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白夜行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白夜行读后感篇一

面对，接受，放下？做不到！

痛苦，愤怒，忧伤，无助？为受了伤害的行凶者备受煎熬！

东野深知最深的伤害源自哪里：心灵的摧毁就像一列失控的
火车，在皮囊消失之前，拼尽全力想要挣脱命运的束缚和摆
布。无尽的白夜只是暂时收留了无路可走的失魂落魄的皮囊，
它掩得了罪行一时，却淹不了愤怒一世。

成人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早已司空见惯，群体间的利益纷
争明争暗夺亦是家常便饭，国与国拼得你死我活伤亡数以百
万计最终成为翻篇的历史；可是，成人恃强凌弱加于少小的
种种兽行却给人类留下了永恒的污点和难以遏止的后遗症！

沉稳理智如作家本人，亦无法压住心中的怒火，无法沉静面
对那不堪的长辈。父母、老师、兄长？这些本该令人尊敬的、
可以寻求安慰的最亲近的人，却对孤弱无援的小孩子做出了
禽兽不如伤天害理之事！

在《白夜行》中匍匐推进，一路闪过了无数被夺去了灵魂的
脆弱的不堪一击的面具。精致诱人的面具下，波涛汹涌着绝
望无助愤怒悲痛和失控的挣扎，而艰难行进的读者亦不能幸
免于难，背负上了书中几乎所有的不良情绪。

桐原亮司那深不见底的表情，永远刻意与别人保持着距离；



还有雪穗那不着痕迹的温和，迷惑了所有爱与被爱者。作者
一次次有意无意描绘这种不同寻常的表情，一次次撕扯着旁
观者的神经：童真还未及露面就一去不复返了，余生只剩下
了躯壳暂时停留人间。亮司和雪穗出于本能抱团取暖，出于
本能拼命抵抗伤害，明知自己已是不能行走于阳光之下的行
尸走肉，仍然出于本能行走在白夜之中。

作者一直让邪恶占上风，让亮司和雪穗的阴谋屡屡得逞，不
是要为他俩出口恶气，而是要让世人明白恶之花结出的恶之
果是多么可怕。另一方面，作者又顺便展现了人性的弱点。
善良从来不是被侵害的原因，软弱才是真正的帮凶。

善良之心、正义之情几乎人皆有之，但是有的为性命担忧、
有的为亲情绑架，有的为利益所谋，有的为名誉所累，挺身
而出者往往不及一二。旁观者亦是艰难，总是无法在心里上
一道锁，不让良心露面。

本书每一章结尾大都以线索被掐断结尾，每一章除了展示男
女主角不露痕迹的手段外，都会有一个本可以逆转局面的知
情人打了退堂鼓，一而再再而三延长了真相的披露。

不同于其他说教式的作家，东野就这么把一幅丑陋不堪的血
迹斑斑的画卷展示给读者，全然不顾及脆弱的读者也会反胃
甚至吐血。可想而知，作者又是以何种痛心疾首的血脉贲张
点出了灵魂不能承受之轻。

幸好东野从第四章开始为读者送上了各式小雨，好歹缓和了
每一章结尾令人窒息的恐慌气氛。

＂雨没有大到需要撑伞，却也悄无声息地沾湿了头发和衣服。
秋雨绵绵，灰色的云却不时分开，让夜空露出脸来＂，这段
撕夜的描述让我迅速喜欢并期待着本书中的每一场雨。

我在亮司和雪穗的阴谋中写下雨的默祭＂小雨的思絮无声无



息：快乐的人继续着快乐，哀愁的人默默收下一路的哀愁。
有的人埋头急走说雨下大了。有的人抬头诧问下雨了吗？而
我，默然伫立，静候这为我而来的点点滴滴＂。

雨一直在倾述，愤怒的心一刻都不曾停下，直至死亡降临。
没有了皮囊的束缚，黑暗再也裹胁不了失陷的灵魂，亮司连
同他的愤怒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

如果诉说可以解脱沉沦，如果惩治可以减轻愤怒，如果理解
可以支撑重生，作者也不用这么煞费苦心一点一滴铺陈近二
十年的案情。作者小心翼翼一点点剥开伤口的掩饰，每离真
相近一点，污血喷涌而出，近者不能幸免。待到挖出了始作
俑者，一切都来不及了，连死亡都拯救不了阻止不了的，案
情大白于天下又能怎样呢？白夜依然笼罩着无助的幽魂，愤
怒依然顽固地不肯消散。

如果可以，就此埋葬了吧！

白夜行读后感篇二

《白夜行》是我截止到目前为止读的东野圭吾的第一本书。
对于小说，似乎给人的基调是黑暗的，绝望的。可能很多人
都在思考几个问题：

1、雪穗爱亮司吗？

2、亮司爱雪穗吗？

3、雪穗爱一成吗？

4、雪穗和亮司想要的是什么？

5、为什么已经过了15年的时效追诉期，他们却没有走到一起？



我想，雪穗和亮司是相爱的。东野圭吾所写的其实是一本关
于爱的小说。

事实上，在他们两人的灵魂深处，除了这点爱，几乎也不剩
下什么别的了。老警察说他们两人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
系。其实他的看法并不错，但还是片面的，用他的话说，他
们两人是枪虾和虾虎鱼。但他们并不只是互相利用的，他们
之间有羁绊，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在整部小说的结尾。“雪穗像
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冰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只见
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的幽灵。”还有那句被争
论最厉害的“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可能很多人正是因为读到了结尾才会认为雪穗是冷血的，但
是她正是为了不辜负亮的牺牲，才一次都没有回头，在她那
幽灵般的背影后面，一定是一张空洞、毫无生命迹象的脸。

“她脸色铁青，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是店长滨本。’”雪
穗这个叫做滨本的部下的反应是对的。

雪穗为什么一次也没有回头？整个故事中，雪穗的表现永远
是温柔体贴的，是优雅得体的，即使委屈跟哭泣，也是能做
到以假乱真的。但她就是没有表现过这种冷漠。实际上，对
雪穗来说：情感的表露是对情感的掩藏，冷漠的神情才是对
情感的展现。对于她，亮司的爱就是她黑夜中唯一的一点光。
也就是她最后残存的一丝人性。正因如此，亮司的死给她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大于任何情感，没有情感的感受，
所以表现的麻木和冷酷！在亮司死去的瞬间，雪穗也死去了。
所以，当雪穗离开的时候，她的背影就像个幽灵，实际上她
就是幽灵，没有感情，没有人性，没有了灵魂！这样的雪穗，
当然不会再回头。

整个故事读完后我一直在想雪穗和亮司到底想要什么？难道



就是那庸俗的人间之爱—在一起吗？感觉告诉我，并不是，
但到底是什么？书中似乎从未暗示过他们对在一起有所憧憬。
表面看来，雪穗想要的东西很多。金钱，名誉，地位，权利，
家庭，别人对她的尊敬，对她的爱慕，对她的嫉妒……但其
实她要的只是一样东西——她要她小时候没有的东西。她要
补偿的都是她小时候所欠缺的东西，她用一辈子都在治愈儿
时的自己！但是实际上，她要的也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

雪穗所要的是“夺取”…

她的生命里几乎没有灵魂，只有两样东西：“夺取”和对亮
司的爱，其余的世俗之物根本无法填补她所遭受过的伤害，
像无法填满的沟壑！

雪穗对一成也是如此，别的男生都为雪穗而倾倒，只有一成，
反而对江利子情有独钟，冷落了雪穗。一成的态度激发了雪穗
“夺取”的欲望。

后来，雪穗之所以加害江利子，并不是出于嫉妒，也不是出
于怨恨，对雪穗来说，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种感情。我们不
能用有无人性去评判雪穗，她是真正的毫无人性，不存在好
与不好。这里说的“毫无人性”并非是我们通俗理解的好恶。
她让亮司加害江利子，以及之前加害都子，都是为了一个目
的，铲除在她“夺取”道路上的绊脚石。

亮司呢？他想要什么？他儿时也缺少了什么吗？

他要的是“赎罪”…

当他在废弃的大楼里看到那不堪的一幕的时候，他崩溃了。
当他把剪刀插进父亲的心脏的时候，他并非恶意，难道他不
是为了心中的正义而选择这样做的吗？当然他更想保护雪穗。
我想做为孩子的他，当时的心应该是乱的，但是他要保护雪
穗，他觉得父亲对不起雪穗，而他要向雪穗赎罪，赎他父亲



的罪。

于是亮司的生命中也只剩下两件事，“赎罪”和对雪穗的爱。

这个过程中，亮司是否付出了太多而雪穗是否一直在利用亮？

我想，他们是在互相“利用”，他们两人一直在做自己的事，
同时这也是为对方做的事。

书中有一段描写侦探跟踪调查化名秋吉的亮司的情节。“这
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简直孤独得要命。”这是今枝对
亮司的感叹。是呀，自从把剪刀插进自己父亲的心脏的那一
刻，亮司就已经失去了灵魂，试问：一个根本没有灵魂的人
能有什么乐趣可言？那些一般人的感情对他来说他感觉不到，
就像机器人虽然拥有类似人类的大脑，但永远不懂人类那复
杂的感情！他只有赎罪，终其一生！

在小说的最后，那把剪刀终于刺进了他的心脏。十九年的赎
罪，亮司用死完成了，我想，那一刻，他感知到了本该属于
他的那种感觉-色声香味触，但最终还是冷却了。

整整十九年，已经过了15年的时效追诉期，他们始终没有走
到一起，也许他们在决定“共生”时便知道他们不可能在一
起，他们从未奢望过在一起，即便穷尽一生去赎罪，去夺取，
但他们曾经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永远无法再找回来。

再来看看他们在整个故事中仅有的交谈。

雪穗：“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
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
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
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

亮司：想要“在白天走路。”



太阳是明亮温暖的，是“人性”，是“感知”。无论善恶，
我们都拥有太阳，头上都会有太阳的照耀。善恶都是人性的
一部分。但雪穗和亮司没有，与其说没有，不如说是“无法
感知”，他们无法感知太阳！进而用对彼此的爱代替了太阳，
互相照亮，因为他们都缺失人性，他们懂对方的感受，他们
是一个人！

想要“在白天走路。”

这句话我们一开始就理解错了。

在《飘》的结尾白瑞德有一段很著名的话：“思嘉，我从来
不是那样的人，不能耐心地拾起一片碎片，把它们凑合在一
起，然后对自己说这个修补好了的东西跟新的完全一样。一
样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我宁愿记住它最好时的模样，
而不想把它修补好。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碎了的地方。”

所以这句话并不是说想要在熬过了十五年的追诉期后，两个
人在一起幸福的平静的生活，亦或是各自可以如正常人般在
阳光下生活，而是希望：一切都不曾发生，桐原洋介的兽行，
亮的弑父，雪穗的杀母，以及之后的所有的罪行。一切都不
曾发生，那么亮司跟雪穗只是两个普通的孩子，他们头顶上
有太阳，他们牵着手，在白天散步。

然而时间是最最无情的。

最后，亮司的死带走了雪穗唯一的光亮，当爱消失的时候，
故事也就结束了。

白夜行读后感篇三

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对于戛然而止的结局，内心感觉好复
杂。两个小孩子，是在多么残酷无情的现实下成长起来的，
为了自保，为了苟且的活着。之前听人说了一句话，犯罪不



可耻，当有一天现实把你推到那种境地时，你可以去犯罪。
其实现实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有些事往往说不清孰是孰非，
而法律和人情这个命题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

对于他和她相互依靠，一个给予光，一个获得光，在白夜中
艰难行走，做了那么多为解救彼此的荒诞行径，但这一切都
源自于守护，这种守护基于自我又超越了自我。很难想象女
孩子在那样的年纪被母亲卖去做那种事，也很难想象男孩子
的父亲那样的变态，在这种肮脏的前提下，塑造了这两人结
合成长的宿命。是要对生活与现实多么的绝望后，才能生长
出更强求于活着的希冀。毕竟是故事，不知现实是否存在这
样生活的人，作为旁观者，除了同情，好似也不能再做什么。
因为主角的遭遇放在每个人来说都无法启齿，对别人敞开心
扉就更难了，这种属于秘密的最高级，只有自己知道和彼此
守护的人知道已经算是最大的慰藉。但生的希望在他们那里
应该是永远存在和吸引着他们的，不然他们也不会为了钱做
了更多犯罪的事。

女主为了掩饰小时候的遭遇带来的最黑暗的阴郁冷漠，伪装
得极为完美，总是一副善良的样子。这跟现实生活中的人一
样，一个人为了掩饰最本质的遭遇，而选择用与之相反的行
为去修饰给人的言行举止。所以这种结果会有多种，或许最
阳光也最孤独，最乐观也最悲观，最纯情也就最肮脏。这种
极端的对立永远存在。

男主为了守护心中最原始的正义而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从这
样去解读好像并没有什么错。除了那种正义，或许还有与女
主两人之间的默契，也或许只是互利共生，但那种相互的利
益捆绑，已经让他俩彼此的守护成为默契。如何行走这一生，
或许并不那么重要了。就像两人发出的感叹一样，男主永远
在白夜行走，照亮女主一生的路，女主从一开始就是活在黑
夜里没有阳光，而男主给了她光，成为照耀她的太阳。

其实男主和女主都是很聪明的人，具有超高的`反侦查能力，



有自己热爱和热衷的东西，都有想在生命中创造一些属于自
己的波澜，当然除了灰暗的一面，另一面对生活的追求和事
业的向往，也成就了他们注定不会平庸的一生。对于男主的
死，女主虽然知道守护的人没有了，但也没有回头望，这或
许就是默契。生死之间，总有一种东西让人去活着，死亡来
临也不惧怕。

白夜行读后感篇四

白夜行看完了，唐泽雪穗跟铜原亮司，笹垣说就像枪虾跟虎
虾的共生关系一样。

雪穗和亮司因为幼年的阴影，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灵魂，结
果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
徘徊。

但是雪穗伤害朋友中江利子、设计美佳、杀死抚养她长大的
母亲，亮司利用典子的感情。这些看起来就像笹垣警官说的
一样：“我觉得，因为这件案子没有破，害了好几个无辜的.
人遭到不幸”说句实话我很讨厌雪穗跟亮司的做法，看到中
间的时候一致想要放弃看。怎么说呢，雪穗的做法就是把自
己的不幸也让身边的人切身体会了。这样很自私。

其实我觉得没有《嫌疑人的献身》好的，很多故事细节没有
交代清楚。很多看后都靠猜测，不是按真实的推理而来。

说实话有点失望，这样无望的爱情，其实也是男主女主造成
的。没有看之前还以为男主有多么聪明，女主有多么聪慧善
良。没有看白夜行之前以为是女主男主对抗社会。看了之后
发现社会是残酷，但是不及长大之后的男主跟女主，三观尽
毁。

东野圭吾的功力还不仅仅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作为悬疑小说，
《白夜行》的细节设置也堪称一流。亮司的剪刀，桐原家可



以爬出去的二楼设计，松浦的眼镜与戒指等等一开始不起眼
的细节到最后都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作者从一开始就在织
一张巨大的网，直到最后将整个真相网罗在内。

白夜行读后感篇五

最近公司的电影协会推荐的一部电影叫《嫌疑犯x的献身》。
电影的原著作者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他的代
表作《白夜行》我也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去看。这次影协
的推荐，终于让我下定决心。

确实是一部好书，看完之后，另外久久不能释怀。躺在床上，
结局里女主角的背影，仍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其实书看到一半，我已经猜到了一连串杀人案件的凶手已经
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但是，作者会给两位主角一个怎样的
结局，让我牵挂。而且，作者如抽丝剥茧般的手法，将谜团
一一解开，而且一切的解释缜密合理，让人惊叹。而女主角
唐泽雪穗曾被作者描述为“恶之花”，但随着她的身世的逐
渐明朗，以及她儿时的不幸遭遇，不禁让我对她由厌恶转变
为同情和怜惜。男主角桐原亮司最后的自杀，是作者给他的
最好结局，毕竟他杀死了那么多人。而对于女主角的结局，
作者却没有盖棺定论，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空间。也许，她
会因为男主角的死亡和案情的真相大白而被绳之以法，作者
曾将他们俩形容为虾虎鱼和枪虾一样的共生体。但做为读者
的我，更希望她能够逃脱。虽然她也算是杀人帮凶，甚至对
自己最好的朋友进行报复，但是她童年的不幸遭遇，如果最
终让她失去努力得来的一切，那对她来说就太不公平了。而
且故事里她也没有得到自己最心爱的人的眷顾，纵然她有那
样的美貌，各方面也都完美得简直无懈可击。当然，这也许
是我的一厢情愿。

整个故事一直持续了近20年，而在故事中，穿插了对于时事
的描写，很好的体现了作者对于各个时代特征的把握。比如



棒球比赛，电脑在日本的兴起，《超级玛丽》的流行还有日
本传统的相扑比赛，甚至当时的一些新闻，都被巧妙地融入
了故事之中。读起来不觉得突兀，却很好的将故事和时代契
合，整篇读完，好像自己也伴随着里面的人物走过了这一个
个的时代，颇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当然，如果仅此而已，那这本书也许算不上好书。其实，作
者留给了我们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在里面。毫无疑问，故事
是以悲剧结尾，而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男主
角的父亲，是一个迷恋女童的变态，而母亲和丈夫的雇员私
通，从未尽到母亲应有的责任。而女主角的母亲，更是以出
卖自己仅仅10岁的女儿的肉体为生。这是一个多么冷漠的社
会啊。因此，故事里的一连串杀人案，虽有疑点，却迟迟没
有被破获，这样的现象也不难解释。警察们更热衷于破获那
些能让他们扬名立万的案件，而不会将精力放在这些“普通
的案件”上，仅仅以自杀、见财起意等简单推论将案子草草
了结。不过好在还有笹垣润三这样有责任心的警察，通过十
九年的坚持不懈，终于将真相大白天下。批判社会*暗的同时，
也给人以希望的种子，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