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与黑读书笔记(优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一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
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
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
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
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
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
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
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
种表现形式，他对德· 雷纳尔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
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
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
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
报复心理的满足。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
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
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
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
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
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
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
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
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



扑。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
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
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
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
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
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
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
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
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
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
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
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
令人感怀。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司汤达
的代表作。司汤达是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立即就开始敏
锐而明确地表现它的特征的第一个作家”，也是在法国美学
领域里，提出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一个作家。

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及最终的失败，尤其是
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近30年间压
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小说强烈
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
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全书最耀眼、也在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尔，
“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
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
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
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着笔于人物心灵的跟踪的
手法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正是突出了于连处在冲动下追
求“英雄的梦想”心理历程，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



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二

一个偶遇，让我幸运的得到了这本书。早就听说了它的经典，
所以，得到此书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我的“奇妙之
旅”。

在一字一句的阅览过后，男主人公惊奇的出现了，刚开始，
他被赋予了一个奇特的形象。他受家人的打骂，每天父亲回
家用结实有力的手臂打他并且不喜欢他看书;他狂热追逐偶像
拿破仑，因为他从贫苦人民出身，却做到了一个备受世界瞩
目的角色，这无疑带给他动力，让他奋勇向前追名逐利;他为
自己以后的路做各种筹谋，竟然去背神父最喜爱的那些枯燥
的拉丁文圣经，因为在这个社会，很多晋升关系都离不开这
神圣的地方;他拥有超人的记忆力，为他以后的大踏步走
向“上流社会”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等等。而就是因市长的虚
荣心，才使他决定一定要请这位年轻人，也就是主人公-于连
做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一切就是从这份特殊的角色-可直接接
触到富人-开始的。

在家教期间，他出奇的和市长夫人展开了恋情，这份初开的
情窦让他死去的最后一刻也难以忘怀。尽管，在离开她之后，
他通过各种关系晋升，达到事业的顶峰，而且为了更高的权
力和地位，自己又和首富之女马蒂尔德发生了惊险的爱恋，
马蒂尔德还为他怀孕，为了他，马蒂尔德尽然疯狂的利用各
种关系保护他，在他枪袭市长夫人后，一连串的官司都是马
蒂尔德为他做的，可是，就在袭击他最心爱的人-市长夫人-
之后，才让他唤起了心底里的那份爱，直到死前的最后一秒
也没有忘记，他很爱她，而她也是，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
三天之后，她也和她心爱的孩子一起安然的离开了。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曲折的情节，每个词语无不淋漓的表现
出故事主人公的性格，而这些，也正好符合当时的西方观念，



可见当时的教会、上流贵族等等对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

也许，在我认为，“红”就是流离于这篇小说中强烈的爱情，
“黑”则是这个社会腐朽的观念、每个人心里的虚荣、钱和
权的激烈追逐。“红与黑”，在这种复杂社会中交杂的爱情、
痛苦、无奈、放纵、可笑等等。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三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之一。它展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涉
及了从法国外省到首都巴黎的多方面的生活风情，上至皇帝
首相，下至三教九流、平民百姓；通过教会、政党以及各阶
级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国的政治斗争、
社会矛盾、人情世态、风土习俗，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主人公“于连·索莱尔”，一个出生农村家庭但却才华横溢
的青年。他雄心勃勃，决不甘于贫贱，一心向往拿破仑时代
沸腾的生活，渴望通过从军去建功立业，青云直上。但在极
端反民族的贵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法国，于连似乎已看到这
条路尽头的两堵坚实的墙，阻隔着他未来光明前途的那堵墙。
只有通过教会一途才有希望跻身上流社会。他是成功的，是
勇敢的，但也是可悲的。有些事也会因人们的自身性格而异。
他是值得可惜、惋惜的。

小说题名《红与黑》，红即是军队，黑则象征教会。于连开
头在维立叶市长德·瑞那府上当家庭教师，为了报复贵族资
产阶级对他的鄙视与不屑，找到迅速将他们踩在脚下的捷径，
也使于连得到了市长夫人的欢心与青睐，成为了她的情夫。
因此进了修道院学习，企图以此达到最终目的。后到巴黎，
有幸成为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同时有勾搭上了侯爵
的女儿玛特。正准备与玛特结婚，飞黄腾达，市长夫人因嫉
妒，给侯爵写了一封揭发他丑行的信，虽说是迫不得已的，
但这封信却使于连被送上了断头台。



于连明明崇拜拿破仑，却要当众羞辱拿破仑；明明不信神灵，
却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为了争名夺利做自己的黄粱美
梦而蒙蔽自己真实的内心。这非但不会达成自己的目的，反
而会害了自己。

朋友之间需要真诚来维持友谊，母女之间也需要真诚来促进
交流，夫妻之间更是需要真诚来将爱情永恒……请多一些真
诚，少一些虚伪吧，这样才是“人间自有真情在”。没有真
诚，我们就无法生存，没有真诚，世界上就将再也没有“永
恒”。

人，一定要活得真实。虽然拥揽那份真实，是何等不易。笑，
未必开心；点头，也未必满意。可我们却不惜背弃诚实去营
造一种公认的随和。世俗往事，我们无以超拔；物役累重，
我们不忍减缓。我们用傲然来掩饰内心的卑微，用强蛮来蒙
蔽意志的脆弱。在不知不觉中，行为就这样被判真意。无论
随意还是故意。因此，我们活着会有一种败北的失意，大概
是由于灵魂陷入困境。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地活，而是
因为我们没有原原本本地、实实在在地活过。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四

在断断续续历经两周的阅读时刻里，我好不简单读完了
它——《红与黑》。

其实这本书，在早年间就读过几次，但由于各种缘由，都没
有读完整，以致对此书只知其是一部名著外，对其被称为名
著的好处没有一个真正的明白这是一本很久远的书了，《红
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了。写出这么一曲折故
事的才人是已逝世很久的司汤达，他生于法国，我非常鄙视
他能写出如此长的小说。

我看的这本书是缩版，把几十万的字缩到了几万字而已。但
是书中的故事却依旧表现得淋漓尽致。书中描述仆人公于连在



“红”与“黑”的道路选取上进行了苦痛的挣扎，但其中终
极目的，都是想无所不用其极地跻身于上流社会。

于连。索莱尔的命运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综观他极其短暂，
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冲突和简单。对此，
人们做出许多评判——有的说他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
利益的杯具；有的说他是一个野心家的毁灭；还有的说他是
一个反封建斗士的牺牲等等。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
之中。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当然不错，但
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准确些。
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洁地实行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
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冲突本质。

我认为书中的2个亮点深深吸引住了我，首先是于连在跻身上
流社会的途径选取上，是选取做一名声显赫的红衣主教，还
是做一个像拿破仑那样有胆有识的大将军，产生了思想上的
激烈斗争冲突，使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其次就
是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奋斗中所遇到的两次至诚至真的感情，
这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致我看到如此忠贞不渝的感情，几
次为之热泪盈眶，或许是正因它太珍贵了！

读了《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正因时刻已给了作
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这本书表现得不仅仅仅是
于连的一生坎坷，更告知我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要——好好学习每天向上。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五

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左右的历史了，为什么在这风
云变幻的200年中小说仍可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小说不仅十
分成功地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具有鲜
明个性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示了法国复
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的社会问
题。小说主人公于连的经历和遭遇反应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



级青年的普遍命运。于连生性聪颖、高傲、热情、坚毅，但
又自私、多疑。在僧侣贵族当政、门阀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
因出生平民而备受歧视。这种受压迫的地位使他滋长了对现
实的不满情绪：启蒙思想和拿破仑的影响，培养了他的反搞
性格。他立志要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才智建立功勋，飞黄腾
达。但是在复辟时期，拿破仑式的晋身之道已被贵族阶层堵
死了。

就在这样的岩石底下，一株小树弯弯曲曲地生长。于连为了
博取大家用赏识，明知毫无价值，却还把拉丁文的《新约全
书》背得滚瓜烂熟。他那惊人的背诵能力让他跨进了维立叶
尔市长家，当起家庭教师来。在那段时期，他与德。瑞那夫
人发生了暧昧关系，但是，纸醉金迷、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
也腐蚀了于连的灵魂，助长了他向上爬的欲望和野心。

大多数人认为于连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利欲熏心，为了攀
高枝不择手段的人，起初只看小说内容大纲时我也把持相同
观点，但当真正进一步阅读的时候，便觉得说于连是个个人
主义的野心家，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
最终却不得不成为统治阶级牺牲品的可怜之人更为确切些。

如果只是为了活着，只是为了追求名利，那么在故事的最后，
于连便不会拒绝上诉，便不会主动赴死，或许他逐梦的方式
存在问题，但不可否认，于连是一个有气节的人，所以他宁
愿忠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身赴死也绝不向他所仇视的社会
卑膝求降，在我看来，他将他蜉蝣般的生命活出了星空般的
灿烂。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六

每个人似乎也都能从于连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只是或
多或少的问题。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也许我们就在某一
个时期，或是在某一个方面面临着与他相同或相似的处境。
或是贫穷，或是卑贱，有满腹的理想和满腔的热情，却在腐



化的压制，强权的左右，种种阴暗的伎俩中沉沦。

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中与于连获得一种共鸣，则就说明，我们
也和他一样，那颗心仍在跳动，那份热情并没有枯竭，绝对
不能服从这样的命运，让蔑视我们的人迟早自惭形秽。也许
我们是白手起家，所以正因为一无所有，我们可以不顾一切。

书中给予于连的描写常常是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其中有句
话我仍记忆深刻：在得到侯爵赠予的十字勋章的后，他想道：
“为了成功，我会做出更多不公平的事。”是的，这世上总
有着许多的不公平，想事事都达到哪怕只是80%的公平都不可
能，也许唯一的方法就是以一种不公平去对抗另一种不公平
吧!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七

《红与黑》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就是书名。这里的“红”代
表了什么，“黑”又象征了哪些事物？强烈的好奇心使我迫
不及待地翻开书看了起来。

读完《红与黑》以后，我终于明白了“红“代表流血和牺牲，
而“黑”则意味着黑袍和教会。小说的主人公于连是一个性
格复杂的人。他既真诚又虚伪，既痛恨贵族，又渐渐同流合
污，他喜欢坦率自然，但背地里又耍尽花招……作者不惜笔
墨，通过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详细描写，把变化莫测的人心展
现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人千面的`真实；打破了传统小说中
的人格设定：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善恶分明。相
反，于连却亦善亦恶，亦真亦假，时好时坏，而且还有一颗
敏感的自尊心。这跟他的家庭背景和当时的年代有着紧密的
不可分割的关系。于连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中，饱受父亲的
摧残，何况他还置身于那个复辟当局统治的腐朽和黑暗之中，
导致他拥有了极其敏感的自尊心，从小产生的自卑感造就了
他的高傲，高傲到不愿受别人一丁点儿责备。他的高傲和不
可一世使得他的野心越发不可收拾。他的野心和自尊心某种



程度上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好处，但是过于追求自尊心和面
子，最后踏上了一条与反动当局同流合污的道路，与自己最
初的梦想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才恍然大悟。他
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也有机会被放出来，但他始终不肯
向“黑”低头，最终惨死在了断头台下。不过我想于连应该
不后悔，因为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说出了战斗的宣言；这一
次，他站在了普通大众这边，控诉了阶级不平等，控诉了庭
上所有的贵族，更控诉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这一次，他毅然
决然地放弃了“黑”色的道路，选择了“红”色的道路，用
自我牺牲做出了最后的反抗，吐露出了普通大众的心声。

《红与黑》是一本享誉世界、传世百年的文学名著。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八

宁静的村庄，遍地的绿草，成群的牲畜。还有——一个年轻
英俊的少年。少年坐在浓浓的树荫下，手上捧着一本圣经，
少年正用纯正的拉丁文朗声读着。他叫于连。

于连的生命，就像是匆匆划过天际的一颗流星，短暂却璀璨。
他机智，能用流畅的拉丁文背下一整本的圣经；他自尊，在
初到市长家时表现得那么自信，尽管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少年；
他勇敢，愿意突破世俗的钳制，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
但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敬佩的少年，终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
失去了他本身的颜色。

“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这让人无比欷歔的同
时，又让我陷入了沉思。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于连。曾经的我们，悠游自在地生活
在天真的梦的港湾。而渐渐地，我们开始不满足。“小红的
新发卡比我的好看。小明手上的是新出的玩具。”又到了如
今，“她脚上踩着今年的最新款。他的手机是最新的一
代。”我们越来越不满足。因为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总是有



着差异。潜移默化中，我们也从当初那个懵懂的少年变为了
雄心勃勃的野心家。

我执拗地相信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于连又变回了那个淳
朴的农家少年。社会让我们变了很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
不得不做的事是适应。也许我们曾经想改变社会，最终却让
社会改变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一直藏着另一颗心，一
颗不断向上，不断向前的心，那么，内心深处的我们将永远
不会被改变。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九

在一篇读书笔记里，我曾经说，一部好的小说可以没有华丽
的辞藻，没有离奇的巧合，却总应该有一些精彩的章节或段
落，使人读来拍案叫绝。我执拗地以为这拍案叫绝，便是阅
读之隐秘的乐趣所在。舍此，我实在无法想象读书，尤其是
读一部小说还会有什么乐趣可言。

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一些小小的乐趣，小小的惊喜，这是幸
运的。更多的时候是，读者和作者失之交臂或者形同陌路。
我想，这种情形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读者始终是那一个，
而作者是如此众多，他们又有着各不相同的风格。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的风格之不同，我就能说他们孰优孰劣？
当然不是这样的，这情形就象我读司汤达的《红与黑》。

《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部成熟的作品。

主人公于连野心勃勃，一心想跻身上流社会。他先在维里埃
尔市市长德·雷纳家当家庭教师，与德·雷纳夫人产生恋情。
后来事情败露，于连离开维里埃尔市。他通过神学院院长的
介绍，去侯爵德·拉莫尔家做秘书，并与侯爵的女儿玛蒂德
结婚。婚后，由于德·雷纳夫人的一封信妨碍了他飞黄腾达，
于连向她开抢报复。入狱后，他才明白自己爱的人始终是



德·雷纳夫人。为了自己能够进入上流社会，他竟然向自己
深爱的人开枪，这样的罪行使他悔恨交加，即使被判了死刑，
他也坚持不上诉。

小说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各写主人公的一段爱情经历。在上
部，作者更多的是客观地叙述；在下部，作者更侧重于心理
描写。

上半部，写于连和市长夫人德·雷纳夫人的恋情，那样清新
自然；下半部写于连和玛蒂德的爱情，几乎象一个征服和被
征服的游戏。前后两段恋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为于
连入狱后的悔恨和理想的幻灭埋下伏笔。

作者客观叙述的时候是我所喜欢的，淡淡的笔触，适可而止，
却也可以使人物活灵活现。他笔下的市长德·雷纳无疑就是
这样一个典型：别人反对他修剪树枝，他就回答人家树阴底
下好歇凉；为了虚荣心，视钱如命的他居然化一百埃据请个
家庭教师；他象市侩一样和于连的父亲为于连的工资问题讨
价还价；他讨厌他自己家的一片核桃林，是因为那底下种不
了麦子；当他怀疑他妻子红杏出墙，为找到证据，他把自己
心爱的桃花心木写字台砸坏也在所不惜。当作者写到这里的
时候，我以为这本书一定会越来越精彩，那料想，这神来之
笔竟如昙花一现。

作者侧重于心理描写的时候是我所不喜欢的。这时候淡淡的
笔触，适可而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段大段淋漓尽致的
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大到思想感情的千变万化，小到某个人
物做某事的动机，简直无所不包。我们且不论人物的内心世
界的瞬息万变，非悉心研究，不能写得精确。单说这样的叙
述，使读者失去了自由想象的空间这一点，也明显是个缺陷。
当然，作者的写作风格总要受他那个时代风气的影响。

歌德就曾经批评司汤达笔下女人有着很浓的浪漫主义色彩。
至于主人公于连，也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他曾经幻想



象自己象拿破仑一样，立下赫赫战功而出人头地；精通拉丁
文，学识渊博的他也曾经幻想，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当上主
教，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只是后来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幻梦，
使他觉醒。

他的幻灭和觉醒，其实也正是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
幻灭和觉醒。

一个人的幻灭和觉醒总是痛苦的。作者敢于正视并揭露这种
痛苦，即使不是振聋发聩的高声呐喊，也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因此，司汤达不愧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而
《红与黑》也不愧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红与黑读书笔记篇十

《红与黑》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的写作背景是发过拿破
仑王朝覆灭，波旁王朝复辟。小说主要讲了主人公于连的个
人奋斗历程及其两次爱情经历。小说主人公于连本是一个普
通劳动阶级木匠的儿子，由于他积极进取、努力学习，懂拉
丁文、甚至能背诵《圣经》得到了维璃叶市长特·瑞那的青
睐，选他作为家庭教师。从此便离开了那个经常因他看书打
他的父亲以及欺负他的哥哥，在市长家开始了崭新的家庭教
师生涯。在此过程中，他爱上了市长夫人，并与之相爱。最
后，贫民所所长哇列诺写匿名信给市长特·瑞那先生，到了
纸包不住火的地步，于连被迫离开了维璃叶去了贝藏松神学
院。

在贝藏松神学院，他结识了彼拉神父。凭借着彼拉神父的人
际关系网以及他自身的才能，他被带到巴黎，推荐给拉穆尔
府做秘书。于连凭借着他那与生俱来的傲气赢得了小姐玛娣
儿特的放心，并与之发生恋情。玛娣儿特得知自己怀有他的
孩子后，并将其恋情告知父亲。由于玛娣儿特的固执果敢的
性格，父亲拉穆尔侯爵决定赠与于连财产，默许女儿与于连
离开巴黎。正在这春风得意之时，特·瑞那夫人被逼写下的



一封对于连不利的告发信，如晴天霹雳般降临在于连的生活
中，引起了拉穆尔侯爵的强烈不满，毁了于连即将富裕幸福
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于连怒气冲冲的将枪开向了特·瑞
那夫人。虽然没有死，但由于于连在法庭上发表了对贵族存
有挑衅化的言论，及其从前结下的怨恨等原因，最终惨获死
刑。

读完《红与黑》，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作者大量运用心理描写
的手法将主人公于连、特·瑞那夫人和玛娣儿特三个人的性
格特征展通过写主人公于连这样一个下层青年奋斗失败的故
事，反映出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的社会现状。

首先，主人公于连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物。他自尊自爱而又
自卑，勇敢而又懦弱，真诚而又虚伪，追求自主却又表现出
种种屈服和依附，激情而不失冷静，可也傲慢冲动。简单的
用几个的词来概括于连的经历就是“出身于平民、较高文化、
有幸任家庭教师、有胆量与两个上层女人产生爱恋、一时冲
动枪伤深爱的女人、被判死刑。”

他之所以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也因为他的矛
盾性格。他的自尊自爱首先表现在当父亲告知他将要去市长
家里做家庭教师时，他立即表示不愿意做仆人，即使又打又
骂也不想沦落到与仆人同桌吃饭的地步。同时也表现在他善
于学习并且不断学习上。无论在市长家还是在伯爵家，他都
懂得珍惜和上层社会的人接触的机会，懂得揣摩他们的心理，
学习他们那些相对文雅的言行。此外，他的自尊自爱还体现
在两次爱情经历上，面对两位姿色迷人的上层女人，他没有
一开始就屈从依附、即使后来有也是在确认对方的爱意之后。
面对第一次被玛娣儿特甩后，他伤心难过、却没有抛却自尊
向玛娣儿特求爱。相反的是，他通过另一种方式让玛娣儿特
彻底折服于自己。

说他自卑，一点也不为过。初入市长家，他总感觉家里的侍
从孩子等都看不起他的出身。他敏感到对自己吃饭坐的位置



都觉得是别人瞧不起他。而这种敏感正因为自己平凡的出身
所致。

在爱情面前，他也自卑。无论是与瑞那夫人还是与玛娣儿特，
他一开始都倍感怀疑，他怀疑的理由恰好来自于他认为自己
的出身和地位远不如她们的其他追求者。哪怕处于热恋中也
多次因为他自卑所致的敏感而伤心。

家庭的苛待与社会上层人士的蔑视，造就了他敢于反抗的勇
敢性格。对家庭的反抗，体现在他充分利用分分秒秒看书，
哪怕是帮父亲干活，哪怕被父亲打后，也不甘于做个木匠。
对社会的反抗，主要体现在两份爱情上。在与瑞那夫人恋爱
时，书中这样描述过“那样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有人指责
我赶过家庭教师这样下等的职业，我就可以告诉他，是爱情
把我抛到这个职位上的”。在对待与玛娣儿特的爱情上，作
者不止一次写到过他因玛娣儿特对他的爱意感到自豪，也不
止一次拿此与身份地位高的夸泽诺侯爵比较过。

但他性格中也表现出懦弱妥协的一面，特别是在他的虚荣心、
个人名利得到满足后，更容易表现出他的懦弱与妥协。在得
到侯爵赏赐的十字勋章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可以跻身
于上流社会摆脱平民身份后，就同他最蔑视的特权阶级同流
合污。

我读完《红与黑》对于连的一大感受就是他非常虚伪。他崇
拜拿破仑，可在市长家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不惜烧掉
拿破仑的肖像。他蔑视特权贵族阶级，可是在侯爵家里当秘
书时，他却时刻小心谨慎，提醒自己绝对不能表现出对特权
贵族阶级的不满与蔑视。在贝藏松神学院时，他更是虚伪。
明明知道那些所要学习的东西是错误的，还是将自己的思想
藏了起来，继续学习。

然而，他也有真诚善良的一面。在看到贫民所所长哇列诺一
家的铺张浪费、肆意享乐的生活状况，他同情贫民的贫苦生



活，同情他们连唱歌的权利都被剥夺。这样的他，是善良的。
最终，在审判庭上，他痛斥了贵族阶级对平民的残害，他敢
于直面他的真心，说出了他对贵族阶级的不满与轻蔑。即使
在有机会免于死罪的情况下，他依旧没有动摇；在最爱的女
人瑞那夫人和最真诚的朋友傅凯的劝导下，他坚定了自己心
中的信念。这样的他，是真诚的。

正是这样矛盾的性格，使得他的悲剧让人心疼。

小说除了对男主人公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外。两位女主人也
一样。瑞那夫人的软弱、善良与真诚同样让人心疼。儿子生
病，她不惜把一切错误归结于自己出格的爱情上。对于于连，
她深爱着，可是处于社会道德、社会舆论以及对丈夫的那丝
同情，她最终只能选择软弱，选择放弃。直到最后于连的枪
杀，她依旧原谅，甚至还埋怨自己不该写那封信。

而玛娣儿特，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傲慢。她在理智与爱情中挣
扎，她和于连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对于于连，她的内心
也无数次挣扎过、纠结过。她一方面忘不了于连的平民身份，
一方面又把于连的前程想象成美好的无与伦比。她总自我安
慰的告诉自己，只要时机恰当，于连必是有用之才。但最后
她在爱情里无法自拔。

悲剧总是把美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红与黑》是这部悲剧，
它撕破了下层人民的努力奋斗，撕破了纯真爱情，让人读完
回味无穷。

（3）小说的结局于连的死，预示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