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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公司还是组织，每一个岗位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要求。
在编写岗位职责时，要充分考虑员工的专业领域和个人能力，
合理安排工作内容和要求。了解一些其他职位的岗位职责，
有助于你更全面地了解组织的运作和协同工作的重要性。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一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
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
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
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
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
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
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
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
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
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
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
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
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
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
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
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
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
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
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
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
幸福家庭。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终于读完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著作《双城记》。读
完这本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小说以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故事中将巴黎、伦敦两
个大城市连结起来，叙述马内特医生一家充满了爱与冒险的
遭遇，中间穿插了贵族的残暴、人民的愤怒、审判间谍……
主要揭示了那个时期英法的社会治安，以及大官贵族，下至
平民百姓的生活。

这部著作主要讲述了：可怜的马内特医生在被贵族以“莫须
有”的罪名关在巴士底狱十九年后，他的女儿将他接到了英
国居住。在法庭上父女认识了法国贵族达雷和潦倒师父卡顿。
后来，马内特的女儿露西和达雷结了婚，过了十年的幸福家
庭生活，卡顿也给了露西一个承诺，要让露西生活快乐。

人民生活在困苦无助、饥寒交迫、贫病连连、受尽欺压的困
境中，他们心中积压了对贵族的刻骨深仇，终于引发了推翻
政权、争取自由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达雷为
了营救无辜的仆人，赶到法国去给他辩护，却因他曾是法国
贵族而被拘捕了。而卡顿为了实践要让露西生活快乐的承诺，
利用他跟达雷相貌相似，在达雷被处刑前，用自己跟达雷掉
包，代替他上了断头台。

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充满希望与光明的年代已经到来，
那时的黑暗令人惨不忍睹!起先，天下是属于国王的，后来，
天下是属于人民的。1789年7月13日，人民攻占了关押政治犯
的巴士底狱;1793年1月21日，革命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
头台，这象征着封建统治的结束;1793年2月20日，成立法兰
西第一共和国。

充满黑暗和压迫的18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百姓受苦受难



的悲惨生活已经彻底结束。我们迎来了被希望沐浴下的21世
纪，从那个时代到今天的漫长岁月不过像昨天到今天那样短
暂。我认为卡顿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重情义，信守
诺言，为了实现他对露西的诺言，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宝贵
的生命。

当今的人民绝对不会让历史重演，历史也不会重演。让我们
过好每一天，让属于我们的21世纪更加充满光彩!

《双城记》被誉为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最杰出的代表作，我想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和其他的作品，比如
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不同，狄更斯更注重的是底层人民
的喜怒哀乐。尽管在那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本身并不能引起
世界的关注。但是作者敏锐的捕捉到这些小人物和大革命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有小人物们
的力量所引发的。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史上一个血的印记。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充满不确定;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下，人性的一切表露无疑。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透过为族与平民之间的仇恨冲
突，作者狄更斯只想传达出---鲜血无法洗去仇恨，更不能替
代爱---贵族的暴虐对平民造成的伤痛不会因为鲜血而愈合，
平民对贵族的仇恨也无法替代对已逝亲人的爱。 故事中，梅
尼特医生从监狱中重获自由和女儿一起到伦敦生活。

五年后，他们在法庭上为名叫查尔斯‧代尔那的法国青年做
证，露西和代尔那因相爱而结婚。1792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故事场景转至法国。代尔那因身为贵族后裔而遭逮捕并判死
刑，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一直爱恋露西的英国青年西得尼‧
卡登替他上了断头台。 卡登是书中最富魅力亦最复杂的角色
之一。颓废、消极，求学时，他只替同学写作业;出社会后，
即使拥有一身才华，它仍然选择为另一名律师工作。但是，
在他冷漠的外表下，有著深深的温柔。



凭这一斛温柔和对露西的爱，卡登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
--代替代尔那上断头台---用自己的生命换回另一个人的性命，
换回一个家庭的幸福和笑颜。这是卡登守护露西的表现，为
爱而牺牲，这在那个大时代、甚至现代，是多麼高贵的举动!
相较於代表的温柔和爱，多法石太太则是杀戮和血腥的象徵。
由於亲人惨死在代尔那的父亲和叔叔的魔掌下，她终其一生
为仇恨而活;为置代尔那一家於死地，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终
於让自己死於擦枪走火的意外。多法石太太的嗜血固然使人
不寒而栗，但也叫人不禁感叹恨的力量，将本该快乐幸福的
女人塑造成复仇女神。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被这种执拗复仇
的火焰燃烧成阿修罗地狱。 教训和意义不能因为岁月而被遗
忘。如果我们无法从其中获得一些什麼，相同的悲剧依旧会
重演。两百年后的今天，希望活在这个世代的我们能创造出
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世纪。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个以两百多年前的两个伟大的城市为背景的故事。浓
雾弥漫，车灯摇曳不定的伦敦，绝望、颓废的巴黎的最底层。

对于当时那场发生在巴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太多人花了
太多的笔墨去描述它。这对法国来说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
转变，甚至对于欧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作者狄
更斯，是英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批判作家之一。虽然他没有
亲眼目睹，却依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看到的当时的景象。

《双城记》被誉为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最杰出的代表作，我想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和其他的作品，比如
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不同，狄更斯更注重的是底层人民
的喜怒哀乐。尽管在那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本身并不能引起
世界的关注。但是作者敏锐的捕捉到这些小人物和大革命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有小人物们



的力量所引发的。

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正直善良却惨
遭迫害的马奈特医生，美丽温柔的露西，优雅高尚的查尔斯，
忠厚老实的洛瑞，外表冷漠、内心热情，放荡不羁而又无私
崇高的西德尼，扭曲了人性的德发奇太太，豪爽忠诚的普洛
士小姐，残忍阴险的埃佛瑞蒙兄弟……复杂的仇恨纠缠不清，
残忍的复仇制造了更多仇恨，爱在地狱的边缘再生，却是以
生命为代价。这错综复杂的一幕幕，活生生的展现在面前，
仿佛重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

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在狄更斯的作品里，语言的精彩是必
不可少的。各种修辞手法，比喻、夸张、对比、幽默、嘲讽，
被运用自如，而作品的艺术性也被送上巅峰。“……于是，
克伦彻先生只得再听检察长先生怎样把史蒂夫先生套在陪审
团先生们身上的紧身衣又一件件脱下来，翻个底朝天;……最
后法官大人站了起来，把那件紧身衣里里外外捣腾了一遍，
看得出来，他想为犯人裁剪寿衣。……”诸如此类精彩的段
落，作品里比比皆是。于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每一个中心，
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相信这对我们平时的学习，必定
是大有帮助的。

有人说，《双城记》是描写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却觉得，这样说的人必定没有了解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图。
如果只是表达了这个，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达到露西和查尔
斯的水准，那么《双城记》的优势怎么体现出来呢?在我看来，
德发奇一家和法国贵族的仇恨也好，露西、查尔斯和西德尼
的感情问题也好，都是为了体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而设的。这
个主题就是剖析这场大革命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看到底是什
么引发了这场革命，到底这场血雨腥风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我想这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心所在。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
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
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
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
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
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
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
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
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
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
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
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
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
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
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
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
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
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
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
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
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
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
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
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
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
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
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
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
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
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
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



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
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
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
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
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
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
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
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
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
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
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
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
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
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
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
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
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
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
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
少早期作品的幽默。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四

去年寒假我拜读了《双城记》这部小说。《双城记》是以十
八世纪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它的
作者是著名的作家狄更斯。英国和法国是一个紧挨着的国家，
它们最短的距离仅仅只有二十多海里，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法
生活、血统等方面不断交流，融合。两个国家作家彼此写对
方的历史故事更是屡见不鲜。《双城记》是英国作家的作品，
他是狄更斯晚年所创作的。



《双城记》的第一句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
代”被无数人引用。同样那个时期是最光明的时代，也是最
黑暗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遭遇。

在《双城记》中正直善良却惨遭迫害的马奈特医生，美丽温
柔的露西，优雅高尚的查尔斯，忠厚老实的洛瑞，外表冷漠、
内心热情，放荡不羁而又无私崇高的西德尼，扭曲了人性的
德发奇太太，豪爽忠诚的普洛士小姐，残忍阴险的埃佛瑞蒙
兄弟……复杂的仇恨纠缠不清，残忍的复仇制造了更多仇恨，
爱在地狱的边缘再生，却是以生命为代价。这错综复杂的一
幕幕，活生生的展现在面前，仿佛重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
代。

读完这本《双城记》我感受到历史的波澜壮阔，在黑暗的资
本主义社会里，农民和工人阶级忍受着各种剥削，我非常同
情他们的遭遇。这部小说故事紧凑，读完这本书我们仿佛身
处当时那个年代，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它的光辉无可阻挡，
我推荐给每个人去读。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五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
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
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
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
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
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
是最高级的。

这是整本书的开头第一章，将全书的基调定上了悲剧色彩，
然而就在这矛盾的时代中，也确实存在过光明。

这本书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在医生马奈特一家周围的



事，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自由，权利以及善恶的看法——法国
人民不堪重负，推翻了波旁王朝，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后朝他
们走来的难道是他们心驰神往的自由吗?不，仍然是以往的提
心吊胆，稍不留神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得势之后的德发
日太太滥用 职权，将死敌们个个置于死地，最后却落得个惨
死的下常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自由啊，有多少罪恶是假借
你的名义干出来的。”大革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而
是以暴易暴。它没有拯救人民，而是将人民推入了另一个火
坑。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大革命的牺牲品——达内，革命前，他放
弃了国内的家业，只身来到英国谋生，在他看来，压迫人民
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然而，革命爆发后，他反而无辜地成
为人民的敌人，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领上断头台。不
过相信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依然是原先那个善良的达内。而
卡顿——一个才华横溢却自甘堕落的律师，他与达内有着相
同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面对活着还是让自己心爱
的人得到幸福的抉择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
生命在爱的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断头台上，他也表现
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沉着冷静。因为在他的心底，一直有一
个信念在支持他：“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
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他用死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用死来反抗虚伪的革命者，他
用死来诠释露丝的爱。生命，成了他最后的武器，爱，成了
他唯一。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史上一个血的印记。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充满不确定;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下，人性的一切表露无疑。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透过为族与平民之间的仇恨冲
突，作者狄更斯只想传达出---鲜血无法洗去仇恨，更不能替
代爱---贵族的暴虐对平民造成的伤痛不会因为鲜血而愈合，
平民对贵族的仇恨也无法替代对已逝亲人的爱。

时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们现在所生活得太平盛世已



经不太太平了，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学到更多的东西，将来
才能更好的保护家人，守护国家!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六

《双城记》是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
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
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

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
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
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
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
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
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
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
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
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双
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
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
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
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
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
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
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
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
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
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
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
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
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



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
人物，作者心目中希望树立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
爱战胜仇恨的榜样。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
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
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
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
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
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
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
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在现实生活中又是
突显的那么可贵。同时，还有两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
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
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
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
要情节都是虚构的。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
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
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
愤，书中描写的爱是广义的，如梦幻般伟大而纯净，催人泪
下，顿悟的作用让人相信，她不失为人类的心灵鸡汤。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七

用了一天的时间，一口气把《双城记》读完了。些许震撼，
些许愤怒；些许感动，些许欣慰，一时间充斥了我的心。我
为革命群众奋起反抗爆发出的伟大力量而震撼，也为他们在
革命进一步进行时不分黑白的复仇行为而愤怒；为卡顿对露
西真挚无私的爱而感动，也为小说尾部卡顿的美丽憧憬，为
他生命的延续而欣慰。



这部小说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法国大革命广阔
的真实背景下，他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
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
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虽然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
构的，但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
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
苦难。

然而这部小说最能打动我的部分却是卡顿对露西珍贵的爱情。
它虽然闪现于一时，却持久了一世。爱情，是什么？是包容，
是索取？是单纯的占有，还是博大的宽容？这个话题如此陈
旧却依旧没有答案。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我们总
是在想到底有没有长久，有没有无私？“为了你，为了你所
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作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
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们而牺牲。”
卡顿在《双城记》中给了我们答案，给了一个人应该有的对
于爱情的.信念。

太多的分离让我们这一代人丧失了对真爱的追求，丧失了很
多信心，很多理想。然而卡顿牺牲式的死亡却给我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记忆，也唤回了我的很多希望，很多畅想。卡顿对
露西的爱是专一的，更是坚定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用
自己无私的爱和生命给予了露西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他作为
查尔斯的替身，平静地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死亡，安详地走上
断头台时，这悲剧的故事便拥有了充满希望的结尾。他崇高
的爱，拯救的不只是一个生命，更点亮了自己碌碌无为的一
生，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他一直渴望拥有的果断、坚定的形象。

双城记的英文读后感篇八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
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
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
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



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
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
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
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
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
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
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
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
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
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
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
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
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
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
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
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
幸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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