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外国的名著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外国的名著读后感篇一

长篇小说《名利场》是萨克雷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以辛辣
讽刺的手法，真实描绘了1810～1820年摄政王时期英国上流
社会没落贵族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等各色人物的丑恶嘴脸和弱
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

这部小说篇幅宏大，场面壮观，情节复杂，心理刻画深入，
其尖锐泼辣的讽刺风格更为精彩。《名利场》是萨克雷的成
名作品，也是他生平著作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在英
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天地。

不得不承认，这个故事很现实。名利场里的人看不清，名利
场外的人同样看不清。所有的人都渴望金钱，地位。一旦你
拥有了其中的一样，其他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

都宾用一生的爱等到了他心爱的人，他的青春，他的年华献
给了那个名利场中的可怜人。艾米利亚的单纯和爱戴给她半
生的苦痛。然而结局是好的。作者不忍心让好人受苦吧，善
良的人得到了幸福，在名利场中出入。那些贪婪的，自私的，
愚蠢的，骄傲的，不择手段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把结局
看了几遍。有点高兴，有点悲痛。

这不只只是一部小说，这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不光那时的英
国，就是今日。谁又不是为名利二字所累呢?其余的一切都是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当物质生活问题没有解决时，又有谁



去追求一种纯洁的莫须有的梦想呢?所以，大学生学习的目的
成了工作，工作的目的`是有一份能够让人另眼看待的生活。
当然，这没有错，我们都是命运手中的一颗棋子。算计着自
我的身价，算计着该怎样样去抬高自我的身价。无奈啊，人
们只会去崇拜，谈论那些光鲜的人物，你不去做，会有人去
做的。

萨克雷认为：“小说的艺术是表现本质，即尽可能强烈地表
达真实的情感。”他的这种理论主张在他的成名作《名利场》
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在写出《名利
场》以前的十余年对于萨克雷来说基本上是一个准备阶段，
在这个期间萨克雷对社会上各式各样“上等人”的观察越来
越深入细致，艺术手法也日益成熟。《名利场》便是在这个
基础上完成的现实主义的杰作。《名利场》里创造了比较丰
满的人物形象，描述了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并经过人物命
运的交织而对生活作了总的评价。

《名利场》经过情节的安排企图说明“一切都是浮名浮利”，
他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五光十色的繁荣外表，让人们看到它
的本质。萨克雷自我说过，他在《名利场》里要写“一群极
端愚蠢自私的人，不顾一切地为非作歹而又热烈追求浮名浮
利”，同时，他又说，书中所描述的“全是死亡、争吵、金
钱和病痛”。《名利场》并没有严密的故事结构，故事的资
料基本上是由两个女主人公利蓓加与爱米丽亚的生活道路串
联起来的。爱米丽亚是一位资产阶级小姐，而利蓓加则是个
一无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浑水摸鱼的女人，经过这两个
主人公的命运，萨克雷描绘出了当时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
众生相。

外国的名著读后感篇二

《名利场》是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萨克雷的成名作品，也是
他生平著作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故事取材于很热闹



的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当时国家强盛，工商业发达，
由榨压殖民地或剥削劳工而发财的富商大贾正主宰着这个社
会，英法两国争权的战争也在这时响起了炮声。中上层社会
各式各等人物，都忙着争权夺位，争名求利，所谓“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名位、权势、利禄，
原是相连相通的。

故事主角是一个机灵乖巧的漂亮姑娘。她尝过贫穷的滋味，
一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困境。她不择手段，凭谄媚奉
承、走小道儿钻后门，飞上高枝。作为陪衬的人物是她同窗
女友、一个富商的女儿。她懦弱温柔，驯顺地随命运播弄。
从贫贱进入富裕的道路很不平稳!富家女的运途亦多坎坷，两
人此起彼落的遭遇，构成一个引人关怀又动人情感的故事。
穿插的人物形形色色，都神情毕肖。萨克雷富讥智，善讽刺，
《名利场》是逗趣而又启人深思的小说。

萨克雷是东印度公司收税员的儿子，受过高等教育，自己却
没什么财产。他学法律、学画都不成功，一连串失败的经历，
只使他熟悉了中上层社会的各个阶层。《名利场》的背景和
人物，都是他所熟悉的。

他不甘心写小说仅供消遣，刻意寓教诲于娱乐，要求自己的
小说“描写真实，宣扬仁爱”。“描写真实”就是无情地揭
出名利场中种种丑恶，使个中人自知愧惭;同时又如实写出追
求名利未必得逞，费尽心机争夺倾轧，到头来还是落空，即
使如愿以偿，也未必幸福，快乐。“宣扬仁爱”是写出某些
人物宅心仁厚，乐于助人而忘掉自己，由此摆脱了个人的烦
恼，领略到快乐的真谛。

萨克雷写小说力求客观，不以他本人的喜爱或愿望而对人物、
对事实有所遮饰和歪曲。人情的好恶，他面面俱到，不遮掩
善良人物的缺点，也不遗漏狡猾、鄙俗人的一节可取。全部
故事里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所以《名利场》的副题是《没有
英雄的故事》，就是现代所谓“非英雄”的小说。这一点，



也是《名利场》的创新。

外国的名著读后感篇三

我是一个小书迷，在两天内把80天环游地球看完了，第一天
看了大部分，第二天把剩下的10页也看光了；故事中主人公
福克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终点，完成了他了任务，
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在这个过程中他使用到了各种各样
的工具，比如船，火车，和马车等等交通工具。在这里我们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警察费克斯误认把福克当成了抢劫
银行的土匪，因此福克浪费了好多时间。

还有奥妲夫人她最后成为了福克的妻子，因为她在印度被福
克救助，如果没有救奥妲夫人的话，福克会在第79天就能到
达终点，可是如果没有救奥妲夫人的话，福克也就不会娶到
这么好的妻子。说到福克，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一位
绅士，因为打赌要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之后，浪费了他好
多财产，他一共带了20万美元的钞票，是一个正人君子，做
什么事情都稳稳当当，可是有一次确被误认为土匪，最后才
知道他是一个正人君子。

现在我来说一下路路通，他是福克的仆人，他被叫成路路通，
是因为他好多事情都知道，而且还长的又大又肥又强壮，一
头乱乱的棕发，人很善良；另外还有贪财的卖象人和上校等
等人物。好了，我就先写到这里了，这是个神奇的故事，讲
述了这个故事的过程，福克通过自己的智慧在这么短的80天
以内环游地球的过程，我相信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能在
更短的时间内环游地球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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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名著读后感篇四

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雕
塑家，一个是小说家。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理想，都为了真理
和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贝多芬的童年是痛苦的。人生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场悲惨而
残暴的斗争。在他成功后，不幸耳朵失聪了，想想看作为一
个音乐家，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呀！而且这种对音乐家而
言十分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是非常人所能想象的，
然而所有的磨难都使他变的更加坚强：他痛苦，却不肯屈服
于命运；他贫穷，却既不趋炎附势，亦不迎合潮流，始终保
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
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奉献给全世界。然而他却听不到人们
对他的赞誉，他也听不到自己创作的一些优秀的作品。然而
的勇敢、努力、坚持并没有白费，因为他终于成功了，他战
胜了很多我们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一些痛苦、疾病，还有
一点就是作为一名音乐家，舞台上的演奏者没有台下听众的
支持、肯定和青睐，这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压力，带给心灵沉
重的挫折感。然而他还是战胜了它们；他的努力使全世界的
人都为之欢呼雀跃；他的实力得到证明，所以最后他攀登上
了生命的颠峰。

米开朗琪罗表面看上去是比贝多芬幸运的多，他不残疾，也
不贫穷，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市民家庭，从小接受贵族教育，
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但是他在精神上却比贝多芬
更受折磨，更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
族侵略；自己国家的土地被侵占却无能为力，他与贝多芬同



样孤独一生，他的家族从未给过他任何温暖与安慰，只是在
他身上谋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和陷害，更悲惨的是，他
所处的环境与奴隶没什么两样。

如果米开朗琪罗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许他就不痛苦了，
就会以教皇赏识为荣了，然而他比同时代的艺术家更不满足
于宗教艺术，更追求表现尊严与意志。他是文艺复兴时代
的“巨人”之一，这就决定了他和那些只关心为自己树碑立
传的教皇们永远不能达成一致，决定了他将终生为理想无法
实现而痛苦，虽然他的本质性格是骄傲自信而且固执的，只
是他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和“长子”的责
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家姓名于不顾，这就决定了他在关键时
刻必然会逃跑，或者选择明哲保身，向权力屈服。特定的时
代条件成就了他的伟大，却也限制了他天才的发挥。

与米开朗琪罗和贝多芬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列夫·托尔斯泰，
他从小在名门贵族长大，地位优越，无忧无虑，亦不会像米
开朗琪罗和贝多芬那样终身忙碌，身体健康，有着幸福的家
庭，有着很高的文学天赋，在别人看来，已经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他的忧虑和痛苦正是由此而生。他厌倦了优越的环境，
藐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文学声誉，只有生命
的真谛才是他未知的亦惟独渴望的，于是他用自己毕生的精
力去求索和探寻，他所拥有的幸福感成为了他精神上的沉重
负担，如果他只是平庸的亦心安理得的享受他所拥有的这一
切，烦恼是不会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正是由于对真理的追求
和不肯虚度年华的精神才使他的烦恼接踵而来。

然而不知不觉中，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和夸大的自
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
性质，变成了实用的性质与物质的了。他慢慢地也学会了放
荡自己。最后，有一样东西救了他：那就是绝对的真诚、坦
白和善良。

其实纵观全书，在三位名人的传记描写中，都时时透露出了



这些名人的缺点，贝多芬脾气的暴躁，米开朗琪罗的软弱和
优柔寡断，列夫·托尔斯泰固执和封建。其实《名人传》也
告诉了人们，英雄和名人并非没有弱点，也并非就完美，毕
竟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但是这并无损于他们所做出的伟大
的事业。悲惨的命运和严峻的考验不仅降临在普通人的身上，
同样也降临在名人的身上。当我们遭受挫折的时候，应该想
到这些忍受并战胜痛苦的榜样，不再怨天尤人，并且坚定自
己的信仰。

[]

外国的名著读后感篇五

最终把萨克雷的《名利场》看完了，超满足的!虽然这本书在
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很乱，可是慢慢看下去就会发现这本书
的迷人之处。

我觉得这本书有两个女主角——爱米利亚和利蓓加，这两个
完全不一样性格的人儿竟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都尝尽了人
生的酸甜苦辣。爱米利亚性格懦弱温和，体贴，对自我的丈
夫始终如一，虽然之后再婚也不能否定她对丈夫的忠诚。她
小时候也算是一个富家小姐，到她从学校毕业后家里发生好
多不如意的事后才逐步走向贫穷，幸而之后有哥哥乔斯和朋
友都宾的帮忙，摆脱了贫穷，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而利蓓加
的经历的时间却和爱米利亚相反，她是一个低贱的人(因为家
庭背景的原因)，小时候饱受鄙视，同样从学校毕业出来后，
得到爱米利亚的帮忙，离开她后，利蓓加在做了毕脱。克劳
莱爵士家里的家庭教师，也不安分，因为她发誓要走进上流
社会，并成为那里的一份子，她的野心太大了!但她确实做到
了，嫁给了罗登。克劳莱后，她手上的钱从来不需要担心，
因为她丈夫的名气，她能够随便赊账;并且，她的机智灵敏和
惊人美貌让她在上流社会中如鱼得水，能够说，她也有一段
时间是大放光彩的!可是她的出格行为使她的丈夫生气，谁想
到就是这一次的生气使她遭到了人生中严重的落差，虽说之



后她也得到了相当的钱财，因为之后在她重遇乔斯。赛特笠，
她用她从前的伎俩骗取他的同情，最终竟得到了他的一部分
财产，但不知她是否真的欢乐!

在这本书里，我最“佩服”的是利蓓加，她的说谎伎俩是如
此高深啊，逗得所有人为她办事，弄得罗登。克劳莱为她如
此卖命，为她付出一切，可是她却好像从来没有把他看作是
自我的丈夫，而是看作一个可怜的仆人，甚至对自我的儿子，
她也从不关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小罗登在伯伯家做客时，
利蓓加为了显示自我对儿子所谓的爱，吻了小罗登一下，之
后小罗登说“妈妈从来没吻过我”哈哈，这是第一次啊!这让
利蓓加多尴尬。最终她和罗登闹翻了，我不明白她有没有悲
痛，我觉得痛苦应当是有的，但不知是为了和丈夫闹翻而痛
苦，还是为了以后没钱用而痛苦就不明白了!

我觉得最苦命的不是爱米利亚，而是都宾少佐。他对爱米利
亚的爱可谓是让人为之惊叹啊!在爱米利亚落魄时，是他在背
后默默地资助;在乔治(爱米利亚的丈夫)战死后，他又默默地
帮爱米利亚抚养他们的儿子——小乔杰，只为了爱米利亚有
一天能够理解他的爱，只是爱米利亚一向都执着于对乔治的
感情。最终，他觉悟了。对爱米利亚敞开了心扉，既然她不
理解，就不再强迫了，放手会更好，他离开了，她又悲痛不
舍了!幸亏利蓓加给她看了乔治给自我的私奔信，爱米利亚的
心结最终解开了，理解了都宾少佐的爱，真诚地唤他回来，
成就了一段姻缘，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吉内;和吉
恩太太成了好朋友，并且小乔杰和小罗登也成为好朋友，这
真的是完美的结局。

再说说利蓓加吧，毕竟她也是女主角。她在和丈夫闹翻后，
被勒令不能回国，她便在欧洲各国流浪，虽说有罗登的抚养
费，日子还过的下去，可是一个女人无依无靠，并且她在每
一个地方树立起来的形象每次都被熟人给破坏了，因为她在
英国的名声实在是太坏了!她在风光时认识的贵人在她落魄时
都对她视而不见，这该让她多难受啊!但人生就是这样，每个



人都无法逃避。

人生就是一个名利场，每个人在里面的命运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也没有人会永远落魄，总有那么一天会
小人得志，这个社会就这样，我们能做什么呢?只能默默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