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x的献身读后感 嫌疑人X的献身读
后感(大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x的献身读后感篇一

确实是献身，为了隐瞒一桩命案居然去用另外一桩命案掩盖，
确实也是十分有逻辑的推理，看完知道真相时，心里还挺堵
的。

也只有和他如此契合的汤川才能明白他所做的一切，汤川推
理出命案过程后也是十分纠结的吧。失去挚友揭发命案？还
是，保全挚友对命案视而不见？幸好石神替他做了决定。

我对于靖子没办法有太深刻的评价。对于渣男前夫，杀了他
虽然内心后悔但也有一丝解脱。对于石神，因为他的帮助所
以要感激却不能再与自己喜欢的人接触，无疑也是可悲的，
最后还是要为自己犯的错做出回应。

石神对于靖子的爱是源于一见钟情，对于石神来说，靖子就
是他的光和世界，他所做出的献身好像又那么理所应当，最
后他希望靖子忘记他追寻自己的'幸福这又体现了他无私的爱
意，哪怕之前他对于靖子与他人接触而产生嫉妒做出的种种，
在他决定奉献自己的后半生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x的献身读后感篇二

确实是一本好书，但是没有给满星，因为这四星是打给作为
悬疑小说的这本书。但如果同时作为悬疑和情感两者来说，



那将会是五星，一星半给推理，三星半给情感。

读书少，到现在只读了三本东野圭吾的名作，个人感觉一件
事，就是东野的水平可能并不是真正体现在逻辑推理方面的
严密出奇(虽然我承认他在很多情节的设定是非常非常出色，
别出心裁的)，而或许是体现在对于人性，情感的考量与发掘。

就比如在刚刚阅读完白夜行后，最大感触并不在侦查破案
上(案子可以说也没有真正告破)，而是在对于男女主曲折的
经历以及较为扭曲的人性之上，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些质疑，
觉得这可能只是比较悬疑，但并无太多的逻辑推理(说真的真
想感受单纯逻辑轰炸还是福尔摩斯)。本书较白夜行在作案手
法的设计上确实加入了很多逻辑推理，特别是石神与汤川相
互博弈(毕竟其他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上)，但读着读着特
别是临近最后感觉自己的心思或多或少已经不在案子本身上，
特别是最后揭开真相的时候，甚至没有过多的为石神的智慧
惊叹，反倒是对他的惊人选择而唏嘘不已。个人见识浅薄，
不敢说从东野塑造的人物性格形象上能理解分析出什么，也
不敢对他们的'做法做过多评价。

只能赞叹他在塑造时的智慧。这或许也解释了我读完解忧杂
货店后的疑团:为什么一个以推理小说为代表的知名作家会写
这样一部如此细腻的情感小说，还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或许
是因为东野本身可能就是更擅长解剖人性吧。

x的献身读后感篇三

这应该是今年读的最后一本东野圭吾先生的大作了，读这本
书其实也只花了两天的时间，我真的是那种一看开就不愿意
停下来的人，一直到自己读完。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爱情这个事情，真的是没办法勉强的，
即使是身为天才的达摩石神又怎么样，也无法去推理爱情是
个什么模样。他可以用尽计谋去保全自己心爱的人，却无法



让靖子喜欢上他，他看着玻璃门里自己的倒影，也只能深深
地叹息。汤川看穿了事情的真相无疑是令他走向最后一步的
原因，但是靖子有意与工藤在一起，也一定是他毫不犹豫走
向最后一步的原因。我相信石神还有别的后手，如果没有工
藤的出现，即使汤川看出了事情的真相，他也一定会做其他
的努力，用其他的底牌去应对。正是由于他无法接受靖子和
工藤在一起，他妒忌，他难过，但理智告诉他靖子中意工藤，
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他宁愿自己一人处于囹圄之中，用思念
和对数学的热爱去度过自己的余生。他不怕身负跟踪狂的骂
名，世俗的眼光对他来说，不值一提。但是当他在监狱里看
到靖子那一刻，他崩溃了，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付诸东
流，让他更加难过的是，他的女神最后还是要接受那个他不
能接受的结局，那就是他的.天使，他生命的希望之光，却会
在上面涂上一个污点，这才是悲剧（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
毁灭给别人看），是他崩溃的根本原因。

靖子真的是不喜欢石神，从头到尾，我没有看出一点点的喜
欢，她甚至有些害怕石神，害怕石神能够掌控她的命运。在
她知道真相以前，石神和富悭甚至是没有太大区别的，石神
将她拯救出苦海，却也掌控了她的生活，她很反感。靖子不
喜欢石神，没有感觉这个理由就已经足够了，爱情是一点勉
强不得的，即使是最后靖子知道了石神所做的一切，靖子也
只是感动，她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可以让石神为自己做到
这个地步（爱情本身便是不讲道理的，只问你愿不愿意，不
能问你值不值得）。她可以接受和石神一起赎罪，但是如果
说要她嫁给石神，我想她是不愿意的。与其说是不愿意，其
实更有可能是不敢，石神这样的人，也确实是太可怕了。能
为了掩盖一件杀人案而去做下另一个杀人案的人，真的是太
可怕了。就像汤川说的那样，只要是符合逻辑的，杀人他都
不会眨一下眼的，技师就这样被牺牲了，他是多么无辜~石神
这样的人，更适合和汤川先生一样在研究所里做研究。遇到
爱情，既是石神的幸运，亦是他的不幸。



x的献身读后感篇四

最近一直在看东野圭吾系列的书，刚看完《嫌疑人的献身》，
深有触动。这本书讲述的是一起谋杀案的调查过程，石神为
了他所暗恋的心爱之人——花岗犯下了谋杀事件。

石神是一名高中老师，一生热爱数学，但现实残酷，他没有
办法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研究当中，连温饱的工作也面临危险。
对石神而言，花岗是他活下去的信仰。

花岗因为前夫的骚扰，和女儿一起失手杀了前夫。不巧这一
幕被石神看到，他主动提出帮助她们母女处理尸体。花岗考
虑到女儿还小，便同意了毁尸灭迹，石神用自己的学霸高智
商让案件调查起来与花岗母女没有任何关系，让案件变得毫
无头绪正当准备结案时，汤川出现帮忙破案。

在破案的过程中，花岗的嫌疑逐渐洗清，生活越来越好，还
有了喜欢的人。而石神嫌疑却越来越大，最后自己自首了。
但汤川找出了案件的真相，原来，石神为了掩盖花岗的杀人
事实而将一个流浪者杀害了。把真正的花岗前夫的尸体毁灭
了，用流浪者的尸体代替了花岗前夫的尸体，正因为如此花
岗才有了不在场证明，洗脱了嫌疑。

看到真相的时候，我很震惊，原来爱一个可以爱到这种地步。
虽然只是故事，但石神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选择谋杀了另外
一个人并且他从未想过得到花岗的爱，他这么做只是希望花
岗的下半生能够安稳幸福的过。

东野圭吾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纯粹的爱情，
最好的犯罪。

当然并不是说赞同石神的做法，只是想到有如此纯粹的爱情，
让人觉得特别的伟大。但愿，感情里少点套路，多点真情。



x的献身读后感篇五

读东野先生的书最后惊叹我的都不是小说中犯罪的手法或者
案件的架构，萦绕心头的.都是水落石出那一刻展露的人性，
之前看过一句话，永远不要轻易的评判一个人，因为你不知
道他经历了什么。人性也是这般复杂的，他赤裸裸的被展现
出来，我们会惊叹会诧异会惋惜会痛苦会谴责……无论什么
反应，我们都应该学着去看的平淡，因为我们不是他。

爱一个人真的是很美好也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就那么不可思
议的陷了进去，无法自拔，倾尽所有。我一个人的爱情，一
个人的义无反顾，像极了爱情啊，我爱你是我的事，我开心
也好痛苦也好，与你相关但与你无关。

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经历着种种，我也常常在思考，我的
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但活着本身就是意义啊！活着真的不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也不复杂。书中的那句我们活着本身
对其他人而言就是一种意义真的很温暖，我们要好好的生活
呀。

x的献身读后感篇六

推理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几乎是我一口气读完的，在阅
读过程中，紧凑的布局，紧张的情节以及波澜起伏的悬念几
乎令我无暇呼吸。

打开小说的第一页，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景象：一个高中数学老师、他在上班的路上、沿途的废品
回收站、便当店等等。如果不是在东野圭君的笔下出现这一
切，那么这些普通的事物，也只能是平平常常的景物描写，
除了交待交待环境以外别无他用。但在《嫌疑人x的献身》当
中，随着情节的逐渐深入，简单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乍一看不相干的事物也会与情节逐渐产生联系，并且最终变



得密不可分。当读者终于绞尽脑汁，或是由作者的引领下，
在震惊之余，满心欢喜的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或是猜到足
以说服自己的谜底时，却完全被东野圭君这个家伙给骗了。

作为一部推理小说，能把故事中的谜题设置得如同一道高难
度数学题，应该可以算是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同时，这么做
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东野圭君先生就像明知这一点，而非要
挑战一番一样，偏要在故事中展现一位数学家与一位物理学
家的巅峰之战。先不说这需要多少理科方面的常识以及何止
高度缜密的思维，单凭这一勇攀高峰的精神以及作为推理小
说家所特有的魄力，就足以令人折服。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爱伦坡一样，把小说写得像散文、像诗歌、
写成唯美的哥特风格。既然不能，就不如写得干脆一点，凝
练一点，大刀阔斧、开门见山。这样写也才尽显本色。初读
《嫌疑人x的献身》时，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语言直白。有时
候直白往往是最有效的，尤其在需要以交待推理过程、铺设
悬念、揭晓谜底这样一些列的活动之中。这就好比，去健身
房用最简单的.杠铃来训练相应部位最有效；服装当中，单纯
的黑色永远都是长青色一样。

对于人物的刻画，东野圭君可谓是惜墨如金，生怕有一点累
述。文字虽少但却足够给人物一个标志性的描述，比如对小
说的主角石神的描写，只用了“圆脸”两个字。而且在线索
中，这个圆脸的特征恰恰引起了另外一个主角——石神的对
头汤川的注意。人物的外貌描写可多可少，在某些作品中，
对人物的描写可以用到整整一页纸，但读到后来，依然记不
清这个人的样子。这就充分的说明一点，文字描写再形象，
也不可能像还原照片一样。所以，与其大张旗鼓的对人物进
行外貌描写，不如抓住几个显著的特点，在读者心中“立竿
见影”，过目不忘。我觉得东野圭君对这一点的把握恰到好
处。

小说的结尾不仅令人惊叹，也让人多少有些遗憾。这种遗憾



主要来自对书中人物的同情，不过在同情的同时，也能看出
作者对事物因果关系的一种客观理解，即杀人偿命，天经地
义。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又透露着作者对主角的推捧，其中也
不乏用警察的失败作为衬托。

“你的头脑……你那聪颖过人的头脑，却用在这种事情上，
我感到万分难过。我永远失去了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对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