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鸟读后感 孽子读后感青春鸟(通用5
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春鸟读后感篇一

《孽子》里有一群没有固定窝巢的青春鸟，他们如同一群越
洋过海的海燕，只能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他们自己
也不知道。他们是官宦世家敢爱敢恨的王夔龙，是编名别册
的郭相机，是久负盛名的盛电影，甚至是青春鸟的家人、心
怀仁慈的傅老爷子。然而，他们更多的是社会的弃子，是巧
舌如簧、一心追父的阿玉，是追逐温暖、卑微自己的吴敏，
是心在底层、外在表现令人难以高看的老鼠，是神在圈内、
引领大家的杨教练，是第一视角的`主人公阿青。他们存在于
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作于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生活在我们
的身边。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围绕着一个词在转，同性恋。

他们背负同性恋的标签，拼尽全力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风
平浪静之日，他们共筑安乐乡，躲避着外面的风风雨雨。在
酒馆中，鸟儿们欢聚一堂，或载歌载舞，或叽叽喳喳，一番
快活。暴风雨来临之时，他们退回到没有屋檐的公园，如湖
中红莲，随风雨飘摇。他们随本性驱动、恣意而行。

在这个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这个王国便
会隐匿起来，因为这暂时还不是一个合法的国度：没有政府，
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
国民。

所幸的是，小说完成之后的的5月24号开始，从法律层面上台



湾的同性恋可以结婚了。真是可喜可贺，也希望大陆能够早
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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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追逐着什么？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我们呢？阿青，我们逐什么？”.

同性恋，不是选择，不是理想，它是王国中每一个人的属性，
是我们的生活前提，是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撕开这个标签，
拒绝自己。我们能做的是接纳自己的这个属性。性取向只是
人众多属性中的一个，我们的生活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有待发
现，有待认清，有待接纳。

关于这个话题，本来想先先清楚再动键盘，然而，一个月过
去了，也只是罗列了一大堆诸如“程序员、中国人、同性恋、
宅男、喜欢阅读、相信知识的力量的、想写一辈子程序等”
的标签。其中很多标签自己也无法确定，总觉得未来也许会
变，怕是打了自己的脸。后又转念一想，觉得自己是被“标
准答案”这一观念给禁锢了。

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我现在是程序员，喜欢写程序的感觉，
觉得以后也会写一辈子，如果以后不是这个样子，也是没有
关系的。我现在积极向上、珍惜生活，以后如果自暴自弃，
也是没有关系的。我这些天叫嚣着要打通关《只狼》，实在
没打过，也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变帅还是变很帅，我都很乐
意。无论是变富还是变得非常富，我都能够接受。甚至是变
好或变坏，我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是我，那是我；这些是我，那些是我；过去是我，现在是
我，未来是。我就是我，我要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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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时候二刷了《孽子》，心中感慨颇多，那时就想写个
读后感。动手几次，都觉得自己写得太差，反复删减，觉得
自己应该写好了再发。感觉内容写得还可以的时候，又觉得
和理想中的主题相差甚远。最终的结果就是歇手了一个多月。

受最近的《代码重构之道》影响，觉得文章也应该是和代码
一样，不需要一开始就设计得太完美才动手、写得非常好才
发出来。有思考就记录，有问题就改正，有空间就优化。先
完成、再完善。

主题就是“我的碎碎念”,将会记录我的思考、生活、故事，
记录我。最后强行放句诗结尾：安乐乡中日月长，此心安处
是吾乡。

春鸟读后感篇二

大概是一天的时间，就把《孽子》看了个大概，说的是一个
特殊人群(作者称之为青春鸟)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状态，时间
跨度不算长，有两辈人的情感纠葛，以主人公阿青、小玉、
吴敏和老鼠四人的经历为主线，以龙子和阿凤的传说故事为
辅线，以郭公公的相册纪录为辅证，以傅爷的死亡为结束，
描述了台湾青春鸟一族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在看书的过程，曾两度想起小仲马的《茶花女》。夜夜笙歌
的茶花女在养病期间认识了某公爵(伯爵?)，因为相貌酷似某
爵已故的女儿，遂被认为干女儿，在得知其茶花女身份以后，
仍表示接纳她。然后茶花女终究没能挡住诱惑，或者说是她
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再次坠入花花世界的漩涡里，终于香
消玉殒。《孽子》里的青春鸟们也一样，在生活过程中，不
是没有机会，而是他们自己不要这些机会，总会过一段时间
就会飞回老窝去，最典型的莫过于传说中的阿凤和现实中的
小玉，他们从骨子里不愿被约束，他们崇尚自由自在的日子，
哪怕他们遇到了很好的机缘，这些青春鸟们一旦下了水，除
了极个别能爬上岸，大部分人最坠最深，直到万劫不复。



这些青春鸟们，读来真是让人既觉可怜又觉可恨。他们都来
自不幸的家庭，不是孤儿就是单亲，或者说军人家族(这个比
较特殊，文中阿凤、龙子、阿青、还有傅卫均是，父亲都曾
是大陆去台高级军官)，为什么都会加入青春鸟行列?对于他
们的师傅杨金海，那更是让人难以评说的人物，他帮助他们，
却又让他们越陷越深，也曾鼓励他们上岸，但又一次次地接
纳他们回转，到底是帮他们还是害他们?谁也说不清楚，然而
他们对师傅是很尊敬的，尊他赛过父亲，尤其是傅爷，这个
自从儿子自杀以后，就转而帮助他们这个群体的人，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他们一直照顾着他，并且披麻戴孝为他送终。
说实话，这个章节是最打动我的，尤其是阿青，在医院服侍
老爷子，真是比亲儿子还要仔细，在为老爷子穿衣入殓时，
几个人为他擦洗被污秽了的身子，挺被感动的。感恩的心，
他们比谁都懂!

心情其实挺复杂的，不管是因为血里自带的野性还是因生活
所迫，他们这一群青春鸟在世人眼里活得很不光彩，但是他
们也并没有去妨碍别人，去害别人，他们只是想以自己喜欢
的方式生活着，被冠上“孽子”，无奈多过怨恨吧!

春鸟读后感篇三

《孽子》是台湾作家白先勇所著，它是白先勇创作生涯中唯
一一部长篇，也是最独特的一部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角
度叙述了一群聚焦台北中央公园里的沦落少年——“青春
鸟”，细腻描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生活，以及他们被社会、
家庭、亲人所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故事以这群下层
同性恋者的生活为主，旁及隐身于各行各业的同性恋者，一
段段同性恋曲，反映同性恋者族群被家庭、学校、社会放逐
的边缘处境，呈现同性恋者身体与心灵双重流亡的困境。这
部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折射。

在现代社会，同性恋依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更何况是在那
样一个封建制度下的社会，所以他们只能躲藏着，建立一个



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书中这样描述他们的王国：“在我们
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
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
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
众。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
少，不分强弱。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挡
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

小说浓墨色彩地描绘了王夔龙和阿凤的故事，龙子英俊高大，
家境殷实，用情专一，阿凤潇洒矫健，浪漫多情，他们的爱
可谓是轰轰烈烈，凄美而又浪漫。在新公园这个男同性恋的
世界里，“龙凤深情”已流传为永不退色的神话传说，无不
令每一个倾听者充满着强烈的羡慕与向往。书中这样描述：
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作什么”他
说:“你一身的肮脏我帮你舔乾净,一身的毒我用眼睛替你洗
掉。”龙子的爱太强烈，以至于阿凤想要逃，爱的深处没有
理智可言，也注定了要以悲剧收场。

“龙凤之情”真的那么令人羡慕吗?我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爱
是变态的，不是因为同性恋，而是太过疯狂，爱并不是占有，
而是尊重和自由。得不到就要将之毁灭，这是多么自私的行
为!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同性恋者在社会里属于弱势群体，我们是否应该尝试着去理
解他们，而不是投之以歧视的目光?他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
不应该由于性取向的不同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能在茫茫人
海中找到那么一个与自己爱好相同，理解自己，惺惺相惜的
人，是那么的神奇难得。有人说他们的爱是病态的，但是又
有谁敢说他们的爱不会比我们的更真挚呢?所以请不要戴着有
色眼镜去看他们!其实在国外有些国家已经颁布了有关同性恋
者可以结婚的法律文献，只是我们还太过于封建。

小说之所以取名为《孽子》，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都不赞
成他们的这种取向，在他们眼里，公园里的那群“青春鸟”



就是孽子，他们的行为就是大逆不道。但是结局还是很完美
的，阿青他们并不像郭老所说的：“早晚有一天，你们要回
到我们这个窝。”“青春鸟”的翅膀还真的硬了，要离开了!

春鸟读后感篇四

木木

（一）

这里不是主流社会，所有有趣的事都在黑夜发生，他们称这
里为“黑暗王国”.他们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在公园里，那掩
藏在每一具身躯里的挣扎与苦痛、彷徨与无奈，像洪水猛兽，
在情欲的掩饰下，浩浩荡荡地淹没每一个人。他们，带着往
事而来，却不谈往事，在这里寻找救赎。

（二）

阿青其实是深爱着他的家的。他对他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
一面是羞愧，羞愧于被学校以令人不齿的原因驱逐，有愧于
父亲的期待；一面是同情，同情其一身正气，时运不济，又
一生潦倒；一面又是怀念，这个感情起先是掩藏在一言一行
中，又在经傅老爷子点醒后，愈发强烈。“阿青，你父亲呢，
你知道你父亲也在为你受苦么？”他愈发意识到父亲沉重如
山的苦痛，那种孤寂、痛苦、愤怒、惋惜、怜爱的复杂心情，
却到底不敢去正视那张痛苦不堪、灰败苍老的面容。阿青的
父亲，时常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从一生来看，父亲是不幸的，
一生流离颠沛，从意气风发到头发花白，我想，他最大的慰
藉就是我们那一个安稳的家庭。

阿青早年间是畏惧他母亲的，甚至于愤恨。直到他被赶出来
再见到母亲，母亲都是作为一个遥远的记忆而客观存在。而
他的母亲，那副凄惨的模样，再加上得知弟娃死去的消息之
后的那一声声尖锐的惨嚎，让他恐惧。母亲一生惊恐、窜逃、



流浪，最后万分孤绝凄惶的死去。有趣的是，阿青也开始了
他的逃亡生涯，就好像步上了他母亲的后尘，就像一个轮回。
而许多家庭，就真的是一个轮回。年轻时心心念念的逃离，
恍惚间却是都成了那副模样。

阿青命运的改变，是从弟娃的死开始的。有三个人，有过行
尸走肉般的生活，而阿青，是因为弟娃的死。被开除的那天
晚上，脑子想的都是铁锤将铁钉敲到棺材里的敲击的声音。
极度的悲恸使他的脑袋像被挖掉一般，那支口琴，是弟娃在
阿青心里的寄托之物。母亲走后，阿青和弟娃便相依为命。
直叙胸臆的场景不多，而无论是之后的赵英还是后面的小弟，
在阿青心里都是弟娃的形象。深藏于心的思念与悲哀，是阿
青沉沦的源头，也是最深重，最过不去的坎。

阿青的整个经历，与其说是被推着向前，更像是在救赎自己。
他是转回去了，去学会放下，去学会理解，而有的东西，只
能被遗忘。他最终也学会主动地去走自己的路，在市井中沉
沦后，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当他看到罗平的时候，就像看到
当初的自己，他的援手，也是对自己的救赎的完成，兜兜转
转中，他有了新的生活。

（三）

若说有着粉红泡泡的，莫过于小玉了。他一直在追寻没有得
到的东西，比如那只精工表，比如父爱。他面上是放荡不羁，
油嘴滑舌，又更像一个为自己战斗的勇士。“找寻父亲”是
小玉经历的主旋律。但是当他的继父出现时，他抛弃了这个
客体上的父亲，而是选择去追寻主观上的“父亲”.转过头想，
这个其实是他的情感寄托所在。虽然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
是我觉得小玉就是为了这个在继续生活，就像当初坚信美国
梦的那群西部仔。在某种程度上，小玉是一种的理想主义者
的形象。他不能求仁得仁，而要的正是求之不得。

然而，小玉最让我感动的，是那场哭戏。小玉向来笑嘻嘻的，



但是那场哭戏，来的猝不及防，来的轰轰烈烈。小玉在母亲
面前，放下所有的防备，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满心的
委屈，满心的失落，莫名的，就全都哭出来了。就好像当初
规培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一时手足无措，打电话去母亲那里
哭了一场一样。母亲后来说，当时她在打麻将，听到我的哭
声就心乱如麻，她说我哪里知道她当时的那种心痛。或许，
这就是家的感觉吧。

（四）

吴敏是一个可怜人，小时候四处流浪，总是被人扫地出门，
他穷其一生，就是想要一个落脚的地方，所以哪怕是张先生
家的厕所，他都感到十分幸福。他说张先生可怜，其实自己
更可怜。张先生的反复无常，让吴敏受尽委屈，却又满心欢
喜，他处处想讨人喜欢，又让这个刻薄之人耍得团团转的。
当他自杀后，得知张先生漠不关心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如何
驱走这寒意的。然而，我一想到这里，便想起那些浸在冰窖
的日子，便连大热天都生出一层层的鸡皮疙瘩。却有些感同
身受，感同身受而已。最后，吴敏还是去照顾了这个绝情的
已经中风的“刀疤王五”,连同他的赌鬼老爸，这重压，还是
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吧。我未曾知道，只能猜测。

（五）

傅老爷子代表的是父亲，代表了无论是龙子还是阿青，还是
他的亲儿子傅卫的父亲形象。他可以说是悲剧的，但又不是
一个悲剧人物。是啊，越长大才越明白，世界哪里是非黑即
白的。他对傅卫，骄傲与失望混杂在一起，汇成自己尝不下
去的苦，而儿子的自杀，更是让他精神崩溃。他对龙子
说，“你父亲是不忍见你”.这有何尝不是自己对自己儿子的
想法，又何尝不是阿青父亲对阿青的想法。有些矛盾，并不
是一方痛苦，另一方才解脱，对于亲情来说，尤甚。只会双
方都陷入绝望的深渊。



傅卫死后三年，傅老爷子也是形同槁木，而直到遇到阿凤，
才又恢复知觉，这此后，才萌生出救在公园里沉浮的孩子们
的念头。后来又在孤儿院照顾傅天赐，傅老爷子在儿子死后，
一直在用移情的方法，去寻求心灵的慰藉。由爱自己的孩子
推广到爱公园里面的孩子，是慈悲，亦或是补救？未曾得知。

（六）

龙子和阿凤的故事，是公园里的传奇，这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在哪里都是被传诵的对象。就好像每个地方都需要传说来吸
引人一样，龙子和阿凤的爱情，在公园里就充当了这样一个
角色。虽然是悲剧，但是那里面浓烈的爱，却是一种精神的
寄托。

龙子后来归来，最主要的还是对父亲、对台湾的留念。然而，
他的父亲给他的规定，让他甚至无法见到最后一面，这种横
亘在两人心中的沟壑，让龙子和他的父亲都备受煎熬。龙子
后来在傅老爷子葬礼上的恸哭，心情是复杂的，那种无法再
自己父亲葬礼上表现出来的痛苦，在最后一个亲近的长辈去
世的时候，一概倾泻了出来。这十年，是漂泊无依的十年，
是惶惶不安的十年，是心如死灰的十年。这一哭，把这些都
哭出来了，也把自己哭醒了。

龙子和阿青，无法回避的是，龙子是把阿青当做阿凤，但是
不一样了。我没有太明白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可能也是一
种天雷勾地火的东西吧。两人都痛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互
相抚慰。或是如此吧。

（七）

无论是公园还是安乐乡，其实质都是“窝”,充当的是，是一
个家的感觉，而杨教头就是这个王国的头，也就是家长。在
我们一群无所依靠的人被赶出家门后，很幸运的就是，来到
公园，进入另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更大，又更复杂，或者说，



更简单。情欲构成了这个家的框架，但是不仅仅如此，情，
类似于亲情一样的东西，从杨教头出发，辐射到周边的一大
群人。这个家，不是主流意义上的家，它不正统，以情欲作
为基础，又有那许多的偷鸡摸狗的事，而正是这种不正统，
让它流出一种包容的感觉。无家可纳，便自成一派，是无奈，
也是自主的选择。

（八）

这本书，哪里仅仅写的是同性恋，更多的超越这个题材的东
西，亲情的辗转反侧、社会的歧视、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命
运轮回，若是因为这个题材，而没有悟出这许多的东西，只
能说是暴殄天物。有看过电视剧的评论，大家都太纯情了，
以现在的观点去评判过去的事情，在大前提下就已经错误。
要真正去感受过台湾60年代的情况，可能才会真正去理解这
本书有些巧妙的构思。父亲心里面对大陆的怀念，对戎马生
涯的执念；阿青的无奈；社会的歧视；观念的对立冲突；社
会底层的.生计……其中描绘的百转千回的情感，那种复杂的
心绪，用心去体会，去共情，会发现，平常怎么写都不对的
感觉，在文字中透露出来。它不直白的表述，而可能就是那
一点的描写，蓦然有一种心绪涌来，而这种心绪有不是每个
人都一样的，但是就是自己怎么都表达不出来。我想，我可
能感悟到了一点文字的力量吧！

愿我们能一生被爱，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春鸟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断断续续看完这本书，心里颇为平静。这本关于同性
恋题材的书叫做《孽子》，但内容却毫不低俗下流，也没有
任何裸露的性场面描写，它写的就是那群不被社会认可的青
春鸟。

就现在来说，当下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较十年二十年前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再也对同性恋不会闻风丧胆，但
同性恋仍然是好奇眼光的打量处。《孽子》里的每一个人，
抛开同性恋取向，是和那些异性取向的人一模一样的平凡存
在，也想过上好日子，也遭受磨难。孽子不孽，甚至更加富
有同情心。他们遭受得太多，所以他们的爱心也更多一点。
他们的爱要么轰烈，要么隐忍，都是刻进骨头的深情。他们
也有自己的爱好、自己视为珍宝的人事物。老鼠的百宝箱，
吴敏的张先生，李青的弟娃，小玉的寻父樱花梦，传奇龙子
的阿凤，杨先生的阿雄等一众青春鸟，傅先生的傅天赐...他
们渴望、追逐，如同飞蛾扑火。那些孽子是社会的笼中之鸟、
善良的惊弓之鸟，他们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一起交织成一副
绮丽的百鸟图。

白先勇他是不歧视同性恋的，他更像是傅先生或者杨先生，
叹诉孽子们的生活和内心，宽容、细腻、温柔。“清风徐来，
好梦不惊”这刻在扇子上的话也许正是白先勇先生对青春鸟
们的期待。

可能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的同性恋看这本书应该会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