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情人的读后感(精选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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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的读后感篇一

最近好几位网友不约而同的谈到了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小说
《情人》，他们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关于这部小
说的文字和节奏的美的。

我想起几位网友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还有作家王小波曾经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都很有意思，不能不说，每个人都有自
己独特的感受力，他们说出了一些以前我没有意识到，没有
注意到的，关于这部小说的特色。

一位网友说，“觉得这部小说最好的是那种节奏，徐徐道来，
水波不兴的节奏，但波澜暗涌，真切”。作家王小波曾经说
过，他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
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
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

的确如此，小说的开篇就振聋发聩，一语惊人，然后在一种
潺潺潺流水般的叙述中展开，似带着一种对过往的无限追悔
和惆怅的口吻，婉转而出。以前曾经听一个男生说起他记得
的电影《教父》里的一句台词，当时我听到以后大吃一惊，
我觉得我们看的不是同一部电影，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这
句台词呢？应该说，这部电影对于这位男生的影响远远超过
我，他对影片里的细节和感受也远远比我深刻，这大概就是
一个人的感受力和与之匹配的事物相遇时的结果吧。



如果说电影《教父》是一部关于男人和家庭的电影，那么杜
拉斯的小说《情人》就是女性对于人生和爱情的追忆了。男
性和女性对于同一样事物的观点和视角也是不同的，不同的
人由于自身的经历，性格和理解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

几年前我读《情人》这部小说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故事本
身，只是觉得小说的叙述很吸引人，小说开始的那句话几乎
是整部小说的灵魂和精华所在：“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
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
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
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
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
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正是小说一开始这句震撼人心的话，让人不由跟着读了下去，
我当时还没有精力去注意小说的结构和文字，只是觉得故事
很流畅，但又充满悲伤，我并不能确定我都读懂了，因为这
篇小说里女孩和中国情人的篇幅并不是很多，我对文章里提
到的两个女人，贝蒂.费尔南戴斯的篇幅感到疑惑不解，但我
知道，小说不仅仅写得是法国少女和中国情人的故事，而是
关于青春，生与死，关于人生的有些悲怆的故事。

不论读过多少次，我都会被小说开始的这段话深深的震撼到。
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呢？一个老妇人不紧不慢的叙述着一个
充满波澜起伏的人生故事，这故事看似平淡，却又是惊涛骇
浪般的揪人心魄，只因这波澜多在无形的内心和时间的长河
中。

但是，为什么要让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来说这句话呢？几年
前曾经写过小说和电影的读后感，一位直男网友留下了这样
的话：“每个女人都生活在谎言里，特别是那些不漂亮的女
人，她们要欺骗的，而且理直气壮的说，骗我吧，我会舒服，
杜拉斯的这段话，没有男人会这样，除非他有病，一个四十
岁的女人竟没有她二十岁时漂亮，这是胡扯，然而女人特喜



欢男人能说出这样的句子，就象自恋的女人一定要把照片帖
在博上，因为，很少有人真正夸她漂亮”。

“你知道她为什么伤感的这么说吗，就是因为，呵呵，因为
她太渴望人对她这么说了，因为没有男的会这么说”。

我记得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我既感到好气又感到有些好
笑。这位直男直言不讳认为这句话是虚假的，男人是不会认
为四十岁的女人比二十岁的时候美的，这不过是作者，一位
不怎么漂亮的女人的自欺欺人罢了。

不否认，和二十岁的女性的青春美比起来，四十岁是不再年
轻了，如果只用年龄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爱未免太荒唐了。
联想到现在的两性关系，有些论调是什么男人都喜欢年轻的
女孩，什么某某明星的太太变胖，明星不离不弃，我觉得非
常可笑。

还有说什么对方变胖变丑不离不弃的，如果自己的母亲变胖
变丑就不爱自己的母亲了吗？真正的爱会因为年龄，胖瘦和
美丑改变吗？爱不需要理由，不爱却有很多借口。所以，无
论借口是什么，无非是没有爱而已，其实与对方的年龄无关。

记得有些文章里提到胡适与夫人如何恩爱，胡适不嫌弃夫人
不识字，胡适本人曾经说过，没有什么嫌弃不嫌弃，就是很
自然的爱。因为爱，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感恩戴德，没有
那么多的世俗偏见，都是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

其实，这篇小说中的情人不仅仅是白人少女和中国富家公子，
还包括了女儿和母亲的母女情，妹妹对最小的哥哥的爱。情
人在小说里不是一个侠义的概念，而是一个宽泛的涵义。重
读小说，才读懂了小说里的主人公其实不是法国少女，而是
拖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贫穷和绝望中挣扎，为此他们
对贫穷绝口不提，母亲对大儿子畸形的溺爱，由于丧夫而把
自己的歉疚和爱寄托在大儿子身上，两个小的被大儿子欺负，



这一切都是因贫穷造成的苦难。孩子们为母亲的遭遇而痛苦，
对此他们憎恨自己，憎恨一切。

小说讲述了很多女性的不同命运，在湄公河上做情人被抛弃
的女人，在巴黎旅居的美国女人，还有带着沧桑的贝蒂.费尔
南戴斯，她们是主人公和母亲的另一种存在，她们的共同点
是漂泊在异乡的外国人。

母亲一直为她的孩子的命运担心，甚至在晚年为了给孩子留
下财产，带着极大的不安全感在古堡里养了几只羊，我想象
着一个老太太晚上睡觉，床前围着几只绵羊的荒诞画面，既
可笑又凄凉。这就是作者不厌其烦的描述的疯狂的活着的母
亲，她一生和命运做着搏斗，从丈夫过世，被欺骗买了不能
耕种的荒地，在不断的绝境中挣扎的女性。从母亲的身上，
可以理解了那“饱经摧残的容颜”，那是一种饱经风霜的不
屈不挠的精神上的美。

情人的读后感篇二

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洗礼的我，实在是对渡边的叙事角度和价
值观判断不敢苟同。

修子和远野本身都是极度自私的人，修子自始至终都从利己
主义的角度出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渡边更是多次描写到
修子单单只是喜欢那个大男子的远野，一旦遭遇到挫折，比
如远野的妻子的讥讽，比如远野受伤变的脆弱，便开始对他
们之前所谓的爱情质疑和放弃。

只是侮辱了爱情这个词。

在修子的世界中，只要自己心满意足便可以，虽然名义上拒
绝远野的金钱，但是却从来不曾拒绝远野物质上和精神上的
馈赠。远野妻子说她是窃贼，是多么贴切的比喻。



再看看我们的男主角，对家庭不负责任，对自己的妻子完全
的不了解，更谈不上理解。为了心目的欢愉不惜舍弃家庭，
更因为受到了一点挫折愤怒的对曾经心爱的人大打出手，这
算什么爱情和责任啊。

看完了三观尽毁的书籍，或许可以博得恋爱中的少女的欢心，
但是真的要给一星。

作为出版物，至少也应该有一点点鼓励人们的思想吧。

情人的读后感篇三

在某人的安利下(继失乐园之后)，用了四天的时间，就把
《情人》看完了，刚在早在7点半起床后至8点间，读完了最
后一章，情人的身份或者说所有的感情都在此划上终点。

这里面的两个男人，都是典型男人的写照，岗部要介，一个
血气方刚，热烈追求修子的男人，姿态在一开始就放得很低，
态度明确，表白热烈，无法自控。但发现了修子竟然藏着另
一个男人的时候，好像觉得所有自己做的一切、一切的低姿
态求爱、示爱，都变得十分可笑，以至于说出了"没想到你竟
会这么不规矩"，马上将心境不一般的女子修子绑在了社会的
羞耻架上，这种不假思索便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抨击是最可
怕、最伤人、最心累也最无奈的事情了。被人泼了污水，却
又不能马上清洗，继续任凭自己脏下去。

再到最后修子和远野暴力的分手，冷不丁的一个巴掌，说明
了太多的东西，之前所谓“有男子气概、沉着冷静”的公司
社长远野也只不过是一介俗人，“我都是为了你“，”我把
你从情人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都走到这一步了，下一
步只能这样了”，中间穿插着各种低姿态的“我爱你“；这
一切，在高度成熟独立的现代女性片桐修子面前，变得越发
难看，越发难以接受。



修子的内心世界，其实也代表很多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的自
然属性就是一个行走的矛盾体，经常性地不知道自己需要什
么，想要什么；每每换一个环境，与友人倾诉后，就变换了
另一个心情。任由这样的矛盾下去，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大社
会环境下可是要吃很多哑巴亏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我们要做
出很多的妥协，自由空间，安稳家庭，热烈情人，家庭保障
等等。但其实并非没有曙光，只不过现在的社会秩序是由那
些认可或正在接受这份秩序的人的描述和话语所建立的，除
此之外，还有很多边缘的、次中心的、甚至新生的小规范、
小秩序。它们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但也并不需要成为主
流，只要你去抓住了自己的心情，认清了自己的样子，你就
是其中的一部分。

再说说”林有有“这种为爱飞蛾扑火、死缠烂打、为爱产生
强大破坏性的女性和片桐修子这样成熟独立、世界观成型的
现代女性是完全不一样的，虽说都是做为”第三者“，但林
有有就是疯狂想上位的真小三，而修子却是不折不扣的法式"
曼特莱斯“式的情人，不想破坏对方家庭，只享受在一起时
的时光。

使得在这份危机感下，”公司里的女职员匆匆就结了婚“，
真佐子也一边焦急，一边也憧憬着早点找到如意对像；而相
反，男性却在没有相对那么多约束地情况下，慢悠悠、后知
后觉地长大了，甚至周围各种”你们男的年纪大点没关系
的“，“大不了四十多岁事业有成再找年轻漂亮的”，这样
的声音和观点不绝于耳；这不仅是来自你的父母、亲戚，也
同样来自那些备受危机感和焦虑感压迫的女性们，一句“你
们男的好啊，哪里用得着这么急“。社会的压力一方面催促
女性快这快那，一步不可走错，一边又催眠男性让你觉得还
是有很多机会的，结果就导致缺乏安全感、寻求更好保障的
女性总是选择了己经有经济基础、事业相对有成的岁数相对
更大的男性，而同龄的男性则是吞下了之份现实之痛楚，咬
着牙让不成熟地自己接受了”事业先成功，再来谈爱情“这
样的理念。介时到自己事业有成时，再和另一个毕业后寻求



安全感的女性成立家庭，继续在喜欢那个女生的男生心里铸
下另一道忧伤。

情人的读后感篇四

戴?赫?劳伦斯，(davidherbertlawrence，1885～1930)英国诗
人、小说家、散文家。出生于矿工家庭，当过屠户会计、厂
商雇员和小学教师，曾在国内外漂泊十多年，对现实抱批判
否定态度。他写过诗，但主要写长篇小说，共有10部，最著
名的为《虹》(1915)、《爱恋中的女人》(1921)和《查太莱
夫人的情人》(1928)。

劳伦斯生于1885年。父亲是矿工，缺少教育;母亲出身上流社
会，有良好的修养。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他们经常吵吵闹
闹。但这种差异使劳伦斯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从母亲那里至高无上的关怀。也许是母亲过分溺爱，劳伦斯
有严重的恋母情结。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相互爱着，
几乎像丈夫跟妻子那样的爱，同时又是母亲与儿子的爱。我
们俩就像一个人，彼此那样敏感，我们之间不要语言。这挺
可怕，弄得我有些方面不正常。”

劳伦斯是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他如不过早地逝世，肯定会有
更惊世的作品问世。

书中的第一代是瓦尔特?莫雷尔和格特鲁德夫妇。瓦尔特原本
充满了活力，乐观、讨人喜欢;后来却脾气变坏，酗酒打人，
成为行尸走肉。对丈夫失望的妻子遂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但是她钟爱的长子威廉不幸早夭，随之对次子保罗产生了强
烈的感情。而保罗的两个女朋友却有不同的爱情观，让他无
所适从。母亲去世后，保罗决定离开家乡，到城市去。至于
保罗今后的人生道路怎么走，劳伦斯没有告诉我们答案。而
这样模糊不清的结尾正反映了劳伦斯同样迷惘的心态：他所
探索的两性之间的相处，进而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
是迷惘的。



情人的读后感篇五

经过几个晚上睡前的“挑灯夜读”，终于把这本小说看完了，
看的过程我的心情是很压抑，压抑的原因很多，主人公保罗
与米丽安的情感是令人困惑的，同时他与母亲的情感更是诡
异和热烈又压抑。看到后面就越明显，保罗恋母情结很严重，
同时他也不愿意承认，他的情感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而受到
压抑。这也导致保罗的爱情观是混乱的，摇摆不定的，扭曲
的，困惑的。我是痛恨保罗的，痛恨他对爱情的摇摆不定，
痛恨他对爱情的不负责任。同时我又是同情他的，他的恋母
情结一方面也是他母亲造成的，他母亲对他的过分溺爱，以
及他父亲对他的冷漠，造成了他从小缺乏父爱，缺少关爱，
而他母亲对他的爱又是那么过分和自私的，他母亲婚姻的失
败，促使她把她所以的希望都寄托在她儿子身上，加上保罗
哥哥威廉的病死，他母亲把所以的爱和活者的希望都倾注到
保罗的身上了。

这样过分的溺爱本身就是不对的，加上对于保罗这样极度敏
感又缺爱的小孩，任何一个女人对他的关爱都会让他最后变
成一种依赖。保罗的悲剧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任何一个人
童年的经历都会影响到他成年的后的很多方方面面的。

情人的读后感篇六

2020年8月28日，读完了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世名著《情
人》英文版。

纯粹因为王小波，兴致勃勃去借了《情人》来看，读的还是
和法语更接近的英文版。

刚开始拜读，觉得很新鲜，这种回忆、现实穿插、跳跃的蒙
太奇手法让我觉得无比刺激，没见过有人这么写的。但是读
着读着，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不知道杜拉斯要表达什么，
是十几岁的白人少女和一个中国男人的短暂爱情故事？是20



世纪40年代越南在法国殖民下的悲惨生活？是法国这些底层
白人殖民者在日本占领越南后的挣扎求生？是主人公家庭的
扭曲和破碎？是死亡？感觉作者就是一神经病叨逼叨一些记
忆碎片，但是她到底要说什么，我不知道。这就让人很抓狂，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部短篇小说，甚至不能称得上是小说
的作品会被那么多人追捧。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我三观、知识结构日臻完善的三十岁
看这部书，就只能味同嚼蜡，既不能让我沉迷于她阴郁神经
质的气质，也不能在人生、世界真相上给我什么启迪。如果
非要总结几点，那就是：1.千万别让别的国家给你殖民了，
不然你就很惨。2.原来西方国家也有这么严重的重男轻女的
思想和家庭存在，别妄自菲薄我天朝了。3.十几岁的女孩子
需要很好的家庭和学校引导，不然就会失足。

最后，在我看来，把战争、殖民、跨种族恋情这些噱头抛开，
这就是一个妥妥的家庭教育悲剧：一个强势的、重男轻女的
寡妇，一个赌博抽鸦片的哥哥，一个青春期的整天要反抗要
自由的无知少女，再加一个啃老的中国高富帅，就这么几
个loser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