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琐记阅读感想 金锁记读后感(优
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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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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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琐记阅读感想篇一

一直觉得，张爱玲笔下的文字是活的，人物、景象都是动的，
一句话便是一段光影，一个故事便是一部影片。

读《金锁记》，脑海中不断展现的，也是一幕幕文字生成的
影像，或闹或静，或怒或欢，活动着的人，变化着的物，让
人恨意中带了莫名的无奈，莫名的悲凉。

故事开始于旧上海一个平凡的月光下。这回忆中的月亮是感
性的，再好也不免带点凄凉。

作者用笔尖将月光穿过眼前，透过夜空的云雾，引向三十年
前的姜公馆，引向三十年前的那群人，那些物。于是画面活
动了。

随着作者插着翅膀的笔，一场悲喜剧便悄然开演了。

深夜，公馆丫鬟小双， 凤箫 道出了公馆里是是非非的大概。
这时的姜家正是鼎盛时期，家里有几个兄妹，三位媳妇儿，
还有一位老太太。

这天一大早，媳妇儿婆子便在老太太那里热闹开了，瘫痪在
床的二少爷的夫人，二奶奶曹七巧出场了，她与各人七嘴八



舌，你来我往，她的话句句可气又可笑，心态扭曲、贪婪粗
鲁的性格状态尽显。她谄媚长辈，挤兑兄嫂，排挤娘家人，
处处计较，待人刻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过来也一
样，她也是个可悲的人物，让人同情可怜。

短短几幕，七巧表现出了她各种变态心理：首先在老太太面
前给云泽胡乱说媒，得罪云泽，引得众人讨厌，自讨没趣儿。
后来又与小叔调情，调情未果又百般诉苦，最终引诱不成。
最后，面对自己的哥哥嫂嫂，尽情地发泄着自己的幽愤，那
股泼辣，对金钱的贪欲劲儿更是展露无遗。

就这样，忍受着丈夫“死去”肉体的气味，曹七巧紧皱着眉，
一天天过着日子。

画面模糊恍惚。再次明晰时，已经呈现另一番景象了。

窗外的翠竹帘子退色了，屋内镜子里的人已老了十年，还多
了一副遗像，览遍屋内各处，便知世事变迁。镜头放大屋内
的人，便知晓物是人非。

如今的曹七巧成了寡妇，身边只剩一对儿女。

不久后，所有人都到齐，等待着 九老太爷 来给他们分家。
呼啸的风声，肃静的堂屋，为了金银，一场闹剧上演了，当
然主角还是曹七巧。

分家后，经过曹七巧与小叔 季泽 的情爱纠结的对话，接着
又是一场双方为了金钱撕破脸的较量，此处语言、动作、情
绪从文字里抽出，勾勒，浮现，便成了丝丝入扣的画面，有
了活动明快的影像。

七巧的俩孩子长白和长安已长大成人，然而在这位母亲的毒
害下，俩人的命运都是悲哀的。



最后一幕：昏暗的灯光下，“七巧似睡非睡的横在烟铺上”，
弥留之际，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
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画面转换，一个年轻
姑娘 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
腕，上街买菜 去了。 七巧这样回忆着，幻想
着······这时，镜头定格在她苍老的脸上，一边脸颊
流下的眼泪渐渐干了。

于是，三十年前的月亮随着幕布缓缓落下了。

琐记阅读感想篇二

那个瘦巴巴的老太太，真是可怜怜又惨兮兮。

有人警告我说，不要读张爱玲的作品，心里会很别扭。其实，
不只是她的作品，是她那个时代，都是那样的。新旧交替，
旧的抱残守缺，新的蠢蠢欲动，实力相当，所以撞击出一种
近似变态的不可理喻，最可悲的是这种状态还可以自圆其说，
美其名曰：历史的印记。

谁都有青春年少，她也有过几天烂漫洋溢的日子。上街买菜，
接受年轻小伙的爱慕。然后为了钱财去了姜公馆，受着所有
人的冷眼，还要守着死人一般的丈夫。她乖张暴戾，可是她
不这样，早就死了。

最不能让人原谅的应该是她毁了儿女的幸福吧。可是这更能
说明她有多恨自己不堪的一生。她恨她的出身，她恨姜公馆，
她恨她受到的所有不公，只是，她若要报复，能得心应手的
只有她的儿女了。

谁也不怨，都是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三十年前的月亮和三十年后的月亮有什么不同?三十年前的人
或许走不到三十年后，就算走到了，心态也会变了，三十年



后，还有不少新人看到的是一轮崭新的新月，时间远去，留
下的只能是回忆。

金锁记读后感1000字(六)

琐记阅读感想篇三

这是第一次读张爱玲的小说，相对以前读的那些，她的小说
很短，但读完的心情却是沉重的。“没有痛诉，没有反抗，
只是苍凉”。

小说的开始，通过小双和凤箫两个丫鬟的夜话将整个家族的
人物关系以及大致的情况交代了。其中女主人二奶奶——曹
七巧的形象也出现在眼前。“来自麻油店、嫁给了一个病怏
怏的丈夫而且在姜家也没有什么地位”。

似乎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的结局是悲剧。出身卑微的她，
之所以能够嫁到姜公馆这样的大家庭，不是因为她自身有多
好，而是因为她所嫁的丈夫是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没人肯
嫁他。可即使嫁到了姜家，她依旧是卑微的，婆婆、妯娌冷
落，甚至连丫鬟也可以在私底下说她。于是本来要强、泼辣
的她就愈发口无遮拦，疯疯颠颠，别人也就愈瞧不起她。这
时她是让人同情的，或许当初她没有嫁进姜家，这一切会有
不同的结果，她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十年后，成了寡妇的她终于离开了这个束缚的家，本以为她
的人生可以换一种方式，可结果却只是从一个牢笼换到了另
一个牢笼。这一次的她是自己心甘情愿被金钱锁住。有了家
产，她就把全部心力用在了护住钱财上，为自已带上了一套
金色但沉重的枷锁。为了钱，她撵走了有意找她的姜季泽，
病态地拆散了女儿的婚姻，故意在儿子、儿媳间制造矛盾。
似乎就像小说的名字一样，《金锁记》，这个彻底被金钱锁



住的女人。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
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因为这枷锁，“儿子女儿恨毒
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似乎什么也
没得到，有钱，生活却过得不是那么的有意义，没有遇到真
正关心喜爱她的，甚至最终连自己的儿女都恨毒了她。

这时候对她是怨恨的，无论她经历了什么，是苦是甜。一切
就到此为止，给自己的孩子留有一份自由。别让他们再次经
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可七巧或许曾将这样想过，只是
慢慢地一切又恢复到了原来的轨迹。

其实在那个年代，作为女人，能够依靠的更多或者说唯一的
是男人。七巧生命中有三个男人：丈夫、小叔姜季泽，儿子
姜长白。丈夫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对她而言“要是能有
点人气就好了”，从丈夫这里她得不到任何的安慰。小叔子
姜季泽是她曾经喜欢的人，只是这在外寻花问柳的人，也有
他自己的原则：“不惹自己家里人”。后来当姜季泽再来找
她时，她却认为他是来骗钱的，不是真情。从丈夫、季泽那
里得不到爱，她便产生了疯狂般报复的病态心理，对所有男
女之爱充满忌妒，包括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当儿子长白成
了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让已结婚的长白整夜陪着她通宵
聊天，讲小夫妻的性生活，最后逼得儿媳妇自杀身亡。当女
儿找到了对她不错的男人——童世舫，订了婚，却被母亲七
巧硬生生拆散，这不够，当她知道女儿依旧和童世舫交朋友
时，她请童世舫吃饭，她却用“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
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
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
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来
彻底毁了自己的女儿。她似乎在逼自己的女儿走上自己曾经
走过的那条道路。这时的她已经完全丧失了母性。

其实在现在，我们依旧能找到七巧的身影，只是可能不像七



巧那样疯狂。或许就像张爱玲说的“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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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完也完不了”似乎也表明像七巧这
样的人还会出现，或许只是换一个人换一个地方而已。不是
没有发生，只是还不知道而已。

常常觉得自己不是那样的市侩，或许爱钱，却绝不会像七巧
那样为了钱，怀疑一切靠近自己的人，也无法想象这样的生
活会如何继续下去。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是
好的，也许当自己身处在七巧那样的年代，或许连活下去的
念头都不知道是否还存在。即使活着或许也不一定做得比七
巧好。

就像面具一样，或许一开始只是好玩，但戴的时间久了就成
为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摘不下来了。也许有一天也会像七巧
那样或许是在不情愿的状态下，戴上了那“黄金的枷”，时
间久了，想摘也摘不下了。

琐记阅读感想篇四

本着无所谓的心境，我随意翻开了这本书《拿破仑传》，但
没想到的是到书的末尾，我的眼泪竟随着拿破仑的痛苦去世
而落下了，不知不觉地原先我早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脾气
暴躁，身材矮小却有着卓越领导才能的皇帝!

即使是最终临死时，拿破仑留下遗嘱：“我嘱咐我的儿子，
千万不要忘记，他生为法兰西皇太子，决不能成为压迫欧洲
人民的执政者手中的工具，也永远不要以任何方式对抗和损
害法兰西。他应当牢记我的座有铭：一切为了法国人民。”
不仅仅如此，他还把他的两亿法郎财产分成两半，一半留给
从1792年到1815年间曾在他旗帜下战斗过的军官，另一半则
捐给1814年和1815年遭受入侵的法国各省市。“这样的一个
人你能说他不爱国，不爱人民吗?!



而这些，都不是我所最关心的，因为，最触动于我的却是其
在精神上的某种特质，或是他那进取进取的心态;还有那不知
疲倦，永不懈怠的精力;那非凡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坚
定的自信心……总而言之，他那极具魅力的精神内涵犹如一
颗炽热的恒星，而他所缔造的功勋和所取得的荣耀就恰恰如
恒星所散发出来的光芒，绚丽而华彩，照亮他人生的全程，
甚至在他被囚于圣赫勒拿岛乃至死亡，这种光芒尤未消亡，
而是化作漫天星辰，永悬于苍穹。

拿破仑战败了，在圣赫勒拿岛孤独寂寞地死去了，但他在法
国人民心中是永存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战无不胜的
军队曾给法国带来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在我心里，拿破仑也是
一个真正的英雄啊!

琐记阅读感想篇五

在金锁记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二奶奶七巧以
及她的女儿长安。对于七巧我开始只觉得的她可恨可叹但看
到最后也觉得她可悲起来。对于她的遭遇也会产生同情。故
事的结尾写到七巧心想她当时如果嫁给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
张少泉，或是沈裁缝是否他们会给她一点真心，眼睛落下了
泪水。但七巧内心的扭曲与自私劈杀了几个人，七巧的精神
枷锁使长白的妻子绢姑娘和芝寿先后死去，并且都死的悲惨。
让自己的女儿失去幸福，最终走向堕落。七巧为了让长安婚
事流产。对童世舫的神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刺激。最终让
他放弃了婚事。很想不通七巧自己已经遭到了封建枷锁的毒
害失去了婚姻的幸福，丈夫对她冷漠没有一点关爱，家中人
都低看她瞧不起她，她不仅没有对自己的孩子更加关爱，反
而是一种报复。只因为自己的孩子姓姜。

我觉得七巧实在是太可悲。书中我最喜欢的女子是长安，长
安是个善良温柔的传统中国女子，虽然她抽压片，但不完全
是她的原因。也因为她身处封建家庭所以导致了她接连的悲
剧。从中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她的善良她七巧的母亲对她一次



一次威胁，她都没有退缩这个婚事，当她的母亲以童世舫威
胁她时，她退缩了。她知道她的母亲不仅会告诉他抽压片的
事，还会想办法对付他。但这一切童世舫都不知道。他们两
个解除了婚姻后两人依然交往，只是从以前的地上转入了地
下，这时童世舫对长安的感觉产生了变化开始对长安喜爱，
以前童世舫之所以想和长安结婚只是因为她是个传统女子有
安全感，因为他曾经被新派女子抛弃。深受打击而已。因此
想找个传统女子。对于童世舫的爱情，张爱玲可能觉得男人
的爱都是有附加条件的，完美的爱是不存在的。当她听到长
安抽压片后，便对长安再也没什么想法了。有的只是沉默。
当他面对长安时不去问长安为何抽压片?只用无声来凝望他。
童世舫对长安的爱也只停留在世俗大多数人的婚姻价值观而
已。长安要得到真正的爱又谈何容易。当七巧死后。她的孩
子长安和长白也只能悲剧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