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书香读后感(优秀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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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书香读后感篇一

《家》，是巴金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以“五
四”时期四川成都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
崩溃的全过程。

在《家》中巴金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并且真实地写出了这些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
性。

浓烈的抒情色彩是《家》的主要艺术特色。巴金的创作从来
不是为文而造情，而是为情而造文，是因“情动于中”才执
笔的。他的生活经验和他的要求变革的激情都在作品中得到
了积极地发挥。他对于三位女性角色的把握和怜爱无比表现
出他细腻而独特的抒情手法，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
出她们平凡之中的伟大。

小说还以“家变”写“世变”，通过家庭反映社会。高家这
个封建大家庭就犹如当时封建制度下的旧中国，而其中的代
表人物，如高老太爷、觉新和觉慧就代表了旧社会中三种不
同的生存状态——专制、保守和反抗。这也体现了作品的现
实主义。

巴金说，他写《家》的目的，就是“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
诉）”。这句话概括了他对旧制度憎恨的心情和基本思想，



而它也正是巴金热情写作的动力。 我认为，整部作品的人物
形象可以这样分：

一。3位男性

若说到《家》中男性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高家的三兄弟了。 大
少爷觉新是我很欣赏的一个人物，他是家里的长房长孙，过
于重要的地位注定他无法逃离被囚禁的命运。就像巴金先生
说得那样：“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
像一个宝贝。”他也有过理想，有过抱负，有过爱情，但他
更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他不得不放弃前面的一切，包括
与梅的感情。这一放弃害死他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女性。他
又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爱自己的家人，为了弟妹甘愿委
屈自己。但他的牺牲并没有得到弟弟们的理解，反而成了他
们仇恨他的根源。就如他奉行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
义”一样，不仅无法使他维系住整个家族，而且还害死了他
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性。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沉默啊，
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最终，命运
将他逼上了爆发这一条道路。

二少爷觉民在三兄弟当中是个相对来说不是很鲜明的人物，
但他与琴之间的爱情以及为爱所做的斗争对整个故事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同三少爷觉慧一样，也是一个进步青年，
但他又不像觉慧那样激进。然而面对爱情即将失去的现状，
又使他不得不站起来进行反抗。他也是幸运的，他爱的人恰
好也爱他，他们的斗争又有觉慧在帮忙，而且又恰逢老太爷
病重，无力再对他进行干涉。于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的他们暂时胜利了，成就了与觉新和梅完全不同的命运。虽
然这与他们不懈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但这其中难免有侥幸的
成分存在。

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所以他
去努力争取自己的一切。 但他所有的斗争都是激进的，现在
看来，不免有“愤青”的嫌疑。而且，三少爷的地位使得他



不需要承担像大少爷觉新那样大的压力，这让他无法理解兄
长的痛苦，还一味地责怪大哥已经失去了勇气。他是一个典
型的理想主义者，除了旧的制度让他压抑之外，几乎不需要
承受任何生活带来的痛苦。所以，他无法看到整个社会造成
的氛围，而只是一味地仇恨家族中的旧势力，甚至迁怒到爱
他的人身上。而作为一个少爷，也使他养成年少轻狂的个性，
他曾经给过鸣凤幸福的承诺，但最终却因为要专心斗争的借
口而放弃了鸣凤，所以，当得知鸣凤第二天就要嫁人的时候，
他也并未加以制止。而当鸣凤自尽后，他也只是经历了短暂
的哀伤，通过对“我是青年”这一信仰的重新理解之后，便
又重新振作起来了。从对待爱情这一角度看，大少爷觉新反
倒是一个性情中人，而口口声声要革新的三少爷反倒是一个
冷漠的人了。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鸣凤最后不是因为要
抗婚而自尽，恐怕也会因为失去赖以生存的三少爷的爱而像
梅一样郁郁而终了吧。而三少爷对琴存在的另一番感情，不
得不又让我们感觉到他实在是一个多情的人，不知他是爱琴，
抑或是鸣凤，或是两个都爱？由此看来，对于鸣凤的爱可能
真的就是一时糊涂了。可怜鸣凤还为他失掉了性命，不知是
不是值得。 虽然他在感情方面是如此的不负责任，但这也许
是年纪还轻的缘故。对于他努力与旧势力斗争的事实，还是
不能抹煞的。

二、2个配角

书中出现的另外一个新青年就是与高家三兄弟有亲戚关系的
陈剑云。书中对他的描写并不多，他是属于一个落魄家庭的，
靠教书养活自己，可以说从家境方面来讲，与高家三兄弟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他是一个忧郁的青年，身体又不好。
但是，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也爱琴，可他知道自己无法与
觉民竞争，又或许是认为自己无法给琴带来比觉民更多的幸
福。总之，他放弃了，甘心把琴交给觉民，自己只做一个默
默的祝福者，为自己爱的人默默祝福着。从这个角度讲，他
可以说是觉民和琴爱情下的牺牲品。而更广来讲，也是门第
财富下的牺牲品，是这个黑暗社会下的牺牲品。第二个值得



提一下的配角是高家的小姐淑贞。她可以说是配角中的配角，
但她又是另一类人的代表。她是高家的小姐中唯一一个缠足
的，她不是长房的小姐，而且是小姐，不是少爷，从小自卑
就笼罩着她，这样的情况让她怕了，所以她让母亲为她缠足
来避免将来可能因为天足而产生的悲剧，是她自己选择了做
旧制度的跟从者。但现实让她迷惑，她不知道自己用残疾换
来的出嫁时的荣誉是否值得，她的残疾注定她只能做高门大
户中的小姐，无法出去外面，像琴一样的斗争了。目睹过太
多悲惨的现实让很多人如她一样对眼前的一切感到迷惑，不
知道何去何从，他们是在徘徊中游荡的人。

三、一个助推器

加速了高家解体的过程。所以说他既是社会转型的助推器，
也是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助推器。

四、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

整个高家得以维系这么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老太爷的存
在。虽然家中的事一直由三叔克明和觉新负责，但遇到重大
的事件时，这位很少露面的高老太爷就会出场主持局面了。
他是一位守旧的官僚大家长，但他又是开明的，不然三兄弟
不会上洋学堂，更不会出现胆敢反抗他的觉慧了。可是传统
的观念使得他极其重视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才导致与觉民、
觉慧两兄弟的对峙，这其实并不是他所想要的局面。他同时
又是一个极其重视家庭观念的人，他极力想维持住这个大家
族，不希望它破碎；或许他早已预示到这个家族最终破裂的
命运，所以才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它，即使是只保住一个完整
的假象。最后，他发现他失败了，这个家族其实早已经从内
部腐烂了，不可能再像他想象中那样“子孙帝王万世之业
也”了。于是他放弃了，放弃通过改造觉民、觉慧来达到这
样的目的了，所以，他在临死时说：“冯家的亲事不提了。
你们要好好读书。”这是一个旧的家族大家长对新局面的妥
协，或者是期待吧。只可惜，剩下来的守旧的人们无法理解



他最后的含义，依然朝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这可能也是高
老太爷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整部作品塑造了数不清的人物，这里仅是举几个具有代表性
的人物。巴金先 生通过对人物等的细节描写，再现了一个旧
的官僚大家庭的全貌，从而映射了整个社会。

最后我想借作者的一句话，“《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
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27岁的年轻人写的小
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为它着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
美丽的东西。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
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作品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有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值得推荐。

品书香读后感篇二

前不久，在教师的'提议下，同学们都去阅读了一本书——
《哈佛家训》。此书中的每个故事都是精挑细选的，每个故
事都蕴含着做人的道理或原则，每个故事都幽默风趣，让人
禁不住在书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捕捉知识与欢乐!

?哈佛家训》中的每一句话都能令我久久回味，其中的一句话
更是勾起了我的思索与回忆。“伟人与凡人的不一样，只是
在于能否坚持到最终而已。”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命运给
予我们的一切都是公平的，然而会成为伟人还是平凡人就把
握在我们自我手中。所有的伟人都是经历过无数次失败与挫
折才得以成功的，而不是因为运气。至于凡人，有的是不去
尝试，有的是经历了一次挫折就气馁了。其实成功就站在失
败后面，只要我们坚持超前走几步，就会遇到成功。回想起
来，我不也经历过失败么?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十分想学习骑
自行车，便缠着妈妈教我。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妈妈最终
极不情愿的答应了。第二天，我早早的起了床，吃了早餐，



便迫不及待的叫妈妈教我骑自行车了。

妈妈见我对自行车如此感兴趣，便也提起了性子。我们来到
小区的广场上，妈妈先亲自示范，熟练的在广场上踩了一圈。
回到起点后，妈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在骑的时候，必
须要把握住平衡，不然会摔跤的。”妈妈话音刚落，我便学
着妈妈的摸样上了自行车，自信满满地骑了起来。可是，没
过一会自行车便不再听我的指挥了，它在广场上扭来扭去，
害得我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经过一阵“激
烈的搏斗”，自行车最终倾倒向了一旁，我也被摔了个正着。
虽然我摔得并不重，但我对自行车已产生了恐惧。可是我没
有被吓倒，而是坚持着骑了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了一个上午的努力，我最终学会骑自行车了。

?哈佛家训》这本书蕴藏着十分多的道理，不仅仅让我吸取到
了不少知识与教训，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原则!

品书香读后感篇三

《家》作为巴金最具代表一性一的作品和中国现代最杰出的
长篇小说之一，标志着巴金思想、艺术的最高成就。

《家》主要讲述了拥护新思想的青年人与封建大家长的斗争
和以高觉新为代表的既接受新思想又逆来顺受，奉行“作揖
主义”的矛盾群体在社会转型期中的艰苦挣扎，以及封建家
长制的不断没落。

《家》里的感情激流之所以特别能扣动人们的心扉，那是因
为作品里许多悲惨的情节，大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其
中浸染着作者强烈的一爱一和恨。看过《家》的人以及了解
巴金先生生平的人都隐约感觉到《家》是巴金老先生根据自
己青年时期的背景经历写成的，高觉慧的身上有巴金先生的
影子，而高觉新则是巴金先生因破产自一杀的大哥的缩影。



其次，在情节结构方面，小说擅于把众多的人物、自相的矛
盾和纷繁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幅富有时代特点的生
活画面。

再次，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里的青年大都有见月伤怀、感
花流泪的时代忧郁症，但作者却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
中，写出了他们绝不相同的风情神采，从而表现了鲜明的一
性一格特征。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免不了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个一性
一鲜明，充实饱满的典型形象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故
事情节的不断发展使典型形象不断丰满起来，《家》——不
是以跌宕起伏取胜，而是从各个细节，各个侧面去塑造人物
的典型一性一，让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从纸上走出来，归
位于真实环境中的各阶层人群。

在对比中刻画人物一性一格，是《家》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
最显著的特点。作品通过不同一性一格的反比，相近一性一
格的类比，以及同一人物在不同境况中的自比，突出人物一
性一格的主要特征和复杂一性一，以及人物一性一格之间的
对立和差别。这种对比，常常通过在同一事件或场面中各人
的不同表现得到展现，这就使不同的一性一格或同一人物的
不同侧面在映衬中更加鲜明。比如，写三兄弟都不相信“血
光之灾”的鬼话，但觉新“担不起那不孝的罪名”，只好含
泪依从；觉民要觉新去讲道理，对长辈还有所期待；觉慧态
度坚决，主张不能屈服，“应该反抗”。三人的不同一性一
格，表现的多么明晰。又如，写士娼出生的连长太太到高家
借住，克明维护家庭的和自己的尊严，大胆卫道护法；克安
明哲保身，溜之大吉；克定却想入非非，意欲引狼入室。刻
画同是卫道者的不同面目和心态，入木三分。

《家》在刻画人物方面最显著的特点，还在于对于人物心理、
情绪的剖析和内心活动的挖掘。这方面充分体现了巴金心理
描写的才能。《家》的心理描写，主要采用了四种方法:



一是有浓郁抒一情一色彩的长篇独白。最一精一彩的是描写
鸣凤投湖前哀诉无门的心理活动。作家透入鸣凤的内心看她
起伏的思绪，又投过鸣凤的内心看周围的世界。这篇字字含
泪、句句含情的独白，清晰的展示了这个美丽、善良、真诚、
纯洁的少女丰富的一精一神世界及其变化活动的脉络，揭示
出她即将告别人世时最为恸人的情绪和心境。

二是人物之间倾诉衷肠的大段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独白式的
自语，而是在特定情势下急于让人了解的倾诉。比如，梅对
瑞珏带泪啼血的诉说。这个绝望的青年寡一妇对知己敞开了
她那心死意灭、凄凉酸楚的内心。

三是梦境、幻想等潜意识的展一露。写鸣凤死后觉慧做了一
个梦:衣着华丽的鸣凤，已成为富家小一姐，仍一爱一着自己，
但她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中年官吏。他俩划着小船逃走，但
风急一浪一高，难以前行，鸣凤的父亲又开着汽艇追来。鸣
凤被抢走，小船破碎，自己溺入水中。这个梦意味深长地显
现了隐蔽在觉慧心灵深处的思绪。梦中的大河、巨一浪一、
小船、汽艇都含有象征的意义。

四是动作、神态等细微变化。作家不直接写人物的内心，只
描写他的外在表现，从中反映心理的变化。比如写觉慧因参
加学潮遭祖父囚禁，他在天井的梅花旁“伸手折了短短的一
小枝，拿在手里用力折成了几段，把小枝上的花摘下来放在
手掌心上，然后用力一捏，把花一瓣捏成了润一湿的一小一
团一”。这情不自禁的动作，使他得到一种毁坏的满足，表
现出他内心极度的愤怒、痛苦和由此产生的茫然的反抗情绪。

《家》中的这些人物，包含一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渗透了作
者的一爱一憎感情，寄托着作者的美学理想。觉新、觉慧、
鸣凤、高老太爷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有口皆碑的艺术典型。

其中，“觉新一性一格”已成为失去自我、具有双重一性一
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高觉新，用巴金先生的原话



说“觉新在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
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决定了。”
这介绍觉新的第一句话就奠定了觉新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或许愈是如此，愈让人觉得深刻，他的前程断送，他的幻梦
破灭，让人为之扼腕，更为之气愤，因他的懦弱，因他的逆
来顺受。“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
他只是点头，可是后来回到自己的方间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
盖头哭”，这样委屈自己的一个人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气，而
正是这样的一性一格特质也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高
觉新是高家唯一一个的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矛盾体:一方面他
是一个旧家庭里暮气十足的少爷，一方面又是一个接受新知
识的青年。而正因为他本身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当他处于
分界点上而又无法把握平衡时，便会给他招来更多的痛苦和
挣扎。当旧家庭和新思想发生冲突时，他便陷入了两难的境
地:受到长辈的讥讽和压迫，又要忍受兄弟的责难和不解。正
是因为这种不幸，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

紧接着所谓的祸不单行的事情在高觉新的身上发生了。梅在
唤一起了他的痛苦记忆后，因为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
心力交瘁而死。诚然，无法再寻找到另外的幸福，只能在自
怨自艾中香消玉殒。封建制度这个罪魁祸首将责任推到了觉
新头上，觉新为了他早年的懦弱坦然的接受了，他后悔自己
当年没有反抗，他痛恨自己，他向梅忏悔，我们暗自窃喜，
觉新终于觉醒了，我们由衷的期待着他与封建家庭决裂，然
而我们始终没有等到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心一爱一的人接连
死去，只是让他轮流替换着后悔罢了。自始至终，所有的读
者都被觉新无奈的矛盾牵绊着。总之，觉新是一个渴望进步
但又缺乏斗志的新旧重叠的少爷。

除人物塑造的特点外，《家》的情节结构也很有特色。全书
头绪虽繁但脉络清晰，主次分明。以高家内部为主，又穿插
着青年们的社会活动。高家内部以觉新三兄弟的遭遇、命运，



特别是婚姻一爱一情为主要线索，又交织着其他人物、事件、
习俗，构成一幅严谨而又丰富的生活画面，生动地展示出封
建家庭的丑恶和腐朽，倾轧和迫害，反抗和斗争。前六章中
主要人物或直接出场，或着重提到，主要情节线索初见端倪，
或埋下伏笔。此后各章，波涌一浪一叠，不断掀起一浪一峰，
直到瑞珏之死，形成高一潮，最后以觉新初步觉醒，觉慧出
逃终篇。显示出大家庭的没落和新一代力量的生长。

巴金是现代语言艺术大师之一，他为青年而写作，他的语言
散发着青春的新鲜气息。《家》能赢得无数青年读者的心，
也得力于它那充满抒情气质的语言。它的语言，有别于鲁迅
的清峻简约，也不同于茅盾的细致缜密，更异于老舍的幽默
机趣，其主要特色是清丽、流畅、明朗、自然。《家》的语
言渗透着作家浓烈的一爱一憎之情，真挚的感情随着流畅自
然的文字跳荡，扣击着读者的心扉，使读者情不自禁地为书
中人物的命运痛苦或快乐，忧郁或悲愤。

品书香读后感篇四

一本《家》读完，印象至深的莫过于高公馆长房长子觉新，
巴金先生也曾说：“觉新是《家》中两个真实人物中的一个。
”或许正是如此，觉新的形象才最真切、最能让人铭记。

自始至终，觉新不过是一个苦命的青年，他的一生恰恰印证
了那句名言——生活本是一场悲剧。中学毕业前，他尚年幼，
还未感受到命运的残酷，又是那样的出众。“他生来相貌清
秀，自小就很聪颖，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着先
生的赞美…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在中学里他是一个
成绩优良的学生…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
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
留学。”他在一番顺境中成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正如书
中所写：“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期
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如果没有大的变故，觉新
将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走上人生坦途。



但终有一天，他的幻梦被打破了，残酷地打破了。在父亲的
安排下，他过上了大少爷应有的生活，也开始承担起大少爷
应负的责任。仅仅因为长辈们在麻将桌上的矛盾，他痛失了
青梅竹马的爱人，似傀儡一般娶了一个不相识的女子为妻，
更为荒唐的是，这段婚姻竟是由抓阄决定的，这也随之改变
了他的一生，出国留学的梦想化为泡影。父亲去世后，他用
稚嫩的肩膀努力撑起了整个家，所谓青春早已被无情剥夺。
他必须要面对大家族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许多有形
的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
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
开始的他并没有选择沉默，“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
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
更多的敌人。”他的斗争毫无结果，反把他拖累得更加疲惫。
于是他选择敷衍家人，“它牺牲了一部分时间去讨他们欢心，
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他苟且度日，曾经的梦想
早已抛诸脑后，直到自己的孩子出世，他才看到希望，看到
自己的未来，他依旧要在那个大家族里周旋，他采取的“作
揖主义”“无抵抗主义”，这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为在
复杂的家族斗争中得以生存所做的无奈之举。觉新的苦命悲
剧正是在种种无奈中展开，他的苦命不仅仅是由他一人造成
的，更是由整个家族和社会所造就的。

从觉新自身来看，他的性格过于顺从、隐忍、怯懦，在面对
事情时过多选择了逃避和忍耐。为了遵从旧传统，他不惜牺
牲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他出国留学的梦想放弃了，他心爱
的梅嫁给了旁人，最终他心爱的妻子也因产前照顾不周惨死
郊外，就连死前他们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他曾感叹：“我
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有牺牲的资格。”殊不知，正是他
那毫无原则的顺从忍耐葬送了自己的幸福、别人的幸福乃至
生命。他的怯懦、不抵抗，使他沦为家人任意摆布的傀儡，
他没有自我，也不敢于自我。正是他的懦弱，造就了他的苦
命。

从家族来看，觉新的家族地位便注定了他的一生，他是家族



里的长房长孙，家族的重任他无可推卸。他肩负着家族的未
来，一切都要以家族利益为先、为重，他不可能像觉民那样
离家逃婚，也不可能像觉慧那样激进、毅然离家。高家是个
典型的卫道家族，他们讲究礼教、讲究传统，更加讲究封建
迷信。他们相信“捉鬼”可以让高老太爷的病好起来，结果
却因此葬送了老太爷的性命；他们相信“血光之灾”，将待
产的瑞钰迁到了荒凉的郊外，致使瑞钰惨死；他们坚持不许
觉新进月房，最终觉新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家族的使命，
家族的信仰，最终成为觉新的包袱，造就了他的苦命悲剧。

觉新这一典型形象揭示了怯懦的个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饱
受煎熬和摧残，最终葬送自己及他人幸福的悲剧。他与觉慧
构成鲜明对比，也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在新旧时代交替的
背景下人们内心深处的矛盾。

点评：作为《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本，《家》所表现的是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旧式家庭被淘汰的过程。通过
三兄弟境遇的对比，表现出旧式家庭被淘汰的必然性。高觉
新的悲剧无可避免，但正是明知结局却逃无可逃才是真正的
悲剧。由此看来，本文对高觉新的理解亦是通透澄澈。

品书香读后感篇五

《家》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写的一3部关于批判迷信，旧制度，
旧礼教，鼓舞人们勇敢地向腐朽与落寞作斗争的影响深刻的
小说。书中大胆地刻画了鸣凤，琴，梅，瑞珏，许倩如等诸
位性情迥异的女性形象，在这几位女性中作者又用独运的笔
端让鸣凤，梅，瑞珏以及其揪心的悲剧收场，在其中我对鸣
凤这个人物形象印象极深。

一、鸣凤出场

在第二回里作者就安排鸣凤出场，在此之前仅交待了觉民觉
慧二人。鸣凤在觉民觉慧下课后喊他二人去吃饭，作者接着



就来个人物肖像描写。瓜子脸庞，苗条的身子，明亮的眼睛，
脸颊上的两个酒窝。简单几句就刻画出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形
象，接下来，作者又加了句觉慧笑了笑，看见她的背影在上
房里消失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这是作者的暗示手法，上来
就给读者一个提示，提示觉慧与这位婢女的不同寻常。

鸣凤第二次出场是在这天夜里，琴和觉民在房间里谈心，觉
慧在堂屋里自我发泄，他不自觉地叫鸣凤去倒茶，然后在鸣
凤端茶前后就有了二人精彩的相遇。觉慧在鸣凤出门时故意
将两只脚放开站在门中央堵住她的路，三少爷，让我过去三
少爷，太太要我去做事，去晏了要骂的鸣凤低声说。你告诉
太太你在我这里有事要做觉慧笑着淡淡说。笑字在这里用的
太妙了，一位三少爷为何要对一位普通的婢女言笑，为何又
逗她开心？为何为了安慰恐惧的婢女用了淡淡地一词？作者
经过两次出场，一次暗示，几句细节描写已经向读者坦白：
三少爷喜欢上了婢女鸣凤！

三少爷喜欢上了鸣凤，那鸣凤是什么态度那？是欣喜，是恐
惧，还是什么？接着读下去，作者又安排第四回用全篇的笔
墨采用鸣凤自述身世和精细的心理细节描写又向读者进一步
描绘出她的善良，她对主人的忠心，甚至她的屈从，还有她
迷人的身体，加之她对自己的担忧。到此回结束时鸣凤又想
起了觉慧，她一想到他心灵就舒展开来，内心也感到了一丝
温暖，她甚至在盼望觉慧向她伸手，但她似乎又意识到有些
不太现实，她意识到她的婢女身份，她有些退缩，但毕竟是
她也已经喜欢上了三少爷了！

二、花园折梅

三、窗前立誓

再有对鸣凤比较细致的描绘时已经是第十六回了，晚上鸣凤
听婉儿说要在她俩中间挑一个去给冯老太爷做姨太太，两个
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在房间里探讨起来了，恰巧觉慧经过鸣凤



窗下时给听到了这件事情，觉慧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想问个
究竟，就在跪在鸣凤窗下的椅子上小声的跟鸣凤探讨起来。
觉慧激动的问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那又怎么办？
觉慧想要鸣凤的一个誓言，看作者是怎么写的鸣凤痴痴地望
着她，半晌不说话，忽然眼里淌下泪来，她也不去擦它们，
却把心一横，十分坚决地说道：我不去！我决不去跟别人。
我向你赌咒！

四、投湖殉爱

当作者的笔勾勒到第二十六回，我知道悲剧终于要来临了。
她被周氏给唤去并被告之她被老太爷选中了要去给冯乐山做
小老婆去了，鸣凤伤心地哭，绝望的哀求周氏希望能放过她。
周氏同情她但又帮不了她，因为周氏也是老太爷的一颗棋子
而已。到最后鸣凤不哭了，她累了，她无力去哭了，她希望
平时待她可以的周氏可以救她，但她失望了，这是她求助的
第一次破灭。

她从周氏那出来，又燃起了第二次求助的欲望，她要去找曾
给她许诺的觉慧，她要去找她最爱的男人去救救她，她想进
他的房里跟他说求他救她，但刚要跑进去的瞬间觉慧房里的
灯熄灭了，她的求助第二次破灭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里，痛苦的哭着，伤心地哭着，这么一个弱
女子这么一件巨石自己一个人扛着扛着。就这样她过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想到了那个曾许诺给她幸福和家庭的男人，她必
须要对他说，因为明天她就要去给别人做小老婆去了她鼓足
勇气冲进他的房间，他在忙在写他的文章，他没有时间搭理
她，他打断了她的话，他还贪婪的夺走了她的初吻，后来觉
民回来了，鸣凤还没来的及说觉民就回来了。她的求助欲望
第三次破灭了。

她带着觉慧给她的一个吻绝望的朝着花园深处走去，她站在
湖边回想她受过的苦，她流过的泪，她想她那场朦胧的爱情



她的男人曾给她的承诺，她的卑微的身份又必须去给人家去
做小老婆让一个老头子吞噬自己的身体而没有一个人去救救
她，爱她的男人也不能！她绝望了，她听到有人在呼唤她，
但接着又消失了，这是她幻想的第四次破灭。

作者用四次情节的起伏安排最终使她选择了冰冷的湖水

五、鸣凤鸣凤

刚烈的鸣凤走了，但她只成了一个牺牲品，那个公馆里就像
任何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连以前喊着要让她做三少奶的
觉慧似乎也淡忘了她，他是内疚的，他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
他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第二十八回中觉慧又在梦中梦见她，
他俩在枪林弹雨中私奔他俩向着自由逃跑-但这有何用处？纯
情的鸣凤宁愿以死殉情也不愿给别人做小，她的刚烈令我折
服。

鸣凤啊鸣凤，今夜你还在梦中哭泣吗？当时的你并非无路可
走啊，你才十七岁便选择了陨落啊，你让后来人如何去面对
你一脸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