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倾城之恋感悟(优质8篇)
典礼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种庆
祝方式，更是一种仪式感的体现。典礼中的礼仪和仪式要符
合场合和主题，以保持整个仪式的统一和和谐。通过阅读下
面的典礼范文，可以了解到不同类型典礼的意义和文化内涵，
对典礼的规范和流程有更清晰的认识。

倾城之恋感悟篇一

张爱玲在写《倾城之恋》时，正是和胡兰成――那个名震四
海的“陈世美”剪不断，理还乱的非常时期。那是她生命中
一段刻骨铭心的残忍。爱与恨，因为是，所以始终无法泯灭。
不管张爱玲的作品再如何的不朽，必须承认，这个女人太理
智，太冷硬，也太洞彻。基于现代人的眼光，她绝不是一个
可爱的女人。甚至，她对于自己笔下的角色过于残忍，并且
一直乐此不疲。《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纯情萌懂少女眼
睁睁走向自甘堕落的结局;愫细的性洁癖毁了一个爱她至深，
完全无辜的男人;《花凋》里的川嫦一心指望病好后嫁个好人，
所有人都知道她要死了，除了她自己;传庆恨他的父亲，却偏
偏继承了父亲的一切。她笔下的人物太惨了，全无救赎的余
地。所有的痛苦都白受，所有的牺牲都白搭。看后真真让人
涌上一股厌世之感――――这无情的死气沉沉的尘世!而它们
的造物者，却没有丝毫怜悯。眼睁睁看着潮水般的世人在眼
皮子底下挣扎翻滚，却依旧冷静中带着冷笑。但是这一次，
她却选择在《倾城之恋》中让白流苏修成正果，不仅如此，
她得到范柳原也全靠运气。

忽然，我们熟悉的张爱玲变了。爱使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然后逐渐宽容。

爱情成全了张爱玲，于是张爱玲成全了白流苏。也许胡兰成
那个负心汉并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名作，都源于他一次心血



来潮的花心。再看《倾城之恋》，张爱玲不仅将慈悲给了它，
更是将整颗心化了进去的。如果其他的作品是用她理性的思
辨铸成，那么《倾城之恋》便是她一次用感性描绘的故事。
它仿佛是从一幢萧索荒凉，荆棘密布的城堡中，活脱脱跳出
一个鲜活灵动的血肉之躯，让人惊艳不已。白流苏与白公馆
中的人唇枪舌战，永不低头的决心叫人拍案称快;与范柳原在
爱情上尔虞我诈，相互交锋，又是多么酣畅淋漓!作为男人，
也许你不会喜欢这样一个精于算计，自私世故的女人;作为女
人，也不会接受那样一个左右逢源，油腔滑调的男人。然而，
我们无法否认，他们是活的，并且闪着人性的光辉。试问我
们心底，又有哪一个能说自己是真正的无私博爱?人类自私的
劣根性，我们全都有，只是羞于承认吧。张爱玲，比我们都
坦白。

她希望得到他的钱，也希望得到他的爱;他希望得到她的人，
更希望得到永远的自由――――你我又何尝不想?其实，每一
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白流苏和范柳原呢。

曾经朝三暮四的男人和曾经精明决断的女人，最终随着一座
城市的坍塌，给了彼此重新审视对方的机会。她想起初识他
的时候，他不经意流露的真心：“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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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也许你会对我有一
点真心……”

谁知道呢?也许她早已在那时便把真心悄无声息的给了他。而
多年后，他随口介绍的一句：“她是我太太”，完满了她前
半生的期盼。那，后半生呢?――――胡琴依旧咿咿呀呀拉着，
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不管故事如何倾国倾城，
它终是一段戏文，只活在舞台上。

阖上一段传奇，留下的也只是那一缕沉香缭绕。清醒过后，
有一点落寞静静滴下来。



倾城之恋感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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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城之恋感悟篇三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较早期的一个中篇，也算是比较有代
表性的作品。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没落大户人家的女
儿——白流苏，回到娘家，惨遭哥嫂排挤，却意外地将其七
妹的相亲对象——范柳原夺了过来。流苏和柳原都是精明的
人，他们在感情上锱铢必较，不肯输对方半步，最后由于香
港战争的爆发，战世的混乱才使两个相对无趣的人成就了婚
姻。

白流苏是相当渴望这场婚姻的，正象苏青所说：一个离过婚
的女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比求爱情的心来的更切，虽然“取
悦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但她还是“笑吟吟”的。

相对于白流苏，我本人更喜欢范柳原，他在某些方面还是表
现了较天真的一面的，最使我难忘的他在一天深夜给流苏打
了四次电话，前两个电话是争吵的，最后一个电话柳原这样
说：“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吗?我这边，窗子上面吊
下一支藤花，挡住了一半，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

这在整篇小说里，是难能可贵的浪漫。小说的尾部很耐人寻
味。“四奶奶决定和四爷离婚，众人都派流苏的不是，流苏
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
”令人莞尔。



掩卷之余，我更惊叹作者的成熟与事故。写这部小说时，张
爱玲只有二十三岁，难以置信!何以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竟
有着如此老辣和冷酷的笔触!难怪有人说，张爱玲是一个天才，
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女作家。

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充满着小资情调和危险意味，王安
忆曾说：张爱玲是虚无的。我在读张的小说时，更多的体会
是现实的苍凉和生命的疑问。

一个浪漫主义者读张爱玲的小说，将会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折
磨：因为要承受从梦想的巅峰跌落至现实底谷的打击。

于是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倾城之恋感悟篇四

流苏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在压抑，畸形的生活环境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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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于是她必
须妥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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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却又让她这份简单、真挚的情感
徘徊在疑虑、猜忌、金钱、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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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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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情他根本无法驾驭，无法给予对方和信心。
也许或者说一定，他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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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不需要，爱情只是调剂，
而流苏也自然知道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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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知道柳
原的，她也明白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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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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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死只
在顷刻，金钱、权利、美色等等都不重要了，能抓住的只有
现在，只有身边尚存气息的他(她)。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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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
样的选择。

范柳原到最后一刻也还是清醒的，“现在你可该相信
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做得了主……”一个善于低
头的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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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人。

喜欢小说中的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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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横了心求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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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
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两个人之间那一丝丝的温情，在一瞬间，让时间成为永恒。
这一刻交织的情感该是幸福存在的道理吧。如果这可以叫做-
爱情，那么就算是吧。可我更觉得这是一种悲凉。假如没有
战争，两人将依然活在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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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悲剧是女人的。现在方觉得，悲剧是女人的，
也是男人的。



一个大变故改变了一切，但如果是为了成就这样一段恋情，
代价未免太大了，而且这样的偶然性几近为零。

这样的爱情，或许只能童话中存在。

倾城之恋感悟篇五

《倾城之恋》叙述的是一个寄居在娘家的离婚女人，白流苏，
遇上了一个原本是介绍给她七妹的男人——范柳原。范柳原
对流苏有一点点爱意，但这点爱不足以让玩世不恭的他承担
起婚姻的责任。而流苏恰恰却只要一纸婚契。她知道爱情不
能天长地久，而婚姻能提供给她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她只是想
生存，生存的好一点而已!在缠绵的情话营造的虚幻的气氛中，
展开的确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就像故事所处的大背景——太
平洋战争!他们各自设立了精妙的陷阱，期待着获猎对方，却
都不能如意，流苏满怀着惆怅回到上海，以退为进，期盼着
范柳原能妥协，能给她一份尊严，去生存!

战争成全了白流苏，使她得到了范太太的身份。而范柳原却
不再和她闹着玩了，他把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般人眼里是张爱玲擅长写悲剧
小说里难得的喜剧，但在我看来，《倾城之恋》是彻头彻尾
的大悲剧———倾城之悲哀!她从人的劣根性与道德观的残缺
揭示了这个彻底的大悲剧。城之将倾，国将不国，一个封建
的离过婚的女人的生存又要建立在一个不想缔结婚姻的自私
男人的不长久的爱情里，一切的一切危如累卵，可竟还有人
羡慕，视流苏为榜样。悲哀的年代!悲哀的城池!悲哀的男人
和女人!

张爱玲笔下的双城，在地理上，是流苏和柳原来来去去的那
两座城：上海与香港。白流苏的两城之间的历程反映出心境
的起伏。上海是流苏家人的所在地，代表着一传统守旧、充
满压力的世界;香港则是一个冒险的新国度，代表着所谓的现



代文明，是白流苏打算放手一搏的赌局。

双城，在心理上，又是流苏和柳原心中各自构筑的城。柳原
的城建筑在对自由无拘爱情的渴求上;流苏的城却是建筑在所
谓的经济利益上，她需要一纸婚契作为保障。最初，内心一
样孤独的范柳原只想恋爱，他需要一个红颜知己;白流苏想结
婚，需要一个体面的丈夫，好让她出净胸中一口恶气。两个
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爱情攻防战。范柳原想攻破上海女人白流
苏期待婚姻的心城，而白流苏则想攻破范柳原只要爱情的心
城，一对现实中的自私男女，于是这场心战就显得旗鼓相当
精彩万分。而对他们的爱情攻防战而言，太平洋战争是一个
转折点。

倾城之恋感悟篇六

《倾城之恋》中流苏与柳塬的恋情本身的完满性在我看来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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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爲什麽不到最后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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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起来，
我们是无法求全责备的，更何况相对于张爱玲这样的大家，
我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根本够不上多少资格评论她的，
只是有些有感而发罢了。

《倾》中令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是流苏到了上海之后，与柳
塬那几场交锋，互相揣测对方的心意，尤其是那一夜，柳塬
拨了流苏房裡的电话，对她说的那些话，及他们争吵的内容，
流苏想到的是现实面，表达她想跟柳塬结婚的意愿，但柳塬
的出发点是情感，两方所思所想根本就互相违悖，这场谈话
终将不欢而散。两人也因为这次的谈话瞭解到，白流苏想范
柳塬跟她结婚，而范柳塬却只想白流苏做他情妇，瞭解到这
点，流苏被激怒回上海白家，却又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家她
是待不下去了。就在范柳塬发了电报要流苏回香港时，流苏
毅然决然的回去，她想摆脱这个家，肩上必然扛负着压力，



所以此次的香港之行已和第一次所抱持的心态大不相同了，
她决心去依靠柳塬，和他在一起。流苏妥协了，在这场角力
赛中，终究因为屈居于弱势而妥协，柳塬也顺利得到流苏与
对自我的认同。后来柳塬把流苏安顿好后，便要前往英国，
且拒绝了流苏的同行，但至少流苏在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拥
有了她的房子，在墙上打上了她自己的印号，这是属于她自
己的家。战争爆发，流苏与柳塬在战乱中相依为命，确立了
对彼此的情感，从游戏般的恋爱昇华成真正的感情，并且结
婚，有了完美的结局。在这纷乱的时代，她没有被击倒，在
风雨飘摇中立起了身子。

倾城之恋感悟篇七

本以为自己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不会再为某些故事情节而
心动，可近日热播的《倾城之恋》，又让我陷入了深思。

《倾城之恋》的原作者是张爱玲，原作我虽未读过，但从这
部电视剧中，我领略了这位才女的细腻与不凡。女主人公白
流苏，清朝白翰林家的千金，即使家族没落，但她的聪明.善
良.坚强与率性，体现了文化熏陶下的大家闺秀的高贵。她旗
袍摇曳，低眉浅笑，既有书香门第的儒雅，又有现代知识女
性的开放。剧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挺深，她说：“我白
流苏，这辈子只能做白流苏，不能做别人。”

在对待爱情上，白流苏追求完美，绝不做花瓶，在这个物欲
横流的世界上，是一个难得的奇女子!当初，媒妁之言，使她
做了上海滩首富唐家的大少奶，但丈夫花天酒地，不务正业，
促使流苏决心走出这个家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男主
人公范柳原，经历坎坷，风流倜傥的外表，略带着几分沧桑
的忧郁，他本无意于婚姻，但遇到了流苏，他们开始了拉锯
式地相恋，他和流苏是时代造就的两个可怕.可怜又可爱的对
手。但战争让这两个不相信婚姻的人，重新拾起了爱的勇气，
爱更成了他们彼此活下去的动力，相互扶持着，共同度过了
那城毁人亡的时刻。



看完这部36集电视剧，让我深思了许久。这不算是一个纯粹
的爱情剧，人物刻画得太棒了!自私自利的哥嫂;可爱有个性
的宝络;搞笑的徐先生.徐太太.邱律师等，都各有各的亮点。
白流苏和范柳原，人物刻画得更细腻：流苏想爱又忍着，范
柳原想爱却不敢要婚姻，他们都不完美，都在为自己精打细
算，这是人性自私的一面。而张爱玲这么直白地描述，不仅
不会损害主人公的形象，反而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接近生
活，更逼真。

如今，泛滥的爱情剧，早让人们的神经变得麻木了，张爱玲的
《倾城之恋》，的确有使人的感观和嗅觉，焕然一新的味道，
她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曾暗地里窃想
过：世上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张爱玲更是此方面的高手!流苏
的矫情矜持的小伎俩，若即若离的小把戏，小资情调的弯弯
绕绕……让张爱玲剖析得淋漓尽致，遥想几百年以后，或许
世人会像欣赏李清照一样地评论她。

“生死契约，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是本剧
两位主人公互表心迹的对白，升华了主题，更让观者刻骨铭
心!战争，摧毁了一座城市，却成就了一段相知相携的爱情，
倾城之恋，足以倾城!

倾城之恋感悟篇八

白流苏其人，光看她有过离婚的经历，就可以看出她是一名
大胆离经叛道的女子。毕竟那是可不是现在，离婚后遭受的
风言风语绝对少不了。而她又无处可去，只能回到娘家。

而那个娘家给她的又是什么呢，她没有感到温情，反而被处
处排挤算计。白流苏的离婚多年的前夫去世了，她的娘家人
却希望她能“替他戴孝主丧”。这自然是冲着他前夫家的财
产去的。既能减少家里的一个人的花销，又能和有钱亲戚恢
复关系，白家可谓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只是这算法上没有白
流苏的存在，无视了白流苏的意愿。



按理说，尽管白家衰败了，但好歹曾经是名门望族，怎会一
点亲情也不顾，反而市侩得如地痞流氓。想想为了让白流苏
答应守丧，逼她住到夫家去，连居住的房子都给她换成破破
烂烂的，这等伎俩，有岂有一丝一毫的名门之风。白公馆更
像一个吸血鬼，把白流苏往绝路上逼。白流苏刚离婚时，是
带着一大笔钱回娘家的，可是七八年后，她的钱已经被当家
的三哥和四哥拉扯得差不多了。现在她在家里要开销，如果
要再嫁更要开销，况且家里还有七妹和八妹两个姑娘正待嫁
呢，她当然也就成了白家最不受欢迎的人。明显的过河拆桥，
摆在明面上的利用，真真的叫人寒心。

由于兄嫂的排挤，白流苏在白公馆已经是完全待不下去了，
她急需一场婚姻来摆脱现状，而在范柳原之前，她也已经有
了好几场相亲，甚至对象要么比她老，要么性格吝啬，但她
都忍了，只希望能搬出去就好。尽管她把条件一降再降，但
还是遭到各种挑剔，毕竟她已经不在是小姑娘一样年轻了，
还离过婚。此时出现的范柳原何尝不是她紧紧握住的最后一
棵救命稻草。

范柳原是个浮浪公子，无意于家庭的幸福，三十三岁了还没
成家。但在范柳原和白流苏妹妹的相亲中，范柳原被流苏古
典中国式的美丽迷住了。他要她，他怜惜她，他要征服她。

两人的爱情并不纯粹，简直像一场博弈，充满着算计。但白
流苏被逼上梁山，她无路可走。只能下定决心、冒着身份与
名节的危险与范柳原斗智斗勇，赌上一切来搏得这场战役的
胜利。

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就一场爱情，听着就带有传奇的色彩。可
是，比起祸国殃民的妖妃褒姒与幽王的爱情，白流苏与范柳
元的爱情是否有那么情真意切?结婚后的生活，张爱玲没有给
我们详细描写，但是否会真的幸福呢?范柳原花心的毛病没有
改变，在外面跟别的女人说些虚假但动听的甜言蜜语，而回
到家中对着真爱的白流苏却只会“说些傻话”或是索性“异



样的沉默”了。长此以往，难保白流苏不对范柳原有成见、
不和他吵闹，甚至于再度扬言“离婚”。香港的沦陷成就了
她的婚姻，但不能说成就了她的幸福。

相比较把一切压在范柳原身上，白流苏其实完全可以选择自
强的道路。可她的反叛精神早已被生活磨灭，比起离婚时拥
有的勇气，现在的她变得胆小怯弱，因此她选择了依靠范柳
原，这是她的选择，亦是她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