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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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
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一

暑假在家重温了几本经典文学作品，读了《泰戈尔诗集》、
《老人与海》、还有《唐诗宋词三百首》、也翻了翻中国四
大名著，当然也读了《茶花女》，重温经典与初次阅览的出
发点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初次阅览是在不知道书本内容
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读到的每个句子都是新的，重温就不
一样了，书本内容已在心里形成了一个整体印象，有些初读
觉得十分优美的句子，因为初读后的反复咀嚼已经变味了，
比如《唐诗宋词三百首》里的一些经典句子，而小说最动人
的一些细节和情节也因为熟悉了而失去了它初读时的精彩动
人。所以重温一部作品时是要改变一种心态去阅读的，这种
心态就是审美的心态。我重温上面那些经典作品前确实是这
样想的，我也确实那样做了，但当我读到《茶花女》时，我
却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有了这种独特的感觉，所以
我决定写《茶花女》的读后感，顺便说说一下我从《茶花女》
中得到的一些对小说的认识。

《茶花女》这本书我好久以前曾粗略地读过，当时也没有什
么特别的感触。而当我再次拿起这本书耐心品读，却发现它
是多么好的一个作品。读过后仿佛自己的心灵也下过一场雨，
那些杂乱的世俗的东西被荡涤过后，显得无比清新和纯净。

一个午后，看着窗外毒辣的太阳，我懒懒地叹了口气，决定
不外出。无所事事地走近书架，目光突然被一本书所吸引，
也不知是哪来的兴致，我取下书，倒了杯绿茶，开始在安静



的茶香中阅读。

良乡中学于红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茶花女这个名字。心中猜想这位
女主人公的模样，她会是纯洁、高贵的吧？否则怎么会与洁
白的茶花有关呢？在读过后才明白其中的真谛。

这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笔下的一部爱情悲剧。玛格丽
特·戈蒂耶是十九世纪巴黎上流社会的社交明星，拥有超凡
美貌与非凡智力的她是富贵子弟们追逐的对象。自从与青年
阿尔芒相识后，阿尔芒的真诚与专一令她深深感动，两个人
倾心相爱。随后他们远离巴黎，在郊区过起了朴实无华的生
活。这时阿尔芒的父亲为了家庭的声誉请求玛格丽特离开阿
尔芒。为了成全阿尔芒家庭的幸福，她选择了离开。而不知
内情的阿而芒却一再给玛格丽特种种侮辱。面对爱情与生活
的沉重打击，她对人生更加心灰意冷。当阿尔芒得知真相后
赶到玛格丽特身边时，她因为贫病交加，身心俱伤，孤独的
死在乐自己的家中。

在人们眼中，她的生活是糜烂的，整日过着放荡的生活。她
可以被称为是卑微的、放荡的，“妓女”这个字眼充斥着大
家对她的排挤与偏见。

但在另一方面，玛格丽特却是无助的，她本是一位贫穷的乡
下姑娘，来到巴黎谋生却不幸落入风尘，染上了挥金如土的
恶习。所以她不停的寻欢作乐麻痹自己。我想，她的内心也
是厌恶这种生活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无力自拔，无法自己
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当时，法国社会中的妇女是受压迫的，
所以说她是无助的。

而她心中那片仅存的净土，在认识阿尔芒后，真真正正的被
爱情所开垦。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她为了自己向往与追求的爱
情不惜放弃名利，与心上人过起了平静的日子。她也是个普



通的女孩，拥有自己的梦想，想得到属于自己的爱。但这份
爱不多久又给她以沉重的打击，当阿尔芒的父亲让她离开阿
尔芒时，我可以想象到她会是多么痛苦啊！她还是牺牲了自
己，成全了别人的幸福。因为善良，注定了她的悲剧性结局。
在阿尔芒不知内情时，他误认为玛格丽特背叛了他，所以找
来新的情妇并对玛格丽特百般讽刺与侮辱，而为了守住诺言，
玛格丽特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也不愿说出真相。

在我看来，只有拥有无限博爱、宽容无私的人才会这么做，
玛格丽特做到了。我敬佩她的坚韧与无私。

这无疑是最悲苦的呻吟了，在贫病之时，是需要人照顾与安
慰的，她却得不到这种关怀，唯一使她支撑着活下去的是她
对往事的回忆与对阿尔芒至死不渝的爱。

玛格丽特·戈蒂耶这个痴情的可怜的姑娘死了，在那个寒冷
的冬季，无情的城市。一直到死，她也没有得到片刻的自由
与安宁。我深切的同情她。

集快乐、忧郁、纯真、无私、放荡于一身的玛格丽特，带给
我强烈的震撼。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从某个方面去判断一个
人的本性。玛格丽特确实是个值得人们去追忆的女子，为了
维持奢侈的生活，她不惜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为了纯洁的爱
情，她不惜牺牲了自己优越的生活；为了阿尔芒及他家庭的
声誉她又牺牲自己的爱情。正像书中所说：她的生命已经不
属于她自己了。

玛格丽特没有纯洁的身体，却有一颗纯洁的心灵。而在现实
社会中，那些身份显赫，被我们认为“值得尊重”的人，却
缺少一颗纯洁的心灵。即使是这样一位沦落风尘的女子，也
显示出了人性的高洁。就如同那阳光中洁白耀眼、释放着浓
郁香气的茶花，玛格丽特散发着她人格的魅力、生命的光辉。

我在这里对她表示真挚的怜惜与崇敬，愿她在遥远的天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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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二

杀了你，是对你的救赎，也是对自己的救赎。

小说开头直截了当，由于妻子一直没有孩子，丈夫提出了要
遵守结婚前的约定，也就是他制定的“游戏规则”——没有
孩子就离婚，并且婚内出轨，妻子彻底失望，于是“救赎”
开始了。没错，她打算杀了丈夫。

但不得不说，真柴义孝这个渣男他渣的坦坦荡荡，明明白白。
一年前结婚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所谓的“游戏规则”，绫
音震惊错愕之余瞬间明白了义孝的前女友，也就是绫音的好
朋友津久井润子是因何自杀。但她并没有与他过多辩解，而
是问了一句所有女生都会问男朋友的话“你爱我吗？”回答
当然是肯定的。“我当然爱你”。可此时绫音依旧似被万箭
穿心，但是更大的痛苦来源于她的心没死，因为她爱他，遇
到了真柴义孝可以称得上是她的完美爱情，她不甘心，她觉
得他既然爱她说不定会改变主意，所以绫音在明知道自己不



孕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了与真柴义孝结婚，她赌上了自己，就
为了让时间去证明他们的爱情。但真柴义孝的“不能生孩子
的女人就是摆设”的人生信条早已足够让绫音给他判了死刑，
绫音渴望着、幻想着真柴义孝的爱，他的回心转意，这种偏
执的爱给他的死刑判了缓期。

“对于她来说,婚姻就是守护站在绞刑架下丈夫的日日夜
夜。”

终于让她无法忍受，于是她决定执行丈夫的死刑，好让自己
解脱，是给逝去好友的交代，也是给丈夫的救赎。神不知鬼
不觉地把丈夫杀死，用一系列的掩饰伪装，完美的不在场证
明，把警察耍的团团转，至于她的作案手法，连“神探伽利
略”汤川学也说；“这种事情只在理论上可行，现实中几乎
不可能做到。你们警方恐怕会输，而我也无法获胜。”这简
直是一场完美的犯罪。

作案手法与推理过程没有说明，剧透了就不好啦，真不错，
值得一看。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三

不得不说，东野先生刻画的人性使我深深地思考。看完《圣
女的救济》后，我时常想：一年里心里时刻装着‘不让义孝
死’的绫音究竟又是怎样在同时用自己的爱意来救济义孝的
呢？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偶尔，这个“不可能”也
会松动，毕竟我也不了解爱，所以我仍然会时不时地思考、
纠结绫音如何用爱救济义孝。那义孝对润子，绫音，宏美的
爱呢，很多人说那根本不是爱，义孝只是想找一个可以生孩
子的工具，但我想的是，义孝若真只是想找一个工具，何必
找一个已是30多岁最多也只能算是“半老徐娘”的女人，所
以义孝对这三人也是有感情的，是否是真爱？这很难说，若
只以义孝将润子、绫音残忍抛弃来说这不是真爱，那谁又能
保证真爱就能在扭曲的心理下不被抛弃，这就关乎真爱与亲



情之于义孝谁高谁低了。在推理上看，东野先生几乎每一章
都给出了“推理点”，看书的过程仿佛是在解一道道欲罢不
能的推理题，很爽。对于侦探，我也有了一个更深刻地认识：
在种种不可能的设想里找到一种可能的“不可能的设想”即
为侦探。

不得不说的一个小疏漏：东野先生在第一章最后对于绫音的
心理描写明显在引导读者想绫音就是在那时之后毒杀义孝的，
但这个引导太刻意了，不切实际。根据绫音真正的下毒手法，
绫音那时的心理活动绝不可能是书中所写那样。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四

如果，将来，真的出现这么一个基列的国度，在女主角的位
置上，会和她一样么？还是她的对立面如同莫伊拉似的。叛
逆。追求“自由”。

或许，是卡拉。不不不。不能有所代入。不能被她带入。被
她的文字带入。被她文字里的细腻带入。被她语言下的环境
带入。不能被她带入。不。不是红色的。不是蓝色的。不是
条纹的。更不是白色的。连灰色的，也不是。

通通的一切。都不是。通通的一切，却又迈着相同的步伐，
频率一致，整齐划一的朝着基列的国度走去。因为。真实。
真实的。是她在叙述正在进行时的生活插入过去时态的人和
物和事件的回忆。

虚幻的。是她在回忆过去的生活里抓住的生命线而延续至今
基列的现实生活。明知道是虚幻的。是虚构的一个国度。还
是不免被其感染而逐渐滋生恐惧的心情。因为随处可预测的
预见。随处可得知的结果。因为遥远的近在咫尺。

当一个眼神都不属于自己。其他的，又有什么可称之为“自
由”。一叶腐朽的残枝，倘若能捏在手里，是“我的”，那



是比一眼望不到头的郁金香更加的灿烂和芬芳。

翻来覆去，颠来倒去的赏玩手里的这枚腐叶之时，周围的空
气是紧张的。一袭皎洁的月色的惨白的白。在粗糙的地板上。
行进。又携着一系列在回忆中埋下的悬念，使得使女的故事
饱满的如同秋天的麦穗。急不可耐的想要一探究竟。三作两
步一脚跨进稻田里，将其紧紧的抓在手里，剥开壳子。却是
被沉甸甸的金光，包裹的严严实实。

又是将一个个的果实，裸露着。在金色的光线下，闪闪着光
亮。亦是颤抖着。。。亮光。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五

这是我读过的东野的第七本书，但《白夜行》、《嫌疑人x的
献身》、《放学后》还有这本印象深刻的《神女的救赎》让
我深思和思考，这些书将爱情、人性、谎言以一种微妙的方
式，刻在那些小说中，让小说不再是简单的小说了，爱情不
是普通的爱情，而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人性不是普通的人性，
而是美好的人性；谎言不是普通的谎言，而是为了爱的谎言。
简单而美好的故事到了东野的手上，仿佛都会变了个模样，
就像爱情一样，是个美好的事物，但在他的笔下，就会变成
我是舍弃一切，不管不顾来去爱你的。

《神女的救赎》和《嫌疑人x的献身》号称是姊妹篇，推理与
推理的对决，爱情与爱情的对决，人性与人性的对决。《嫌
疑人x的献身》讲的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爱，甘愿去替别人犯下
弥天大罪，或许这也就是一两行就写出文章中中心的最重要
的部分，但所含的重量与意义却是难以表达的。《神女的救
赎》也是一种爱，一种畸形的爱，也许爱的入迷了，也许爱
的疯狂，日日夜夜守护在绞刑下的丈夫，这样一种爱的代价
和付出，需要多少心血。《神女的救赎》是在另一本成书过
程中慢慢孕???出来的，石神为了自己爱的信念与汤川为了与
昔日的好友而展开了一场推理对决；凌音一介女子，犯下号



称完美的犯罪，与汤川进行了推理对决。

凌音一个成熟，美丽的女子但又常常带着孤独眼神，她看着
自己的最知己的朋友服毒自杀之后，她是有着无尽的后悔，
她以为自己抢走了属于她的朋友的丈夫之后导致她的朋友自
杀，但是与真柴在一起的日子逐渐温暖了她的你内心，让她
慢慢的忘却了这件事，然而当那个一年之约到来之时，她迷
茫了，她眼前这个男子难道真的值自己去深爱吗？她也明白
了，她的好友死前寄来的东西是在告诫她，终有一天，你也
会明白我的感受，我的痛苦，于是她明白了，但她不死心，
因为她想知道，我的爱情绝不会是那么脆弱的，于是她下了
毒药，守护着自己的丈夫，自己成为一个救济人，一边是凶
手一边却又是一个救济人的矛盾存在，一个前往古人后无来
者的完美犯案，因为不会有人会犯下这么一个‘矛盾’却又
这么‘恰当’的'行为。

草薙有着东野的左右手的使命，冷静的头脑，善于思考，但
这这里

把女人当作生孩子的工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相当于
把爱情随意的践踏，凌音是真的爱她，爱的深沉，让自己沉
浸在其中了。《神女的救赎》以一个普通的故事缓缓展开而
来，就如同喝一杯咖啡，睡一个午觉，跑一次晨跑一般，娓
娓道来的故事，反而更吸引人。或许没有痛苦流涕的感觉，
也没有让人悔头大恨，但一个故事下来，所有的谎言、猜忌、
爱情都化作内心的哭诉和平静。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六

妻子绫音一直深爱他的丈夫义孝。从她经历了好友被义孝抛
弃之后自杀，而她仍然选择跟他在一起这一点可以看出；从
她知道义孝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生孩子，而自己不孕不育的
情况下，又跟义孝签了“一年之后不孕就离婚”协议这一点
上可以看出；从她下毒开始一年里无微不至地照顾义孝，以



免他误食毒药这一点可以看出，绫音真的是十分深爱义孝。
最终因为丈夫的背叛由爱生恨，不得不放弃最初的幻想――
幻想着丈夫婚后一年里，能被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感化，最
终爱上自己。但她错了，从头到尾都只把她当作生孩子的工
具，从来不是因为爱。

如果义孝能够对绫音有一点点爱，如果他没有背叛绫音跟她
弟子发生婚外情，如果他没有把绫音仅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
或许，就不会有妻子毒杀丈夫的悲剧。那么，这一事件的因
素仅仅是爱恨情仇吗？或许还有当时女性地位相对低下、男
权主义盛行的问题存在吧。

不管是润子、绫音还是若山，这三个女生选择跟义孝在一起
都是因为爱，然而义孝，却因为对方不能生育首先抛弃了润
子，再而准备与绫音离婚，最后终于找到了他的如意女孩若
山。说是如意的，其实只不过是因为这三个人中，就只有若
山有生育能力，不能生育的前二者都能被他狠狠地抛弃，甚
至完全不顾对方的死活。在义孝的心里，是把女性置于何等
的地位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不正常的人才会有的心理。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都应该是平
等的啊！

爱，让人平等；平等，使人懂得爱。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七

圣女，就是绫音吧？这样一个面带温暖笑容举止落落大方行
事一丝不苟的女子，应该就是“圣女”。她在漫长的等待中
竟然设计出一场几乎无人破解的“完美犯罪”。

草s和汤川的出现带给了读者极大的满足感，这本书原是“神
探伽利略”系列中一环啊。也正是由于这两人的出现，才使
这无解的题有了完美的答案。



薰点点头，看着绫音，只见这个美丽的'嫌疑人垂下眼帘，抿
紧嘴唇，脸上依旧残留着一丝笑意，但环绕在她周身的那种
高贵而优雅的气质，却像落日渐沉般开始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这本和《嫌疑人》一样，引人入胜的不是猜凶手不是猜谜底
不是猜动机，而是在众多细微的线索中推测犯罪手法。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绫音与真柴的相识，像极了宏美与
真柴。绫音对于真柴是有真感情的。但以前的润子就是现在
的绫音，一个选择自杀，一个选择终结。“圣女”终结的
是“源头”，但却又劝宏美保留生的希望，这个孩子，就是
绫音真正所救赎的吧。

雄狮少女的读后感篇八

知道这本书是在微博上。

不少涉及女性权益的事件，标题上内容上都动不动就带
上“真实版使女的故事”这样的概括，一度还让我以为跟什
么宗教设定有关。而这股好奇，也促使着我最终翻开了这本
厚厚的书。

那是一个荒诞的故事。所有的设定在我看来都显得那样不可
思议。

整个社会都变得荒诞不经。所有人都为着繁殖而存在。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面具，在这个社会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沦为生育机器的使女，管教着使女传递“信仰”的嬷嬷，拼
命逃出却又陷入了俱乐部的使女，一心求子看似高贵却牺牲
了尊严的大夫人。拥有至高权力喜欢玩弄人心却不被爱的大
主教，表面服从私下却与使女暗通款曲并最终带她逃走的耳
目司机，因为逃走或违背而被处决的挂在围墙上的那些人。



在那个荒诞的社会结构下，一切显得冷漠而麻木，氛围中的
压抑让人几乎喘不过气。

有些人选择臣服，有些人选择逃离，有些人在挣扎，有些人
沉默。

没有自由、没有个性、绝对服从。

然而作者并没有把这样的冷漠一贯到底，也没有让每一类角
色或性别绝对对立，而是让人物在麻木的个性下，透露出一
些人性本来的光芒，也让他们不自觉地发生着联系。

比如大主教与使女的玩棋、“我”与好友在俱乐部里的见面、
同伴即使自杀也没有选择出卖“我”、司机与“我”的私下
幽会及最后的逃跑。

从这些情节中透出来的零星温暖，足以让“我”感到慰藉并
坚强。

在房间里柜子底发现的那句话，似乎也在冥冥中一直指引
着“我”：别让那些杂种骑在你头上。

在那些惶恐看不到未来的时刻，在那些被小小诱惑几乎收买
的时刻，在那些被同伴的逝去压垮的时候。

书的结尾颇为戏剧性地选择了一场研讨会去揭露了整篇情节
设定的背景，让人用研究的心态再次去审视这个看似荒诞的
世界是否真正存在。

或许它未必如书中那样极端而露骨，明目张胆，但是它渗透
在现实生活的角落细缝中，蠢蠢欲动润物无声，它存在于并
非我们身边而是世界上的某个角落。

无论是谁，无论是哪种性格的女性（哪怕是像我这样一开始



觉得这本书太荒诞也坚信自己不会被同化的部分人，这本书
都在提醒着我们：别让其他人骑在我们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