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倾城之恋读后感(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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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一

“倾城之恋”是一个浪漫而又温文尔雅的名字，情节动听而
又近人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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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笙箫一般吹奏出流苏与柳原之间的浪漫往事，阐述了二人心
中蕴出的朦胧的`爱情观，一段生动曲折的传奇经历使流苏从
一个封建腐旧的家庭迈向了上层生活的台阶，就在二人的爱
情愈演愈烈的时候，张爱玲将笔锋用力一转，划破了纸页上
写满了二人的故事，香港一战，人们全然忘却了那些所
谓“浪漫”的往事，这犀利的一笔甩出了点滴墨水，见到窗
棂上，浸破了那依旧上演着朦胧剧情的窗户纸，这薄薄的一
层纸絮后，人们看到的是一对自私的情人沉溺于爱情而不顾
国家安危，香港的沦陷，使流苏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爱
情”、富贵、身份，但并没有使她的人格得到升华，她依旧
是她，尽管她认为她已是社会的上层人物，但她的思想依旧
流转那个别了一把生了铜锈的锁的腐旧屋舍内，她并没有走
出来。她悄悄地燃起一息烛光，墙上的影子依旧是柳原的，
她梦寐以求的那个男人，她终于得到了，虽然是被香港战乱
影响后改变的柳原，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倾国倾城。

好一般生死契阔的倾城之恋!好一个旧社会的杀手作家--张爱
玲!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二

前一个星期什么事基本都忙完了，舞蹈大赛也结束了，我们
拿了个二等奖，挺高兴的！断断续续的、、终于有时间看更
多的书了！而我又是助学金的受助人，“拿人钱财，替人消
灾”，被分配到图书馆的光盘室工作，很开心！在那里基本
都没什么事，所以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书。

张爱铃的书一直是我想看的。这本书写了两个小说，十六个
散文。她的散文多取材于身边琐事，诸如时装雨伞，饮食男
女，个人际遇，纷繁家事，都写得很有韵味独特。她这种近
俗的态度，她对于人生的.关怀，使人油然生出返朴归真的亲
切感。这或许是她的作品令万千读者倾倒的原因之一。

其中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有：“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那就
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
忘却了的忧愁”，“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时间在镜
子前面，就得多花时间在时装店里”……今天天气很好，去
到光盘室，一拉开窗帘，阳光就一股恼迎面扑来。美好的周
末即将来临！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三

第一遍看倾城之恋时，觉得这是一个充溢着淡淡哀伤的爱情
故事，受尽委屈和压迫的美丽女子最后被浪漫的男子解救。
一段难以言喻的浪漫故事还配上了一个完满的结尾。可是，
当一遍又一遍的翻看这个故事，才懂得这个故事的凄凉，有
关爱情的不过是一小段文字。

对于流苏来讲，两次赴香港一次是赌局，她输了；另一次与
其说流苏被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折服了，不如说家庭的压力像
一把刀顶着流苏不得不往前走。对此柳原怎么会不知道呢，
张爱玲把整个文章的睿智都给了他。所以柳原说：“你不爱
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的了主么？”柳原说：“我们那时



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时间恋爱？”柳原爱流苏，但
是他更加深刻的懂得流苏不爱他，流苏说：“这毒辣的人，
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不，柳原想要的不过这
喧嚣世界里的一份真心，这喧闹世界的温暖而不是冷冰冰的
金钱。所以，柳原才会在流苏说，人家跟我耍心眼儿，我不
跟人家耍心眼儿，人家还拿我当傻子呢，准得找欺辱！在这
个时候有点黯淡，在这个时候笑自己，才会声音又哑又涩。

张爱玲说：“这个城市的倾覆成全了她。”但是我想
说：“这个城市的倾覆也成全了他。”战争轰碎了所有的房
产、金钱、未来，所有天长地久的一切。流苏听不到四嫂尖
刻的声音，看不到母亲麻木的表情，听不到家里荒谬的劝说，
感觉不到家人疯狂的侮辱。战争的声音太大了，一切的喧嚣
都被掩盖了，只有生命的号角久久盘旋。此时，爱情的温暖
成为了唯一，一切就像突然停止般的安静了，点点温暖停在
心边。流苏，这时的流苏终于只是她自己，终于复苏了爱情。

我想，张爱玲是爱三的吧！她用“三”串成他们爱情的起末。
那间流苏在香港住的房，见证了这一倾城之恋的开端。流苏
第一次住这间房时，他们之间隔着半个月亮。一枝紫藤挡住
了柳原看月亮的眼睛；几分欺压，几分不甘，几分无奈，用
满分的现实，挡住了爱情的步伐。第二次，流苏成了柳原情
妇，但是身体的亲近没有拉近心灵的距离。第三次的避难，
却使他们合二为一，仿佛是一个人的两个身体，弹雨中，她
只有他，他也只有她。这个房间成了他们爱情真正的开端。

那堵让柳原忍不住天荒地老的墙，第一次出现时，流苏和柳
原站在墙下，却隔天荒地老远了又远？？爱情像不成腔的曲
调。第二次，它甚至没有“露脸”，只不过流苏道了一
句：“那堵墙？？”但这时，战争砸毁了一切外在，他们用
最真实的自己去感知对方，连说话都多余了。第三次，尽管
流苏只是坐在床边，心里默默的想着那堵墙，但是一切深入
到了灵魂深处，这个时候他们彼此成了透明，哪怕仅仅一刹
那的彻底的谅解，就够了。爱情的温暖达到了最高。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四

经历了香港沦陷这样的一个背景，确实够得上倾城，故事中
两个精明的男女主角的故事。文写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没
去考据张爱玲与胡兰成是发生在那个时间的，却总感觉这个
故事中有他们的影子。柳原是有过妻子的，流苏一直所害怕
的也是柳原不能与她结婚而只是想把她当成情人这样不伦不
类的结果。胡兰成原也是有妻子的，而且还有个护士的'小情
人。总觉得流苏那许多的感受和心境都是张爱玲自己曾有过
的。想起流苏还真是一个地道的旧上海的女子，精明的计划
经营着自己的一身，矜持的计较着许多得失，而当感情来临
的时候，再怎么精明都沦陷了，原先所计较的也顾不得了。
张爱玲是仁慈的，她给了流苏一个好的称得上好的结局，也
许这也是她自己所希望而得不到的结局，让它在流苏身上实
现了。

原来总觉得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是地道的旧上海女子，现在
才恍然，真正旧上海的女子也只有张爱玲才能塑造。王琦瑶
比之流苏多了许多哲性少了许多女子该有的精明而显得虚假
苍白。试想一个明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道理的女人又怎么会
去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会沦落成李主任的情妇，又怎么会
与康明逊那样不记后果的疯狂，怎么会跟老克勒那么的荒唐。
王琦瑶身上所体现的旧上海女子不是她的性格，是她在文革
大跃进那种年代，也不忘记用蛋清敷手，召开沙龙，制作精
致的西点下午茶，这样的小资是旧上海女子所特有的。而流
苏那种小女子的精明，那种计较，那种对自己人生的经营，
彻彻底底的一个旧上海女子的形象，那种聪明却又不大气的
可爱，原先离婚是由于她受过新教育，计较名分是由于她还
是出生在大家族的根蒂。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五

张爱玲的名字早就听过，但没怎么看过她的作品，我只能说
自己真的是没什么文化，以前很多著名的作家作品，直到现



在才有机会真正的去看过一些，且还有一大部分还没看过。

就像鲁迅一样，一些出名的作品早就在我们初高中的课本上
出现过，但仔细想来，也不知道具体是出自哪一部作品，都
是一些杂乱精彩的节选。

下面的这段话，我想你肯定也读过：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
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
“床前明月光”。这是出自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
的一句话。

不过这一部小说我还没看过，我看的是在kindle里下载的一
本张爱玲部分比较经典的一些小说合集。如《第一炉香》
《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她写的大部分都是短片小说，
其中以《倾城之恋》这部作品最为出名。

张爱玲写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关于爱情的，就比如《倾城之
恋》，一听名字给人感觉讲的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爱情。

确是讲的是爱情，但也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所谓倾城之恋
正如表面意思一样，是发生在一个倒塌城市下的爱情故事，
那个城市就是香港。

其实故事也特别的简单，讲的就是，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
想勾引一位离过婚的良家妇女的故事。

这个花花公子名叫范柳原，这个良家妇女名叫白流苏。

白流苏已经离婚了七八年，自从离婚后一直在娘家住着，这
个娘家是一座公馆，大家应该知道，以前的公馆其实就是土
豪住的地方。



公馆里人多嘴杂，流苏毕竟是嫁出去的人，住久了就被一些
哥哥嫂嫂嫌弃排挤，流苏也很想赶紧离开这里，既然要离开，
对于以前的女人来说，结婚当然是找一个归宿的好办法了。

白流苏有个妹妹，还未出嫁，托媒人介绍了范柳原。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范柳原请客，在一个类似酒吧的地方，妹妹害
羞就带上了流苏还有她的七大姑八大姨。

因为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还是个留学生，吃完饭后就想跳
舞。这些七大姑八大姨都没人会跳，妹妹也不会，就只有流
苏会跳，就这样流苏和柳原有了第一次互动。

柳原平常在国外待久了，初次见流苏的时候感觉她有一种中
国女性传统的美，一点点楚楚可怜样，一点点婚后女人的韵
味。

柳原其实在心里有点喜欢上她了，便主动邀请流苏去香港玩。

流苏没想到，自己离婚这么多年了，还有男人会对自己感兴
趣，而且还比自己年轻，又有钱。其实她一直都有再婚的想
法，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便想搏一搏，于是就答应了去。

但柳原可不这么想，他就是想玩她，想把她当做情人，到了
香港之后，柳原陪她各种玩，但就是一直不接近她。

每天带她进进出出后，大家就开始叫流苏为范太太，这个事
也被传到了公馆里。其实这是范柳原的一种手段，他心里其
实明白流苏是想找他结婚来的，但他就是不想跟她结婚想玩
玩她，想让流苏变成自己的'情妇。

同时她心里也明白，流苏没那么好泡，虽然离过婚，但毕竟
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身份摆在哪里。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
个手段，在别人眼里他们两个人都玩的很好，每天一起在一
个酒店里进进出出，自然会被人发现误认为已经发生了什么，



可他却又不做出实际行动去娶她，这样在别人的眼中，流苏
就已经成为了他的情妇，到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了。

可是流苏没那么简单，她发现柳原的这个目的后，直接回到
了上海，她就是不想成为他的情妇，她要的是跟他结婚，即
使回到家后被别人各种歧视也依然坚持着，因为她心里知道，
既然他还没有得到她，那么某一天，范柳原肯定还会带着更
好的议和条件来找她的。

过一段时间后，柳原确实来找了她，不过那时候香港刚好又
沦陷了。

张爱玲写了如下的一段结尾：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
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
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
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
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
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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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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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过是两个有心理障碍的
可怜人罢了，不敢再剖开心胸去爱，即便是爱了，还得步步
为营，玩心理战术，玩文字游戏。柳原被父母不正常的家庭
压制得不失去了组织家庭的信心，看不到家庭的吸引力和依
赖性，也就失去了责任心。他们给观众演他们是如何对家庭



失去信心，如何对家庭产生厌恶感。厌家实际上是厌世，对
那样的社会厌倦到底。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
在这人生舞台上远远眺望着，她不是导演，却如同解说，用
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的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
里的诸位角色，确切地说，亦或是审美。比如，她注重介绍
的是女性的角色。介绍了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
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
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
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爰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
众多女作家，她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
固然观众也是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将要从她的传奇生涯里辨
认的，但当时的张爱玲女士，以这种生态观彼时的众生，无
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因而也能真实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
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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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描述了流苏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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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的爱情是否跟外国不同呢？毕竟中国的一些观念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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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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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大概是古典爱情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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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感情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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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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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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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倾国倾城的情况，感情依然存
在。

还是这句话：绚丽归于平淡。

倾城之恋读后感篇八

些女子穿起华美的袍子，站在旧时光的影子里轻轻地画起一
道浓眉。绿色和红色交错灯光，暗暗地洒落，幻美的生活之
后，人去楼空。

——题记



有人说，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

她喜爱写那些旧上海的故事。红男绿女，他们以为生活会变
得很好，于是做着凄苦的事情。慢慢的，时刻只是成为了一
种虚幻，女生开始习惯把眉毛浓黑，涂上朱红的唇膏，深色
的胭脂，以为那样，就能够把眼泪掩藏。

读张爱玲的小说，就像在听一个很近很灵动的故事，她自己
是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简单，但是嫌它不够
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但是嫌它不够严肃。她
总是喜爱在作品里提到胡琴，只是某一也许只出场一次的人
物，在某个角落嘶哑嘶哑地拉着它，在某个需要他的时候。
就像故事的调子，没有什么起伏，却是两个相爱的人慢慢地
靠近或者慢慢地疏远，回到人本身的寂寞，然后又回到模式
化的生活中。

张爱玲以前说过：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完美只会使
人感到一切都已经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使人再度烦恼。
记得我在看《半生缘》的时候，故事的开始就是，“……日
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载都好象是指
顾间的事。但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能够是一生一
世……”她的小说总是一份感情从不能自己到慢慢沉淀的过
程，让人觉得有些微微的苦涩，而其实那些人还在我们的生
活中，他们只是更换了名字，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

荒凉是正因繁华之后的落空，正如寂寞的女子内心总是一片
为开垦荒芜，而张爱玲正是把它拿捏得很恰当。我们总听见
人们称赞她有才华而不是伟大，大概也正正因她只是把故事
讲给爱听的人。正因张爱玲也说过，生活是一件华美的袍子，
爬满了虱子。因此她的小说女主角总是穿着不一样的旗袍出
场，也暗示她们隐隐相同人生和命运，外表的.美丽内心的空
虚。她的作品总是看上去很华丽却是很安静的调子在讲述一
个很普通的故事，读完之后才会恍然，原来张爱玲是这样一
个人，这样一个女子。



泛黄的照片中，那个女子很安静地望向远方或者只是平静地
看着。原来所谓的才华也但是是比平常人更多一份恬静，更
多一些对命运的追问。喜爱在小说里开始把眼泪掩藏，慢慢
的，眼泪就像手里的沙子，慢慢地滑落，然后是肆无忌惮的
崩溃。我们就被她轻易地被带回到旧时光中，或许快乐或许
悲伤。

爱上张爱玲的文字，如同倾城之恋，只是那一刹那的时刻。
而她的故事，正如一首安静悠长的歌，不会落空，正因任何
时候都需要这样一首歌。不一样的人，唱出不一样的味道。

也正如李碧华所说，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