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金锁记有感 金锁记读后感(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读金锁记有感篇一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一种心碎碎
的感觉，像被一种东西割裂着，痛，却无法抗拒……心便被
她俘虏了。在她的笔下，一切的人物皆是那样在细细的、碎
碎的、在不够充分的阳光下生活着，为了生活，他们被迫牺
牲了甚至是女人最致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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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她拿自己一生的幸福做了赌注，嫁给了残疾的二少爷，
她爱上了自己的小叔子，她把这一切作为她生活下去的精神
支柱……可是，她到最后终于是垮了，她被她自己扭曲了的
人性变成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她把翡翠镯子撸到胳肢窝处，有时候曾经想，自己年轻时
也曾有过浑圆的胳膊。”每每读它，我的心里总是有些不忍，
有些痛楚，有些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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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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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锁记有感篇二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金锁记》的
开头这样写到，故事写的是曹七巧的一生。七巧，一个身处
下层社会麻油店家的女儿，被自己的哥哥因为利益嫁入了豪
门大族姜家，她的丈夫是个从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在那样
一个豪门大族里，婆婆，妯娌都是名门的大家闺秀，而七巧
麻油店女儿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真正融入她们之中的，
就连下人丫鬟们也在背地里议论她。

“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
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时间里，三十年是多么的宝贵，做姑娘
时候七巧是泼辣直爽的，身上带着青春的明媚。她上街买菜，
收拾得齐整干净，那时喜欢她的人有“肉铺的朝禄”，“她
哥哥的结拜弟兄”，“沈裁缝的儿子”，七巧若是嫁给他们
其中的任何一个，过一种普通的生活，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命
运。可是她的命运从她嫁入豪门起，就带上了黄金的枷锁，
三十年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抑把她彻底变成了“毛骨悚然的
疯子”。

“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
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
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读后感·七巧表面
上看是疼爱自己的一双儿女，其实骨子里是自私与控制，她
挑唆儿子吸烟，打听儿子儿媳之间的秘密，阻拦女儿的婚事，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变态的疯狂。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
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故事的结尾作者写
到“完不了”，这黄金的枷锁还会在别的人身上戴着，只要
有人，就会有这样的故事。七巧三十年来带着黄金的枷锁，
走完了她痛苦悲剧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不知道七巧的眼
泪是在悔恨，还是呐喊。只是，当时的月亮再也回不去了。



读金锁记有感篇三

一个女人的大半生，从花样年华，到迟暮垂死，几十年的岁
月里，可以这般满怀怨恨，沉重，从来没有过一丝开心，没
有过一刻幸福。

她是可怜的。花样年华之际嫁给了个软骨丈夫，在姜公馆里
不受待见，下人也只把她当姨太太，分家时“孤儿寡母还是
被欺负了”。

她是可悲的。可悲在不可扭转的事实面前，她只顾怨恨，她
怨恨哥嫂将她嫁进姜家，她怨恨丈夫身体不行，她怨恨分家
不公。

她是可怕的。熬到分家日的她，以为终于能啃到金子的边，
却不知，那沉甸甸的金枷锁将自己与身边的人劈得遍体鳞伤。
她强硬地插手子女的成长、婚姻，用着她那黄金的枷锁，不
放过自己，不放过她能毁掉的任何人，拉着他们下沉，沉到
深不见底的泥淖，再也难以翻身，过正常的'生活。

曹七巧的怨毒，借着她的嘴，似场漫长的瘟疫，从自身开始
腐烂、恶臭，再蔓延到其他人，潜意识里，自己过得不如意
岂容他人快活？似一个黑洞，不断地吞噬，吞噬着光，吞噬
着温暖，吞噬着希望，只剩下无底的黑，浓浓的，没有尽头。
不会完，完不了。

读金锁记有感篇四

一本好书，会让你感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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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人类思想文明的精华，值得后
人去研究，发现。学科吧读后感栏目为您提供以下读后感，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初读张爱玲，很难不为她的才华所震动，接踵而至的全是来
不及的惊奇，唯有感叹。但读过之后，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仿佛在久旱的土地上忽然看到黑云压城，大风闪雷激动地喧
腾了好一阵，结果淅淅沥沥掉了几点雨，又安静地收晴了。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荒凉景致，她的散文却往往有戏谑和随意
的气氛。她写小说有些哀伤的快意，而散文却是在笑中露出
一丝冷苍来。

我觉得读她的文字，常常像一场恋爱，最初颇觉惊艳，一读
再读，便生出些许别扭。这正如和恋人日日厮守，总归会碰
触到对方一些顽固的个性。然而唯有天才方能张扬出令我们
不得不退避三舍的个性来。西川讲到李白说：“这就是你，
不断误解着生活，而别人比你误解得更深。”这话用来形容
张爱玲，亦是再合适不过。

张爱玲的《金锁记》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压抑的，整篇小说读
下来，都很一种很沉很重的压抑感和漆黑感。偶尔露出的一
两丝光，是黑夜中的萤光，冷冷冰冰的，斑驳离散，于无尽
的黑暗中飘荡。

出身于没落贵族的张爱玲，以它独特的社会阅历和心理感受，
描写着那个没落阶级的遗老遗少。她清醒的意识到那个阶级
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并对它进行了无情的剖析。《金锁记》
是她前期的成功之作，也是40年代影响较大的一部中篇小说。

读金锁记有感篇五

初读张爱玲，很难不为她的才华所震动，接踵而至的全是来
不及的惊奇，唯有感叹。但读过之后，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仿佛在久旱的土地上忽然看到黑云压城，大风闪雷激动地喧
腾了好一阵，结果淅淅沥沥掉了几点雨，又安静地收晴了。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荒凉景致，她的散文却往往有戏谑和随意
的气氛。她写小说有些哀伤的快意，而散文却是在笑中露出
一丝冷苍来。



一九二零年，正是疯狂的年代。九月，张爱玲出生，带着这
个月份特有的冷静和犀利。她无疑有巨大的天才，但可悯的
是她的天才无论怎么飞跳，也跳不出她那种逼得人发狂的理
智。她说自己“是天生的俗”，正透露出这无奈的意思。胡
兰成也曾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非常自
私，临事心狠手辣。”作为一个在浮华乱世中挣扎求生的女
子，她是相当理性的。对于在五四反叛传统浪潮中的女性，
鲁迅曾尖锐地提出 “娜拉走后”在中国的现实中只会有两种
结局：堕落，或者妥协。

张爱玲写到：“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
她们就会下来的”。这确实道尽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新女
性”矛盾尴尬的处境，她们既渴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
求自由，又无法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非常不幸的是，她把自
己这类人看得如此透彻，以至于总不免有几分自嘲自怜的情
绪。我分不清是她的高傲使得她有些自卑，还是她的自卑令
她有几分高傲，这些个性她总十分用心地掩饰着。

然而张爱玲同样是分外敏感和多情的女子。“脏与乱与忧伤
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
生一世。”她对身边事物的感受细致到一丝一毫，对人性的
观察洞若观火。她想到“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马上定乾
坤”这样的纯洁和光整便要落泪;看到床头叠得很齐整的蓝青
睡衣便会很高兴。可是这天才一旦碰到她铁冰的理智，便被
那种冷酷和哀戚渗透了，开始呈现出一抹青惨的色调。她的
天才和理智似乎一直在斗争。天才不断地生出梦幻的花朵，
这花旋而又被理智掐灭了，然而天才的梦却总是不屈不挠地
继续盛开。所以她终究是个不彻底的人――既成不了彻底的
天才，也做不到彻底的俗人。

这种斗争造就了她作品中的虚无色彩。理性洞彻了人生所能
洞彻的部分，终于便触碰到了余下的荒谬。一切人生的美好、
繁华、灿烂。在刻薄的理性面前，都会成为烟花过后的沉寂。
理智这条盘踞在心灵王位上的蛇时刻提醒我们，欢乐的代价



是痛苦，繁华过后是没落，人生的终点是死亡。越是想抛开
一切痛饮生命的苦乐悲喜，越是要猛烈地撞上这面冰冷的墙。
我觉得，正是这种碰撞产生了《金锁记》这样一部杰作。

近代中国在政治上遭受列强侵略的同时，传统文化也面临西
方思想的冲击。旧有的伦理观念不断瓦解，而新的价值观却
还来不及形成，这样精神上便出现了一片茫然虚无的地带，
令人无所适从。一种价值观念的瓦解对个人而言既意味着解
放和自由，同时又预示着人必须面对虚无和幻灭。人不能再
将选择的责任交给某种伦理或思想。弗洛姆在《逃避自由》
中说过，尽管大多数人向往自由，但是过度的自由却是常人
无法忍受的。若说存在主义认为人在面对虚无的时候还可以
靠自身来做出选择，那么，对于连“自我”都失去的人来说，
自由就意味着失去安全感、相与感，意味着虚无和死亡。这
种焦虑感导致“个人希望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
来，以便获得他所缺乏的力量”，这种放弃独立自由的倾向
就是逃避自由。

通常逃避虚无感的心理最明显的表现是企图服从和支配他人，
也就是被虐待狂和虐待狂。虐待狂通过主宰他人，对人施加
痛苦来感觉自己的重要性;被虐待狂则企图完全放弃自己来与
更强大的对象结合为一体。弗洛姆认为每个人大都存有虐待
与被虐待的个性，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全部为这方面所控制则
必走极端。《金锁记》中曹七巧和长安这对母女正是如此。

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的地主阶级经历了最后的挣扎，终于走
向没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兴起。傅雷分析说曹七巧的悲剧
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门户的错配，第二是老太太让她做了正
室，令这个低贱女子有了被金钱刺激的环境和残害别人的能
力。“巧姐儿”是开麻油店的商人，她出身贫寒，是镏铢必
较的性格，总希望抓住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她嫁入的姜家则
是没落中的地主家族，凡事可有可无，醉生梦死。她和婆家
的矛盾也就是这两个处于新旧交替之间的阶层矛盾斗争的体
现。但斗争的结果既不是旧的把新的扼杀，也不是新的将旧



的征服，而是一片令人压抑的荒凉。

金锁记读后感(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