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蝴蝶读后感 蝴蝶结读后感(实用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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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读后感篇一

“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
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的懵懂无知，
童言无忌正如作者傻傻单纯之心。感觉温馨暖心的`总是孩子，
他们令人无比羡慕，他们使人如此向往。

世间是美好的，那孩子认真努力地打着蝴蝶结，松开了便是
重新再来，他根本没有一丁点放弃的想法，小手慎重地捏着
细绳，是那么专一，那么纯粹地想将不知给谁的玫瑰用心扎
好。“我”坐在石阶上，愿等他慢慢地……慢慢地……扎好，
“我”愿见证这温暖时刻。

世间的确美好，但残酷的学生时代，“我”依旧铭记在心底。
林老师那冰冷的眼光，手中抚弄的藤条，王爱莲满是血迹的
头，被冻僵的身躯……这都是“我”童年的记忆。

这两个反差极大的情景，细腻地如实刻画了应台的内心世界，
一切都是她的单纯之心在这复杂混乱的社会中生活的所感所
惑。

龙应台原本也是从孩子，每个大人原本都是孩子。如今她做
了妈妈，看到安安的点点成长，就好像看到了儿时的自己。
正如她所说：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她也许是想告诉我
们，世间有爱有痛;世界有温暖也有冰冷。她想用她的笔尖去



温暖那冰冷的世界。

蝴蝶读后感篇二

孩子，你慢慢来，不用着急，不用心慌，就这样从容地做完
没个事情。

每一个小孩都是上天送来的宝贝，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
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准备破土而出的一棵棵嫩芽，
他们需要被呵护，需要被爱护。

一个5岁的小孩子就那样欢喜、快乐地接过花，抽草绳，不紧
不慢地系这个蝴蝶结。他虽然不会系，但是他在坚持，在努
力，不被时间的喧嚣所感染，就坐在那里安心地系着蝴蝶结，
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不言放弃。孩子，你慢慢来，不用心慌，
也不用着急，“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等待。

这使“我”想起了儿时，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冷。在一个教
室，看着老师的皮鞭，一下、两下、三下，抽在王爱莲身上，
看着鲜血流过她的头、手、脚，一切都是那么残忍和冷酷，
那么冷血。这也是一个生命啊，即便有很多的不足，可是又
有什么理由将一个美丽的生命害死?还牵连上三个无辜的'孩
子。

温暖的阳光照在心里，融化心里的冰川，“我”宁愿用一生
去等待这个孩子，看他把蝴蝶结系好。孩子，你慢慢来，慢
慢来。

有人为你等待，珍惜他的存在

蝴蝶读后感篇三

当我刚看故事的开头时．心里可真为程红鸣不平。戴蝴蝶结
是个人的自由，一只又大又花的蝴蝶结戴在头上该是多么神



气、漂亮啊！如果我是程红．我才不会解下来呢！可是，随
着故事的发展，我的观点就有点动摇了。因为大花蝴蝶结挡
住了后排同学的视线后，同学之间就经常闹矛盾．以至连考
试成都下降了。看完故事，我真后悔自已怎么会有这么自私
的念头。书中同学们的深情厚谊真让我感动。她们得知程红
被烫伤后．不顾相互之间的纠纷．热情地给程红补课．背着
她上学，护送她回家．使程红在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这是
一种多么高尚的精神啊！如果我是那些同学．那我的行动将
会是怎样呢？我回忆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作为，觉得脸上有些
发烧。程红头上的“花蝴蝶”飞了，换上了两只镶着金蝴蝶
的发卡。我真为她的进步而感到高兴。我也为程红和她的伙
伴们亲密无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而高兴。他们每个人都
深深地知道如果个人离开了集体．就像花儿离开了土地。友
谊的“蝴蝶”在“鲜花”之中翩翩起舞。

《蝴蝶，飞》这部小说给了我很大启发，它使我进一步认识
到个人与集体关系．懂得了做事要多为别人着想，要只想着
自己的道理。

蝴蝶读后感篇四

这是一个充满悬念的似迷宫一样的故事。我就犹似自行车的
轮子，而故事就似那条链子在走，我也就停不下来，故事画
上句号，链子不转，我才停下，恍然惊觉：原来故事就这么
结束了。然后心生感慨：达夫妮·杜穆里埃真是个很能说故
事的人，扑朔迷离的剧情，行文中不给读者留一丝闲暇。却
在结尾给人“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慨。全书笼罩着一
层阴沉压抑的氛围中，连那座本该令人心旷神怡的闲适庄园，
居然也在我眼中变成只是笼罩灰黑纱帐中的石头建筑。不得
不说，达夫妮·杜穆里埃是文字的掌控者，在自然之景、境
上不惜笔墨，柔顺了故事情节结构的框条，填充读者的想象
空缺让故事形成一部纸上电影在读者眼前上映。

而我其实就单纯吧它当做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兴许我不是生



活在当时英国康沃尔郡，无法获悉达夫妮的心境的缘故，其
间的讽刺与批判也就不得而知了。只能浅显的在故事的表层
领会一些自己得到的收获。在故事里，最让我喜欢的居然是
迈克西姆的姐姐比阿特丽斯。虽然比阿特丽斯充其量只能是
个配角，但她是我心中的主角，毕竟故事也是需要配角的，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主角，就如生活，也是这样的。
她没有吕蓓卡的`美貌、世故，但是她直率、洒脱。迈克西姆
曾对“我”说：“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她的，这人很直率，想
什么就说什么，决不是那种虚伪的角色。”不知道故事中
的“我”是怎么看待比阿特丽斯的，也无从知晓缔造者达夫
妮对这一角色作何是评价，但至少吸引了我。她让我很自然
地想到了我们生活里的朋友，坦诚相待，会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的缺点，会毫无顾忌地说出那些温暖的话语。

至于迈克西姆·德温特，我将其归入性格丰富的一类人。首
先，对于他追求爱情，终得幸福，我祝福他。但是，他还是
毁坏了我心目中绅士的形象（兴许那个时代的英国男士差不
多都这样，很多作品的人物都是这样）脾气古怪喜怒无常，
有时总是回避问题，而不是直面它。对于吕蓓卡的放荡生活，
却让它变成了一笔交易，单纯地追求表面的风光无限。枪杀
吕蓓卡，明显暴露出他的冲动，做事情不会三思而后行。事
情发生后，却选择逃离庄园。

而当吕蓓卡的尸骨被发现时，他的表现却又是挺镇定。但不
能否定，他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在故事中，我的心还是向着
他，当传讯时，还是满心希望事情不会败露。其实人内心的
想法还是奇特的。最后还是不得不提起吕蓓卡，这个作者泼
墨挥洒重点突出的人物，如一只邪—恶的蝶，在人们心田飞
舞。自始自终活在故事里，虽然离开，却时时刻刻音容宛在。
这个反面人物，却在故事的结尾还是在很多故事人物心中保
持着女神的形象。在我心里，吕蓓卡就是个只爱自己的人，
所有的圆滑与世故，做的表象工作，都是为了自己。但却居
然让丹弗斯太太自始自终为她着迷，为她而活。也不得不让
人对她心生敬佩。但是，她其实就像一具空虚的躯壳，即使



是在她活着的时候，有血有肉，物质上极尽了奢华，却在精
神上荒芜了一切。生活铁定不舒心，终在病魔纠缠，丈夫无
法忍受后离开。生活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懂得既爱自己
又爱别人，懂得付出的人的生活那里晴天不断，惊喜不断。
我看来，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那蝴蝶萦绕心间，不停
歇。

蝴蝶读后感篇五

今天又读了林清玄的一篇散文――《海边的白蝴蝶》，这篇
散文的风格还是一如往常，充满着禅意与哲思，犹如微风如
林，吹起沙沙声响，犹如叶落水面，泛起一波波涟漪，感觉
他的文字里充满着净化的力量。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他和两位朋友去海边写生，结果突然遇
到一群翩翩起舞的蝴蝶，被它们的美吸引，让作者还有朋友
仔细去欣赏蝴蝶的美，结果才发现，这些“蝴蝶”其实是海
边上的白色纸片在风中偏偏起舞。这个时候作者开始感慨，
生活里有很多把纸片当成蝴蝶的故事，比如说“未写完的诗，
没有结局的恋情、被惊醒的梦、山顶缥缈的庄园、缘尽情未
了的故事，都是在生命大海边飞舞的白蝴蝶，不一定要快步
跑去看清。只要表达了，有结局了，不再流动思慕了，那时
便立刻停格，成为纸片。”

作者理解的蝴蝶是自己原本觉得很美好的事情，或者是自己
遥不可及的事物，纸片是幻想破灭后的痕迹，其实这么想是
有点悲伤的。如果拿月亮来说，月亮远远的望过去，晶莹剔
透，反射这暖黄色的光，形成一道道光晕，远看月亮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到过月球的航天员都知道，月球的表面
其实是坑坑洼洼的，丝毫没有任何的美感，只有一片寂静。
但是月亮在我们看来还是美好的，最起码它给我们留下了美
好的印象。远观月亮就像文中海边的蝴蝶，近看月亮就似文
中随风飘逸的纸片。但是纸片为我们描绘了白蝴蝶的幻想，
所以纸片也是美好的，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生活中不乏美，当我们运用自己的想象时，世界是美的。就
像你喜欢月亮的明亮，就不必纠结于它的表面是多么凹凸不
平。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待着你去想象。

蝴蝶读后感篇六

最后一缕阳光，照射在那个扎着蝴蝶结的孩子脸上，细细的
草绳在他手里就像一条铁链，也许他永远都扎不上，但龙应
台却可以花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他，可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
相同的命运，在龙应台的记忆深处，我看到了另一个孩子的
命运。

在寒冷的冬天，冷的吓人，正如那老师一样冰冷的心。王爱
莲发抖的站起来，因为没有交补习费，心虚的她被老师冰冷
冷的`眼光吓得不敢说话，不敢动。“上来!”老师冰冷冷的
说。王爱莲一步步的走着，头也不敢抬。“解黑板上第三
题!”王爱莲心里知道，老师根本没有讲过这道题，可她还是
硬着头皮缓缓的走上讲台，发抖的她，折断粉笔的声音传遍
了整个教室……老师惩罚的藤条一下下抽打在她的伤疤上，
鲜血染红了她的头发，顺着身体滴到了地上。

时间又过了几个星期，她带着她的三个弟妹跳进了爱河里，
以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冷酷残忍的社会。

蝴蝶读后感篇七

小说中的我则是与现实中的吕蓓卡完全不同的人。虽然喜怒
哀乐俱在，实际上却处处起着烘托的作用。作者这种以“实
有”陪衬“虚无”的手法实在高明，颇富新意。

本书一开头几叶的景色描写，首先就让读者对曼陀丽山庄有
了一种恐惧感。里面运用了较多的拟人手法，让人觉得整个
气氛有点诡异，所有的事物好似都有着生命反倒人变得特渺
小。作者有通过梦境的形式描写了现在的曼陀丽山庄。让读



者在后文中看到以前美丽的山庄时很自然的想到那之前诡异
的景象，也会让人心生感慨。作者之所以要以“梦见”来描
写现在的曼陀丽，也让里面的那些诡异变得不那么夸张，读
者更能够接受一点。也表现了我有多么不愿意再踏进曼陀丽。

在后面的事实中，“我”和迈克西姆的生活是那么平凡而又
百无聊赖。书中一开头就提到了我和迈克西姆仍幸福的活着，
而且是生活在小旅馆里，并不是美丽的曼陀丽，回让人产生
急切想知道原因的冲动。对现在生活的描写毕竟是少数的，
最多的是过去。对于“我们”的相识相知相许也并没有大篇
幅的描述。可以说从与迈克西姆相识吕蓓卡就已经出现了：
那个让迈克西姆痛苦的悬崖。后文再次提到这个悬崖时，读
者也可以理解迈克西姆当时的痛苦和失态。

后来迈克西姆就带我来到了美丽的曼陀丽，我成为了曼陀丽
的女主人。坐车第一次亲眼见识曼陀丽，一进门便是比小径
宽不了多少的路，也表明着曼陀丽不同寻常的一切。接下来
的景物也总是各哦“我”带来不是很舒服的感觉，也预示着
后文的发展，因为这是吕蓓卡设计的曼陀丽。特别是那“一
堵血红色的墙”的石南花丛，更让我大吃一惊。

到了宅子处，迎接他们的便是一大堆的仆人。当时我的样
子“穿着紧身衣，汗湿的手里抓着一副齐臂长手套，瘦小柔
弱，窘态毕露，站在门槛上”。足以表明我和曼陀丽有多么
格格不入，当然作为人，我当时的自卑心里可想而知，也为
后文“我”总是觉得我比不过吕蓓卡埋下伏笔。

接下来便是吕蓓卡的忠仆丹弗斯太太，在曼陀丽有权的人，
带给我极大的自卑感。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用吕蓓卡来比
较“我”。让我总是无法有自信用曼陀丽女主人的身份去正
视她。从内线电话的交谈到刻意的讲述吕蓓卡到最让人无法
忍受的化装舞会的服装。无处不说明丹弗斯太太对“我”的
排斥和敌意。到最后，她了解了吕蓓卡的死悄悄离开曼陀丽。
其实丹弗斯太太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为吕蓓卡而活。千方



百计不让我在曼陀丽活的快活。她的忠诚让人佩服，在她心
中，吕蓓卡简直就是神。无论吕蓓卡做什么，犯了什么错，
她总认为是对的。但同样在书中，丹弗斯太太的管理能力是
不容质疑的，她总是周到地让人那么放心。化装舞会便是她
能力的完美体现。作为仆人，她也总是被人统治，但她在曼
陀丽的一定权利也让她的一生散发光彩。丹弗斯太太总是给
人阴森恐怖的形象。无论“我”做什么，总好像在她的监视
之内。丹弗斯太太无疑是造成我在曼陀丽抬不起头的重要因
素，因为她和吕蓓卡的特殊关系。

接下来谈谈弗兰克，从一开始到最后，在这个家里，“我”
最信任的一个人，和他在一起，心情总是很好。可弗兰克在
别人眼里总是那么不如意，比如迈克西姆的姐姐比。可我觉
得弗兰克可爱极了。弗兰克在书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在
后来发现了吕蓓卡的小船后，“我”迈克西姆和弗兰克是站
在一条线上的。在为迈克西姆的罪行做任何可能的让迈克西
姆脱罪的事。弗兰克也和丹弗斯太太一样，是永远的忠仆，
只是方式不同，结果不同，给读者的感觉不同。在我看完书
后，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个人的。

相反，在书中，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懦弱无能，说话
做事总是口是心非，典型的'小女人形象，是她自己的性格造
成了她命运的悲剧结尾。她既然已经是曼陀丽的女主人了，
已经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迈克西姆了，为什么生活在自己的
家里会像作贼一样呢？为什么面对自己的丈夫不敢说出自己
内心真正的感受呢？夫妻之间应该这样吗？还总是觉得他忘
不了前妻，那么没有自信。既然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为
什么就不能挺起胸膛来面对来自周围那挑衅的目光呢？她应
该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实力，让别人心服口服，让自
己变得愉快，也让迈克西姆知道自己没有爱错人。可“我”
却选择了躲躲闪闪地去生活，让人很自然地把“我”和吕蓓
卡区分开来。

“我”———曼陀丽的女主人的到来，必定会引来周围人的



目光和议论，从迈克西姆带我回曼陀丽的那天起就是这样，
到后来各种各样的人的到访和“我”出于礼貌的回访，在心
里上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他们那种不相信的眼
光，疑惑的神情和略带轻蔑的话语，让“我”觉得自己的地
位又低了一等。

至于迈克西姆对“我”感情，也说不出特别的感觉。也许对
于迈克西姆来说：只要不是再一个吕蓓卡就行了，在穿着上
不要有任何吕蓓卡的影子。他在心里上就是需要有个
像“我”一样有“天真笑容”的人。他对我的爱在书中，至
少是我作为读者所没有感受到的。迈克西姆本来就是个手伤
的男人，随着真相的揭露，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迈克西姆的痛。
面对自己那畸形的婚姻，他简直到了就要疯狂地方地步，直
到后来因无法忍受不堪的生活而宁可以生命作为赌资来杀死
自己的妻子。

或许是上天的爱怜吧，竟然阴差阳错地让世人认为吕蓓卡是
水淹死的，而且还在二个月后在一个较远的码头发现了“吕
蓓卡”是尸体。去认识的迈克西姆，可以说是行尸走肉。二
个月，时间不长不短，迈克西姆承受的，也决不是我们可以
想像的。他整天就在等着警察来逮捕他，可是等来的确实人
尸。当时他肯定也是吓坏了，他也不知道，那具尸体是不是
吕蓓卡的。直到看见尸体，他的心情应该还是泛着波澜的，
到底是认还是不认，内心的挣扎仍抵不过自己想要自由生存
的念头。他认完尸体后，也许心里稍平静了一下，但接下来
的便是更紧张，因为既然尸体不是真正的吕蓓卡，那么毕定
是别人家的姑娘，他们回找上门吗？那到时应该怎么办？到
时就不只是是杀人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迈克西姆那根绷紧的弦也稍微轻松了一
点，直到事情差不多平息，迈克西姆便开始了旅行，碰到
了“我”，把“我”也卷入这场让人变得神经质的事件中去。

在曼陀丽的化装舞会是该故事高潮前的预奏。当然吕蓓卡的



小船的发现是整本书的高潮所在。对于后面，文章是越来越
精彩，读者则会越来越想知道结局，越来越对吕蓓卡的死因
感到浓厚的兴趣。对于那场审讯，我认为只有讽刺意义，没
有另外任何意义，我觉得自己有太多话想说，有太多的想法
和感慨。对于审讯后的结果：吕蓓卡是自杀的，觉得完全地
荒谬，尽管在内心还是希望迈克西姆是没事的，但事实就是
事实。这种想让迈克西姆被无罪释放的希望在接下来那场心
里战中更加强烈，希望从贝克大夫那里得到让吕蓓卡自杀理
由成立的原因，但对于英国法庭的荒谬，心里仍旧不能平静。
还有朱利安上校，心里其实也清楚地知道吕蓓卡的死跟迈克
西姆有关，可仍旧没有站出来说话，还有意地在帮助迈克西
姆。

故事的结局还是很美的，虽然曼陀丽没了但生活平静
了，“我”与迈克西姆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故事结尾只说
曼陀丽变成了一片火海，其他的什么都没提到。对于读者来
说是充满想像的。大家会想：当仆人发现着火后会有什么反
应？当当地居民发现从曼陀丽发出的火光是有什么反应？当
得知这一消息，各大新闻报社当然蜂拥而至，但当这一消息
散开后又会引起什么反响？是谁放的火？他们驾着车赶到后，
又是什么情况。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想象，但又代替
不了事实。作者留给我们的只是无限的想象，其实一切就只
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迷！

蝴蝶读后感篇八

这是一个充满悬念的似迷宫一样的故事，《蝴蝶梦》读后感
作文。我就犹似自行车的轮子，而故事就似那条链子在走，
我也就停不下来，故事画上句号，链子不转，我才停下，恍
然惊觉：原来故事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心生感慨：达夫
妮·杜穆里埃真是个很能说故事的人，扑朔迷离的剧情，行
文中不给读者留一丝闲暇。却在结尾给人“余音绕梁，三日
不绝”的感慨。全书笼罩着一层阴沉压抑的氛围中，连那座
本该令人心旷神怡的闲适庄园，居然也在我眼中变成只是笼



罩灰黑纱帐中的石头建筑。不得不说，达夫妮·杜穆里埃是
文字的掌控者，在自然之景、境上不惜笔墨，柔顺了故事情
节结构的框条，填充读者的想象空缺让故事形成一部纸上电
影在读者眼前上映。

而我其实就单纯吧它当做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兴许我不是生
活在当时英国康沃尔郡，无法获悉达夫妮的心境的缘故，其
间的讽刺与批判也就不得而知了。只能浅显的在故事的表层
领会一些自己得到的收获。在故事里，最让我喜欢的居然是
迈克西姆的姐姐比阿特丽斯。虽然比阿特丽斯充其量只能是
个配角，但她是我心中的'主角，毕竟故事也是需要配角的，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主角，就如生活，也是这样的。
她没有吕蓓卡的美貌、世故，但是她直率、洒脱。迈克西姆
曾对“我”说：“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她的，这人很直率，想
什么就说什么，决不是那种虚伪的角色。”不知道故事中
的“我”是怎么看待比阿特丽斯的，也无从知晓缔造者达夫
妮对这一角色作何是评价，但至少吸引了我。她让我很自然
地想到了我们生活里的朋友，坦诚相待，会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的缺点，会毫无顾忌地说出那些温暖的话语。

至于迈克西姆·德温特，我将其归入性格丰富的一类人。首
先，对于他追求爱情，终得幸福，我祝福他。但是，他还是
毁坏了我心目中绅士的形象(兴许那个时代的英国男士差不多
都这样，很多作品的人物都是这样)脾气古怪喜怒无常，，有
时总是回避问题，而不是直面它。对于吕蓓卡的放荡生活，
却让它变成了一笔交易，单纯地追求表面的风光无限。枪杀
吕蓓卡，明显暴露出他的冲动，做事情不会三思而后行。事
情发生后，却选择逃离庄园。

而当吕蓓卡的尸骨被发现时，他的表现却又是挺镇定。但不
能否定，他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在故事中，我的心还是向着
他，当传讯时，还是满心希望事情不会败露。其实人内心的
想法还是奇特的。最后还是不得不提起吕蓓卡，这个作者泼
墨挥洒重点突出的人物，如一只邪-恶的蝶，在人们心田飞舞。



自始自终活在故事里，虽然离开，却时时刻刻音容宛在。这
个反面人物，却在故事的结尾还是在很多故事人物心中保持
着女神的形象。在我心里，吕蓓卡就是个只爱自己的人，所
有的圆滑与世故，做的表象工作，都是为了自己。但却居然
让丹弗斯太太自始自终为她着迷，为她而活。也不得不让人
对她心生敬佩。但是，她其实就像一具空虚的躯壳，即使是
在她活着的时候，有血有肉，物质上极尽了奢华，却在精神
上荒芜了一切。生活铁定不舒心，终在病魔纠缠，丈夫无法
忍受后离开。生活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懂得既爱自己又
爱别人，懂得付出的人的生活那里晴天不断，惊喜不断。我
看来，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那蝴蝶萦绕心间，不停歇。

蝴蝶读后感篇九

在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架间漫不经心的转着，眼神粗略扫过一
个个书名，突然站住，定睛，（蝴蝶梦），好美丽的名字，
一本精致的小书，最近几日得功夫便读几业，在图书馆的一
排排书架间漫不经心的转着，眼神粗略扫过一个个书名，突
然站住，定睛，（蝴蝶梦），好美丽的名字，一本精致的小
书，最近几日得功夫便读几业，虽读的不甚细致，但还是粗
评一篇，毕竟我们结缘是如此偶然。

这是一本无须细品的小说，作者是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
里埃，她的小说因多以英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康沃尔郡的
社会习俗与风土人情为主题或背景，故有“康沃尔小说”之
称。

在（蝴蝶梦）中，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颇有神秘色彩的女性
吕蓓卡的形象，虽然她在小说刚开始时就已经死去，却有时
刻存在，通过女主人的感情色彩的变化，通过故事情节的发
展，她的形象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似乎是由这些活
人的生活一点一点挖掘吕蓓卡的全面的性格特点，由小见大，
吕蓓卡放浪形骸之外的腐化生活以及她畸形的婚姻，揭露了
英国上层社会的享乐至上尔虞我诈，穷尽及奢，势力伪善等



现象，缠绵悱恻的怀乡忆久与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双重气氛
交叠渗透，文章如剥洋葱一般一层层显示出真相，令人意外，
也加强了文章的趣味性。

很可爱的一本书，像它的名字一样美。

蝴蝶读后感篇十

“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
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的懵懂无知，
童言无忌正如作者傻傻单纯之心。感觉温馨暖心的总是孩子，
他们令人无比羡慕，他们使人如此向往。

世间是美好的，那孩子认真努力地打着蝴蝶结，松开了便是
重新再来，他根本没有一丁点放弃的想法，小手慎重地捏着
细绳，是那么专一，那么纯粹地想将不知给谁的玫瑰用心扎
好。“我”坐在石阶上，愿等他慢慢地……慢慢地……扎好，
“我”愿见证这温暖时刻。

世间的确美好，但残酷的学生时代，“我”依旧铭记在心底。
林老师那冰冷的眼光，手中抚弄的藤条，王爱莲满是血迹的
头，被冻僵的身躯……这都是“我”童年的'记忆。

这两个反差极大的情景，细腻地如实刻画了应台的内心世界，
一切都是她的单纯之心在这复杂混乱的社会中生活的所感所
惑。

龙应台原本也是从孩子，每个大人原本都是孩子。如今她做
了妈妈，看到安安的点点成长，就好像看到了儿时的自己。
正如她所说：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她也许是想告诉我
们，世间有爱有痛；世界有温暖也有冰冷。她想用她的笔尖
去温暖那冰冷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