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书评读后感(优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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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读后感篇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羞于承认自己爱慕过你。

读书时在外面兼职，办公室里，有一个很“娘炮”的男同事，
说起话来捏着嗓子，走起路来风摆弱柳，人送外号“贾宝
玉”。开始还只是背地里叫叫，后来发展到，只要该男同事
一出现，众女就会用甜得发腻的声音叫他：“宝哥哥!”他倒
是无所谓，“哎”的一声应得云淡风轻，我听在耳里，暗自
捏起了一只小拳头，心里有个声音呼之欲出：宝哥哥，他也
配!

宝哥哥，曾经是这世上最温柔可亲的名字。在八十年代，一
部电视剧《红楼梦》红遍街头巷尾，让这个名字从才子佳人
的案头书中，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初次见到这个名字的主人，我还只有七岁。那时邻居家有一
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屏幕小小的，信号不太稳定时动不
动就是满屏的雪花，就是在这台电视机中，我见到了你，还
有林妹妹。在电视里，林妹妹老是和你怄气，动不动撂下你
就走，你追在她身后，一叠声地直唤：“好妹妹，好妹妹，
可别气坏了身子。”

我那时太小，不懂林妹妹为何这般爱赌气，所以不喜欢她，
认为她太小心眼了。但我还是爱看她和你生气的场景，只为



了听那一句句“好妹妹”，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将妹
妹叫得如此好听，那样温柔的声音，就算心肠再硬的人听了
心里也会变得软绵绵的吧。难怪你再三惹林妹妹生气，她还
是放不下你。

偶尔你们也不吵架，有一次，桃花开得正好的时候，你坐在
桃花树下的大石头上读书，这时林妹妹荷着花锄过来了，伴
着你肩并肩坐下，一同默默地低头读书。春风吹得落英缤纷，
桃花簌簌地落了你们一身，你们的脚下，是流水潺潺。电视
机本来是黑白的，那一瞬间，我眼中的世界却忽然鲜活起来，
流水是淡绿色的，桃花是粉红色的，你身上的蟒袍，是大红
色的。

在没有懂得什么叫做缠绵之前，我早已经领略过缠绵的滋味，
从你和林妹妹的故事。

七岁的我连“贾”字都不会写，只会翻来覆去在旧台历上
写“假宝玉”三个字，惹得姑姑姑父一顿嗤笑。姑父问我是
不是以后长大要嫁贾宝玉这样的男人，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是的。我还只有七岁，已经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他
会和你一样笑容永远温熙、声音永远温和，我生气的时候，
他会饱含柔情地叫我一千句“好妹妹”。

后来读了《红楼梦》的原著，我确定了你身上的衣服是大红
色的，确定了你对林妹妹是一条心，确定了你如我想像中一
样完美。不，还要完美。领略过你的柔情的人，不仅仅只有
林妹妹，还包括大观园中众多的姐姐妹妹。知道袭人爱吃豆
腐皮的包子，你就巴巴地为她留着。晴雯冬夜里穿着小衣起
床，你忙不迭地为她暖手。

你的温柔纯粹出于天性，即使是对素不相识的女孩子，你也
毫不吝惜这份柔情。看着龄官在那画“蔷”字，你一片好心
去提醒人家，却浑忘了自己也在淋雨。刘姥姥信口开河胡诌
了一个什么穿红衫子的姑娘，你就信以为真，大老远地想去



一瞻芳华。你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优雅，即使是在闹哄哄乱
糟糟的酒宴上，你脱口唱出的竟然是《红豆曲》那样精致伤
感的曲子。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你的珍贵，在大多数人眼中，你只不
过是一块无材补天的顽石。你为姐妹们操尽了心，姐妹们却
笑你“无事忙”。幸好还有林妹妹懂你，所以只有她能和你
共读《西厢》，只有她从不劝你热心功名。我相信黛玉临终
之际并无遗恨，被你那样精美地爱过，这一生又怎称得上遗
憾。

成年后我喜欢的每个男人都像你，不管是张国荣还是段誉。
我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和我一样，渴望被精美地爱着。我以
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温柔是男人最重要的特质。后来我才
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变得如此强硬如此冷酷容不下半点柔
情，姑娘们爱硬汉爱浪子爱小开唯独不爱侠骨柔肠了，这样
的年代，难怪你要被人弃之如敝屣，“贾宝玉”三个字甚至
被误读成娘娘腔。

我一度也曾羞于提及自己深爱过你，这是一个盛产铿锵玫瑰
的时代，连女人都修炼成了百炼钢，我又如何能够毫不脸红
地承认自己只爱绕指柔?于是，我像个男人一样投奔于职场，
像个男人一样蝇营狗苟狼奔豖突。我以为自己已经修炼得铜
皮铁骨，可是，当我坐公交被五大三粗的硬汉们挤成一张纸
时，当我工作上出了差错被男上司训斥得像一条狗时，当我
和老公吵了架默默在床头抹眼泪时，我是多么怀念你。

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幻想着能嫁给你一样的男
人，但是我多么渴望，遇见的男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你
身上的温柔。也许他们也有温柔的时分，在情人面前，在热
恋尚未冷却时，他们谁都比不上你，你的温柔与生俱来，从
不更改。

世上已无宝哥哥。



如今遍地都是贾琏、焦大，却再也容不下一个优雅精致的灵
魂。你这样的男子，注定只能生长在温柔富贵乡里。红楼选
秀里不乏俊俏男儿，但只是空得一副好皮囊，没有人能演出
你与生俱来的温柔。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纵然是春风十里，都不如你。

贾宝玉的灵与肉

拙友有云：少女时代最不得看两人写的书，一为曹雪芹的
《红楼梦》，二乃琼瑶全集。前者使人悲切莫名，后者则让
人思之若狂。如能不看，再好不过。笔者少不更事还未能遇
着这位奇友，听其诫言，于是早早看了琼瑶，更早早翻阅无
数次《红楼梦》，境况如友人描述一般，看时且喜且悲，读
后患得患失。这等情状在看到宝玉与黛玉俩俩龃龉，又见宁
荣二府“呼喇喇似大厦倾”更得以现。可一旦追溯从前，再
来一遍从前当初问我看是不看，我会斩钉截铁告诉你，看。

不看不得过。人若无心，无情，无想，无念，无欲，则是安
渡过去了也无甚意义了。

红楼人物，各个生辉，只道是将些许名字一一念出，你就晓
得这名字底下各自对称的人物性格，身份名目，如标签也似
的，自不必我再多废唇舌将几人遑道。只先说那个“无才补
天”忿而不平的“石头”但凡有了些不同寻常的精气，是舍
不得凡世俗尘的诱惑，一定要挤进人道里流转一番的。《聊
斋》书中的精怪，比比皆是如此。而三生石畔旧精魂，又自
枉顾一切开了一枝绛珠仙草。好不好要侍者舍恩露，在五内
郁结缠绵不尽之意。古人最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衔草结
环，以报恩德。”好比白娘娘只为西湖来报恩，都是一派好
心惹出一串悲情。批曰：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于是乎，
黛玉嬴弱之躯，却满腹珍珠血泪，绛为血，珠是泪，想眼中
多少泪珠儿，怎经得住，从春流到夏，从秋流到冬。



我将所述，均不与后四十回有关，心存前八十回的念想，已
足够花径露台走一遭。又因世人都解“晴为黛影，袭为钗副。
”因而只重重列举此四女来小小的分析一下贾宝玉的灵肉分
离。

众所周知，贾宝玉的性启蒙者是死有大蹊跷，身世迷离的秦
可卿，曹先生的这股设局有何用意始终令人猜不透，古往今
来的学者猜猜测测，并无统一见识。其时，宝玉至多不过舞
勺之年，而曹先生通书涉及房事均以俭省笔墨，遮遮掩掩，
婉转地一略而过。偶一不仔细，便还就不觉得他们真有些个
什么了。当然细究之，宝玉同秦可卿不过梦中相授云雨，而
与袭人却是真有其事。第六回章回目录直接点出，“贾宝玉
初试云雨情”，合着而后还有“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
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
玉，也无可推脱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
了一番。”自此而后，袭人待宝玉更尽职，宝玉也待袭人不
同于从前了。甲戌双行夹批在此，“伏下晴雯”。更能与后
事对照，可见大不同也。

都说女子因爱而性，因性更爱，故此袭人对宝玉比从前更尽
绵力一说足可信，而后若干“隔墙有耳”或以护宝玉之名实
赶女侍之种种“罪状”，也因她与宝玉的这层爱欲关系更为
人捉住把柄轻易不放。而这个“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
兰”的花袭人，最后也并没有能依着这曾关系而最终得到宝
玉实在的好处。我若不幸处于袭人的`位置上，我亦是不免要
抱屈的，本就也仅仅指望能做个妾室或陪房丫头，竟终于抵
不上一篇深情雕琢的《芙蓉女儿诔》，空做了那么多好性情
的事儿，倒不如晴雯撕扇来的惹人旖旎之想。怨得了人，怨
不了命。

鲁迅说，多所爱者，当大苦恼。有人问我红楼芸芸人物最爱
是谁，我答黛玉。又追问我最厌恶是何者，我则无论如何答
不上来。我是自都喜欢着的，其中大人好人圣人抑或小人坏
人乃至不是人，我都想能怀抱于他们，生出更多些臂膀能包



容得进他们，即使是宝钗，我若他年生逢于她，也是不能不
爱的呀。也只有她能配得起国色天香的牡丹，也只有她能令
聪敏的黛玉都对她俯首帖耳，也只有她将公共关系做到了极
致，你道她是假，她也是假的如此浑然天成。与其说是后天
练就的功力，不如说是环境赐予她的这种个性。与她相辅相
成到了完美，便脱成化为了她这样一个人。而宝玉，不过是
个孩子家的人儿，即便能多几个心懂些不同于常人的仁人爱
物，也不过是一干书里看过来的东西，这种禅经诗词之说在
宝钗雪白膀子面前立马被击毙无疑。正不是那一段“薛宝钗
羞笼红麝串”中所描述：“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宝姐姐，
我瞧瞧你的红麝串子?’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见宝玉问
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
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
‘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
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
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
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
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你难道看了此处要怪责宝玉
用情不专，见异思迁吗?但凡是正常男子，看到如此佳人在前，
也是要不由得动心一动的，何况“混世魔王”贾宝玉?往往是
要多了，才失相对也多，放任他也有偶动邪念于其他貌美女
子身上，才是个“真人”呀。

天可怜见，最爱还是黛玉。爱她怜她则有爱怜自己之故，女
子往往觉将自己幻做书里的人去一道体尝，便如是看完之后，
不能分辨真假，混淆了现世与那世，此时与当时。宝玉与黛
玉之爱应是从头至尾自知的，自知之中又涵盖了种种宝玉
的“分心”，黛玉的“不安心”。以至于两人有这样的对话，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听了，
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
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
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
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道;‘果然我
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



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
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
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
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
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
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
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
黛玉只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
前拉住，说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
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
你的话我早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

我每每看到这里，心都是要急碎急碎的，总按捺不住自己，
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问明白宝玉，究竟懂了黛玉的心思没有。
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黛玉有什么不放心，
她打从第一眼见到你起，吃吃睡睡玩玩同住同乐，还有什么
能不明白你的?只有你常还会留恋于贪吃丫鬟嘴上的胭脂，惹
这个姐姐，那个妹妹的。我不管你有多少个姐妹，只我于你
是不同的便就好了呀。话是多说无益，你又是常控制不了自
个儿的，我但求一个“绝对”，这种“绝对”有你也是没有
你的。宝玉那么欢喜黛玉，还是不及黛玉更懂得宝玉。可男
女之间不正是这样的吗?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而了
解的往往又是女人更多些，男人不是不了解，真是胸怀鸿鹄
之志，也就懒怠去了解女人的心思了。

宝玉对情对性自有他自己的一番分寸，许是他自己也不能解
释是为什么。就像为什么对林黛玉只有情而无欲，双双躺在
一张床上都如卧镜台;相反对宝钗的一股且敬且喜，却还生出
对肉体的遐思来?而众丫头，他或对谁好惹谁招谁，种种行径
又对晴雯不同，这两人在一起即是温情，也是磊落的温情，
不带一丝一毫浊念的。更不说袭人，他是惯了有这个人，而
并不心爱这个人。

昆德拉是大师，他下笔就成就了一个灵与肉分割，轻与重融



合的世界。但他比起曹先生来就显得“直白”多了，他一径
告诉你了不能承受之轻，不似贾宝玉的灵与肉显然要你通过
那么多事件的表象去冥思苦想的。这想的过程更值得人们去
尝试和体验，任何以字句剥夺了各人去思考的小说都还不够
好。现代人走的飞快，灵魂拉在后头，就是缺了这些“想”，
这些“执念”，所越不能通晓彼此。

常人总说，爱是灵与肉的高度统一。我则不大赞成，愈求灵
肉合一的往往是女人，因她们特殊的身体结构和积年累月的
世俗礼教，教她们定要追求这种“统一”，若不如此，也不
会有那么多贞洁牌坊。于是很觉得这是一句女人们顶好的借
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又有谁能证明爱必定要
是有肉则灵的呢?但凡像宝玉此类人，情就是情，欲就是欲，
分的一清二楚，倒也是明白人呀。却怕很多人假借爱之名义
施肉欲之实，才更令人作恶。女人往往分不太清感情是否跟
着身体走，则这对于男人而言，却是天生可以分割的。于是，
这种不同就造就了宝玉的“分心”，黛玉的“不安心”。也
许，世情本如此。我们解释的只不过是一干“本如此”的情
性罢了。

一阅红楼终身误。终身误的不止以此为生的红学家，还有那
么许多文学家们，点滴字句都能隐现红楼，当然还有吾等读
者，中毒日深不可戒之。越往里究其所以，越觉得不懂。关
于红楼种种，世代均不能说尽，况我寥寥数笔就想解释情与
性，爱与肉，又是何其流于仓促。只要不是曹雪芹从棺材里
跳出来，我们穷尽此生此世也永远弄不清的了。虽一夜苦苦
熬成，翻看之中，还嫌大不够，只当博君贻笑之。尽管如此，
我也只好同晴雯补裘最后道那么一句，写虽写了，到底不成，
我也再不能了。

红学家吴玲女士莅临晋宁举办“《红楼梦》知识讲座”

9月22日上午，由晋宁县委老干部局、晋宁县老年大学和晋宁
县老干部诗词协会共同举办的世界文学名著《红楼梦》知识



讲座，在晋宁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楼会议室开讲。

讲座有幸邀请到了红学家、云南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吴玲女士
主讲。吴玲会长作了题为“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的讲座。吴会长观点独到，认为《红楼梦》的写作诉求是要
求婚姻自主，要求女人参政议政;《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一
个整体，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
者的真实姓名，只是一个笔名，作者是七位女性。作者中，
有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的女诗人王采薇、钱孟钿，其中之一
是晋宁县下石美村“才高天下”李因培之女李含章，李含章
在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为贾探春。吴会长说：“《红楼梦》是
一部女人的伤心血泪史，一部女权主义的宣言书。”

吴会长的讲课，深入浅出，精彩纷呈，让大家感受到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

为建设“文化晋宁”，更好地学习国学知识，全县十二个乡
镇、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代表117人到场听讲。

书评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青鸟》，它是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
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之一，由妻子改编成童话。这个故事讲述
的是伐木工家的哥妹俩狄尔泰和美泰，为了救他们邻居家的
小姑娘，在光神的引导下历尽艰辛寻找象征着幸福的青鸟。
在这个故事里所有东西都被光神赋予生命，面包、糖果、牛
奶通通说起话来。路途中还遇到一些古灵精怪的事情：会用
计谋的大树，狡诈的猫与暗神结盟对付狄尔泰和美泰，他们
翻山越岭，受尽折磨，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青鸟。

不过光神对他们的表现相当满意，于是光神让他们走进一个
洞里。当他们醒来，惊觉自己已经回到了家。美泰发现他们
家养的白鸽竟然变成了青色，于是他们把青鸟送给了邻居家
的小朋友，过了几天，小朋友的就病好了。



其实那只白鸽依然是白色的，可是在孩子们的眼里它披上了
青色的羽毛，并且变成了幸福的象征。如果当初光神直接说
青鸟就在他们家，就是他们家的白鸽，那么孩子们肯定不会
相信，而且也得不到锻炼。

其实幸福离我们很近很近，或许我们只是缺少了一双发现的
眼睛和一股为爱付出的勇气!

书评读后感篇三

《简爱》，是一本会永远盛行不衰的故事；

简・爱，是一个永不凋谢的美丽的灵魂；

它与她，是在向我们讲述着，平凡女孩不平凡的一生。

《简爱》的故事情节真实而简单。作者夏洛蒂用第一人称，
以自己的真实经历为基础，

叙述了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孩的故事，而它却
因此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一百年来，这种心灵的震撼从未改
变；但《简爱》又是一部丰富而复杂的著作，将艺术技巧和
创作手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为和谐的一体，用看似平
淡无奇的题材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谴责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小时候的简・爱，由于对逆来顺受的恐惧和无法忍耐，愤愤
不平，心智早熟的她，既倔强抗争，又忍让克制，使她用有
了矛盾复杂的个性；逐渐长大的简・爱，在不公的社会中幸
运地遇到了善良的老师――谭波儿小姐，得到了她的关心和
教育；成年后的简・爱，带着小小的身影，经历了坎坷的生
活，遭遇了历经磨难的爱情，终于追求到一生的梦想，存于
心底最珍贵的东西。

那时，简・爱从心爱的人,罗切斯特那里毅然决然地离开,尽



管罗切斯特已经成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又是她
的性格使得她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当她即将忘记“简・
爱”这个名字的真谛，答应嫁给圣约翰的那一关键时刻，她
突然间似乎听到了来自于罗切斯特“简！简！简！”的呼唤。
这是心灵的呼唤！这呼唤使她挣断了心灵的锁链，把她从昏
迷中唤醒，使她有了力量，占了上风，彻底摆脱掉了圣约翰的
“神恩”的控制和束缚，奔向了自己幸福的目标。

可能这样的情节有些离奇，有些过于曲折，可是从中显露出
的，是简・爱追求个性解放，憧憬美满人生，主张自尊自重
的个性。她面对周围的一切，总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
把我换成是简・爱，也许我早在第一个难题上就卡住了。正
是如此，简・爱的独特个性才有为突出，才让千千万万个读
者赞叹不已。在大大小小的困难面前，简・爱，用自己的心
灵主宰着躯体，用心灵冲洗着灵魂。

书评读后感篇四

人生是一跳没有尽头的路。命运在我们道路上左左右右。命
运不是恶魔，相信它总是公平的。

也许你曾站在海边细叹时光流逝之快，怨恨命运没有给你良
好的开头。你恨时间走得太快。你讨厌自己一路的不平坦，
你厌倦了过去的日子带给你的难过。好吧，那我们不妨去学
习简·爱吧，去追求所爱的，去勇敢的面对一切，相信我们
都没有错，命运也没有错，只是命运没收了我们点什么，在
未来的某个地方又布置了豪宅送我们。

总是幻想，爱沉默的人是不是开始堕落的天使，他们惧怕命
运的挑战，保持着沉默，无视一切压力。我喜欢微笑的人，
开朗的人，会去接受一切挑战，从间流露出活力因子。我喜
欢他们的阳光，勇敢地去与生命下堵住，赢家是你。

温柔的笑容犹如午后的阳光，破碎却又充满想象。不可否认，



那堆在现实里的败笔是留给你成长的天地。世上没有离弃和
欺骗，做自己的年轻人，相信命运的天真，你对他好，他也
对你好。

偶尔觉得一切是被安排好了的，没有展翅飞翔的精彩。那请
你打开牢笼，别去纠结别的，追求自己的梦想。也许你站在
领奖台上，台下一片是你一步一步长大的见证人。

抬起头，不向命运低头。相信命运没有亏待你。刺眼的阳光
只能让你感觉眼睛疼而已。它不会阻止你前进的步伐，所以
一样，命运不是孩童，他在没收你什么的同时，也给了你什
么。

相信命运没有亏待你，命运不会亏待你。让我看到你不屈的
目光吧，把最美好的留给明天，为精彩开一个好头，向命运
去挑战吧，我的王者。

我坚信，一日春光是温柔岁月中的甜美日子。命运伴着春光
而来。它不亏待你。

简爱优秀读后感模板3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夏洛蒂·勃朗特。主要内容是简爱自幼父
母双亡，在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后，简·爱毅然离家求学。学
校的生活，使她领略了被辱和被爱的人间冷暖。离开学校后，
她来到了桑菲尔得当家庭教师，在她以为幸福真正来临时，
却又为一个疯女而远走他乡。他不知情的遇到了自己的表哥、
表姐，成功的分到了叔叔的五钱块遗产。最后他跟桑菲尔德
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简·爱》这本小说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
爱。《简·爱》中的简爱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富有激
情、幻想、反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
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本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对孤女坎坷



不平的人生经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
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反映一个平凡心灵的坦诚倾诉的呼号
和责难，一个小写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渴望。

这本小说告诉我们，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小
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虽然我们觉
得这样的结局过于完美，甚至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肤浅，但
是我依然尊重作者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尊严加爱，
毕竟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价值=尊严+爱这道公式付之实现
常常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到似乎为了金钱和地位
而埋没爱情。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
爱。很少有人会像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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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是一
种返璞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感觉，是一种不计得失
的简化的感情，它犹如一杯冰水，净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
被认为是人生追求的二重奏。

书评读后感篇五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在《人间喜剧》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间喜剧》庞大结构中的一个枢纽站，
被称为《人间喜剧》的“序幕”。小说“撕下罩在家庭关系
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批判了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的环境详细逼真，
细节描写细腻生动，塑造典型人物性格突出，使作品具有极
高的艺术魅力，至今仍吸引着全世界的读者。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塑造的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之
一，它是封建宗法思想被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原则所战
胜的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

小说主人公高老头向读者展示了一份特别的父爱。他把女儿
当作天使，乐于牺牲自己来满足她们的种种奢望。为了女儿
的体面，他歇了生意，只身搬进伏盖公寓;为了替女儿还债，



他当卖了金银器皿和亡妻的遗物，出让了养老金，弄得身无
一文;最后，仍然是为了给女儿弄钱，他竟想去“偷”
去“抢”去代替人家服兵役，去“卖命”、“杀人放火”。

对这样一个“慈父”，巴尔扎克赞叹“他无异于一个___神圣
的殉道者”。有人也曾赞赏他“表现了人类崇高的至性”。
其实，这都是把高老头的父爱抽象化，神圣化了。事实上，
高老头的父爱并不单纯，而带着阶级的复杂性，他的父爱是
交织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的。从封建宗法
伦理道德观出发，他认为父女之爱天经地义，“父道”是家
庭、社会的轴心;但他又怀着往上爬的虚荣心，把对女儿
的“爱”作为攀援名贵、抬高地位的手段，结果，原本高尚
的感情变得庸俗、猥琐。

高老头的父爱的悲剧，既是个性发展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的
必然产物。一方面是由于他心理偏执的近乎疯狂的父爱，使
他成为父爱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又由于社会的发展，使他与社
会行为准则脱节，从而使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在道德上，
高老头并没有完全接受资产阶级一套，还拖着一条“宗法道
德的尾巴”。从内容到形式，高老头的父爱都是基于这种宗
法道德观念，因受到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无情冲击，而呈病
态、畸形的。它是两种社会交替时期的产物。他的父爱交织
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因而具有自我抹杀
性，正如高老头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
们把我踩在脚下的。”

作者有意识把高老头的父爱夸张到“荒谬的程度”，“任何
东西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感情”。然而，这种“伟大的父爱”
却为世道所不容，为女儿所抛弃。高老头的父爱是巴尔扎克
的理想家庭形式，又借以批判了“猥琐、狭小、浅薄的社
会”，高老头的父爱并不伟大，但从客观效果而言，他真实
揭示了病态“父爱”产生、发展和终结的社会原因，这一点
倒是伟大的。



《高老头》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
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进
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的挥金如土、灯红酒绿，他
往上爬的欲望倍增，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
使下，日益丧失正直的良心，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特别
见证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象榨干的柠檬一般以后，
更坚定了向资产阶级的道路走去的决心。《高老头》中主要
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在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他
更一发不可收拾，靠出卖道德和良心竟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
贵族院议员，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
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
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高贵的门第再也敌不过
金钱的势力，她在后来的小说中因为同样的原因又一次被金
钱出卖。她的遭遇告诉人们，贵族阶级除了失败之外不可能
有更好的命运，金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
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以18底到18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
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
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
社会的腐蚀下不断发生改变，但仍然保持着正义与道德。同
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
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
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
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
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
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在爱的沙漠里，爱是要被嘲笑的。

可悲，可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