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通用7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篇一

本篇小说是简·奥斯汀在英国的巅峰时期写的，她写的这篇
小说，趣味不失，却又讽刺了乡村人的势力、炫耀、虚荣，
和对婚姻的扭曲看法。她用自己与众不同的文笔，表述了两
种不幸与幸运的婚姻。

小说围绕着柏纳特太太如何让把女儿嫁出去的主题展开故事。
其中以二女儿的婚事为主线。男主人公达西富有、高贵、但
却十分高傲;二女儿伊丽莎白年轻、任性且聪明活泼，对达西
心存偏见。爱情在两人之间忽隐忽现，步履维艰，但最终还
是打破了这种傲慢与偏见。小说在两人幸福美满的婚姻中落
下帷幕。柏纳特先生的五个女儿很好的`表现了当时乡村社会
的女性：大女儿简温文尔雅，心地善良;二女儿伊丽莎白聪明
有主见，对事物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三女儿玛丽相貌不突出，
但知识渊博，品行端正;排行第四的凯蒂和小女儿莉迪亚，个
性浮夸，整天不务正业，只顾贪享玩乐，不知天高地厚，莉
迪亚因为单纯愚蠢，被一点利诱就骗上钩。

奥斯丁认为不幸的婚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伊丽莎白的
闺蜜夏绿蒂的婚姻，她因为总是担心自己的空世不好，怕自
己老了都嫁不掉，所以嫁给了一个没有教养、行为粗鲁，但
比较在钱的男人，夏绿蒂为了过上较好的生活，不惜每天夜
晚无耐地忍受这个满身恶习的人。还有一种是莉迪亚的婚姻，
她因为年纪轻轻而愚昧无知，只因为一个男人外表俊美而内
心虚伪，深深地迷恋上了他，最后酿成无法收拾的后果，结



婚后，当知道丈夫整天沉迷于赌博，充当无业游民，心里一
定满是后悔与无耐。

这篇文章用两个主角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要被
第一印象所迷惑了。伊丽莎白一开始对达西的也有偏见，达
西一开始也瞧不起伊丽莎白，有一段时时间伊丽莎白也被一
虚假的人和事物蒙蔽了双眼。后来，伊丽莎白才发现达西是
个善良、正直的人，达西也发现伊丽莎白是个端庄、美丽的
女孩。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表面，要看他做的事、他说的
话，他的一举一动，才会发现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这篇关于婚姻的著名小说是一本百读不厌的书。简·奥斯汀
用有详有略的写法叙述了四组奇异的婚姻。道理与生活的奥
秘深藏其中，等待你去挖掘，思考，品味，你就可以体会。

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篇二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
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本书的开头，让人
不由想到这会是一部清喜剧，来讲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
可是如若只为了消遣而读，那么这部《傲慢与偏见》就不会
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往往，伟大出自于平凡，奥斯丁就是
将她的哲理通过爱情这一人人司空见惯的事物来表达的。乍
一看，她讲的是伊丽莎白。班纳特与达西的爱情，但寻遍全
书，确丝毫不见热情澎湃的只言词组。难怪《简?爱》的作者
夏绿蒂。勃朗特说奥斯丁不知激情为何物，的确，奥斯丁的
作品给人的感觉最多的是理智二字。她以理智诠释爱情，虽
然没有《呼啸山庄》的生离死别，没有《巴黎圣母院》的生
死相随，没有《红与黑》的浪漫热烈，但其所反应的社会现
实确是如此一针见血，她讲的是婚姻，却与爱情无关。

在奥斯丁生活的十八世纪末期大英帝国正处于颠峰时期，而
奥斯丁却把视线关注在英国乡间。当时英国乡间的生活在作
者看来是惬意悠闲的，纯朴中包含平凡自然，但是整个英国



社会的影响力始终波及着乡村，如势利、炫耀、虚荣和对婚
姻的看法。当时的婚姻缔结的充要条件是男方有可观的家产，
女方有丰厚的嫁妆。于是他们的结合便是幸福，便会为世人
所承认接收。诚然，这样的婚姻类似于一种资产合并，以钱
作为婚姻的基础，这明智吗?在当时的达官贵人看来这无可非
议。于是一切的婚姻要门当户对，此处的门当户对确切地说
应是资产相当。于是，一个已婚绅士有一两个情妇，或是贵
妇人们有几个消遣的情人也被当时社会所默认。可婚姻仍被
冠以“神圣”这一词来修饰。注重实际的人们始终以金钱作
为信条，金钱至上方为他们的圣经，为之不惜赌上一生的幸
福。这样的做法才算理智、清醒。可悲的是钱成了地位的标
志、有钱=有教养=有地位=有高尚品格=具备做丈夫的一切条
件。当贵妇人或是待嫁的小姐标榜自己的地位、修养、才华、
娴静、优雅等等的诸多美德时，她们决不会想到这一切的美
德得以形成的资本是钱，她们谈及金钱时，显现出蔑视和鄙
夷，却不知自己的婚姻得以缔结不是因为美德，美德只是一
件附属品，作为她们丰厚嫁妆的最让人信服的掩饰物。人们
以敷衍、奉承、阿谀来祝贺新人，祝他们有钱人终成眷属。

在本书中有两个人物是此种婚姻的忠实奴隶。一个是夏绿蒂，
一个是韦翰。

韦翰是个十足的流氓，他自恃外表轶丽，一心想通过婚姻来
发家致富，可是，他忘了婚姻是相互的，金钱的交易也是相
互的。他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自是富家小姐不会光顾。但最
终他还是通过不与丽迪亚结婚为要挟，向达西敲诈到了一笔
可观的收益。于是又一个婚姻，又一个为了金钱的婚姻铸就
了，这次不单出卖了幸福，还有灵魂，韦翰的灵魂被他自己
彻底出卖了!婚姻既已变成手段，那幸福也是奢望了。

在本书中伊丽莎白一直是以一个正面人物来写的，她理智、
活泼、爱打趣，善于对人冷眼旁观并直看穿其心思。书中常
有她发表的见解和看法，作者通过她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观
点，但表面上看来她是爱情的忠实追随者，直到最终获得真



爱。但仔细想想也不难发现伊丽莎白或许说作者本身都难以
逃出金钱性婚姻的怪圈。首先，作者在安排角色上让达西拥
有俊朗的外表、高尚的品格，最重要的是，无论他与伊丽莎
白的情节发展多么跌宕起伏，有一点是事实，他是一位年薪
一万英镑的绅士，与皇家有密切联系，有自己的庄园、家产、
田地，总而言之，达西非常非常富有。所以，伊丽莎白当初
拒绝柯林斯求婚的原因很简单——有更好更富有的在后面。
同时，伊丽莎白之所以对达西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是在她看见
了达西硕大的庄园之后，彭伯里女主人的称号无可避免的是
一种诱惑。正如伊丽莎白所说，她是绅士的女儿，达西是绅
士，他们是处在同一阶层的。地位相差并非非常悬殊，更何
况，她出自乡绅之家，也算是半个富家小姐，小型的资产合
并在所难免。她和达西的婚姻不被达西亲友所接受，只因为
达西原可以找一个比她富有得多的妻子罢了。

这样的婚姻是一种悲剧，婚后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是免不了
的。夏绿蒂在尽力扮演好一位主妇的同时却一直怀念着深爱
的昔日情人，她后悔当初因为那人的贫穷而未与之步入教堂，
正如她所说：“没有爱情的婚姻，不管因为受到尊重或者拥
有殷实的家产而显得多么荣耀，都比不幸强不了多少。”韦
翰与丽迪亚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伊丽莎白与达西相处和睦，
但不断来自邻居、亲友和珈苔琳。德。包尔夫人的冷言冷语，
让她心烦意乱。

如此的婚姻悲剧在那一时代是很普遍的。究其根本原因，很
简单——妇女地位低下。妇女没有工作、没有得以维持生计
的能力，只有依靠婚姻这条路来为将来的生活来源做打算。
这是解决将来生计的最普遍，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本书中，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很明显的，即便是有钱的太太、
小姐们，充当的角色也只是家庭主妇而已。社会中男尊女卑
的现象十分严重。如班纳特家中有6个小姐，可是没有男嗣，
因而，班纳特家的财产不得不由班纳特先生的侄子继承。这
样致使6位班家小姐的嫁妆只有从其母亲当年的嫁妆中分得，



嫁妆的卑微常常使的年轻的小姐们不得不选择一条像夏绿蒂
那样的路，通过婚姻来为自己将来的温饱作打算，自然会将
婚姻视为金钱至上的买卖。如书中所描写的，每一位太太在
后半生最大的愿望便是嫁女儿，让她们未来在丈夫的资产庇
护下得以生存。因而难怪郡里一旦来了一位有钱的绅士，母
亲们便认定他为自己的准女婿。所以当班纳特太太得知伊丽
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后十分气愤，责怪女儿不明智。以柯
林斯在金钱方面的条件而言，可以保证伊丽莎白将来有安定、
温饱的生活，在其母亲看来，放弃这样一棵“摇钱树”是一
种无理取闹。在她年轻的时候，也是通过婚姻来衣食无忧，
现在她更有义务要求女儿们以此获得“幸福”，没有原因，
这只是一种规律，是英国社会当时的婚姻法则。

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在当时的金钱社会中得以舒适生存的唯
一办法是，出生前就挑个名门旺族，但这仅凭机缘，更多不
幸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便只能向生活屈服。可悲的是，她们
从不发现这是社会的弊端，而一直认为是自己出身贫寒。他
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像是花瓶，等着有一天被一位出手阔
绰的人买走，仅凭运气，与爱情无关。

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篇三

就从简单的第一次会面来说，的性格上给人的“傲慢”感觉，
使他在人际交往中给人的`初印象就大打折扣，倘若没有后来
再次见面深入了解对方的机会，这种印象就会根深蒂固地留
在别人的心里，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强烈，从而形
成一种固有的“偏见”。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y那样活泼开朗性格的人
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从一开始就大受欢迎，但像一样性格的人
也不在少数。但让人觉得难能可贵并且值得学习的是后来在
爱情的驱使下听从了elizabeth的建议而有意识地去练习和别
人的交流，我们在生活中不会轻易遇到这种让人心醉的爱情，
但与人交流的能力的确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练习来提高。



如果一个人本质上不坏，他的努力最终会被别人看到并得到
接纳。

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篇四

最高级的爱情和最完美的婚姻，是物质和精神共同的门当户
对。

为什么达西先生最后会和伊丽莎白相爱？因为首先他们本来
就同属一个阶级。他们同属有产阶层，差别只是年收入的多
寡。班纳特先生有每年20xx英镑收入，但因为家里孩子多，
显得有些窘迫。同时，在影片中也可看出来，班纳特先生有
个书房，藏书汗牛充栋，可见他们并不是需要每天辛苦劳作，
一个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的劳苦大众。

其次，达西和伊丽莎白是同一类人，有共同的精神追求。

班纳特家虽然没钱为孩子们请家庭教师，但如果某个孩子有
慧根，就像二女儿伊丽莎白，可以通过博览群书，洞察世事，
成为一个心底有大智慧的女人。所以，班纳特先生断定，一
般人配不上自己这个出色的女儿。因为她追求的是真实的幸
福，而不是婚姻的空壳。

同样，达西先生也是个外表冷漠，内心善良，世事练达的聪
明男子。就像伊丽莎白对父亲说的，她和达西是一样的人，
都是对信念无比执着的人，一旦认定了对方，就不会改变。

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是完全门当户对的结合，是从物质
到精神的完美匹配。

杨绛曾经说过，婚姻不能讲门第。但她说的仅仅是物质上的
门第限制。钱杨二人无论出身还是学识，无论物质还是灵魂，
都称得上门当户对。



钱杨二人都出身书香门第，都天资过人，都幼承家学，且家
资相当。他们可以同在国内读大学，可以一同出国深造。即
使归国遇上乱世，收入微薄，因为有各自家庭资助，也不至
于产生经济危机。物质和经历的门地相当，使他们的精神气
质也高度契合，得以终生琴瑟和鸣。而在事业上，钱杨二人
既可以单打独斗，在各自领域傲视群雄，又可夫妻合璧，天
下无敌。

和钱杨夫妇相似的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林二人同样出
身大户，留学海外，在相似的精神追求中相互扶助。即使后
来家国遭变，在物质上从极度富有落到贫病交加，也可以一
直相互扶持，开创出共同的辉煌事业。

和钱杨、梁林相比，沈从文和张兆和就差了不少。沈出身边
地，混迹行伍，当过北漂，依靠自学和不懈努力得以立身。
而张则出身书香，家境优渥，未尝经历风雨。不同的背景被
沈用情书和执着抹平，最终得到一个“允”字。他们终生以
信相通，但他们爱的或许只是写信和读信这件事，而不是信
那边的人。

沈从文的一生饱尝人生的大喜大悲。但他的“三三”始终处
于被动位置，跟不上他思想前进的步伐。张兆和直到丈夫去
世，才发现自己从来都不了解他。所以流传后世的只有婚前
沈从文单方执着的爱情，婚后沈从文艰难孤独的跋涉。

《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姐们，有一心想嫁入豪门的莉迪
亚，最终只得和一个豪赌浮夸的下级军官私奔，而伊丽莎白
则提前把自己也打造成了豪门，才会遇到门当户对的伴侣。
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传递出来的价值是可以经受时间和空
间考验的。不管在2前的英国，还是当下的七夕。

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篇五

最近经常听我同学说《傲慢与偏见》很好看，受她的影响，



我找来了《傲慢与偏见》！

在《傲慢与偏见》里，西达是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很让我欣赏
的男人。尽管刚出场的他很傲慢，却是种让我极其欣赏的傲
慢，男人就该这样，只接受自己喜欢的。随着情节的发展，
我产生种很强的感觉，不知道是痛苦还是别的什么，尤其是
他一心爱着的伊丽莎白一直误会着他，我都深感着委屈，终
于明白《大话西游》里的一句话：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生离
死别，也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
你！尤其是当他向伊丽莎白求婚的那段到后来伊丽莎白的舅
妈加德纳夫人就西达帮助伊丽莎白妹妹和维克汉姆结婚一事
写信给伊丽莎白时，看到这里，我竟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原来我也这么感性！但故事发展至此，终于“守的云开见月
明”了，伊丽莎白开始深深的认清自己曾经偏见的误会。

傲慢与偏见，在书中是男女主角爱情上的障碍，但在现实社
会中也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的障碍，更是在正确对待自己，
对待事物上的绊脚石。人的缺陷太多，首先是心灵上的陷阱。
要想在一生中成一番事业，无论是知识、教养、还是爱情、
事业，都需要同自己心灵的种种浅浮的陷阱或阴影做斗争，
经过各种误解和长时间的反复的认识过程，慢慢由心灵克服
各自弱点和毛病，而走向开放、洒脱、自由的必然结果。扰
扰尘世，做人不易；茫茫人海，佳偶难见。然而没有爱情不
要勉强人结婚，只要人品正直，追求美德，不放松向喜之心，
不苟且、贪图一时之利欲，追求两心之和谐、相应，运用彼
此的智慧，克服心灵上的缺点，终得如愿以偿。人和人之间
的相处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而这些摩擦，往往就是自己
内心中所潜藏的弱点或毛病，要和别人能够更愉快的生活，
就必须先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并磨去他，其次是了解别人的
内心，最后再互相深入彼此，如此一来，你会发现到社会上
每一件人、事、物都是如此美好、光明，更进一步激发出你
内心深处的感动，发挥出自己的专长去替这个社会、这个国
家、这个世界服务，毕竟我门是万物之长，如果人们不再用
心去关怀身边的人，不再去付出自己的一臂之力，那么还有



谁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将自
己原先所存有的毛病给除去，换上一个全新的自我，为崭新
的未来打拚吧！

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篇六

小说里最荒唐的一段婚姻无疑属于无赖军官维克汉和贝内特
家放荡的小女儿莉迪亚：维克汉在军营中爱好，欠债已久。
眼看吸引伊丽莎白的计划失败，他便带着对自己有意的莉迪
亚私奔到伦敦，最后在达西金钱加威胁的双重因素作用之下
才与莉迪亚结婚。

在我看来，维克汉纯粹是因为逃债路漫漫长夜也寂寞顺道骗
走了自己送到嘴边的莉迪亚;而莉迪亚放荡不已，贪恋的也不
过是维克汉作为军官年轻帅气的外表。两个完全不懂得爱与
责任的人通过一桩为了遮掩丑闻勉强促成的婚姻结果，之后
的过的日子可想而知。维克汉常年游手好闲，两人花钱又大
手大脚，莉迪亚不得不从自己的嫁妆里变卖首饰补贴家用，
甚至开口向姐姐要钱，总之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俩的
婚姻真的算得上是反面典型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与维克汉和莉迪亚恰恰相反，贝内特先生的表侄柯林斯和伊
丽莎白的闺蜜夏洛特的婚姻是当时英国最普遍最中规中矩的
了。柯林斯是即将继承乡绅贝内特全部遗产的牧师，夏洛特
是乡绅卢卡斯的女儿，两人的确是门当户对了。可是婚后夏
洛特幸福吗?答案是否定的，她没有伊丽莎白的聪慧和简的美
丽，为了在成为一个老姑娘之前获得一份未来生活的保障，
与柯林斯不过见面(不超过)两次就答应了他的订婚，还是在
对方向伊丽莎白求婚失败之后(我小时候认为这段情节十分
扯)。他们俩，夏洛特是因为经济，而柯林斯是为了让他的金
主凯瑟琳夫人满意——“你应当娶一个淑女”，总之都不是
为了爱情，便草草成婚。理所当然的，他们婚后全无默契，
柯林斯无聊至极，两人的'夫妻生活犹如一潭死水毫无激情可
言。这段中规中矩的婚姻并不理想，显然也是奥斯汀对当时



英国社会的讽刺。

而对于贝内特先生和夫人的婚姻，我只能用哭笑不得来形容
了。年轻的贝内特先生被夫人的美貌冲昏了头脑，两人又正
好门当户对，于是贝内特先生迫不及待地与她结婚。没想到
外表貌美的贝内特夫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村妇，在婚后
的相处中贝内特先生渐渐发现了她的愚蠢和粗俗，却没有办
法逆转自己的决定。巨大的知识/智商差距注定了两人不能成
为真正的灵魂伴侣，只能为了生活和孩子勉强搭伙过日子，
这桩婚姻当然也不够理想。话虽如此，但贝内特夫妇的对话
常常是我的快乐源泉，奥斯汀语言的讽刺艺术也在贝内特先
生嘲弄自己的夫人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至于是什么样的对
话，还需要大家自己去书中亲自探索。

总之，《傲慢与偏见》中的五段婚姻不仅让小说中的故事和
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更用不同类型的结合把奥斯汀的婚
姻观实打实地展现了出来。五段婚姻有各自的可读性和文学
价值，共同结合起来又完整体现出了作者观点，缺一不可。

结合对作品的理解去探寻奥斯汀的人生经历后，siya只能感叹
奥斯汀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外国女作家。关于奥斯汀的故事这
里就不再多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她的人生经
历，如果你觉得文字资料不够生动，也可以去看看电影《成
为简·奥斯汀》了解更多哦!

傲慢与偏见读书笔记大学篇篇七

主要内容简介：

《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是英国女小说家简·奥
斯汀的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小乡绅班纳特五个待字
闺中的千金，主角二女儿伊丽莎白在舞会上认识了富有、殷
实、潘伯雷庄园地主家的儿子达西，但是耳闻他为人傲慢，
一直对他心生排斥，经历几番周折，伊丽莎白解除了对达西



的偏见，达西也放下傲慢，俩人渐渐了解了对方的心意，最
终走到了一起。

读书笔记摘抄：

1、要是爱你爱的少些，话就可以说的多些了。

2、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

3、幸福一经拒绝，就不值得我们再加重视。

4、假装谦虚是最虚伪的表现，因为这可能是信口雌黄的开始，
又或者是拐弯抹角的自我夸奖。

5、如果你的'心意仍与四月时一样，马上告诉我。我的爱与
心愿一如既往。但是你的一句话也会让我永远缄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