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倾城之恋心得体会(大全11篇)
通过读书心得的撰写，我们可以更好地记录下自己的学习过
程。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实习心得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一

张爱玲的一生是坎坷的，她十八岁的时候被父亲关起来，患
了痢疾父亲也见死不救。她的第一个丈夫伤了她的心，第二
个丈夫在婚前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和乐趣，坚决逼她堕胎，
可以说，张爱玲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都是对不住她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亏欠和辜负，
因此能了解她思想的轨迹和文字的脉络，明白她的小说为何
如此悲情，更明白为什么她最喜欢的词是荒凉。《倾城之恋》
给我的整体感觉是张爱玲的作品没有多少触及到社会的现实
问题，或许这是她的一个弱项，又或许因为她的传统而又不
喜欢政治，所以在有的方面并没有表现得很深度。而且《倾
城之恋》中对于战争的描写给人的感觉是很粗糙的，只是我
们喜欢“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感觉，所以并不在乎这一
点。

在我看来《倾城之恋》中流苏与柳原的恋情本身的完满性似
乎就已经落入一个俗套，既然要表现人物本身的恋爱世界中
的思想，那么为什么最后却是一个没有划好的圆呢？我的个
人感觉是没有划好的圆比划好的更具有一种难得的吸引力，
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比喜剧更具有影响力一样。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无论如何是以结构和语言取胜的，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对于爱情的这一引自《诗经》的描述：“死生契
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二

一直觉得张爱玲是一个清冷的人，用一双冷寂的眼看待着世
间所有的繁华，总是毫不留情面地剥开感情温情的外表，露
出丑陋的本质，正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那句话：“也
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
致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
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
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短短几十个字，暴露了男人无
情的本性，这个女人就是这样，总是在不经意间说出人世间
最残忍却又最真实的话语，在她面前人与人之间最为温暖的
感情，只不过是利益的表达，冰冷的交易，各取所需罢了，
冰冷，又让人无法挣扎。

那《倾城之恋》也应是爱玲冰冷的笔下，唯一真实而又琐碎
的爱情吧。但，这段爱情的背景，却也是在那个动荡不安时
代，那个生死未知的年代。

故事从香港开始，来自上海的封建时代的白流苏，经历了一
次让人窒息的婚姻，身无分文，无依无靠，在亲戚间备受讥
讽，早就看尽世态炎凉的她，无意间认识了黄金单身汉或者
在现在称为“钻石王老五”的范柳原，为了自己的利益，流
苏孤注一掷拿自己的青春当做赌注，奔赴香港，为了博取范
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真正平等的婚姻。两个自私的人在
不断地进行较量，最后谁先动心?我不是很懂。但是我知道，
故事的最后，流苏和柳原结婚了，两个原本没有心的人走到
一起了，他那所有的俏皮话也说给其他女人听了。

这可能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吧，但不知为何，我
的心里仍然有着无名的悲凉，可能是因为书中那时不时的景
色?还是那萧萧的古琴?无从回答。

对于流苏，不知该如何形容她，只知道她是美的，正如书中
形容的那样：”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尽情理，美



得渺茫。但最让范柳原动心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流苏有着
东方女性那一低头的温柔。”在白流苏身上，我更多地看到
的是她对范柳原的经济依附关系，流苏的再嫁，结果也无非
是换了一个枕边人，这与她第一次的婚姻没什么不一样。这
其中的原因，我们都明白，流苏从小生活在那个“男人为
天”的环境里，这样的理念让她不得不想着依附男人，流苏
明白，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所以她小心翼翼，步步
为营，这之间，却又透露出民国封建时期女子那无尽的悲哀。

范柳原，他是个著名的风流浪子，但谁都不会想到，在他那
风流的外表之下，他又是一个孤独地的人，他有着更为宽阔
的思想深度，表面看似的无情，但是这只不过是他在这个声
色犬马的社会的一个伪装。他实际上也对于“一生一世双
人”的爱情故事有着无限的向往，他的人生的态度只不过是
他面对这无情无义，荒诞社会的一种讽刺和挑战。作为社会的
“逆行者”，他不被尘世所困扰，仿佛是魏晋南北朝“自由
恋爱”的续写，穿越了时光的隧道从魏晋到达民国，然而却
遭遇了更为糟糕的回报，他的四处留情仿佛是对女性卑微性
格的嘲讽，更像是对于无法得到而“毁天灭地”的报复。

这是一个动听而又庸俗的故事。在《倾城之恋》里，从腐旧
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战争的洗礼并不能将她感化成为革
命圣人，但是战争却影响了范柳原，他转向平凡而又充实的
生活——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放弃以前的作
风和生活。因而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圆满的，但
却仍旧是庸俗的;但，这也是生活的发展必然趋势。换句话说，
这，就是命。

喜欢爱玲带着宿命的味道说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
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这更让这个
女人身上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柳原曾对流苏说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



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
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
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白流苏
和范柳原这对庸俗而又真实的男女，在战争兵荒马乱中，命
运的齿轮转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一堆普通的男女，却在此
时懂得了“爱”。当看到柳原在电话里对流苏说出：”死生
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我忍不住哭了，
这不是一份现在小说里的旷世奇恋，生死相依，它很真实，
真实到让人心碎，没有那么多甜言蜜语，更多的是一股挥之
不去的淡淡哀愁。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三

四十年代背景下所生存的女人处于一个十分矛盾的的境地。
整个社会和时代都在喧嚣和沸腾着，充斥着革命、民主、平
等，渴望得到自由，进行自我盘涅与精神启蒙。于是在不断
变换的法律和一直流传、亘古不变的天理人情、三纲五常之
间，最“里外不是人”的便是那个时代的女人了。

书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便处于这样的境地。一方面，她出嫁
是依家族意思，尽管她是小姐但同时她是女人，在家从父，
她对这段婚姻没有质疑和选择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她通过
法律途径成功离掉这段不尽人意的婚姻，却大多是受个人生
存所迫——家暴以及天时地利(社会背景)的'优势。于是，她
得以在夹缝中生存。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四

张爱玲曾经说过：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
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
是快乐的。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在近三十年的晚年寂寞中感到
了快乐，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路往回望再好月亮也不免有些悲
凉。



这不仅仅是她的凄凉，也有她书中人物的凄凉。不论是
〈〈金锁记〉〉中带着些许神经质的七巧，还是〈〈倾城之
恋〉〉中的六小姐白流苏，都透着骨子里的凄凉。

一段恋情若能以“倾城”形容，是如何壮烈。张爱玲对女人
的感叹“她的命运注定是一览无余了”流苏做了赌徒，她拿
她后半生做了赌注，不仅仅流苏做了赌徒，张爱玲是了赌徒，
我们也成了赌徒。胡琴咿咿呀呀的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
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

故事到了该收尾的时候，生活却依然情不自禁的继续。白流
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中被命运
掷骰子般的掷到了一起，于那“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
凡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

相对完美的结局，仅仅也是用光明的尾巴给苍凉加一些保护
色，那骨子里苍凉是遮蔽不了的。尘世有多么繁华热闹，张
爱玲随手一揭却让我们看见了繁华似锦的幕布后哀凉的人生
荒漠，在一般的感觉里，苍凉就应该是灰蒙蒙的那种，有些
恍惚，有些迷离，而她的苍凉偏不如此，五光十色的温暖的，
舒适的，但后来总归让你沉下去，成了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
泪珠。

所谓言情，不过在将一场风花雪月的传奇。无情的言情。每
个人都在追求什么，但真正的感情不存在，即使有那也是虚
幻的，在世情与言情之间，多半让世情的虚无吞没了言情。
爱恨离愁仅仅是一出演着演着忘了对白的悲喜剧。静默中说
与别人听，赚了别人的叹息，忘记了自己的眼泪。回头看看
本是无一物，何处若尘埃，脱不了的镜花雪月罢了。

〈〈倾城之恋〉〉从构思以及文章的行笔都具有无可挑剔的
天然优势“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似乎着其中总能够找
到张爱玲笔下她自己情感生活的影子，完全给人一种非常真
实的感觉。



我想这就是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的缘吧。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五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对于景物的描写是独一无二首屈
一指的，由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雕琢而成。她写海岸边的房
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那澎湃的海涛直
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取景化的视觉观察，
暗淡的色彩渲染，将一幅静态的风景画绘成一个动态的影像。
张爱玲善于将采截的景致重组构建，颠覆其原有的形貌，赋
予其丰富的想像和联想，以满足艺术上的审美要求。于
是“海浪波涛溅到窗帘上并将其染蓝”的夸张意象也就宛若
天成了。

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并非单纯的意象，它们烘托社会历史环境，
揭示人物性格命运，涵盖着丰富的寓意。“轰天震地一声响，
整个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得关上了盖，
数不清的罗怨绮恨，全关在里面了。”这是张爱玲对香港沦
陷的描写，给人强烈的视听觉震撼。她将世界比作关了盖的
箱子，人置于黑暗中孤独绝望，一切的怨，一切的恨，一切
的执。一切的妄，都成了记忆中的一场场闹剧。曾经繁华又
如何?由此伸发了乱世之中苍茫的身世之感。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用的笔调是舒缓安闲的，漫不经
心地随笔一抹即是丰富的意象和精致的色彩，淡中出奇。她
写白流苏眼中的萨黑荑妮公主“脸色黄而油润，像飞了金的
观音菩萨，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里却闪着妖魔”。寥寥
数语即将其特有的印度女性美跃然纸上。然而既是“观音菩
萨”，“眼里却闪着妖魔”，这样的矛盾将萨黑荑妮貌似雍
容华贵不食人间烟火实际却庸俗虚荣生性放荡的人物性格暴
露无遗。同时这种视觉感受来源于白流苏也别有一番用意。
这是站在自我立场上对情敌的惊恐和厌恶，萨黑荑妮实际上
是白流苏眼中抢夺范柳原、威胁其爱情的“妖魔”，对于她
的美亦是三分欣赏七分嫉妒的，“眼里闪着妖魔的观音菩



萨”同时也折射了白流苏的内心世界。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六

流苏一直记得浅水湾饭店的那灰砖砌成的墙，那个晚上他们
两个靠在墙上讲话。范柳原真假莫辨说着胡话，流苏轻轻巧
巧说着场面话。

不过在这之前，范柳原说，我们到那边去走走。流苏不做声，
他走，她就缓缓的跟了过去。

我之前一直不相信张爱玲是红楼梦迷，我觉得她一点不古典。
可是这样的轻巧一笔，流苏什么主动的表示也没有，可是她
的自矜，她的试探，全都无声胜有声了。

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对话里，范柳原是声色，是拨开虚空的
墨色，他总是絮絮叨叨的表白，动作，而白流苏是墨色中的
留白，要么就是一两句场面话，引出范柳原更多真假莫辨的
剖白，要嘛就是忽然的动作，打破絮叨粘腻的局面，好像一
折戏落幕，短暂黑暗之后，才又粉末登场。

那堵墙让范柳原想到了地老天荒，他说，有一天，我们的文
明整个的毁掉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
堵墙跟下遇见了，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
有一点真心。

这已经是表白表进了死胡同，要换个功力差点的三流小说家，
白流苏烫手山芋接在手上要么吃要么扔，所差不过是吃或者
扔的姿势。可张爱玲的白流苏还能闲闲宕开一笔说你自己承
认你爱假装，可别拉扯上我。你几时捉出我说谎来着?于是范
柳原的戏码便唱不下去了，只好接着流苏的新折子唱新戏。

这就是谈恋爱了。像是一个迷宫，却并不等走到绝路再回头，
更像小径分叉的花园吧，每一句都引出这个人不为人知的一



面。不过他们俩都太想表现了，所以被后来香港的倾覆搞到
灰头土脸却能在半夜抱在一起的时候，要自嘲，之前花了太
多时间在谈恋爱。

我想了想，小时候不喜欢倾城之恋的原因大约是因为这两个
人都那么不纯粹，他们的苦衷都在相遇之前，都不是小姑娘
喜欢的纯情清白的少男少女，所以当我看见自己说更喜欢十
八春的时候，就会心一笑顾曼桢和沈世钧是相反的那类，在
故事展开的时候，他们还清清白白，而后我们看见他们怎样
被风尘染色，自然心有戚戚。

只是流苏和柳原都是冰山底下潜流之中的人，脸上云遮雾绕，
难免让人敬谢不敏这样的人，当是没有真心的吧流苏觉得柳
原要图新鲜，而柳原知道流苏是要长期饭票。哪怕是真的心
动，真真假假，说不定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可是他们庸俗可
恨吗?也并没有，并不只有白纸一样的人才有资格动心啊。一
点心动不能承诺一生一世的，可是没有一辈子的忠诚也不能
证明当时的心动是假的。

那天晚上，范柳原的自我剖白直白到有点可怜。张爱并没有
说范柳原的期期艾艾。可是她这样写，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
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当然示弱装可怜也是范柳原讨女
人喜欢的技巧，可演技太好，也许自己都入了戏。白流苏冰
山之下的苦衷在开场二十个人的大家族里暗无天日的生存斗
争，无所不在的挤兑，而范柳原的冰山漂浮在真真假假的表
白之时，偶尔掀起一角。所以他风流有心计，可也并不讨厌。

她也没有写什么动心，她只写月亮。

那天晚上柳原给住在隔壁房间的流苏打电话，给她念了诗经
上的那句话，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流苏不懂，或者装不懂，只是逼婚。而范柳原怒了，好像一
腔热情被冷落了似的刺激了流苏一下，说她根本以为婚姻就
是长期的卖淫。



柳原在外面总是俏皮话，在流苏面前又正经，而这一次脱口
而出有点恶毒的比喻，倒是很可爱我在讲心里话呢，你却不
懂我。

却并没有完。而后他又给她电话，他也没有再说情爱，只说
了月亮，可却像一首情诗，于是白流苏真的手足无措了。

他说，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么?我这边，窗子上面吊
下一枝藤花，挡住了一半。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

白流苏哽咽起来。

生存的孤独，淡薄的一点情意，处处收束，都是无可奈何。
不管她装不懂还是真不懂诗经里那些晦涩的句子，但月亮她
是懂了的。

不是诗人才能写诗，不是文化人才有诗意。范柳原要白流苏
懂他，他引经据典，自我剖白，她都不能放下心防来懂他。
只有当他指向他们共同面对的凉薄人生的时候，一个不被父
族接受的私生子，和一个在娘家寄人篱下的失婚女才是沦落
一处天涯的。

佛家有个公案，说以手指月并非月。

张爱玲让范柳原指了一回月亮，可他让她看得也并非仅只是
那个月亮。她让我们看的是他们谈论月亮时候吊下的那枝藤
花。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七

《倾城之恋》的爱情与我们现代的感觉不同，但又很相似，
不同的是现代的女人不会像以前的人那样麻烦，那样的暧昧。
相同的是现代的'人一样会害怕输给他人，如果不是那场大战
令双方看到自己是多么爱对方，他们的故事会怎样的，当天



地都好象不再存在的时候只是对方还在，又或者连对方也不
在的时候，还计较什么输赢呢?流苏是个好女人，但她在恋爱
市场上却给人家低估了价，原因是她离婚，幸运的是使她正
式成为了他的妻子，从婚姻的保障而得到经济上的安全流苏
从此便可笑吟吟的暂时把生命告个段落，可怜的女人。

作者把这些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物描写的是如此的动人，
便是不平凡的笔伐，尤其是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苍凉，忧郁而
哀切的情调，这是一个胆怯的女子给人家逼急了才干出来的
冒险的爱情故事，不会燃起自己心中的热情，只会跟着生命
的胡琴咿哑的响声，使人倍觉凄凉，然而也更会激起观众的
怜爱之心。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无论如何是结构和语言取胜，给我的印象
最深的是对于爱情的这引自《诗经》的描述：“死声契阔，
于子相悦，斥子之手，于子偕老”。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八

不期而至的暴雨，冻了人们往日满脸的笑容，督促人们加快
了归家的脚步。满街只见缩着脖颈，匆匆往来的身影，一晃，
便消失在目所能及的雨中。心境儿都着了凉！禁不住三两步
溜回家，想要找到一丝儿的暖。

于是，再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我不是爱玲作品的崇拜者。她的作品若我喜欢的其他作品一
样，仅仅是喜欢。这种喜欢，不光是对语言、文字、构架。
更多的是思想，是文章中散发出来的，幽幽的，略带荒凉的
气息。

这个上海滩洋场上出没的美丽、时尚、华贵的女人，总用她
犀利的目光、缜密的心思、细腻的描绘、精巧的设计，展示



给人一个又一个浪漫而现实的爱情故事。期间不乏欢喜、甜
蜜、温馨、奢华的场景，却多以悲凉、沧桑、落没收尾，致
使通篇都流淌着白如缎带、蓝若深海的凄美。这仿佛让我看
到了满脑子尖酸刻薄、小气、恶毒的另一个张爱玲。

我是世俗的，本不该如此品评这样一位绝色的睿智女子。然，
每读她笔下字句，便恍若看见那张精心修饰过的粉白、娇美
的脸上，鼓鼓翘起的艳丽的唇角微微露出讽刺的冷笑；高高
扬起的头颅，使那双深邃、明澈的大眼睛里透射出迎面而来
的嘲弄；就连那罩在得体旗袍中姣好的身躯，都扭动着轻藐！

不是吗？《倾城之恋》，她用飘逸的文笔，幽幽淡淡，看似
随心实则精细的，述说了战乱前后白流苏与范柳原罗曼蒂克
的浪漫爱情。她细腻的笔触，刻画出白流苏小家碧绿，如玉
般温润的性格，却更是毫不吝惜、浓墨重彩了她那满心满怀
的自私、狭隘。她所勾勒的梦一般的环境氛围，真若是千般
繁华下的满目苍懿，温柔富贵中的凄清哀婉。每字每句，看
似漫不经心，却若描龙绣凤般，刻在人心上。那悲悲切切的
故事情节，被她娓娓道来，却不能任由多愁善感的人静心品
味。因为，越品，越伤心；越品，越伤神！

这，便是她冷笑的理由吧！如若这时还看不出眉目，她大概
又在冷笑了吧。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九

《倾城之恋》这篇文章仿佛有无尽的宿命在里面，是不是仅
有在这样的一种无奈的状况下，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感情才有
她们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呢这种相依相偎是不是又是真正的感
情呢也许感情在他们之间，更像一场游戏，两个人的交易。

流苏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在压抑，畸形的生活环境里，选取
了出逃。她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这是她的勇
气。可同时，她始终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



离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生来寻找自我的栖息之地，于是她务
必妥协。现实与性格间的矛盾，让她不得不学会算计。不幸
的命运让她学会保护自我，却又让她这份简单、真挚的情感
徘徊在疑虑、猜忌、金钱、职责、虚荣之上了。但这又怎能
怪她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给了她美妙的刺激，可是她跟
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说到柳原，他又何尝不是这
样呢青年时期同样有着一段不愉快回忆的他性格怪癖，无意
于家庭。对于感情他根本无法驾驭，无法给予对方承诺和信
心。也许或者说必须，他以前只是把流苏看作是那很多个里
面的一个，新鲜过后，各拍两散，职责不需要，感情只是调
剂，而流苏也自然明白这一点，“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
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流苏的心中，自然是
明白柳原的，她也明白仅有这场关于这个城市的劫难才成全
了她们。战争带来的是残缺，可为流苏和柳原带来的却是一
嘲圆满”。偶然的倾城，让他们抛却了所有，让他们从捉迷
藏式的精明走到冲破一切的结合——流苏得了名份，柳原也
甘愿担起了职责。战争让人变得真实。

死亡下，忽然感觉瞬间的变化即是烟消云散、阴阳相隔，容
不得你有半点犹疑，正因生死只在顷刻，金钱、权利、美色
等等都不重要了，能抓住的仅有此刻，仅有身边尚存气息的他
(她)。

“他可是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可是是一个自私的女生。在
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
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
样的选取。

范柳原到最终一刻也还是清醒的，“此刻你可该坚信
了：‘死生契阔’，我们自我哪做得了主……”一个善于低
头的女生，也许终会成为一个安分的妻。让他在劳累和放纵
之余有一个去处。男生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生。

喜爱小说中的一段话：“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



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
一颗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
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
仅有横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得干净爽
利。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明白，在这一刹那，
她仅有他，他也仅有她。”

两个人之间那一丝丝的温情，在一瞬间，让时刻成为永恒。
这一刻交织的情感该是幸福存在的道理吧。如果这能够叫做-
感情，那么就算是吧。可我更觉得这是一种悲凉。假如没有
战争，两人将依然活在自我背负的壳中慢慢前行，谁也不会
为对方付出真心。他们会按自定的生活轨迹走下去，看似丰
盛，却是苍白悲哀。初读时，总觉得杯具是女生的。此刻方
觉得，杯具是女生的，也是男生的。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十

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生。在那样暧昧的时代和同样暧昧
的旧上海，属于上海独特的迷蒙气息，尽管新旧夹杂的文化
冲击，离婚恐怕还是要受道德谴责的。白公馆无疑是守旧的，
他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
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
神仙的洞府：那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
但是那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离了婚的白流苏，
少不了受家人的指戳。不仅钱财盘剥净尽之后，她在家里的
存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剩余。她的出路，除了另一个男生的怀
抱以外，再无其他。

范柳原，一个海外归来的浪子，本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摇。
加上生活的纸醉金迷，便把“女生看成他脚底下的泥”。感
情和婚姻原是他不坚信，也不敢指望的。但他内心深处是渴
望安稳的。



两个人的缘分因为一场舞会，香港式的恋爱跃然纸上，在各
种机缘巧合中，两个人在感情上跳起了华尔兹，周转舞动中，
发生了美丽的故事，也有凄凉的背后。可最终，这场倾城之
恋会美好落幕，可崇高的爱情从来不会结束。流苏和柳原的
爱情是一种美，需要时间的等待，需要反复的淬炼。在爱情
中，谁又是自由的呢?我面对你，藏好所有心事潋滟，忘记闭
眼去藏眸光流转，无人去问时移势迁，我只想静候和你所有
的遇见。所以，当看见流苏他们两人在感情里你一步我一步
攻于计策时，你会吃惊那些感觉是熟悉的，可眼波里明明藏
不住事啊，干嘛要彼此折磨呢?细细想来，这是爱情的魔力，
是他特有的地方，因为这一切看似俗气却那么真实、富有人
间烟火气的事情，才让爱情变得伟大，让人着急，让人觉得
它不可替代。

素色湘帘，帘风后面，所谓伊人，拨弄琴声三两声。倾城倾
城，倾倒一座城，范柳原到最后一刻也还是清醒的，“此刻
你可该坚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做得了主……”
一个善于低头的女生，也许终会成为一个安分的妻。让他在
劳累和放纵之余有一个去处。男生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生。
死生契阔前我闭上眼，犹记当初，人群中回眸莞尔，你我窗
前采一瓣月光，折一段旖旎的回忆。

断弦琴铮，留香锦褥，梧桐滴雨，芭蕉声碎，画栏生愁，曲
屏传恨，雁归人不归，春来人不来，飞鸿不传信，杜鹃空啼
血。许多人说，在，《倾城之恋》这本书中，这篇却是个难
得的好结局，可最后那段话“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
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
来又拉过去，说不尽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拉着拉
着，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都说张爱玲的文章是“她作
品写到芸芸众生，嘲讽，刻薄，最后心还是软了，这都是基
于她的这种深藏着的爱”。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她，从小经历
了兄妹不合，家庭破碎，深受新女性的母亲的影响，张爱玲
也有了自己独特的品味和独立的生活。



可毕竟心里是有阴影的，所以造成她孤高气傲、冷眼看人。
因为张爱玲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都市作为
背景，展现了人性的堕落，精神的扭曲等等，给人一种苦闷
压抑的感觉。她的文笔总是沉闷的，不知为何，或许她个人
特色太重，我读她的文字总带有一丝檀香。她是独立的，她
拥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她似落入尘俗，又跳出尘俗去看一
段段感情。张爱玲的爱情如同白流苏那样是轰轰烈烈的，但
是上海的沦陷却成全不了她与胡兰成，最后以悲剧收场。她
的爱情正正是印证“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
收场”这句话。

即便他有家室，即便他背信忠义，即便他寡情薄幸，在他背
叛后仍然不离不弃，直到他不再需要她。她依然像一朵傲立
的白莲，只可远观，孤立到极致，不知道坚持的是自己内心
那份清丽还是和胡兰成那段无法抹去的记忆。或许都有吧，
或许自己早就分不清，或许两个理由早已彼此交融。有时，
等一个人，不是有多爱，而是等习惯了，你哪天突然不等了，
你觉得背叛了自己。这样一个有不凡故事的女子才能写出这
样不凡的故事。

如张爱玲一样守住自己内心的云白山青，或许谁都可以感悟
到弘一法师所说“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我爱你，所以我
可以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爱有那么多种形式，干嘛非
要用最简单最普遍的说呢?要知道，美人在骨不在皮，君子在
德不在貌。如张爱玲一般内化于心的美才是极致的。

合上书，想到李娟一句话“虫鸣如流水，一派天籁。静夜里，
读一本好书，悲也放下，喜也放下。天上夕月一弯，淡若清
梦。”再次细细品味这场倾城之恋，从上海到香港，相距千
里，每当我抬头望月色时，觉得这是你我唯一共同的东西了。
爱能跨越时空，倾城的美，是你随意摆放的东西，在我心里
都有独特的印记。

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再遇倾城色。



倾城之恋心得体会篇十一

对《倾城之恋》我印象深刻，张爱玲的小说总有个尖锐的开
头。白家六小姐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已有多年，迫不得已回到
娘家拥挤度日，却得不到大家的关爱。某一天她的前夫死了，
三爷要白流苏去奔丧，三奶奶四奶奶也借此讥讽流苏天生的
扫把星。受尽欺侮的流苏只想着抓住机会早点离开这个家。
范柳原出现了，给了白流苏一线希望。他有着令人羡慕的财
富，也有着迷人的外表，他让她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也许白流苏是不爱柳原的，一切只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定。她
要的，只是一个婚约，一个可以托身的家，因为她现在什么
都没有了。而因为父母婚姻问题导致的对建立家庭不感冒的
范柳原，对流苏似乎动了真感情，盼望着她单纯的爱。两个
同是夹在大时代夹缝中的青年，一个放荡不羁，一个被世俗
所不容，因为一场战争，他们在一起了。在战争的一刹那，
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他们终于意识到，在这动荡的世界
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
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
彼此看的透彻，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
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个十年八年了。他不过是个自私的
男人，她不过是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
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一座城的倾倒，成全了两人的恋情。

在小说结尾，结婚后的流苏，又变成最平凡的女人，倾一座
城成全的一段感情终究不能长久，男人的甜言蜜语又向另外
的女人说去了。张爱玲留了一个最无情的尾巴，让范柳原成
为了可恨的男人，也许是因为她自己本身爱上了最懂她却最
终不能忠心不二的胡兰成，这里面的情愫也许只有她自己可
以体会。世上哪些是因，哪些是果，谁又能分得清呢?读她的
小说似在经历一场心灵的旅行。

张爱玲的小说读来爱不释手，在当时那个并不太开放的时代，



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情感与个性，但归根到底还是有点小家
子气，我猜这也是她受众有限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