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与黑的读后感 红与黑读后感(精选5
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红与黑的读后感篇一

闲来无事，那就看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最好
的精神食粮，。书能带给我们无限乐趣和精彩的故事。《红
与黑》男主人公，出身低微，年轻英俊，智慧过人。他崇拜
那破论，野心勃勃，渴望通过个人的奋斗跻身于上流社会，
这是他的梦想。少年时代，他也常遐思万千，希望有朝一日，
能有幸被引见该巴黎的美女，以自己什么辉煌的事功博得她
们的青睐。这个想法使他在痛苦中——他把自己的痛苦想得
很深重——深感蔚籍时，在高兴时则倍加欢快。

几经周折，他终于在维璃叶市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同时也
感受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于是男主人公于连与维璃叶市
市长的夫人瑞那发生了恋情，被揭发后，于连远走他乡……
年轻英俊的于连又走桃花运，与富甲一方的——拉穆尔候爵
的千斤订婚。天啊，这是于连做梦都向往的生活，他将拥有
贵族的身份、地位、名誉、还有娇美可人，性情高傲冷漠的
妻子……他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就在此时此刻，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将要降临，迷恋他的瑞
那夫人，竟然告发了他，他不怕功亏一篑，泻世报仇，枪击
了瑞那夫人，结果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命运真让人不可琢
磨，于连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就在自己拼命努力
争取一切荣华富贵的时候，就在自己为得到这样的生活感到
幸福时，从天而降的大祸无情的带走了他的生命和一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于连看到了上流社会的
污浊，他憎恨资产阶级的污和财富，蔑视贵族阶级的权威，
同时也幻想自己能当维璃叶市市长，一定让公道、政，得到
胜利，然而广场的尔虞我诈，也使他深受影响，因此当梦想
与时的时代，社会，背景发生冲突时，他的梦想也随之破碎，
命运的转折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命运就是生命中一切必
然性和偶然性的总和，于连则是１８３０年时代的悲剧英雄。

红与黑的读后感篇二

司汤达的《红与黑》是一部让我深深震撼的外国名著。学生
时代读这部书，就对“于连”这个人又爱又憎。最近空闲时
再读这部书，“于连”又触动了我的心灵。

一个出身卑微、到处受人歧视的锯木厂工人的儿子，如何在
等级意识浓厚的社会里出人头地？靠个人的奋斗，靠不择手
段，从小城市市长家的家庭教师，做到巴黎侯爵的秘书，甚
至获得市长夫人与侯爵千金的爱情；由于他的神学造诣与谨
言慎行，渐渐得到别人的重视……在拘谨的外表下，他的心
中充满对英雄的崇拜，对贵族的憎恨，以及想出人头地的野
心。他一步步走向名利之路，也不时和自己内心的矛盾作战，
最后在接近成功之时却走向了毁灭……作家以高超的心理描
写手法，给我们形象地展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平民
人物于连由奋斗、抗争到毁灭的心路历程。

掩卷沉思，不由豁然开朗：于连的悲剧，是一个不合理的社
会必然产生的的悲剧，也是他个人奋斗的悲剧。在那样的社
会里，他的命运是注定的，上流社会怎么会允许他这样一个
平民子弟进入？他的命运早就注定，是由他矛盾性格决定了
的。

于连一生的遭遇，有着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可以给我
们以很多启示。现代社会中，也有许多“于连”式的人物，
他们有勃勃雄心，但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生活和精神



的重压下，有的人精神失落了，有的人终日烦闷痛苦，有的
人则成了危害社会的恶魔。人要是没有生活目标，没有一个
理想，就会失去人生的动力。但是对权力和优越物质生活的
过分追求必然毁灭他们自己，即使他们会成功一时。根本原
因在于这种性格特征的人不可能从生活中获得幸福与满足；
他们的性格是畸形的，欲望不满足会痛苦，满足了则会无聊，
他们的人生就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徘徊。

另外，于连的悲剧还展现了作为物欲时代象征的金钱、权力、
名声……等对人性的侵蚀，对人的灵魂、信仰的腐蚀。于连
没有信仰，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对于于连而言，“上帝
死了”，有的只有自我。信仰的丧失，它一方面意味着个体
解除了一切束缚，实现个人理想成了人生最高的奋斗目标和
生命生存的唯一意义；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私欲膨胀，
内心痛苦，矛盾重重。由于生命存在没有价值根基，灵魂无
所归依，因此，人生必然危机四伏。于是，在于连的生命体
验中，他经常痛苦地徘徊在自尊与自卑、虚伪与正直、禁欲
与放纵、反抗与妥协等相互冲突的道德情感的怪圈之中。而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状况依然存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动荡
变革的社会，每个人都有着向上的目标，而金钱、权力、美
色……这些东西依旧在时时刻刻引诱我们。个人如果没有足
够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很容易就为之所引诱，走上歧途。在
没有任何精神信仰支撑的情况下，人想要支配物质，而结果
往往是被物质奴役，这就是现代人面临的生存的困境。

尽管年代不同，地域不同，可人的本性却是相通的。在这个
崇尚个人奋斗、崇尚成功的时代，在于连身上，我们每个人
似乎都能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让我们一起在读《红与黑》
中感悟人生、明辨是非，从中获取精神力量。

红与黑的读后感篇三

暑假快过马上要开学之际，我抓紧时间看完了《红与黑》这
本司汤达死的世界名著。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陷入沉思写



一些读后感。看完《红与黑》之后，我却无从下笔。

“红”与“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陷入迷茫。也许，这本
书对我一个中学生来说，书中的思想与内涵有点深奥。

“红”是什么？“黑”又是什么？我问爸爸，爸爸也不确定，
爸爸只是告诉我一些参考的建议。红也许代表着当时先进的
资产阶级自由思想，黑也许说的是落后的教会贵族的利益。
也有下面一种说法：红与黑是连在一起解释的，说的是于连
的低微的出身和他想挤入上层社会的矛盾。

我了解了这些解释之后，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真的不知道这
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或许什么都不是呢，或许是作者的一时
兴致想到的胡乱的短语，这些全都无可揣摩，无可知的。但
有一点，红不是黑，黑也不是红，红和黑都坚信自己的优秀。

读了《红与黑》，我还是不明白红与黑的的含义。

红与黑的读后感篇四

红与黑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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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红与黑读后感，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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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主人公于连出身卑贱，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又有着
杰出的智慧。



在于连十九岁那年被市长聘为家庭教师，不久，和市长夫人
恋爱，事情败露后被迫到神学院投靠神父。

后来在教派斗争中神父失败，于连也不能继续留在那里，于
连又被介绍给宫廷大臣当秘书。

从此，于连打开了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

于连十分能干，受到侯爵的赏识，为他发了勋章，于连因此
参加了贵族们的反动会议，甘愿为贵族效劳。

与此同时，于连也得到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爱情，并迫使
侯爵承认他们的结合。

正在这时侯爵的政敌想方法让市长夫人写了一封揭发信，侯
爵接到信后断然否定了自己女儿和于连的关系。

于连气愤之极，枪击了市长夫人。

尽管玛蒂尔德等人竭力营救，于连任被判处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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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

所以他日后能跻身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

什么是幸福，怎样得到幸福，是困惑着人类几千年的问题，
也同样困惑着于连。

在他心目中，幸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只是在他的心计、在
他的警觉、在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当中
的。

他因为第一次摆脱了父兄的虐待而幸福，为德·莱纳夫人面
前履行“某种责任”而幸福，为骄傲的玛蒂尔德在自己面前
屈服而幸福，为一次次地发迹而幸福得要命。

他渴望幸福，渴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渴望飞黄腾达，他
发誓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他想要拥有尊贵的地位，
众人的钦羡。

为此，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作战计划”，使出各种卑鄙、
虚伪的手段，这一切都使他超人的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

但他毕竟内心还保留着真、善的一面，所以在每每幸福之时，
他又会扪心自问，陷入深深的自责。

因此，他的计划又总会漏洞百出，总会让人怀疑。

不难发现于连的这种幸福标准是以社会和他人标准为标准的，
是为了追求他人和社会的承认。

实际上，他并没有获得多少快乐和幸福，反而使自己时时刻



刻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感受不到踏实、安定，仅仅是自己
告诉自己感觉到“快乐的到了极点”，兴奋地跑来跑去，就像
“野心家实现后的狂喜”，只是片刻激情而已，剩下的就是
想紧接着应该怎样制定并实施下一个计划。

这些所谓的幸福仅仅是表象而已，暂时的满足，暂时的安慰，
于连为了表象而牺牲了本质，迷失了自己。

当他得知德·莱纳夫人的一封揭发信断送了他的幸福，把他
历经千幸万苦打开的通往上层社会的门无情的封锁时，他想
到了报复，他选择了最直接、却又最愚蠢的方法——结束了
德·莱纳夫人的生命，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在监狱中的那段时间，使于连想了很多，他从自己禁锢的思
想中解脱出来，从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精神的自
由，获得了灵魂的重生。

他脱下了往日一切伪装的面具，找到了迷失的自我，也找到
了最真实的幸福。

他放弃了逃跑和上诉，能够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坦然地
面对死亡，安静的等待死后的再一次轮回。

作为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并没有从概
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

相反，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望的执着追
求与追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大
概也是《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对于书名人们曾经也引起了一番争论，通常，人们认为书名
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古年代的
僧侣黑衣。



也有人认为，“红”是德·莱纳夫人的鲜血，“黑“是玛蒂
尔德的丧服;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
人生的游戏等。

我想红色是否还可以象征于连对人生的不懈追求，而黑色就
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奔波，却不理解
自己存在真正意义、真正价值的生存状态吧!

在社会现实重重阻碍而又想要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
缩或是反抗。

那些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缩者，他们
享受着平庸的生活，最后却难逃社会进步被淘汰的命运。

能不断地树立人生目标、决心要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
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

这个时代显然使不欢迎虚伪的言行、卑鄙的手段，但仍然需
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

我想，在人们一味的批判社会的黑暗、同情于连成为社会的
牺牲品时，是不是也该想想于连的反抗精神。

我们是否也应该在“戴着脚镣跳舞”的同时，培养适合自己的
“反抗精神”。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
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
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

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
究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着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



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
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
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

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
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

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
心的人的“灵魂辨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
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
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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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
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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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

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
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

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
样气概的反抗者。

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需要对生
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

这样，于连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



就有了对当今社会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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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
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

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
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

当有人提及《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
面加上一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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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和复杂。

对此，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
人利益的悲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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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不错，但不如说
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

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
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矛盾本质。

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

他虽出身卑贱，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又有着杰出的智慧，
所以他日后能厕身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

什么是幸福，怎样得到幸福，是困惑着人类几千年的问题，
也同样困惑着我们的于连。

在他心目中，幸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只是在他的心计，在
他的警觉，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当中。

他为第一次摆脱了父兄的虐待而幸福，为德。

莱纳夫人面前履行“某种责任”而幸福，为骄傲的玛蒂尔德
在自己面前屈服而幸福，为一次次地发迹而幸福得要命。

他渴望幸福，渴望飞黄腾达，他发誓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
腾达。

为此，他制出了一个又一个“作战计划”，使出各种虚伪手
段，他超人的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



但他毕竟是个好苗子，所以在每每幸福之时，他又会扪心自
问，深深自责。

因此，他的计划总会漏洞百出，总会让人怀疑。

我们不难发现于连在这种幸福的标准是以社会和他人标准为
标准，追求他人和社会的承认。

实质上，他并没有获得多少快乐和幸福，反而使他处在一种
紧张状态，仅仅是感到“快乐的到了极点”，兴奋地跑来跑
去，一种“野心家实现后的狂喜”，只是片刻激情而已，剩
下的是想着紧接着应该在制定一个计划。

这些所谓的幸福仅仅是表象而已，于连为了表象而牺牲了本
质。

当他以为德。

莱纳夫人的一封信断送了他的幸福时，他想到了报复，最终
被投进了监狱。

在狱中反而使他从社会的束缚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

他卸下了往日一切伪装和面具，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也找到
了本质的幸福。

他放弃了逃跑和上诉，能够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坦然地
面对死亡。

对于于连的爱情，我们同样怀着强烈的兴趣。

因为于连的成功幸福既而毁灭都与他的爱情紧密联系着的。

他的两个恋人——德。



莱纳夫人和玛蒂尔德伴着短暂而奋斗的一生，所以不妨分别
来看看于连与两个恋人的恋情。

于连和德。

莱纳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对她的诱惑。

起初，他只是在履行所谓的“责任”，这是一种对贵族老爷
的报复，一种虚荣的满足。

但是德。

莱纳夫人的善良、淳朴、温柔深深地打动了于连。

一段时间，他疯狂地爱上了德。

莱纳夫人。

可惜这颗爱心又很快被种种野心占有了，直至最后才又复燃，
爆发。

进入大学后，就想多读几部名著，但往往都是一本书开个头，
或看看内容介绍，知道点大概就算是读完了。

学校读书节一开始，我就决心读一本名著。

之所以选择《红与黑》，是因为看萌芽上的《玛格丽特》的
作者对这部书非常之欣赏。

文章主要写的是下层平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在那个动荡
的年代，他的野心膨胀和破灭的悲剧。

书名《红与黑》，有人说红是代表拿破仑时代的军服。

黑是代表王政复古年代的僧侣的黑夜。



在我看来红是于连那颗不甘寂寞的心，黑则是那个时代黑暗
的社会现实，最终黑夜熄灭了人们的热血。

全文的骨架是以于连从一个立志当大主教的外省平民，阴错
阳差的成了当地市长的家庭教师，却在这期间和女主人
德·雷纳儿夫人发生了恋情，当他沉浸在“占有的欢乐”的
时候，却被无耻和粗鲁的瓦勒诺给告发，不得不远走他乡，
来到了修道院，在贝桑松他把身边每一个人都当做敌人而最
大的敌人就是比拉尔神父，当比拉尔神父离职的时候把他介
绍给德·拉莫尔候爵做秘书。

候爵府中和玛蒂尔德小姐产生了感情，随后恋情被候爵知晓，
在马蒂尔德小姐的苦苦哀求之下，候爵终于松口承认他们爱
情。

可是这是于连的初恋情人德·雷纳尔夫人在有心人的唆使下
诽谤了于连。

眼看着爱情即将破灭，野心也随之破灭，于连回到韦里埃，
一怒之下朝德·雷纳尔开了两枪，被判死刑。

在监狱中大彻大悟光荣的死去。

看后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于连的两场爱情：一个是与德·雷
纳尔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另一个是与马蒂尔德小姐的“头
脑的爱情”。

第一段爱情开始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诱惑，而于连仅仅
是想完成一个对贵族老爷们的报复，和满足他的虚荣心，所
以他决定要在这个女人身上“取得成功”。

可是后来被德·雷纳尔夫人那颗善良，温柔，单纯心所打动，
他疯狂的爱上了德·雷纳尔夫人，可是这颗心不久后被野心
所占据，他几乎忘记了他，直到最后才爆发。



他才猛然醒悟他说到;“从前我们在韦尔吉树林里散步的时候，
我本来可以获得无穷的快乐，但我却让强烈的野心把我的灵
魂带到幻想之国里去了。

你那迷人的胳膊就在我的唇边，我没有把它紧紧抱在我的怀
里，我对未来的幻想，把我从你那里夺走了。

是的，要是你不到这监狱里来看我，我到死也不知道什么叫
幸福。”

另一个和马蒂尔德小姐的恋情，则是开始于彼此的不屈服，
骄傲。

可以说一场征服与被征服的爱情。

马蒂尔德小姐是一个出身高贵的，聪明的，高傲的，美丽的，
如王后一般的女子。

她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中的爱情的女人。

于连就被她所有的一切给吸引住了。

同时，由于于连在马蒂尔德小姐面前的骄傲，自尊心和对她
的不屑一顾，也有于连的才情。

得不到就是最好的。

当双方某一个屈服了，那这个人就会受到折磨。

最为好玩的是科拉索夫亲王给于连设计的一连串计划，使我
们看这个建立在嫉妒上的爱情。

在最后虽然妈蒂尔德小姐放弃了地位，为于连四处奔波，可
我还是觉得那不是爱情的原因，那是她由于“被一种并不缺
乏英雄注意的热情所燃烧着”，她甚至还想到“巴黎客厅里



的人士，看见我这样身份的姑娘，崇拜一个行将被判死刑的
情人到了这一地步，他们将怎样议论呢?象这样的感情，必须
回到英雄的时代才找得到”，这说明我们可爱的小姐还没走
出她那幻想，直到最后她抱着于连的头颅把它安葬，我觉得
那只是对玛格丽特王后的模仿，那是印在她脑海里的东西无
法忘记，她把她哥哥叫做阿尼巴尔，自己则叫马蒂尔德·玛
格丽特。

在狱中的于连还是选择了德·雷纳尔夫人，我才觉得于连并
不是一个没有人性的野心家，他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当他在
瓦勒诺家中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出。

可是光凭善良是无法在那个社会生存的，所以他学会了伪装，
他在贝桑松的时候学会了这一切。

他有野心，那是因为他有学识，他有一颗强烈的自尊心，他
不甘屈尊人下，有人说过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
一个有能力的人就非得很平庸的过一辈子吗?他要追求幸福，
当他在木材场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看喜欢的书，当他踏入市
长家中的时候，他就开始被那个肮脏的社会给染色了，他那
时才快满十九岁。

他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只有他在征服德·雷纳尔夫人的时候，
当他完成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候，当他看到马蒂尔德小姐在
他面前屈服的时候，当他当上轻骑兵中尉的时候，他才感到
幸福。

可是随后又会自责。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责怪于连，我们要痛恨的是那个社会。

当于连被德。

雷纳尔的一封信给毁掉幸福，他要报复，他入狱了，入狱让



他远离了社会，使他卸下了伪装，这时我们才看到真正的于
连，他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寻找象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那样心灵的
爱情已经很难了。

我从书中只学会了要珍惜爱情。

我也没有那么伟大的报复去控诉这个社会，只是希望大家还
能报有一些幻想。

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并没有从概
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

相反，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
求与追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
《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红与黑的读后感篇五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主人
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为线索。于连是一个木匠
家庭出身的富有才干的青年，他嫌恶自己贫贱的出身和低微
的地位，向往上层社会生活。后来他借助个人的努力与奋斗
跻身了上层社会，他于十九岁时到了市长家里当家庭老师，
与市长夫人产生了暧昧关系。在上流社会中他看到官场的 欺
诈，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学会了迎合和口是心非。后来
到了巴黎又受到侯爵赏识并且赢得侯爵小姐的芳心。然而当
他扶摇直上之际，贵族阶级和教会狼狈为奸，对他设下圈套，
威逼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信，侯爵因此取消他和小姐的婚约。
于连愤怒之下，向市长夫人射击，市长夫人虽未致命，他却
因此被处死刑，最后上了断头台，结束了短促的一生。作者
通过于连的生活道路，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宗教和贵族统



治下法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强烈地抨击了教会的黑暗和资
产阶级贵族的卑鄙腐朽。

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一心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物。他拥有惊
人的记忆力和一些才华，当然他也有一副美好的面容。如果
他是一个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的人，那他会和同他的阶级一
样的人过着平淡但安稳的日子。但他不是，他为自己的地位
感到自卑，为跻身与他地位完全不同的阶级里，他付出了多
大的代价，他得时刻注意他的言行，以便伪装自己，明明看
不惯身边的人，还装作顺从，而且大部分时间他都失去了自
我。时刻怕被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藐视。我认为与其说于连是
个人主义野心家，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
的人。他将本来雄心的抱负引入歧途，其奋斗之路更像一条
自我毁灭之路。

书中法国正是七月革命前夕，统治者剧烈交替的变动时代。
在这个完全没有选择的时代，于连要么继续做一个木材商人，
要么就用野心取代自己原本善良的内心向上攀登。其实，一
个人不管他所处的地位多么的显赫或多么的卑微，只要做好
自己就可以了，何必歧视自己的所有，为了追求心中的目标
而竭尽全力，急于求成，不择手段呢？但不幸的是，现实中
大多数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像于连一样，对当下的痛苦不能自
拔，沉溺于自己臆造的幻想中，对他人已获得的成就虎视眈
眈，并嫉妒仇恨之;同时不愿通过自己的人生努力和正确的道
路去奋斗，急于求成。这些人就如同于连，膨胀的欲望使他
们双眼蒙蔽，伤害他人更毁灭自己。

《红与黑》是一本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但我得到更多的是人
生方面的收益，于连身上的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去深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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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时
代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



活乏味的人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
进所淘汰。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
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当然我们不应该像于连那样以
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仍然需要用正确的道路和对生活的热
情来不断走向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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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事事都达到公平是不可能的，我们需
要学习于连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同时别忘了自己的良心，去
理解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的生存状态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