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爱玲的小说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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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张爱玲的小说读后感篇一

我看来，沉香屑———第一炉香听起来似乎是文绉绉的，但
又觉得很有文学味儿，可又仅凭着题目猜不到有什么故事在
里面或者说联想不到什么。

在这之前虽也拜读过张爱玲的几篇作品，可能是因为那时还
小或是读的书不够多或是对张爱玲的生平还不够了解，或
者……总之，不能理解作品中的真谛，也看不出作品中的深
刻含义。或许向大家说的那样只是看热闹，看故事而已吧!下
面谈谈我对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理解吧。

故事虽说是短暂的，但可以说人物是丰满的，如：葛薇龙的
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她内心变化的细致描写。

篇幅虽说是短小的，但细节描写是充实的，如：文中的景物
描写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写。

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感觉到了“荒凉”。有眼前自然景色
的荒凉，有内心世界的荒凉，有社会现实的荒凉。社会现实
的荒凉在这篇文中的体现便是葛薇龙与梁太太(她的姑妈)以
及乔琪与她的复杂的情感的描写。

开始葛薇龙是一个上学的学生，在搬到梁太太家后逐渐成为
了姑妈交际场中的小有名气的交际花，梁太太为了自己的贪
欲甚至还有复仇心理而把薇龙变成了自己的色饵。可在不知
不觉中薇龙慢慢的习惯了这种生活，到最后甚至不愿离开香



港而回到上海老家去。在文中最悲哀的或许是：起初薇龙是
个有上进心的知识分子，而后的堕落虽然跟梁太太的耳濡目
染是分不开的，但究其根本似乎是在葛薇龙自身。因为物质
生活世界充满了诱惑，普通女孩所憧憬的“首饰、洋房、汽
车”她在不经意间全得到了，而社会地位好像也随之提高了
很多。这或许就是人性的弱点———永无止境的贪欲、虚荣。
尽管后来她知道了自己已成为姑妈的色诱工具，而且知道了
堕落的危险。可理智在诱惑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更何况薇
龙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二十几岁的姑娘。

再说乔琪与梁太太家的几个小丫鬟……乔琪可以说是彻底的
社会的产物，这也许能从他的金钱观、爱情观、以及事业观
上看得出，这与他的家庭状况和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在当
时有些人看来他似乎是合乎潮流的，事实上他是家庭状况的
复杂和真实社会的虚伪的畸形儿。这或许不是他与生俱来的
性格与命运，而是客观上造成的。

而作者对小丫鬟睇睇和睨儿的描写也是颇费心思的。在梁太
太的影响下她们似乎也都变成了“有所追求”的人了。也学
会了不属于她们那一阶层的虚伪、自私以及圆滑。或许因为
她们的奴性有些强，总是害怕惹梁太太生气，基于以上两点
原因所以才成了乔琪的口中肉。

张爱玲的小说读后感篇二

假期读完了张爱玲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周日又在书店选了一
本张的长篇小说“半生缘”。读起来发现这个曾被拍成过电
视剧的作品，自己上学时也曾读过。

记得在学生时代，在图书室借来看到一半时，感到作品写得
悲惨，便没有读下去。

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可悲可气。



“半生缘”中展现了旧上海的一类人的生活。故事以世钧与
曼桢的情缘为线索，记录了他们相识、相许、分离和相遇的
过程。故事快结束时，他们相遇话别。

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幸福的，在错误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只有放手。“他们回不去了。”读完很为他们的情缘感到悲
哀。

作品中没有我喜欢的女性，一个人也不喜欢。

作品中我认为最可气的人是曼桢的母亲。不论一个母亲有没
有文化，她都但当着家庭统帅的责任。特别是曼桢的父亲不
在了，母亲便是家中唯一的统帅。

而这个“统帅”允许她的长女曼璐去当歌女，来供养全家及
弟弟妹妹们读书。读书重要吗?比起做人，读书是可以放弃的。
如果曼璐是一个丑女，也许只能像曼璐的佣人阿宝那样当一
个小保姆，那么曼璐的人生或许会好一些。起码这样的工作
可以在阳光下说起。英国的王妃戴安娜17岁时也给他人做过
保姆。夺得全国模特大赛桂冠的阿根廷女孩妲妮拉曾经是一
个捡垃圾的女孩。若生活还是无法继续，那么把孩子送他人
抚养，送一个无子女的好人家去生活总比让一个子女去做见
不得人的事情要强。

我想多数成家的男子都不会希望在自己消逝后，儿女去过那
样的生活。这样的母亲我不赞同。曼璐天天在做什么，她知
道，曼桢被囚禁在曼璐家她也知道。她可以忍受曼桢被囚禁
那么久而不见。她听大女儿的，也怕大女儿。我认为她在花
曼璐那样获得的钱开始，她便在儿女面前矮了一大截，也就
开始怕儿女了。我心里在想，这样的母亲，不如把孩子送人
吧!

母亲了解自己未成年的儿女天天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的，管
不住自己孩子的母亲，将不被儿女所尊重。



作品中曼桢的悲哀也有她自身因素在里面。厄运来了，躲不
掉了，那么就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命运赌一场，可以
笑着让姐姐看自己绝食而死，或许曼璐会妥协放了曼桢。而
不应该是最后曼桢妥协嫁给她姐夫。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曾经和好友玩笑时
说过：“如果我们是小鼠，前面来了一只老猫要吃掉小鼠，
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只有毒的老鼠，笑着向那老猫走
去，吃下，必死。”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我的世界里没
有恶势力，也就不用把自己变成一只小毒鼠。

“半生缘”反映的是旧上海一类人的生活。现在的社会比那
时要好很多。

现在的社会中，也少不了母亲这一角色。让我们女性人人都
做一个好母亲吧。在丈夫和儿女摇起生活的船桨之时，我们
捧起号角用力吹起，为他们加油!

半生缘读后感(二)

张爱玲的小说读后感篇三

生命是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丽的袍子。

缘却又是对相爱的人的极大讽刺与愚弄。

——引子

顾曼桢与沈世均的缘是时间的沉淀

曼桢是一个表面柔弱却又坚强的女人，清贫的环境造就了她
那倔强、坚忍、执着的性格，在姐姐出嫁后的日子，她担起
了赡养家人的责任，与世均平淡而又真实的爱中，她在忙碌



中找到一丝慰藉，为了家人，她作出了感情方面的牺牲，在
世均的体谅中这个“弱女子”感到了幸福与快乐。在默默中，
她撑起了一个家，然而曼璐在祝鸿才身边的日渐失宠，在她
的私心与母亲和用人合谋草草将妹妹送入自己丈夫的怀中，
在被实施暴行之后的曼璐被囚禁了，无颜面对自己深爱着的
他。在坚忍的她终于又一次挺了过来，在病友帮助下，成功
逃脱，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她离开了一切，包括深爱着
的他，她淡淡地平静;而世均则在曼璐的误导下单纯地以为她
变心，仓皇地与一个自己不爱并且不爱自己的人——翠芝结
了婚。14年后的她为了自己的儿子又回到了祝的身边，但此
时的她已心如止水，14年后的当再见他时已是物是人非，只
有一句“他们回不去了”冷冷地收场。

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
生活的一部份。

这沉默也就成为一种答复了，因道：“我只要你幸福。”

两人默然，深沉的爱在时间这慢慢沉淀，任由缘尽……

留下的只有痛……

石翠芝与许叔惠的缘是无声的报复

缘，妙不可言。用在他们身上在适合不过了。她，一个千金
小姐、大家闺秀，而他一介寒儒，清贫却很知趣，在南京的
邂逅，让他们一见钟情，然而家人的阻挠，彼此的沉默，将
爱掩藏得那么滴水不漏。她与世均草草结婚了，他赌气留学
美国。

这段爱在尘封了14年之后被打开，那时的他已离婚，而她膝
下有一双儿女，但却不幸福。

只有在那一片彼此的笑声中，她才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



足……却永远无法回到从前……

顾曼璐与张豫谨的缘是黯然的离开

顾曼璐是个令人痛恨却又让人同情的人物。从一个单纯少女
到妖媚舞女，最后沦落为无耻毒妇。悲剧的开始源于为了家
庭的生计开始的舞女生涯。然而她最爱的还是那个与她从小
结亲的张豫谨，最不能辜负的最后还是辜负的张豫谨，她选
择了离开，默然地离开，钻进了灯红酒绿。一个舞女被后辈
抢饭碗的哀怨，一个年华渐逝的女人拼命想抓住一点东西的
急切，让她抓住了祝鸿才——这根救命的稻草，原以为会就
此平静可不曾想一段畸形的孽缘开始了，面对情变，她变得
愈加的泼辣，甚至残忍，面对未能添丁而失宠的境地她顿生
毒计，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妹妹葬送给祝鸿才这头“禽兽”，
而张豫谨在此时选择了死心，明智地找了个女人过上平静的
生活。

是解脱?是逃避?

张爱玲用她那细腻的笔法，冷淡的字句，将骨子里的苍凉贯
穿整部小说，以一贯的悲剧结束了这一切的爱恨情愁。

有缘相见，无缘结果，有情人在时间的海洋内未曾冲淡彼此
的爱，而是选择了尘封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生命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
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

也许，生命本是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丽的袍子吧。

半生缘读后感(五)



张爱玲的小说读后感篇四

张爱玲的小说总是给人一种刺骨的讽刺，像是局外者一般看
透了人情变换，将手中的人物投入现实中久久不能自拔。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薇龙就是一个便是这样一个可怜
的女子，在张爱玲的手中翻覆。正因为张爱玲的生长的家庭
环境才造成了她的独特性格，才造就了她非同一般的写作风
格。

文中的薇龙起初是一个单纯的大学生，跟随家人在香港读书，
有着自己的目标，有着自己的尊严。为了能够在香港继续能
够读书，于是她放下自己的姿态请求姑母来援助自己。来到
姑母家的时候着实是薇龙震撼了一下，“四周绕着矮矮的白
石字阑干，阑干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
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相信这时候的薇龙在心中也羡慕了
一把。姑母是一个富翁的遗孀，交际手段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薇龙的投靠并不是出于亲戚之间的慈悲，而是为自己的
未来做打算，将其作为吸引男人的诱饵，满足其虚荣、荒糜
的生活。自己人老珠黄之后，总要找一个接班人。梁太太是
自私的，也是世故的，正是这世间的无奈将薇龙一步步推进
深渊。

单纯而爱美的大学生自然经受不住那样的诱惑，“她到底不
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穿着”。但
是此时的她还是没有陷入荒糜的困境，“一个女学生哪里用
得了这么多?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然
而过了一会儿，“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
裙子，便细声对楼下的一切说到‘看看也好!’”也许这时的
薇龙注定要融入原本憎恶的荒糜生活。

顺着梁太太的安排，薇龙周璇在各个交际场合，逐渐在交际
界小有名气。薇龙知道在这些场合是很难找到正经的可托付
终生的人，当她对爱情有点点憧憬的时候，梁太太却将那人
收罗了去。只怕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受的诱惑远远不止这些，



直到乔琪的出现使薇龙陷入了自己的幻想，即使直到这场恋
爱是以悲剧收场的。可是恋爱中的女人都是愚蠢的，即使知
道自己是单方面的付出，也会幸福不已地陷在自己编织的美
梦中。薇龙终是嫁给了花花公子乔琪，“从此以后，薇龙这
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
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
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
的休息。在最后，乔琪和薇龙在湾仔去看热闹的时候，看着
正在打价的乔琪，未来是无边的荒凉与恐怖。

薇龙是彻底的将自己封在了对乔琪的爱情中，“我爱你，关
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你明知道一句
小小的谎言可以使我多么快乐”。卑微到尘埃里的爱情也不
一定会开出花朵。张爱玲写到此处戛然而止，但是人们都能
猜想到，薇龙的结局是怎样的，年老色衰之后，失去了利用
的价值，被无情的抛弃。现实中的我们身边也不乏缺少这样
的女性，因为爱情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追求，
甚至于有的人以生命为代价来浇灌自己珍惜的爱情。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薇龙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为
了眼前的浮华失去了最初的自我，迷失在繁华中，成为了无
根的浮萍，随风漂流，没有了人生的目标。灯红酒绿的生活
是奢靡的，是许多人向往的，但是同时也是有许多梦想的尸
体堆积起来的。铿亢的音乐掩盖了最纯粹的人性的呼唤，对
金钱的痴迷胜过了对梦想的追求，现实中的残酷是在于谁都
不能预料未来。现在的清明并不能够指引到未来的明智。坚
定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目标，才能增强自己对于外来诱
惑的抵制。

爱情，一度是多么神圣的词汇，但是人们却将其不平等化。
爱情中人人平等，就像是双方投入了相同的心血浇灌而成。
双方的平等对待是幸福爱情的前提，那种卑微到尘埃中的爱
情注定是要有一方受伤。将自己放到广阔天地中，端正心态，
收获最纯粹的爱情。



张爱玲的小说读后感篇五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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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总是发生在自私的男人和自私的女人之间。各自为了捍
卫那一点自由或者追逐物质上的算计相互着不妥协。当终于
有一天，精神上的追求再寻不到现实的依托时，两个人方始
彼此亲近。但究竟与爱情不大相干了。这时候各自面对的人
儿都成了种类物，可以替换的。若是换了些时候，换了个光
景，他对面兴许是另一个女人，她对面也兴许是另一个男人。

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在那样暧昧的时代和同样暧昧
的旧上海，离婚恐怕还是要受道德谴责的。白公馆无疑是守
旧的，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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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公馆有这么
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
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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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家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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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无其他。寂寞倒是其次。

范柳原，一个海外归来的浪子，本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遥
加上生活的纸醉金迷，便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爱
情和婚姻原是他不相信，也不敢指望的。但他内心深处是渴
望安稳的。

这样的两个各怀鬼胎的人遇到一处，展开了一场相互试探的
爱情攻防战。白流苏的目的显而易见，她希望他能承诺她一
纸婚姻。一个男人若能以婚姻的形式接受一个女人，心里必
定会沉潜下来很多东西，也就是白流苏期翼的那一点



点“真”，或许仍是无关爱情的。

这便是她为何一再矜持，不想经他的激将，“自动投到他的
怀里去”的原因。在连续的试探之后，流苏没有寻到半点进
展，索性有些气急败坏，遂恼了起来：“你干脆说不结婚，
不完了!还绕得大弯子!什么做不了主?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
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哩!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
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接着更是赌气狠下心来从香港
辗转回到上海。家里是早容不下她的，这次又加上了“淫
荡”的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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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决不会就此放弃，因想：“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
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此时柳原给了她房子和花费钱财，至少她可以真正地脱离
了白公馆。物质上的满足，让她对婚姻的追逐暂时置后，且说
“管它呢!”。到底她是不爱他的，她只承认“柳原是可爱
的……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长久以来的疲
于应付，也只是为了“取悦于柳原”。如今目的已经实现了
大半，至少实现了曲线救国。

范柳原早猜准了白的心思。开始就问“你爱我么?”流苏的回
答他自是不肯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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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也许你会
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对生活，他
比她看得通透。爱情原不是你我能做得了主的。虚伪的东西



来得并不可靠。“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
来管束我”，这话听起来再直接不过。如此牺牲了自由和金
钱换来的婚姻代价太大，对他来说“那太不公平”。在他看
来，结果只能有一种，那就是要等到地老天荒的时候才能有
分晓。然而流苏并不懂得他，因此他才说“我要你懂得我!”。

也有人说，范柳原同白流苏调情不过是为了男人的征服欲，
因为她善于低头，容易掌控。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凭范
柳原的经验，玩弄女人于掌骨之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
何况他从来不缺少女人。萨黑荑妮就是一例。他并不满足于
这些，他在长久的游戏中早将生活堪破。烟花虽然极尽绚烂，
总是稍纵即逝的，随后是更广阔的岑寂。他渴望安稳，渴望
实在的温暖。这是他的理想，尽管此时并不切近。因此，他
可以不在乎流苏的过去，不在乎她是否完美，单只看到
她“善于低头”。但是，这远远不够。

终于，那场战事催化了结果的到来。“流苏拥被坐着，听着
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
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
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
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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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她
终于真正的靠近他，有些懂得他了。一瞬间，他们达到了某
种契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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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彼此妥协终究是短暂的，后面掩着的平淡、琐碎、粗鄙
的生活留给观者的是一串省略号。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里只强调了“她”，范柳原依
然坚守着自己的生命哲学，这一场轰炸不过是炸毁了他心中
的浮躁和他的烟花梦。生死契阔，在死亡边缘存活下来的人，
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没有比一双手更实
在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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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
样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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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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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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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个女人，把命运当作赌注，
想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

范柳原到最后一刻也还是清醒的，“现在你可该相信
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做得了主?……”一个善于低
头的女人，也许终会成为一个安分的妻。让他在劳累和放纵
之余有一个去处。男人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人。

初读《倾城之恋》时，总觉得悲剧是女人的。现在方觉得，
悲剧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篇
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
作品。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
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
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
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
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
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
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
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
十年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