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张爱玲读后感(实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张爱玲读后感篇一

【导语】本站的会员才婧潇为你整理了“《张爱玲作品》读
后感”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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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张爱玲作品》读后感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

张爱玲作品学生读后感

《张爱玲作品》个人读后感

张爱玲读后感

张爱玲读后感篇二

张爱玲散文很适合一个人独处时，在暗夜橘黄的灯光下阅读，
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张爱玲散文读后感，希望能帮



到大家!

对于张爱玲的《中国的日夜》可以说是《传奇》小说集中唯
一一篇采用第一人称来自述抒情的散文，这篇散文并没有把
重心放在故事情节上，而是通过主人公“我”的视角向读者
叙述了街上人物的片段，散文虽短，但却出现了众多的人物
形象，并且把人物的群像刻画的栩栩如生，可以说这篇散文
的风格颇有鲁迅小说的神韵。

张爱玲除了在这篇散文中注重人物刻画外，还注重主人公内
心的剖析，这种剖析被张爱玲写的细腻且富有情感，小说的
开头与结尾分别有一首诗，而这两首诗则是我们了解主人公
内心的线索，两首诗一首叫《落叶的爱》另一首叫《中国的
日夜》，这两首诗所反应主人公“我”的思绪在前后的巨大
转变，张爱玲写的第一首诗《落叶的爱》表达出了一种历经
磨难而得到的爱，而这种磨难被张爱玲表现的极具残酷性，
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刀光”“尘梦”等词语。从诗中我们
可以看到主人公“我”对于爱的渴望与乞求。诗的前半部分
残酷，后半部转向抒情与柔和，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
公“我”内心对于爱的挣扎与向往。

当主人公“我”的视角转向一个个中国人时，看到了他们，
主人公“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把前先写的诗涂改变成
了另一首《中国的日夜》，而这首诗的风格我们完全看不到
了主人公“我"为爱情而神伤挣扎，主人公“我”这时的心理
是振奋而激昂且富有斗志，而这种精神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
很少见的。这首诗的前两句“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钉的彩云的人
民。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我”强烈的国家意识，对民族，
对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诗句中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国
土”“自己人”等语言看出，这种思想和精神张爱玲运用诗
句表现的非常的强烈。后三句是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
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
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



底。在感情的抒情上后三句表现的更加的直露，没有增添更
多的修饰，表现主人公“我”对于祖国以及生长在这里人们
由衷的赞美和热爱。诗后三句是全诗的高潮，极富感染力，
在感情上得到了巨大的升华。

主人公“我”的思想其实就是张爱玲当时自己思想与情感的
流露，在这篇散文中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张爱玲，一个极富
激情与热情的张爱玲。张爱玲在这篇散文中描写各种角色的
贫民百姓，被没有像其它文章那样去采用“暗讽与批判”，
更加的去展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的乐趣，淳朴的性格。

张爱玲《中国的日夜》一篇结构巧妙，意象丰富的自述体散
文，展现了她自己的另一面。

一本书，一个梦。一段旅程，一次邂逅。

很喜欢你的散文和小说，近期又重读了你的《张爱玲散文》
《张爱玲精选集》，读后总想再读，你的书，适合一个人独
处时，在暗夜橘黄的灯光下阅读，这时手捧一本你的文集，
我心会冰凉如水，泪分然而下，时间的箭，如水般飞逝而
去……想着，第一次看你的文字是什么时候，是花季少女，
心怀爱情与美好的年纪?看什么都是美的，如今一转身年华已
经如流水般逝去，真的像你书中那句台词：我们再也回不去
了……读你的书重新在平淡的生活中挖掘生命的意义，在你
略带忧伤的文字中探寻人性的根本和自然。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事情，使你不
禁感叹：“生活既是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
也完了。”有时不免被你的字句所震惊“生命是一袭华美的
袍，爬满了虱子。”哀伤中隐约带着点矜持。

穿梭时光，经历了一次洗礼。你像个老师，为我介绍一个个
关于服装，舞蹈，画作的故事;你像个孩子，爱撒撒娇，童言
无忌。更多的时候则把我当成知己，“夜深闻私语，月落如



金盆”，你说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我静静地思索着，若有所悟。你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认
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我回应似的笑了
笑，也许是吧。你无数次谈起你的童年，它承载着你儿时美
丽的幻想，同样也有被赶出家的委屈与辛酸。我聆听着你的
童年，你多愁善感的母亲，体弱多病却又天真无暇的弟弟。
还有你对后母的憎恶，对父亲的抵触。

你是这么的爱憎分明，让我不由得时而叹息，时而激动，时
而欢喜，时而忧愁。我不喜欢你在战争是对病人的冷漠，事
不关己的样子，而又不得不同情你当时的无助与无奈。如果
换作是我，也许我会更加懦弱，也许……;当你看见街边一个
小男孩被警察欺负而打抱不平时，我既敬佩又不由得为你担
心，毕竟那世道，还是做个太平人来得太平。

我惭愧自己经验太少，资历太浅，不能和你聊的更多，你说
对于我足够了。

有个哲人曾说过：“一本真正的巨着，在青年时期读，在成
熟时期再读，还不够，该在年老时重读一遍，如一座美好的
建筑物，须分别在晨曦，日午和月光下加以欣赏一般。”我
想我也会永远停留于她的精神城堡，直到走完我人生的旅程。

上周五下午，上课回来，正百无聊赖地收拾桌子，一低头，
突然看到了邻桌老师桌子上赫然放着一本《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我的情绪立刻兴奋起来，伸手拿过来，翻看起来。

第一篇《迟暮》，第二篇《秋雨》，看着看着，近几日心情
一直在浮躁状态中的我竟渐渐浸入了张爱玲细腻、柔婉、深
刻、独特的文字中。

这是第一次看她的散文，那种感触真是细腻又与众不同啊。
再看她的生平，她写这些文章时竟然只有十多岁。



在《迟暮》中，她写道“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
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
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
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
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簾栊。”喜欢这句话里她对桃花
的描写，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桃花的艳丽娇柔，一
支桃枝上缀着那么多开得茂盛分外娇艳的桃花，此刻静倚在
封姨的臂弯里，真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啊。再看她笔下
的柳，那么多情，那么俏皮，正借着风儿，骚乱行人的发，
那柳絮在她眼里，就是春神脚下的祥云，正模仿着春雪，飞
入帘栊中。这样的句子，从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笔下流淌出
来，真是让人惊叹啊。

在《秋雨》中，她写道“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
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多么形象啊，雨如蛛
丝般闪闪烁烁、牵牵连连、绵绵不断地笼罩于天地间，丝丝
缕缕，缠缠绵绵，如梦如幻，这是十六岁的张爱玲眼中的秋，
从她细腻多情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一个温婉含蓄、眉宇间蹙着
淡淡哀愁的少女，那棵宿舍墙外种的娇嫩的洋水仙，似乎也
看懂了她的少女轻愁，此刻正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
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原来它们在叹息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
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蒸的雨天。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样
的描写中流露出了她怎样细腻的女儿心啊，再往下看“那墙
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
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
望”，淡淡的轻愁中不乏新生的希望，在那样一个如花的年
龄里一味的愁怎不叫人心疼呢。

读了张爱玲的散文《天才梦》，看见了这样的张爱玲。自称
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她的天才外别
无生存的目标。她三岁能背诵唐诗，七岁写了第一部关于家
庭悲剧的小说和第二部关于一个因失恋而自杀的女郎的小说，
八岁开始写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为快乐村。九岁时学习
钢琴，决定做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在她十六岁时，她妈妈从法国回来，发现女儿不会削苹果，
怕见客人，学不会织绒线，不会识路，一个住了两年的房里，
问她电铃在哪儿还茫然……，于是努力培养她做一个淑女：
学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练习行走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
镜子研究脸部神态……，然而两年的培养计划却沉痛地宣告
失败。

在那个时代，女子就是该学会烧菜做饭，织衣补袜;该有优雅
的举止，得体的言辞。爱玲看起来是不符合当时对女子的要
求了，所以她说自己：“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
于一个废物”，尽管她说她还是会领略一部分的生活艺术：
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比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
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

而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现在的母亲是不会象爱玲的妈妈那样
要求自己的女儿，他们顺应时代，着力让她们学文化，懂乐
器，会书画，能舞蹈，善交际等，把他们培养成魅力十足的
美女加才女。可是孩子们仍旧让他们失望，不思学习，不努
力。乐器学得想砸乐器，各种补习，训练让她们喘不赢气。
能忍受的就顺着母亲的意图或好或歹地发展着，成为人才或
庸才，尽管心理不知是怎样的扭曲和压抑。不能忍受的就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是象爱玲那样成为蜚声文坛的四大才女
之一，也算是圆了她自己的天才梦。而是走向了倔强逆反，
不求上进的废才，成为父母和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份子，当
然，最终贱踏的是他们自己。

张爱玲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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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读后感篇四

在学校时，看过张爱玲的几篇小说，许是那时年轻，读不懂
其间的深义，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倾城之恋》与《十八春》
了。近些日子，因了些事情，心情总不太好，朋友让我读张的
《封锁》，他说看了或会悟到些什么。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
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
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电车
停了。封锁了。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时间在这时已失去了任
何意义。“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他们有座位可坐，虽然设



备简陋一点，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略胜
一筹。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
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赶咐。这庞大
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
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
每一个人。”吕宗桢，吴翠远，凡俗世界里的普通人，若是
没有这封锁，他们也许一生也不会相识。此时，他们恋爱着
了。

在这刹那间的时间与空间的停顿里。平日里的角色已忘却，
也不能说是忘记，只是暂时的消失而已。在彼此的面前，他
们是单纯的，也是真诚的。“他告诉她许多话，关于他们银
行里，谁跟他最好，谁跟他面和心不和，家里怎样闹口舌，
他的秘密的悲哀，他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歇的话，可
是她并不嫌烦。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
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
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
的。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
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
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
她微笑着。”“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
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
时间与空间。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
开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她明白他
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
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今生，他们不会再见，若
是偶尔地在什么地方遇上，也不会认得了。只是一个不近情
理的梦，电车当当当开的时候，梦亦醒了，一切都恢复原状。
他继续他原来的生活，她过她本有的日子，平淡得如同一杯
白水。明白了朋友的良苦用心，其实自己又何尝不知，悟是
悟了，却不苟同。总觉里面好像少了些什么，太白描了些。
一直认为，这世上，有些瞬间与刹那是永恒的，如林语堂的



《红牡丹》中的那段，“生活中最美之刹那，最真之刹那，
方才是真正之生活，其他时间则一旦过去，永远消失，因其
于吾人心灵上毫无意义可言也……又如音乐，其声虽杳，其
音韵则绕梁不散。

此绕梁不散之余韵为真音乐耶?抑当时演奏之音乐为真音乐
耶?人间之事，虽难免为他事所阻断，但其所遗留于人心中之
记忆，则盘旋依恋，终身不去。”活于这世上，谁都不是在
真空里，但若是拥有了这极美极真之刹那，纵然是虚幻，纵
然是不近情理，也可盘旋不去，成为回忆里一处最美的'风景，
感动余生。人回味。《封锁》讲述的是一段萍水相逢的故事，
它亦真亦幻。人生总是存在着无数的变数。

张爱玲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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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读后感篇六

伴着最后一声嘶哑的蝉鸣消失，伴着最后一片枯黄的叶子从
枝头飘落，在这个萧萧的季节里，我拥有着《秋雨雅声》。

我对雨有着一种莫名的恋情，特别是绵绵的秋雨。夜深时，
我坐在灯下，注视着窗外稀稀落落的秋雨，忍不住翻开了这
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开始了一段寂寞的旅程，走进了
一段尘封的历史。

从商到唐，从焚书坑儒到康乾文字狱，从晋魏赋文到宋元词
曲，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如同秋雨陪伴在身边，打在身上、
心上。从道士塔到柳公祠，从庙宇到青云谱，从沙中的清泉



到西湖的风景，从都江堰到吴江船，古典文化像秋雨陪伴在
侧，砸在身上，让我无法抬头。从泼墨挥毫的八大山人到酗
酒的酒公，从手握重权的朝廷大臣到妓院抚琴的女子，秋雨
依旧陪伴，而我却被这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差异刺得无法动
弹。

再美好的景色，难道只要沾上了中国的历史，就一定会变得
如此沉重吗?中国真正的文人，只能是孤寂的，沉重的。

一壶上好的碧螺春，需慢慢的沏，慢慢地品，在速食主宰的
今天，又有谁会去慢慢地品尝那苦涩的青茗呢?于是，几千年
来文人的清高与孤傲在秋雨身上继续。

我依旧喜欢秋雨，不同的是，我更融入了秋雨。

张爱玲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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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读后感篇八

《郁金香》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如张爱玲过去的作品，在新
旧杂糅掩映之中，展开旧式大家庭衰微的背景之下，两个少
爷宝初、宝余与丫头金香之间的或明或暗，或轻薄或深婉的
关系。情节看似单纯，但是结构非常讲究。作品以金香推门
亮相始，以宝初的凄然回忆终，金香仿佛迎面而来，转身远
去。在人物关系的发展中，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作品
开头写宝余狂追金香，使人误以为是要写金香与宝余之间的
纠葛，并引出宝初与阎小姐之间的恋爱，然而山重水复之后
才发觉金香爱的是宝初，而宝余最终与阎小姐成了婚。作品
前半部分节奏缓慢，极力铺陈旧家庭中两三天间的日常生活
情态，交待错综的人物关系。后半部分节奏骤然加快，倏忽



已到中年。这种节奏类似于《金锁记》。后半部宝初渐成主
角，金香等人退出画面之外，成为侧写的对象。结尾处，宝
初与金香之间本有重逢的机会，然而在拥挤的电梯里，只听
到别人喊她的名字，却无法分辨她的身影，两人擦身而过但
却并未谋面。这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写振保与娇蕊在
公共汽车上相遇的情景大异其趣。作品故事虽然简练，但是
线索明暗交错，起伏有致，充分显示了张爱玲结构小说的才
华。

作品中三个最主要的人物宝初、宝余兄弟和金香之间的三角
恋关系，从框架上看多少有点《边城》的味道，然而内涵是
迥然不同的。宝余是张爱玲笔下最擅长的花花公子形象，是
那种既轻佻又世俗的角色。宝初和宝余同是庶出，但是同父
异母。由于母亲早逝，宝初由宝余的母亲养大，并一起寄居
在宝余的亲姐姐阮太太家里。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宝初沉
静、忧郁的性格，读后感《张爱玲《郁金香》读后感》。与
宝余对金香的轻浮举止不同，宝初是认真的，含蓄的。他尊
重金香，爱护她，但他的爱是有限的，也是软弱的。

对浪漫爱的拆解，尤其是对男性爱的怀疑一直是张爱玲早期
小说的主题。只有到了《多少恨》《小艾》以及《十八春》
（后改写为《半生缘》）里，张爱玲才渐渐露出温情的面目。
而这篇写于1947年的《郁金香》，通过宝初对金香的感情描
写，透露出刚刚经历感情创痛的张爱玲对爱情的怀疑。作品
写宝初出门的时候，金香将一个精心缝制的小礼物悄悄装到
他的口袋里：一个白缎子糊的小夹子，缎子的夹层下还生出
短短一截黄纸绊带，是装市民证和防疫证用的。金香设想得
非常精细，大约她认为给男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有比这更为
大方得体的了，然而宝初并未珍惜，反而心里有点鄙夷、轻
蔑，觉得这东西看上去实在有一点寒酸可笑，也不大合用。
而且每“一看见，心里就是一阵凄惨”。可是“怎么着也不
忍心丢掉它”，于是故意夹到书本里，让人家去摔掉它罢。
这个看起来温文稳重、诚挚内向的宝初对金香的爱不过如此！
陈子善先生说宝初的身上有《半生缘》里沈世钧的影子，我



觉得从沉静、平和的性格来看自然相像，然而在对待爱情的
态度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张爱玲前期作品的爱情描写，多的是现实利益的斤斤计较，
少的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诗意，然而却不能说她是个爱的虚无
主义者。她笔下的女人多少都带点怨女的气质。在男女爱情的
“两个人的战争”中，女人往往是失败者。她们付出的感情
总比男人多，对爱情的期待总比男人高，如葛薇龙之于乔琪
乔，曹七巧之于姜季泽，王娇蕊之于佟振保，而金香之于宝
初也不例外。从老太太的嘴里，我们得以约略了解金香后来
凄苦悲惨的生活：嫁人，生孩子，男人待她不好，还不给她
钱，她只能出来找事情做，养活两个孩子。读到这里，一个
身份卑微的女子在艰难的生活中辛苦辗转的身影闪现在画面
之中，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漫上心头，留给我们无限的
叹息和惆怅。这时候，我们才真正领略到这篇小说题目的深
长意味：“郁金香”原来是要把郁和金香拆开来读的。金香
带着青春活泼的气息扑面而来，却连一个匆忙落寞的身影都
未及留下。张爱玲又一次将她的“荒凉”抛洒在我们对“郁
金香”的华丽想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