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与黑阅读感悟(大全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
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小编
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
学习有所帮助。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一

司汤达的《红与黑》，写的是法国青年于连的故事。于连是
一个有才华，有野心，有自尊，也有良心的人。许多评价把
于连说成是一味向上爬的野心家。但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
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于连良心的一面。或者说忽略了站在
故事背后的作者进行的精神思考。

于连确实是野心家。于连的野心膨胀过程是故事最表面也是
最直接的线索。在德。雷纳尔放假，于连想：“我一定要在
这个女人身上得手，”“那样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有人指
责我赶过家庭教师这样下等的职业，我就可以告诉他，是爱
情把我抛到这个职位上的。”但是于连也像一个哲学家，他
思考人生，思考巴黎，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当像拿破仑
般的英雄。但他对德。雷纳尔夫人的爱，特别是在他生命的
最后，不能不让人感到真情。作者的故事构造得极巧妙。当
于连步上仕途时，他用尽心机去获取德。雷纳尔夫人的心，
并想用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提高自身的价值，可最后他才
明白德。雷纳尔夫人是他的终生至爱。后来的玛蒂尔德小姐
是在开始时主动追求于连的。但是又经过多次的反复，曾使
于连感到神魂颠倒。当玛蒂尔德确认自己爱上于连的时候，
于连在临死之前却说只有德。雷纳尔夫人才会真心待他的孩
子。在于连的攀升过程也少不了这些女人们的帮助，可是在
最后他的摔倒也是因为女人。作者在《红与黑》中塑造了于
连，可是更塑造的于连背后的时代，在上层社会中，人人都



重视荣誉，可是又过着奢侈的颓废的生活，青年们都缺乏勇
气。社会的各种党派都在积极而又秘密的活动着。

在人物塑造的手段上，司汤达使用了超出同时代作家所能及
的心理深度的挖掘。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心
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
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并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
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首“灵魂的哲学与诗”。

对于书名人们也引起了一番争论，通常，人们认为书名中
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古年代的
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那夫人的鲜血，黑是玛
特尔的丧服;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
人生的游戏等。我认为红色还可以象征于连的追求人生意义，
而黑色就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奔波，
却不理解自己存在真正意义的生存状态吧！后。毕竟，于连
充其量也仅是一只逆流之筏，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巴黎这片
波诡云谲的海洋的。

临刑前，于连也苦笑着高声对自己说：“我的同时代人的影
响占了上风，离着死亡只有两步远，单独跟我自己说话，我
仍然是伪善的……啊，19世纪！”

只有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才能造就出野性的于连，也只有19
世纪30年代的法国才能造就出于连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于连，一个久久挥之不去的名字，蕴含了太多的沉重与悲
哀……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二

阅读了司汤达的《红与黑》，我对于19世纪当时的法国人们
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很多人在看完《红与黑》以后都觉得这
是一部思考社会状况的小说，带给人很多关于时代的思考。



《红与黑》主要讲述了一个当时时代的青年人于连一路发展
直到灭亡的故事，通过这一个个故事向我们揭示了当时法国
的社会现状，带给读者很多思考。《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
是一个有才华、有野心、有自尊的人，可是很多对于连的评
价是负面的，我想这些评价者恰恰忽略了当时社会的一个背
景。

于连平民出身，可是又具备较高文化，担任教师，从而与女
主人发生恋情，一步步在追求幸福与荣誉的过程当中呈现不
同人生境遇。于连这样的青年至少是一个热血青年，知道奋
斗去创造人生精彩，远远比那些上层青年终日只知道奢侈颓
废要好得多。然而，于连又是悲剧的，在那样的社会当中，
于连这样的`孤身奋斗是无济于事的。

读完《红与黑》，我明白了这是一部关于人生的文学作品，
作者以他的视角向我们诠释了一份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三

暑假快过马上要开学之际，我抓紧时间看完了《红与黑》这
本司汤达死的世界名著。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陷入沉思写
一些读后感。看完《红与黑》之后，我却无从下笔。

“红”与“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陷入迷茫。也许，这本
书对我一个中学生来说，书中的思想与内涵有点深奥。

“红”是什么?“黑”又是什么?我问爸爸，爸爸也不确定，
爸爸只是告诉我一些参考的建议。红也许代表着当时先进的
资产阶级自由思想，黑也许说的是落后的教会贵族的利益。
也有下面一种说法：红与黑是连在一起解释的，说的是于连
的低微的.出身和他想挤入上层社会的矛盾。

我了解了这些解释之后，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真的不知道这
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或许什么都不是呢，或许是的一时兴致



想到的胡乱的短语，这些全都无可揣摩，无可知的。但有一
点，红不是黑，黑也不是红，红和黑都坚信自己的优秀。

读了《红与黑》，我还是不明白红与黑的的含义。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四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工夫已可与用精神阅
读原著的工夫相比较了。我愉快于本身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
感动于那些只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恋爱片段。当有人提及
《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
句“我也掩卷覃思过”。

于连。索莱尔的命运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综观他极其短暂，
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抵牾和庞大。对此，
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长处
的喜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一个反封建斗士的牺牲等等。

在这座都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贫民寄养所长处——哇列
诺先生。他花了一万到一万两千法郎才弄到这个职位，他体
格强壮棕红色的脸，黑而精粗的小胡子，在别人眼中他是个
美夫君，连市长都惧他三分。但市长为了显示本身头角峥嵘，
决心请一个家庭x。

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中。

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
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比方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
这种比方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
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抵牾本质。

在法国与瑞士接壤的维立叶尔城，坐落在山坡上，俏丽的杜
伯河绕城而过，河岸上矗立着许多锯木厂。市长德瑞那是个
身世贵族，在扣上挂满勋章的人。



他五十岁左右，他的房子有全城最漂亮的花圃，他的妻子是
最有钱而又最漂亮的妻子，但他才智不足，“他只能办到严
格地收讨别人的欠债，当他本身欠人家的债时，他愈迟还愈
好”。

在这座都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贫民寄养所长处——哇列
诺先生。他花了一万到一万两千法郎才弄到这个职位，他体
格强壮棕红色的脸，黑而精粗的小胡子，在别人眼中他是个
美夫君，连市长都惧他三分。但市长为了显示本身头角峥嵘，
决心请一个家庭x。

木匠索黑尔的儿子于连，由于精通拉丁文，被选作市长家的
家庭x。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五

曾经被当时社会所禁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它巨大的价值，
诚然，当我20岁看完红与黑的时候，真的很震撼，从此这本
书在我心里有很深的影响。

司汤达的异形思维，对男人与女人，还有女性的剖析描写，
及对政治角逐的理解，思想的独特是在男性文学里少有的。
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从此司汤达也成了我特别喜
爱的作家之一。

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能大胆描写一个低层阶级的人与贵
妇的一系列情感，内心的抗争与永恒的追逐，用大胆的视觉
去描述并不是绝对特殊的事例，但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也是极
力使人感到震惊的，然后批判，被禁，震惊，也丝毫改变不
了这本书的绝对价值，以至于它能永恒至今。

经典的意味也非它莫属！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六

《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左右的历史了，是19世纪欧洲批判
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是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
历与最终的失败写的，尤其是他在奋斗中经历的两次爱情，
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
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的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
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虽然小说是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这毕竟不是爱情
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叛逆的平民的悲惨角
色”，“是在两个对立时代交替过程中产生的小资产阶级个
人英雄主义者或个人英雄典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反
抗性也即平民阶级的自尊性居于支配地位”，他为了改变自
己受压迫的处境去反抗社会，“多少反映了当时小资产阶级
青年的一种本能愿望和要求”，这种反抗即使纯粹出于个人
利益的反抗，即使是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的反抗，“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现实，要
求改变地位的愿望”，在当时同样充满了“历史的正当性”。

主人公于连，由一个木匠到市长的家庭老师，到神学院的教
士，到侯爵的秘书。在他这短暂的一生中，他不停地与阶级
斗争，不断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其
中体现了他的“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特征外，还暴
露出他那强烈的野心与过高的自尊心。但是，于连他一生都
是在与命运抗争，他不断为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凝聚了作
者对人类个个体的生存与奋斗的深刻思考。

然而，在当时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
期的状况下，于连只是把爱情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因
此，当于连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
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
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再者，当于连对玛蒂



尔德小姐的爱情纯属政治上的角逐，他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
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
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
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
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司
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
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
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
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于
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
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
德？雷纳尔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
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令人拍案叫绝。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
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
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
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
和思考。

这本书有某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吸引着我，让我一页一页的
看下去，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从中得到了从
来没有过的体会。通过思考与探究，我对法国当时的社会有
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我对政治与历史知识的缺乏，不能很
好的理解其中的文字，也因为这样，我总会思考很久，也就
看得越慢。但是，当终于看完的那一刻，兴奋之余，我还想
再看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