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卡列尼娜的读后感 安娜卡列尼娜读
后感(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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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安娜卡列尼娜的读后感篇一

六年级刚开学时，李老师就推荐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
我迫不及待地就买了一本。

这本书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还是世界十大文学名
著中的其中一本。这本书的构思很精妙，条理简洁明了，文
章很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安娜卡列尼娜，记叙的是战争年代发生的
故事。战争年代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这本书也很好的反映
了战争年代的不和平与残酷。

我体会最深的人物是安娜卡列尼娜这位夫人。她是一个家境
富裕，身世非同小可的人物。但是她从来都不开心，从来对
自己不是很关心。她总是在关心别人，就算是一个陌生人出
了什么事情，她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复。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她很少需要别人的施舍，她凭借自己
的顽强毅力，不断进步，事业最终蒸蒸日上。这也是我非常
佩服她的地方。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人也是这样，她
也有缺点，但是她的优点是常人无所能及的。她的亲姐妹有
很多，当她堕落的时候，她们只是一味的嘲笑她，看不起她，
但是她从来没有在意别人的眼光。她也很少对别人品头论足。
她的这个优点在她之后的事业上使她事半功倍。我们也要做
到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争取把自己做到最好！



这个年代是一个战火弥漫，混乱的年代，是一个法西斯剥削
人民，压迫人民的年代。贫穷的人家，上一顿饭吃饱了，下
一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现在吃穿住行根本不用愁。这
本书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有着明显的对比，我们不能挥霍自己
的人生，不能随意糟蹋金钱，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正当的地
方。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明白了现在我们生活的美好和幸
福。

安娜卡列尼娜的读后感篇二

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
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
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
去，终于永远熄灭了。

三月，微冷。台灯下《安娜·卡列尼娜》翻到了最后一页，
没想到重读这本书会有这么大的触动。我仿佛看到一八七七
年列夫·托尔斯泰老先生落笔时的那份沉重，我阅历尚浅，
很多东西我都不是很懂，但仅有的这份感触我还是想写下来。

那年冬天的莫斯科很冷，像冰冷铁轨上的安娜，我曾无数次
幻想过一个美好的结局，可是没有办法，准确的说，是毫无
办法。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卡列宁，伏伦斯基，三者的
性格，及他们对待爱情与婚姻的观念，选择，决定，注定了
这场悲剧。

正如托尔斯泰在开篇所言：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
庭各有不同。大抵悲伤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开头。车站
的相遇，舞会的邂逅。安娜永远是那么优雅美丽，妩媚动人。
不是吉娣的玫瑰花有了皱痕，也不是打扮不够漂亮雅致，只
是对于安娜来说，任何装饰在她身上从不起眼，她所有的魅
力在于她本身。



伏伦斯基被深深地吸引了，尽管她是卡列宁夫人，一个八岁
孩子的母亲。一个眼中闪烁着光辉，因为人家对她倾倒而陶
醉。一个顺从和惶恐，像极了一条聪明伶俐的猎狗。

识人不准，遇人不淑。伤了吉娣，伤了列文。离开了彼得堡，
暴风雪的车站，摇曳的灯光下，他们面对着站着。她不必问
他怎么会来到这里，这一点她知道的那么确切，就像他亲口
对她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她在这里。

安娜卡列尼娜的读后感篇三

合上书本，印象最深刻的是列文。可是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
选择安娜作为主人公，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自由恋
爱的提倡，还是上流社会的讽刺批判，抑或是对女性不忠的
宗教审判？但为什么描写安娜的时候又着重描述了列文的生
活、思想。我总觉得列文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列文的成长是
作者自己思想的成长的缩影吧。

这样，值得吗？究竟爱是什么？

我欣赏为爱，义无反顾；但不赞同。一切以爱的名义的自私、
背叛，都是不负责。爱是责任！

安娜卡列尼娜的读后感篇四

花一般的年纪，委身于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大官僚卡列宁。然
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自己的政敌，巩固自己的官场地位，
这个官气十足也理性十足的人物，根本不关心妻子的感情生
活，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
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如果非要说这段婚
姻给了她什么，那就是无尽的黑暗，儿子只是那漩涡中的一
丝火光，她需要的是一轮不灭的太阳。



他们，在火车站相遇，隔着玻璃窗，她美丽的脸庞，别有意
味的眼眸瞬间将他俘虏，也许在那个无欲横流的资产阶级社
会谈什么一见钟情有些仓惶，但是，爱了就是爱了。舞会上，
他被她所倾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八年之前身不由己的出
嫁，然后在平淡得可怕的生活中沉浸了八年，沃伦斯基的出
现瞬间给她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她感受到了生命的跳
动，感受到了脸红心跳，像极了少女见到心爱的人这般不安
却甜蜜。她的不安驱使她慌忙的返回圣彼得堡，在火车外，
她见到了他，她叫他一起忘掉这段这不该发生的相遇，但是
他的一句:i can not help myself.打破了她所有的伪装。沃伦
斯基对安娜展开的热烈追求让安娜感到惶恐，但是她又贪念
着这美好的悸动，也许，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爱。
是的，沃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

属于彼得堡官僚集团的卡列宁是个残酷无情的沙皇官僚制度
的化身。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
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
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点缀品。赛马场上，她的目光始终
追随着他，在他不小心坠马的时候，她所表现出来的惊慌失
措被卡列宁所认为不齿，此时他眼里的她就是一个十足的荡-
妇，因此早早的强迫着她一起离开，在回去的路上，安娜不
在沉默，她说：我的耳朵在听你讲话，我的心却满满的都是
他，我爱他。她宣告了她对爱的宣言，此后，他们不在偷偷
摸摸，卡列宁好言的警告，沃伦斯基母亲关心的劝阻，这些
在他们的眼里都无异于废话，他们不会听从，爱情里，都是
盲目的。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
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履行做作为一个妻子的义务，偷偷与
情人往来；终于冲出家庭与渥伦斯基结合，公然与整个上流
社会对抗。从此安娜失去了一个贵族妇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
位和权利，除了渥伦斯基的爱，她一无所有，因此，她热烈
而执着地献身于这种爱。沃伦斯基为她放弃了去莫斯科晋升
的机会，安娜为他冲破社会伦理的镇-压，要知道，那个时候
的社会，充斥着的都是权利地位，失去了地位，已然被整个
权利死死的踩在脚下。安娜再次向卡列宁提出离婚，但是又



被拒绝了并以儿子作为筹码来威胁，安娜不仅仅是一个需要
爱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卡列宁
离开了，安娜怀孕继而又流产了，沃伦斯基为自己的无能为
力感到沮丧，痛苦的挣扎着企图自杀，是爱将他拉了回来，
他来找她，看见一头短发的她虚弱的躺在床上，他们相拥，
继而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在国外，安娜体验到了从未有
过的幸福，在那里，再没有别人，他们快乐得那么耀眼，但
是作为一个母亲，她还是放不下孩子，受不住日夜思念的苦
楚。同时，此刻的她还是一个没有离婚的女人，在道德和法
律上，都是不被容许的。他们决定回去，然而，他们的事情
在当地已经被议论得沸沸扬扬，人们称她为抛夫弃子的“荡-
妇”，将她视为上流社会的耻辱，见不到儿子，还要忍受着
周边人的指指点点，这个时候的她在外在因素的压迫下心理
的压力已经样她无法呼吸。

怕沃伦斯基的爱转移到别人身上，怕她将像一块抹布一样被
无情的丢弃。随着安娜的敏感神经质的不安全感出现丝丝裂
缝，她和沃伦斯基的关系也因为那种尴尬的处境而不再和谐。
王妃的出现，沃伦斯基的不耐烦掐断了她仅剩的生气，所有
的噩耗仿佛一夜之间袭击了安娜脆弱敏感的心灵，她变得疑
神疑鬼，无理取闹，沃伦斯基最后也无法忍受她了。不得不
说安娜本身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局限性，面对社会，她勇敢地
挑明自己对自由爱情与独立和要求，她大胆的冲破世俗的观
念，但是她却也是愚蠢的，她对沃伦斯基说：现在一切都完
了，我除了你以外甚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她把爱情当
成了生命的全部，把沃伦斯基当成了唯一的依靠。此时的她
眼里再无他物，她变成了攀扶在渥伦斯基这棵树上的一条青
藤，树倒藤亡。渥伦斯基成了她生活中和全部意义，一旦失
去他的爱，她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地灰飞烟灭。没有自主的女
人是可怜的，把爱情当成全部的女人是可怕的，这两点都在
安娜身上呈现了出来，沃伦斯基开始被她的这种强烈的占有
欲给吓退。当她发现王妃的介入之时，安娜想到的不是平静
的坐下来解决这个第三者问题，而是歇斯底里的要求沃伦斯
基和她离开这个地方，去没有王妃，没有他母亲干预，没有



旁人指指点点的地方。而此刻的沃伦斯基想要的不仅仅是爱
情，还有权利。他说她多疑，说她无理取闹，但是在这点我
不能批判安娜的不对，在我看来保有一定疑心的女人才是一
个完整的女人，她爱他，才会疑心他会放弃她，也是因为她
爱他，才会这般对他无理取闹，不仅安娜，女人天生就是高
傲的，没有哪一个人会愿意对着一个自己不待见的人撒娇胡
闹。造成这个结局的或许也因为安娜没有成功的和卡列宁离
婚，以前看的电视小说描述的都是一个女人渴望得到一个身
份，而在这里，沃伦斯基同样也是，他想要安娜可以给他一
个正式的身份，而不是一个情夫的称号。矛盾愈演愈烈，安
娜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他救不了她，她无法自救。

在我看来安娜是一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性，她选择用
结束生命来了结这一切，她来到和他初次相遇的地方，在呼
啸的火车来到之时卧向铁轨，开头的那一幕仿佛就预示着这
最终的结局。终于，她不用再被世人指指点点，不用在担心
自己是否会失去沃伦斯基的爱，不用再被这时间的虚情假意
所牵绊。镜头的切换，安娜张睁着眼睛，张大的瞳孔直直的
看向远方，似乎正在寻找着她想要的未来，一个不再有担惊
受怕的小生活。沃伦斯基最后选择上前线，他想要用这最后
的觉醒来表达他是爱安娜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安娜的幸或
者不幸。只是，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她真的争取过
了。一个为情失去生命，一个为爱遗恨终生，这个结局充满
伤痛。这不是道德的沦丧，是权贵之下人性的沦丧。

罗曼罗兰说：“爱情是一件很无奈的事，你喜欢别人，别人
不一定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又不喜欢别人；两个人互相
喜欢又未必能在一起。可是，最无奈的莫过于，红地毯已经
走过，乐曲也已经奏罢，两情相悦的王子公主终于牵了手，
日后的生活却并非想象的那样童话般美妙。 ”他们相遇继而
相爱，开始时一切似乎都是这般妙不可言。但是，他们爱的
太过热烈，以至于不仅射伤了别人，更刺伤了自己。虽然柏
拉图曾说过：不要暧昧，伤人伤己。但是，有的时候暧昧却
能给人最美好的憧憬，起码那样看来，还有目标，还有希望，



如果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感情能够止于暧昧时期，做朋友，做
知己，保持着她的蓝颜，他的红颜，那么一切应该会简单快
乐许多。如果他们止于暧昧，那么安娜将永远以一个女神的
形象活在沃伦斯基的心中，如果他们止于暧昧，那么沃伦斯
基将永远成为安娜活下去的希望。曾经在微薄上看过这么一
句话：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就是，我喜欢你，恰好你也喜欢
我，但是我们却都还没有表白。这或许就是朦胧的力量，友
情总是最坚固，以朋友之名未尝不好。

当事情已经发生，在爱情里面，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
那么就该一起面对一切，不管喜与悲。张小娴说过这么一句
话：女人要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

最初的时候，沃伦斯基可以为了爱为她放弃权利，带她远走
高飞，但是有的东西始终无法抛弃，比如他对权利的贪念，
她对孩子的不舍。只能说，有得必定会有失，两全其美的事
情毕竟太少，安娜因为对孩子的思念而选择回来，其实事已
至此，她已经被上流社会所抛弃，她回来不仅不会给儿子带
来什么，反而会使别人看不起自己的儿子。既然当初已经选
择放弃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过于贪心的人永远都不会得到
太大的幸福。在这场爱情与婚姻的战争里他陪她走过了爱情，
却没有站在她身边拿出一个男人的强势为她争取自由，非但
如此，他还接受他母亲为他安排的和王妃见面，缺失安全感，
那是抽空她的不仅仅是她的灵魂，还包括她的生命。

安娜为爱放弃生命，在这点上我是非常不赞同的，爱情不是
生活的全部，更不值得为此放弃生命。不管怎么给女人下定
义，是强势也好，弱势也罢，都不该为爱迷失了自己。当爱
来临的时候勇敢爱，出现问题的时候坐下来解决，当解决不
了的时候可以像勇敢抓住爱一样勇敢而洒脱的放手，而不是
愚蠢的付出生命。

第一次看安娜这本书，是在高二的时候，而最初看这本书的
原因，应该是源于对托尔斯泰的感兴趣，而这个兴趣的形成，



则是来源于巴金的成名作《家·春·秋》这部小说里面介绍
到的《复活》这本书。

故事的主人公安娜是一位端庄美丽的妇人，在前往为其兄长
奥布朗斯基夫妇调解家庭纠纷的时候，遇上了英俊潇洒的年
轻军官沃伦斯基，而沃伦斯基在第一眼看到安娜的时候，就
被安娜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并由此展开了对安娜的疯狂追求。
在起初迫于社会及家庭压力，安娜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但在沃伦斯基的穷追猛打之下，安娜最终选择离开对于自己
来说没有感情生活的`家庭，而与沃伦斯基共同创造属于他们
二人的情感世界。但故事的却并非是以二人的完美结合为结
局，而是描写了在此后安娜所面临的来自感情生活和社会压
力的痛苦，并最终以安娜的和沃伦斯基的双双“自杀”的悲
剧结局。

和所有人一样，在故事中我们都看到了作者笔下的安娜，不
仅是一个端庄美丽的妇女，同时更是一个敢于追求自我情感，
挣脱社会禁锢的思想解放先锋，而这也是安娜被誉为世界文
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之一的原因。

自己的爱情。但在这之后呢，她还是躲避不了社会对她的毒
害，她在上流社会遭到“封-杀”,亲友拒绝和她来往，甚至
遭到了人们的公开羞辱，而更把安娜逼上绝路的是沃伦斯基
的冷落，这一切，无情的把安娜送上了卧轨的结局。而造成
这个悲剧的原因，正是当时社会妇女所处的无助地位。尽管
挣脱了不合理的社会禁锢，尽管离开了与自己没有感情的丈
夫，但她却始终无法逃离这个无情的社会，也无法不依赖于
善变的沃伦斯基，而当她在这两者中都找不到自己生存的理
由及空间，她便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彻底的挣脱
这一切的束缚及其带来的苦痛。

我们提倡勇敢地追求自我，挣脱思想禁锢，积极创造属于自
己的人生，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在我们挣脱了禁锢、追求到了
自我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承受其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挣脱



之后，是海阔天空还是遍体鳞伤？如果是海阔天空，命运可
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的追求才能体现出其提倡的价值
所在；而如果是遍体鳞伤，在此后的生活中举步维艰，那是
不是应该思考，我们的追求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目标，还是天
方夜谭的空想。

眠于山海关的铁轨上。再看回当代社会，即使个性追求已成
主流时尚所被提倡，但却还是会有我们所难以改变的无奈与
悲哀。且说与我们大学生最是相关的教育问题，尽管许多人
都依然意识到现代的教育日趋功利化、应试化，读书只为文
凭，考试只为证书，但这种固有的制度以及风气确是我们所
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对这种社会现实表示不屑，在大学毕
业后，大声喊道“我不屑去拥有这些所谓的证书”，但我们
却始终改变不了“文凭证书即是敲门砖”这样铁一般的事实，
如果没有其他有利的因素的帮助，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可以说
是寸步难行，而这样的代价确实我们所难以承受的。

我们提倡勇于追求，勇于挑战，但却不能缺乏理性的思考，
如果在追求的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
那这样的追求必须进行认真地斟酌，社会不需要那么多无谓
的牺牲者，后人的成功更不须踩在前人的尸首上。只有理性
的追求，才能实现我们追求的价值。

在念大学时，曾在普通话测试的课本上，有一位作者写
道：“自己从农村来，不知道安娜卡列宁娜是谁”从此，我
对这位人物充满了好奇感，下定了决心，有机会一定得看看
这部作品。

《安娜卡列宁娜》的作者是德高望重的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
泰创作的。他把安娜卡列宁娜这位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由这中心人物而引出了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典型代表
性的故事。

以安娜卡列宁娜为中心人物，其中她的丈夫卡列宁，她的情



夫伏伦勘基，是与她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通过她的哥哥奥
勃隆斯基这个关系和桥梁，她的生活圈子和加一个生活圈子
相联系。其中，另一个圈子中的主要人物是奥勃隆勘测基的
妻子吉蒂，以及吉蒂的丈夫列文，这两方面的人物加上与之
相关的其他人物，共同组成了大约一百来个人物的形系体系。
从而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阴暗面。

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外表美丽，情感真诚，内心世界丰富，
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女人。她由家长作主嫁给了比她大许多
岁的彼得堡官僚卡列宁为妻，多处来安于贤妻良母的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伏伦斯基相遇而
坠入情网。她所面对的是整个上流社会的敌意，她奋勇反搞，
然而好景不长，终于与伏人参斯基的感情出现了裂隙，最后
她走上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从上述中心人物安娜卡列宁娜的人物性格中，我觉得她的命
运是那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下女人的共同命运，如果是有
胆量的，有必要的对社会反动的女人，必然也是同样会遭到
同样的命运。就像鲁迅作品《春逝》一样，两位主人公的自
由恋爱之路，也逃避不了当时的社会给他们安排之路，不管
怎么的拼，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那
个社会和观念体系在动难逃的牺牲品。

安娜卡列尼娜的读后感篇五

六年级刚开学时,李老师就推荐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
我迫不及待地就买了一本。

这本书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还是世界十大文学名
著中的.其中一本。这本书的构思很精妙，条理简洁明了，文
章很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安娜卡列尼娜，记叙的是战争年代发生的



故事。战争年代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这本书也很好的反映
了战争年代的不和平与残酷。

我体会最深的人物是安娜卡列尼娜这位夫人。她是一个家境
富裕，身世非同小可的人物。但是她从来都不开心，从来对
自己不是很关心。她总是在关心别人，就算是一个陌生人出
了什么事情，她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复。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她很少需要别人的施舍，她凭借自己
的顽强毅力，不断进步，事业最终蒸蒸日上。这也是我非常
佩服她的地方。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

人也是这样，她也有缺点，但是她的优点是常人无所能及的。
她的亲姐妹有很多，当她堕落的时候，她们只是一味的嘲笑
她，看不起她，但是她从来没有在意别人的眼光。

她也很少对别人品头论足。她的这个优点在她之后的事业上
使她事半功倍。我们也要做到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争取把自
己做到最好！

这个年代是一个战火弥漫，混乱的年代，是一个法西斯剥削
人民，压迫人民的年代。贫穷的人家，上一顿饭吃饱了，下
一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现在吃穿住行根本不用愁。这
本书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有着明显的对比，我们不能挥霍自己
的人生，不能随意糟蹋金钱，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正当的地
方。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明白了现在我们生活的美好和幸
福。

安娜卡列尼娜的读后感篇六

安娜·卡列宁娜，总体来说，是一个怯弱而又勇敢的人。下
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供大家参



阅!

合上书本，印象最深刻的是列文。可是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
选择安娜作为主人公，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自由恋爱
的提倡，还是上流社会的讽刺批判，抑或是对女性不忠的宗
教审判?但为什么描写安娜的时候又着重描述了列文的生活、
思想。我总觉得列文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列文的成长是作者
自己思想的成长的缩影吧。

这样，值得吗?究竟爱是什么?

我欣赏为爱，义无反顾;但不赞同。一切以爱的名义的自私、
背叛，都是不负责。爱是责任!

安娜是俄国上流社会的迷人贵妇，这种贤妻良母类的女人，
让人感到一种慈祥的安宁。但是，她接下来与渥伦斯基邂逅
之后的事情，以及她最后走的极端，让人感到深深怜悯。

她是一个懦弱的，一直在劝慰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
过错，是一种没有羞耻感的人。在社交界，她是一种美丽的，
慈祥的，任何人都喜欢的形象，可是，当她疯狂之后，为爱
情所忙碌，以名誉和儿女为代价的这种行为，让人困惑和不
解。

在这场与列文、吉蒂、卡列宁、渥伦斯基等人的多角恋与各
自婚姻的爱情的对比下，安娜无疑是可怜的，她选择独自承
担了无望爱情的全部后果。列文无疑是成功的。他在婚姻的
道路上，窘迫，失落过。但是经过蜕变，与自己心爱之人喜
结良缘，并接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米佳。而安娜与渥伦斯
基婚外情，是最让人所不齿的。他们有了在自己罪恶的结合
下的牺牲品：女儿安妮。

其实，最后害死安娜的，不是别人，是安娜自己。她走上了
条极端的路，没有自制力其实是种可怕的东西。嘴上说着，



我可以压抑一切的感情，可是心中却不这么想。是安娜的心
口不一害了自己。明明是来促成渥伦斯基与吉蒂的婚事，却
将自己搭了进去。表面上，压抑着，那真实，又是什么?因为
自己成为了导火索，所以引发了后来的一切。渥伦斯基的逐
渐冷淡和抛弃，卡列宁的渐渐折磨、后来的卡尔塔索夫夫人
的公开羞辱以及文章最后她的卧轨自杀。一切的前因后果，
都在于此，都在于她的不安于本分，心中的自制力不高。这
是一场悲剧，由她亲手导演，演员最后全部走光之后，又由
她自己，最后终结。

这部以死亡而收场的戏剧性悲剧，却成就了安娜·卡列宁娜
的形象。这种对自己婚姻不贞，背叛家庭，抛弃自己的儿子，
又担心被自己的儿子看不起的女人，是被世人所厌恶和不耻
的。私通在上流社会并不少见，可是少见的是，安娜·卡列
宁娜的勇于承认，虽然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被上流社会抛弃。
但是，在这种列夫·托尔斯泰近乎苛刻的描写下，安娜·卡
列宁娜的缺点，也正是她的闪光点所在。这突出了一个叛逆
的女人，和敢于与现实社会对抗的形象。这句话有褒有贬吧，
可是谁又去管她呢?在婚姻中，上流社会对待不贞夫妻的惩罚
是不同的，而丈夫近乎变态的宽恕，对安娜产生了一种精神
上的折磨和无形的压抑感。安娜在别人眼里是怯懦的，但是，
她的真正的形象，却是光辉的，作为一个对比人物，她最后
的往铁轨上的一卧，成就了她的勇敢，反叛的精神女性。也
许正如现在的人所说：自杀的人，是勇敢的，因为，很少有
人有勇气去自杀。

“真不愧是个卑贱的女人，连选择的死法都是那么卑贱。”
公爵夫人鄙视的说。其实我认为不然，她并没有权利去评判，
真正的评论权，是掌握在当事人的手中。

安娜·卡列宁娜，总体来说，是一个怯弱而又勇敢的人。可
以说，最后的卧轨，不是她的本意，她想要站起来，却无能
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