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金陵十三钗的感悟 有情有义是商
女观金陵十三钗有感(汇总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金陵十三钗的感悟篇一

在电影方面，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后知后觉的人，真实·光
影传奇中的'魅力——《金陵十三钗》观后感。一学业为重，
虽然戏称的电脑是现在女学生的电影电视机，但自信自己在
这方面的自律性还是蛮强的;二就是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不争气的眼泪往往随着电影的情结而慢慢的滑落，等到看完
一部后，桌面上的纸巾早已堆成小山，“座中泣下谁最多”?
电影结束后的自省中就会常常骂自己的不争气，眼泪的不争
气。

但还是抵不住电影的诱惑，那些光影交错的画面，承载着丰
富的生活气息和艺术的韵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能和
艺术挂钩，否则艺术就成了一堆毫无经过挑拣的陈芝麻烂谷
子或者河滩上的沙子，而真正的艺术则是历尽风浪始淘得的
闪闪的金沙，或者是那不起眼的蚌壳中的珍珠。

看每一部电影，都是在过了别人讨论的热潮过后自己才躲在
角落里慢慢的品味，好像一位参加宴会但来晚的客人一般，
等到自己来的时候却只剩残羹冷炙，所能做的无非是和主人
之间的互相道歉和随手拿起一杯淡酒细抿着去寻找共同的谈
资。但看电影不光如此，好的电影犹如经典的作品一般不是
炒出来的，而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出来的，所以当过了那
个热潮之后，在冷冷的夜中开始抚摸那稍留的余温，便别有
一番感触。



《金陵十三钗》亦是如此。由于专业的缘故一直对战争抱有
一种抵触心理，也是在其上映后很长时间才看的原因，观后感
《真实·光影传奇中的魅力——《金陵十三钗》观后感》。

张艺谋无疑是中国电影界的龙头老大之一，他的每一部电影
的出现都会引发一股热潮，无论是褒贬，都能成为一时的炙
热话题。《十三钗》也不例外。

有人说：老谋子没得拍了，拍十三个女的故事。

有人说：老谋子的技艺越来越不如从前了。

有人说：老谋子这是干什么嘛，这么巴结西方佬，想打进西
方市场大赚一笔啊?

总之，是各有各的话。

其实，不是十三个女，在这里我更愿意称呼她们为“秦淮河
女人”，她们是十四个。最终大义凛然的走向日本人的是十
二个女人外加一个男孩，而此前被日军戕害的两个女人：一
个为了琴弦，一个为了情义，她们一共加起来是十四个秦淮
河女人。纸醉金迷是对她们生活的最好说明，荡漾无耻是人
们习惯冠以她们的名号，甚至去教堂寻求庇护时这样的画面
还是频频的出现：自己的行为放荡和不检点以及清纯的女学
生对其的嗤之以鼻都是对其所处地位和环境的最好说明。

战火隆隆中，冰与火，雷与电，要么舍己为人，要么同归于
尽。战争，泯灭了人性而又唤醒了人性。

笔者并不认为这部影片是为了证明什么，还是为了说明或者
宣扬什么再或者就是有了些政治意义上的为了所谓的“正
名”，而是人性善与恶的对决，当世间所有的事件都归结为
善与恶时，仿佛一切变得简单起来，也让我们看到，人性，
最深处的简单。



历史的伤痕已经深深的留在民族的身上，那种痛堪比最深。
当哪天不经意间触碰到它的时候会让你痛得泪流满面，但是
我们的痛并不比历史所承受的痛更深。历史的勾勒，有了人
性的光辉在其中，相信才是最美，最刻骨铭心的。这种美无
关乎视觉，无关乎听觉，而是最简单，最朴实的真实。人，
物，万物的真实。

不敢说，《十三钗》给了我怎样的真实，但其中人性的真实
我感受到了。

金陵十三钗的感悟篇二

今天偷得半日闲，看了盗版《金陵十三钗》。画面不太清晰，
但我还是被震撼了。

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反映的是以1937年南京沦陷为
背景，日军屠城，尸骸遍地，血流成河。只有一座天主教堂
暂时未被占领，教会学校里只有一名书童陈乔治和十四名十
二三岁的女学生。后来美国殡葬师约翰，和十四名秦淮河畔
的风尘女子，还有一名中国军人李教官带着一名十几岁大的
受了重伤的男孩，先后进了教堂。李教官将奄奄一息的男孩
浦生托付给这群风尘女子，并嘱咐玉墨一定要保护好这群女
学生，但自己并没有马上离开，在教堂对面的一个已成废墟
的造纸厂埋伏下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
对一场生死浩劫，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

然而，教堂也不是永远的净土，暂时的宁静很快被打破--日
军冲进教堂，十四名风尘女子躲进了地窖，而女学生们没有
来得及躲藏，被日军发现，他们露出狰狞的兽面，四处抓捕
女学生。扮作神父的约翰拼死保护女学生，但兽性已发的日
军不仅不听劝告，而且打伤了约翰，有两名女学生在挣扎中，
一个被打死，另一个被推下楼摔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李教官殊死抵抗，开枪救女学生，日军发现有敌军，丢下女
学生，围杀李教官，李教官壮烈牺牲。后来，日军假意保护



女学生，实际上另有阴谋。他们让约翰带领女学生练习唱歌。
期间，浦生因伤部溃难得不到治疗，危在旦夕。其中妓女豆
蔻想给这个像自己弟弟的浦生弹一首动听的曲子，与另一名
想找回自己耳坠的妓女香兰回妓院寻找琴弦，归来的途中遇
到了日军，惨遭凌辱而死。十四名学生与十四名妓女均变成
了十二名。在日军检验女学生唱歌的时候，妓女小蚊子为了
寻找一只心爱的猫而被日军发现。女学生书娟急中生智，救
了小蚊子。日军临行前叮嘱约翰明天准时让这十三名女学生
参加日军的庆功会，为日军表演节目。约翰知道，这是一条
凶多吉少的不归路，女学生们也知道将面临着什么，于是决
计爬上塔顶，准备用死亡来保全自己的贞节。这时候，那群
风尘女子挺身而出，在玉墨的带领下，决计代替女学生去参
加所谓的庆功会。但此时只有十二名妓女，乔治挺身而出，
男扮女装，填补这个空缺。在这群风尘女子和乔治的掩护下，
约翰带着十二名女学生安全离开南京，而那群风尘女子究竟
怎样，并没有表现，只是做了一个暗示，就是临行前，她们
打碎玻璃，藏进衣服，准备与日军殊死一拼。

《金陵十三钗》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把战争重压下人性的
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挖掘出了人性最真最美的一面，
尤其是那些风尘女子。她们最初的出现有些狼狈，但当她们
走进教堂大门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衣着光鲜，体态婀娜，
尽显女人的风韵，仿佛那不是在逃难而是在赴约。尤其是那
个玉墨，高贵得像英国女王。可是一旦她们进到教堂，和那
帮女学生争抢地窖藏身的时候，又表现出自私和刁蛮，后来
她们安下身来的时候，又衣衫不整，抽烟喝酒打麻将，和约
翰调情，似乎这里就是她们接客的妓院，用纯洁的女学生的
眼光去观察，简直就是不堪入目。残酷现实使她们沦入风尘，
湮灭了她们的人性，使她们变得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而血
淋淋的战争又唤醒了她们沉睡的人性，在柔美中演绎出悲壮。

头牌玉墨，不仅貌美如花，而且优雅智慧。她接受过良好的.
教育，在教会学校学习过六年，而且成绩优异，尤其是英文，
同学说她像个英国女王。但好景不长，十三岁时，继父强奸



了她，使她沦入风尘，开始了卖笑生涯，成为妓院的头牌。
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和约翰畅通地交流，也是这群风
尘女子的舵手，就是她最先提出要替代那些女学生的。表现
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让人敬佩不已。

其他的妓女，老谋子也用一些细节来表现他们的善良和女人
的天性。豆蔻为了让浦生临死前听上一曲，不惜冒着危险偷
偷地回妓院拿琴弦，结果受尽凌辱，临死还不断反抗；香兰
仅仅为了一只耳环，结果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表面上她们
的行为显得很幼稚也很愚蠢，但那种善良和爱美的天性却让
人唏嘘感叹。另外，当她们决定集体替代那群女学生去赴死
的时候，尽管大家也很恐惧，但都很讲义气，也很从容。尤
其是她们扯下窗帘为自己做学生服的时候，嘻嘻哈哈，好像
不是去赴死，而是在为自己做嫁衣。

她们用白布缠绕自己的胸部时，老谋子故意用轻松的氛围来
表现那种悲壮。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仅老泪纵横。临行前，
殡葬师约翰逐一给他们化妆，照他的习惯，她们都要躺下来，
因为他的工作是给死人化妆的。其中一个妓女还说，我们也
不是死人。我想这句台词不是可有可无的，她们的死亡已经
在这里暗示了。另一个妓女，拿着一对镯子，说是一个相好
给她的，她一直没有舍得用，还等着他来赎她从良呢。这些
细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群看似玩世不恭、无情无义的风尘女
子，她们的内心有着普通女人的感情和天性。

正因为如此，玉墨的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激起了她们
的愤慨，她们要向世人证实她们不是这样的人，要做一件有
情有义的事情来推翻千古以来人们对妓女的鄙视。她们做到
了，她们不仅仅是拯救了一群像她们从前一样纯洁的少女，
也拯救了自己的节操。当她们拉直了头发，穿上蓝色的学生
服时，以往所有的不齿都被净化了。她们回到了从前，回到
她们记忆深处的梦境中，所以她们开心，她们兴奋。

影视的高潮是那曲柔美动听的《秦淮景》，影片用幻影的形



式，让书娟想象她们穿着华美的衣衫，舞动着柔美的身姿，
唱着悠扬的曲子。悲壮在这个时候充分表现了出来，我的泪
也再次涌出。

金陵十三钗的感悟篇三

战争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的伤害，虽然战后设施可
以重建，主权可以恢复，可对民族的侮辱、对人民的残害，
是长久不会消退，且隐痛无限。

几年前就听说张艺谋导演要拍一部叫《金陵十三钗》的新电
影。初闻片名，以为是一部类似《花样年华》风情的电影，
所以并没有太关注。直到近期影片公映，才知道是部战争题
材的影片，而且是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故事背景。自己
曾在南京学习生活过多年，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并不陌
生，我也曾参观过纪念馆、参加过纪念活动和观看过很多相
关的影片。但这部《金陵十三钗》让我对这段历史留下的痛
楚体会更加深切。

《金陵十三钗》的故事里有清纯刚烈的唱诗班女学生，也有
香艳坚韧的秦淮歌妓。没有战争原本不会交结的两群人，却
在战争中相互帮助相互保护。最后各自上卡车的惨烈悲壮程
度犹如女版的“狼牙山五壮士”。可正因为是一群手无寸铁
的女性，在战争中她们又受尽了欺凌与侮辱，那让人透彻心
扉的痛，比起男性战争片来更是疼得真真切切。作为一名女
性观众，看影片中每一位女性，说着地道的南京话，嬉笑怒
骂中熟悉的方言俚语，觉得她们是那样亲切真实，自然她们
受的那种苦就会痛彻我的身心。作为一名母亲，看到孩子们
凄惨的叫声、无助的眼神、生命的逝去，我的心彻底的碎了。

脸颊上一丝清凉滑过，泪水不知何时流出。无声的，不曾有
过泪眼朦胧时，只是一直细细的流出。

《金陵十三钗》选取角度很独特，瞄准了战争中最弱的与最



强的两类人。在战争中，只有很少的女性能拿起钢？，走上
战场，正面阻击敌人的入侵。更多的女性是手无寸铁在斗争。
看到战争中，女性在用身体抵挡着敌人，那才是战争之最痛。
影片也首次触及了战争中真正并大量存在的“性”问题。由
于观念问题，人们一直难以接受和不愿面对这一问题，所以
很多影片回避了，或一带而过。可这种对女性的侮辱，对民
族的凌辱，才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痛，怕是今后数代人经历几
个世纪都不能消逝的痛。

同时我不得不佩服张导的功底深厚。影片并没有什么血腥和
残暴场面，但一些战争过后的画面，足以让人感觉到的可怕
与凶残。废墟中的家园，还是让人那么熟悉和留恋。一曲
《秦淮景》在战争中唱起，秦淮风情中透着无限的凄凉与悲
壮。与其他悲情电影不同的是，影片放映中还有好几次笑场。
可谓是含泪而笑，苦楚当中有诙谐，这也让观众感到了，战
争并没有摧毁民族的勇气与希望，我们还是能笑出来的。可
见导演对整部电影的感情的驾驭能力是非常强和到位的。

走出影院，睫毛还是湿的，抬头看到剧场外清澈明媚的天空，
呼吸了一口清凉新鲜的空气，才真真感觉到自己是出来了，
是活在现在的。但那种悲伤和痛楚，确确实实是从时代留下
来了。

金陵十三钗的感悟篇四

从王谢门高到青楼林立，从六朝金粉到南宋隅安，从落魄晚
明到悲情民国——南京，承载了我们多少情与欲?寄托了我们
多少爱与恨?但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南京的记忆，总是习惯于
放到一个个宏大的背景下，然后按照个人的喜好，把某些层
面夸大变形，把另外一些层面隐藏起来。

同样用宏大的背景考量南京，《金陵十三钗》是一部想两头
讨巧却又心不在焉的电影。



将妓女这个特殊行业的女子作为电影的主角，冠之以“钗”
这样中性偏上的词语，是《金陵十三钗》最为讨巧的看点。
这样做，既不得罪观众，又不得罪从事这个职业的专业工作
者，还可以顺利通过片审，就像男主角约翰在给女学生解释
为什么十三钗替代她们去日军庆功会会更好一点的原因时，
很巧妙地说十三钗在对付男人上更专业。当这种既现实又不
真实的的特点贯穿于电影之中，钗的言语、行为、爱恨就有
了双重意义。

以死亡作为背景，把妓女正当化，浪漫化，甚至高尚化，使
得浪漫主义和国仇家恨有了共同基础，这并非这部电影的独
创，只要略略翻翻有关秦淮河的文学作品，那些在国难当头
时挺身而出的青楼女子，可谓数不胜数。

相对于语言类作品，电影的优势在于视觉的挑衅。但凡钗现
身，银屏上就充满从语言到身体的挑逗。所以即便面对一座
死城，那个从入殓师进化成为伪神父的男主角在钗们进入教
堂后，除了寻找钱和美酒，还找到了一个更加可以不离开的
理由。我甚至怀疑，即便所谓思想纯正，根基稳重，坐怀不
乱的观众，也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只好一而再，
再而三地沉沦下去，而不自禁地撕去伪装，期待和男主角一
起享受片刻的快乐。

作为铺陈，电影前三分之一部分并未急切地让钗们粉墨登场，
而是以并列式的手法，一面是男主角穿过浓雾，奔跑，逃窜，
假扮神父挺身而出阻止日军在教堂里的暴行而被打晕，一面
是撤退中的国军残部与日军周旋，直到最后一人，同样是为
阻止日军在教堂里的暴行而战死。

当观众还被秒杀在具有较强震撼力的特技镜头时，电影也立
即终止正面抵抗，这显然让背负沉重历史感的观众不自在，
不解恨。而电影心不在焉的意图，正是担心政治与道德的双
重绑架，所以尽快在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里，脱离那种喋喋不
休的控诉，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痛苦，解构到情色的智性



和审美的愉悦中。

但电影并不自信，这种解构之势未能坚持下去。陈乔治自告
奋勇男扮女装冒充第十三钗，委曲求全一心救女的父亲惨遭
枪杀，临到踏进日本人军车那一刻小蚊子暴露出胆怯。这几
个可能被观众忽略，仿佛补充的情节，让人更加心酸。

要我说，说欲哭无泪吧，差一点;说赏心悦目吧，差一点。

金陵十三钗的感悟篇五

偌大的电影厅，观者寥寥，中午十一点五十，我在这里――
深圳保利国际影城，观看张艺谋的最新电影《金陵十三钗》。

关于这部电影的是非与好坏，网上已是铺天盖地的评论，有
赞自然有弹，众口难调，这也可以理解。但若是哗众取宠近
乎无理取闹似的弹，则让人不喜了。比如我观看的这场，人
数如此少，估计有些媒体见到了，必定会在头版头条醒目标
出：《金陵十三钗》上座率不足一成。这样的标题够爆炸，
够吸引眼球，却缺乏事实的依据。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忙着
去吃饭，又有多少人会在午饭时间来看电影呢！不信？君不
见下午三点的排期，《十三钗》的票早已售馨，想再看，只
能等到四点多去了。而且，票价比中午档的还要贵20块钱。

还是先谈谈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吧。这是我近十年看过的最
好的电影，没有之一，唯有唯一。紧凑有致的剧情，考究的
服饰、众演员精湛的演技……张艺谋拍出来的画面依然美仑
美奂，无论是电影开头的大雾城破、烽烟战火，还是剧中金
陵十二钗们穿着校服演唱《秦淮景》的场景，再到电影结尾，
十三位凤凰涅磐的金陵女子（其中有一位为男子乔治所扮演的
【】女子）从容就义的影像，都可看到这部电影的诚意，看
出导演的用心。

视死如归的士兵，纯朴的女学生、浪荡不羁的神父，从钓鱼



巷走出来的风尘女子，若非那场残酷的战争，他们的生活或
许根本不会有任何关联。他们本属于不同平行线的人物，不
会也不可能交集在一起。但残酷的战争让他们相遇，士兵们
为了保护女学生纷纷慷慨就义，人肉炸弹让人动容，佟大为
饰演的军官最后利用地势之利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更让我落
泪。女学生跑进教堂避难，贝尔饰演的殓葬师也躲进教堂里，
他看上了神父逝世后留下的那张大床，他渴望在教堂里能搜
到一些值钱的东西，比如钱，比如葡萄酒……然后，便一走
了之。女学生的生死干他何事，南京大屠杀干他何事，他本
就是个浪荡子，他本该与这场战争无任何干联。从钓鱼巷走
出来的妓女们也来到了教堂，她们放荡不羁，她们把地下室
瞬间变成了她们的游乐场，依然声色犬马、钗光鬓影、云雾
缭绕，弹琴的照旧弹琴，打麻将的继续打着麻将，还有那只
可爱的猫儿，在逼仄的地下室里，居然也怡然自得。是
啊，“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千百年来她们
的身份早已注定，她们就是社会上最底层的那类人，婊子无
情，戏子无义。国破干她们何事，家亡干她们何事，若非避
难，估计她们一辈子都不会踏进这教堂半步。

从殓葬师到神父的转变，贝尔演绎得恰如其分，精彩之极。
人性本是矛盾的，他也非生来就是一个英雄，他甚至对他所
呆的中国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更多时候，他就像一个过客，
哦不，他本就是一个过客。但人性的光辉恰在此时凸显出来，
在危急时分，流浪汉约翰变身成神父约翰，他自己也奇怪自
己的转变，“仿佛酒醒之后，我就成为神父了”。是的，那
一刻，他已得到升华，他不再是过客，他有责任，亦有义务
保全这十几个女学生的安全。

说到学生，不得不提的是书娟，影片全篇以她的口吻来讲述，
她是这部电影的眼，少了她，整篇故事便无法完整演绎下去。
她之于玉墨，由深怀敌意到真心感谢，演绎得也是非常到位。
书娟和玉墨的对手戏不多，但场场精彩，当剪成学生头的玉
墨和书娟共同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我们已分不清她们有何区
别。玉墨也曾是清纯女儿身啊，她们在这些学生的身上看到



了当年的自己，她们不想让她们去送死，所以她们代替学生
去赴日本人的宴会，她们不想成为英雄，但那一刻，她们是
当之无愧的英雄。

影片中，《秦淮景》第一次演唱是在逼仄的地下室里，那时，
她们准备剪去长发，剪去以往的种种，忘掉过去所有的不乐。
她们穿着简朴的学生服，脸上不再浓妆，她们眉很细，眼神
依然妩媚，但演唱起来却已全无风尘之气。风雨飘摇后的丽
日晴空下，她们难得清清爽爽地唱这曲《秦淮曲》：代表她
们过去的、也寓意她们现在的秦淮曲。在书娟的眼中，她似
乎看到了十二位袅袅娜娜的妙龄女子，柳肢微摇，兰花指轻
摆：我有一段情呀，唱给诸公听……她们脸上散发着圣洁的
光辉，她们的美丽，在那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浓雾乌云散尽后的巨大苍穹下，书娟坐在教堂那面大玻璃下，
阳光通过玻璃折射进来，色彩斑斓，美丽不可方物。这个世
界，因为人性的美好，而变得更加真实和可爱。

这样的言论，是某些影评人最热衷引用的罢。电影未正式上
映之前，同济大学某朱姓教授就发表影评《十三钗的情色爱
国主义》，在文章里，朱教授正义凛然地将张艺谋和这部电
影进行了一篇批判，言辞之激烈，大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扣下
来：“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
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
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
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好一个朱教授，当真句句铿锵，大义凛然得紧啊，但细看他
的文章，却又让人不得不哑然失笑，对于一个连基本剧情都
写错的人，你还指望他写的来的影评是正确的吗？毛泽东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朱教授连电影都没看过，就断章
取义、为了批判而批判地将张艺谋及其电影痛批一顿，果然
是应了那四个字：哗众取宠。看来朱教授的价值取向就是建
立在毫无来由地逢张必批的理论上，所谓傍名人得名气，好



不容易抓到名人的一点小辫子，这下还得了，不痛批一顿怎
显得我见解不凡，卓尔不群？于是，不管事实真相胡乱批之，
不论剧情真伪任意骂之。文人相轻自古有之，朱教授，你又
何须淌这趟浑水，弄得自己名声不保呢！

对于朱教授这种连电影都没看过就敢大肆诋毁、大放厥词的
行为，我只能说，这是同济大学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国教育
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