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优秀8篇)
就职是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我们正
式步入职业生涯的开始。在就职后，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团队
活动，展示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这些总结范文涵盖了不同行
业和职位的就职经验和心得，希望可以为大家提供多角度的
思考和参考。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一

整本书都是忧郁的蓝色调，似乎每一个文字都在诉说着不安
和压抑。

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以爱的名义，不知不觉对我们造成了伤
害。我没有见过不爱自己小孩的父母，但不是所有的父母都
懂得怎么去爱。

可是我们也不该把所有的缺点和不幸，都归罪于原生家庭和
成长经历。而应该去正视那些问题的根源，去达成与自己和
家人的谅解啊。

是的，我们有那么多不完美，并不全是我们自己的错，没有
必要困在懊恼里无法释怀。

回想过去这二十多年，虽然很多时候我也会想我是不是跟别
人不一样？为什么别人的父母都可以怎样怎样而我的父母却
只会怎样怎样……可是，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
庭，也庆幸自己在一个温和的环境下长大。我的父母从来没
有过多地过问我的成绩，甚至也很少告诉我他们希望我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动力，这些年一直靠
自觉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越来越开心。

感谢背后所有的支持，感谢跟我一起成大让我觉得自己没有
那么另类的小伙伴们。



情人节前夕，希望你学会爱自己，爱父母，但也为自己而活。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二

《无声告白》这本书给我的感触会比《岛上书店》多很多，
为什么要拿这两本书比较因为看的时间很接近，也因为有人
说这两本书类型相似。

像亚马逊修改推荐所说的那样，这本书探索了身份危机、人
生成就、种族、性别、家庭以及个人道路。最让我印象深刻
的不是本文中的家庭关系，而是玛丽琳的梦想与家庭羁绊的
矛盾。她一向都有一个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也付出了许多，
个性是处在女性的地位还比较低的社会时，她是有多大的勇
气要做到“与众不同”。

但是，她遇到了他，一个与她不同国籍的教授，在她看来他
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之后因为怀孕结婚了，婚后她或许
暂时忘了她的梦想，之后她意识到自己没有正事可做，想要
出去工作被丈夫阻止了。之后她母亲去世了，想起了母亲过
的生活，她对自己发誓，决不能活得像母亲那样。

她想去实验室当助手，那个人却笑着回复她说，不明白她是
认真的，因为她还有孩子和丈夫要照顾。看到那里，我为她
感到悲哀，同时我也恐惧我可能的婚后生活。有了家庭的束
缚，自己的追求怎样办自己想做的事情还能去做吗因为就算
在现代，多半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做“家庭主
妇”、“相夫教子”并不是我追求的生活。

看到她最后遇到有一位女性做到了她一向追求的事情，她觉
得不可思议，她觉得她原本也能做到，所以她要实施她原计
划的时候，我为她感到高兴，觉得她做的个性棒。可惜最后，
她却因为怀孕等束缚放下了她的计划，把她自己想要而做不
了的事情寄托在了她女儿身上。我想，这很悲哀，却很现实。



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话“你以前爱的那么深，怀有那么多的期
望，最后却一无所有。孩子不再需要你，丈夫不再想要你，
最后只剩下你自己，还有空荡荡的房间。”这很凄凉，也是
女人一生很悲哀的一种状况，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即使只
有自己一个人，只有空荡荡的房间，我也要过的快乐、愉悦。
可能因为这个跟我生活比较相关，所以印象最深刻。

对于家庭关系，我想的比较多的是以后对于孩子的相处模式
及教育方式等。因为我的家庭关系比较和谐，没有这么多的
危机，我一向觉得很温暖，只是我们比较缺乏交流吧。当然，
我也不是没有不满过，因为可能存在的“重男轻女”和他们
的传统思想。而且我也在思考着，我读大学是出自于我自己
想读，还是由于他们想让我读。其实我想过放下的，可此刻
却很庆幸自己没有放下，可能这也有利有弊吧。

还有好多好多感触写不完，就再续吧。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三

故事围绕莉迪亚的失踪展开，莉迪亚是家庭主妇玛丽琳的大
女儿。

玛丽琳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喜欢做家务的家庭妇女，父亲
在玛丽琳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家，但母亲从来都是顺从
命运的，她是那么的平和，甘于平庸。这让玛丽琳从小在心
里就有了决不想成为母亲这样的人的想法。表现在玛丽琳不
跟其他小女孩一样喜欢上家政课，她喜欢上手工课，在玛丽
琳眼里她不能理解母亲每次做完一件小小家务活的那种成就
感，她觉得这种成就感是莫须有的。而她不甘平常的心态也
让她喜欢上了在大学课堂上讲课的教授，并且在下课后主动
亲吻了教授并与之发生性关系。这倒也符合母亲的想法，母
亲一直觉得女孩就应该早点嫁人，安安分分的待在家里。

可没想到的是在结婚的当天，母亲却说了心里话，她觉得玛



丽琳不应该嫁给教授詹姆斯，因为詹姆斯不是一个白人，他
有着中国血脉。这让母亲觉得她以后的家庭会适应不了这个
遍地都是白人的环境，他们的家族会不合群，也因为这件事
情，玛丽琳和母亲决裂了。

玛丽琳和詹姆斯结婚是出于爱情，玛丽琳无疑是勇敢的，她
是一个敢于追逐爱情追逐梦想的人，所以她会在大学主修了
只有一个女生的物理学科，在发现有了詹姆斯的孩子以后，
果断的告知母亲并中断学业，想着以后再把课程修完。

可在玛丽琳以为自己能够很快的回归学习，她却在生活里逐
渐快变成了母亲那样的家庭主妇，一方面是她舍不得孩子，
一方面是詹姆斯作为一个不是白人和男人的自尊，他不同意
玛丽琳出去找工作或者重新去学习，他觉得自己能够照顾好
这个家庭，不需要玛丽琳去赚钱，但玛丽琳哪里是一个心里
定得住的女人，最后她在刺激下还是选择离开了这个家庭，
去继续自己的学业。

而最后她由于怀孕和思念又重返家庭时，这个家的每个人心
里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丈夫詹姆斯本就由于从小家境贫穷和不是白人所遭受到的歧
视让他终其一生都想要获得别人的尊敬和爱戴，而白人妻子
玛丽琳的主动接近和最后嫁给了自己让他获得了肯定。可在
肯定的同时他心里也是害怕的，他内心一直以来都是自卑的，
幸福来得太突然，让他害怕妻子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其实是配
不上她的。这一切在妻子回来以后他更加的害怕，她觉得妻
子可能并不爱他了，他在心里觉得他并不值得被爱。这也是
为什么他后来会出轨的本质原因，他想报复妻子，报复自己
的幻想中的妻子对他的瞧不起，其实妻子玛丽琳从来就没有
看不起他，所以人啊，终其一生还是绕不出自己画的边框。

而大女儿无疑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小女孩，这从她最后的自
杀自白中可以看出，她内心是深深恐惧这个家的破裂，所以



她希望自己能让这个家一直凝聚在一起不要散，而协助她完
成这个心愿的就是自己的哥哥内斯。

在玛丽琳归来以后她明白自己的梦想幻灭了，她明白她这一
辈子都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所以她把希望寄托在了大
女儿莉迪亚的身上，她希望女儿能成为她梦想中的女人，所
以她会为女儿制定很多的学习计划，她无节制的干涉女儿的
生活，就像操纵机器人一般的操纵着她。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母亲真的很残忍，但是却并不是这样的，
每一次玛丽琳让莉迪亚去学新东西的时候总是会问她是不是
她自己很想学。我们不知道如果当莉迪亚回答不想的时候母
亲会怎么做，因为在文中，每一次莉迪亚的回答都是我特别
乐意去做，因为懂事并且有责任感的莉迪亚始终坚信自己这
样做会让家庭更加的和睦，母亲有对她的期望就不会离开这
个家，那么这个家就永远都是和平的。而且她还有一个倾吐
的对象那就是哥哥内斯，只是内斯并不像妹妹一样希望家庭
和睦，在他心里自己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他不想像妹妹一样
为别人而活，他不想去做出这样的善意却又对自己残忍的牺
牲。也许由于他在这个家本来也不受重视的原因吧，因为父
母几乎把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妹妹莉迪亚的身上，而对自己
的成就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内斯后来为什么会想逃离这个家
庭并且开始不配合妹妹的原因吧。内斯和妹妹是两个极端，
一个为自己而活，哪怕父亲会把自己喜欢的航天的书籍撕掉
自己还是会偷偷的藏在枕头下学习，哪怕大家对自己的学习
成绩不重视，但自己最后还是通过努力考上了哈佛大学。

内斯或许才是作者认可的，不可否认妹妹莉迪亚是一个有责
任，爱别人的人，可是莉迪亚却是最终造成悲剧的主角，她
到死前都是在为别人而活，她把这个家庭的快乐当成了自己
的信仰。最后当她发现自己的成绩根本就不能支撑父母的期
望，自己一直以为所维护的家庭和睦却让自己发现了父亲出
轨助理路易莎，最后哥哥也否定她的做法，他的世界慢慢的
坍塌了。



这些是她从小一直维护到大的，可最后她发现这幸福是那么
的不堪一击，最后她迷茫了，她开始学会了反抗，可是这种
反抗其实也不是在为自己而活，她想通过和叛逆的杰克发生
性关系来反抗自己的哥哥还有一直希望她乖巧懂事的父亲和
希望她能当上医学生的母亲。但最后当她发现杰克是喜欢自
己的哥哥的，她明白她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活着的理由，
她应该为什么而活着，所以她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她说如果再活一次她会勇敢的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不
想再像过去那样恐惧的活着。

我想这本书作者想向我们表达的就是人应该把希望和信仰寄
托在自己的身上吧，我们不应该去为谁而活着，人都应该先
要为自己而活着，创造快乐的源泉应该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否则当有一天你寄托的东西坍塌了，你也就毁灭了，就像不
曾活过一样。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应该找到属于自
己的不可摧毁的信仰和力量。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四

“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

这是写在封面的文字。很简洁，却很犀利。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爱的“牢笼”之中，却浑然不
知……

期待

曾经我一直认为“期待”是个褒义词，是对未来某种美好的
向往和憧憬。殊不知，期待也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梦魇。莉迪
亚的失踪和死亡，点醒了这个畸形的家庭。但是付出的代价，
太让人感到惋惜。她在最后一刻想明白了，她并不想变成妈



妈期待的那样，她决定去告诉妈妈，她喜欢什么，她不喜欢
什么，她并不想死……但是如果没有死亡，她的父母会被唤
醒吗？我不知道。

期待是个伪命题，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玛丽
琳是单亲，詹姆斯是亚裔，他们作为父母本身的成长背景，
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玛丽琳成为母亲后，由于
自身的梦想没有实现，而把这种期待移嫁给了自己的孩
子——莉迪亚。玛丽琳和詹姆斯把莉迪亚视为掌上明珠，把
所有的“爱”都给了她，以为他们给的，就是她想要的，从
来没有关注过孩子本身的想法，从来没有问过莉迪亚到底喜
不喜欢。

家庭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成长的家庭背景对我们的
影响，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自己身上很多的脾气、
秉性，其实都会有父母的影子。有时候，我们看到了父母的
缺点，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父母一样的人，然后用力想
要摆脱。但是终其一生，在我们骨子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能做的，是学会坦然和成长。坦然面对自己的一切，抛
弃固化思维。试着把自己性格里好的一面发扬光大，把不好
的一面通过不断的学习让它越变越小，算是一种修炼吧。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学会爱

期待必然会有，但重要的是我们懂得如何去平衡期待，包括
对自己和孩子。平衡期待的根本是懂得如何去爱。学会倾听、
学会承担风险、学会面临冲突、学会尊重孩子的独立性，这
才是爱，而不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爱”的爱，去强加给孩子。
与你们共勉。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五

终于看完这本书，这期间情绪上有些许波动，看到中间部分
有些许气愤，集爸妈宠爱于一身的莉迪亚，和与爸爸很相像
的罗斯，和被忽视的汉娜有着不一样的归宿。

在美国这个所谓平等的国度，种族歧视存在着，平等只是针
对于白种人。

心疼莉迪亚的同时，也有点怒其不争的感觉，一直掩藏真实
的自己。爸妈的期望与焦点聚集在她身上，这种过度关注其
实给她带来极大的负担，为了自己许下的诺言，一直按照妈
妈的期望活着，明明是不感兴趣的医学类书籍，却也嘴上迎
合着，为了母亲开心，而终有一天这种状态终将崩溃。我作
为一个个体，首先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
活着，而不是活成按照别人期望中的自己。

莉迪亚的死对于她自己来说是一种解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是一种警醒，为爸妈敲响了警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另外一点比较受感触的是，孩子与父母之间有太多相像的地
方，无论是从外貌来说，还是性格什么的，都受父母的影响，
这种相似度令人震惊，但父母和孩子之间如何处理这种复杂
的关系，令人深思。

想起之前在少年说里，听到的主持人讲的一句话，很有感触，
妈妈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你的母亲，这句话同样适用于
孩子，他首先是个个体，其次才是你们的孩子，每个人都有
活成自己的权利，不畏他人眼光，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然后
尽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六

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



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每当枯燥烦闷时，阅读
能使你心情愉悦；当你迷茫惆怅时，阅读能平静你的心，让
你看清前路；当你心情愉快时，阅读能让你发现身边更多美
好的事物，阅读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
个故事叙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无声告白》也许听到名字以为是言情小说而对它没兴趣，
其实并不是，这本书是小女孩莉迪亚的死因线索，一家人在
探索小女孩的死因的过程中而展现出了很多值得人深思的问
题。莉迪亚从小就活在母亲的期待中，母亲极高的要求让她
从小就失去很多童年乐趣，而上学后就连交朋友或和小伙伴
出去玩的时间，母亲都严格规定。逐渐地莉迪亚身边的朋友
都一个个远离她，她是个特别孤独的女孩。而父亲却为她贴
上不合群的标签，最后这个小女孩在孤独中结束了自己的生
命。

后来我明白了父母过度的爱，就是一个以爱的名义设置的牢
笼，其恐怖在于，门上无锁，你却不敢推门而出，只能咆哮
的接受一切“爱”的安排，直到最后溺亡其中，或是被时间
所离散。我们总是在失去了一些过后，终于懂得，应该让一
个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珍
惜值得珍惜的人，及时说出该说的话，不然，很多事情都来
不及后悔。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总是常常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
常常因为交流不当的问题产生隔阂甚至是冲突，也造成了令
人遗憾的事，所以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交流，我们要学会
相互理解，学会沟通并坦诚的交流才是避免悲剧的发生。

“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是整本书中让我最有感触的一句，有的时候我也想问我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回忆过往我曾经喜欢舞蹈，梦想着有
一天能站在舞台上跳给更多的人看，可爸妈却认为这对我的



学业起不到丝毫作用，觉得补习班才是我当下最需要去的方
向，父母总是把他们认为好的给我们，可他们却忘了我们也
有自己的想法，忘了问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每每阅
读时都觉得好像看到了自己。

最后我合上了书，感慨万千。愿我的家庭生活不是一幕无声
告白，我只愿能与他们好好交流，好好沟通，互相尊重，然
后我们彼此用最轻松的爱给予对方，给予我们的家撑起一片
专属我们自己无话不说的天空，让无声变有声。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七

最后一章是哭着看完的。

抛开“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
自己”和“按图索骥的人生不会那么顺利”，我想谈谈这个
家庭。

我同情玛丽琳，但也只有同情。我觉得她并不是为了与众不
同而去追求詹姆斯的，而是一见钟情吧，而且在后来她也是
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同时在自己丈夫出轨后表现出
来的沉稳从容与智慧令我刮目，她痴情——“哪怕只是为了
生下莉迪亚，我也会嫁给你一百次，甚至一千次，你不必为
此自责”，她选择了原谅。我觉得她是那个最累的人了。

相反，詹姆斯——一个虚荣，没有安全感的黄种人，他所想
要的呢？犹犹豫豫，瞻前顾后，拼命想融入集体的种种行为
令我鄙视（但从他小时候留下的阴影来看我又十分同情他）。
而且一有困难就寻找别的女人当作发泄的出口也着实是一种
懦夫的行为。

莉迪亚是这个家庭的牺牲品，她自杀的源头是母亲出走，她
害怕随时都可能缺失的母爱，所以母亲说什么她都会顺从
（如果不是这种恐惧感，莉迪亚完全可以大声反抗“我讨厌



物理生物化学我讨厌当医生”，妈妈也不会误以为她对这方
面一直是感兴趣的）。

内斯就比较幸运了，谁说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呢，在不被父
母关注的情况下生活着，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并一直坚持着，
如果说唯一的一丝丝缺憾，可能就是缺少父母的一点点关心
和对妹妹深深的无能为力吧。

汉娜是那么招人怜爱，这个家庭却不肯给她留出一丁点的关
心留意与疼爱，不过看结局，希望她能被温柔以待吧。

希望每个家庭的幸福都不要那么脆弱，希望家人之间都能够
坦诚相待，多交流，多倾诉。

无声告白的读书笔记篇八

父亲詹姆斯是中国人，母亲玛丽琳是美国本土人。现在的美
国开放包容，而那个时候的异乡人的确与众不同。所以他们
俩的结合也是冲破各种束缚，玛丽琳不顾母亲的劝说找一
个“和她更像的人”，而毅然决然嫁给了一个哈佛教授詹姆
斯李。理所当然，他们的孩子也承受了更多的本不属于他们
的外界的压力，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

玛丽琳在组建家庭并拥有俩个孩子的情况下想要重新定位自
己的人生，于是她不辞而别，然而这样的选择是不理智的。
显然可以看出，一个结婚后的女人再想做出点成绩是很不容
易的，需要割舍的太多。

莉迪亚受尽父母的宠爱，享受这种爱的代价是承载父母的梦
想，按照他们规划的人生去实现所谓的梦想。这种爱是自私
的，他们只是在弥补自己人生的遗憾而已。“如果你不愿意
笑，就不要笑。”书中描写过几次利迪亚的笑，淡淡的，有
超出同龄人的成熟，这种成熟也让她为了整个家庭的平衡做
出牺牲。以至于最后彻底崩溃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而杰克却是截然相反的，他肆意的活着，是小说里最自由的
灵魂。“至少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面对隐晦禁忌
的感情不惧怕，用花心的外表来隐藏自己内心深处纯真的眷
恋。

不谈关于这本书中的关于种族和性别这么严肃的主题，只是
想说说关于教育和成长的自己的一些看法。前段时间看的电
视剧《小别离》中的朵朵也是初中生，喜欢写小说。而妈妈
确是很要强的女人，唯成绩论者，朵朵成绩简直就是家庭晴
雨表，一言不合就可能来一场母女大战。还好朵朵有个明智
的爸爸，然而还是躲不过虎妈的步伐。备受压力的朵朵和父
母的关系越来越僵，甚至恨自己的妈妈，妈妈当然也很委屈。
这是中国家庭常见的模式，只是通过电视剧表现出来就更加
激烈。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是并不是父母的复制品，
不需要继承所有的东西，比如梦想。

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真
正能做到的都是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