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 霍乱时期的爱
情的读书笔记(优质8篇)

培训心得是对培训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和归纳的一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自身能力。[实
习心得范文10]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一

龙与勇者——献给费尔明娜。

离开了我，你过得更好了。我们之间只有熊熊燃烧的爱的火
焰，让彼此沉沦堕落、痛苦不堪。我除了爱一无所有，甚至
在爱情的驱使下面目可憎。可我却觉得，和他在一起，你也
不快乐。的确，你更美了，稳重而内敛。可是，曾经让我魂
牵梦绕的你，是那样一个华彩纷披花光灿烂的，夺目的女孩
啊。

阿里萨是龙，乌尔比诺是勇者。

勇者乌尔比诺将公主从恶龙的手中救了回来。相对于阿里萨，
乌尔比诺可不仅仅是“一个有声望的有钱人”。乌尔比诺理
智、包容、博学而睿智，肩负起治理霍乱的责任，因为其医
术而远近闻名，甚至在乌尔比诺死后，瞻仰他的人简直要踏
破门槛。而阿里萨常常情绪激动，咄咄逼人，有时候连代笔
的工作都会写成情诗。乌尔比诺的爱是水流，阿里萨爱是火
焰。和阿里萨在一起那种灼眼的爱情，仿佛时刻都在战斗，
根本不值得骄傲。而和乌尔比诺在一起，费尔明娜可以卸下
战斗的铠甲，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妻子，做一个沉静温婉的女
人。

可问题在于，费尔明娜，是天生的女武神。



勇者的爱束缚了费尔明娜。她可是能够为了爱情对父亲以死
相逼的费尔明娜，她可是能够独自一人自如穿行在治安极差
的集市的费尔明娜，她不就不该被困在锅炉灶台中啊。

婚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在挑战费尔明娜。从被逼吃茄子
到不得不学竖琴，从要生几个孩子到茶水有窗户味儿，乌尔
比诺自认为给了费尔明娜优渥平静的婚姻生活，便总是柔和
地去控制费尔明娜。他的爱是水，但是水滴石穿。勇者对婚
姻的理解是传统的，认为组成家庭是人的责任，而维系家庭
必然要牺牲个体。而他是绝对传统的人，他必须让费尔明娜
作出牺牲。曾经裙摆飞扬，自由自在的小怪兽，必须在和善
的微笑面前，收敛起自己的爪牙，度过平凡的一生。

龙与勇者孰是孰非，其实在于费尔明娜本身。如果费尔明娜
是朵娇嫩的花，那么无疑乌尔比诺更适合她，他的爱是花儿
的保护伞。她需要的就是在晨曦中守望着丈夫，用母爱去教
会自己的孩子生活。可是费尔明娜是荆棘，她的生命蓬勃有
力，她应该过得是一种肆意潇洒的生活，而不是被束缚在一
栋华美的别墅中。

恶龙虽然带走了公主，但也从来没有伤害她。而勇者给了公
主一个家，却没问过公主愿不愿意。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二

1.霍乱就是爱情，爱情就是霍乱，所以，男主人公阿里萨一
生得了这种病:爱情霍乱，阿里萨对达萨的爱情贯穿一生。首
先，年轻时的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的内心里安放一生，而且
从来没有变过。这个爱情只是属于阿里萨一个人的，这种宿
命让人觉得很苦很压抑，没有一天让人觉得幸福和快乐。

2.这部小说让我对男人，不，应该是某一部分男人对于爱和
性的思考，也就是，一个男人可以和女人有性，但不一定会
有爱。在男人的世界里，爱和性是可以分开的。阿里萨把自



己的爱情留给了达萨。

年少时的一见钟情，通信往来，可他们没有真真实实的面对
面交往过、了解过，女主人公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的人生，而
男主人公一直幻想着可以娶到女主人公，哪怕到了生命的尽
头也是这样想的。

男主人公好执着，这样的执着，怎么说，一个字苦，两个字
是太苦，人生意义和快乐就在等着那一个人，而那个人却浑
然不知。男主人公有没有想过他所有的坚持和等待也许会是
一场空呢?我想他不会这样想。男主公自己也说:爱情就是他
的宿命。只是，换做谁，没人想用一厢情愿的方式去消耗自
己的一生，没有回应的爱情，总归是在绝望里过着每一天。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三

我一直认为散文或者小说是没有办法达到诗的自由，无论是
有制式要求的十四行诗，还是五七言绝句的中国古代诗，在
看似严格的字数要求下达到了一种并非刻意的自由表达，因
为精炼所以只能飘逸，传达只能点到即止，这是我第一次在
长篇小说中读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浪漫，不是用混乱的性
和破格的行为标榜的自由，也不是用情话和裹了蜜的爱情扮
演的浪漫。

想来自己挺无知的，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前我没看过
《百年孤独》也没去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知道他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种无知导致我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并没
有做阅读严肃文学的心理准备，以为会获得一段很轻松的阅
读体验。就像是一个穿着t恤，牛仔裤，夹脚拖鞋，头也没洗
牙也没刷的人被拉着去了一个衣香鬓影的酒会，很尴尬，感
觉自己的准备不足是一种不尊重。我想要用“好”来形容这
本书的内部结构，但这种简单的夸赞也是一种不尊重，这本
书结构上的好有一种浑然天成，每一个情节，时间点的交叉
都让你觉得作家的笔写到哪儿，即那段故事就是绝对必须要



发生的。作家握着主角的命运，指引他们如何思考，玩弄着
每一个字。

在读到某个换做其他作家会刻板式描述的情节时，我其实带
着一种侥幸的期待，想看看他会如何写，是会一样的落俗，
还是为了标新玄机而做出什么技巧性的动作。但都没有，一
切文字都很流畅的溢出来，就连所有转折也都润滑的像抹了
黄油一样。

普通作家会依靠着形容词，描述性的语言让你形成画面感。

好作家会让你形成空间感，所有人物和居所像是在你脑子里
建了一个3d的模型。

一流作家会让你形成一个新的宇宙，涵盖宇宙，历史，遥不
可及的古老国度的风土人情，书中主角性格里的每一点小狡
猾，踏在地板上的鞋跟都在表达着骄傲。运河上的风，书上
的鹦鹉，那时代新妇们涂抹在脸上的白铅，由于衰老已经变
得光秃秃的耻骨。

时隔一年多又重新写读书笔记这件事儿是因为一个很恰当的
巧合，恰当的巧合就是这件事儿的发生让我不觉得意外，而
是会感觉到了这个时刻我应该遇到这个人，我应该这样去做。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四

我承认，第一遍没有读懂，曾经以为的爱情是忠诚，而忠诚
的标签当然是肉体的纯洁，人心太复杂，瞬息千里，尤其在
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女人必须使尽浑身解数与全世界搏斗，
把全天下的男人都当作敌人，只需要斗赢一个就知足了。女
人总是像缉毒犬一样的警觉，把一生的精力都耗在那个男人
身上，最后发现他的身心全都在游走，忠诚便是那包裹着帆
布的钢锥，扎在心里慢慢地疼。



再看一遍时，我又年长了快十岁，终于理解了阿里萨的爱情，
他在灵魂深处为费尔明娜忠贞一生，一颗爱她的心从来就没
有变过。哪怕她老了干瘪了，他依然那样炽热，他和很多女
人有过关系，却从未背叛过他的爱情。

从此我懂得，真爱无关乎肉体，就像口渴了要喝水一样是人
的生理需求，那个忍你，让你，迁就你，时时刻刻想着你，
为你买东西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人，那个把自己吃过的美食
要带你吃一遍，那个对你毫无保留的把人生交给你的男人，
就是今生唯一的遇见，他没有能力读懂你，却愿意花一生时
间来陪你。

这一切都只关乎心。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五

最近借了朋友新买的书——《霍乱时期的爱情》来看，昨天
刚刚看完，就想写篇读后感，不为别的`，就是想把自己的感
受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时间长了便什么都忘了。

读着《霍乱时期的爱情》，尽管作者在其中以乌尔比诺、费
尔米娜。达萨和阿里萨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给我们描述
了很多种爱情，但是在我看来，这本书里描述的不仅仅是爱
情，还包括历史和人在老年。

关于爱情，从总体来看，书中描述的爱情包括幸福的爱情，
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
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
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如此种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类型，
而且每一种都描写得透彻，描写得一针见血。但只有主人公
费尔米娜、达萨、乌尔比诺的爱情故事是主线，就如同一条
河流，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如河流一样涓涓而流。其他的爱
情，有阿里萨像捕猎似的获得的各种类型的爱情，也包括乌
尔比诺与林奇的短暂爱情，这些就像河流中偶尔突出的一块



块石头，即使在河流中也会形成小小的漩涡，但是却不能阻
止河流继续向前流淌。就如同我们的婚姻生活，也许中间会
出现一些影响其顺利进行的因素，比如现在最常见的所谓第
三者插足，但是只要婚姻的双方，爱依然存在，那么我相信
婚姻仍然可以像河流一样一直流淌下去，那些小小的漩涡，
终将会被河流丢在历史中，而真爱永恒。就像阿里萨对费尔
米娜一样，爱一直在，也终究陪伴他们到生命的尽头，一直到
“永生永世”。

关于历史，在所有爱情的描述过程中，作者也展现了哥伦比
亚的历史。内河的容颜的改变与阿里萨爱情心理的变化形成
一种鲜明的对比关系。在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忘却被费尔米
娜拒绝的痛苦，他踏上了内河航行，当时的河岸随处可见的
短嘴鳄、河牛、河里丰茂的水草，茂密的热带雨林都喷发着
勃勃生机，而那时的阿里萨却是已经痛苦不堪，心灰意冷；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革新，人类的贪婪，到阿拉萨老年
以后，为了费尔米娜再次踏上内河航行时，河岸两旁存留的
只是光秃的树桩、零星的仅存活于动物园的动物，轰鸣的飞
机、冒烟的汽车，大批的捕猎者，污染的河水……可是这也
没有能让他有任何心情不快，相反，由于能和费尔米娜一起
旅行，阿里萨的心情很是高兴，在因霍乱而不能上岸时，他
仍然没有感到沮丧，而是告诉船长一直航行下去。

关于老年，小说开头就讲了乌尔比诺好朋友的死亡，死亡原
因是对老年的各种征兆的恐惧和不安，无法面对老年的各种
不堪，以至于用死亡来拒绝这种不堪，维持所谓的一生的尊
严。再到后面，乌尔比诺在年龄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还爬高捉
鸟而不幸摔死；阿里萨其中一个情人说，我们都有一股秃鹫
的味道，正如作者说描述的，那是人年老的时候所发出的一
种酸腐的味道；还有阿里萨自己因不想承认自己老了的事实，
而在医病的时候拒绝相信医生的话，而自欺欺人地说自己很
快就好了，绝对要不了医生所说的三个月等等，都展现出了
人对老年在心理上的拒绝。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了老年人热
爱生命、回归青春的希望。在小说最后，费尔米纳早已枯萎



的爱情又被激活，且渐渐灼热起来，费尔米纳与阿里萨在半
个世纪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在内河航行的日子里，两位老人
如患上“霍乱”一般迷醉，他们的爱情似乎冒出了腾腾的蒸
汽。这简直就是爱情挑战死亡、青春活力冲击生命极限的神
话。这让我们感到老年并不可怕，只要仍然有所坚持，老年
依然可以有爱情，而且这种感情没有期限，如果非要给它一
个期限的话，那就是阿里萨“在五十三年零十一个日日夜夜
前就准备好的答案”——“永生永世！”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六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也是他的作品，了解不
多，不做赘述。

这让我想起在影评中看到了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的故事，
他终身未娶，总是“逐林而居”，这个“林”是林徽因女士。
即使是在林女士已经去世，她的先生梁思成又娶了第二任太
太的事实面前，他也没有改变对林女士矢志不渝的执念，他
仿佛在用剩余的生命等待，等待死亡或者能给他一个公平的
开始。他们或许是同一类人吧，但终究是少数，不然又怎么
只是出现在书中呢？有时候书本的力量大抵如此：让人带着
幻想重温美好。

“爱情不过是个幻觉。”美丽的费尔明娜总是这样说。某一
日在人声鼎沸的集市，蓦然回首再见到年少时疯狂爱慕的面
孔，她突然失去了所有感觉。“就是这一刻，我觉得我不再
爱你了。”她决然离去，剩下呆立当场的佛罗伦蒂诺，仿佛
从天堂直落地狱。这种流逝，连神也不能挽回的流逝，让那
些心心念念以为永远的承诺可笑得像个谎言。爱一个人不需
要理由，不爱一个人同样也不需要理由。

那只是漫长一生的开始。她结婚、怀孕、生子、儿女成群，
都是和另一个男人完成的；她的微笑她的哭泣她的恼怒她的
娇嗔全部为另一个男人绽放，与己毫无干系。最快乐的事，



就是借着镇上公众活动带起拥挤人群的掩饰，远远地、肆无
忌惮地欣赏她娇美的容颜；最多最多，在擦身而过的时候，
脱下礼帽轻轻说一句：晚上好，乌尔比诺太太。于半个世纪
的守望里，唯一有勇气说出的话。

“我会等她，等到她的丈夫去世。”“可是你们都还年
轻。”“没关系，我会等下去。”

“我不怕死，我只怕自己变老，她的丈夫看起来越来越年轻，
而我的样子却越来越憔悴了。”

“费尔明娜，我等这一天等了51年4个月08天。”“爱情不过
是个幻觉。”“对我来说，它是真实的。”

他们终于在她的丈夫去世后得以再次携手倾谈，然而半个世
纪已经过去了。两个老人，干枯消瘦、垂老熠熠，相携走向
花园的那张长椅，长椅上50年前他刻下的“fermina”还清晰如
昨，物是，人未非；上天垂怜，我们都还活着。

她恐怕早已忘了当初拒绝他的理由，在婚姻层出不穷的烦恼
中偶尔探出头呼吸她也会设想另一种可能：假如我那时嫁给
了他......但一切竟是设想，浮光掠影般跳跃着，须臾消失
不见。她也终未想到53年后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在黄黑相间
的霍乱旗帜下，孤独漂于长河的邮船上，笨拙僵硬地在对方
枯朽的身体上喘息。

而那可怜的人佛罗伦蒂诺，为了那一眼，保持“童贞”53年，
尽管有太多女人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他甚至有一个癖好——
把和那些女人的故事记录在一个本子上。很有趣，那些女人
大多为寡妇。（我很好奇故事发生地，但从书中，只知道应
该是南美洲，一个曾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也或许仍旧是作
者杜撰出的那么一个地方。）令我惊讶的是，书中有那么多
寡妇，那么多愿意为了自由、享乐抛弃名誉，敢大胆享受生
活。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人腰部以上是灵魂之爱，腰部以



下是肉体之爱。男主坚守了灵魂只属于挚爱的人，却用肉体
慰藉了更多的人亦或是慰藉自己。

“那究竟是什么呢？爱情。。。哦，爱情，爱情是最困难的
事。。。”费尔明娜如是说。“原来爱你是我一生的宿
命。”佛罗伦蒂诺如是说，他早在53年7个月11个日日夜夜之
前就准备好了答案。

那么爱情究竟是什么，一千个人怕是有一千种答案，于我来
说我并不知道如何去定义这个如今被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词，
只能说看完这本书我知道了，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
爱情。经典读物的意义就在于此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
人带着幻想重温不曾拥有的美好。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七

又回到我的效率问题。《霍》并不以情节取胜，和《百》相
同，进度中的任何一次中断都不足以引起对之后情节的好奇。
但与此相对的是，无论何时从何处接续，抑或任意翻开一页，
我总能毫无障碍的阅读下去。引起我兴趣的不是还会发生些
什么，而是当下文字所描绘的无限逼真的人物个性和相对处
境，由于进行了拉美式的夸张，这种现实赢得了一个响当当
的名号——魔幻现实。身心舒畅时每天十来页，疲劳低落时
每天三五页，缓慢享受这一过程真真是极好的。

情节说来也很简单，可以用一个没有逗号长句来概括——这
是一个男孩儿因为年少时与相互爱慕的女孩儿因种种原因分
离而后苦苦等候半个多世纪最终重逢的故事。看起来像是琼
瑶式的苦情戏加上大团圆的结局，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我看
到的不是男女主人公心心念念、自怨自艾、梨花带雨、伤春
悲秋，而是途径懵懂初开的童年、变幻莫测的青年、渐趋平
和的中年、颓然老去的暮年，各自穿越时间长廊抵达彼岸的



人生历程。而这样的人生除去一些文学夸张的成分，正是我
们每个人的已然走过而且有待完成的普通人的一生。有人说
这是一部爱情的百科全书，囊括了爱情的所有表现形式，我
则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人生的百科全书。岁月在每人身上镌刻
下不同的印迹，而重合的部分则被马尔克斯悉心撷取，投射
在了三个主人公(还有女主人公的丈夫)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
当中。我一直认为，好的文字是让别人了解你的同时，看到
他自己。马尔克斯就是这样一面充满魔力的镜子，他拨开世
俗世界的重重迷障，让你直面赤裸裸的现实，备受煎熬，勉
力挣脱，心魂甫定，喟然长叹，而后重新点燃生活的勇气，
整装待发，杨帆起航。

马尔克斯极尽荒诞之幽默以免男主人公坠入感情挫败的无底
深渊，使得时隔半个世纪他重新站在她面前的.一幕好似一个
滑稽的笑话。但正如长大后的麦兜所言，现实一点都不好笑，
错过便是错过，失败就是失败，甚至没有一句辩白，没有半
句解释。自此的岁月，他在幽暗逼仄的回廊徘徊，在空荡荒
芜的原野行走，在黎明的窗舷下吞咽苦涩的浓咖啡，在日暮
的甲板上谛听汽笛的呜呜声。日复一复，年复一年，命运之
轮来回碾压，黑暗的重量让他喘不过气来。万念俱灰之际，
光线缓缓浮上地平线，暖意渐渐收拢过来，天使和魔鬼竞相
为他指引道路，他在高耸的云端和湿热的泥土间颠沛起落。
居住在同一个城市，他望向十八岁时高傲的光环渐渐陷入琐
碎的平庸，自己却在不停更换着伴侣填补爱的空洞，在这间
隙之中见证时间无情的流逝，等待远在大地尽头的机会。幸
运地，他等到了。千回百转之下，在她的丈夫罹难的葬礼上，
他又获得了重申爱情的权利。这时，他年少的炽热早已荡然
无存，骨子里的阴郁气质也早已烟消云散，生活积淀的睿智
帮助她摆脱了丧偶的苦痛。他们踏上了也许是生命最后一次
的旅程，过往的情愫在夜半的船舷上渐次复苏，在死神的阴
影下共享迟到半个世纪的温馨。他们燃起与垂垂老矣截然相
反的雄心，像孩童一般挥舞爱的旗帜。

更多相关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书心得篇八

爱情究竟能经得起漫长的婚姻生活的考验吗？作者对费尔明
娜·达萨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
可以揭示答案，即每天早晨，费尔明娜·达萨都在侧耳听着
医生因早起带来的任何一点声音，认为对方是故意要吵醒她，
以此来埋怨对方；婆婆布兰卡夫人有点类似中国封建时代的
家长，思想守旧、固执、控制，以及几个小姑子的愚昧无知、
上流社会的虚伪，这一切都让三年蜜月期后的婚姻生活变得
异常艰难，用书中的话说就是“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
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他们共同生活中学到的唯一
知识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不
过，最终，经历了生活习惯的磨合、医生的背叛、为社会事
业的贡献与付出，他们的婚姻走到了最后。

书中有很多关于历史的用词，比如“解放者”“殖民
者”“内战”“自由党”“保守党”等等，以及南美的风俗，
亚马逊流域的原始风貌，对这一部分我欠缺相关知识，不能
准确掌握那样一个国家的那样一个时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最后一次航行中所看到河边环境的变化，动物的灭绝，森林
的消失，河流的枯竭，显示了人类的贪婪。

时间跨度两个世纪，等待了五十一年的爱情，最终在两人七
十多岁才接受了彼此。我们的爱情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而受挫，周围人的看法，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父母的影响，
甚至霍乱引起的恐惧都可能会让一段本该美好的爱情悲剧的
结束。年轻时的达萨因为单亲父亲望女成凤心切，被迫过起
了家、教会学校两点一线式的封闭式生活，在本该活泼好奇
的年纪，压抑了天性。在这种孤寂的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每天
等着自己的男孩，青春懵懂的她渴望一段爱情，再加上睿智
的独身姑妈的帮助，几经波折与阿里萨展开了书信往来，也
开始了一段在两人心里分量与感受完全不同的所谓的爱情，
甚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见过一面，情书成了唯一的联系，
并且在书信中私定终身。



然而，婚姻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无论是中国还是南美，
想要女儿嫁入贵族的父亲是不会接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
样一个穷酸样的女婿的，劝阻失败的父亲恼羞成怒，由此开
始了长达三年的忘却之旅，而就是这一次旅行也让费尔明
娜·达萨成熟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所以，通过书信往
来的所谓爱情终于在一次见面中化为乌有，达萨最终选择了
风度翩翩的古老贵族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带着一些愧
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过了痛苦的折磨，生命的考验后，
终于明白，爱情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需要社会地位的支持，
由此开始了他的长达五十一年的等待和事业上的努力拼搏，
以及大量的阅读和写作。

为了减轻等待的痛苦，他开始了混乱的性生活，书中人物不
多，最多的可能就是那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情妇们了，
他与各类不同的女性，甚至包括老人和小孩，用这种变态的
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也是在以极端的方式在惩罚自
己。无论爱上多少人，最终都没人能占据费尔明娜·达萨在
他心中的位置，这是始终没能触碰的底线。一切都是为了等
待费尔明娜·达萨。或者是：不仅没有爱情能够幸福，与爱
情背道而驰也能够幸福。

让我不能明白的是，本书全篇没有分章节，是一气呵成的吗？
另外本书开头为什么要写一个死去的残废军人和他的遗书，
这件事与全书有什么关系？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产生
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始终不能理解这个大团圆的结
局，费尔明娜·达萨怎么可能爱上阿里萨？她怎么能将“一
个影子”，“一个可怜的人”的角色转变成爱人？的确，如
今年迈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瘦弱、沉默
的孩子，如今的他睿智，博学，可是她也知道阿里萨对她的
感情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还是基于年少时的爱情，他爱
的还是那个花季少女的她，那为什么还要五十多后才又接受？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究竟是爱情，还是执迷？他对她也有很
多欺骗，比如他说：我为你保留了童贞。



依我看，还是印了弗洛伊德的话：一切兼是性。作者：大蓝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