很旧日的。

跟当时的中国其实是很像的!另外，张爱玲在描写男女感情是
很含蓄美感的，和现在的文学所描写的是差异很大的，例如
像在描写范柳原的动心时。

从三奶奶讲的话可以看的出来：「三奶奶叹了口气道：『跳
了一次说是敷衍人家的面子，还跳第二次第三次!』」从这句
话可以看出说范柳原对白流苏有一见钟情的感觉，我跟妳跳
了一次舞还会想跟妳跳第二次第三次，就表示我对妳其实是
有感觉的。

这种写法多么的含蓄，一个「爱」字都没有提到，可是，从
一些事件的叙述却可以描写出人心中感情最细腻的部份，真
的是很令人佩服!



1.倾城之恋读后感

2.《倾城之恋》读后感

3.《倾城之恋》读后感范文

4.倾城之恋读后感600

5.倾城之恋读后感作文

7.《倾城之恋》观后感

8.张爱玲经典语录倾城之恋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七

张爱玲，这一廓在我心中没有多少月光的月亮，读她的作品，
就如在原本漆黑的夜里更品其平添的一份凄凉。

她在苍凉的基调中刻画一个个悲哀的女性。然后她极度不
满“过渡阶段新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于是，基于对文化
败落命运的思考，把笔下的女性推向绝望。别人评价她做为
一个职业女性，思想尚停留在“旧制度”间，认为结婚找个
安乐窝比在社会上打拼更适合女性。而我认为，是当时的社
会逼她产生无奈的思想，于是，她逼笔下的女主角一个一个
看似自愿其实无可奈何得往火坑里跳。

很多人以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想依靠范柳原的婚姻关联
摆脱白公馆的时刻。甚至有些人取笑白的弥顽不灵。在我看
来，她是迫不得已的，她除此出路外无从选取。

白流苏已经结过一次婚，已经从白公馆逃出过一次。张虽然
没有直接描述白与前夫的生活状况，但从众人口中旁敲侧击。



当得知前夫逝世时，大家劝她回去，白先是淡淡道：“离过
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三爷劝
说：“六妹，话不是这么说。他当初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们全知道……”从着里能够看出，白在前夫家是不幸的，
这中不幸不仅仅仅自己感受到，而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三爷的另一段话中加以追究：“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
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
样貌，心有不忍……”中更证实了所谓的婚姻安乐窝实际上
鸡犬不宁。我们暂且不追究白在夫家为人处事如何，从“她
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
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能够看出前夫的品性恶劣。
那么，这段婚姻的失败不是不幸，而是脱离虎口。回娘家也
是理所当然的依靠。但亲人并没有给她多少安慰，甚至把她
当作耻辱的典范，把她捻出去都嫌浪费工夫。文中道：“白
公馆里对于流苏的再嫁，根本就拿它当一个笑话，只是为了
要打发她出门，没奈何，只索不闻不问，由着徐太太闹
去。”可见，她在娘家中已经丝毫没有地位，这些情人比陌
生人还要可怕。女生最苦莫过于在外面受了伤害投靠最亲的
人却遭到抛弃，而且把她当作笑料。其实娘家人也有苦恼：
既想着把她轰出去，又苦于没地方着落。好在，然后现了性
格怪癖的范柳原。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八

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故事发展得似乎合情合理却又让人摸不着
头脑，总觉得他们的相爱还是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白流
苏毕竟只是那个年代一个落魄大家族中离过婚的女人，虽然
她还依然年轻也美丽，也许是她的骄傲吧！

谁都不会甘心在别人的冷落和不屑态度下活过这一生。她自
己也是一个聪慧的人，她有勇气去赌，也许是她自己也想逃
离那个复杂的大家庭。她去了香港，她知道那里有范柳原在
等着她，所有的故事又重新展开，他们的感情是谁开的头谁



也说不清楚。可是有人说要爱情是女人的事，可能是这样的
吧！可是范柳原却是很真诚的在维护这段感情，虽然白流苏
也会患得患失，可这是女人的通性，并不太影响她对范柳原
的期待和感情。因为爱情本来就是相互的。

在危难的时候也许才最能见真情吧！毕竟空难来袭的时候范
柳原还冒着风险去接白流苏，他本来可以离开这座危机四伏
的城市，那时或更早以前他便已经把白流苏当作家人了吧。
他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他没有得到属于他的来自己
父母的爱，他也许是想从白流苏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吧！
最后也是很特别的，也许这就是张爱玲的特色了，她并没有
说清楚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在一起走到白头之类的。这也许是
不太可能的。她只说那次相依为命的共同经历足够维持白流
苏和范柳原再爱十几年，十几年后的他们会是怎么样的，谁
也不知道。谁也不能保证在那十几年里他们是磨平所有棱角，
把爱在时光里渐渐醇厚的沉淀还是针锋相对导致半点爱也不
剩了，可能性很多，我们也分不清爱。

倾城之恋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却是在讲述一段不美丽的爱情，
无不体现着真正的悲伤，张爱玲文字悲凉的背后，看见的是
心疼。

越是清醒，越让人心疼。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九

张爱玲，这一廓在我心中没有多少月光的月亮，读他的作品，
就如在原本漆黑的夜里更品其平添的一份凄凉。

他在苍凉的基调中刻画一个个悲哀的女性。他极度不满“过
渡阶段新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于是，基于对文化败落命
运的思考，把笔下的女性推向绝望。别人评价他做为一个职
业女性，思想尚停留在“旧制度”间，认为结婚找个安乐窝
比在社会上打拼更适合女性。而我认为，是当时的社会逼他



产生无奈的思想，于是，他逼笔下的女主角一个一个看似自
愿其实无可奈何得往火坑里跳。

很多人以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想依靠范柳原的婚姻关联
摆脱白公馆的时刻。甚至有些人取笑白的弥顽不灵。在我看
来，他是迫不得已的，他除此出路外无从选取。

白流苏已经结过一次婚，已经从白公馆逃出过一次。张虽然
没有直接描述白与前夫的生活状况，但从众人口中旁敲侧击。
当得知前夫逝世时，大家劝他回去，白先是淡淡道：“离过
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三爷劝
说：“六妹，话不是这么说。他当初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们全知道……”从着里能够看出，白在前夫家是不幸的，
这中不幸不仅仅仅自己感受到，而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三爷的另一段话中加以追究：“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
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
样貌，心有不忍……”中更证实了所谓的婚姻安乐窝实际上
鸡犬不宁。我们暂且不追究白在夫家为人处事如何，从“他
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
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能够看出前夫的品性恶劣。
那么，这段婚姻的失败不是不幸，而是脱离虎口。回娘家也
是理所当然的依靠。但亲人并没有给他多少安慰，甚至把他
当作耻辱的典范，把他捻出去都嫌浪费工夫。文中道：“白
公馆里对于流苏的再嫁，根本就拿它当一个笑话，只是为了
要打发他出门，没奈何，只索不闻不问，由着徐太太闹
去。”可见，他在娘家中已经丝毫没有地位，这些情人比陌
生人还要可怕。女生最苦莫过于在外面受了伤害投靠最亲的
人却遭到抛弃，而且把他当作笑料。其实娘家人也有苦恼：
既想着把他轰出去，又苦于没地方着落。好在，出现了性格
怪癖的范柳原。



冬之恋的读后感篇十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
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
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
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
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
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倾城之恋》

这是在读过整篇文章后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的话，仿佛寥寥几
字便浓缩了无尽的宿命在里面，是不是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无
奈下，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才能开花结果呢?这种相依相偎
的爱情真实度又有多少?也许爱情在他们之间更像一场游戏，
一场属于两个人的交易。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外，都是以悲剧来落
幕的。《倾城之恋》似是成全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可
那却是一段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悲凉的婚姻，是比悲剧
更像悲剧。在那样的爱情故事里，没有一个女人是因为灵魂
美而被爱的。

白流苏，一个坚强的女子。在压抑的生活环境里，她毅然选
择出逃。她顶着众人的唾骂与鄙夷跟前夫离婚，这是她有的
勇气。但她终究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她的勇
气没有支撑她独自养活自己，于是她只能依靠男人来寻找自
己的栖息之地，这也决定了她必须向范柳原妥协。现实与性
格间的矛盾，让她不得不学会算计。不幸的命运让她学会了
保护自己，却又让她将疑虑、猜忌、金钱、责任、虚荣等一
切世俗之物冠于这份简单真挚的感情之上。但这又能怪谁呢?
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给了她美妙的刺激，但她跟他的目的
终是经济上的安全。而柳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过去的不幸让



他无意于家庭，他无法驾驭爱情，无法给予对方承诺和信心。
我想，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柳原只是把流苏看做众多女
人里的一个，新鲜劲儿一过便可一拍两散了。流苏自然是知
道这一点的，“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
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流苏一直都明白是这场关于这个城市的
劫难成全了他们。战争带来的是残缺，可是它却为流苏和柳
原带来了“圆满”。偶然的倾城，让他们放下了所有，走到
了一起。战争让人变得真实。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
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
方容得下一堆平凡的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来是
这样无奈的选择。

初读时，总觉得悲剧是女人的。现在方觉得，悲剧是女人的，
也是男人的。

一个大变故改变了一切，但如果仅为了成就这样的一段恋情，
代价未免也太大了，而且这样的偶然性近乎为零。这样的爱
情，或许只能存在于童话中，一个有着“完美”结局但却透
满悲凉的成人童话。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
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
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
注，远赴香江，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
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
似是博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
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在生死交关时，两人才得以
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

这篇小说以日军毁城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平凡又不平凡的感
情故事。白流苏与范柳原本并非真心相爱，很像一场赌局，
或者一场比赛，看谁赢谁输。这样的背景注定了它的与众不



同，因此它不平凡。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背景又注定了这样
的结局，因此它又是平凡的，书中的文字是充满苦涩的，它
充分体现了那个社会时期的痛苦与无奈，这场废墟中的爱情，
正如它的题目《倾城之恋》，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因此
这场爱情充满了无奈，人在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又毫无生活
希望时往往会作出无奈的选择。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通过白流苏的命运轨迹清楚地告诉
了我们女性特殊的生存状况——女性以美色作为人生最大的
资本去谋求自己的生活，去满足自己生活的种种欲望。两人
一拍即合，似乎是“一见钟情”，但在这一见钟情的背后隐
藏着另一个事实——范柳原对白流苏是有一点爱意的，但这
点爱意并不足以让玩世不恭的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范柳原
只想让白流苏成为自己的情人，而白流苏需要的也不是范柳
原永世不变的爱情，她需要的只是一纸婚契。她知道爱情不
能天长地久，而婚姻可以提供她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她只想
生存，生存地好一点。于是在缠绵的情话营造的虚幻氛围中，
两人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争，就像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太
平洋战争一样。他们各自设立了精妙的陷阱：范柳原设置的
是金钱的陷阱，白流苏设置的是美色的陷阱，两人都期待能
获猎对方，这场“爱情故事”也就演变成了一场金钱与美色
的搏羿。很显然，白流苏输了。但是她最终还是变成了范柳
原的太太，而不是情人。是战争成全了她。

这是一个浓重的悲剧，那个时代的女人依赖男人而活，不得
不出卖美色。张爱玲以她犀利的笔调揭示了这样的现实，给
人们莫大的启示。这也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古今中外多少文
人都是这样用他们的笔给予这个社会警告，敲醒人们，这是
世界的荣誉与财产，也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

多读书吧!让我们在感恩中成长，在对文人们的感恩中成长。

这两天花了点时间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前没留意中
国的文学，一直比较多的关注外国的文学。



《倾城之恋》里面描述了流苏和范柳原的一段爱情故事，一
直影响最深刻的爱情故事是《傲慢与偏见》。

中国式的爱情是否和外国不同呢?毕竟中国的一些观念和以前，
特别是外国的以前不同。

我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故事不长，但话里往往有话。

古典爱情，重视结果;现代爱情，重视过程

两者有正反面。古代爱情是一种执着的追求，追求平淡;现代
爱情没有父母过多的干涉。古典爱情，需要门当户对为前提;
现代爱情来匆匆去匆匆，留不住人们长久凝视的眼光。

即使爱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但不要认为我们就必
须按照规则办。为了区别，两种观念放大了其中的的区
别。(中西方也有区别)

《倾城之恋》放大了其中的一些影响。面包与爱情?面包往往
在现代生活中不需要过分重视，反而现代生活中的人却过分
重视面包。

《倾城之恋》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强调的是爱情，后半部分强
调面包。辩证的分析两者的关系。

我们在过程中的时候全心体验过程，以最终结果为目的，那
大概是古典爱情和现代爱情的圆融结合。

精神爱恋，注重的是结果;现实爱恋，偏重的是过程。

如果现代爱情是感情快餐，吃完就走，这样的感情是不负责
任的。虽然人生是个试错排错的过程，但是一旦认定了一种
关系，就拥有这个关系带来的愉悦。生活不仅是由正面组成，
认识它的反面是应该的。不难发现，在范柳原在三次打电话



给流苏后，流苏已经爱上了范柳原。流苏也知道范柳原的爱
是精神爱恋，需要的是肯定的是范柳原是一个有承担的
人。(似乎范柳原有风流史)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些手段递进的。比如说话技巧，心
理琢磨。感情是否需要这些额外的因素来组建?虽然我认为不
需要，并且觉得这是虚华。而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手段
成了必须品。

最后，他们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战火之后。他们在战火
之后把对方看做是唯一。我很疑惑，如果没有战火的发生，
那么这段感情是否有变淡的可能性。如果变淡的，他们的轨
迹就发会有很大的不同。

用事情来证明一段感情，是一个说服自己的借口么?流苏是
的——我这么认为。要知道一个人的有没有肩负，是否一定
需要一些手段，或者说一些事情?也许在我的意识里，太多童
话或者片面。我认为最直白的沟通，是最好的方法。 感情，
亲情、友情、爱情等等。感情的存在不需要证明，因为感情
不是一门充满理性的学科。

我读完了《倾城之恋》。“传奇里的爱情大抵如此”是否总
结了整文?人们之间的感情加入了非常多的其它成分，最终也
不过回归到最简单的感情。 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倾
国倾城的情况，感情依然存在。 还是那句话：绚丽归于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