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棘鸟读后心得 荆棘鸟读书心得(模板6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荆棘鸟读后心得篇一

在这家人因为生活而陷入困境时，收到了帊迪姐姐的一封信，
她年事已高，希望他们能够移民德罗海达，好陪在她身边，
顺便继承她的丰厚遗产。故事的所有情节都在德罗海达开始。

虽然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梅吉和拉尔夫，相爱最后却没有在一
起的爱情。最打动我的却是朱丝婷和雷纳的爱情。

当我读到最后几页朱丝婷明明深爱雷纳，希望得到他的挽留，
任性的跟雷纳告别说要回德罗海达。当我读到雷纳明明想要
朱丝婷留下来，却不做任何挽留时，我很焦急，恨不能一页
十行的去看结果，然而我忍住了，因为舍不得。

当我读到朱丝婷穿过房间，跪下来，把前额放在雷恩膝头上，
微笑的问她：“你从来也没有中止过对我的爱，对吗？”

雷恩把她拉到自己身上，也跪倒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回
答：“是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过。不是你想的那种方式。
我知道你爱我，我可以等待。我总是相信，一个有耐性的男
人最终会胜利。”

我紧绷的心终于轻松下来。我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我
紧握的书签的手终于放了下来。



还有最有一页的一句话也让我深有感触：

雷恩对朱丝婷说：“朱丝婷，我不会让你改变现在的样子，
变成另外一个样。就连你脸上的一个雀斑或大脑里的一个细
胞都不会变的。”

爱一个人或许就是爱她最真实的模样，然后保护她最真实的
模样吧。

荆棘鸟读后心得篇二

很多年前我还很年轻时看过《荆棘鸟》的小说，当时很感动，
到此刻记忆已有些模糊。这两天在xxx看了一下，勾起多年前
的回忆，又在网上重温了小说，只是记得我以前看的和此刻
网上的可能翻译的版本不一样，风格有些不一样，看来我还
是更喜欢老版本些。之后又在网上翻看了83年由美国拍的电
视剧，感动得一踏糊涂，也许，年轻时拥有感情不懂感情，
真正懂得爱时人又老了。

理查德张伯伦演的拉尔夫神父深深感动了我，他就是我心中
的拉尔夫，优雅的举止，挺拔的身材，深情忧郁的眼神，马
背上矫健的身姿，舞会上优美的舞姿，对梅吉无尽的爱，从
她10岁到50多岁，从自我28岁到70多岁，就是在他最终70多
岁死在梅吉的怀里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地爱他，爱他对梅吉
的爱。

正的爱是痛苦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过，当我们回忆人生，
会发现人生中最幸福的瞬间，也就是心灵最痛苦的划痕。爱
得深，痛得深，也是幸福。拉尔夫和梅吉是痛苦的，也是幸
福的，他们彼此都爱着自我最爱的人，也被最爱的人爱着，
尽管不能结合在一齐，那又怎样呢，相爱的一天，胜过无爱
的一世。



荆棘鸟读后心得篇三

关于书名：

一开始看整部小说的的时候，是不理解为什么起名为荆棘鸟，
感觉不怎么搭边。后来看完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比它更贴
合的书名了。

荆棘鸟有我们所缺乏的的忠贞、勇敢和执著。在文中每个有
各自特点的人身上，都不可避免的发现他们的性格都具有一
个共通点，那就是那种不顾一切的态度——飞蛾扑火般致死
的执着，就像荆棘鸟一生都在寻找那可能让它以一曲绝唱结
束生命的荆棘一样，让人震撼的同时又感动到想哭。荆棘鸟
的性格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种悲剧，但也是另一种成全和幸
福，只有和着血的歌唱才能打动人心，正如永远追寻着永不
消亡的爱情才最经典一样。

心得感悟：

小说和现实还是有所区分的，小说中的某个人可能会有我们
活着我们身边某个人的影子，但是我们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
书中的某某某。作者写了致死的执著，但是却未提笔写道谁
谁谁因为忍受不了生活/命运的折磨而选择逃避或者自杀，就
连弗兰克那个生活在绝望之中的人作者都未舍得给他一种放
弃命运的结局，虽然我觉得他死了可能会比活着更为解脱。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让我们的精神不会感到空虚的东西，或者
是宗教的信仰，或者是某种理想和梦想，只要是让我们能够
对生活有所追求就行。这样我们才不会在碌碌中迷失了本心，
我们或平凡或不凡，都是需要一种能让我们不放弃的精神来
面对这个浮华的世界。

每个人面临选择时不可能都是从一而终，有诱惑、有迷茫、
又不知所措，但是只要我们选择了就勇敢的走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梅吉选择嫁给卢克时，我觉得一瞬间所
有的美好都破坏殆尽了。甚至不想再看到那本书，但是，我
知道那不是梅吉和拉尔夫的结局，所以我有期待，有纠结。
看完整本书时，我真的不知道是作何感想的，只是会经常性
的在某个瞬间就想起了书中的故事片段，感觉还不至于那么
破碎，因此耐着性子再读了一遍，只能感概不愧是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作品。

荆棘鸟读后心得篇四

《荆棘鸟》是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之所以经典，也许是因
为这是一个爱情悲剧——从两人(拉尔夫和梅吉)相遇的那一
刻起，就已经注定了的悲剧。

首先说拉尔夫，他是一个教士，忠于上帝的教士，又是一个
男人，一个有着一切需求的男人。男人的外在和内在的一切
美好在他身上，都彰显得淋漓尽致，甚至是让世人包括上帝
都嫉妒发狂。他为了的理想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但是当遇到
梅吉时，这种情绪慢慢的复舒，甚至有了违背上帝的'想法。
他寻找一切时机和梅吉呆在一起，但是目睹了梅吉身体成熟
的变化，他的情感日益膨胀，而又拼命压制着，就这样在矛
盾和痛苦中与上帝挣扎着。

随着佛罗海达的最大受益人玛丽。卡森的去世，一纸遗嘱就
彻底得把拉尔夫拉到所谓的上帝身边了。拉尔夫无法，也不
能估量玛丽的财产和权利到底能覆盖多么广，所以曾经向玛
丽求婚，向一个孀居多年的老女人求婚，求婚未成，所以没
有财团的支持，红衣主教的梦想也是遥遥无期。但是玛丽窥
视到拉尔夫喜欢，并爱着梅吉，深深的刺痛了她，所以用最
后的遗嘱强行把拉尔夫控制着，因为她了解一个男人的需要，
权利事业永远至上的。

拉尔夫如愿以偿了，去罗马，去梵蒂冈从事着他伟大的事业。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矛盾和痛苦的延续，由于他还是个男
人，是个有感情的男人，所以一生被牵制着，我想直到他临
终的那一刻，才被上帝所接纳和宽恕。拉尔夫是教士，是男
人，是美男子，是光明的化身，还是伪君子，各人各自评说
吧。

荆棘鸟读后心得篇五

与《飘》一样，《荆棘鸟》是我最爱的一本书，被誉为“澳
大利亚的《飘》”。

荆棘鸟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创作的一部家世小
说。全书以女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感情纠葛为线索，
从梅吉四岁生日起笔，描写了一家三代人的故事，而这样的
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拉尔夫，向往着神圣教会的权力，
却爱上了克利里家的少女梅吉，为了他一心追求的“上帝”，
他抛弃了世俗的爱情;梅吉，一位普通的少女，也是一只引人
注目的荆棘鸟，拉尔夫就是她那根最尖最长的荆棘。此后的
几十年中，梅吉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变成了两个孩子
的母亲，失去了曾珍惜的一份感情。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
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刺
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
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荆棘刺扎
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
却依然要这么做。我们依然把荆棘刺扎进胸膛。”

这是文章的最后一段话，似乎在嘲笑梅吉一往情深的可笑，
又似乎是在讲述书中数十人可悲的命运。然而，“人都是复
杂的”也同样在书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常用黑白来分明一切事物，简单地给生活随意标价，却



不经意间违背了事实与命理。有时黑与白难以分辨，渐渐模
糊，混合，复杂，也成为了一种不能为世界所看清的颜色，
但人性一样复杂，以至于从来没有人探究与反驳，只当视而
不见。或是一种更深的谴责，逃避。比如拉尔夫·德·布里
萨卡特，他想追逐更高的权力，更大的舞台，得到肯定认同，
但在那时，梅吉从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也正是因为她，拉夫
尔找到了寄托精神与爱的中心，那痛苦也在不久后来临。拉
夫尔必须面临选择。看到这许多人指责他的无情与自私，认
为他为了野心，放弃了爱情，负了梅吉的青春。但他似乎已
没有退路，只好做着这种斗争，以致自己伤痕累累，但又是
为什么呢?当拉夫尔不能两全其美时，他已经拥有了金钱，权
利，地位，却无时无刻不遗憾和渴求着梅吉的爱，无法遏制，
也无法停止。

梅吉，毫无疑问，她是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女性角色里最为
鲜明的。她的一生，其实非常简单：家人，拉尔夫。但渐渐
地，她将重心移到了拉尔夫身上，把他当作自己的初升的太
阳。同时，这也可笑，这太阳并不能送走她生活中的所有晦
涩与阴暗。是不是像《白夜行》中所说：“凭借着这份光，
我便能将黑夜当成白天”?她等得有些痴狂，有些盲目，但这
一切又像是顺理成章，毫不犹豫，于是，怀着这种心思，她
一等就是几十年。最终以自己“失败”告终，然后妥协。梅
吉深知命运无法重新轮回，好在她满意着拉尔夫给她的人生。
她不去回避，而是，坦然又焦虑地过着平静的生活。

所以，在俩人最后一次相遇，又最后一次分别之后，梅吉也
又一次坐在院子里，看着春意盎然，放下女儿的电报，把那
捧了一生的“荆棘”放入心中，踏过最后一次的选择，她又
该去向何方?考琳·麦卡洛，用他们的爱情与信仰演绎着生命，
只因一段不完整的爱无法诠释命运对人生的戏弄。而树上那
只荆棘鸟，在灰飞烟灭的最后一秒，毅然将荆棘刺入胸膛，
只因荆棘绝唱，却无人旁听。

扉页的传说把我带入了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



小说《荆棘鸟》，这个美丽的传说陪伴了我整个周末，轻轻
合上书，一曲最美妙的歌声也戛然而止。然而，此事整个世
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

小说情节生动而曲折，荒蛮广漠的澳大利亚风光，梅吉和拉
尔夫神父的倾世爱情，都颇有苍凉悲壮之美,使我迷恋。

全书以梅吉和拉尔夫的爱情为主线，展开了一幅生动的新西
兰—澳大利亚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画卷。是一个经
典的爱情故事，经典的爱情总是以悲剧而告终，悲剧的意义
在于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

在我看来, 《荆棘鸟》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鲜活的人物描
写从菲到梅吉,再到朱丝婷,作者在读者面前展现了女人们或
悲惨或坎坷的命运,以及内心痛苦的挣扎，展现了三代女人对
爱不同的诠释……感人的爱情从门第间展开,延伸到宗教,爆
发在都市。

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
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故事还告诉我们金钱和地位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一些东西：爱情、亲情、
故乡、梦想、自然、人生大舞台的精彩、身心疲累时得宁静，
等等等等，正是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极大的痛苦，让人
在尘世中温享着美好，却又留下了累累伤痕!

作为读者，我感叹梅吉的顽强和坚持， 因为家庭的贫苦，梅
吉不得不过早的承受更多的艰辛，她只有一个布娃娃(而且被
兄长弄坏过)，她没有什么漂亮衣服，因为穷，她在学校里受
到了修女更多的呵斥甚至鞭打，从她出生的那天起，疼痛已
被荆棘扎进了她的生命里。可以说，在梅吉飘摇浮荡的一生
中，寄托了整本书的灵魂所在——坚定、执着、不顾一切，
即使痛也要爱着，即使受伤也要孤独地走下去。梅吉，就是
一只荆棘鸟，她穷尽一生，不过是为了守住那渺茫的爱情中
曾经微弱的光芒。为爱情与命运抗争了一生的梅吉，品尝着



生命带给她的得与失、苦与乐。

想想如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对待爱情的珍视程度已经
远远不及从前了，甚至各种各样的征婚节目，让人眼花缭乱，
或许，爱情已经质变到一定程度了，只可供观赏。但是我相
信，在内心深处，谁又不渴望拥有一份像《荆棘鸟》中梅吉
和拉尔夫那种永恒不变的爱情呢。他们的隐忍，或许是那个
时代的悲哀，但是他们的坚持，却成了不朽的佳话。作者在
小说结尾处赞美荆棘鸟，就是在赞美那些世世代代为爱情而
抗争的人们，也在鼓励我们坚守人类最为美好的情感。

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小说中的境遇不完全雷同，但都是真实的，
一个个纯真的女孩成为坚强的女人然后成为伟大的母亲，这
个历程的确令无数人感慨，尤其是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
在应对无数大灾大难的中国女性，从没把自己视为弱者，无
论是在工作中施展才华，还是在生活中相夫教子，平凡的日
子，不求鲜花、掌声和浪漫，只是默默地奉献着，回看生活
中那些成家立业的女性，总会不难发现那份可贵的坚持与顽
强，所以我喜欢书中的梅吉。

荆棘鸟，我为你而歌唱。

与你相遇太迟了，一个嗜文者怎么可以让你我的相遇迟了这
么久!———题记

《荆棘鸟》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克利克家族十余成员的不同命
运，也不仅仅局限于拉尔夫和梅吉的禁忌之爱，它描写了最
为真实的人性，彰显着宿命轮转、兴衰交替的不可逆转。作
者笔下那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不管是菲、拉尔夫还是梅
吉，纷纷走向了不可掌控的命运，然而，这，正是生命原本
的样子。就如梅吉所言：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荆棘
丛。

拉尔夫神父，当他第一次在德罗海达庄园遇见10岁的梅吉时，



他的宿命便开始了。可是当玛丽把本应该属于帕迪的一千三
百万镑遗产莫名留给他时，他一生的荆棘之路也便开始了。
为自己的教士之路，拉尔夫没有把这份不合理法的遗书投入
炉火而是选择有利于自己攀升而昭示于教会。正是因为内心
对帕迪一家的歉疚，拉尔夫便不遗余力关心着帕迪一家及梅
吉，爱情在日常的关爱中产生。从此，爱情与教会、人性与
神性的冲突，便如同一根荆棘一样横亘在拉尔夫的心里。

神父这一特殊的身份及对教会权势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留
在梅吉身边。他活着的目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而是某种伟
大得多的东西，某种超乎仅仅成为一个男人命运的东西”。
可是在他成功地完成从教士到红衣主教的攀升时，同样也无
法逃离作为一个男人的折磨——那就是对梅吉的爱。当他得
知梅吉嫁给了卢克并离开了德罗海达庄园后，他几尽崩溃。
正是拉尔夫矛盾的心理，人物才更加真实，命运才更具有了
戏剧性。

16年后，当拉尔夫终于败给了人性，以男人的方式得到梅吉，
他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她是他的玫瑰花、是他的创造物，
同时也是他垮台的根源。所以，他依然选择了上帝，选择了
离开。这一生，拉尔夫便生活在神父与男人这两个角色中，
因此，他的一生，注定会负载着痛苦与折磨，注定彷徨与无
措，他在上帝之爱和人类之爱间苦苦挣扎，活在自己的荆棘
丛中。

当他70岁时，得知自己亲手培养的下一代教主、最后溺水而
亡的戴恩是他的亲生儿子时，是谁在说?“拉尔夫，你瞎了眼，
你想不明白，拉尔夫·德·布里萨特红衣主教，这就是你所
希望的，这种希望胜过了梅吉，胜过了你的儿子，胜过了你
的儿子!”透过文字和纸张我们听到那划过天际的一声嘶鸣，
那是拉尔夫的。当他的意识离开身体的那一刻，他终于走下
了神父与主教的祭坛，归于凡尘之中。

戴恩死了，从拉尔夫身上偷来的唯一的印记最终也没有守住，



这就是宿命。拉尔夫死了，作为读者的我，流下心疼的眼泪，
我们都爱这样的拉尔夫，他神圣却跌落凡间，他是一个教士，
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我们爱他的黑色法衣和红色权杖，
爱他的粲然一笑和痛悔之泪。有一种鸟，叫荆棘鸟，它一生
只能飞一次。“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
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
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
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
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
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拉尔夫是，
菲是，梅吉也是。

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是一首生命之歌。整个世界都在趋
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那是每一个人起落
于凡尘间的泣血而啼。

拜读《荆棘鸟》至中途，感情投入已深。

天可怜见，看得途中我总是想起这句话。虽然它的大抵意思
我并不很了解，但我知道，倘若天可怜见，会喜欢小说里面
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也同样以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不会去
恨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当然，我还没有看完全部的小说，只
是有些话不吐不快。

首先使我触到悲伤的是弗兰克---这个私生子，我总是不可避
免把它和希斯克里夫放在一起想象。尽管他们没有任何背景
的相似。他的出场也太少，只有几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对我来
说是可知的，它使我悲伤，是因为他对于母亲和妹妹那种不
可比拟的爱。我总是细细去品味这一个细节，当在学校被阿
加莎鞭打了的梅吉找到弗兰克，扑在他怀里寻求安慰。只有
在弗兰克怀里梅吉才能毫无顾忌地哭出来。对于梅吉来讲，
弗兰克是她幼年时期的唯一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港湾吧。

弗兰克因为身高矮小而自卑，他不得不用强壮的身体来弥补



这一不足，于是他成了全镇气力最大的人------这一优势也
让他成为打架的一把好手，事实上，他更乐于以此来证明自
己存在的价值。

是的，就是存在的价值，我想弗兰克一直这么阴郁这么偏激，
也是因为找不到他存在的价值，所以他才会在成年后便离家
出走。

“不要告诉我妈妈”，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在他
杀人入狱之后----小说中对这一段的描写仅仅来自于一则新
闻，一则入狱的新闻。

帕迪想要去找弗兰克----他是这么诚挚地爱着自己的妻子，
就算她在嫁给他之前已经未婚带子，而弗兰克便是那唯一没
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但菲阻止了他，她精神崩溃(任何一个
人都看得出来)但仍然阻止任何人去看望弗兰克。

“我不能去，”她的话中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示。但每个人都
感到了她的痛苦。“他看到我会伤心死的。哦，帕迪，那会
害死他的!我太了解他了——了解他的傲骨、抱负、想成为重
要人物的决心。让他独自承担这羞耻吧，他想要的就是这样。
你念念吧，‘千万别告诉我母亲。’我们必须帮助他保守他
的秘密。去看他，对他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弗兰克的描写到此处嘎然而止，至少在我看到这3/4的时
候仍然不再有他的消息，就连梅吉也已快将他淡忘----在成
年后的梅吉心中，弗兰克无异于已经简化成一个符号，一副
画像，虽然她仍然毫无保留地爱着他。

《荆棘鸟》19__版，我想看，却不敢看，理由说来有些可笑，
我以为：天下找不出一个真正适合扮演拉尔夫的男子。我不
想自我青春期开始就留驻心目中的那个男人被一个我不接受
的男子扮演得一塌糊涂。有人看过了，给予的评价很高，可
我依然害怕看。直到前几天看到剧照中理察德;张伯伦那隐忍



而痛苦的眼神打动，终于决定要看了。

读小说的时候也许年纪太轻，那时候除了特别关注男女主角
的爱情故事外，对其他人物的印象已都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渐
渐忘却。看影片的时候，他们重新得到我的关注。梅吉的母
亲菲给我的印象最深刻。这个原本出生名门的女人，为了年
青时候一场违反禁忌的爱情，受到了命运的诅咒，她带着她
的私生子下嫁给一个粗俗的工人，收藏起内心隐秘的爱，遗
忘掉往日精致的生活，开始了终日劳碌的主妇生活。她不停
地怀孕，生育，奔波在粗重的生活中，渐渐皱纹满面，年华
老去。她遭遇着生活接连不断的摧残，儿子和丈夫的不和，
私生子坐牢，丈夫和儿子相继离世，毁灭性的火灾，……甚
至，连她故意要遗忘掉的女儿，也最终走上了和她相同的命
运，为一场永无指望的爱情赔进漫长的一生。然而，她只是
隐忍，从不哭泣、抱怨，默默忍受着命运的惩罚。那种隐忍
的痛苦，让人揪心地痛。让她能够从容面对痛苦和厄运的，
正是她内心深处的爱。爱让人勇敢坚韧，也让人脆弱不堪，
爱让她忍受了所有的苦难，爱也毁掉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精致
而华美的一生。而朱丝婷，这个从小被梅吉忽视的女儿，这
个已经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不值得被爱的女人，也让我落泪。
母亲梅吉把几乎所有的爱都交给了她与拉尔夫的孩子戴恩，
她在被忽视和被责骂中长大，学会了伪装自己，过着人生如
戏的生活，直到戴恩去世，她才在母亲醒悟过来的爱中找到
自信。爱情，是女人一生的宗教。从菲到梅吉到朱丝婷，这
三个女人的命运让我庆幸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用再为她在爱
与命运的抗争中遭遇的痛苦而揪心。

影片基本忠实原著，人物刻画很深刻，画面很精致，音乐也
不错，一大遗憾就是我在看片过程中很多突如其来的感触，
来不及打捞，尽数湮没在脑海深处，剩余的，只是红肿的眼
睛和模糊的心痛。



荆棘鸟读后心得篇六

与《飘》一样，《荆棘鸟》是我最爱的一本书，被誉为“澳
大利亚的《飘》”。

荆棘鸟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创作的一部家世小
说。全书以女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感情纠葛为线索，
从梅吉四岁生日起笔，描写了一家三代人的故事，而这样的
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拉尔夫，向往着神圣教会的权力，
却爱上了克利里家的少女梅吉，为了他一心追求的“上帝”，
他抛弃了世俗的爱情;梅吉，一位普通的少女，也是一只引人
注目的荆棘鸟，拉尔夫就是她那根最尖最长的荆棘。此后的
几十年中，梅吉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变成了两个孩子
的母亲，失去了曾珍惜的一份感情。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
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刺
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
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荆棘刺扎
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
却依然要这么做。我们依然把荆棘刺扎进胸膛。”

这是文章的最后一段话，似乎在嘲笑梅吉一往情深的可笑，
又似乎是在讲述书中数十人可悲的命运。然而，“人都是复
杂的”也同样在书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常用黑白来分明一切事物，简单地给生活随意标价，却
不经意间违背了事实与命理。有时黑与白难以分辨，渐渐模
糊，混合，复杂，也成为了一种不能为世界所看清的颜色，
但人性一样复杂，以至于从来没有人探究与反驳，只当视而
不见。或是一种更深的谴责，逃避。比如拉尔夫·德·布里
萨卡特，他想追逐更高的权力，更大的舞台，得到肯定认同，
但在那时，梅吉从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也正是因为她，拉夫
尔找到了寄托精神与爱的中心，那痛苦也在不久后来临。拉



夫尔必须面临选择。看到这许多人指责他的无情与自私，认
为他为了野心，放弃了爱情，负了梅吉的青春。但他似乎已
没有退路，只好做着这种斗争，以致自己伤痕累累，但又是
为什么呢?当拉夫尔不能两全其美时，他已经拥有了金钱，权
利，地位，却无时无刻不遗憾和渴求着梅吉的爱，无法遏制，
也无法停止。

梅吉，毫无疑问，她是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女性角色里最为
鲜明的。她的一生，其实非常简单：家人，拉尔夫。但渐渐
地，她将重心移到了拉尔夫身上，把他当作自己的初升的太
阳。同时，这也可笑，这太阳并不能送走她生活中的所有晦
涩与阴暗。是不是像《白夜行》中所说：“凭借着这份光，
我便能将黑夜当成白天”?她等得有些痴狂，有些盲目，但这
一切又像是顺理成章，毫不犹豫，于是，怀着这种心思，她
一等就是几十年。最终以自己“失败”告终，然后妥协。梅
吉深知命运无法重新轮回，好在她满意着拉尔夫给她的人生。
她不去回避，而是，坦然又焦虑地过着平静的生活。

所以，在俩人最后一次相遇，又最后一次分别之后，梅吉也
又一次坐在院子里，看着春意盎然，放下女儿的电报，把那
捧了一生的“荆棘”放入心中，踏过最后一次的选择，她又
该去向何方?考琳·麦卡洛，用他们的爱情与信仰演绎着生命，
只因一段不完整的爱无法诠释命运对人生的戏弄。而树上那
只荆棘鸟，在灰飞烟灭的最后一秒，毅然将荆棘刺入胸膛，
只因荆棘绝唱，却无人旁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