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张爱玲有感 张爱玲散文读后
感(实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读张爱玲有感篇一

读张爱玲的散文有如看一条小溪，娓娓流过满是青草红花的
两岸，即使遇着一两处突兀的山石、三五个湍急的湾，那碰
击也是极温柔婉转,但你又绝不会觉得它肤浅，因为溪底有柔
长的水草和招摇的小鱼……又如沐浴在夜深时的月色中，宁
静、苍凉、缥缈，偶起的冷风吹在脸上，禁不住打个寒颤。

天才梦、心愿、秋雨、说胡萝卜、谈跳舞、谈女人、谈画、
论写作、谈吃穿、谈周围的人事……她仿佛一个隐匿在角落
的看客，安静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小块风景。哪管它此外天翻
地覆，山河破碎。

她用的虽然是一些人生的边角料子，却在边角料的内面衬上
昂贵的皮里子，把它做成了一朵好看的花。《有女同车》讲
的是自己在电车上见闻几个女人议论各自的恋人或儿子。前
面是大篇幅的素描，那些是边角料子;最后一句是里子：“电
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
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一下子新意翻出，化
俗为雅。把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陌生化，再添上一笔意味深
长的点染。摹写生活易，将生活陌生化也不难，难的是最后
的一笔点染。这正是张爱玲的功力。

还有一类张爱玲的散文篇章，简直就是直接截自原汁原味的



生活，比如《炎樱语录》。其记载的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的
一些妙语。“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
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
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显示了女
性的才华和机智，是赞许的意思。

这类散文虽然是直接截自生活，但这种截取本身就体现了一
种艺术的眼光。

张爱玲的散文几乎篇篇都有一些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比喻，它
们散见于文字行间，如落花依草，令文章增色不少。“她的
脸型扁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象一个小姑娘羞涩的笑
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的。”(《华丽缘》)这是写一个老妇
人的笑。在《爱》这一篇短小的散文里，看张爱玲是如何阐释
“爱”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
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
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
你也在这里吗?’”寻不着山盟海誓、天荒地老的缠绵，只独
独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令人感动，耐人寻味。

在现代作家中，钱钟书的比喻幽默、旁逸斜出，偏知性;而张
爱玲的比喻精致、清丽、寒冷彻骨，偏理性。我以为，这是
因为钱钟书把人生当游戏，张爱玲视人生如寄。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时代
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
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
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在张爱玲的眼里，
人是孤独、可怜、痛苦的;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所
以，“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传奇再版序》)所以，“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
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
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烬余录》)但是，
在她那些沉迷于小欢悦的文字里，又不时飘过烟云一般的伤



感。“但是可以更分明地觉得自己的手，在阳光中也是一件
暂时的东西……”(《华丽缘》)“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
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
的文明，不管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
序)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
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
的对照。”(《自己的文章》)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审美偏好，
在张爱玲的散文特别是那些较长的散文里，总会有意无意地
转入顾影自怜，感时伤世，营造出一种孤独、凄怆而又美丽
的氛围。这样的句子段落在她的散文里俯拾即是：

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
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
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我看苏青》)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
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
呵!”(《私语》)

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
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论写作》)

“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
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
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烬余录》)

张爱玲写的是不彻底的人对乱世的无可奈何，对岁月的屈服。
他们不配享有悲壮，然而到底是苍凉的。

因为是乱世，所以执着于日常生活;毕竟是乱世，又摆脱不了
茫茫的末世感，怀着末世感，珍惜每一个日子，仿佛看夕落
时分的风景，苍凉而美丽。这就是张爱玲散文的魅力。张爱



玲后期的散文正如她说自己：“我也只能象一朵花一样静静
地老去枯萎……”

在这个日益浮躁的时候，我们渴望一种俗而雅，雅而俗，思
之泪落而又穿越灵魂的感动——象张爱玲的散文。

读张爱玲有感篇二

我挺喜欢看张爱玲的小说的，但是有时候感觉人物的性格非
常难揣测。

她的成名小说好像是《倾城之恋》，但是我更喜欢《第一炉
香》。其实两篇都写的是一个题材，大背景也差不多，人物
背景和境遇不同而已。

《第一炉香》写的是薇龙只身在香港读书，由于生活拮据，
不得已来投靠做过姨太太，现在是上流社会交际花的姑姑。

一次偶尔机会认识了乔琪乔，一个混血的，上流社会的公子
哥。她明知他不过是个富家花花公子，但还是爱上了他。为
了和他在一起，接受姑姑的安排。后来她如愿和乔琪结婚。
但还是忙碌，为姑姑弄钱，也为乔琪弄钱。

整个故事里，我最不能明白的就是乔琪乔这个人。

张爱玲小说里，对女性的心理都有很细致的描写，但是对男
人的心里总是怀着揣测。并不做具体的描写。

乔琪这个人，如果说他不爱薇龙，但“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
谎”；但是，如果说他爱薇龙，却看着薇龙为了他在上流社
会交际也不心疼不顾及。就像他说的，自己过惯了舒服日子，
又没什么本事，父母子女又多，像他这样不受宠的，也不会
分到多少财产。因为这样吗？真是不明白他怎么想的。



为了好日子就什么都不管吗？想不明白，也许也只有张爱玲
才能说明白吧！

读张爱玲有感篇三

唯其因为是一年到头难得的事，乡下人越发要做出满不在乎
的样子。众口一词都说今天这班子蹩脚，表示他们眼界高，
看戏的经验丰富。一个个的都带着懒洋洋冷清清的微笑，两
手拢在袖子里，唯恐人家当他们是和小孩子们一样的真心喜
欢过年。开演前一天大家先去参观剧场，提起那戏班子都摇
头。唯有一个负责人员，二三十年纪，梳着西式分头，小长
脸，酒糟鼻子，学着城里流行的打扮，穿着栗色充呢长袍，
颈上围着花格子小围巾，他高高在上骑在个椅子背上，代表
官方发言道：”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
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榴溪这地方也请不
起!

闵少奶奶对于地方戏没什么兴趣，家下人手又缺，她第二天
送了我去便回去了。这舞室不是完全露天的，只在舞台与客
座之间有一小截地方是没有屋顶。台顶的建筑很花哨。中央
陷进去像个六角冰纹乳白大碗，每一只角上梗起了棕色陶器
粗棱。戏台方方的伸出来，盘金龙的黑漆柱上左右各黏着一
份”静“与”特等“的纸条。右边还高挂着一个大自鸣钟。

台上自然有张桌子，大红平金桌围。场面上打杂的人便笼手
端坐在方桌上首，比京戏里的侍役要威风得多。他穿着一件
灰色大棉袍，大个子，灰色的大脸，像一个阴官，肉眼看不
见的可是冥冥中在那里监督着一切。

下午一两点钟起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舞台上有真的太阳，
奇异地觉得非常感动。绣着一行行湖色仙鹤的大红平金帐幔，
那上面斜照着的阳光，的确是另一个年代的阳光。那绣花帘
幕便也发出淡淡的脑油气，没有那些销洋庄的假古董那么干
净。我想起上海我们家附近有个卖杂粮的北方铺子。他们的



面粉绿豆赤豆，有的装在口袋里，屉子里，玻璃格子里，也
有的装在大瓷瓶里，白瓷上描着五彩武侠人物，瓶上安着亭
亭的一个盖，瓷盖上包着老蓝布沿边(不知怎么做上去的)，
里面还衬着层棉花，使它不透气。衬着这蓝布垫子，这瓶就
有了浓厚的人情味。这戏台上布置的想必是个中产的仕宦人
家的上房，但是房间里一样还可以放着这样的瓶瓶罐罐，里
面装着喂雀子的小米，或是糖莲子。可以想象房间里除了红
木家具屏风字画之外还有马桶在床背后。乌沉沉的垂着湘帘，
然后还是满房红焰焰的太阳影子。仿佛是一个初夏的下午，
在一个兴旺的人家。

一个老生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已经唱了半天了。他对观
众负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生平所作所为都要有个交代。

我虽听不懂，总疑心他在忠君爱国之外也该说到赚钱养家的
话，因为那唱腔十分平实。老生是个阔脸的女孩子所扮，虽
然也挂着乌黑的一部大胡须，依旧浓装艳抹，涂出一张红粉
大面。天气虽在隆冬，看那脸色似乎香汗淫淫。他穿的一件
敝旧的大红金补服，完全消失在大红背景里——本来，他不
过是小生的父亲，一个凄惨的角色。

他把小生唤出来，吩咐他到姑母家去住一向，静心读书，衙
门里大约过于吵闹。小生的白袍周身绣蓝鹤，行头果然光鲜。
他进去打了个转身，又换了件柠檬黄满绣品蓝花鸟的长衣，
出门作客，拜见姑母。坐下来，便有人护惜地替他把后襟掀
起来，高高搭在椅背上，台下一直可以看见他后身大红裤子
的白裤腰与黑隐隐的汗衫。姑侄正在寒暄叙话，小姐上堂来
参见母亲，一看见公子有这般美貌，顿时把脸一呆，肩膀一
耸，身子向后一缩，由拍板帮着腔，竟像是连了打两个噎。
然后她笑逐颜开，媚眼水灵灵地一个一个横抛过来;情不自禁
似的，把她丰厚的肩膀一抬一抬。得空向他定睛细看时，却
又吃惊，又打了两个噎。观众噗嗤噗嗤笑声不绝，都说：”
怎这么难看相的?“又道：”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
都这么难看?“又批评：”腰身哪有这么粗的?“我所了很觉



刺耳，不免代她难过，这才明白中国人所谓”抛头露面“是
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旦角生得也并不丑，厚墩墩的方圆脸，
杏子眼，口鼻稍嫌笨重松懈了些;腮上倒是一对酒涡，粉荷色
的面庞像是吹涨了又用指甲轻轻弹上两弹而侥幸不破。头发
仿照时行式样，额前堆了几大堆;脸上也为了趋时，胭脂擦得
淡淡的。身穿鹅黄对襟衫子，上绣红牡丹，下面却草草系一
条旧白布裙。和小生的黄袍一比，便给他比下去了。一幕戏
里两个主角同时穿黄，似乎是不智的，可是在那大红背景之
前，两个人神光离合，一进一退，的确像两条龙似的，又像
是端午节闹龙舟。

读张爱玲有感篇四

前几天，看完了一本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就想着写点
什么以便将来证明我确是读过这样一本书。想这样一直坚持
下去，等到将来回头来看的时候，或许会有点好学之类的感
觉，这样记录我的一些什么东西吧。

关于张爱玲，是许久以前便耳熟了的。知晓她很小便读阅了
许多中外名着，很是感慨。有心效仿，可惜客观主观环境都
坚持不住。记得有那段时间读书格外疯狂，不管中国的外国
的，枯燥的有趣的都拿来读，想着开卷必定是有益的。后来，
高考蜂拥着一大堆压力奔涌而来，我心慌意乱，抛开其他，
只沉默着与他对应。高考过后，像是久久被囚的劳犯突然被
释放，又把所有都放下了，只想着我累了这么些年，念书念
得我疲累的很，应该放松释放了去。所以那些感兴趣的书籍
也就搁在了那里。上了大学，不知识怎么的，被各种东西干
扰着，倒失了以前的那些兴致。甚至一年多以前买的书都还
未翻动。现在想起来，它们就呆在那个角落里，那么的凄凄
冷冷，无人怜惜，倒是我的罪过大了。

只是可惜，《流言》是前几天看完的。记得刚看完那会，心
里感触诸多的。在翻阅期间也有许多启发。这会隔了这好几
天，一些感觉都淡了，学习上忙着赶作业，上课，担忧期末



考，不知怎地就把我的那些感慨挤到了未知的角落，如今便
翻不出许多来了。且就着还仅存的这点写写吧，等有机会必
定好好在温习一遍，或许更会有温故而知新的收获呢。

张爱说，想要写本自传，一吐自己心里憋着的话，可是觉得
希望渺茫，便还是随时随地的把自己的事写出来，免得压抑
过甚……看到这处，便觉得说到了我的心里一般，心想着我
也就这样随时随地的说说写写我自己的唠叨话吧，等老了来
看便是另有一番风味吧。

读张爱玲有感篇五

常规、长态、日常生活，往往会使人不知不觉的迷失本性，
丢失自我。

当“突发”降临，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反而会在忙乱中真
情流露。这种流露出来的“真我”，显现了人类自身固有
的“最美”。

所以大喜大悲、怦然心动、劫后余生的瞬间，才那么让人感
动、心动。真实，真实的自我，竟成为了我们永远追求的梦。

哀也罢、叹也罢，想来想去，真我就在不知不觉流逝的日子
中被一层层的包裹起来，愈包愈厚，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
道哪一层下面是真实的自己了。层层的包裹日积月累下来已
经连皮带肉，真要揭掉，会是彻骨之痛。

也有例外，这就是面对突发，当生活的层层包裹在突发面前
一下子失去了意义的时候，真我一下显现出来。反正那些包
裹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生命都朝不保夕，就让“真
我”站出来畅快一回吧。

只可惜，当生活又恢复了常态，日子又开始了它的周而复始，
人们又自觉自愿的钻进那层层的包裹，将真我更深的藏在里



面，又一切如旧。人生，多么的滑稽啊！

张爱玲的《封锁》将这种滑稽演绎得入木三分，她说：“封
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儿，做
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好一个“不近情理”，人性就是在近
情近理中一点点的磨失掉了。

70年前一个23岁女子写的故事，让如今成年的我读起来由衷
地感叹：好一个精灵透彻的女子！同时又深深地为之叹息：
喜欢她文字的人多，懂得她的人却那么少。因此，她的一生
无比寂寞，纵有万种风情，又能与谁说？过多的才华，给她
带来的是自信，不是快乐。

“她在自己的`卧室里独自凭窗，孤独且不被了解，像一颗孤
星，幽微的发着冷光，温暖不了她自己。”

读张爱玲有感篇六

1.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
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夜读发现据说是张爱玲的这两句。文艺女青年为什么这么喜
欢张爱玲，也就有了答案。

我读不了红楼梦，也就读不了这一类型的书。我觉得无论如
何，那是在大观园里面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猜度揣摩的小心
思，一个小地方钻来钻去没有意思。还不如李逵双斧一挥，
诸葛亮羽扇一指，杀它个落花流水。

但是人总是有些小心思需要安抚，总有些小情怀需要抒发，
这些安抚和抒发需要用很细很细的笔去描，用很巧很轻的颜
色去写。让人家在细腻转承中感受到里面的机灵劲。



张爱玲就是有这个本事。

一般的狗血女作家写得很细腻，但不机灵，写得很敏感，但
是不上档次，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电视剧，但没有一出不是一
次性消费品，没有把玩的余地。

“于千万人中遇到你”一句，从佛学中偷来的，用在爱情上
很合适。跟你遇见原是有万般机缘，就是这个意思，但用了
很细很细的工笔来描，用很铺陈的颜色来排比，觉得很芳香
入口，浓淡皆宜。

仿佛是认识已久，只是隔断了数重轮回，此次相见，也是命
中注定。巧到了极点，也轻到了极点。真是女儿家心思，很
细，很温柔，被动的，但心里却有一团火。

“很低很低”那一句，也是一个验证。曲折迂回，让到了无
限远，然后慢慢的兜回来，还开出了一朵花，你说是不是很
细很细，是不是很温柔很温柔，是不是虽然很细很温柔，但
里面有一团火焰，化身出来，成为了一朵非常鲜艳亮丽的花
儿。

我无法知道摘下来的是不是就是张爱玲写的。我没时间钻进
去，没时间读。尽管我似乎有的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