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 金锁记读
后感(优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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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一

一本好书，会让你打动，会让你有空灵飘逸感，会让你百看
不厌，会让你捧腹大笑阅读作为人类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
自有书籍文字伊始，人类就在阅读中传承着文化，开启心智。
而一些经典名著的阅读，更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值得后
人去研讨，发现。却常常有戏谑和随意的氛围。她写小说有
些哀伤的快意，而散文却是在笑中显露一丝冷苍来。

张爱玲擅长描写各种各样的女性。《金锁记》也不例外。这
篇小说记载了一个发作在19世纪初旧上海女子身上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位置低下的女子。她
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给了当地的一户大户人家—姜家
七巧的丈夫从小就是残疾。七巧的为人非常泼辣、苛刻，再
加上嫁了个废人，便特别不招姜人待见。于是她便不停地对
抗，这样她在他人眼中可就算得上臭名远扬了。过了几年，
她的丈夫、婆婆相继逝世。姜家便分了家，七巧脱离了这个
封建大家庭，带着儿女搬到外面住。但是她的生活并没有好
很多，相反她的下半生过得非常悲痛：三爷姜季泽来找她，
她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他骗钱的花招，断送了本人的爱情；儿
子成家后，由于嫉妒儿媳，她把儿媳活活气死了；女儿在30
多岁的时分好不容易找了个人家，她偏从中搅和，葬送了女
儿的一段好姻缘……最后，这个不幸的女人在郁郁中死去。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用了许多写作技巧，其中我以为最胜利的



要属侧面描写。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并没有正面引见姜公馆
的状况，而是借两个丫鬟的床头夜话将整个家族的人物关系
和大致状况都交代分明。这倒和《红楼梦》开头借冷子兴之
口演说宁、荣二府的兴衰颇有些类似。接下来，作者又在两
个下人的交谈中将七巧的身世向读者作了交代。再由大奶奶、
三奶奶背后的闲言冷语阐明了七巧的为人以及她在姜家低下
的位置。

这一系列的侧面描写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使大家都迫不及待
地想“亲眼”看看这七巧终究是怎样的。别急，在这一系列
的铺垫之后，七巧出场了——“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
小山眉”寥寥十几个字便活脱脱地描写出了一个精明的妇女
形象。接着作者便展示了七巧的言语及行为，她替二小姐说
媒，气得二小姐直哭。短短四五千字，就把七巧的出身，人
物形象，人物关系交代地一清二楚。

张爱玲的一枝平淡无奇着实令人信服。我以为最妙的一个侧
面描写在最后。七巧暮年的时分，作者并没有破费笔墨去正
面描写她。而是经过童世舫的眼看了出来——“门口背者光
立着一个身体矮小的老太太”，在童世舫心中“这是一个疯
子”。

小说的标题叫《金锁记》，为什么要叫“金锁”呢？我以为
是故事的主人公七巧被金钱套住了。他人爱她，她说那人是
看上了她的钱；本人的侄子和女儿玩，她说是侄子欺负女儿，
想霸占她的家产；女儿上学丢了东西，她便上学校找校长讨
公允……就这样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桎梏，她用那繁重
的枷角害的本人没得到幸福，也害的本人的孩子前程被葬送。
当然这金锁也能够了解为封建社会的桎梏。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二

我是不喜欢曹七巧的，最开始的时候。因着她，读完金锁记
的时候，我觉得如此疯狂，这个世界。是她把她身边的



人——她儿子、女儿都带入悲凉的境地，我是不谅解她的，
那样的拖累人。再读一遍，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她是典型的封
建社会底下的女子，因着喜爱三爷季泽，她在姜家做了一个
残疾人的妻子30年。最初，她是当垆卖酒的女子，和一般的
酒家女一样有着如花的心事，却在财欲与情欲的迫害下，性
格扭曲，行为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
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

我最终谅解了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苦，她大哥为了攀附
权贵把她嫁入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
废人。她失去了爱情，亲情。她只是没有在受到封建家桎
梏——那把金锁时和其他人一样沉沦而已，她有何错。

只是我依旧不能喜爱她，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谨慎和机
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
“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
地施展着淫威。她终究把她的家变成了炼狱，里面的受尽折
磨，外面的人看着逃之夭夭。又报复了谁？徒留下读者的无
奈罢了。

这样的故事曾发生过，并且曾一直发生。“三十年前的月亮
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
还没有完——完不了。”的确封建制度的压迫，只要封建思
想还存在就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七巧存在，上演一个又一个的
金锁记。那应该是张爱玲写作所想传达的。一千个读者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

人生在世上，从来是充满磨难的。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如
斯嘉丽经历的家破人亡。但人活在这世上，不应是沉沦在苦
难中，与苦难一起成为苦难，而是向着一点希冀的光亮，勇
敢而坚定地前行。曹七巧没有错，不能说我一定做得比她好，
但我觉得放下才是解脱，永远存着希望，生活才会在阳光底
下熠熠发光。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三

多数人活着，其实也都无外乎追求某种自我的满足，而普遍
的一种认知更多集中体现在对于欲望的一种满足，物欲和情
欲就首当其冲。

但是，就因为人在不断追求着这种欲望的满足，某种程度上
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畸形人生。事实上，人的内心都是不
健全的，尽管我们也没有那种比较统一并且被广泛认可的标
准来判定。

不过，按照我们的种群个性，不合群的家伙，多半都是不健
全的。由此，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其实就不是一个健全
的人。

正因为曹七巧具备着这种不健全的性格，在文章开始的时候
小丫头才敢议论自己的这位二奶奶，并且还是用一种极其轻
蔑并夹杂着不屑的口吻，殊不知，她们也都从属于女性这个
大的阵营之中。

曹七巧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来表现的，主要分
为两个时期，即分家前后的地位变化。

造成这种人性扭曲悲剧的原因无外乎也就是三种

首先是物欲。曹七巧嫁到姜家来，在他哥哥的心中和自己的
心中，其实都是一种物化的女性交易。

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物化的交易，使得姜家的人和娘家的
人对于这位看似不合规矩的角色存在着一种比较大距离感，
曹七巧在自己的夫家和娘家其实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温暖，物
欲其实就是一种很强大的隔栏。

姜家对于曹七巧这种女性物欲，以及曹家哥哥对于自己的妹



妹换取的金钱物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曹七巧的第一重人物
悲剧。

除去曹七巧个人命运这一点，再有的就是在姜长安和姜长白
身上停留着的一种物欲束缚，这样直接间接地导致了两个人
的新的悲剧。

其次是情欲。如果是按照时间的叙述过程，曹七巧在年轻的
时候，也是得到过很多的人的爱，按照文中的话来说的话，
曹七巧的手腕也曾洁白。

但是，伴随着黄金枷锁的出现，曹七巧的这种未曾被开发的
情欲转变成为了一种畸形的恋爱观念，更加确切地说，是一
种畸形的情欲观念。

这种欲望体现在对于姜季泽的撩拨之中，张爱玲对于这其中
的分寸把控是很好的，曹七巧撩拨姜季泽的每一句话都是一
个动作，每一个动作也都是一句话。她抖动着自己的身体来
换取一种对于情欲的渴望。

其实，还有的就是对于自己儿子的那种情欲。在姜长白结婚
之后，曹七巧对于自己儿子的夫妻生活也是有一种窥探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把控欲，其实也还是一种畸形的情欲观。

这种畸形的情欲观念，也间接造成了长安的恋爱悲剧。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女权意识。中国的女权意识其实是在
压抑了数千年之后的一种苏醒之后的强烈反弹，这个反弹的
节点就集中表现在两个时代之间的跌宕交替时期。

曹七巧面对的更多的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封建压迫，同时在这
其中蕴含着的那种反抗也就好似石沉大海一般，失去了原有
的那种光泽。



曹七巧受到的这种黄金枷锁束缚也被她原原本本放到了自己
的孩子身上。

按照张爱玲的结尾处所说，三十年之前之如三十年之后，这
样的故事也一直是在上演。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四

这是金锁记的开头，故事发生在有着每个人都道不完的传奇
的上海。

在人物的塑造上，张爱玲把七巧的特点描述得淋淋尽致。我
对于七巧的印象首先来自于她的仆人小双对三少奶的仆人凤
箫的聊天内容。凤箫问小双“你也是她陪嫁过来的么?”小双
冷笑道“她也配!”连仆人也对她不尊重，可想而知她的为人
是怎样的差了。张爱玲借仆人的口，说出了七巧在姜家的低
下地位，也为故事的开展垫下了厚重的背景。

在我看来，七巧是一个心理极度扭曲的一个悲惨的妇女。故
事写到七巧勾引姜季泽，但是姜季泽却不和她乱来。七巧那
样做是因为她看到三奶奶兰仙和姜季泽的甜蜜生活而心生妒
忌，进而上升为变态的痛恨。她自己一直抱怨没能得到幸福
的生活，她也不能忍受别人得到幸福。到后来分家后，姜季
泽竟利用她对他的曾经的爱意想骗她卖掉她的田地。可悲啊。
她对她的女儿的婚姻的态度上也是如此。长安和世舫已经订
婚了，她还骂长安说“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
西是怎么着?”试想作为女儿，听到自己的母亲这样侮辱自己，
你会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她亲生的。然后悲剧又发生到她的
儿子跟儿媳身上。七巧故意整夜叫长白帮她弄烟，好让她的
儿媳生气。儿媳对她的痛恨反而让她觉得很有成就感。故事
写到这里，七巧的形象基本清晰了，封建主义社会里一个贪
婪的魔妇，极度的拜金主义者。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角度
来讲，情欲的压抑是曹七巧个体心理变异的动因，丈夫早逝，
家人的冷漠，对她变态的性格有着很大影响。



故事中写到“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
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七巧的拜金主义毁
了她自己，也毁了她的儿女。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拜金主义之
风是如此的猖狂。然而，现在的社会，拜金主义之风丝毫没
减。或者我们说是现实主义。女孩子结婚要有车有房，也就
是有钱。这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停滞呢?但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说，现实主义的出现凸显了社会激烈竞争的日趋明显。
要是对方能使你衣食无忧，谁还愿意去拼个焦头烂额的啊?我
想很少有人愿意。是残酷的现实让我们现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五

作为那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她的哥哥贪图钱财，把她嫁给了
得软骨病的姜公馆二公子。她是可怜的，作为利益的牺牲者，
她在姜公馆这座金丝笼中卑微的活着，丫鬟耻笑她，妯娌不
待见她。这时的她只是性格要强些，嘴碎些。她爱慕小叔姜
季泽，姜季泽虽在外寻花问柳，但顾忌礼教对曹七巧也仅限
于开开玩笑。她苦，她痛，她的情欲得不到满足，悲哀的形
容自己的丈夫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她说的一句话“真的，
连我都不知道这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这
句话深深的反映出自己被这场利益交换的婚姻害惨了。是的，
没有一个正常家庭，她如何能幸福？情欲得不到满足，那么
金钱将是她最大的安慰，在分家时，她在众人面前大哭大闹，
只是想多得份家产。最终她得到了一份优厚的家产，尽管分
的家产还是对她有些不公平。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六

喜欢张爱玲吗?或者，有没有注意到她的一篇小说，《金锁
记》。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西区那排整整齐齐的架子里找到它。
封面是个凌厉的女人，看着很吸引人。可惜本子早已翻的破
旧，厚厚地卷起边。我向来不喜欢卷边的本子，于是准备把



它借去拿大本子压平整了，认真开始看。

第一遍细细看，涌上一股憎恶、鄙夷、恶心。觉得她是我所
知道的所有人中最见不得别人好的人，她深深懂得如何从精
神上去摧毁一个人，周围的人要是有任何的不幸，我甚至会
觉得七巧要是在场定会高兴地笑出声来。疯狂的忘我的聚敛
财产，挑唆老太太把二小姐嫁出去，疑心侄子是哥嫂图谋她
钱财的棋子，阻挠儿子过正常的婚姻生活，无耻狠毒至极地
摧残儿媳致死，折磨得长白的二房吞生鸦片自杀，给女儿裹
脚，诱骗女儿抽大烟，硬生生拆散女儿婚事......

她疯了，说疯言疯语，做疯事疯人，最可怕的，是有着一个
疯人的审慎与机智。

这种恶毒、自私的性格让我想起《半生缘》中的曼璐，一样
的深宅大院，一样的将自己的痛苦压在自己最亲近的人上。
然而后者害的是她妹妹，前者却让周围所有人恨毒了自己，
也让自己在万种不幸中孤独死去。

同样是人，作为妻子得不到相应的爱情而扭曲也就够了，最
不能忍的，是她作为母亲对孩子们的戕害。一位经受苦难的
母亲总希望能将最好的一切给孩子们，不论自己有多难，总
希望儿女幸福，不再受到任何的不幸和伤害。但七巧，刷新
了我的观点，从受虐、到自虐、再到虐别人，她总将把自己
的痛苦建立在原本应该爱他们的人痛苦上，让大家都在这痛
苦中沉沦，自私而恶毒。

她，简直是个变态。

可是，我却反反复复地看了她病态的人生很多遍，每回，都
有不一样的感触。

最近一次的阅读，已然没有之前那股深深的怨气，不想说什
么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只能是理解，理解七巧在扭曲



的社会中产生的扭曲的人生。

三十年前的月亮，在七巧的心里该是极美的，正如她滚圆雪
白的手臂，年轻又有活力。

那时候，她一定不会想到，最终陪她的是那一块没有生命力
的死肉，可以被撸到腋下的冰冷的翠玉镯子，以及渗透着各
种尖利狠毒的回忆。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不幸的
无爱的婚姻带给她太多的不幸，慢慢地，一点一点，在这罪
恶的土壤中滋生出了人性的恶之花——但凡是七巧缺的，别
人就不能有。所以，箍在她身上的那件黄金的枷锁，变成了
一件凶器。她用这件凶器用力地劈向她的亲人和敌人，在他
们的痛苦的呻吟中寻找自己曾经失落的快乐。她甚至不惮以
最阴险的恶意揣测别人，平扁尖利的喉咙割着人像磨钝了的
剃刀片，来去来去，又来去，直至血肉模糊让没死的也送上
半条命来......而这个过程中，她，是最痛苦的一个。

我们总将眼泪和同情送给弱者，将所有能想到的坏话送给施
暴者，但不是每件事都能用好坏对错来直截了当的做出评判。
是非对错，总要在相对的大环境里才能更客观的做出评价，
可能在我们眼中的疯言疯语，于当事者眼里，却是句句在理
的大实话。曹七巧的一生，她用了自认为最正确的方式，别
人或视为卑劣，或视为可笑，但终是七巧个人的岁月痕迹。
我们对此的种.种评价都是苍白无力的。

当然，这些终究是张爱玲清冷的、最刺骨文字塑造的，她只
是把真相剥出来，不加修饰血淋淋地扔给人们看，这样的悲
剧可能还有，只是换了个形式，换了张皮，正如文中的这一
句：

“三十年后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
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七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写了一个大的封建家族中一个只
有名份但却出身低微、没有地位、不受尊重的女生的大半生，
她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主人公的名字
叫曹七巧，是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之因此能够嫁到姜公馆
这样的公侯之家，是正因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而且姜
家又出了很多钱。但嫁到姜家之后，她因出身低微，倍受婆
婆、妯娌乃至自已的丫环的蔑视和冷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
她心里喜爱小叔子姜季泽，但季泽却是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
于是本来要强、泼辣的她就愈发口无遮拦，疯疯颠颠，别人
也就愈瞧不起她。只有她的哥哥嫂子让着她，是正因向她要
东西。十年后成了寡妇的她分到了自已的公馆，有了家产，
她就把全部心力用在了护住钱财上，为自已带上了一套金色
但沉重的枷锁。为了钱，她撵走了有意找她的姜季泽，病态
地拆散了女儿的婚姻，故意在儿子、儿媳间制造矛盾。“三
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
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表面上看，曹七巧是被金钱迷乱了心性，变成了一个有
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的狠毒、绝情、病态的人，但其实
是她的人性被所处的环境逼迫、扭曲的结果，在当时社会中
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是与封建社会的根本相联系的。
作为女生(不仅仅是女生)，除了生存必需的物质外，男女之
爱是她们的基本需要。但身处没落公侯之家的七巧却连正常
的生理和感情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她生命中有三个男生：丈
夫、小叔子季泽、儿子长白。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在
她看来是“没有生命的肉体”，“要是能有点人气就好了”，
她无法得到爱欲的满足，甚至连她自已也弄不明白怎样会有
了两个孩子。姜家只但是是让她来侍奉他，她因此最终分到
了姜家的财产。

季泽是她心中爱着的人，喜爱到了身不由已的地步，但季泽
虽然在外面寻花问柳，可在家里却不敢太造次，只限于和她



开开玩笑，他有他的原则。分家后季泽来找她，向她做了表
白，但她却认为他是来骗钱的，不是真情，因此把他撵走了。
能够看出她的渴望除了性爱之外，还有情爱，但正因猜疑，
她放下了这种机会。我不认为作者只想表现金钱的胜利。

但此后，她抛弃了这么多所获得、保护的财产，就成了她生
命的唯一依托。从丈夫、季泽得不到爱，她忍受着情欲的煎
熬，产生了疯狂般报复的病态心理，对所有男女之爱充满忌
妒，包括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儿子长白成了她生命中唯一
的男生，她让已结婚的长白整夜陪着她通宵聊天，讲小夫妻
的性生活，最后逼得儿媳妇自杀身亡。与丈夫结合只是使她
获得了家产，季泽只给了她爱的煎熬，长白则在她的管教下
成了一个浪荡子，连同女儿长安，都成了她病态心理的牺性
品。她生命中的三个男生都不能给她爱，作为女生，她的一
生是可悲的一生。更要说明的是，这个“黄金的枷”，不是
她自已愿意戴的，是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最后她被金锁压
疯了，想摘也摘不掉了。

张爱玲关注人性，表现人性，《金锁记》写的就是人性受到
压抑以至扭曲的故事，小说充满了“人生味。小说没有痛诉，
没有反抗，只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八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批评
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
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年少曾读，
体会不深，近日重读，拍案叫绝，再三回味，越爱不释手。
我以为，和张爱玲其他的小说篇章比起来，这篇《金锁记》
可以说是张爱玲顶峰之作，无论从技巧上还是思想上，都能
体现张爱玲的天赋所在，寻常人是无法企及的。

张爱玲善于刻画女人，尤喜描写各色“坏女人”，《金锁记》
也不例外，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



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
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
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
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
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
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
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张爱玲把
它比作是一把金锁――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
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
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
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
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
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
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
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

张爱玲的小说受到传统小说影响很大，这篇《金锁记》尤其
明显，单从技巧上来说，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红楼梦》的
影子来。比如人物描写方面。写七巧，小说一开端并不直接
就写，而是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话点出，把这个家族的人
物关系和大致的情况都交代清楚，这和《红楼梦》借冷子兴
贾雨村之口道出荣宁二府的兴衰故事一样异曲同工。

在两下人的口中，道出了七巧的出身;然后再借二嫂三嫂的背
后冷言闲语，交代了七巧在家族中的低劣地位，因为她是平
民出身，而且直言直语，大家都瞧不起她。在一系列铺垫之
后，七巧终于出场，一开始就写她因为替二小姐云泽作媒，
气得二小姐哭，三言两语之下，完全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
七巧的独立个性，还把姜府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交代得相
当清楚。短短四五千字，完全是侧面描写，就把七巧的出身、
人物关系、人物形象交代得非常圆满清楚，张爱玲生花妙笔，
让我赞叹。

其实这种侧面交代的方法在小说中应用得很广。最妙一笔是



在后面，当写到七巧约准女婿童世舫见面，要拆散他们，在
童的眼中，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
在童的心中，印象是“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而小说在
写七巧老年的时候，一处都没有正面去刻画七巧的形象，而
到最后才借旁人的眼睛点出，妙笔如斯，再次叹服。

其外，小说跨度三十年，写人物和事情的变迁，《金锁记》
里面用的方法更是奇妙。比如小说最后，七巧把手上的镯子
往手臂上推，那镯子在年轻圆润的时候是丝毫推不上的，可
是到了老年，油尽灯枯，镯子能一直推上腋窝，这金镯子好
比一把枷锁，三十年的压抑和苍凉无奈，就在这一推之间，
纤毫毕现，实在是点睛之笔!

张爱玲在小说不断的提到“月亮”，月亮是苍凉的寂寞的象
征，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去看月亮，皆有不同感受，月亮
是人物内心变迁的见证，如开场时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
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下
去……”，这预示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模糊的状
月，象石印的图画”，这是七巧女儿长安眼中的月亮;“彰影
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个戏剧化的狰狞
的脸谱”，七巧眼中的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
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象是黑漆的天上的一个白太
阳”，是儿媳眼里的太阳。月圆月缺，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

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小说正是通过一
系列的戏剧冲突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
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人物不
幸的命运的开始。然后再通过七巧和妯娌间的矛盾、七巧和
三爷季泽的矛盾、七巧和儿女们的矛盾，一环扣一环，结构
严谨，故事，就在一幕幕矛盾中开展来。

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但是，骨子里还是
向往着幸福，她在寂寞的时候时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
的猪肉贩，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但是，想象终究



是想象，而三爷也因着她的狼籍名声而不敢沾染。在幸福丧
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

晚年的七巧不断的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不幸的
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
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
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
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
男人欺骗，这几近心理变态了……整篇小说，从表入里，从
正到侧，手法如此奇妙，七巧在张爱玲笔下，已然不是纸上
人物了，而是写得活了，这样的功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通篇读完，也许大多读者和我一样，非但不会对七巧种种变
态行经感到厌恶，而是会感到一种直彻心骨的苍凉的悲哀和
同情。七巧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子，年轻的时候，她也会
和街上的走贩眉来眼去，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同时她也是一个
十分善良的女子，你看她，尽管大哥把她带到火坑了，她后
来再见大哥，哭闹过后，一样塞了许多贵重礼物送给大哥带
回，这时她仍然有温情的;她的情人季泽被她骂走后，她不也
会躲在窗户背后看着爱人仓皇而去的背影吗?那时她心中还有
爱情，就是到晚年，她在某一瞬间也仍然怀念年轻时候的温
柔。这样，这个人物也活了，我们也对她丝毫没有世故的眼
光，她是可爱的，也是不幸的。

[金锁记读后感]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九

这是一个悲剧，一个女人的悲剧。她很可怜，因为她是受害
者，她也很可恨，因为她同样也是害人者。在她的头上有两
把金锁压制着她，对她来说既是财富又是桎梏，一是金钱，
二是权势。



她本该有幸福的生活，然而在那样的年代中，想要把握自己
的命运谈何容易？一条命不过多少钱财便可换去，人与人之
间充满的只是铜臭味的交易！

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只是
这身份便可料到她的悲惨结局了，因为她被迫嫁入了没落大
族姜家，她的丈夫是个从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是“没一点
人气”的，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她那个只知道攀附权贵的哥哥，
七巧本出身平民，但突然地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
建家族，这注定就是一个悲剧！

嫁入姜家后，她处处遭到排挤和冷眼，在这个家族中，她的
地位是很低劣的，大家都瞧不起她，都对她冷言闲语。其实
七巧自己也知道很多人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
些，“倚在兰仙的椅背上问长问短，携着她的手左看右看，
夸赞了一会儿她的指甲”，最后也只闹得自觉无趣。

哪怕这样，在七巧的骨子里还是向往幸福的，因为她曾经是
那样大胆地追求着她的小叔子季泽，但也因此弄得声名狼藉，
而季泽也因她这样的不好的名声而不敢沾染，她所期盼的幸
福最终还是丧失了，彻底地丧失了。她现在唯一所求的便是
独立，真正的独立！

后来老爷和丈夫相继死后，她终于脱离了这个封建家族，没
有往日那样的压抑，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而她的后半
生依旧是不如意的，当时那个她曾托以爱情梦想的小叔子来
找她，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她的钱，并不是她的爱情。表面
上她是如此耀眼，可是谁又懂得她内心的苍凉？她实在是气
不过，于是便将心中的苦闷都发泄在了她的儿女的身上，因
为此时的她已经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有的只是妒忌，只
是怨恨，于是便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以祭奠她已消逝的梦想。
最终她逼死了自己的儿媳，拆散了自己的女儿与准女婿，她
让她的.子女们都成为了她病态心理的牺牲品。



《金锁记》写的是一个关注人性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人性受
到压抑甚至因此而扭曲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痛斥，没有反
抗，只是按照顺序这样写了下来，却满满地溢着苍凉与悲哀。

对于七巧，我是又爱又恨，因为她曾经也是一个敢爱敢恨，
充满梦想的女子，但是她也是一个乍富，虚荣，鞭笞情欲的
魔妇，她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放在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供台
上血淋淋的祭品！她的悲剧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社会
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那种潜在的苍凉是看不见，摸不到的，然而这种苍凉却是真
真实实存在的，那样的曹七巧，那样的命运，回味无穷，让
人难以释怀。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读后感篇十

她，曹七巧，原本是一个小小麻油店的女儿。却因为家人利
益熏心。被迫嫁给了身有残疾的有钱少爷。被所有人认为的
高攀。她一个女人又有什么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呢。就这样
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家族中，便注定了她悲
剧的命运。

是钱，将她推入深渊的。

在那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中，她处处受人白眼与排挤。甚至连
家中的下人也瞧不起她。但她任然为自己的权益不断反抗斗
争着，这使她在别人眼中更加臭名昭著。

10年后，丈夫与婆婆都死了。苦难熬出头了。她挣到了属于
她的家产。搬出姜家自立门户。然而，在腐朽封建家族的大
染缸中浸泡了这么久的七巧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十七八岁活泼
开朗的姑娘，不会再高高挽起大滚打滚的蓝夏布衫绣，露出
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她曾经渴望正常的爱，然而如
今戴上了这黄金枷锁的她，早已经迷失本我。



首先，她是因为钱才被迫嫁入姜家的，具金钱情节。所以她
认为人都是靠不住的，眼里只剩下钱。为了钱，她成为一个
不折不扣的枷锁奴隶。深入骨髓的黄金枷锁将她压的透不过
气来。只有不断地发泄，报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变得
越发自私，残忍，恶毒。

她曾经爱着的姜家三少爷，在分家后找她，也被她疑心他是
为了钱而将过去十年的爱恋推开。

对于自己的一双儿女，她的手段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她让长
安变成了她的复制品，这辈子也得不到想要到的幸福。在长
安30岁好不容易得到幸福之际，却将女儿吸xx有烟瘾暗示于
想要娶她的他，使女儿最卑微的愿望落了空。

对于儿子的占有欲也惊人。害怕儿子去了媳妇忘了自己。竟
然让新进门的儿媳独守空房，还要千方百计探听闺中密事，
并以此为乐羞辱折磨儿媳将她逼死。

金钱，扼杀了人的情欲，甚至可以斩断血缘亲情。

悲剧呵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