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优质8篇)
通过撰写实习心得，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实习表现进行评估，
为未来的个人发展做出调整和规划。不同人都有不同的学习
经验，下面这些学习心得范文会让你对写作有更全面的了解。

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我首先了解名著的背景，这样有助于我更透彻地理解原著的
深刻内涵。《红与黑》起初的标题为《于连》，1830年定名为
《红与黑》，并有副标题“1830年纪事”。称之为批判现实
主义文学奠基作，是因为它最早体现了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
小说直接吸取现实题材，反映现实斗争。1827年的《法院公
报》上登载一个27岁的青年家庭教师枪杀了自己的女主人的
案例，启发了司汤达，但小说的故事已与生活中的案件有了
很大的不同，作者用他长期以来对复辟王朝时期生活的观察，
联系当时的实际，注入他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使《红与黑》
成为一部反映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形象历史。

作品中的'“红”代表了充满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
别是拿破仑皇帝；“黑”代表了教会恶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
还有的认为“红”与“黑”，代表着军装与道袍，宝剑与十
字架，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黑暗，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那
夫人的鲜血，黑是玛特尔的丧服；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
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等。

我认为红色还可以象征于连的追求人生意义，而黑色就代表
社会中形形色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奔波，却不理解自己
存在真正意义的生存状态吧！

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20xx年左右的历史了，为什么



在这风云变幻的220xx年中小说仍可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小
说不仅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
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示
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
的社会问题。小说主人公于连的经历和遭遇反应了当时广大
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普遍命运。于连生性聪颖、高傲、热情、
坚毅，但又自私、多疑。在僧侣贵族当政、门阀制度森严的
封建社会，因出生平民而备受歧视。这种受压迫的地位使他
滋长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启蒙思想和拿破仑的影响，培养
了他的反搞性格。他立志要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才智建立功
勋，飞黄腾达。但是在复辟时期，拿破仑式的晋身之道已被
贵族阶层堵死了。

就在这样的岩石底下，一株小树弯弯曲曲地生长。于连为了
博取大家用赏识，明知毫无价值，却还把拉丁文的《新约全
书》背得滚瓜烂熟。他那惊人的背诵能力让他跨进了维立叶
尔市长家，当起家庭教师来。在那段时期，他与德.瑞那夫人
发生了暧昧关系，大部分是为了反抗和报复贵族阶级对他的
凌辱。但是，纸醉金迷、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也腐蚀了于连
的灵魂，助长了他向上爬的欲望和野心。

于连进入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后，亲眼目睹了勾心斗角、尔虞
我诈的丑恶内幕，于是他便耍起了两面派手法，这种表里不
一的行为居然得到院长的表睐和宠幸。神学院的生活进一步
扭曲了于连的性格，强化了他向上爬的野心和虚伪的作风。
于连给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后虽然还不时流露出平民阶级的
思想意识，但在受到侯爵重用，征服玛特尔小姐后，于连
的“平民阶级叛逆心”已消失。他成了复辟王朝的忠实走卒。
正当于连一步步走向他所向往的“光明”时，因枪击德·瑞
那夫人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并没有从概
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相反，
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求与追



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红
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
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
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其
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
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
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
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
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
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
“灵魂辨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妮·格朗
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
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
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作者用淡
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
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
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
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
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
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
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
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
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
更实际的意义。

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
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
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



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
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
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
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
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
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
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
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
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

于连.索莱尔的命运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综观他极其短暂，却
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矛盾和复杂。对此，
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利益
的悲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一个反封建斗士的牺牲等等。各
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中。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
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
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
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矛盾本
质。

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他虽出身卑贱，却有幸受到良好
的教育，又有着杰出的智慧，所以他日后能厕身在所谓的上
流社会中。什么是幸福，怎样得到幸福，是困惑着人类几千
年的问题，也同样困惑着我们的于连。在他心目中，幸福并
没有确切的标准，只是在他的心计，在他的警觉，他的一个
又一个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当中。他为第一次摆脱了父
兄的虐待而幸福，为德.莱纳夫人面前履行“某种责任”而幸
福，为骄傲的玛蒂尔德在自己面前屈服而幸福，为一次次地
发迹而幸福得要命。他渴望幸福，渴望飞黄腾达，他发誓宁
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为此，他制出了一个又一个“作
战计划”，使出各种虚伪手段，他超人的智慧发挥的淋漓尽
致。但他毕竟是个好苗子，所以在每每幸福之时，他又会扪
心自问，深深自责。因此，他的计划总会漏洞百出，总会让
人怀疑。



我们不难发现于连在这种幸福的标准是以社会和他人标准为
标准，追求他人和社会的承认。实质上，他并没有获得多少
快乐和幸福，反而使他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仅仅是感到“快
乐的到了极点”，兴奋地跑来跑去，一种“野心家实现后的
狂喜”，只是片刻激情而已，剩下的是想着紧接着应该在制
定一个计划。这些所谓的幸福仅仅是表象而已，于连为了表
象而牺牲了本质。当他以为德.莱纳夫人的一封信断送了他的
幸福时，他想到了报复，最终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反而使
他从社会的束缚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卸下了往日一切
伪装和面具，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也找到了本质的幸福。他
放弃了逃跑和上诉，能够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坦然地面
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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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读完《红与黑》后，我对连的一大感觉就是他很虚伪。他崇
拜拿破仑，但在市长家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毫不犹豫
地烧掉了拿破仑的肖像。他鄙视特权贵族阶级，但在侯爵家
当秘书时，他总是谨慎，提醒自己不要表现出对特权贵族阶
级的不满和蔑视。他在贝藏松神学院更虚伪。清楚地了解那
些要学习的东西是错误的，还是隐藏自己的想法，继续学习。

然而，他也有真诚善良的一面。他同情贫民的贫困生活，同
情他们甚至剥夺了唱歌的权利，看到贫民所长哇列诺一家铺
张浪费、肆意享受的生活条件。这样，他是善良的。最后，
在审判庭上，他谴责了贵族阶级对平民的伤害。他敢于面对
自己的真诚，表达自己对贵族阶级的不满和蔑视。即使他有
机会避免死亡，他也没有动摇；在他最喜欢的女人瑞纳夫人
和他最真诚的朋友傅凯的'劝说下，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
样的他，是真诚的。

正是这种矛盾的性格让他的悲剧感到苦恼。



除了男主角的塑造，小说还令人印象深刻。两位女主人也是
如此。瑞那夫人的软弱、善良和真诚也让人心疼。儿子生病
了，她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自我出格的感情。
对于连，她深爱着，但在社会道德、舆论和对丈夫的同情中，
她最终只能选择软弱，选择放手。直到最后于连的枪杀，她
还是原谅了，甚至抱怨自己不该写那封信。

在我看来，玛迪儿特更傲慢。她在理智和感情上挣扎。她和
于连一样有强烈的自尊心。对于连来说，她的心挣扎了无数
次。一方面，她不能忘记于连的平民身份，另一方面，她把
于连的未来想象成完美无与伦比的。她总是安慰自己。只要
时机合适，于连一定是个有用的人才。但最后，她无法从感
情中解脱出来。

悲剧总是向人们展示美丽的东西。《红与黑》就是这场悲剧。
它撕裂了下层阶级的努力和纯粹的感情，让人读完后回味无
穷。

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进入大学后，就想多读几部名著，但往往都是一本书开个头，
或看看资料介绍，明白点大概就算是读完了。学校读书节一
开始，我就决心读一本名著。之所以选取《红与黑》，是因
为看萌芽上的《玛格丽特》的作者对这部书十分之欣赏。

文章主要写的是下层平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在那个动荡
的年代，他的野心膨胀和破灭的悲剧。书名《红与黑》，有
人说红是代表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代表王政复古年代的
僧侣的黑夜。在我看来红是于连那颗不甘寂寞的心，黑则是
那个时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最终黑夜熄灭了人们的热血。书
的副标题“1830年记事”，透露出它是以1815-1830法国七月
革命前夕的社会生活为背景。

全文的骨架是以于连从一个立志当大主教的外省平民，阴错



阳差的成了当地市长的家庭教师，却在这期间和女主人
德·雷纳儿夫人发生了恋情，当他沉浸在“占有的欢乐”的
时候，却被无耻和粗鲁的瓦勒诺给告发，不得不远走他乡，
来到了修道院，在贝桑松他把身边每一个人都当做敌人而最
大的敌人就是比拉尔神父，当比拉尔神父离职的时候把他介
绍给德·拉莫尔候爵做秘书。候爵府中和玛蒂尔德小姐产生
了感情，随后恋情被候爵知晓，在马蒂尔德小姐的苦苦哀求
之下，候爵最后松口承认他们感情。但是这是于连的初恋情
人德·雷纳尔夫人在有心人的唆使下诽谤了于连。眼看着感
情即将破灭，野心也随之破灭，于连回到韦里埃，一怒之下
朝德·雷纳尔开了两枪，被判死刑。在监狱中大彻大悟光荣
的死去。

看后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于连的两场感情：一个是与德·雷
纳尔夫人的“心灵的感情”;另一个是与马蒂尔德小姐的“头
脑的感情”。

第一段感情开始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诱惑，而于连仅仅
是想完成一个对贵族老爷们的报复，和满足他的虚荣心，所
以他决定要在这个女人身上“取得成功”。但是之后被
德·雷纳尔夫人那颗善良，温柔，单纯心所打动，他疯狂的
爱上了德·雷纳尔夫人，但是这颗心不久后被野心所占据，
他几乎忘记了他，直到最后才爆发。他才猛然醒悟他说
到;“从前我们在韦尔吉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我本来能够获得
无穷的快乐，但我却让强烈的野心把我的灵魂带到幻想之国
里去了。你那迷人的胳膊就在我的唇边，我没有把它紧紧抱
在我的怀里，我对未来的幻想，把我从你那里夺走了。是的，
要是你不到这监狱里来看我，我到死也不明白什么叫幸
福。”

另一个和马蒂尔德小姐的恋情，则是开始于彼此的不屈服，
骄傲。能够说一场征服与被征服的感情。马蒂尔德小姐是一
个出身高贵的，聪明的，高傲的，美丽的，如王后一般的女
子。她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中的感情的女人。于连就被她所



有的一切给吸引住了。同时，由于于连在马蒂尔德小姐面前
的骄傲，自尊心和对她的不屑一顾，也有于连的才情。得不
到就是最好的。当双方某一个屈服了，那这个人就会受到折
磨。最为好玩的是科拉索夫亲王给于连设计的一连串计划，
使我们看这个建立在嫉妒上的感情。

在最后虽然妈蒂尔德小姐放下了地位，为于连四处奔波，可
我还是觉得那不是感情的原因，那是她由于“被一种并不缺
乏英雄注意的热情所燃烧着”，她甚至还想到“巴黎客厅里
的人士，看见我这样身份的姑娘，崇拜一个行将被判死刑的
情人到了这一地步，他们将怎样议论呢?象这样的感情，务必
回到英雄的时代才找得到”，这说明我们可爱的小姐还没走
出她那幻想，直到最后她抱着于连的头颅把它安葬，我觉得
那只是对玛格丽特王后的模仿，那是印在她脑海里的东西无
法忘记，她把她哥哥叫做阿尼巴尔，自己则叫马蒂尔德·玛
格丽特。

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红与黑作家笔下展现的，首先是整个法兰西社会的一个典型
的窗口小小的维里埃尔城的政治格局。

红与黑读后感：贵族出生的.德瑞那市长是复辟王朝在这里的
最高代表，把维护复辟政权，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政治
上得势视为天职.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原是小市民，由于投
靠天主教会的秘密组织圣会而获得现在的肥差，从而把自己
同复辟政权栓在一起.副本堂神父玛斯隆是教会派来的间谍，
一切人的言行皆在他的监视之下，在这王座与祭坛互相支撑
的时代，是个炙手可热的人.这三个人构成的三头政治，反映
了复辟势力在维里埃尔城独揽大权的局面.而他们的对立面，
是为数甚重，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自由
党人.司汤达一方面向人们描述了保王党人的横行霸道，一方
面又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握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在
政治上也定将是最后的胜者。



《红与黑》成书于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以前，司汤达竟像是
洞悉了历史运动的这一必然趋向。

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
推出以来，它赢得了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

这部小说很有影响力，不仅成功塑造了于连·索黑尔是一个
时代色彩丰富、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通过主人公的经历，
展现了法国复辟王朝的广阔画卷，触及了当时许多尖锐的社
会问题。

小说主人公于连，他的经历和经历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事情。

余连决心像拿破仑一样依靠自己的个人智慧取得成就。为了
赢得每个人的欣赏，知道它毫无价值，但也背诵了拉丁语的
《新约》。他惊人的背诵能力使他成为维利叶尔市长的家庭
教师。

进入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后，于连亲眼目睹了阴谋和阴谋的丑
陋内幕，于是他耍了两面派手法。这种表里不同的行为受到
了院长的青睐和青睐。

神学院的生活进一步扭曲了于连的性格，增强了他向上爬的
野心和虚伪的风格。虽然余连在为木尔侯爵担任秘书后不时
表现出平民阶级的思想意识，但余连的“平民阶级叛逆心”
在被侯爵重用并征服玛特尔小姐后消失了。他成了复辟王朝
的`忠实走卒。就在他一步步走向他向往的“光明”的时候，
因为枪击德·瑞那夫人彻底切断了自己的未来，把自己送到
了断头台。

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性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并没有从
概念出发，将主人公余连图解成追求功利主义的象征。相反，



作者给了他深深的同情，批评了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
这也是《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持久的原因。

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读完《红与黑》，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作者超多运用心理描述
的手法将主人公于连、特·瑞那夫人和玛娣儿特三个人的性
格特征展通过写主人公于连这样一个下层青年奋斗失败的故
事，反映出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的社会现状。

首先，主人公于连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物。他自尊自爱而又
自卑，勇敢而又懦弱，真诚而又虚伪，追求自主却又表现出
种种屈服和依附，激情而不失冷静，可也傲慢冲动。简单的
用几个的词来概括于连的经历就是“出身于平民、较高文化、
有幸任家庭教师、有胆量与两个上层女人产生爱恋、一时冲
动枪伤深爱的女人、被判死刑。”

他之所以悲剧，不仅仅仅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也因为他的
矛盾性格。他的自尊自爱首先表此刻当父亲告知他将要去市
长家里做家庭教师时，他立即表示不愿意做仆人，即使又打
又骂也不想沦落到与仆人同桌吃饭的地步。同时也表此刻他
善于学习并且不断学习上。无论在市长家还是在伯爵家，他
都懂得珍惜和上层社会的人接触的机会，懂得揣摩他们的心
理，学习他们那些相对文雅的言行。此外，他的自尊自爱还
体此刻两次感情经历上，应对两位姿色迷人的上层女人，他
没有一开始就屈从依附、即使之后有也是在确认对方的爱意
之后。应对第一次被玛娣儿特甩后，他悲哀难过、却没有抛
却自尊向玛娣儿特求爱。相反的是，他通过另一种方式让玛
娣儿特彻底折服于自己。

说他自卑，一点也不为过。初入市长家，他总感觉家里的侍
从孩子等都看不起他的出身。他敏感到对自己吃饭坐的位置
都觉得是别人瞧不起他。而这种敏感正因为自己平凡的出身
所致。



在感情面前，他也自卑。无论是与瑞那夫人还是与玛娣儿特，
他一开始都倍感怀疑，他怀疑的理由恰好来自于他认为自己
的出身和地位远不如她们的其他追求者。哪怕处于热恋中也
多次因为他自卑所致的敏感而悲哀。

家庭的苛待与社会上层人士的蔑视，造就了他敢于反抗的勇
敢性格。对家庭的反抗，体此刻他充分利用分分秒秒看书，
哪怕是帮父亲干活，哪怕被父亲打后，也不甘于做个木匠。
对社会的反抗，主要体此刻两份感情上。在与瑞那夫人恋爱
时，书中这样描述过“那样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有人指责
我赶过家庭教师这样下等的职业，我就能够告诉他，是感情
把我抛到这个职位上的”。在对待与玛娣儿特的感情上，作
者不止一次写到过他因玛娣儿特对他的爱意感到自豪，也不
止一次拿此与身份地位高的夸泽诺侯爵比较过。

但他性格中也表现出懦弱妥协的一面，性格是在他的虚荣心、
个人名利得到满足后，更容易表现出他的懦弱与妥协。在得
到侯爵赏赐的十字勋章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能够跻身
于上流社会摆脱平民身份后，就同他最蔑视的特权阶级同流
合污。

红与黑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从前，我之所以读一本书是因为它来到了我的手边，而书的
主人又有耐心等待我一口气或分几天读完它。后来，通过网
络，也约略知道近来新出的哪几本书是值得一读的，可我也
往往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偶尔在浏览的网页上碰到一两本
好书也都是大概的翻翻，很少有时间和心情静下心来看，相
逢或相违全凭运气。再后来，我有用借书卡借来了一本《红
与黑》。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司汤达
的代表作。司汤达是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立即就开始敏
锐而明确地表现它的特征的第一个作家”，也是在法国美学



领域里，提出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一个作家。

小说主人公于连出身卑贱，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又有着
杰出的智慧。在于连十九岁那年被市长聘为家庭教师，不久，
和市长夫人恋爱，事情败露后被迫到神学院投靠神父。后来
在教派斗争中神父失败，于连也不能继续留在那里，于连又
被介绍给宫廷大臣当秘书。从此，于连打开了进入上流社会
的大门。于连十分能干，受到侯爵的赏识，为他发了勋章，
于连因此参加了贵族们的反动会议，甘愿为贵族效劳。与此
同时，于连也得到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爱情，并迫使侯爵
承认他们的结合。正在这时侯爵的政敌想方法让市长夫人写
了一封揭发信，侯爵接到信后断然否定了自己女儿和于连的
关系。于连气愤之极，枪击了市长夫人。尽管玛蒂尔德等人
竭力营救，于连仍被判处极刑。

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及最终的失败，尤其是
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近30年间压
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小说强烈
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
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于连是世界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对其形象分析在文
学理论界有种种评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
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阴谋家、野心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反对封建权贵的勇士
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
的悲剧英雄。

对于书名人们曾经也引起了一番争论，通常，人们认为书名
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古年
代的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 红 ”是 德·莱纳夫人的鲜
血，“黑“是玛蒂尔德的丧服；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生的不
懈追求，而黑色就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
命奔波，却不理解自己存在真正意义、真正价值的生存状态



吧！在短短一生中为自己规定了许多角色，为能演好这些角
色，他不能不虚伪，装假，直至作出违心之举。而死亡的临
近却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卸去一切伪面具，露出一个真实
的美好的自己。往日的野心、幻想、奋斗以及为此而设计的
种种伪装统统失去了迷人的光彩。于连终于在死亡面前知道
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他对德·雷纳尔夫人说的那番话是真
诚的：“你要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只爱你一个人。”当
一个人知道他能为什么去死的时候，他便也知道自己应为什
么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