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后羿读后感(通用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
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后羿读后感篇一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杯具的结
尾。在我看来，《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
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杯具更像杯
具。

白流苏，一个离过婚的女生。在那个暧昧的时代和同样暧昧
的旧上海，离婚是要受道德谴责的。而白公馆无疑属于守旧
的那一派，"他们家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
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离了婚的白流
苏，少不了受家人的指戳。一应钱财盘剥净尽之后，她的存
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剩余。她的出路，除了另一个男生的怀抱
以外，恐怕再无其他了。

范柳原，一个海外归来的浪子，本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摇。
加上生活的纸醉金迷，便把"女生看成他脚底下的泥"。感情
和婚姻原是他不坚信，也不敢指望的。但他内心深处是渴望
安稳的。

感情总是发生在自私的男生和自私的女生之间。就这样，两
个各怀鬼胎的人遇到一处，展开了一场相互试探的感情攻防
战。白流苏的目的显而易见，她期望他能承诺她一纸婚姻。
一个男生。而柳指望的是那个安稳于是两人各自为了捍卫那
一点自由或者追逐物质上的算计，相互不妥协。当最后有一
天，精神上追求再寻不到现实的依托时，两个人方始彼此亲



近。

在连续的试探之后，流苏没有寻到半点进展，可见她不惜为
争取婚姻冒了极大的险。此时，心迹更是表露无疑，思忖再
寻个职业，也怕自贬了身价，被柳原瞧不起，"否则他更有了
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权衡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得忍些
时"。这是在和自己打赌。她并不见得有多大胜算的把握。如
果柳原还再来找她，就算赢了一步，这是她此时的底线。果
然，过了些时日，香港来了电报。她心里自然安定了许多，
也将自己放开了些，同他上了床，虽然不见得是主动，但也
并没有拒绝。然而，此时，"他们还是两个不相干的人，两个
世界的人"。

人说"若能以婚姻的形式理解一个女生，心里必定会沉潜下来
很多东西"，也许这就是白流苏期翼的那一点点"真"。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只是一个生长在大家庭中平凡到不
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离了婚，在一个特定的机会下结识了范
柳原。我一向很喜爱这段话："在日常世界里，他们间存在一
场征服的战争，他们内心明争暗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
的？她只喜爱他用更优厚的条件前来议和。但是在这个不可
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因，什么果？谁知道呢，也许
就是正因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也许流苏是幸运的，
一场陷落让她等到了一个男生，一段婚姻。然而这终究是偶
然的，正如张爱玲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
的收场。"一个女生，把命运当作筹码，想来没有什么比这更
可悲的了。

后羿读后感篇二

前一个星期什么事基本都忙完了，舞蹈大赛也结束了，我们
拿了个二等奖，挺高兴的！断断续续的、、终于有时间看更
多的书了！而我又是助学金的受助人，“拿人钱财，替人消
灾”，被分配到图书馆的光盘室工作，很开心！在那里基本



都没什么事，所以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书。

张爱铃的书一直是我想看的。这本书写了两个小说，十六个
散文。她的散文多取材于身边琐事，诸如时装雨伞，饮食男
女，个人际遇，纷繁家事，都写得很有韵味独特。她这种近
俗的态度，她对于人生的.关怀，使人油然生出返朴归真的亲
切感。这或许是她的作品令万千读者倾倒的原因之一。

其中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有：“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那就
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
忘却了的忧愁”，“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时间在镜
子前面，就得多花时间在时装店里”……今天天气很好，去
到光盘室，一拉开窗帘，阳光就一股恼迎面扑来。美好的周
末即将来临！

后羿读后感篇三

其实早就听说这本书了，其实我也早就看过了，但是似乎是
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年纪太小，无法读懂他们这种冲破了世俗
的旷世之恋。

最近闲来无聊，翻出来又看一遍，看完之后，总觉得心里有
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范柳原跟白流苏的爱情，让我觉得，
原来爱情竟是这样美好。或许他们原本都已不再相信爱情，
他们也都没有精力再去承受爱情的失败，所以他们起初无法
用婚姻去安定。但是为了跟相爱的人在一起，白流苏冲破了
世俗，甘做范柳原的情人。

我想白流苏应该就是张爱玲自己的写照吧，张爱玲一生孤寂，
没能跟最爱的人在一起，她给了白流苏这样的归宿，也是自
己心中对爱跟完美的婚姻的向往吧！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被人诵烂了的
句子，但是在范柳原向白流苏诵出来时，还是感动得热泪盈



眶。这么一个优雅地穿着旗袍的美丽上海女子，跟这么一个
风度翩翩而又似乎倦怠了人世沧桑的男子，他们在炮火跟死
亡的威胁中，终于明白，爱并不需要退却跟害怕，爱只需要
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后羿读后感篇四

“倾城之恋”是一个浪漫而又温文尔雅的名字，情节动听而
又近人情。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以外，都
是悲剧的结尾。在我看来，《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
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
比悲剧更像悲剧。

笙箫一般吹奏出流苏与柳原之间的浪漫往事，阐述了二人心
中蕴出的朦胧的`爱情观，一段生动曲折的传奇经历使流苏从
一个封建腐旧的家庭迈向了上层生活的台阶，就在二人的爱
情愈演愈烈的时候，张爱玲将笔锋用力一转，划破了纸页上
写满了二人的故事，香港一战，人们全然忘却了那些所
谓“浪漫”的往事，这犀利的一笔甩出了点滴墨水，见到窗
棂上，浸破了那依旧上演着朦胧剧情的窗户纸，这薄薄的一
层纸絮后，人们看到的是一对自私的情人沉溺于爱情而不顾
国家安危，香港的沦陷，使流苏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爱
情”、富贵、身份，但并没有使她的人格得到升华，她依旧
是她，尽管她认为她已是社会的上层人物，但她的思想依旧
流转那个别了一把生了铜锈的锁的腐旧屋舍内，她并没有走
出来。她悄悄地燃起一息烛光，墙上的影子依旧是柳原的，
她梦寐以求的那个男人，她终于得到了，虽然是被香港战乱
影响后改变的柳原，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倾国倾城。

好一般生死契阔的倾城之恋!好一个旧社会的杀手作家--张爱
玲!



后羿读后感篇五

张爱玲的名字早就听过，但没怎么看过她的作品，我只能说
自己真的是没什么文化，以前很多著名的作家作品，直到现
在才有机会真正的去看过一些，且还有一大部分还没看过。

就像鲁迅一样，一些出名的作品早就在我们初高中的课本上
出现过，但仔细想来，也不知道具体是出自哪一部作品，都
是一些杂乱精彩的节选。

下面的这段话，我想你肯定也读过：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
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
“床前明月光”。这是出自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
的一句话。

不过这一部小说我还没看过，我看的是在kindle里下载的一
本张爱玲部分比较经典的一些小说合集。如《第一炉香》
《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她写的大部分都是短片小说，
其中以《倾城之恋》这部作品最为出名。

张爱玲写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关于爱情的，就比如《倾城之
恋》，一听名字给人感觉讲的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爱情。

确是讲的是爱情，但也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所谓倾城之恋
正如表面意思一样，是发生在一个倒塌城市下的爱情故事，
那个城市就是香港。

其实故事也特别的简单，讲的就是，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
想勾引一位离过婚的良家妇女的故事。

这个花花公子名叫范柳原，这个良家妇女名叫白流苏。



白流苏已经离婚了七八年，自从离婚后一直在娘家住着，这
个娘家是一座公馆，大家应该知道，以前的公馆其实就是土
豪住的地方。

公馆里人多嘴杂，流苏毕竟是嫁出去的人，住久了就被一些
哥哥嫂嫂嫌弃排挤，流苏也很想赶紧离开这里，既然要离开，
对于以前的女人来说，结婚当然是找一个归宿的好办法了。

白流苏有个妹妹，还未出嫁，托媒人介绍了范柳原。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范柳原请客，在一个类似酒吧的地方，妹妹害
羞就带上了流苏还有她的七大姑八大姨。

因为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还是个留学生，吃完饭后就想跳
舞。这些七大姑八大姨都没人会跳，妹妹也不会，就只有流
苏会跳，就这样流苏和柳原有了第一次互动。

柳原平常在国外待久了，初次见流苏的时候感觉她有一种中
国女性传统的美，一点点楚楚可怜样，一点点婚后女人的韵
味。

柳原其实在心里有点喜欢上她了，便主动邀请流苏去香港玩。

流苏没想到，自己离婚这么多年了，还有男人会对自己感兴
趣，而且还比自己年轻，又有钱。其实她一直都有再婚的想
法，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便想搏一搏，于是就答应了去。

但柳原可不这么想，他就是想玩她，想把她当做情人，到了
香港之后，柳原陪她各种玩，但就是一直不接近她。

每天带她进进出出后，大家就开始叫流苏为范太太，这个事
也被传到了公馆里。其实这是范柳原的一种手段，他心里其
实明白流苏是想找他结婚来的，但他就是不想跟她结婚想玩
玩她，想让流苏变成自己的'情妇。



同时她心里也明白，流苏没那么好泡，虽然离过婚，但毕竟
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身份摆在哪里。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
个手段，在别人眼里他们两个人都玩的很好，每天一起在一
个酒店里进进出出，自然会被人发现误认为已经发生了什么，
可他却又不做出实际行动去娶她，这样在别人的眼中，流苏
就已经成为了他的情妇，到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了。

可是流苏没那么简单，她发现柳原的这个目的后，直接回到
了上海，她就是不想成为他的情妇，她要的是跟他结婚，即
使回到家后被别人各种歧视也依然坚持着，因为她心里知道，
既然他还没有得到她，那么某一天，范柳原肯定还会带着更
好的议和条件来找她的。

过一段时间后，柳原确实来找了她，不过那时候香港刚好又
沦陷了。

张爱玲写了如下的一段结尾：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
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
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
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
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
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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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羿读后感篇六

经历了香港沦陷这样的一个背景，确实够得上倾城，故事中
两个精明的男女主角的故事。文写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没
去考据张爱玲与胡兰成是发生在那个时间的，却总感觉这个



故事中有他们的影子。柳原是有过妻子的，流苏一直所害怕
的也是柳原不能与她结婚而只是想把她当成情人这样不伦不
类的结果。胡兰成原也是有妻子的，而且还有个护士的'小情
人。总觉得流苏那许多的感受和心境都是张爱玲自己曾有过
的。想起流苏还真是一个地道的旧上海的女子，精明的计划
经营着自己的一身，矜持的计较着许多得失，而当感情来临
的时候，再怎么精明都沦陷了，原先所计较的也顾不得了。
张爱玲是仁慈的，她给了流苏一个好的称得上好的结局，也
许这也是她自己所希望而得不到的结局，让它在流苏身上实
现了。

原来总觉得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是地道的旧上海女子，现在
才恍然，真正旧上海的女子也只有张爱玲才能塑造。王琦瑶
比之流苏多了许多哲性少了许多女子该有的精明而显得虚假
苍白。试想一个明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道理的女人又怎么会
去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会沦落成李主任的情妇，又怎么会
与康明逊那样不记后果的疯狂，怎么会跟老克勒那么的荒唐。
王琦瑶身上所体现的旧上海女子不是她的性格，是她在文革
大跃进那种年代，也不忘记用蛋清敷手，召开沙龙，制作精
致的西点下午茶，这样的小资是旧上海女子所特有的。而流
苏那种小女子的精明，那种计较，那种对自己人生的经营，
彻彻底底的一个旧上海女子的形象，那种聪明却又不大气的
可爱，原先离婚是由于她受过新教育，计较名分是由于她还
是出生在大家族的根蒂。

后羿读后感篇七

这些天看完了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好像这是我第一
次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她的那些作品多多少少听说过，甚至
耳熟能详，可是却也一直没有买她的书来看，一是在那之前
很少看小说，我书架上大部分的书都是些名人传记，小说没
有几本，基本上全是侦探类的小说，二也是因为对她不了解
所以也没有多大兴趣去拜读她的作品。



之前有朋友批评过我看书的方法，他说我看书之前都没有去
了解一下作者，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书里面的内容了，要
想了解一个人的作品，首先就得了解写这个作品的人。所以
在此之后，我每阅读一本书，就会先了解作者的事迹，以及
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写下的这本书，很多时候，书中
的人物形象都会有作者的影子。

其实在此之前在了解陆小曼、林徽因、胡蝶、李香兰、萧红
等人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一下张爱玲，只是时间久了，仅存
的记忆少之又少，只是约摸记得有个被称为汉奸的人叫做胡
兰成，张爱玲不顾他的'汉奸身份，也不管他有家室，就这样
和他在一起。这次翻看起她的书，才又重新去了解了她一下。

胡兰成和他的妻子离婚，成就了和张爱玲的婚姻，没有法律
的保护，就只有一纸婚书。白落梅曾在《因为懂得，所以慈
悲》的封面上写过这样一段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
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
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
有轻轻一问：“噢，你也在这里吗？”当张爱玲遇到胡兰成，
遇到那个懂得她的人，她便奋不顾身地追随了。

后来胡兰成身陷囹圄，逃窜到其他地方，竟爱上一个比他长
两岁的寡妇，后来张爱玲万里寻夫，找到了他，他竟没有半
分的喜悦，满是惊讶和震惊。在那里张爱玲为那个寡妇画像，
发现她的五官越来越像胡兰成，好不震动。她觉得她在那里
就像一个小三，他们两才是“一对”，在那里她好不落寞，
只得选择离开。她明白，这段“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
花来”的爱情结束了，她决定离开那个心里装着几个女人的
男人。他们的那段“倾城之恋”已然谢幕了，她给胡兰成写
了一封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
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
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
我亦是不看的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她的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



也进入了低谷。在她的《色戒》里面，虽然是写的是丁默村
与郑苹如的故事，但写的却是她自己真实的内心，是她自己
和胡兰成的内心世界。

《倾城之恋》算是我看过她的小说里面结局比较温馨美好的
了吧。最初我以为的“倾城”以为是女主人公有着倾世的容
貌，亦或者是段轰轰烈烈的爱情，然而当我看过了之后，才
明白这个“倾城之恋”是指他们的爱情是发生在城倾的时候。
“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
生命的胡琴”。似是在写白家，这个没落的贵族，因循守旧，
死要面子。但是白流苏，白家的六小姐，却是一个思想先进
的人，她在那个保守的时代学交际舞，也敢于和自己不幸的
婚姻说再见。但是自私的白家人为了自己的日子好过，要流
苏为死去的丈夫守寡，即使被安排在祠堂，一辈子吃穿也不
愁了，哥哥也将她的钱都花光了，却说离了婚在白家白吃白
住，饭钱也很贵。白流苏想要逃离，但是她一个人能逃到哪
里去呢？她需要一个男人帮她脱离这个现状。

直到她遇到了范柳源，一个“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
意于家庭幸福”的海归浪子，他“把女人看成他脚下的泥”，
她才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他喜欢流苏，甚至想方设法把流苏
带到香港和他相处，但是却没有想过给流苏一段婚姻。

可是他却没有带点真心，他们都在彼此试探。柳源曾在墙下
对流苏说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
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
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
如果我们那时侯在这堵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
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在流苏离开香
港的最后一晚，柳源给流苏打电话：“流苏，你的窗子里看
得见月亮么”。他终究没有说出“我想去你房里看月亮”这
句话。而流苏，觉得这一切似真似梦，如果不是在自己的脑
海里想过了千万遍，又怎么会是梦呢。他们之间在这次香港
之行中，终究没有彼此敞开心扉。



流苏回到上海后，收到柳源的电报：“乞来港。船票已由通
济隆办妥”。流苏收到之后，还是“忍无可忍”来到了香港，
不仅仅是为了柳源的风姿卓茂，还有家庭的压力，那是她最
痛苦的成分。那天晚上，柳源到了流苏房间“看月亮”，因
为那边看的“更清楚一些”。最终香港的落寞成全了他们之
间的爱情，面对兵荒马乱，他们能做什么呢，也许就只能相
爱，“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倾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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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真的恋爱起来了，婚姻将他们捆
绑在了一起，再也挣脱不开。

从此“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后羿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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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过是两个有心理障碍的
可怜人罢了，不敢再剖开心胸去爱，即便是爱了，还得步步
为营，玩心理战术，玩文字游戏。柳原被父母不正常的家庭
压制得不失去了组织家庭的信心，看不到家庭的吸引力和依
赖性，也就失去了责任心。他们给观众演他们是如何对家庭
失去信心，如何对家庭产生厌恶感。厌家实际上是厌世，对
那样的社会厌倦到底。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
在这人生舞台上远远眺望着，她不是导演，却如同解说，用
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的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
里的诸位角色，确切地说，亦或是审美。比如，她注重介绍
的是女性的角色。介绍了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
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
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
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爰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



众多女作家，她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
固然观众也是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将要从她的传奇生涯里辨
认的，但当时的张爱玲女士，以这种生态观彼时的众生，无
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因而也能真实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
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后羿读后感篇九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看小说，不过比较喜欢看言情小说，我喜
欢跟着笔者去经历主任给的那些爱恨情仇，体验他们的喜怒
哀乐。看到主人公快乐，我会比他们更快乐，看到他们难过，
我会比他们更难过。沉浸在那些美丽的爱情故事里，自己也
会变得很快乐。

初看《倾城之恋》是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迷小说。
那个时候看《倾城之恋》什么都不是很懂，就只是看故事，
只知道女主角是白流苏，男主角是范柳原，白流苏是个离了
婚的女人，她在守旧的白公馆里没有地位，后来为了替自己
争一口气，白流苏便抢走了原先要介绍给妹妹的范柳原，后
来两人在一起，可是他们对爱情抱持着不同的看法，在没有
继续下去的动力时，因为战争踏上婚姻这条路。之后随着年
龄增长，慢慢的懂得了很多，后来了又看了几遍这本书，也
渐渐的看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关于这篇文章有几个部份我先讲一下：像白公馆代表的是旧
日的一切，包括生活方式。像书一开始就有提到像他们的时
钟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
胡琴，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很守旧、很旧日的。跟
当时的中国其实是很像的！另外，张爱玲在描写男女感情是
很含蓄美感的，和现在的文学所描写的是差异很大的，例如
像在描写范柳原的动心时。从三奶奶讲的话可以看的出来：
三奶奶叹了口气道：“跳了一次说是敷衍人家的面子，还跳
第二次第三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说范柳原对白流苏有一
见钟情的感觉，我跟你跳了一次舞还会想跟你跳第二次第三



次，就表示我对你其实是有感觉的。这种写法多么的含蓄，
一个“爱”字都没有提到，可是，从一些事件的叙述却可以
描写出人心中感情最细腻的部份，真的是很令人佩服！

白流苏，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在那个暧昧的时代和同样暧昧
的旧上海，离婚是要受道德谴责的。而白公馆无疑属于守旧
的那一派，“他们家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
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离了婚的
白流苏，少不了受家人的指戳。一应钱财盘剥净尽之后，她
的存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多余。她的出路，除了另一个男人的
怀抱以外，恐怕再无其他了。

在《倾城之恋》中流苏只是一个生长在大家庭中平凡到不能
再平凡的女子。她离了婚，在一个特定的机会下结识了范柳
原。在日常世界里，他们间存在一场征服的战争，他们内心
明争暗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她只喜欢他用更优厚
的条件前来议和。我一直很喜欢这段话，大概意思是一个女
人勾引一个男人会被人说成荡，被男人勾引便是该死，如果
勾引一个男人，男人还不领情不上钩，那么便是双料的该死。
充满了洞悉一切的淋漓尽致的明快。后来战争爆发，打破了
浮在日常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成就了他们的感情。最感动的
是最后他们默默握着彼此的手的那夜，刹那间的了解和感动
也够他们一起生活十年八年。这样的结局，即便是合，温暖
之外更多的'是荒凉。末一段中张爱玲说：他收起了他的甜言
蜜语把它们留给别的女人，这是好现象，说明在他眼里已经
把她当作自己人，名正言顺的妻子。如此怅然的结局不无对
爱情的挪揄嘲讽。

在张爱玲看来，所谓言情，不过在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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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情和言情间，多半让世情的虚
无吞没言情。爱恨离愁仅仅是一出演着演着忘记了对白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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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惹尘埃”？脱不了镜花



水月罢了。压抑，苍凉，绝望，空虚，恐惧——全部全部的
感觉中只有这些荒凉是真实而且长久的，感动自己的人已走
远，或者从来未曾出现过，在滚滚红尘中，等了很久，遇着
了，不早不晚遇着了也不过如此。交错后便是支离破碎的感
伤，长久长久欲说还休的沉寂。连最初等待的热情也失去了。
只觉得冷，无边无际的空虚如潮水般阵阵来袭。人性软弱，
在她看来也是一种罪，张爱玲对人性恶的兴趣表现在塑造人
物时不遗余力赤裸裸地刻画上，她的笔下没有完人，有的只
是男人和女人，充满欲望，把握不住自己的男人和女人。同
时，他们又是最坚强的——没有什么比绝望中的情色男女更
坚强或者说麻木。

后羿读后感篇十

《倾城之恋》主要写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女
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低下，
常遭到家人的唾骂及冷眼歧视。后来在妹妹宝络的相亲宴山
遇到并爱上花花公子范柳原。于是她和范柳原展开了一场
如“战争”式的恋爱。

在这场恋爱中他们互相猜疑，互相算计，生怕自已会陷入对
方的陷阱中。后来战争爆发了，炮声冲击着整个城市，他们
这两个无依无靠的'灵魂最终紧紧连在一起，成为乱世中的平
凡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