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文轩的黑猫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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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曹文轩的黑猫读后感篇一

此书讲述的背景是法国处于新旧王朝交替而旧的王朝复辟的
时候，而一场斗争也就这样开始了。

主人公于连出生于农民家庭，而在当时人被分为三六九等，
他基本是最底层的了，他想要报复上流社会必需要用一些手
段，他崇拜拿破仑却为了自己向上爬只好大骂他，对于圣经
也是被迫记熟。这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又有何不同呢，
为了得到领导的重视，拍拍马屁，也有可能把其他人当做垫
脚石，常常做着与自己内心相违背的事情，可是，现在的人
找工作也十分困难，想要活下去，如果太老实，除非有好的
一些条件，很可能会被别人挤下去，也有可能会导致自己连
自己的伙食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他发生过两起与爱情相关的事情，而他为了自己，也许可以
说与市长夫人完全是为了地位，而第二起只是一个见识少的
女孩爱上了他。而最后他对市长夫人开枪也宣布了他的终结。
原本内心正常的他逐渐扭曲。环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去影
响一个人，中国现在许多官员一开始都有着自己的原则，而
当权力越大也导致自己开始膨胀了，正如几年前云南的白恩，
当自己去触犯那条底线时，回过头来已经太晚了。我们想要
不断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必然需要一些手段，然而很多人也
因此失去了自己做事的原则。



他的悲剧可以说是必然的，人分贵族，平民等，制度之下，
他也不过是一颗棋子，时代决定了他只有用那种方法才能向
上爬，而他不幸倒下了。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近代都是如此，
不存在人人平等的环境，除非回到原始的`社会，或者另外一
种猜想，那便是极度发达的未来，但现在仍然差太远，平等
只是相对的，每个时代有各自的对与错，正如以前中国一夫
多妻是很正常的现在看来却是不正常的了。

曹文轩的黑猫读后感篇二

黑色教士服包藏着对红色拿破仑军服的向往。黑色的进阶，
红色的希望；黑色的手段，红色的激情。理解了于连，就理
解了法国革命-----《红与黑》
其实这本书，在早年间就读过几次，但由于各种缘由，都没
有读完整，以致对此书只知其是一部优秀名著，对其被称为
名著的意义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解，这是一本十分久远的书了，
《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了。写出这么曲折
故事的才人是已逝世很久的司汤达，他生于法国，我本人是
很敬佩司汤达这位伟大的作家.。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作
品之一。它展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
涉及了从法国外省到首都巴黎的许多方面的生活风情；上写
皇帝首相、王公贵族，下写三教九流、平凡百姓；通过教会、
政党以及各阶级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对查理十世统治下的
法国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人情世态、风土习俗，作了真
实而又生动的描绘。
主人公于连·索莱尔自始至终有着自己的一种情绪和姿态：
他家境贫穷，地位低贱，却又不甘于这种命运：他抵抗蔑视
的眼光，但又向对他投以蔑视眼光的人报以更加蔑视的眼光；
他憎恶上流社会的黑暗、虚伪和丑恶，但又怀着极大的野心，
一心发迹，渴望飞黄腾达，以至于亲手为自己带上伪善的面
具，毁于无情的社会。他的一切经历，甚至可以用忍辱负重
来形容，他的不断地思考、观察、自励和忍受，终于迎来得
道的一日，但是所有的一切也终毁于一旦。



这样的结局似乎并不出人意料。每个人似乎也都能从于连身
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一个人的
生活经历中，也许我们就在某一个时期，或是在某一个方面
面临着与他相同或相似的处境。或是贫穷，或是卑贱，有满
腹的理想和满腔的热情，却在腐化的压制，强权的左右，种
种阴暗的伎俩中沉沦。
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中与于连获得一种共鸣，则就说明，我们
也和他一样，那颗心仍在跳动，那份热情并没有枯竭，绝对
不能服从这样的命运，让蔑视我们的人迟早自惭形秽。也许
我们是白手起家，所以正因为一无所有，我们可以不顾一切。
书中给予于连的描写常常有很多的内心独白，其中有句话我
仍记忆深刻：在得到侯爵赠予的十字勋章的后，他想
道：“为了成功，我会做出更多不公平的事。”是的，这世
上总有着许多的不公平，想事事都达到哪怕只是80%的也是不
可能的，也许唯一的方法就是以一种不公平去对抗另一种不
公平吧.
我认为书中讲述于连的取舍正是司汤达本人的取舍。同曹雪
芹写《红楼梦》一样，司汤达在写完《红与黑》后认为在五
十年后才会有读者。他盼望着读者能解其中味，并声称他的
作品是献给少数幸福的人的。在写完了这点小体会后，回过
头来，我不禁又问自己，我是那少数幸福吗？（郑丹青）

曹文轩的黑猫读后感篇三

今天朋友来我家玩，给我带了一本书名字叫《红与黑》，我
早期就听过这本名著了，听说非常的好看，我朋友说这本书
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作，我当时想有那么神奇吗？
我就带着疑问的心情就读那本书！

我看了这本书，又想起了现在的社会中的有些人，这些人自
私自利。



感谢司汤达先生，是他用他那超凡的'想象力为我们编织了一
个真实社会的写照！

曹文轩的黑猫读后感篇四

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及最终的失败，尤其是
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近30年间压
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小说强烈
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
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作者着笔于人物心灵的跟踪的
手法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正是突出了于连处在冲动下追
求“英雄的梦想”心理历程，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
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于连的两场爱情：一个是与德·雷纳尔
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另一个是与玛蒂尔德小姐的“头脑
的爱情”。

第一段爱情开始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诱惑，而于连仅仅
是想完成一个对贵族老爷们的报复，和满足他的虚荣心，所
以他决定要在这个女人身上“取得成功”。可是，他后来被
德·雷纳尔夫人那颗善良，温柔，单纯心所打动，他疯狂的
爱上了德·雷纳尔夫人。这颗心在不久后被野心所占据，他
几乎忘记了他，直到最后才爆发。他才猛然醒悟他说
到；“从前我们在韦尔吉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获
得无穷的快乐，但我却让强烈的野心把我的灵魂带到幻想之
国里去了。你那迷人的胳膊就在我的唇边，我没有把它紧紧
抱在我的怀里，我对未来的幻想，把我从你那里夺走了。是
的，要是你不到这监狱里来看我，我到死也不知道什么叫幸
福。”

另一段和玛蒂尔德小姐的恋情，则是开始于彼此的不屈服，
骄傲。可以说一场征服与被征服的爱情。玛蒂尔德小姐是一
个出身高贵的，聪明的.，高傲的，美丽的，如王后一般的女



子。她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中的爱情的女人。于连就被她所
有的一切给吸引住了。同时，由于于连在玛蒂尔德小姐面前
的骄傲，自尊心和对她的不屑一顾，也有于连的才情。得不
到就是最好的。当双方某一个屈服了，那这个人就会受到折
磨。最为好玩的是科拉索夫亲王给于连设计了一连串计划，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建立在嫉妒上的爱情。最后，虽然玛蒂尔
德小姐放弃了地位，为于连四处奔波，可我还是觉得那不是
爱情的原因，那是她由于“被一种并不缺乏英雄注意的热情
所燃烧着”，她甚至还想到“巴黎客厅里的人士，看见我这
样身份的姑娘，崇拜一个行将被判死刑的情人到了这一地步，
他们将怎样议论呢？像这样的感情，必须回到英雄的时代才
找得到”，这说明我们可爱的小姐还没走出她那幻想，直到
最后她抱着于连的头颅把它安葬，我觉得那只是对玛格丽特
王后的模仿，那是印在她脑海里的东西无法忘记，她把她哥
哥叫做阿尼巴尔，自己则叫玛蒂尔德·玛格丽特。

在狱中的于连还是选择了德·雷纳尔夫人，我才觉得于连并
不是一个没有人性的野心家，他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当他在
瓦勒诺家中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出。可是光凭善良是无法在那
个社会生存的，所以他学会了伪装，他在贝桑松的时候学会
了这一切。他有野心，那是因为他有学识，他有一颗强烈的
自尊心，他不甘屈尊人下，有人说过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那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得平庸的过一辈子吗？他想追
求幸福，当他在木材场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看喜欢的书，当
他踏入市长家中的时候，他就开始被那个肮脏的社会给染色
了，他那时才快满十九岁。他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只有他在
征服德·雷纳尔夫人的时候，当他完成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
候，当他看到马蒂尔德小姐在他面前屈服的时候，当他当上
轻骑兵中尉的时候，他才感到幸福。可是随后又会自责。所
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责怪于连，我们要痛恨的是那个社会。
当于连被德。雷纳尔的一封信给毁掉幸福，他要报复，他入
狱了，入狱让他远离了社会，使他卸下了伪装，这时我们才
看到真正的于连，他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什么是幸福，怎样得到幸福，这
困扰着人类几千年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于连。在他心目中，
幸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只是在他的心计、在他的警觉、在
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当中的。他因为第
一次摆脱了父兄的虐待而幸福，为德·雷纳尔夫人面前履
行“某种责任”而幸福，为骄傲的玛蒂尔德在自己面前屈服
而幸福，为一次次地发迹而幸福得要命。他渴望幸福，渴望
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渴望飞黄腾达，他发誓宁可死一千次
也要飞黄腾达，他想要拥有尊贵的地位，众人的钦羡。为此，
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作战计划”，使出各种卑鄙、虚伪的
手段，这一切都使他超人的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但他毕竟
内心还保留着真、善的一面，所以在每每幸福之时，他又会
扪心自问，陷入深深的自责。因此，他的计划又总会漏洞百
出，让人怀疑。

结束了德·雷纳尔夫人的生命，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在
监狱中的那段时间，使于连想了很多，他从自己禁锢的思想
中解脱出来，从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获得了灵魂的重生。他脱下了往日一切伪装的面具，找到了
迷失的自我，也找到了最真实的幸福。他放弃了逃跑和上诉，
能够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坦然地面对死亡，安静的等待
死后的再一次轮回。

《红与黑》并没有从概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
求功利的符号。相反，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
对欲望的执着追求与追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
社会现实，这大概也是《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
因。

对于书名人们曾经也引起了一番争论。通常，人们认为书名
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古年
代的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雷纳尔夫人的鲜
血，“黑”是玛蒂尔德的丧服；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点
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等。我想红色是否还可以象



征于连对人生的不懈追求，而黑色就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为
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奔波，却不理解自己存在真正意义、真
正价值的生存状态吧！

在社会现实重重阻碍而又想要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
退缩或是反抗。那些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
是退缩者，他们享受着平庸的生活，最后却难逃社会进步而
被淘汰的命运。不断地树立人生目标、决心要实现人生理想
的便是与于连一样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但这个时代不欢迎
虚伪的言行、卑鄙的手段，偶尔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
虚的度日。

曹文轩的黑猫读后感篇五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红与黑》读后感大全，欢迎阅读。

书中的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孱弱腼腆，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人，
他靠着自己的博学、聪明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利用宗教，依
靠女人，也为了实现自己巨大的野心，不惜挤进了上流社会。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有孩子、有丈夫的德·瑞纳夫人，两人
很快相恋，不久之后便坠入爱河。很快，德·瑞纳夫人就成
为了他的情妇。后来，不幸被德·瑞纳先生发现，一气之下，
把于连打发到了神学院。在那里，于连刚开始很受人瞧不起，
但随着天生的聪明和机灵，出类拔萃，不仅得到了彼拉尔神
甫和夏司·倍尔纳神甫两位神甫的喜欢而且得到了神学院里
人的尊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很快，他便被推荐当上了巴黎一个侯爵家的《圣经》课家庭
教师。在那里，他又认识了玛蒂尔德——一个聪明但且高傲
的女孩，两人又很快坠入爱河。在这两个女人身上，于连在
期间总用不乏种种不光彩的手段。当于连自认为自己已经踏
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和得到了两位女人超越阶级的爱情时，
但却最终失败，被社会无情地推上了断头台。



合上书的时候，心情总觉得怪怪的，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脑海里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于连正在事业的最顶峰的时
候，却会被社会无情的淘汰?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他不仅仅
靠的是知识，更多的是靠外界不光彩的手段，而这样的人，
往往是社会选择的第一淘汰对象。

在此看来，《红与黑》这本书中故事的结局也无疑是凄美的。
于连死之前，曾要求德·瑞纳夫人发誓活下去，好照料玛蒂
尔德的孩子，这说明于连也是一个有心人。于连死后，
德·瑞纳夫人也忠于她的诺言，但是，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
她也抱吻着她的孩子离开了人世，这也说明德·瑞纳夫人是
如此的爱于连。

现在想想，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爱情悲剧呢?它，再次从反面告
诉了人们——这个社会，是一个花花绿绿、充满爱情与陷阱
的社会。

司汤达的《红与黑》，写的是法国青年于连的故事。于连是
一个有才华，有野心，有自尊，也有良心的人。许多评价把
于连说成是一味向上爬的野心家。但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
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于连良心的一面。或者说忽略了站在
故事背后的作者进行的精神思考。

于连确实是野心家。于连的野心膨胀过程是故事最表面也是
最直接的线索。在德。雷纳尔放假，于连想：“我一定要在
这个女人身上得手，”“那样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有人指
责我赶过家庭教师这样下等的职业，我就可以告诉他，是爱
情把我抛到这个职位上的。”但是于连也像一个哲学家，他
思考人生，思考巴黎，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当像拿破仑
般的英雄。但他对德。雷纳尔夫人的爱，特别是在他生命的
最后，不能不让人感到真情。作者的故事构造得极巧妙。当
于连步上仕途时，他用尽心机去获取德。雷纳尔夫人的心，
并想用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提高自身的价值，可最后他才
明白德。雷纳尔夫人是他的终生至爱。后来的玛蒂尔德小姐



是在开始时主动追求于连的。但是又经过多次的反复，曾使
于连感到神魂颠倒。当玛蒂尔德确认自己爱上于连的时候，
于连在临死之前却说只有德。雷纳尔夫人才会真心待他的孩
子。在于连的攀升过程也少不了这些女人们的帮助，可是在
最后他的摔倒也是因为女人。作者在《红与黑》中塑造了于
连，可是更塑造的于连背后的时代，在上层社会中，人人都
重视荣誉，可是又过着奢侈的颓废的生活，青年们都缺乏勇
气。社会的各种党派都在积极而又秘密的活动着。

在人物塑造的手段上，司汤达使用了超出同时代作家所能及
的心理深度的挖掘。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心
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
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并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
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首“灵魂的哲学与诗”。

对于书名人们也引起了一番争论，通常，人们认为书名中
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古年代的
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那夫人的鲜血，黑是玛
特尔的丧服;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
人生的游戏等。我认为红色还可以象征于连的追求人生意义，
而黑色就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奔波，
却不理解自己存在真正意义的生存状态吧!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作
品之一。它展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
涉及了从法国外省到首都巴黎的许多方面的生活风情;上写皇
帝首相、王公贵族，下写三教九流、平凡百姓;通过教会、政
党以及各阶级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对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
国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人情世态、风土习俗，作了真实
而又生动的描绘。

小说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但博学多才的
青年。这个出类拔萃的青年雄心勃勃，决不甘于贫贱，一心
向往拿破伦时代的沸腾生活，渴望通过从军去建功立业，青



云直上。但在王政复辟时期，在极端反民主的贵族资产阶级
统治下的法国，于连看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有通过教
会一途他才有希望跻身上流社会。小说题名《红与黑》，红
即象征军队，黑即象征教会。于连开头在维立叶尔市长德?瑞
那府上当家庭教师，为了报复贵族资产阶级对他的鄙视，找
到迅速爬上去的捷径，使他很快赢得了市长夫人的欢心，成
为她的情人，因此得以进入修道院学习，企图以此达到发达
的目的。他最后到了巴黎，又有幸成为德?拉?木尔候爵的私
人秘书，同时勾搭上了候爵的女玛特儿。正准备和玛特儿结
婚，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美梦的时候，市长夫人出于嫉妒，
在听她忏悔的教士的指使下，给候爵写了一封揭发他丑行的
长信，使于连的野心和梦幻完全破灭了。在他绝望之余，一
怒枪击了德?瑞那夫人，受到了严厉的审判，终于被送上了断
头台，从而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一心希望摆脱贫贱地位报复上流社会蔑视的于连，是煞费苦
心，不择手段的。他明明崇拜拿破伦，却要当众大骂拿破伦，
他明明不信神灵，却要把《圣经》读得烂熟，能够完全背诵。
好虚伪的青年啊!我不了解那时的生活背景，只知道于连为了
争名夺利做自己的黄粱美梦而欺骗自己，带着假面具来应酬
所有的人，如果我是他，我会很累。要自己时刻像电影里一
样去扮演一个和自己内心世界异样的角色，而且要让自己无
论何时何地都不出戏，沉浸在这个角色里是很难办到的。俗
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真同情于连。

正义永远战胜邪恶，于连最终的下场是可悲的，所以待人最
好多一些真诚少些虚伪。

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20xx年左右的历史了，为什么
在这风云变幻的220xx年中小说仍可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小
说不仅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
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示
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
的社会问题。



小说主人公于连的经历和遭遇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青
年的普遍命运。

于连生性聪颖、高傲、热情、坚毅，但又自私、多疑。在僧
侣贵族当政、门阀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因出生平民而备受
歧视。这种受压迫的地位使他滋长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启蒙
思想和拿破仑的影响，培养了他的反搞性格。他立志要像拿
破仑那样靠个人才智建立功勋，飞黄腾达。但是在复辟时期，
拿破仑式的晋身之道已被贵族阶层堵死了。

就在这样的岩石底下，一株小树弯弯曲曲地生长。于连为了
博取大家用赏识，明知毫无价值，却还把拉丁文的《新约全
书》背得滚瓜烂熟。他那惊人的背诵能力让他跨进了维立叶
尔市长家，当起家庭教师来。在那段时期，他与德。瑞那夫
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大部分是为了反抗和报复贵族阶级对他
的凌辱。但是，纸醉金迷、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也腐蚀了于
连的灵魂，助长了他向上爬的欲望和野心。于连进入阴森恐
怖的神学院后，亲眼目睹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丑恶内幕，
于是他便耍起了两面派手法，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居然得到
院长的表睐和宠幸。

神学院的生活进一步扭曲了于连的性格，强化了他向上爬的
野心和虚伪的作风。于连给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后虽然还不
时流露出平民阶级的思想意识，但在受到侯爵重用，征服玛
特尔小姐后，于连的“平民阶级叛逆心”已消失。他成了复
辟王朝的忠实走卒。正当于连一步步走向他所向往的“光
明”时，因枪击德·瑞那夫人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把
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并没有从概
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相反，
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求与追
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红
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