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实用5
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篇一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你还有别的选择，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欢迎阅读!

倘若不是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孩儿，珍妮特也许会成为一
个最优秀的传教士―――谁让她同时擅长两件事情呢?珍妮特
同时擅长两件事情：与上帝交朋友，与魔鬼对话。

“来吃个橘子!”这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反复出现的
一句话，在这里，橘子可以是一种命令，一种搪塞，一种规
避，一种对治愈的自欺。

珍妮特剥橘皮的动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橘皮很硬，令人深
感挫败，她用尽双手气力，仿佛撬开盔甲，掰开石墙。

当然，橘子里住着橙色魔鬼，扔给她一枚褐色卵石，这颗卵
石就一直牢牢握在主人公珍妮特的手中。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由两道扶摇而上的螺旋体扭结而成，
一道是圣经故事烂熟于心的珍妮特讲的故事与故事中的故事，
一个是拥有错误的激情的珍妮特的成长史，个人史暗合摩西
五经，狂热，背叛，出逃，成长。



纹满故事的螺旋体与叙事的螺旋体最终在一棵橘子树上交叉
相遇：“所有真正的追寻都在这座花园里终结。

吃下这果实，就意味着离开花园，因为果实讲述了别的事情，
别的渴望。”并在末尾处母亲那句“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这种如废话一般的真理中双双获释。

在珍妮特看来，历史应该是张结绳大吊床，任由翻筋斗的荡
秋千的人尽情游戏。

她在故事上打结，结上生结，如同猫咪玩线团，末了并不解
开。

在她那些翻着筋斗荡着秋千的故事里，有橡皮筋搭成的皇宫，
四面体国王在其中观看侏儒们同时上演的悲喜剧，螺旋楼梯
通往无法定夺者的“错失良机城”，选择墙的人，困在错失
良机城，矮胖子坐在墙上，决定把一道墙给身体，留一个魔
圈给灵魂。

《橘子》浑身文满故事，看似随意的，蜻蜓点水般的故事，
却不肯好好叙说一段完整的结实的历史。

她的叙述密度与步速正如她的小说排版，充满空隙与裂缝，
只少量倾泻微光。

她所用以推进叙述的，不是情节，不是情绪，而是“故事中
的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

与后现代作家相同的是，对珍妮特，说故事是小说家不得不
做却必须不好好做的事，不过，对这位熟稔圣经与传奇故事
且命运本身就写满传奇故事的女作家来说，故事是信手拈来
的易事，叙事伎俩也绝非必须，重要的是语言，是陌生的，
奇特的，真正的写作者的“母语”，正是这种“母语”吸引
着艳羡的阅读者、陌生人，成为故事的真正推进机制。



十九岁时，珍妮特爱上了一个女孩儿，为此她必须离开她所
拥有的一切：家庭，信仰，学业，安全，正常。

她离家出走，去殡仪馆和精神病院打工。

这段惨痛经历就是她在《橘子》这本处女作中所要讲述的历
史，这段历史生出了所有看似毫不相干的故事，也生出了日
后她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书。

倘若你要在其中孜孜寻找惨痛的同性爱的折磨煎熬，癫狂激
情，恐怕要失望，因为珍妮特虽然爱拿性别身份说事儿，但
在这个故事里，你将发现，与爱上宁芙的大叔相比，爱上一
个女孩儿的珍妮特的焦虑程度和罪恶指数并不比一个暗恋隔
壁班小男生的怀春少女高多少。

在故事里，主人公珍妮特的.罪名是可爱的：“无法认清自己
的性别局限”。

在小说家珍妮特的世界里，一切界限都模糊了。

性别，时间，空间，物质，思想，人间，宇宙。

在那个天堂里充斥着航天员，橘子里住着橙色魔鬼的世界里，
错误的爱情从来不能让她怀疑自己，任何障碍都无法摧毁她。

难忘的是《橘子》结尾处，节制的珍妮特终于得以一抒胸臆：
“我渴望有人至死都暴烈地爱我，我渴望有人毁灭我，也被
我毁灭……我可以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但绝不会为了一个
男人，因为他们只想当毁灭者，却从不愿被毁灭。”

当我们目睹这个寻求毁灭的女人站在山顶，想象着一场动人
心魄的布道，想象着她走到初恋爱人的面前，剥光衣服，问
她是否还记得“这个身体”，才会想起，原来珍妮特的橘子
一直在流血，每一滴血她都不怜惜，也绝不会忘记。



故事发生于英伦乡间一个传统保守的小镇。

“我”成长在一个五旬节教派信徒之家。

五旬节教派是20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新教运动，认为救恩的关
键在于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主，并相信《圣经》在信仰问
题上具有最高的权威。

母亲整日沉迷于教会事务，传福音、治伤患、唱圣歌。

在她眼中，教会是她唯一的所属，可以抛弃家庭“忙教会的
事”，就像她总是对“我”说：橘子是“唯一的水果”。

让人惊疑的是，她曾经也是一个“又任性又要强”的人，年
轻时在巴黎找到一份教职，“小日子过得干净又体面”，在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邂逅皮埃尔，晕头晕脑地坠入爱河。

结果在就诊时，医生的一句话葬送了这段爱情：“你是可能
恋爱了，但你也得了胃溃疡。”(p120)

作为父母的养女，“我”从小被灌输宗教知识，寄望成为传
教士。

但也因此在学校里和别的小孩格格不入，俨然异类，因与人
老是谈地狱、绣布上用怪异经文而被老师警告、同学疏离。

这种压制人性、远离童心的家庭教育势必难以长久。

长大后，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终于在性取向上做出迥于常人、
更不合教规的选择。

与艾尔西、梅兰妮、裘波丽、凯蒂等女性朋友的相处，“如
此亲密却又如此惹人心烦意乱。”(p142)某种程度上，可以认
为，当精神被上帝主导，身体已成为唯一可以自己做主的事。



反过来说，当身体实现独立，精神上的控制也便开始松动。

“我爱你，几乎和爱上帝一样多。”(p142)青春，让“我”知
道除了敬仰上帝，还有其他可爱之人。

母亲自然难以容忍这种玷污门庭的出格行为，为此找来牧师
驱魔。

直至最后，一意孤行的“我”终被赶出家门，孤身而活。

梅兰妮也被送到外地，几年后与一个军人结婚。

小说除了展现这样一对矛盾，还揭示了那些宗教信徒的虚伪
矫饰。

小说很少提到父亲，由此大约可知父母关系不睦。

事实上，信仰不过是母亲欲求不得的爱情的转移。

“她的皈依归功于魅力十足的牧师，她的布道基于个人魅力
的施展，她在教堂里的领导地位满足了虚荣心。”(译后
记p248)她鄙视穷人，憎恶邻居，“只有他们才会把马西波的
处理商品目录里的每一样东西买回家”(p7)。

服务孤寡人士的莫克贝旅店发生贪腐事件，罪魁祸首即是伯
恩牧师，为渔民筹集的大部分善款被用作偿还他的赌债。

会费资金和赢利被挪用作偿付其已分居疏远的太太的生活费，
真正和他同居的则是他的情人。

由母亲帮助审计账目的迷途人协会因此被迫解散。

那些所谓“上帝的仆人们”，“背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
性”(p234)。



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福音营的最后一天，罗斯维尔夫人在
海滩上即将沉溺，其中一人下水施救，这时，“牧师也不是
等闲之人，立刻指挥大家开始祈祷，怀特夫人挑头领唱《我
们有主为锚》”(p163)，被救上来的罗斯维尔夫人却哭诉着“我
以为这次肯定能见到上帝的荣光了呢”。

我看着总感觉很有讽刺的意味。

整部小说笼罩着浓郁的宗教氛围和象征意义，在人物成长、
情节推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童话与魔幻想象。

书中，当橘色魔鬼出现时，它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魔鬼，得到什么样的魔鬼，取决于你灵光的颜色。

我们是为了保你身心完整而来的。”(p148)“我”对此质
疑：“可是在《圣经》里，你们总是被赶跑的。”橘色魔鬼
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的理解是，有上帝，就会有魔鬼，上帝是神性，魔鬼却往
往显得更通人性。

作者简介:珍妮特.温特森，1959年，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

自小由坚信宗教的夫妇收养。

当时家中有六本书，其中《亚瑟王之死》激发了温特森对书
本和写作的渴望。

1985年，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出版，荣获惠特布
莱德首作奖。

2006年，温特森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英帝国勋章。



这部小说里的故事就像是一杯酒，每一次的诉说，都是倒出
了杯中的一点，之后又填满，到了最后，依然是满满的一杯。

如果倒出之后加入的是清水，那么到了最后，就是寡淡无味，
你需要的，是浓烈的酒，还是清水一杯。

这是你的选择，而作者给我们的，是那样炽热又无法言语的
情感，都隐藏这文字之下，需要你去发掘和领悟。

我们可以把小说看成是温特森的自我拯救。

她以文字为刀，剥开厚厚的橘子皮，切割记忆，如置身事外
一样冷冷地旁观自己的成长，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

此时，怪异的童年于她，仿佛已是他者的风景，看风景的人
在似是而非的风景中寻找过往的影子，而宽恕也正如散落一
桌的橘子皮，渐渐聚合，成为一种可能。

这是书中的一节:

有一天，一位可爱的女子带给国王一个由侏儒操控的旋转舞
台。

侏儒们会表演所有悲剧，还有很多喜剧。

他们同时表演悲剧和喜剧，幸运的是，四面体国王有很多张
脸孔，要不然他准会死于心力交瘁。

他们同时表演悲剧和喜剧，而国王呢，绕着戏院踱步走着，
能同时观赏悲剧和喜剧，只在他愿意。

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明白了无价真理:悲喜交错，没有终
点。

看了这本书，在书中寻找自己的影子，不由自主的，在书中



了解到自己不同的一面，人们不喜欢把真实和不真实区分对
待，是因为人们不愿意相信那些不真实的事情。

就像是人们宁愿相信眼睛看到的，也不愿意遵从自己的内心，
更不想通过自己的内心来看待这个世界。

每个人的渴望当中--都有我们无法知晓的答案和未知的结局，
不管它的未来将如何扩大或者是缩小，也不用去探寻它究竟
是多么伟大或者是卑微，只要想着做自己，做好自己，只要
能够明白无愧于自己的内心，面对他人，和善又谦虚，面对
自己，自省又清冷。

相信自己，善待别人，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桔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篇二

所以，对以上高浓度要素无感的朋友们，略过这本书也许比
较合适。就翻译而言，我觉得没有大问题，也许是译文看多
了，个人对各种水平的译文有一定的抵抗性（仿佛戴了护目
镜hh），加之温特森的后半本文字的灵动和野性真的蛮震撼的，
读到结束为止，没有觉得语言上有什么很膈应的地方。

这本书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是截然不同的气氛。“背叛”作
为分割线，在后半个故事中反复被提及。如果说前半部分还
是读起来轻松有趣的小孩子的叨叨，后半本就是身着修士服
的珍妮特一个人走在风雪和幽谷里了，即使她一直认为身边
还有作为友人的上帝，或者是自己一部分的橘色恶魔陪伴。

她爱上过一些女性，但直至温特森写完这个故事为止，她本
质上都是狂躁和漂泊的。个人感觉故事的结局略有戛然而止
的味道，可能温特森本人在搁笔之际也无法走出游离



于“家‘’，无处可归的心灵困境。她可有可无地提及过，
也许在未来会有另一个女人将她拉回人世，但这也只是飘渺
的望想，也许因为珍妮特还爱着作为友人的上帝，而不是把
一切寄托给可能出现的一个人。

总而言之，对于我这个喜欢宗教、同志题材的人来说，就算
这是一本相比之下稍显青涩的作品，懒得不行的我还是会决
定翻着字典，再去看一边英文原文的。温特森的文字和狂想，
真是的很有感觉。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篇三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人生也不是唯一的。

忘了在哪里看到推文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和《一个人
的好天气》是女性觉醒要读的书目。前年看了青山七惠的的
《一个人的好天气》，事实上也的确被书中的文字治愈了。而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来其实有一点小失望，原因在于
书中有些故事的隐喻实在是难以读懂，也难以明白作者的安
排用意。不过，这本书的确也体现了女性的觉醒。

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主人公主动依靠教育走出原生家
庭困境最大的不同，是书中的“我”明显是被动的，当自己
的同性之爱不被容于原生家庭，当曾经爱过的人一次又一次
的背叛时，“我”明显是想求得妥协的，但奈何最终不被包
容才从家庭出走。印象最深的是“我”与魔鬼的那番对话，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魔鬼——欲望，而这个魔鬼并不
都是邪恶的，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知晓如何利用和合理利
用这个魔鬼。当“我”第一次抛弃这个魔鬼时，求得的是原
生家庭的接纳与包容，可是当“我”听从自己的欲望，突破
教会的藩篱，遵从自己内心需要时，换来的是家庭和教会的
驱逐。也是这次驱逐，“我”觉醒并重生！“橘子不是唯一
的水果”，人生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就看个人是否愿意走出
牢笼，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篇四

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英国当代作家，1959
年8月生，自小由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收养，此后靠在殡仪馆，
精神病院等地兼职，完成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1985年出卖
了她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获得了英国惠特布
莱德小说首作大奖，赢得了国际声誉。代表作品有《我我要
快乐，不必正常》、《写在身体上》、《给樱桃以性别》。
她被评为bbc100位杰出女性，并是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刚开始想读这本书是因为它的书名吸引了我，然后当我开始
读的时候发现这个书真的很难读。其实这本书就总体而言，
我觉得是在讲述作者的一个从小到大的经历吧。但是她的表
达方式又非常的独特，书里面有很多故事中的故事，比如王
子寻找完美女人的故事和珍妮特与魔鬼的对话等。其实还蛮
难读的，但后来还是断断续续的读完了。

然后，嗯，关于这本书我想说的有两个方面吧。

第一点是选择。本书的作者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珍妮特，其
实从小是被收养的，她的妈妈觉得她是上帝赐予的，是天使
与纯洁的代表，整个教会都很喜欢她。她的妈妈是一位虔诚
的基督教徒。生活中的一切都按圣经中的教义展开，她的生
活完全围绕她所信仰的主，对珍妮特而言，她的行为被他的
妈妈所影响，在她被基督徒家庭所收养的时候就注定要受到
圣经的约束。就像书中反复出现的橘子一样，没有其他的水
果，珍妮特的人生似乎与基督教脱不了干系。她也“不负众
望”的成了一个别人眼中虔诚的基督教徒。

直到她爱上了梅兰妮和贝蒂，她被教会中的人以及她的妈妈
称为魔鬼。她被教会中的人要求寻求上帝的宽恕，虽然第一
次选择了妥协，但第二次并她决定反抗命运，压制与威胁。
书中有这样一句珍妮特的自白:她在后院烧掉的，不只是那些
纸张和文字，我怀疑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她的头脑里她依然是



王后，但不再是我的王后了，不再是光明正义的白王后了，
墙是庇护也是限制，墙的本质注定了强中将推行推推，想自
己的号角，你会看到四壁倒塌。珍妮特是一个勇敢的人，她
勇于打破限制和束缚，去追求真正的自我。而在种种质疑和
打压时，如何成为自己是一件极其残酷而艰难的事情。但她
最终办到了。那回想一下，如果珍妮特选择顺从，成为一名
真像他妈妈一样的人，她的生活又会是怎样，是与千千万万
的基督教徒一样，而是与现在的她一样做自己呢。选择是我
们人生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来点葡
萄或香蕉又能怎样？人生不止一种可能，只要敢于探索，敢
于选择做自己。

第二点想说宗教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整本书中《圣经》、牧师、教徒是不能忽视的人物。作为一
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他的妈妈深信上帝，并且把自己的生
活完全付诸于教会里面。他总是祷告上帝，听从主的旨意，
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上帝的安排，看似像着了魔。那么
宗教对于人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的存在与人
们的生活之间的冲突到底该如何处理？对于民族学专业的我
对此有很多疑问。人类认知和探索世界的方式有三种，理性，
感性和实践精神。

科学是理性的外在延伸，宗教是感性的外在延伸，文明是实
践精神的外在延伸。宗教之原始功能，在灭除苦恼不安，获
得希望与安心，主要系感情方面之功用。二在善恶意志方面，
宗教力量有助于匡正世道人心，确立伦理道德，乃至于发动
社会反省、调整舆论风潮等积极之价值。那么，对于珍妮特
同性恋这一事，在基督教教义内不被允许，可是，放在现代
文明社会的现在，它其实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所以，宗
教的功能放在今天的社会是否有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问题呢？
这些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回答，关于宗教的存在价值和
意义，不管在学界还是社会一直有争议，还需要我们进一步
探索。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存在即合理，我们不可否认
宗教在对于教化人心，扬善惩恶，塑造人方面有不可磨灭的



功劳，但它对人性的改变和塑造与当今社会的分歧也不可忽
视，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重中之重。

最后附上书的封面的一句话:生活，是悲喜交替。茫然，让你
错失良机，最终失意。勇气，带你拼命前划，逆流而上。每
个人心中那个犟头倔脑的小孩，正是我们对抗不公压制与威
胁的力量源泉。我们接受教导，接受知识，接受正确与错误，
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围墙坍塌，原来外
面还有别的世界，命运还有别的可能，而橘子从来都不是唯
一的水果。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读后感篇五

来说说我这最近读的一本书吧，这本书叫《橘子不是唯一水
果》。最初就是这个新奇、可爱的名字吸引了我，初读本书
抱着消遣打发时间的态度，后来读着读着就渐渐被吸引了。
这本书并不似那种轻松、鸡汤似的小说，本书的叙写和内容
是比较跳跃式的，也是作者珍妮特独成一派的写作风格，完
全按照自己的感受去写作，里面穿插了很多宗教故事和浪漫
离奇的小故事。细细的读下来会发现你会走入她的世界里，
不由自主的跟着她的文字去走入她的成长世界！

随着慢慢读下来，渐渐的有些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取这个好玩
的名字了。在珍妮特的成长过程中，橘子可谓是她成长中的
一种重要的水果，她的养母温特森太太总是对她说：“来，
吃个橘子”，当她渐渐长大，遇到事情提出疑问想与养母谈
论一二时，她的母亲总是会拿一个橘子搪塞她。所以这里面
的橘子不仅仅是一种水果，更多的是指一种规章，一种陈旧
的却无法打破的生活准则。当然这种生活规范随着珍妮特的
长大，她开始慢慢的尝试突破，这种突破最初是无意识的。
当她认识梅兰妮，并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这种情感的异样时，
想要与母亲谈论，母亲却敷衍忽视。进而这种尝试突破的种
子开始在珍妮特的心中慢慢发芽。



珍妮特的成长与其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珍妮特成长在一
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里，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珍妮特的
成长受者母亲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宗教信仰者，但她并不似母
亲那样固执，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思想开始与母亲、周
围人存在矛盾。在每次遇到内心与现实割裂时她都会给自己
编一个小故事，在初次遇到矛盾时，她编的第一个小故事是
这样的：有一个四面体国王，他的每一面都能够看到事物，
所以在他的皇宫里，各个侧面都需要同时进行精彩的表演。
有一天，皇宫里来了一个旋转马戏团，里面有很多侏儒演员。
侏儒们会同时表演悲剧和戏剧，而国王就绕着舞台走，同时
欣赏悲剧和戏剧。而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四面体国王走
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明白了无价真理：悲喜交替，没有终点。
”在这个故事里，珍妮特为自己的困惑找到了解释，这世界
上的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不同的面向，悲喜交替的变化，是
这个世界的常态，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表演。

牧师在布道时说，完美是一种神性的状态，人类在堕落之前
就是完美的。而对于人来说，只能通过忏悔，在来世得到完
美。珍妮特难以接受这个观点，她觉得，对完美的追求其实
是对平衡、对和谐的追求，余姚在这其中控制好平衡，而不
是让自己被所谓的来世所控制。

通过读完整本书，我们会发现，珍妮特得到的感悟是对世界
和内心平衡的一种追逐与思考。我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构成
也是伴随着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推翻
你之前被灌输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所谓道理，开始尝试自己去
理解、加工这个世界，并用自己的眼睛、脑子去感知周遭的
时侯，一切都开始天翻地覆，重新组合。

成长就是这样，意味着不断地背弃旧的，并不断醒悟着，这
其间也掺杂着痛苦与热烈。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橘子不是
唯一的水果，我们永远有别的可能，永远有别的世界等着我
们。当那一天来临时，也就是你离自己最近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