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伤逝读后感(大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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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伤逝读后感篇一

匈牙利是人裴多菲曾经说过：“生命曾可贵，爱情价更高”。
在《伤逝》的页面里，涓生和子君的.爱在起跑线处就是这样
的状态，淋漓尽致的诠释了这一句唯美的诗。

相遇在人海，偶然的回眸，眼里饱蘸的深情一泄而出。寤寐
思之，对方的一颦一笑。岁月里，笑颜，清眸，英姿，似缱
绻的云朵，静静萦绕。为了这一段美好，两个年轻人开始疯
狂的捍卫爱情。

子君和叔叔闹的不可开交，和几个挚友绝交。亲情、友情，
为爱情敞开一条大道。炽热的爱，像一团火呼呼的窜出，窜
出封建社会的樊笼。他们抛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
缚，欣然走到了一起。

春暖花开之时，子君守着心里的柔情，果敢的迈出了第一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和涓
生的爱情之花在这个季节开的那样灿烂，强有力的呐喊是花
朵肥沃的养分。这年暮春是幸福的，因为子君是爱涓生的，
是那样真诚、热烈。

奈何？这已是暮春。

二人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忙碌开来。涓生用去了筹款的大部分，
子君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子和耳环。终于，换来了宁静的时
光。



二、彷徨的深秋

挣脱了束缚的子君忙碌起来，小油鸡、阿随，成了她生活的
一部分，整日还要忙着做菜。终日汗流满面，短发贴在脑额
上，两只手也粗糙起来。涓生徘徊于工作局与家之间，每每
还要帮子君生炉子、做饭、蒸馒头。生活趋于另一种方式，
与理想逐渐分离开。涓生似乎觉察，他开始怀念和子君冲突
的乐趣，怀念和解后重生般得豁然；也开始不高兴她和官太
太的暗斗，痛心她近来的怯懦……。

10月9日，涓生被工作局辞退。

昏暗的灯光下，涓生瞥见子君凄然的脸，纠结于近日她的变
化，踌躇着不知如何措辞……。仿佛，自己也变得懦弱。彷
徨于二人的怯懦，终不见来时的欢笑，也望不清前方的路。

生活每况愈下，萧瑟之日，子君与涓生的爱情之花在凄厉的
秋风中摇曳。

伤逝读后感篇二

爱情本身就是永恒的话题，有的人的爱情悲情，有的人的爱
情欢喜，有的人的爱情轰轰烈烈，有的人的爱情平平淡淡，
那么在鲁迅笔下的爱情又是怎么样的了？在我的印象中，鲁
迅先生好像没有写过关于爱情的文章，但是恰巧我前段时翻
阅的《伤逝》，原来是鲁迅先生所写的。

文章的一开始“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
子君，为自己。”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仔细的阅读了
鲁迅先生的这个作品。《伤逝》写的是涓生与子君对恋爱与
婚姻自由的追求，这追求最初已经获得成功，但终于还是失
败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迫害。

其实结合鲁迅现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再仔细品读文章中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结果也是不难理解。被社会所束缚了，同
时涓生和子君本身也是有自己的问题。涓生对子君的爱情只
是缘于她的果敢、她的思想进步和与众不同，并不甚实质，
恐怕难以维系；而子君对涓生的爱虽然是那样的专注深至，
但其内容也十分空洞虚幻、不切实际，只是“盲目的爱”。

他们通过自己的斗争，最后获得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
是最后涓生和子君还是没能走在一起，在他们结婚之后，子
君不那么上进了，甘愿成为丈夫的附属品了，沉浸在家庭的
琐事之中，像变了个人。而涓生自私，利用自己不甘于平庸
的借口抛弃了子君，最后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没
能过上如意的生活。

当然，鲁迅先生不可能单单只是描绘他们的爱情悲剧，在这
之中蕴含了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意义在于，它启示人们：在一个不合
理的社会中，单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
的。只有在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个性
的解放和个人婚恋的幸福。同时它也揭露了一个事实：爱情
需要“物化”，他是基于基本的生活的，没有生活基础的爱
情势必会破灭。

伤逝读后感篇三

找来《伤逝》一读，多少是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这
个名头。

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爱情故事，总会有个如子君的女孩儿：
及肩短发，条纹布衫子，玄色的裙子，黑皮鞋，还有脸上一
笑就显出来的酒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
的权利！”她喊出了新时代的宣言，标志着个体意识和自主
精神的觉醒。但谁曾想这纯净的爱情和决绝的勇气竟过早地
燃尽了她的生命。



涓生与子君谈新文化，论雪莱的诗，或是家庭专制、男女平
等……两人相对，时而沉默，时而相视彼此。他们坚执而盲
目地爱着，丝毫察觉不到背后丝丝的不确定与危险。同居后，
爱情便多了一个如影随形的伙伴――生活。日子多了些油烟，
少了起初的浪漫与宁静。渐渐地，猜疑、不安打破了两人原
有的和谐，眼中曾经的彼此成了另一番模样，最终，“我老
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涓生亲手打碎了
他们早已斑驳的爱情。

当他再次回到住处，一切照旧，只是，没了子君。她已随父
亲回去，独留了一句，“我去了”。涓生不久后偶然得知子
君已故的消息，而他则将毁灭了的爱情深埋在心里，在悔恨
与悲哀中生活下去。

爱情，亘古不变的话题，到了鲁迅手里，依然动人，只是他
把美好的东西在特定的时代打碎，抛出矛盾给读者，悲剧中
更多了几分思辨。

这有关那个时代。子君是新女性，她接受新思想，希望自决
命运，追求自主的爱情。但她的觉醒是跛脚的。个体的独立
有赖社会的进步，精神的自由更需文化的更新和物质基础的
支撑。爱情是水晶宫，但是构建它的仍是钢筋铁骨。社会没
有足够的空间让她们飞舞，自己稚嫩的翅膀又不够健硕去披
荆斩棘。子君的悲剧，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这有关生活。生活，简单的两个字，却有太多的内容，可只
一点，爱情决然不是它的全部，而是否为第一要义也可以争
论。涓生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不是空
中楼阁，她是生活大地上生出的苗，长成的树，开出的花，
结出的果。没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再豪华绚丽的爱情大厦也
会轰然坍塌。爱情是浪漫的和感性的，但支撑它的却是现实
和理性。子君的悲剧，源于她所立足的现实生活。

这有关爱情。爱情，内涵复杂，但它必须时时更新，生长，



创造……

文档为doc格式

伤逝读后感篇四

从小说的名字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篇以悲剧结尾的文
章。“伤逝”——为逝去的东西而伤心，让人联想到遗憾、
悔恨，给人一种悲哀、凄凉的感觉。作者以“涓生手记”的
方式叙述了在“五四”这个黑暗的社会时期，两个觉醒的知
识分子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走到一起，最终因社会的压力
与生活的残酷而走向分离的爱情故事。

读完《伤逝》之后，感触颇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在我看来，子君，作为一位时代女性，能够冲破封建观念的
束缚，挣脱封建家庭的牢笼，毅然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当时
是很叛逆的，是很困难的，是与时代不相容的。但她对爱情
坚决，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
的“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
个性解放的呼声。她不顾世俗的眼光，义无反顾的和涓生在
一起，即使是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当她与涓生在一起生
活的时候，由于生活所迫，她成了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为
家庭琐事而忙碌，为小事而争吵。慢慢的，她由一个思想解
放的新女性转变为一个世俗的女子，而这时她与涓生的感情
也慢慢变淡，慢慢变质，最终走向毁灭。而子君最终被抛弃
而走向了死亡。

涓生，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虽然也有着新思想，但却是不彻
底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勇敢的，对爱情执著，对未来充
满希望。但从本质上说，他依然受着封建思想的毒害，表现
出守旧与懦弱。尤其是和子君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自私、
虚伪、卑怯的心里慢慢的滋生起来。当他与子君出去的时候，
他害怕别人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而子君却“大无畏”。



到最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惨淡，面对生活的压力，他把生
活的重担推给了子君，而自己却不敢面对。最残忍的是他离
开了子君，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我认为，涓生的新思想只
是表面上的，是经不起时间和现实考验的。

一段美好的爱情就这样逝去了，而当涓生再怀念过去的美好
的日子的时候，一切已经都无法挽回了，他剩余的时光只能
一直“伤逝”下去。二人悲惨的结局，让人不免伤怀。因此，
我们对待爱情时，既不能失去自己，也不能逃避责任。

面对爱情，面对现实，勇敢的走下去!

伤逝读后感篇五

----------题记

鲁迅主张：“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
求!”

涓生和子君，虽然生在民国，但依然被封建礼教所压迫和束
缚着，他们为了真理，勇敢的去反抗了。

涓生爱子君，仗着她逃出寂静和空虚，他们作为热血青年，
不顾胞叔和鲶鱼须为代表的反对，毅然的真爱，子君就是涓
生的缪斯女神，涓生就是子君的真命天子，他们期望着爱情
的美轮美奂，共同去打造爱情的丰碑，他们相信彼此的坚守，
他们坚信着爱情的.无坚不摧。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愿意
通过爱情把自己的心灵和肉体，不自己的一切一切献给涓生。
她只知道，花瓣的美丽，也许蜜蜂蝴蝶干涉不了。但它总要
有花萼的承托。理想是伟大的，然岁月也是无情的，精神的
充实和灵魂的向往总须有物质的供给，人必须生活着，爱才
有所附丽。



涓生对爱情的大无畏，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胆怯
或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没有瓜藤，瓜怎么可能长大，在爱
情面前，涓生做的那么激进。明心地知道，爱情必须时时的
更新，生长，创造，然他们却想努力地凝固那一段安宁和幸
福。

如果用花朵和果实来比喻爱情和婚姻。花朵是很美好的，玲
珑，美丽，灿烂与喜悦，让人视觉、味觉上如痴如醉，那理
想般的美丽，成为人生中一道光环般的风景。花而实，爱情
诞生出婚姻，果实没有花朵那种绚丽，它承载着实实在在的
责任，他已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无无限追求，更有了责任的承
担。

涓生和子君的悲剧，留给我们的是遗憾和心寒，那样的时代，
不管是谁的生活，都是一场苦难。

伤逝读后感篇六

《伤逝》，作者鲁迅，故事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感情故事。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
我”，这是文章的开篇词。男青年涓生爱着女青年子君，在
他们相爱的初期，同居之前，他是十分爱着子君的。“期待
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
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在一齐时，他
俩热烈的交谈着：“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
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
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可是，同居后不久，子君
操持着家务，“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
有，何况读书和散步”。由此可见，子君是一心一意的过日
子，操持的家务，为涓生计算着柴米油盐，煮饭洗衣。可涓
生觉得没有思想的交流了，开始不快活起来了。不久，涓生
失业了，“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
会受着很深的影响”。



这篇故事看得我很是生气，给我的感觉涓生就是一个负心汉！
相恋是完美的，他是如何的期待、盼望着子君的到来，那么
热烈的交谈。同居后，生活里就主要是柴米油盐了，女人这
样的为你做，照顾着你，正是因为爱着你呀！不然，谁愿意
做这些粗活？玩、享乐谁还不会吗？可这男人看不到，吃饱
喝足了，就需要精神上的交流。没错，但这是建立在你吃饱
喝足的基础上啊！饿着肚子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很鄙视这
男人，他自私，狭隘，只明白自我，看不到别人为他所做。

在文章的最终，涓生后悔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
爱”，“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
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
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
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甚至不相信涓生的忏悔，觉得人性
难移。同时，也认为后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错了就是错了，
害人害己而已。

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我是我自我，他们谁也没
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的呼声。她不顾世俗
的眼光，义无反顾的.和涓生在一齐，即使是没有坚实的物质
基础。但当她与涓生在一齐生活的时候，由于生活所迫，她
成了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为家庭琐事而忙碌，为小事而争
吵。慢慢的，她由一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转变为一个世俗的
女子，而这时她与涓生的感情也慢慢变淡，慢慢变质，最终
走向毁灭。而子君最终被抛弃而走向了死亡。

涓生，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虽然也有着新思想，但却是不彻
底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勇敢的，对感情执著，对未来充
满期望。但从本质上说，他依然受着封建思想的毒害，表现
出守旧与懦弱。尤其是和子君生活在一齐的时候，他的自私、
虚伪、卑怯的心里慢慢的滋生起来。当他与子君出去的时候，
他害怕别人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而子君却“大无畏”。
到最终，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惨淡，应对生活的压力，他把生
活的重担推给了子君，而自我却不敢应对。最残忍的是他离



开了子君，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我认为，涓生的新思想
只是表面上的，是经不起时间和现实考验的。

一段完美的感情就这样逝去了，而当涓生再怀念过去的完美
的日子的时候，一切已经都无法挽回了，他剩余的时光只能
一向“伤逝”下去。二人悲惨的结局，让人不免伤怀。所以，
我们对待感情时，既不能失去自我，也不能逃避职责。

伤逝读后感篇七

——寂寞是一个人面壁时的冷静思考，让你痛彻心扉。

蝴蝶飞不过沧海·子君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子君是勇敢的。这并不仅仅因为她和涓生同住一个屋檐下，
而是在那个封建礼教吃人的年代，她敢于寻求自己的真爱，
选择属于自己的真实。要知道，她是一个身处在旧社会的女
子，她身上所承载的指责声和异样眼光远比涓生重得多。可
正是因为她爱涓生，她敢于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
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震慑人心的呼喊，她无视半瓶雪花
膏和鼻尖的小平面，因为那于她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当她
和涓生在路上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甚至让涓
生都感到瑟缩时，她却是大无畏的，依然镇静缓缓前行。面
对这一切，坦然如之。

子君是真实的。她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小油鸡、阿随，平淡
的家务事，一个家庭应有的平凡幸福生活就在她的操持下建
立起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子君后来变得世俗了，失去了先前
的勇气激情与进步思想。但正是因为子君是真实的，她很清
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不像涓生那样将生活、爱情
完全理想化。她只是做出了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罢了。
可以说，子君的心不像从前那样淡然安静了。她没有先前那



么幽静、善于体贴，会和小官太太因为小油鸡而暗斗，每天
忙于琐碎的家务事，但这才是最最真实的生活。涓生说他还
未忘却翅子的扇动，他看见了一切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却唯
独子君不在近旁。很显然，他是在责备子君。他怪她失掉了
最初的勇气，怪她只为阿随悲愤只为做饭出神，怪她再无信
念心中所剩只有妇人之事。可他，却忘了轻轻地问自己一句：
“这一切究竟是谁造成的?”

子君是善良的。失去阿随，她开始变得冰冷。面对涓生的冷
淡，她始终保持沉默，只能借涓生那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给
自己以慰藉。一直到最后的最后，面对涓生的冷漠和背叛，
她选择了忠诚，忠诚于自己的爱情。或许死亡不是唯一的道
路，却是最好的解脱。她将会重新得到自由，如果真的有另
一个世界的存在。

其实不是蝴蝶飞不过沧海，而是沧海的那一头，早已没有了
等待……

伤逝读后感篇八

《伤逝》一文采用“手记”的形式，以涓生的口吻回忆与子
君的故事，包括与子君的交往、同居及分手……涓生和子君
是一对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青年人，怀着个性解放的强
烈意愿，勇敢地冲出家庭结合在一起。最终却因个人及社会
历史局限而分手，甚至于子君到底是死了。

我本以为，涓生在原先是不懂的，不懂子君为什么会两人在
一起后变得“世俗”。后来再看，发现涓生不是不懂，而是
不敢承认。涓生到底还是一个卑怯者，是一个披着进步青年
外衣的封建男人。他会学着西洋电影里，一条腿跪下，一手
握着子君的手向其求爱，却在心里感到愧恧，甚至永远遗憾；
他不顶社会生活压力，想要与子君分手，并美其名曰“新的
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这话
乍听之下，很是有些道理，但联系实际再细想，涓生简直无



耻！（为什么？——需要展开）[纵使涓生会“帮她生白炉子，
煮饭，蒸馒头”，但他究竟是不太管柴米油盐的，不大会打
理家庭的，他只愿生活在他的理想生活里，而不知晓到底应
该如何对待婚姻生活，不晓得当两人住一起后，子君要面对
的都有哪些烦琐事，却埋怨子君变了，变浅薄了，觉得没有
共同语言了，觉得生活难以维系了，于是便要分手。

伤逝读后感篇九

从小说的名字中能够感受到这是一篇以悲剧结尾的文
章。“伤逝”——为逝去的东西而悲痛，让人联想到遗憾、
悔恨，给人一种悲哀、凄凉的感觉。作者以“涓生手记”的
方式叙述了在“五四”这个黑暗的社会时期，两个觉醒的知
识分子为了感情而不顾一切，走到一齐，最终因社会的压力
与生活的残酷而走向分离的感情故事。

读完《伤逝》之后，感触颇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在我看来，子君，作为一位时代女性，能够冲破封建观念的
束缚，挣脱封建家庭的牢笼，毅然追求自我的感情，在当时
是很叛逆的，是很困难的，是与时代不相容的。但她对感情
坚决，喊出了自我的心声，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
的“我是我自我，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
个性解放的呼声。她不顾世俗的眼光，义无反顾的和涓生在
一齐，即使是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当她与涓生在一齐生
活的时候，由于生活所迫，她成了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为
家庭琐事而忙碌，为小事而争吵。慢慢的，她由一个思想解
放的新女性转变为一个世俗的女子，而这时她与涓生的感情
也慢慢变淡，慢慢变质，最终走向毁灭。而子君最终被抛弃
而走向了死亡。

涓生，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虽然也有着新思想，但却是不彻
底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勇敢的，对感情执著，对未来充
满期望。但从本质上说，他依然受着封建思想的毒害，表现



出守旧与懦弱。尤其是和子君生活在一齐的时候，他的自私、
虚伪、卑怯的.心里慢慢的滋生起来。当他与子君出去的时候，
他害怕别人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而子君却“大无畏”。
到最终，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惨淡，应对生活的压力，他把生
活的重担推给了子君，而自我却不敢应对。最残忍的是他离
开了子君，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我认为，涓生的新思想
只是表面上的，是经不起时间和现实考验的。

一段完美的感情就这样逝去了，而当涓生再怀念过去的完美
的日子的时候，一切已经都无法挽回了，他剩余的时光只能
一向“伤逝”下去。二人悲惨的结局，让人不免伤怀。所以，
我们对待感情时，既不能失去自我，也不能逃避职责。

伤逝读后感篇十

她，为了婚姻自主，不顾一切非难，脱离了家庭，喊出了个
性追求的最强音。而他，虽不及她的勇敢与热烈，却比她更
能接受失业的打击，看到更广阔的人生意义。尽管如此，他
们的爱情还是以失败告终。

涓生，子君是鲁迅先生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中的主人公。
故事讲述的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故事，或者说是
他们从相识、相知、相爱到最后爱情破裂，甚至于付出生命
代价的情感悲剧。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一对有现代意识的男
女最终走上了这么一条路呢？究其原因，我觉得可以归结
为“生于浪漫，死于现实”。

首先，生于浪漫。这里所谓的浪漫，是指涓生和子君这段感
情的开始并没有在足够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不难
判断，在子君和涓生的爱情中，是感性因素占了上风。涓生
喜欢与子君在一起，实际上是喜欢他们一起聊人生聊理想时
的畅快释放之感，喜欢子君能够跟自己一样，或者说跟自己
一道，去挑战世俗的眼光和束缚，所以涓生对子君所产生的
情感中，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因为作为新知识分子



的代表，他需要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理解和支持，而这在
子君身上，得到了实现和满足。所以，子君对于涓生而言，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知音”型的伴侣角色。因此，这种理想
的爱情模式可以说是柏拉图式的爱情。

也许涓生的这种“浪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他将这种浪漫
过分地强调，把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放在了首位，甚至于鄙夷
了现实的生活琐碎。具体的说，当涓生每次向子君畅谈知识
分子的`责任是，“破屋里便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
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
莱……”。而子君报以的微笑和点头，更使我产生了“知
音”般的精神依赖。至此，涓生已经在潜意识里将子君定位
在一个较高的精神层次。我认为，在涓生与子君的相处交往
中，涓生扮演的是“启蒙者”或者是“施事者”这么一个角
色，相对的，子君则扮演着“被启蒙者”或者说是“受事
者”这样的角色。就此来说，他们两个人在他们追求爱情的
浪漫旅途中并没有处在公平的地位，这也许也是这段悲剧恋
情的一个有关因素。

这段故事的转折点在于涓生的失业，使他们被逼着接受物质
缺乏的挑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由于生活的
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
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他们
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
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的
那样：“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另外涓生自身性格的缺陷也是这段感情化为悲剧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子君是那样勤劳，热爱家庭，几乎包揽了一切家
务但却仍换不来涓生的满意。在为家中的煤烟和散乱的杯碟
而皱眉的时候，她又何谈抽出时间与涓生聊天散步、交流感
情？另外，何以涓生买来花草便是高雅的情趣，而子君在涓
生到局办事后聊以排除寂寞的油鸡、阿随便是庸俗的放弃斗
争的表现？涓生失业后，子君的那句“这有什么，哼，我们



干新的……”本是安慰、鼓舞之辞，涓生却听得是“浮浮
的”，谁又能不说这是涓生自身的怯弱、心虚的表现？如果
她换了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是不是又会被涓生视作“没心没
肺”？涓生翻译文稿，子君按时叫他吃饭,，却被涓生厌烦地
视作“川流不息”、“不能安于工作”。那么，子君如何做
才算得上是得体？若是子君任其终日在案前奋笔疾书而不理
不睬到那时她一定又被恼怒地认为“冷漠”与“漠不关心”
了。涓生时时教育子君，在我看来这是他在用一些冠冕堂皇
的话来为自己的自私与不负责任寻找托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