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告白读后感 无声告白读后感(实
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告白读后感篇一

在《无声告白》里，詹姆斯一家，一对夫妻和三个可爱的孩
子，看似幸福的家庭，但在这个家庭中生活的每个人都活在
自己编织的美丽谎言和噩梦里。但很明显，导致这个家庭的
不幸的，不仅仅是沟通和倾听的问题，悲剧的根源在于父母
詹姆斯和玛丽琳自认为是美好正确但不负责任的婚姻里。他
们随意的开始，随意的怀上了孩子，又随意的步入婚姻的殿
堂组成一个家庭。她们刻意地忽略对方的过去，然后幻想不
切实际的未来，到头来的是女儿莉迪亚的自杀，现实狠狠击
碎了他们自己编织出来的幻像。

悔悟或许永远都不会晚，但也挽回不了什么。大儿子内斯对
于这个家庭已经心灰意冷，无时无刻都迫切的想要逃离；大
女儿莉迪亚被父母的期望压垮，最终选择自杀；而小女儿，
出生即不被期待，在家庭生活中游走于边缘，即使在莉迪亚
死后，玛丽琳终于看到了可怜的汉娜，他也失去了同龄孩子
该有的童真和无忧，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也会难以避免的
卑微和小心翼翼。

做父母的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在一个家庭中，孩子多的
话，是人难免都会对其中的一个偏爱一点点，甚至可能自己
都没有察觉，但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感受也很重要。而且我渐
渐的发现宽容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在生活中，其实大部
分人自认为宽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你



的身上。沟通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所以也更容易获得
对方的宽容，在一个家庭里，作为最为亲密的人，要善于诉
说自己的感受，才能更好的互相体谅。沟通真的很重要，但
我讨厌那些自以为是的自说自话。

告白读后感篇二

一口气读完《告白》，感觉极度压抑似乎喘不过气来了！这
个故事是一开始的叙事者是位老师也是位母亲，可是她的做
法和想法，人们是无法轻易接受的！因为她是单亲妈妈，所
以悲剧就此展开！

故事以舒缓的笔调慢慢展开，看似平凡的老师训话却一步一
步推理出自己4岁女儿的死却并非意外，而是谋杀！

凶手一个是缺少母爱想得到关注的孩子，一个是懦弱的为了
证明自己不是失败者的孩子！故事变换着叙事口吻，但是不
变的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子心灵的成长一直被忽视！天
才儿童被母亲抛弃，为了吸引母亲的注意，一步一步走向杀
人的设计。懦弱的孩子被父亲忽略，又在母亲过度保护之下，
变得神经质，甚而失手杀掉母亲！而艾滋病、心理疾病却被
极端化对待。

要不谈虎色变，要不直接忽略。另外对于儿童暴力的大肆渲
染，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负面的影响。

告白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是从前天晚上开始看，手机放着充电，心里对自己说
看到一百页就可以玩手机，到了一百页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小
章节开始，又对自己说把这个看完，一下子就到一百二十几
页，这时候拿起手机才发现，原来都十一点了，该洗澡睡觉
了，这种感觉也好棒，好想告诉某个人，可是貌似无人分享。



首先，封面的那句话“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
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我给一百分!

全书不长，十七万字，我看的很仔细，每一个小细节都不想
错过，偶尔漏掉了一段文字，就会感觉后面不怎么连贯，甚
至无法理解，所以编排精巧，情节紧凑，短小精悍。作为小
说故事的旁观者，简单说点啥应该无可厚非吧，如果是真人
真事还是避免评头论足的好!

故事以莉迪亚失踪最后从湖底打捞出来，提出悬念，引起读
者的疑惑和兴趣，后面娓娓道来，每一个与之有关联的人，
每一个矛盾的思想和行为，比如与众不同与竭力合群，梦想
和现实，每一个扭曲阴暗和偏离真实的综合体造就了那场悲
剧。

母亲玛丽琳：年轻的时候才华出众，成绩斐然，混在蓝色校
服里的唯一白衬衣，即使被嘲弄，她做医生的梦想坚不可摧，
她拒绝学习家政课，不想管理家庭、洗衣做饭、教育子女终
其一生，追求与众不同，因为结晶放弃梦想选择了哈佛优秀
的东方男人托付终身，后来深感压抑离家出走继续追梦，这
一举动刺激并对其他家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可是却不得已因
为第三个孩子而终止，最终回到家中，自欺欺人把自己的梦
想强加在女儿莉迪亚身上却毫无知觉。

父亲詹姆斯・李：身为学校里唯一的华人，他从小就遭受排
挤，忍受孤独，没有朋友，讨厌周遭异样的眼光，(他的子女
同样也经历着同样的遭遇)，他渴望“合群”，他觉得妻子玛
丽琳看起来是那么合群，想到这里，顿时他们婚姻的结合看
起来好滑稽又好合理。他在本专业是最优秀的最无法留下哈
佛最终去了偏远的小城，郁郁不得志，在学校跟同事关系也
不好，想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压抑，他鼓励或许说强迫更合适，
儿女去交朋友，特别是对优秀的女儿莉迪亚，不理解儿子对
天文学的热衷，他希望他们“合群”，可事与愿违。



哥哥内斯：最了解莉迪亚享受的父母过分的爱是无尽沉重的
负担，他一个眼神就能宽慰妹妹，可是他自己却也委屈，父
母眼中只有妹妹，忽略了他的存在，就连他通过自己努力被
哈佛录取的惊天好消息也比不上莉迪亚物理成绩下滑，他在
学校也没有朋友，可是始终极力维护莉迪亚，是她唯一的支
柱。可是最后被莉迪亚的行为伤到，开始变得蓦然，愤怒，
不想理她，一门心思想要逃离这个家庭逃往哈佛。

妹妹汉娜：可能是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人，因为餐桌上竟然会
忘记给她摆放餐具。在这样一个破碎又平衡的家庭里从小就
学会了察言观色，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明白，她聪明伶俐知道
所有人的想法，可是她什么也做不了，一直一个人孤零零的
住在阁楼，渴望要得到多一点关心和爱护，哪怕一点点，她
去每个人的房间，偷拿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这样不会被
发现，然后十分爱惜的珍藏起来。这个可怜的小人儿，让人
心疼，想必姐姐逝去，哥哥去哈佛念大学，她会得到更多的
爱。

主角莉迪亚：幼时因为母亲逃离的阴影开始做一些取悦母亲
的事情，目的只是为了想要留住母亲。父母亲最看重她，几
乎忽略了哥哥和妹妹，面对母亲自己做医生的想法无止境的
灌输，给她买大量的医学书籍，布置大量的作业，她说的最
多的就是“当然，妈妈”，却偷偷把一本做菜的书珍藏起来。
父亲总是要她去结交朋友，她会假装在电话旁跟同学聊天，
其实号码都没有拨通，等到父亲走开就挂掉电话。这些沉重
的爱压的她喘不过气来，她并不喜欢，哥哥的理解是她支撑
下去的唯一理由，避免失去她甚至把哥哥最期待的录取通知
书偷偷藏起来了，撕毁了参观学校的邀请信，因为内心的挽
留，可是她夺走了哥哥最盼望的东西，哥哥后来对自己遭遇
的视若不见，加上学习任务实在太难，发现父亲跟助教的情
人关系等等，她固执地学坏想要报复，放纵自己，最后当所
有的伪装和窘迫被人看穿，如同千里之堤崩溃一般，她内心
激动不已而后平静，或许她做到了摆脱别人的期待，决定做
真正的自己，如同破茧之蛹，随着小船向湖中漂去，她的一



生也就终结了，一条生命就完结了。

读罢，开始的沉重与伤痛逐渐释然，就像书本的封面背景，
从左至右，浓厚的墨黑色逐渐散开来。我在思考，从大的环
境来想，如果这个社会更加宽容更加友好一些，会不会不一
样?当然这个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

从不妄想改变世界，先从改变自己做起比较具有可行性。母
亲，不必太固执，强势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子女身上，多
洞察多倾听多思考，或许会不一样吧。父亲一直给自己定位
为孤僻不合群，得不到解脱，也许是他从未脱下的眼光，禁
锢在自设的枷锁，理所当然的影响了下一辈。孩子吧，且不
论对错，是家庭环境影响了他们。我希望小孩子更多的应该
是能够保持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和兴趣，对身边的事物友善充满爱恋，遇到困难能够敞开心
扉，表达想法，敢于争取和挑战，选择自己的人生，其他的
就顺其自然吧!

文档为doc格式

告白读后感篇四

刚看完《无声告白》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感受。
只是觉得，对于人物的人格和内心的表述，作者把握得十分
准确。然后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隔了一些日子回想起来才
觉得，其实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我。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最普通的女性的命运。故事的悲剧性
在于，有些人一直试图与命运抗争，可是却一次又一次被命
运拉回来，以爱的名义，以婚姻，家庭，责任的名义。真的，
就像碰触毒品一样，对有些女性来说，婚姻和家庭这种东西
一旦碰触，就无法回头。

我总是说女人生孩子之前一定要慎重。因为孩子就像一根线，



一旦出生就种植在了你的脑海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牵绊住
你。当然，这种牵绊有可能是极其幸福的，比如我认识的两
个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就全身心地扑在孩子身上，每天生活
中的重心就是孩子，并表现出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
以此为人生中莫大的成就，那么她们的人生就不会出现这样
的悲剧。

而《无声告白》中的女主角玛丽琳，她一生都想摆脱母亲的
期待，不屑于像母亲那样把做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当成理想。
她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一名真正的职业女性。但当她在大三
那年的课堂上与作为教师的华裔男子相遇之后，就像所有坠
入爱河的女性一样开始了恋爱，并怀了孕结了婚。然后她就
不可避免地堕入了一连串的家庭琐碎生活中。煮饭，带孩子，
照顾老公，被迫中止她的学业和梦想。

对于我的朋友那样的女性来说，这可能真的是完美生活的温
馨开启。但是对于玛丽琳这种有野心有抱负又具有天赋的女
性来说，她很难在庸常的婚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也被
心中的理想折磨得寝食难安。终于有一天，她试图逃离，她
放下两个孩子和老公，独自跑到外面去租了公寓，并报名了
社区大学想继续完成她的学业。然而，她又失败了，就在考
试的前夕，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玛丽琳一次又一次地被命运拉回属于她的人生轨迹。而在玛
丽琳看来，自己是被命运一次又一次推出了自己原本设计好
的人生。而对此一切，玛丽琳的丈夫似乎一无所知，他只是
安于家庭生活，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做着他那一份教书
匠的工作。因为是华裔，丈夫詹姆斯一生都在试图融入美国
社会，成为最普通的一个美国公民。而恰恰相反的是，玛丽
琳并不甘于平庸，她想与众不同。两个人从内心深处对生活
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期待，命运却让这两个人相爱并生活在了
一起。

重新回归家庭的玛丽琳，内心并没有真正妥协。她开始拒绝



做饭，又把自己全部的野心和梦想寄托在了女儿莉迪亚身上。
她把莉迪亚当作了另一个自己，要求她热爱理科，并热切期
盼她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莉迪亚为了博得母亲的
欢心，也害怕母亲再次离家出走，全然失去自我地配合着母
亲，直至有一天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而投河自尽。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仿佛身处一个皆然不同的世
界。每个人都有说不出来的痛苦，每个人都无处宣泄。长子
内斯用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来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庭，小女
儿汉娜一直是被忽略的那一个，她在家中就像一个隐形人，
而她最大的愿望只是有人能注意到她。丈夫詹姆斯终于在女
儿自杀后爆发，与自己的助教婚外情。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
无辜，詹姆斯无法理解妻子，更加不知道妻子内心真正想要
的生活和真正的渴望。莉迪亚更是无辜，她只是为了讨好母
亲，却被母亲的巨大人格所吞噬，内斯是她最后一根稻草，
但内斯要去读大学开始自己的人生，莉迪亚绝望无助，最终
选择了了断自己。

告白读后感篇五

在成都游玩的几天，除了外出看景，剩下的时间都窝在酒店
沙发上读这本书，细嚼慢咽，花了将近11个小时。从来没有
一本书，让我记住里面所有主人公的名字，久久无法忘怀，
这本书实现了。

以前看书，养成了一个坏习惯，看了开头几段，都会翻到最
后一页去看结尾。因为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结局，这样做往往
会一下子失去了对故事的兴趣，没有了继续读下去的欲望，
所以半本书在我的`书架里越堆越多。而这本书从最开头，就
给了我们故事的结局。莉迪亚死了！主人公死了，然后故事
结束吗？并没有，故事反而在结束中正式拉开了帷幕，徐徐
道来为什么莉迪亚会死？怎么死的？谁该负责？故事不断的
穿插着过去和现在，跳跃的时间线没有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反而衔接的恰到好处，好像都是为彼此量身定做的一样，这



就是我读这本书感受到的文学魅力。

对于莉迪亚一家来说，她的死换来了家庭的重生，生活好像
开始有了希望，一切好像都开始步入正轨，母亲（玛丽琳）
原谅了出轨的父亲（詹姆斯），也开始关注可有可无的小女
儿汉娜，而杰克对内斯的感情呼之欲出，只是缺少开口的机
会。莉迪亚用生命换来了全家人的自由，她也将永远活在家
人心中，时时刻刻被怀念。

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告白读后感篇六

做自己是最艰难的选择，亦是最伟大的成就。故事的开头是
这样的，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

母亲在莉迪亚的粥碗旁边放了一支削好的铅笔，莉迪亚的父
亲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莉迪亚的哥哥边从楼梯上下来边打
着哈欠，莉迪亚的妹妹坐在厨房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盯着碗
里的玉米片，一片一片吸到嘴里抵碎。平常而又琐碎，却透
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凉。

带着悬疑的`朦胧面纱，作者伍绮诗一个关于家庭、性别、种
族、移民、梦想的故事娓娓道来。

这是一个由美籍华人父亲詹姆斯·李和美国母亲玛丽琳组成
的家庭。莉迪亚是家中的老二，上有兄长，下有妹妹，莉迪
亚却是家中最受宠的一个。母亲玛丽琳梦想着进入医学院，
却因为和詹姆斯交往的过程中怀孕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家庭主妇。可这一直是才华横溢玛丽琳心中的遗憾。
在莉迪亚小时候掉进湖里的那个夏天，玛丽琳离家出走了，
去继续她进入医学院的梦想。父亲詹姆斯一度崩溃，甚至在
儿子内斯谈及谈文学梦想的时候狠狠给了他一巴掌。莉迪亚



和哥哥内斯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母亲回来。

与此同时，在外孤身学习的玛丽琳因为放心不下家里的孩子
和丈夫最终又回归了家庭。而莉迪亚的悲剧也就此开始，莉
迪亚为了母亲可以一直留在家庭中事事遵从母亲的意愿，迷
失了自我的初衷，母亲玛丽琳因为与医学院失之交臂，将全
部心血倾注于莉迪亚身上，希望女儿可以替自己完成梦想。
而父亲詹姆斯则希望女儿莉迪亚可以成为一个活泼开朗
的“社交强人”。这就迫使莉迪亚为了营造这种假象，每天
不得不对着没有接通的电话谈天说地。

这部小说采用倒序双线并行，以莉迪亚的死亡为故事的起点，
在揭开莉迪亚死因的过程中，穿插这个家庭两代人的故事：
父亲詹姆斯因不是白人失去在哈佛任教的机会;母亲玛丽琳在
家庭事业之间跨曙不定;哥哥内斯受到忽视，希望妹妹和自己
一样考上大学离开家庭;隔壁的坏小子杰克随心所欲却是莉迪
亚最希望成为的样子，自在的活。情节紧凑、环环相扣，值
得细细品读。

这是我在15岁时读的一本书，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莉迪
亚一个人去湖里尝试一直也学。

不会的游泳，最终却溺毙身亡。那时的莉迪亚其实已经成为
了真正的自己，她将学会游泳看作一种仪式——和过去那个
唯唯诺诺、失去自我的莉迪亚告别。她甚至幻想了回到家后
和父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哥哥聊聊他的大学生活。投
入湖水的莉迪亚获得了灵魂上的新生，可她的肉体却溺毙在
了幽深的湖水中。这像极了在苦苦追寻自我的所有人，每一
次鼓起勇气渴望改变、渴望获得新生，却一次又一次的被现
实、外界甚至家庭重新拖入泥沼之中这个故事属于被原生家
庭羁绊的人，属于为了合群不得不屈转奉迎的人，也属于被
框定被“为你好”三个字所楷的人。读书的意义不在于愤世
嫉俗、不顾一切地去反抗所有劝速、所有教海。而是希望你
我能够找到自我与世界相融洽的一个平衡点。



莉迪亚曾和妹妹汉娜说：“不想笑，那就不要笑。”做自己
永远不是逃避责任的托词，做自己是学会与世界和解、与困
苦交流。失意时，不妄自菲薄、限定自我;快意时，不忘记初
衷、踯躅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