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英文版的读后感 红与黑英文读后感
(精选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英文版的读后感篇一

《红与黑》是开学时读的了，距今已过去三个多月，其实内
容倒也真忘的差不多了。不过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男主叫于连，是个木匠的儿子，不受宠爱，被父亲欺负利用，
不过于连很聪明，也很有野心。他崇拜的人是拿破仑，他会
偷偷藏起拿破仑的照片，不断翻阅拿破仑自传，激励自己成
为拿破仑那样“成功”的人。起初我被于连读书的能力所震
惊，他真的记忆力很好，虽然对神，宗教类的很不屑，但他
是成绩最好的，他能把圣经倒背如流。但当时也觉得于连真
的很势力也很有野心，因为感觉他的每一步都很有目的。为
了以后的发展进入了市长的家，当了家庭教师。他为了钱权
细细密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见市长时应该说些什么，做些
什么，他都要想一想。我觉得很累。但想一下，他也是个很
有毅力的人，能够一直这样下去，但是总觉得他是自卑的。
不管是面对瑞纳夫人还是玛特尔小姐，他开始虽然都是精心
计划，勾引瑞纳夫人，追求玛特尔小姐，但奇怪的是，他也
陷入其中。就是我发现他不是为了追求那种刺激，也许他一
开始有些这种想法，但他并不是那种花花公子类的。特别是
他要走的时候，他翻墙不惧被抓只为与瑞纳夫人告别，他在
花园苦苦等待只为与玛特尔小姐相遇。他在每次爱情中都深
陷其中，并甘愿牺牲自己。说他有野心，是的，他野心很大，
他渴求钱权，但他有有一种天真，那种面对感情的天真，一
点也不顾世俗，也不顾被伤害，如飞蛾扑火一般。他是很稚



嫩的。对于于连，瑞纳，玛特尔，三个迥然不同的人。瑞纳
夫人明明之前那么爱于连，可是她更爱自己的孩子，她也许
可以不顾世俗的眼光追求爱情，可是她害怕自己的孩子因此
受伤害，所以当孩子病了，她以为是自己犯了错误所以上天
惩罚她的孩子所以她与于连一刀两断，到最后还举报了于连。
她把她的爱看成是一种罪孽。至于玛特尔小姐，她很嚣张跋
扈，与其说她喜欢于连，倒不如说她喜欢的是叛逆的感觉。
她和于连在一起，只是因为她没见过于连这样的人，于连一
开始对她是没有太大好感的，所以玛特尔是有一种征服心的，
她想要占有于连，借此彰显自己的不同，同时她也渴望被征
服。她的表现欲太重了。同时也很叛逆。所以，当于连表达
出对她的爱意时，她迅速褪去了新鲜感，征服欲，她觉得没
有挑战性。这个女生太可怕了虽然很聪明美丽，但是，她不
真诚。红与黑里的人都是复杂的，我不能说他们是绝对的好
人或坏人，只是感到他们的生长环境塑造出了他们这样的性
格。他们的发展是意外的，但是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性
格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看完后，我只是感受到了复杂，
还有合情合理。伦理，道德，爱情，神学，宗教，军事，权
利，自由，看似矛盾的大家相互碰撞交织，竟也可以这般的
不可思议又合情合理。所以呀，人果然是很复杂的呢。

好啦，关于《红与黑》的回忆目前就到这里啦。下期见！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英文版的读后感篇二

李尔王是声名显赫的大不列颠国王，生有三个女儿，于是他
决定将国土分赐给她们，以爱为考验。李尔王被大女儿二女
儿的甜言蜜语迷惑，而三女儿虽实话实说却被逐出本国，有
肯特来阻止，却无果，幸法兰西国王将其娶为妻，方止。然
而葛罗斯特也遇到了小儿子迫害大儿子的事，他也被蒙在鼓
里。之后发生的事才让李尔王认清两个白眼狼女儿的真面
目——她们不赡养李尔王，对李尔王破口大骂，欲削减李尔
王少得微不足道的卫兵。他疯了，身边只剩下小丑、肯特、
葛罗斯特与埃德加，（其实是那个被害的大儿子，乔装扮成
乞丐）最终，小女儿让医生治好父亲，并班师攻打大不列颠。
话说那两个歹毒的女儿，为了争抢埃德蒙，两败俱伤，双双
损命。当大不列颠快回归了，小女儿于牢中被害，李尔王也
随之死去，跟随李尔王的肯特也忧郁而亡。

书中的李尔王虽有些糊涂，但也是人之常情，并且他知错回
头。而两个女儿则无情无义，手足相残，唯利是图，忘恩负
义。小女儿却十分孝敬，有情有义，令人称赞。其他忠臣以
肯特为代表，都使我分外感动。此书最终的结局十分悲惨，
孝魂忠魂俱去了，令人心伤。

《李尔王》写得实在太棒了！期望你们也去多多欣赏这样的
佳作。《李尔王》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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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的读后感篇三

重读韩东的《知青变形记》，距离第一次读已经时隔七年。

在七年前，我对好小说的理解更多的是在于小说的内容，看
重小说的故事性，尤其是传奇性，韩东的这本《知青变形记》
很好的满足了我当时对好小说的理解，因为韩东在这部小说
中所讲述的故事确实足够荒诞也足够精彩。后来我开始阅读
大量的，对形式上有着更多创新的小说，而这些小说有个特
点，就是已经开始不再老老实实的讲故事了，他们更倾向于
去描述一种状态，一种关系，甚至是一种感觉。尽管如此，
当我在阅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还能回想起韩东的小说，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开始重读，觉得这样的小说可能对当时的
我来讲写得太老实了。再到后来，也就是近阶段的阅读，我
又重新开始怀疑这些被扣上“后现代”帽子，花里胡哨，有着
“创新”外观的小说。

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类型，发展到21
世纪，似乎已经在形式上的创新上穷尽，那么在这个已经很
难玩出新花样的时代，文学还能如何去吸引读者？后来，我
找到了答案，就是语调。以韩东为例，我想韩东的那些真正
的读者们，不是那些依然迷信“诗到语言为止”这样的观点
的人，而是被韩东的语调所着迷的人。在我的阅读范围内，
凡是具有综合能力的作者，也就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
都能写，也都能写好的作者，他们会首先创造出一种个人的
语调，并在这样的一种语调的影响下去进行创作。这种语调
并不完全是声音意义上的“语调”，更多是一种文字的感觉，
这种文字的感觉体现了一个创作者与自己的母语之间的亲密



度。而在一个人工智能都可以进行“创作”的时代，这
种“语调”的形成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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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的读后感篇四

现在看卡夫卡的《变形记》，忽然心有悸动，揉搀了许多感
同身受的东西，从而领悟到了文章更深层次的悲凉。一些好
的作品，有不同的心境会领略不同的意味，也会根椐阅历的
加厚又感受到它更宽泛的喻意。

但现在，却再次品味到，它呈现的这种残酷，其实，或大或
小，如鲫鱼的小细剌，在生活中，无处不可碰撞到。而一切，
缘于误解，不能做到彼此坦诚相待，是最可怕的，还有一份
最为重要的方式，沟通。当你和亲人都出现了语言障碍，无
法沟通时，可想而知，结果，你纵使有百般的柔情，成般地
不舍，也无人理解你的爱和心，有的，只是逐渐疏远、隔阂，
厌烦，或因给亲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使他们对你产生更大
的憎恨。

可见，没有了理解和包容，没有了坦诚和沟通，再亲的亲人，



也会成仇敌。正像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尔，谁也读不懂，谁
也不能容忍他，甚至令亲人感到他的可怕和可恶之后，，只
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格里高尔变成不可人语的甲壳虫后，我曾寄希望作者在某一
刻再把他恢复原样。或他的家人会赶紧想办法去治愈他，保
护他，爱怜他，疼惜他，因为他之前可是家庭赖以生存的支
柱啊。卡夫卡的所有文字都是这样令人感觉压抑和荒诞不经。
他没有这样去写，最终也没有让格里高尔变回来。

恰恰相反。卡夫卡无情的用精湛的笔像手术刀一样，层层剖
析着人性的弱点：从亲人的骇怕，惊吓，到慢慢适应接受，
然后又到，因家中有如此残酷的变化而给家庭带来更严重的
经济危机后，令亲人开始产生，厌烦、暴燥、抛弃，甚而大
打出手--最后结局是来自父亲的那愤怒一击，彻底要了格里
高尔的性命。让人一路读来，一颗始终担心压抑的心，一下
沉到无边的黑暗。这就是卡夫卡文字的特点。

可怜的男主人公，尽管在母亲骇怕而躺避，妹妹厌烦而冷待，
父亲暴躁而大打出手时，却还依然“怀着温柔和爱意时刻想
着自己的一家人”，为父亲还债，还想送妹妹进音乐学院!

英文版的读后感篇五

《十日谈》，谈尽了兽性的人的假丑恶，谈尽了精神的人的
真善美。人的天性，被伟大的雕刻家塑造成活的形象，大胆
地置于阳光下的我们面前；人的不容违背而常在违背——人
为地强行违背着——的天性真实地被证明了。人类真实存在
的东西，却盲目、野蛮、别有用心地压制它，囚禁它，千方
百计地否定它，毁灭它，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这是惨无
人道、罪恶绝顶的行为！但愿人的天性随着卜迦丘的灵魂，
一起从历史的桎梏下得到解放，升入天堂！但愿这作茧自缚
的愚昧历史早早坠入地狱！卜迦丘万岁！



看过《十日谈》全译本中未曾得见的故事后，却不明白这些
故事为什么不能看，与其他故事有多大的区别？似乎这些故
事的内容从实质上看与其他故事是一致的，并且有些还是有
所谓积极意义的，并没有比其他故事更“黄”之处，有的根
本就没那方面意思，而是很有趣味的艺术品，既幽默又高尚。
那些假道德家们自己干尽了坏事，满脑子乌七八糟的东西，
还硬装作高洁，结果把高洁的东西视为低下而舍弃了，这样
更暴露出他们肮脏的思想和低级趣味。

好人并不能因为读了坏书而变坏，坏人也并不能因为读了好
书而变好。同样，坏人并不能因为他说了好话就变成了好人，
别人也不会因此把他就认为是好人了；那么好人也不会因说
了坏话而变坏和被别人视为坏人。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本
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不容易转化的东西。但所谓好
人和坏人，虽然品质不同，可是有相近的人性。因为都是人，
都有作为人所应有的需要，只是满足需要时的思想、方法及
目的不同才有好坏人的区别。可有些人却偏偏置此不顾，明
明知道他人的缺点自己也存在，甚至还要超过他人，却一定
还要去怀疑他人、指责他人而标榜自己，其实这样做适得其
反，正显示出他们的阴险和无知。一种完整的东西，非要按
自己的心理去衡量它，只因他有见不得人的思想和行为，怕
别人不知道，所以就把完整的拆开，再组合起一个支离破碎
的东西给人看，这是何等罪恶行径！岂不知不完整的好东西
会成为坏东西，而不完整的坏东西就更加坏了；完整的好东
西能给人完整的思想和启迪，完整的坏东西能给人完整的憎
恨和教训。何况本来是好的东西却硬以为是坏的东西让人们
去防范，不是荒唐可恶已极吗？很正常的东西，很自然的事
情，却非要把它视为豺狼猛兽，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一定会
使它真的变成了豺狼猛兽，有多少可悲的例子和事实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尤其在中国，这类的所谓的经验太多太多，所
历经的时间也太久太久了，这是非常惨痛的事。难道能说这
是中国人的幸运而不是不幸的中国人吗？可恨的是总有人想
延长这种不幸，可喜的是今天终于出版并发行了全译本的
《十日谈》，终于能看到这本译者序言那样的思想和愤慨了。



在这一壮举之下，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觉醒和解放。不幸的年
代和人们是不幸的过去，幸运的人们在今天这幸运的年代里
不会在明天尝到昨天的不幸吧？虽然今天的幸运还只是一种
趋向，还是不完全的，可是正向着完全冲去，不是吗？！

《十日谈》有十章，每一章有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人物，不
同的启示……

(一)

有个女性受访者，59岁，她说自己是精神病，走到哪里都会
被人冤枉，被人趋赶，在她心里，已经认了这样的命运，她
说：“因为自己有精神病，所以被歧视是应该的。”

那么，难道因为是别人，所以我们就要去歧视？

到那一刻，我想起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在她的人生中，她希望得到的是我们平时容易拥有
的快乐，只是很简单的快乐啊！

(二)

这是我最为感动的一章，这章的主人翁是一个中年受访者，
芳芳，没有病之前是一个美女，热爱跳舞，有浓烈的艺术情
结。

每个人都试过孤独的滋味，但是她的孤独人生路是漫长的，
是没有尽头的，想到这里，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为什么我们
还不满足现有的生活呢！

看着芳芳翩翩起舞，她笑的很开心，越跳越有感觉，好久都
没这样尽情地展示着艺术的魅力？她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居然
能显得那麼自在，或者是她也根本感受到了来访者对她的深
深关切和慈悲之心。



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说话或小小的帮助，我们都值得去做。

天下为公，靠携手相信。

今天总算把《十日谈》读完了。意大利的薄迦丘著。译林出
版社出版1993年7月第1版。共787页+8页”译者前言“。

此书写的是七女三男十天内每人天天讲的一个故事。

重要讲的是命运、爱情、教会、神父、修女等在友情、爱情、
亲情等方面的故事。

中间少不了对宿命的认同；对爱情中男欢女爱勇敢描述；对
神父们当面正直却在情色方面和普通人都是一样的。揭穿了
社会的黑暗，以及在黑暗中人类抗争黑暗的智慧，金钱对男
人女人的诱惑等。算起也是六七百年前的事情，和现在的社
会上产生的事情也差不离。但描述和写出来的总要夸大。也
许这样才干提起观看者的兴致。那男人都是那样的俊朗萧逸，
女人都是那样的貌美如花，神父也是那样的痴情，修女也会
有猖狂的爱情甚至不惜声誉往偷情。和那巴奇龙族人的丑态。
可说是蠢人一堆，智者一团。只是为了信仰神圣的天主，但
私下里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些故事简短几页，有些故事可以
长到几十页，或波折或悲痛或简短或圆满的结局。里面讲的
人物个性鲜明，如帕姆皮内亚28岁像一个大姐姐慎重成熟；
迪奥内奥个性也够强，请求每次最后一个讲故事等。

里面的故事在我读完后，可能需要一段时光来沉淀，也许不
久后我便会忘却其中的很多情节，但总会有沉淀。诸如对美
妙爱情圆满的结局憧憬，坏人终会得到应有的处分。神父总
回是神父，他们或许狡狯，或许圣洁。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
率领教徒走向所谓圣洁的天主教堂，歌唱人类的巨大、英勇。
畅言命运的公正与不公。洗礼龌龊的心灵，走向光亮天堂。

很多故事无非最后要到达一个作者或读者想看到的成果。



作者在最后结语中，写了自己对此书面世之后的事态种种想
法，我很懂得，我以为并不是人们所以为的污秽之书，反而
是人类天性最直面的剖白，我想要是没有接近产生的故事情
节，是讲述不出如此活泼的故事来。

我信任多数是真实的。

凡人总要过凡人的生涯，可以居心灵往过上帝的生涯，心灵
的天堂。

但总归要回到现实中，接收爱情、友情、亲情、歌唱人类美
妙的一面。同时也会分析坏人狠毒的一面。好与坏我们总要
面对，仁慈终回要克服邪恶。痴情总会博得不该有的冷淡。

忠贞有时在爱情眼前显得无力，友谊在金钱眼前显得苍白，
命运在现实生涯中显得卑微。一切只凭当事者的智慧，荣幸
的光顾。一切只凭往天马行空，才干抛开现实与宿命的羁绊。
没有谁会成为神仙，只是做好自己而已。

一切回回现实，感恩现实，面对现实，就像《旬日谈》的结
尾，十五日后，十位佳人回到有瘟疫的佛罗伦萨一样。

此记写于，从图书馆办卡后的第一本书，读后感有点不符常
理没有记述当年的社会背景，也写得有点乱。最深的感到就
是”现实“。每个时候都可以是现在。

英文版的读后感篇六

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左右的历史了，书中司汤达一
方面向人们描述了保王党人的横行霸道，一方面又让人们得
出这样的结论：握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定将
是最后的胜者。《红与黑》成书于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以前，
司汤达竟像是洞悉了历史运动的这一必然趋向。



红----充满生命，激情的颜色。黑----人性中虚伪，一切阴
暗的堕落。红与黑的碰撞，激起的是对人生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