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精选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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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一

也许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气太大，也许是这部小说太长，厚
厚的一本，几次拿起又都放回去。从书的名字上就能知道这
是有关于一部女士的小说，猜测自然是关于爱情的故事。

这种题材的小说，古今中外很多。作为中国人熟悉我们的国
家，但能否从大师的名著中熟悉一下外国的情况呢？读完后，
大家对女主人公安娜的褒贬不一。我小时候看电影，总会问
大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孩子的眼里，人，
非好即坏。我们长大后，换了看法去认识人，现在就能区分
出真假？“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开篇的一句话。多么经典的话。家庭虽小，这个在人类社会
中最小的“组织”，爱将我们聚集一个屋檐下。但当出现裂
痕，漠视、侮辱却将原本幸福的家拆散。通过阅读，我对安
娜的认识加深。开始安娜的出现是“救火员”，挽救哥哥的
家庭危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善良的好人!”但就是这样的一
位贤妻良母，遇到伏伦斯基，他慷慨救助落难的人，是不是
安娜为此留下了好的印象？感情这种复杂的东西不好说。环
境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压抑的家庭，安娜的丈夫只顾得向上
追求个人的仕途，从年龄上有差异，性格上也差别很大。他
们的夫妻之间却是毫无感情可言。伏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安娜，
就为她的美丽，她的举止高雅深深吸引。抛弃对吉蒂的追求，
专注与安娜。两个人有着共同的话题，安娜被父母包办的婚
姻，在此时浪漫的追求下，她平静的心就开始起伏。到两个
人走到一起，到此，我对安娜的印象还不错，是一个敢爱敢



恨的人。作者对平常的家庭生活描写很到位，很成功，除了
安娜，还有陶丽，一个丈夫有外遇，普通女性在这种情况下
的痛苦，为了孩子，重新与丈夫和好。有吉蒂，一个单纯的
女孩，在伏伦斯基和列文之间，不知道选择谁好，虚荣心使
得她爱慕虚荣，不愿意接受心地善良、从乡下来的列文。期
望收获美丽的爱情，却因为伏伦斯基移情安娜，被抛弃。这
些人之间除了亲情，有爱情，有友情。爱与矛盾并存。伏伦
斯基与安娜，尤其安娜的所作所为不为上流社会接受，成为
众矢之的。安娜的丈夫卡列文知道安娜的出轨，先自欺欺人，
后无比痛苦，他先考虑这件事对自己的地位的影响。他以儿
子要挟安娜，以为这样就会留住安娜，保住面子。极端的做
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加剧了矛盾。

卡列文的做法，当今社会许多不幸的家庭，也多是如此。没
有孩子倒也罢了，但有了孩子，这类矛盾的解决，有多少人
顾及对孩子的影响？安娜开始就不舍得孩子，不愿意丈夫的
离婚条件。矛盾不解决，就只能加深，安娜与伏伦斯基逃离。
为了幸福地长相守，安娜最后只能放弃自己亲爱的孩子，想
离婚。但此时的卡列文却被别人挑唆，坚决不同意离婚。悲
剧就此在向深渊滑去。安娜原来打算去乡下，逃离原来的生
活，可现在的情人伏伦斯基却依旧迷恋上流社会。安娜为此
也曾经努力，想回到上流社会，但此时却被别人唾弃，被别
人侮辱。她只能蜗居在家里，独自忍受寂寞、孤独带来的打
击。她现在没有了一切。而伏伦斯基依旧像以往一样，活跃
在上流社会，出入俱乐部、赛马、喝酒与朋友聚会，两个人
之间的矛盾在加深。尤其安娜的猜忌让她的心开始扭曲。我
开始不喜欢此时的安娜，她的变坏，让我痛心：勾引列文，
刺激吉蒂，尖酸刻薄的话，预示着不幸的到来！所以我对安
娜此时的做法，感觉到她变得讨厌起来。对伏伦斯基的猜疑，
争吵，已经让她“精神错乱”，时时刻刻想到自杀。她不去
弄清楚事情真相，卧轨自杀，我想到在安娜与伏伦斯基初次
见面的火车站，那时就遇到一个人被火车*死，此时安娜卧轨。
难道这是命运？再看看同样为命运困扰的列文，他在不断思
考中成熟。婚前甚至怀疑吉蒂是否真的爱自己，婚后繁琐的



家务让他感觉丧失自由。

一场暴风雨，他担心自己的孩子，从心底涌出的伟大的爱，
让他找到了自己思考的答案。爱是这部长篇小说所要表达的
主题，安娜追求的梦被火车碾碎。伏伦斯基后悔晚矣。他曾
经那么的爱着安娜，得到幸福后，他没有与安娜交流，没有
考虑安娜精神世界的需要。尤其在矛盾刚出现时，为什么不
想办法去解决？小矛盾变成大矛盾。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这
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发生。为钱的有之；为情的
有之；为性格差异的有之；但离婚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
真正离婚后，这些人就能找到幸福？过去永远无法忘记，带
着压力的生活，像玻璃一样易碎。所以，我们若能像作品塑
造的列文，过普通人的生活真好!真真实实的幸福，才是最幸
福。安娜没想明白的问题，我们从列文身上学会了。“幸福
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大师精辟的话，
警示着我们。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二

安娜和伏伦斯基的故事开始于火车站，也结束于火车站。看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的时候，我一直对安娜太苛刻了，我的潜
意识控制着我，让我对安娜产生了巨大的偏见。我虽然自诩
自身是思想先进的维护女性权益的人，但内心还是有很多思
想的枷锁。对于奥勃朗斯基，我选择了沉默的原谅。原文中
的大多数人，甚至跟陶丽关系比较好的人，都暗暗帮奥勃朗
斯基。这是我们对女性的偏见和对男性的包容。原文中的卡
列宁我觉得也没那讨厌，他虽然世故，但还是比较成熟，他
在事情发生后，是维护过安娜的。但最后他对安娜的爱还是
变冷淡了。安娜为了挽回他，一直在做爱情的游戏，很卑微。
关于安娜，我觉得她真的'太勇敢了，勇敢地追求了爱情，勇
敢地面对那些憎恨她的人。

我看前半部分的时候，老感觉伏伦斯基不爱安娜，但到后面
发现伏伦斯基也是爱安娜在乎安娜的。安娜被整个上流社交



界孤立，别人出轨都没有这么大的惩罚，可能是她的嫉妒来
自于得不到她的异性和比不上她的同性。我也嫉妒安娜，我
嫉妒她的勇敢，哪怕她知道她会遭受那大的舆论压力，但她
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

可是她终是不敌，最后她的死与其说是没有安全感，不如说
她只有伏伦斯基了，失去他她就一无所有了。因此她才会那
没有安全感。总的来说，她是个很勇敢的人。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三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安娜用自己的生诠释了这句话。

《安娜。卡列尼娜》讲述贵族妇女安娜有着令人着迷的美貌
和深刻丰富的精神世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
家庭却各有千秋。”作为政府高官卡列宁的妻子，安娜过着
世俗眼中的幸福生活。可卡列宁和安娜之间没有爱情，这在
现在看来无疑是不幸的。但在当时的欧洲贵族阶层，很多婚
姻都是这样，真正的爱情只会被耻笑和鄙夷。安娜不想安于
现状，她蔑视与卡列宁的婚姻桎梏，并爱上了志趣相投的英
俊青年贵族——渥伦斯基。安娜毫无顾忌地追求爱情、自由
和幸福，但她不受理性约束的行为，也使自己陷入纵欲的感
性误区，从而付出惨重代价。

渥伦斯基虽然也爱着安娜，但在他的世界里安娜只是他的部
分。他的职业和社交让他回归现实，让他无法面对安娜的感
情。当安娜意识到渥伦斯基的怯懦自私后，自己的世界也跟
着破碎了。安娜认识到爱情和生命的无望，最终选择了惨烈
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卧轨自杀。

安娜为什么会卧轨自杀？

在当时的社会，贵族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渴求，无法与
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相抗衡，更无力承受来自传统的封建道



德制度的致命打击。安娜的生机勃勃与当时社会的死气沉沉
不相符合。这是形成安娜悲剧的原因之。

梁实秋说过：“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即往不得，转
为烦恼。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
赋予她生机的是爱情，置她于死地的也是爱情。她的死有社
会原因，但重要的是自身原因：爱情至上主义。安娜对感情
要求过多，也是形成她悲剧的大原因。

安娜自身性格的局限也是造成悲剧的大因素。“作为柳里克
皇室的后裔安娜拥有与生俱来的地位和尊严，贵族血统所带
来的种。种特权和优越的地位，使安娜从小就体验到了高高
在上，君临切的威严，而天赋的美丽又使她处处受到人们的
青睐。”安娜的偏执与任性，无疑都带有毁灭性的力量。

她像只扑向爱情之火的飞蛾，任性、可怜，又有种决绝和潇
洒，只求灿然的刻！

这个世界从来只有更美，而没有最美。而靠近完美的那刻，
就是最容易走向相反的时刻。始终靠幻想活着的人终会有幻
灭的天。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四

爱情是稀缺品，真正的爱情值得被尊重

安娜天生丽质、光艳夺人而且纯真、诚实、善良、聪慧，还
拥有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她美得那么有气场，你
可以努力着不去看她，就好像她是耀眼太阳会刺眼睛。但是，
就像太阳，你不需要去看都能感到她的存在。

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呢，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情趣，用安娜的话
他是一个“完全醉心于功名”的人物，他“沽名钓誉，飞黄
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全部的‘货色’，‘他不是人，他是



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

安娜厌恶卡列宁，看他那两只硕大的耳朵怎么也不顺眼，听
他扳手指指关节发出的咯咯响声就觉得恶心。他们之间只是
搭伙过日子，没有真正的交流。

而安娜的情人，渥伦斯基，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子，有着一副
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断的面孔，年轻英俊而风流倜
傥，他浑身散发着青春荷尔蒙的味道。

当安娜和渥伦斯基第一次见面，就被他俘虏了。爱情的第一
眼就是千里眼。

好比贾宝玉第一次看到林黛玉时说得那样：我好像在哪里见
过你；好比仓央嘉措的“不负如来不负卿”；好比张爱玲
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好比王小波
的“和你在一起就只知道有你了”。

爱是眩目的强光，不论是由灵魂还是情欲点燃，它照亮一切，
令人温暖且目盲。

于是，安娜冲破世俗的藩篱，抛下一切与抛弃事业、抛弃欢
场的渥伦斯基在一起了。在国外，他们体验到了短暂的“不
可原谅的幸福”。

人们喜欢安娜，很大程度是喜欢她的真性情，喜欢她对爱情
的真挚态度。她不像当时社会中很多妇女一样：一方面和丈
夫过着虚伪的生活，一方面偷偷地和情人进行着地下情。安
娜的丈夫卡列宁，他也只要求安娜不要在公共场合让家庭蒙
羞，其他的她想干啥就干啥。但她活得坦诚，不愿在两个男
人之间周旋，她只要爱情。用两个字形容她：不作。

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安娜的真诚更显可贵。毕竟
大多数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在真假难辨的感情纠纷中，



带着面具生活，纷纷迷失了自己。

婚外恋，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在认识渥伦斯基之前，安娜虽不是过得幸福快乐，但至少也
平静、安宁地陪伴着8岁的儿子。在认识渥伦斯基之后，一切
全变了。

一方面安娜背负了巨大的精神枷锁。她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
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背弃丈夫，抛弃心爱的儿子，
与她身边的环境，与她所受的教育都格格不入，她自己的心
理关都过不了。

当安娜跟随沃伦斯基生活以后，尤其是在她生孩子难产感觉
自己快要死去的时候，她最先想到的是对不起丈夫，请求他
的宽恕。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安娜的内心还是有道德观念
的。

另一方面女性天生的母性成为安娜的死穴。一旦把情人和孩
子放在同一天平上对抗，一个女人只有被撕裂的份了。

纵观安娜的生活之谜，父母早逝，寄养姑母家，在姑母包办
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婚后她把全部感情寄托在
儿子身上。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而后她把生活目
标从儿子转向情人。

从小安全感的缺失，个人价值感的虚无，她在追求幸福的路
上注定会走得很累。在渥伦斯基对她的热情稍有所减退后，
安娜变得嫉妒、猜测、盲目、极端、神经质。

最后，安娜因对儿子的思念、对家庭的愧疚、对情人的失望
抑郁自杀，留给这世界一段咒骂，“你们都是骗子！”

罗素有一段关于婚姻的论述：要是已经生有儿女，婚姻的安



定在我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确实，幸福这事，不去追求内心所爱不行，不去履行契约和
责任同样不行。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
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生命舒展。

为什么会有人背叛婚姻？本质上还是婚姻本身出现了问题。
一个人生病了要治，一台车子坏了要修，婚姻也一样，也许
缝缝补补就正常了，别动不动就说换。理性对待，积极寻找
改善婚姻关系的办法，或许才是婚姻原本该有的样子。

也许白头偕老不是婚姻的标配，但婚外恋也并非一定可取。
巜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段经典的文字描写了男人得到情
人后的心理变化：他望着她，好像望着一朵摘下已久的凋谢
的花，他很难看出她的美，当初他就是为了她的美把它摘下
来，而因此也把它毁了的。他觉得他那时的爱情要强烈的多，
但只要他狠下一条心，还是可以把这种感情从心里压下去。
现在呢，他觉得她对他并不那么爱了，但他知道他同她的关
系却是再也割不断了。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如果生活只剩下爱情这根最后的稻草，
那她迟早会崩溃的。我们也常常看到生活中许多婚外恋女人
的各种纠结、痛苦，如果说当初是激动，是生命力，只要不
能修成正果，那后期大部分就是对身体的摧残、对生命的消
耗。

爱情不是必需品，幸福生活的最终主导者是自己

心理学家说：恋爱就是一个人与父母关系的重演，要么是重
温童年的美好，要么是修正童年的错误。

诚然，爱情是人类最美好最重要的情感体验，它帮助我们打
开自己的心轮，让我们变得柔软和敏感，体会到种种不可言
说的情绪，帮助我们克服自身的恐惧，让我们变得卑微和臣



服。但是爱情情景剧最大的难度在于要找到一个能够和你演
对手戏的人，这个人或许在眼前，或许在天边。或许得之我
幸，但不得也要不了我的命。

生活的小裤衩，贴身不贴身，只有你自己说了算。一位离婚
的朋友曾说：要是有一个不太合适的男人，拉低了我原本生
活的质量，让我成天的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样的男人，我宁
肯不要。

对于现在许多独立的女性，爱情不再是必需品。可以自己买
房买车，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文能武能绣花抡大锤，即便
没有心爱的“别人”，自己的生活都将好好继续。于她们，
不婚不需要太多的勇气，离婚也只是一种选择，期待爱情，
但不强求。

一切随缘就好。

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
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幸福其实是灵魂
的成就。

正如加缪在《局外人》里说的那样：不被爱只是不走运，而
不会爱是种不幸。

爱自己，和谁结婚都一样。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五

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形象，一个被虚伪道德
所束缚和扼杀的悲剧人物。

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和社会环境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造成
安娜爱情悲剧的内在因素是她独特的个性。她的感情真挚强
烈，有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渥伦斯基的相遇，唤醒了她



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爱的激情。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安娜
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用她的高傲和勇敢的抵
抗上流社会的诋毁和侮辱。她的独特的个性是把爱当作生命，
她的生是为了爱，死也是为了爱，她想以死唤回爱的`生，这
是她的性格决定的。

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外在因素，是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
官僚世界。在上流社会只要表面上保持“体面，即丈夫和妻
子保持虚伪的正常关系，就算合乎体统和常规。她不愿也不
想过这种虚伪和欺骗的生活。卡列宁为了折磨她，拒绝离婚。
爱情的破碎使安娜失去了生存的精神依据，上流社会通过渥
伦斯基的手杀死了她。她看透了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人，
对它不在留恋了。

托尔斯泰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社会原因，愤怒地谴责了压
抑她、摧残她并造成她惨死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宗教
势力。安娜的悲剧结局，既体现了她性格发展的逻辑，也体
现了俄国生活发展的逻辑，体现了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力量。
她对爱情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
有反封建性质。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六

有幸在假期拜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这本书以往被我打
开，又关上了好多次。这次最终下定决心来阅读它，但遗憾
的是我才疏学浅，所以只能做个肤浅的书评了。

这本书的两条线索，安娜和列文。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物，
实际上却在处处呼应对照。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里，有着与同
类人不一样的思想和行为，因而显得格格不入的人。

我喜欢安娜。喜欢安娜的美，喜欢安娜的智慧，喜欢安娜的
勇敢。也喜欢她的疯狂，她的为爱偏执，她的不顾一切。



也许是我还太年轻，已婚妇女的出轨行为并没有让我丧失对
她的好感，也不能够引发我与当时上层社会对她的反感的认
同。相反，书中描述安娜以及她与伏伦斯基之间的选择，让
我振奋，让我激动，让我欣喜！

哦！安娜！离开卡列宁吧！他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你被禁
锢得太久了，快要不能呼吸了！快投入伏伦斯基的怀抱里！
快沉浸于爱的海洋！你值得这一切.....

我还是个学生，未曾体验过什么刻骨铭心的感情，更别谈婚
姻二字了。所以，我对于婚姻的定义也许就更为偏颇了。我
总觉得：婚姻，应当有了感情才能建立。我不能够理解为什
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两个不相爱
的人却能够结合在一起。

安娜与弗伦斯基大吵的那一节，我看得心惊胆战。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的感情因为争吵而变得越来越冷淡，我捧着书却无
能为力！哦，多想钻进书本告诉他们俩，你们是太爱对方才
会这样！安娜没有安全感，动不动就要发火，伏伦斯基却认
为她越来越无理取闹....最终，安娜选择了卧轨自杀。他们
第一次见面是在列车站台，而结束也是在列车站台。

我也很喜欢列文。喜欢他的害羞，喜欢他的真诚，喜欢他满
满的职责感。作为男人，他难免显得有一点不懂情调。但他
是那么的专一，那么坚定的爱着吉娣，从一而终。

还记得，以前列文跟奥勃朗斯基讨论过关于一个男人有家室，
却在外面玩其它女人的情景。列文说：“我不理解，一个吃
饱了饭的人为什么还要到面包店去偷奶油面包呢？”奥勃朗
斯基说：“正是因为奶油面包香甜可口，才更加的显得诱人。
”两个人的交流也体现了两个人不一样的婚姻观。不管奥布
朗斯基有多么的浪漫，我相信每个女人最终都会选择像列文
这样的，虽然不浪漫，但却很有安全感的人。



书的最终，关于列文的信仰我读得囫囵吞枣，心里早就沉浸
在安娜自杀的情节中了....期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多读几遍安
娜，我相信在人的不一样阶段读，读同样的书都会有不一样
的感觉。书没变，但人在成长。加油，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