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人的读后感(精选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情人的读后感篇一

2020年8月28日，读完了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世名著《情
人》英文版。

纯粹因为王小波，兴致勃勃去借了《情人》来看，读的还是
和法语更接近的英文版。

刚开始拜读，觉得很新鲜，这种回忆、现实穿插、跳跃的蒙
太奇手法让我觉得无比刺激，没见过有人这么写的。但是读
着读着，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不知道杜拉斯要表达什么，
是十几岁的白人少女和一个中国男人的短暂爱情故事？是20
世纪40年代越南在法国殖民下的悲惨生活？是法国这些底层
白人殖民者在日本占领越南后的挣扎求生？是主人公家庭的
扭曲和破碎？是死亡？感觉作者就是一神经病叨逼叨一些记
忆碎片，但是她到底要说什么，我不知道。这就让人很抓狂，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部短篇小说，甚至不能称得上是小说
的作品会被那么多人追捧。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我三观、知识结构日臻完善的三十岁
看这部书，就只能味同嚼蜡，既不能让我沉迷于她阴郁神经
质的气质，也不能在人生、世界真相上给我什么启迪。如果
非要总结几点，那就是：1.千万别让别的国家给你殖民了，
不然你就很惨。2.原来西方国家也有这么严重的重男轻女的
思想和家庭存在，别妄自菲薄我天朝了。3.十几岁的女孩子
需要很好的家庭和学校引导，不然就会失足。



最后，在我看来，把战争、殖民、跨种族恋情这些噱头抛开，
这就是一个妥妥的家庭教育悲剧：一个强势的、重男轻女的
寡妇，一个赌博抽鸦片的哥哥，一个青春期的整天要反抗要
自由的无知少女，再加一个啃老的中国高富帅，就这么几
个loser的故事。

情人的读后感篇二

在缅甸出生，穷苦白人家庭的15岁女孩与中国富豪青年之间
相爱，却由于青年父亲的反对最终无法在一起，女孩离开缅
甸回到法国，男青年走进被包办的婚姻。

故事主线很简单，但作者采用了大量场景式的描写以及人物
内心状态和情绪的描写，将这些场景串联起来才能构成一个
完整的故事情节。这种写法很特殊，但对于读者的阅读体验
来说不是很好，故事中人物没有名字，只有人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有时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不知道此事他是谁她又指的
是谁，另一方面碎片化的场景，导致故事情节不连贯，需要
读者自己去拼装。

由此书的这种写法想到了王小波的小说，似乎也只是借鉴了
这种自由的写作风格，但小波的书更加幽默和具有丰富的想
象力，读起来比较愉快而且故事性也要强一些。总之，《情
人》这本书要读完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情人读后感500字范文

情人的读后感篇三

接连读了几本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刚被推荐看《情人》时
候，内心是拒绝的。想继续进入东野描绘的推理世界，简单
的笔触藏着对生活乃至生命的感悟。东野圭吾用轻描淡写的
文字叙述着的前因后果，期间还穿插着一些些生活哲学，给
人的感觉真的很棒，不知不觉就沦陷了。



而渡边淳一的《情人》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文风，阅读前往往
有个习惯，在看书介的时候心中就在给这本书定了一个基调，
不外是男女间的那些事儿，没什么新意。

渡边淳一笔下的女主人公修子不单单存在于书中，其实她只
是现今社会其中一类女性的缩影。28岁―35岁的单身女性越
来越多，她们活跃在职场上，远离家人，独自生活，看着周
围越来越多的同龄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单身的人想赶紧结
婚来摆脱单身生活的孤独寂寞，可是结了婚的人却在抱怨着
家庭生活的种种不如意。

随着故事的发展，修子的心路历程完完全全的铺展开来，拥
有体贴用心的情人时的愉悦，被异性求爱和关注时的自得，
看着朋友结婚甜蜜幸福时的心酸羡慕，被情人的妻子发现自
己存在时的惶恐不安，以及在选择婚姻还是自由时的纠结。
仿佛身临其境！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其实都围绕着情感二字展开，由此延伸的
一个个故事不尽相同，但是每次碰撞都是人性的抉择，都是
在和自己对话，不断的认清自己的内心，剔除各种各样繁杂
的信息后，发现真实的自己。

情人的读后感篇四

尽管心中有千般不愿，我最终无法否认，《情人》正如它的
包装，是一本“穿越”形式的“言情小说”。

可这是一本怎样的“言情小说”啊!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也以
为爱情就是琼瑶，席绢，就是杨过与小龙女，罗密欧与朱丽
叶。男女主人公历尽磨难终于彼此牵手，开始幸福的生活，
或者死。

又是怎样一种“穿越”呢?当随处可见纯情少女落入古代，全
知全能呼风唤雨，顺手推倒个把心仪的英雄，谁也不会觉得



把推倒的对象替换成“诸葛亮”就会更了不起吧。

游尘和诸葛亮。他们没有历尽艰辛只为和对方在一起。事实
上，她以玄幻的方式直接空降到诸葛亮的身边，并迅速和他
产生了“暧昧”--容我称其为爱情，总之一切顺利得不像小
说。目标若是成为诸葛亮的妻妾，开始幸福的生活，这故事
很快就可以结束啦。

可它才刚刚开始--原来爱情，只是这个故事的起因。那后来
呢?

大汉丞相诸葛亮，却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人。再后来他们都
老了，皱纹爬满他们的面孔。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她分明知
道完整的历史，却终究无从改变一丝一毫。再后来他们都死
了，他留下了名字，她没有。

因为太真实，所以太多情。哪怕对言情小说麻木，哪怕旧版
《情人》已看过多次，我相信你仍然会被新版《情人》深深
打动。你会不由自主地沉醉于那个世界，和游尘一起哭，一
起笑，一起爱，以及最重要的:一起作为。你会深深地感到:
即使是英雄辈出，精彩纷呈的三国乱世，也遮掩不了这一段
真实如璞玉的爱情，它散播着最美也最久远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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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的读后感篇五

碎片阅读的进程中，读完了《情人》。开始阅读觉得这本书
冗长又繁琐，读到最后时，我竟哽咽到无法自语，心中的悲
切如同一阵青烟，袅袅上升，久久不得平息。

中国富家少爷和16岁法国少女，在船上相遇，在一次次性爱
里，在裸露肌体里的喘息和呻吟中忘我的交合。插在他们中
间的除了年龄、更多的时候是种族阶级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
读到中断时，我也一次次认为，一个为钱，一个为欲，双方
在获取利益之下的性爱，金钱关系中爱或者爱情不值一提。
肉欲可怕的阴暗深渊，仍然牵连未断。

读到尾页，我觉得自己竟是如此愚蠢，爱其实在他们中间深
深烙印在心里。爱你爱的如此深刻，有时候我也曾麻痹自己，
骗过自己，可是终究心不会，你的心始终是敞亮而清澈的。

你的一生，是否也经历过此番景致，你是否也曾爱过一个人，
爱她爱到心尖，却无法在一起，也羞于表达。和另一个人成
了婚，有了孩子，而在你心尖上的人，是否就像极了张爱玲
笔下的白玫瑰与红玫瑰：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
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
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
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爱有时很为难”，哭过之后，爱情也随之而来。他对她说，
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
死。隐蔽的爱，沉默的爱，隐忍的爱，时代悲剧下的爱，这
样的爱，可惜只是她未曾知道。



情人的读后感篇六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
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
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
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
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
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仅仅几句话的开端就把我吸引住了，不太喜欢看外国的作品，
因为翻译者已经按照自己的感觉把作者原来的情感改变。而
《情人》的开端被杜拉斯寥寥几语诠释的深厚而浓烈。

自此喜欢情人，喜欢杜拉斯。

《情人》可以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至少具有浓郁的自传色
彩 。小说以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法国少女，在渡江时与一个中
国富家少爷邂逅开始，沿着这条叙述线索，渲染出一幕疯狂
而绝望的爱情悲剧。

浓厚的自传色彩，不同凡响的爱情叙述，使杜拉斯成为当代
法国独树一帜的艺术家。小说《情人》以一个法国少女与中
国少爷在越南西贡偶遇的经历为叙述线索，它通篇渲染了一
种疯狂而悲绝的爱情，蕴藏了生命最大的激情。她在引导着
读者进入一个生活与艺术交织的空间，领略着异国情调，承
受着生命中最沉重、最美好的压抑……在充满黑色的情绪流
淌中，最为重要的是她突然就唤醒了你的记忆，往昔的一切
如花朵在脑海里开放出绚丽的姿容。这里记录了一种不可思
议的奇特的经历，特别是在黑夜降临的时候，我们正在沉睡，
这种经历就像无声的音乐，覆盖了我们赤裸而美好的肉体，
在心灵的底层静静地睡着。我们以自己苍白的经历，去呼应
着来自《情人》里“冻结在那冰块里面”的救援之声。

们全家人，去上高级餐馆，去逛夜总会，满足我们可悲的虚



荣和自尊。

我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怪异扭曲的家庭中，纯朴、刚强却
被世人欺骗，最终绝望的母亲;残暴丑陋、恶魔般的大哥;倍
受屈辱而默默忍受的小哥哥。他们虽然瞧不起我的中国情人，
极力反对他，却无耻地以我的肉体作交易，满足他们的金钱
欲望。我的爱，从做童妓的时候就被人偷走了。在长达一年
半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幽会，尽情地满足情感和欲望的需
要。

但这段感情终究还是一段感伤绝望的爱情。我不能战胜肤色
和民族的偏见，不得不离开印度支那，回巴黎定居。他也挣
脱不了几千年封礼教的羁绊，不得不尊从父母之命，与一位
素未谋面的中国姑娘结婚了。

杜拉斯在道德上是反对派，在既定的社会规则安排之外去占
卜自己的命运，不仅是行动上的，不是被迫的，而是毫不费
力地抛除道德的心灵枷锁，以自主的思考自决地审视内在的
欲求，采取自觉的行动。从个人生命欲求的角度发现现实思
想规则、行为规则的冲突。深刻的角色特征成为小说突破文
本局限唤起广泛反应的内在要素。

《情人》中叙述者“我”与其类同幻象的相互认同，及在其
它作品中的不断认同，构造出社会背景中的道德张力：“这
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人划分
开。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
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
肉体所富有的本能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所爱的人爱
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
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
求一死的心绪。”(王道乾译)异样的道德意识产生于这样的
道德环境，只要这样的道德环境还在带来痛苦，文本中另类
的道德便有它存在的意义。



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
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
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象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
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
现他，找到他。” 思考?回忆? 否定的道德曾经预示了爱情
的不可能性，可真切的爱的感觉将预示新的道德的可能性，
作者用道德心理将自我与社会联结起来。抛弃道德的庇护是
为了抨击社会中的虚伪，抗争一种压抑人的伪善。 观照了道
德主体与道德环境，接下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小说中
体现的道德心理的意蕴。

战争，它们设定一套道德凌驾在真情实感之中，有这样一些
无知的人坚持自己的真情实感，它们的真诚意味着对道德的
重新设定。从人的需求、人的尊严的角度来设定道德，还是
从社会、从政府的角度来设定道德，这是产生冲突的症结所
在，这里可以自然地引出是人具有终极的意义还是道德具有
终极的意义的问题。我想，杜拉斯一定是同意前者，并且将
悲剧之美赋予那些与主流道德不合的人物，以历史性的追求
来展示对道德的另外一种理解。审视社会以及形成社会的文
化。杜拉斯的小说中，社会作为与个体保持距离的背景，只
是一些流淌不已的概念，从不表明自己的独特之处，外界之
物都是历史地存在，象时间一样不能区分，不可阻挡。

情人的读后感篇七

除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记忆
中很少读法国作家的作品吧，这两周抽时间读完了杜拉斯的
《情人》一书，虽不甚明白，但终究还是稍有体会。正如译
者所言，杜拉斯的作品是深涩难懂的，时间空间人物的转换
过快，往往使得读者迷惑而不知其所言何物。

我已经老了。

简单的开头，却不知承载了多少岁月的沧桑，世事的煎熬，



容颜的摧残;又不知有多少的自悦自喜，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恐怕只有杜拉斯自己能够明白其中的滋味吧。

冷漠的母亲，贪婪的大哥，懦弱的小哥，绝望是那么的彻底。

然而，终有一天，她遇见了自己的情人，自己也不清楚到底
存不存在爱情的情人，只是知道，她需要他，而他也需要她。
当白日已尽，他们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慰藉;有时，她会莫
名觉得眼前这人像是自己的父亲，但就是这样他们彼此拥有。

可是后来，他们不能在一起。

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航船横越大洋，她最后
还是走了。

再后来，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最后，他带着他的女
人来到巴黎。他给她打来电话，她一听声音，就听出是他。
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

后来他不知道和她再说什么。

故事到此为止，仅此而已，你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但那不重
要了，是吧?毕竟往事已成追忆。

总体来说，小说大多关于爱情、死、希望这些观念。

没有爱的爱情，爱的对象便变成了“物”。

“继而引出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运笔又偏于枯
冷，激情潜于其下，悲剧内容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很是
低沉悲伤。”



情人的读后感篇八

差不多十年前读过一次。近段时间读王小波，王小波在书中
对这本书推崇备至，所以又来二刷。

十年前读的时候，隐约记得读的很混乱，所有只是记得讲述
一个白人少女和中国少爷的爱情故事。

今天再来读，还是要读的小心翼翼，一不留神还是会陷入混
乱。读的细致了些，作者的那些意识流的文字有好多不大懂，
为什么会是那样一种感受。

书中为什么突然穿插进去讲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
尔南代斯。很喜欢讲她们的这两段文字，可是还是有些摸不
着头脑，前面也没有提这两个人，后面也没有讲到任何跟这
两个人相关的事情。

本书大概分为三个部分，故事情节描述，“我”也就是白人
少女的心理活动，以及作者的一些回忆。相互之间穿插，读
的时候不想那么多，跟着作者走，感觉段落之间看似没什么
关系，但读起来还挺自然顺畅的。

挺喜欢的一点就是，本书以一种冷枯，尝尽人间百态的腔调，
淡淡的讲述着曾经的过往。

情人的读后感篇九

说实话，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并不看好，被冗长繁杂的文字
和时间模糊的跨度折磨的丧失信心，我甚至怀疑过这本书的
水准。但是反复的劝慰自己，它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否则
也不会有如此高的成就。于是我重新整理思绪，再次进入到
角色里面。才发觉，作者之所以长篇累牍的叙述家庭琐事和
社会背景，是为了迎合她的内心感受，她想让读者们知道，
她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基于她的生活背景。如果认识原来



的我，就会原谅现在的我。

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后半部分，作者的笔锋愈加凝练，一
段段色彩凝重的自然风景把故事渲染的美丽而绝望。而男女
主人公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离别的撕心裂肺和伤心欲绝。爱，
不能光明正大的爱；恨，只能压制的心底。看着揪心，摸着
疼，真是无尽沧桑尽在其中啊。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
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
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妹，现在，
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
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
受摧残的面容。’我常常忆起这个只有我自己还能回想起而
从未向别人谈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里，在那昔日的寂静之
中，令我赞叹不止。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惬意，也是我最
熟悉、最为之心荡神驰的一个形象。”

情人的读后感篇十

情人:独特而又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的风格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
视角的频繁转化，具体来说，就是前几句还是第一人称，后
一句就立刻转变为第三人称了。此外，小说也没有遵循常规
的情节叙述方法，所有情节都是不按照时间空间顺序而看似
随意的排列，我不知道这种手法是为了达到什么效果。

小说题目叫情人，但是一开始并没有出现男主人公，反而用
了大量篇幅去描写女主人公和他母亲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
我误以为作者的目的是用情人代指母亲，来进行一番对母爱
的赞扬与对母亲的怀念。在阅读到文章的4分之一时，男主人
公出现了，而女主人公大概是出于经济需求开始和这个比她
大很多的男人交往。随后在一天夜里自愿与这个男人发生关
系，并且沉迷于这种极度快乐之中，一要再要。此后，作者
在描写他们的关系和内心情感时，多次使用了爱和爱情这两



个词语，并且我对此疑惑不解，原因大概是因为作者没有在
他们之间设置一些足够产生爱这种情感的情节，因此，我不
认为这种关系足以称之为爱情。而最后结尾的时候，作者用
一句话简单的解释了一下爱情的来源——度过了那未尽的一
夜。哭过之后，爱情也就随之来临。

爱是什么呢？自从我看完《面纱》以后就一直在思考，但是
思考不出来，于是我只能这样想，它就像高潮一样，等它来
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