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半生缘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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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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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半生缘读后感篇一

生命是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丽的袍子。

缘却又是对相爱的人的极大讽刺与愚弄。

——引子

顾曼桢与沈世均的缘是时间的沉淀

曼桢是一个表面柔弱却又坚强的女人，清贫的环境造就了她
那倔强、坚忍、执着的性格，在姐姐出嫁后的日子，她担起
了赡养家人的责任，与世均平淡而又真实的爱中，她在忙碌
中找到一丝慰藉，为了家人，她作出了感情方面的牺牲，在
世均的体谅中这个“弱女子”感到了幸福与快乐。在默默中，
她撑起了一个家，然而曼璐在祝鸿才身边的日渐失宠，在她
的私心与母亲和用人合谋草草将妹妹送入自己丈夫的怀中，
在被实施暴行之后的曼璐被囚禁了，无颜面对自己深爱着的
他。在坚忍的她终于又一次挺了过来，在病友帮助下，成功
逃脱，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她离开了一切，包括深爱着
的他，她淡淡地平静;而世均则在曼璐的误导下单纯地以为她
变心，仓皇地与一个自己不爱并且不爱自己的人——翠芝结
了婚。14年后的她为了自己的儿子又回到了祝的身边，但此
时的她已心如止水，14年后的当再见他时已是物是人非，只
有一句“他们回不去了”冷冷地收场。

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



生活的一部份。

这沉默也就成为一种答复了，因道：“我只要你幸福。”

两人默然，深沉的爱在时间这慢慢沉淀，任由缘尽……

留下的只有痛……

石翠芝与许叔惠的缘是无声的报复

缘，妙不可言。用在他们身上在适合不过了。她，一个千金
小姐、大家闺秀，而他一介寒儒，清贫却很知趣，在南京的
邂逅，让他们一见钟情，然而家人的阻挠，彼此的沉默，将
爱掩藏得那么滴水不漏。她与世均草草结婚了，他赌气留学
美国。

这段爱在尘封了14年之后被打开，那时的他已离婚，而她膝
下有一双儿女，但却不幸福。

只有在那一片彼此的笑声中，她才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
足……却永远无法回到从前……

顾曼璐与张豫谨的缘是黯然的离开

顾曼璐是个令人痛恨却又让人同情的人物。从一个单纯少女
到妖媚舞女，最后沦落为无耻毒妇。悲剧的开始源于为了家
庭的生计开始的舞女生涯。然而她最爱的还是那个与她从小
结亲的张豫谨，最不能辜负的最后还是辜负的张豫谨，她选
择了离开，默然地离开，钻进了灯红酒绿。一个舞女被后辈
抢饭碗的哀怨，一个年华渐逝的女人拼命想抓住一点东西的
急切，让她抓住了祝鸿才——这根救命的稻草，原以为会就
此平静可不曾想一段畸形的孽缘开始了，面对情变，她变得
愈加的泼辣，甚至残忍，面对未能添丁而失宠的境地她顿生
毒计，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妹妹葬送给祝鸿才这头“禽兽”，



而张豫谨在此时选择了死心，明智地找了个女人过上平静的
生活。

是解脱?是逃避?

张爱玲用她那细腻的笔法，冷淡的字句，将骨子里的苍凉贯
穿整部小说，以一贯的悲剧结束了这一切的爱恨情愁。

有缘相见，无缘结果，有情人在时间的海洋内未曾冲淡彼此
的爱，而是选择了尘封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生命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
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

也许，生命本是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丽的袍子吧。

半生缘读后感(五)

读半生缘读后感篇二

第一次写书评，可能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书评，只不过是想
写写读后感罢了，望诸君莫笑。

每次看张爱玲的书前，我都要给自己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担心书中抑郁的阴霾会让自己喘不过气来。这次读《半
生缘》亦是如此。

读完全书，我觉得作者的书名起得着实好。世均和曼桢、叔
惠和翠芝都是只有半生的缘分，他们没有结局的爱情实在令
人惋惜。读的过程中，我屡次替里面的主人公干着急，总是
觉得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可以幸福了，但是这两对有情人就像
是两对平行线，心系彼此，却永远无法相交。



仔细想想，书中的每个人物其实都在旧社会背景的影响下蒙
上了一层无法脱离的悲剧色彩。在阅读前几章时我就已经抑
郁得喘不过气了。在这里就讲讲故事中的男一和女一吧。

世均，一个南京商人家的二公子，因为有钱的父亲逼迫自己
继承家业，逃离了原来的城市只身一人到上海拼搏。他是一
个非常矛盾的个体，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像叔惠一样出众大
胆，但是却无法摆脱自己寡言沉闷的性格，把对曼桢深沉热
烈的爱埋在心里，无法勇敢当着长辈的面把自己和曼桢订婚
的事情说出来。也许，当初他早点把曼桢娶了，后面的悲剧
就不会发生。

曼桢是一个我又爱又恨的角色。我非常佩服她烈女般的性格，
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是她同时又是
那么地软弱。我要是她，当时被祝鸿才侮辱后要么就自杀，
要么先委屈自己假装迎合姐姐，最后再伺机逃跑。当她最终
逃出来得知世均订婚后，内心肯定是非常绝望的，但是我觉
得她绝望的同时也应该满足自己最后一个心愿，把事情的来
龙去脉告诉他，同时想办法让世人知道姐姐和祝鸿才的禽兽
行为。但是她做不到，因为她考虑的太多，想的太多反而容
易胆怯了。

我觉得，整个故事的美好结局是被一帮旧社会思想封建的愚
昧女人搅和的。要是世均的母亲支持他和曼桢的感情，要是
她当时没有把曼桢寄给世均的信烧了，要是曼桢的姐姐不会
愚昧地想用妹妹把丈夫套牢，要是曼桢的母亲当时把故事的
真相告诉世均，要是曼桢的母亲没有一味退让，要是......
也许这对有情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爱，就要勇敢地说出来，勇敢地付诸行动。但是这一点，不
仅仅是旧社会的人们，哪怕是新世纪的我们，有时也很难做
到。

张爱玲的书虽然虐心，但是故事实在令人回味无穷，非常值



得一看。anyway, 作为一个英文狗，写这么多中文对我来说也
是挺不容易的，希望以后能坚持写书评的习惯吧。

半生缘读后感(三)

读半生缘读后感篇三

我是在书摊上邂逅了《半生缘》--张爱玲著名的一部小说，
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买下后，就迫不及待如痴如醉地看
了起来。

书的开头就是写世钧，曼桢与许家少爷叔惠见微妙的友谊关
系。后来曼桢那为养家而堕落红尘的姐姐曼璐与奸商结婚后，
因为曼璐不能生育，夫妻关系不合，而鸿才又眷恋妻妹曼桢，
于是阴险自私的姐姐曼璐就假装害了重病，让妹妹来看护，
而让鸿才将其占有，以将丈夫拴住。

后来曼璐真的得重病不愈而死，曼桢为了儿子，不得已屈嫁
鸿才。可怜世钧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苦苦等待，最后在家人
的压力下与自己不喜欢的翠芝结婚，但也破坏了叔惠与翠芝
间那份之间隐藏了很久的感情。当等到十四年后的相遇，那
份凄楚，悲凉，尤如秋日的落叶。但年的一切，也都一去不
复返。

读过后，我的新久久不能平静。文中共有三个另人悲痛的遗
憾。

一：父亡，而破坏了豫瑾与曼璐见纯真的爱。

二：因为身世差异，而使叔惠与翠芝有缘无份。

三：因姐夫与姐姐的陷害，与母亲的怕事，终使世钧与曼桢



两个相爱的人分隔两地，有情人不能眷属。

我好恨，恨顾老太太的息事宁人，胆小怕事，恨鸿才的阴险
与姐姐曼璐的自私。我也恨封建社会不把女人当人的风气，
恨封建社会终人一生的吃人的礼数。

与封建社会相比，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我是个女孩子，我庆幸自己没出生在那个吃人礼数的社会。

所以，我们应当珍惜党与国家所给予我们现有的一切，珍惜
好每一天，好好学习，为建设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半生缘读后感(六)

读半生缘读后感篇四

我是在书摊上邂逅了《半生缘》--张爱玲著名的一部小说，
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买下后，就迫不及待如痴如醉地看
了起来。 书的开头就是写世钧，曼桢与许家少爷叔惠见微妙
的友谊关系。后来曼桢那为养家而堕落红尘的姐姐曼璐与奸
商结婚后，因为曼璐不能生育，夫妻关系不合，而鸿才又眷
恋妻妹曼桢，于是阴险自私的姐姐曼璐就假装害了重病，让
妹妹来看护，而让鸿才将其占有，以将丈夫拴住。

后来曼璐真的得重病不愈而死，曼桢为了儿子，不得已屈嫁
鸿才。可怜世钧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苦苦等待，最后在家人
的压力下与自己不喜欢的翠芝结婚，但也破坏了叔惠与翠芝
间那份之间隐藏了很久的感情。当等到十四年后的相遇，那
份凄楚，悲凉，尤如秋日的落叶。但年的一切，也都一去不
复返。

读过后，我的新久久不能平静。文中共有三个另人悲痛的遗



憾。 一：父亡，而破坏了豫瑾与曼璐见纯真的爱。 二：因
为身世差异，而使叔惠与翠芝有缘无份。 三：因姐夫与姐姐
的陷害，与母亲的怕事，终使世钧与曼桢两个相爱的人分隔
两地，有情人不能眷属。 我好恨，恨顾老太太的息事宁人，
胆小怕事，恨鸿才的阴险与姐姐曼璐的自私。我也恨封建社
会不把女人当人的风气，恨封建社会终人一生的吃人的礼数。

与封建社会相比，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我是个女孩子，我庆幸自己没出生在那个吃人礼数的社会。

所以，我们应当珍惜党与国家所给予我们现有的一切，珍惜
好每一天，好好学习，为建设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读半生缘读后感篇五

假期读完了张爱玲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周日又在书店选了一
本张的长篇小说“半生缘”。读起来发现这个曾被拍成过电
视剧的作品，自己上学时也曾读过。

记得在学生时代，在图书室借来看到一半时，感到作品写得
悲惨，便没有读下去。

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可悲可气。

“半生缘”中展现了旧上海的一类人的生活。故事以世钧与
曼桢的情缘为线索，记录了他们相识、相许、分离和相遇的
过程。故事快结束时，他们相遇话别。

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幸福的，在错误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只有放手。“他们回不去了。”读完很为他们的情缘感到悲
哀。

作品中没有我喜欢的女性，一个人也不喜欢。



作品中我认为最可气的人是曼桢的母亲。不论一个母亲有没
有文化，她都但当着家庭统帅的责任。特别是曼桢的父亲不
在了，母亲便是家中唯一的统帅。

而这个“统帅”允许她的长女曼璐去当歌女，来供养全家及
弟弟妹妹们读书。读书重要吗?比起做人，读书是可以放弃的。
如果曼璐是一个丑女，也许只能像曼璐的佣人阿宝那样当一
个小保姆，那么曼璐的人生或许会好一些。起码这样的工作
可以在阳光下说起。英国的王妃戴安娜17岁时也给他人做过
保姆。夺得全国模特大赛桂冠的阿根廷女孩妲妮拉曾经是一
个捡垃圾的女孩。若生活还是无法继续，那么把孩子送他人
抚养，送一个无子女的好人家去生活总比让一个子女去做见
不得人的事情要强。

我想多数成家的男子都不会希望在自己消逝后，儿女去过那
样的生活。这样的母亲我不赞同。曼璐天天在做什么，她知
道，曼桢被囚禁在曼璐家她也知道。她可以忍受曼桢被囚禁
那么久而不见。她听大女儿的，也怕大女儿。我认为她在花
曼璐那样获得的钱开始，她便在儿女面前矮了一大截，也就
开始怕儿女了。我心里在想，这样的母亲，不如把孩子送人
吧!

母亲了解自己未成年的儿女天天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的，管
不住自己孩子的母亲，将不被儿女所尊重。

作品中曼桢的悲哀也有她自身因素在里面。厄运来了，躲不
掉了，那么就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命运赌一场，可以
笑着让姐姐看自己绝食而死，或许曼璐会妥协放了曼桢。而
不应该是最后曼桢妥协嫁给她姐夫。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曾经和好友玩笑时
说过：“如果我们是小鼠，前面来了一只老猫要吃掉小鼠，
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只有毒的老鼠，笑着向那老猫走
去，吃下，必死。”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我的世界里没



有恶势力，也就不用把自己变成一只小毒鼠。

“半生缘”反映的是旧上海一类人的生活。现在的社会比那
时要好很多。

现在的社会中，也少不了母亲这一角色。让我们女性人人都
做一个好母亲吧。在丈夫和儿女摇起生活的船桨之时，我们
捧起号角用力吹起，为他们加油!

半生缘读后感(二)

读半生缘读后感篇六

张爱玲的《半生缘》其实又叫《十八春》。从前在电视里看
过，不过读书似乎更有感觉。原来有时候，缘分只有半生。

顾曼桢是生活在上海的六安女子，长得不俗，有些文化，是
个气质与美貌并存的才女。只可惜上天似乎总不眷顾红颜。
她的家境不好，父亲早逝，母亲素来软弱，所以整个家只能
靠她姐姐曼璐当舞女赚钱养着。她想改变现状，可无奈年幼
时使不上劲，等到她可以帮上忙了，所有的一切却又偏离了
原来的轨道。沈世钧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富二代，他本来
有自己的追求，不想依靠家里的，可不知怎么的，理想追着
追着就忘了，他和曼桢爱着爱着就散了。顾曼璐是曼桢的姐
姐，祝鸿才是曼桢的姐夫，他们一个有美色一个好色，也算
是绝配了。

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曼桢与世钧相爱多年，最后因为
种种误会分开了。在他们分开的这些年间，曼桢被她姐姐骗
到了她姐夫的床上，生下了她姐夫的儿子，最后被逼无奈在
她姐姐死后嫁给了她姐夫。世钧呢？在与曼桢分开后另娶了
他人，生了三个孩子。一别十四年再相见，两人解释了从前



所有的误会，原来所谓的曼桢变心了，曼桢嫁人了，曼桢不
爱世钧了，世钧嫌弃曼桢了都是误会。世钧十四年后明白了，
那又怎样呢？正如曼桢所说的，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看过《半生缘》的人大多都讨厌祝鸿才，而我却极其看不起
沈世钧。祝鸿才的不堪是暴露在人前的，而沈世钧的胆怯却
藏在心里。他不敢爱，不敢反抗，到最后甚至连思念都战战
兢兢的。如果他再多相信曼桢一点，如果他再勇敢一点，如
果他离开曼桢后再单身久一点，他们也许还回得去。如果在
曼桢出事前，他能像他说的那样爱她、义无反顾的娶她，结
局也许不会那么糟糕。可惜，沈世钧没有这么做，他的思想
还是有些古板的，至少我这样认为。

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曾说：“张爱玲是当代
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
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深刻方面实在都
不能同张爱玲相比。”透过《半生缘》看人生，我发现，人
存于世，终是逃不过名、利、情的纠缠。叔惠为名出国，放
弃旧爱；曼璐为利出卖妹妹，泯灭人性；曼桢为情屈服于现
实，选择忘却；世钧也在名利的诱惑与亲情的要挟下选择了
妥协。其实如果只是简单的看这些故事情节也不会觉得惊艳，
错过了爱情的男女主角太多了，被背叛的女主人公太多了，
凭什么沈世钧和顾曼桢不能厮守我们就会觉得痛心？当故事
的女主人公遭遇亲情爱情双重背叛，当人物的命运怎么都跳
不出那个旧社会的牢笼，当已经抓在手上的幸福从指缝间溜
走而作者还在用朴实平淡的语气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浓浓
的悲伤感就极强烈的向我袭来，狠狠地撞击着我渴求圆满结
局的心。是的，在我看来，与现在的一些言情小说相比，
《半生缘》最大的特点在于不添加刻意渲染悲伤的句子或段
落，它只是在跟你讲述一个故事，至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否
悲情全然在乎你的感觉，而不是作者在文中给你一个答案。
张爱玲是上帝，操控着《半生缘》中所有人物的命运，却不
带半点私心。其实，这也是小说写作最难做到的一点吧——
要进入故事中，又不能陷在故事中。



悲剧就是将人性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张爱玲用最朴实
的语言做到了，她毁了曼桢的未来，毁了世钧的追求，毁了
他们的爱情。于是，《半生缘》深入人心。看这本书，我知
道了一种写作技巧，今后也想努力的去做到。

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不同的读者眼中，
《半生缘》悲情结局的缔造者是不一致的。有人觉得是曼璐
太自私导致的结果，有人说是因为祝鸿才太无耻，有人如我
一样觉得悲剧的促成与沈世钧的胆怯脱不了干系，甚至还有
人觉得曼桢也难辞其咎，并且还有人会说这是时代的产物。
不管是因为什么，结局都已经注定，回不去了就是回不去了，
管你当初如何甜蜜，管你曾经有多珍惜，这只有半生的缘分
都已经到期了。你说，这半生缘对于男女主人公来说，到底
是应庆幸曾经有过呢？还是后悔一起走过呢？我不知道。我
只知道，于我而言，若只半生有缘，我宁一生无分。

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摩擦多数都源于误会，曼桢与世钧之间就
是有了太多的误会与巧合才会渐行渐远。曼璐也因为最初就
误会了曼桢，才会一错再错。如果可以，如果你想要的不只
是半生，就请多给身边的人一些信任，守住你的一生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