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 张爱玲散文读后
感(大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篇一

读张爱玲的散文有如看一条小溪，娓娓流过满是青草红花的
两岸，即使遇着一两处突兀的山石、三五个湍急的湾，那碰
击也是极温柔婉转,但你又绝不会觉得它肤浅，因为溪底有柔
长的水草和招摇的小鱼……又如沐浴在夜深时的月色中，宁
静、苍凉、缥缈，偶起的冷风吹在脸上，禁不住打个寒颤。

天才梦、心愿、秋雨、说胡萝卜、谈跳舞、谈女人、谈画、
论写作、谈吃穿、谈周围的人事……她仿佛一个隐匿在角落
的看客，安静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小块风景。哪管它此外天翻
地覆，山河破碎。

她用的虽然是一些人生的边角料子，却在边角料的内面衬上
昂贵的皮里子，把它做成了一朵好看的花。《有女同车》讲
的是自己在电车上见闻几个女人议论各自的恋人或儿子。前
面是大篇幅的素描，那些是边角料子;最后一句是里子：“电
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
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一下子新意翻出，化
俗为雅。把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陌生化，再添上一笔意味深
长的点染。摹写生活易，将生活陌生化也不难，难的是最后
的一笔点染。这正是张爱玲的功力。

还有一类张爱玲的散文篇章，简直就是直接截自原汁原味的



生活，比如《炎樱语录》。其记载的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的
一些妙语。“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
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
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显示了女
性的才华和机智，是赞许的意思。

这类散文虽然是直接截自生活，但这种截取本身就体现了一
种艺术的眼光。

张爱玲的散文几乎篇篇都有一些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比喻，它
们散见于文字行间，如落花依草，令文章增色不少。“她的
脸型扁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象一个小姑娘羞涩的笑
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的。”(《华丽缘》)这是写一个老妇
人的笑。在《爱》这一篇短小的散文里，看张爱玲是如何阐释
“爱”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
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
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
你也在这里吗?’”寻不着山盟海誓、天荒地老的缠绵，只独
独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令人感动，耐人寻味。

在现代作家中，钱钟书的比喻幽默、旁逸斜出，偏知性;而张
爱玲的比喻精致、清丽、寒冷彻骨，偏理性。我以为，这是
因为钱钟书把人生当游戏，张爱玲视人生如寄。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时代
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
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
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在张爱玲的眼里，
人是孤独、可怜、痛苦的;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所
以，“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传奇再版序》)所以，“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
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
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烬余录》)但是，
在她那些沉迷于小欢悦的文字里，又不时飘过烟云一般的伤



感。“但是可以更分明地觉得自己的手，在阳光中也是一件
暂时的东西……”(《华丽缘》)“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
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
的文明，不管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
序)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
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
的对照。”(《自己的文章》)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审美偏好，
在张爱玲的散文特别是那些较长的散文里，总会有意无意地
转入顾影自怜，感时伤世，营造出一种孤独、凄怆而又美丽
的氛围。这样的句子段落在她的散文里俯拾即是：

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
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
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我看苏青》)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
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
呵!”(《私语》)

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
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论写作》)

“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
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
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烬余录》)

张爱玲写的是不彻底的人对乱世的无可奈何，对岁月的屈服。
他们不配享有悲壮，然而到底是苍凉的。

因为是乱世，所以执着于日常生活;毕竟是乱世，又摆脱不了
茫茫的末世感，怀着末世感，珍惜每一个日子，仿佛看夕落
时分的风景，苍凉而美丽。这就是张爱玲散文的魅力。张爱



玲后期的散文正如她说自己：“我也只能象一朵花一样静静
地老去枯萎……”

在这个日益浮躁的时候，我们渴望一种俗而雅，雅而俗，思
之泪落而又穿越灵魂的感动——象张爱玲的散文。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篇二

《郁金香》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如张爱玲过去的作品，在新
旧杂糅掩映之中，展开旧式大家庭衰微的背景之下，两个少
爷宝初、宝余与丫头金香之间的或明或暗，或轻薄或深婉的
关系。情节看似单纯，但是结构非常讲究。作品以金香推门
亮相始，以宝初的凄然回忆终，金香仿佛迎面而来，转身远
去。在人物关系的发展中，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作品
开头写宝余狂追金香，使人误以为是要写金香与宝余之间的
纠葛，并引出宝初与阎小姐之间的恋爱，然而山重水复之后
才发觉金香爱的是宝初，而宝余最终与阎小姐成了婚。作品
前半部分节奏缓慢，极力铺陈旧家庭中两三天间的日常生活
情态，交待错综的人物关系。后半部分节奏骤然加快，倏忽
已到中年。这种节奏类似于《金锁记》。后半部宝初渐成主
角，金香等人退出画面之外，成为侧写的对象。结尾处，宝
初与金香之间本有重逢的机会，然而在拥挤的电梯里，只听
到别人喊她的名字，却无法分辨她的身影，两人擦身而过但
却并未谋面。这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写振保与娇蕊在
公共汽车上相遇的情景大异其趣。作品故事虽然简练，但是
线索明暗交错，起伏有致，充分显示了张爱玲结构小说的才
华。

作品中三个最主要的人物宝初、宝余兄弟和金香之间的三角
恋关系，从框架上看多少有点《边城》的味道，然而内涵是
迥然不同的。宝余是张爱玲笔下最擅长的花花公子形象，是
那种既轻佻又世俗的角色。宝初和宝余同是庶出，但是同父
异母。由于母亲早逝，宝初由宝余的母亲养大，并一起寄居
在宝余的亲姐姐阮太太家里。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宝初沉



静、忧郁的性格，读后感《张爱玲《郁金香》读后感》。与
宝余对金香的轻浮举止不同，宝初是认真的，含蓄的。他尊
重金香，爱护她，但他的爱是有限的，也是软弱的。

对浪漫爱的拆解，尤其是对男性爱的怀疑一直是张爱玲早期
小说的主题。只有到了《多少恨》《小艾》以及《十八春》
（后改写为《半生缘》）里，张爱玲才渐渐露出温情的面目。
而这篇写于1947年的《郁金香》，通过宝初对金香的感情描
写，透露出刚刚经历感情创痛的张爱玲对爱情的怀疑。作品
写宝初出门的时候，金香将一个精心缝制的小礼物悄悄装到
他的口袋里：一个白缎子糊的小夹子，缎子的夹层下还生出
短短一截黄纸绊带，是装市民证和防疫证用的。金香设想得
非常精细，大约她认为给男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有比这更为
大方得体的了，然而宝初并未珍惜，反而心里有点鄙夷、轻
蔑，觉得这东西看上去实在有一点寒酸可笑，也不大合用。
而且每“一看见，心里就是一阵凄惨”。可是“怎么着也不
忍心丢掉它”，于是故意夹到书本里，让人家去摔掉它罢。
这个看起来温文稳重、诚挚内向的宝初对金香的爱不过如此！
陈子善先生说宝初的身上有《半生缘》里沈世钧的影子，我
觉得从沉静、平和的性格来看自然相像，然而在对待爱情的
态度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张爱玲前期作品的爱情描写，多的是现实利益的斤斤计较，
少的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诗意，然而却不能说她是个爱的虚无
主义者。她笔下的女人多少都带点怨女的气质。在男女爱情的
“两个人的战争”中，女人往往是失败者。她们付出的感情
总比男人多，对爱情的期待总比男人高，如葛薇龙之于乔琪
乔，曹七巧之于姜季泽，王娇蕊之于佟振保，而金香之于宝
初也不例外。从老太太的嘴里，我们得以约略了解金香后来
凄苦悲惨的生活：嫁人，生孩子，男人待她不好，还不给她
钱，她只能出来找事情做，养活两个孩子。读到这里，一个
身份卑微的女子在艰难的生活中辛苦辗转的身影闪现在画面
之中，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漫上心头，留给我们无限的
叹息和惆怅。这时候，我们才真正领略到这篇小说题目的深



长意味：“郁金香”原来是要把郁和金香拆开来读的。金香
带着青春活泼的气息扑面而来，却连一个匆忙落寞的身影都
未及留下。张爱玲又一次将她的“荒凉”抛洒在我们对“郁
金香”的华丽想象之中。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篇三

《封锁》是张爱玲的一部短篇小说，它描述的是“封锁”这
段时间里一个电车上的人物各种各样的心态，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微型的社会。

吕宗桢是一个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吴翠远是一个申光大学的
英文教师，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各自的家庭中甚至
在社会上都扮演着一个很好的角色。但在他们的内心却很寂
寞、孤独和疲惫，在他们的内心渴望有一个人能了解他们，
因此他们在“封锁”这段时间里一个电车上相遇了并聊了起
来。开始吕宗桢只是为了躲避他的.表侄才坐在吴翠远的身边，
也是为了气气自己的太太才和吴翠远聊了起来，但后来他们
却聊得越来越投机了，一直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
开始蠢蠢欲动了。可是“封锁”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他们依然会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也会把今天发生在电车
上的事忘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在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着一些不为人知
的“欲望”，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里会展现出来。可是“欲
望”过后一切又会恢复平静，一切又会是原来的模样，没有
丝毫的改变，也许他们害怕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不想去改变吧！
这也许就是人类的矛盾吧，既渴望有害怕！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篇四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之一，它依然保持了张氏小说
一贯的风格：作者永远只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静静地观察
笔下人物各自的神情、举止;情节简单，但读过之后却颇



耐“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
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

萍水相逢虽然抵不过一生一世的相守，虽然十分短暂，但同
样拥有弥足珍贵的情感，不过在“封锁”中偶遇的两个人是
两条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他们仅仅只是彼此生命中的
一个过客而已。他们的生活在“封锁”发生之前及“封锁”
结束之后是没有交集的，唯一的交点就是由于封锁时被困于
电车之中的这段时光，它仿佛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当封锁结束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各自的现实世界之中，他们
共有的那段时光就如同一场梦，梦醒之后，留给他们的也只
能是回味，那梦中的一切永远捕捉不到。一段由“封锁”引
发的故事既长又短。短的是它的时间，长的是留在心底的那
丝感动，大概是永远抹不去的吧?“封锁”之后无味的生活还
得继续，精彩的人生也还会延续。是梦也罢，非梦也罢。时
光的脚步永远不会停留，无休止的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封
锁》张爱玲的《封锁》使我想起了她散文中的一段话：于千
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
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
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吗?”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篇五

近日，拜读了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心
中颇有感触。作者以精致、细腻的写作手法，把电车封锁期
间发生的人物故事娓娓道来，象叙家常般自然流畅、生动形
象。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样感受真实的故事画面。

整个小说以电车封锁为主线，描写了封锁期间人们的各种表
现形式以及吕宗祯与吴翠远的偶遇相恋的故事。又以一个山
东乞丐的吆喝声首尾互应，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态，使人物
形象都活灵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作者用敏锐的、善于观察生活的思维，把人物的形态、动作、
语言都刻化地惟妙惟肖，让读者读起来沉浸其中、意味深长。
象吕宗祯吃包子时被报纸粘住时粘住的细节、吴翠远衣着长
相的描写、医科学生修改人体骨骼众人围观的情景、吕宗祯
遇见妻侄董培芝的逆反心理以及吕宗祯与吴翠远相遇时层层
深入的情感描写等等，都如同作者亲自经历一样逼真，让读
者读起来回味无穷。

文中吕宗祯为躲避妻侄董培芝，假装与吴翠远套近乎，却假
戏真做，互生好感恋爱的整个过程是充满戏剧性的，是美好
的，可到最后电车发动那一刻，吕宗祯却又筱地离开了吴翠
远，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一切象没发生一样，又恢复了原
样。这也让女主人公突然醒悟到：“象整个上海打了个盹，
做了个不近人情的梦。”结局说不上伤感，但却充分讲述了
男女在电车封锁的无聊状态下偶遇相恋，在电车启动时思维
又恢复正常，如梦初醒般又步入正常生活的情感历程，让读
者感同身受，无限想象。

我只想再好好的地几遍《封锁》，感受作者那流畅、不俗的
文笔和真挚细腻的情感，品味她带给我的美好精神食粮。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篇六

伴着最后一声嘶哑的蝉鸣消失，伴着最后一片枯黄的叶子从
枝头飘落，在这个萧萧的季节里，我拥有着《秋雨雅声》。

我对雨有着一种莫名的恋情，特别是绵绵的秋雨。夜深时，
我坐在灯下，注视着窗外稀稀落落的秋雨，忍不住翻开了这
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开始了一段寂寞的旅程，走进了
一段尘封的历史。

从商到唐，从焚书坑儒到康乾文字狱，从晋魏赋文到宋元词
曲，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如同秋雨陪伴在身边，打在身上、
心上。从道士塔到柳公祠，从庙宇到青云谱，从沙中的清泉



到西湖的风景，从都江堰到吴江船，古典文化像秋雨陪伴在
侧，砸在身上，让我无法抬头。从泼墨挥毫的八大山人到酗
酒的酒公，从手握重权的朝廷大臣到妓院抚琴的女子，秋雨
依旧陪伴，而我却被这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差异刺得无法动
弹。

再美好的景色，难道只要沾上了中国的历史，就一定会变得
如此沉重吗?中国真正的文人，只能是孤寂的，沉重的。

一壶上好的碧螺春，需慢慢的沏，慢慢地品，在速食主宰的
今天，又有谁会去慢慢地品尝那苦涩的青茗呢?于是，几千年
来文人的清高与孤傲在秋雨身上继续。

我依旧喜欢秋雨，不同的是，我更融入了秋雨。

读完张爱玲爱的感受篇七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不知看了几篇。电
视连续剧也零零星星的看过，总觉得不如小说来得更扣人心
弦，每读一遍她的小说，都让我有新的发现。

二十一岁就出名的张爱玲曾是上海滩红的发紫的“传奇”女
作家，这位多才多艺的女子除了小说、散文、剧本、琴、画、
诗书无所不能，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翻译了许多外国作品。
这是一个千娇百媚、柔情蜜意的女子，可她笔下的文章中却
处处透着苍凉冷峻.透视人性的阴暗却又是如此犀利深刻，真
是个神奇的女子。她活色生香的文字，读来令人余香满口。
生动的景色描写，令人如同身临其境。风土人情、心理活动、
矛盾冲突的描写，简直纤毫毕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
爱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少女曼桢和
同事沈世均相爱了。而姐姐曼璐因父早逝而下海做了舞女养
活一家人，在风尘中拣上了投机金融的祝鸿才而企图托以中



身。曼璐以前的的未婚夫张慕馑来到上海后对清纯善良的曼
桢倾倒。而对曼璐很冷漠。曼璐伤心之余归咎于曼桢，对她
产生了误会。

早就对曼桢有非分之想的祝鸿才发财后更加放肆地玩起女人。
而色衰爱弛的曼璐求生的本能促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曼桢。
希望借此栓住鸿才的心。曼桢被关后。曼璐对我上门来的世
均说，曼桢嫁给了张慕瑾，以此绝了世均的念头。

悲剧牵动着我的心，是我为曼桢洒下了同情之泪。但是曼桢
的结局并不是很悲惨。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曼桢生下小孩后，
逃离了祝家。而世均以与富家小姐结婚，曼桢在曼璐死后几
年，得知孩子在祝家受罪。而祝鸿才生意又走下坡路。曼桢
却为孩子嫁给了鸿才。

张爱玲为小说加了“光明”的尾巴，全国解放后，曼桢与鸿
才离婚，和世均夫妇一起去东北支援祖国建设，和丧妻的慕
瑾不期而遇。整篇小说笼罩在淡淡的伤感氛围中。曼璐是那
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的产物。而曼桢的结局虽不是很悲惨，
但她辗转零落的命运让人读来却是满心悲凉。隐隐之中不由
得令人发出许多对命运的慨叹。

总之《十八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佳品，结构严谨，语
言流畅生动，不时有警言妙语散布其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最后，我乐意向每一位朋友推荐《十八春》这部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