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夜短文读后感(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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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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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一

我从来没有太阳，所以不曾失去。这是雪橞内心的触感。小
时候的经历在她心中已留下阴影，儿时的记忆成为了她一生
的噩梦。但在恶魔来临的之时，也是她生命中太阳初升的时
刻，桐原无意的发现，改变了她们的人生的未来，从此她们
就成为了虾枪与虾虎鱼，而桐原就变成了别人的恶魔，成为
了雪橞的天使。

整本小说虽然一直在讲述着当时的当铺密案，但是中间穿插
这各种人物的情感，也有雪橞与桐原的暗线，但这一切的起
因都是桐原父亲的自身的.淫恶，以及如今社会对儿童的教育，
保护措施的缺陷，一个孩子因为处于愤怒与不解，自己的失
误与父亲天地两隔，而他的一生都引这件事蒙上阴影，从此
成为了雪橞的太阳，而雪橞也成为了他的依靠。

在小说的结局，桐原不惜牺牲自己，来保全自己心爱的人，
而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雪橞，只见她正沿扶梯上楼，
背影犹如白色的幽灵，她一次都没有回头。因为此时她生命
的太阳已经陨落，带着她的秘密永远的留在了心中。

人的欲望贪婪，是每个人内心的恶魔，而有些人却将其视为
珍宝。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538页，很厚的一本书，我花了1个月才算勉强读懂。合上最
后一页，能感觉到的确实是凌乱、压抑、悲凉。雪橞桐原，



虾枪虎鱼，他们这二十年的改变都是因为人心的贪欲与社会
的堕落。

雪穗和亮司，就像两条平行线，一个处于亮处苟活，一个在
黑暗中永远徘徊。冥冥之中就注定了不会走到一起的结局。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二

转发一个最牛逼的书评！“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一是
太阳，二是人心。”这个句子并不是东野圭吾的，而是一名
读者对《白夜行》所写的书评中的一句。

那篇书评的原文如下：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并不怕失去光。

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并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
西的时候。

活着，就总是要相信点什么的。

他用黑暗换取女孩的光明，独自在黑夜里行走。用凄苦去救
赎。他闭上眼睛，她默默地却没回头。

他一直清除那些会妨碍到她成为太阳的东西，最终当他自己
也成为了一种阻碍时，他能为她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
是连同自己也一起清除。

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有如一个美丽的幌子，随着
无数凌乱、压抑、悲凉的事件片段如纪录片一样一一还原，
最后一丝温情也被完全抛弃。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三

当看到结局时终于得知了这对凶手童年的经历，不禁又对他
们深表同情。这样的不幸与阴暗本不应当是这个年纪的小孩
子经历的，是这些经历让他们不得不成熟起来，自小他们也
就形成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念，以及用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
并获得金钱地位的价值观。看到这里，真的不忍心将全部的
过错都归结到当年的孩子身上，大人或许是更可恨的，是他
们将这些不幸都强加给孩子，让孩子形成了错误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都说孩子是最单纯的，看到这对五年级就不单纯的孩子，我
竟不知该说些什么……环境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很多很多，
特别是在孩子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之中。身为大人，我们应当
维护他们的单纯与美好，不要过早的将社会中丑恶的一面展
现在孩子面前。小说中的西本文代真的是我不能理解的母亲，
得知真相的我，从不能理解弑父弑母的震惊中转为对父母的
责备与不解。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四

高中时候看过朋友推荐的电视剧，对剧情有一些记忆，看书
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上帝视角，所以一直恨不起来雪穗和亮，
真希望是先看到小说，比电视剧更深刻，更悲痛。

两个缺爱的小孩，因为图书馆里的相遇，成为了彼此
的“光”，彼此灵魂的依靠。每个人都不是完全正义的，所
以才被利用，被陷害，这就是人性，没几个人是真的可怜。

雪穗因为幼年时期被人践踏，一心向往上层社会，不惜牺牲
任何人，拼尽一切努力追求名和利，动用一切资源为亮创造
存活于世的财富，隐瞒和掩饰亮的种种罪行，耐得住寂寞才
能守得住繁华，她的可悲之处是所有感情都见不得光，装得
太久，早已不懂爱，需要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带着失去“光”



的阴影，苟活于世。

亮的“光”是雪穗，因为爱的太扭曲，所有会使这光暗淡的
障碍都要全数清除，为了使雪穗更强大的发光发热，完全牺
牲了自己，就像一个谎言需要十个谎言去掩盖，周围人和环
境的步步紧逼，促使他犯下一个又一个罪行，终于暴露了自
己，最后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保全了雪穗，可以说只要
雪穗在人间行走，亮就永远见不得光。

让我不得不想到了，这才是真的“人间失格”，生而为人，
他们欠多少人一句“对不起”，但又有多少人，也欠他们呢。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五

“一边是罪，一边是爱。

一边是黑，一边是白。

一边是正，一边是邪。

一边是显，一边是隐。“

表面上纯洁美丽的雪穗是罪恶的，她黑暗的童年阴影无法去
除，所以生命中没有太阳。桐原亮司表面上是神秘而且阴暗
的，但他承受了父亲罪行的后果，为雪穗不惜一切，他代替
了太阳，成为雪穗的亮光，她便可以在白夜中行走。”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这本《白夜行》，有很多的话说不上来。
这是一本笼罩着罪恶、黑暗的书，读完后有点小小的压抑。
雪穗和桐原亮司两个人，都在童年的阴影中长大，同病相怜，
像枪虾和虾虎鱼般互利共生，一个在明，一个暗，直到最后
桐原的死，小说也戛然而止。

对于这两个人，值得同情的方面有，但值得谴责的地方更多。



为了雪穗能在白夜里行走，桐原亮司这个忠心的“虾虎鱼”，
表现得太黑暗：杀了太多的人，玷污了众多少女，欺骗了他
人的感情。而结尾桐原亮司的死，雪穗像人偶般目无表情，
头也不回地离去。她还是选择了保护自己。结尾悲哀得连作
者都不能再写下去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人借故堕落，把自己的创
伤报复给他人，总是不可原谅的。谁的童年都有些阴影，走
出了阴影才是成长。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六

在不是芬兰的地方和在以前的芬兰，一个精神上的芬兰人会
不断自我怀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
书写信和楼房对话谈心。一个人住在井壁辉煌的范特西，一
个人拒绝面对清早和墙角的蜘蛛网。在人去城空的时候偶遇
愿意听自己说话的人，。

怎么就产生“爱情”了呢，源于感谢，同情，还是母性？被
示好-被帮助-被展露脆弱-被告白，这一套有意无意的操作也
许是自古至今世界通用的流程。

怎么就产生“爱情”了呢，源于孤独，恐惧和被欣赏。娜斯
简卡是单纯的，爱上唯一的年轻男房客并忠诚坚守着感情。
她也是自私的，她只是想脱离深渊。信使和对象二缺二，条
件允许时对象选高配。

主人公是孤独到昏聩的，自我感动确无法自我拯救。不过当
幻想能力枯竭时候，来一场风雪清理干净蜘蛛网暴露出不得
不面对的真生活，也是一种前进和成长吧。

足足一分钟的欢悦，这难道不够一个可怜的人足足受用一辈
子吗？所以，鸡蛋别放在爱情这一个篮子里。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七

或许分辨什么是虚假，什么是骗局，什么是短暂而速朽的，
是置身于爆炸的信息流及过剩的自己意识中的当代人要活得
清醒的基本能力。可惜你我都没有上帝视角，均要很难很痛
苦地挣扎过，才能稍稍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其实能做的
事情。

船，一种载体。

船是否危险，取决于载了什么东西。

在茅盾的作品《子夜》中，穿梭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风雨飘
摇的上海的——被铁轨，霓虹，电车，高叉旗袍，大波浪，
大工业充满的、遥立江头的真实的上海的，就是这么一种危
险的船。载货、载人，还载很多看似鲜亮有趣、实则显示某
种岌岌可危的预兆的故事。

在书店翻到此书，首先被充满了年代感的环境描写吸引，买
来后，同样是因为这跨了快一百年的写作风格和社会环境，
断断续续花了一个半月才辛苦地读完。我也不晓得作为业余
消遣为何还要强迫自己，只是一些东西就像织毛衣一样，一
旦开始了，不做完总觉得缺少什么。况乎好的作品永远具有
跨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所展示的问题，始终是一些从古到今，
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永远存在的问题。这种问题超越阶层的
表象，始终是这类作品最主要的脉络，不同的时代和变局只
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为了了解最有价值的部分，有时必
须花费时间磕开这艰涩的外壳，才能得到对当下的批判性思
考。

《子夜》展示的也是这样一种问题。与当年很多左翼文学不
同，作者的讲述主要从当时的实业家——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的生活展开。里头有很多丰富的场景和设定，其中又有很多
有趣的发生在船上。而在穿梭于全文的、形形色色的船之中，



个人印象最鲜明的又有三条。都是无关紧要的情节——非常
有趣，极度浮躁，却又充分地展示了想要读者领会的东西。

第一艘船是一艘白船。充满快乐欢氛的大船。也是美貌的交
际花翩翩起舞的、装了弹子台的钢铁船。

这场景是那个年代上流社会的常态。尽管局势动荡，朝不保
夕，仍要“有一天，乐一天”——仿佛精神鸦片一般短暂逃
避到随便哪种存在里去。交际花徐曼丽在弹子台上跳舞——
这位女士在全书中两次在弹子台上跳舞，一次在做丧事的场合
（我比作白船），一次在钢铁船——光着脚，黑缎子的高跟
鞋顶在男人的秃头上。做丧事的是名门望族，因此看她起舞
的也是前来吊唁的、政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边观看，一
边拍手狂笑。别人家的丧事，却是另一些人娱乐交际的大舞
台。隐约的荒诞感便从这里浮现。引用同时代作家鲁迅的一
句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此时——在我们不以为然
地微微摇头时，作者安排两位青年看到这场面，并发生如下
对话。

“这算什么希奇！拼命拉了我来看！更有甚于此者呢！”

“可是——平常日子高谈’男女之大防’的，岂非就是他们
这班’社会的栋梁’么？”

“哼！你真是书呆子的见解！’男女之大防’固然要维
持，’死的跳舞’却也不可不跳！你知道么？这是他们的’
死的跳舞’呀！农村愈破产，都市的畸形发展愈猛烈，金价
愈涨，米价愈贵，内乱的炮火愈厉害，农民的骚动愈普遍，
那么，他们——这些有钱人的’死的跳舞’就愈加疯狂！有
什么希奇？看它干么？——还不如找林佩珊他们去罢！”

当时看到这里，觉得青年人的清醒和尖锐多少是一种希望。
殊不知坐拥上帝视角时，谁人看起来都是清醒而睿智的，不
识真面目的永远都是自在其中的人——看到第二条船，便印



证了这种假想。

第二条船就是载着青年的木头船。湖泊中恋爱的木头船。留
法归来的万能博士少爷，和豪门充满浪漫幻想的少女，泛舟
戏水、讨论未来的温馨画面。

“可是，你总得想一个法子呀！……只要设法叫荪甫不反对
我们的——那就行了！”

“荪甫这人是说不通的！”

“那么我们怎样了局？”

“过一天，算一天呀！”

“唷唷！过一天，算一天，混到哪一天为止呢？”

“混到再也混不下去，混到你有了正式的丈夫！”

“啐！什么话！”

“可是，珊！你细细儿一想就知道我这话并不算错。要他们
通过是比上天还难；除非我们逃走，他们总有一天要你去嫁
给别人，可不是么？然而你呢，觉得逃出去会吃苦，我呢，
也是不很喜欢走动。”

两人就又嬉闹起来，好像没人拿这感情当回事，那一点温馨
也荡然无存，只剩一种玩世不恭的现代犬儒主义。在这种欢
快的氛围里，无需说都能体会到一种气息奄奄、放任自流的
感觉。我们期待的好像永远是一种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
丽叶式的对束缚的抗争，但现实中服从且沉默的永远是大多
数，甚至有这种放弃了抗争，躺得十分快乐自得的。自由在
每个阶级都是奢侈品，到达的途径从古到今也只有一条，且
从古到今，都充满了危险，是鲁迅、罗伯特·佛罗斯特和斯



科特·派克口中少有人走的路。

这部书里所描写的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青年很有意思。知道
作者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便更有意思。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气质和印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茫然和挣扎。里头的青
年——要么颓废，要么积极地空谈，要么否定全世界，但或
许积极地空谈和否定也是颓废的一种。锦衣玉食、满腹经纶
的青年人们议论社会问题，作诗，跳舞，甚至为寻求刺激参
加城市工人运动，都是为逃避这种无意义的颓废。逃避有很
多种方式，但解决只有一条法门：通过某种热爱的方式，投
身到生活中去。——我没有十分的资格做这句论述。但我希
望、且需要自己慢慢地作争取。

最后的船——也是全书最后的船，是吴荪甫，这位实业家的
船。

外有外国工业竞品入侵的残酷竞争环境，内有工人要求公平
待遇的反抗浪潮，在这样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像
吴荪甫这样的资本家均为在乱世中保全自己而更赤裸地进行
剥削，工人于是更激烈地反抗——社会愈发动荡，整个状态
便进入恶循环。奇怪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反思，认为
此情此景业有自己一份负责。民族资产阶级一味斥责工人的
不理解，不能顾全“大局”，其实是荒唐的双标，因为自己
小的“大局”以上还有买办资产阶级更大的“大局”，其上
又还有更大，且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本就值得探讨：古龙在
《英雄无泪》里谈杀手，说当一个人有了定价的时候，就不
值钱了。这是实话。当对人的概念仅限于能够产生多大价值
时，其实人也在被当作商品，解放更无从谈起（然而我又有
何立场作批评？我只能反思，在工作中对工作对象经历的判
断为是否可以做出一个好故事时，我有把他们当作鲜活的人
对待吗，有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吗？人存在的价值又需要获得
谁的首肯呢？）。这时就忽略了基本原则——一条自人类诞
生以来永远伴随着历史车辙转动的、颠簸不破的原则：都是
人；人要活；人还有要活得有尊严的动力。



就像永动机只存在于幻想里，没有什么是永远稳定的，绝对
就意味着片面的真实和潜在的危险。社会是如此复杂的体系，
危如累卵的平衡本身就是靠微妙的合作和妥协维持。良好的
秩序是基础中的基础，极端的失衡就是破坏。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因此全书最后，崩溃的大计划前，吴荪甫也乘上了
他有一天乐一天的度假的船。与他从前瞧不起的社会栋梁和
空谈青年为伍了。

我们无法脱离局限。或许跟书中人一样，分辨什么是虚假，
什么是骗局，什么是短暂而速朽的，是置身于爆炸的信息流
及过剩的自己意识中的当代人要活得清醒的基本能力。可惜
你我都没有上帝视角，均要很难很痛苦地挣扎过，才能稍稍
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其实能做的事情。

由此，我解读《子夜》所讨论的问题之一，一个同样从古到
今，从中到外，并必将延伸至未来的问题——船，一种载体，
人的载体；广阔的社会也是这样一种载体，一条永远在若有
若无的风暴中行驶的大船。部分人通过某种积累坐上舒适宽
敞的头等舱，部分人在中间，部分人则紧紧巴巴地挤在甲板
之下。需要承认的是，差异永远是存在的，差异间斗争和妥
协的轮回也将永远存在。然而也需承认，不能等到这种斗争
激烈到船之将覆，才意识到——甚至都意识不到，我们始终
在同一条船上。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八

不禁让我联想到曾经看过一本书的“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
德勒在《儿童的人格教育》一书里写到：

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童年缺爱的人，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在潜意识里拒绝
长大，不择手段无视法律，却心思细腻感知周围一举一动，
终其一生寻找的是，无条件的童年之爱。



然而桐原不过一个影，要离开雪穗而沉没在黑暗里。深知无
尽黑暗会吞并自己，而光明又会使自己消失，不愿彷徨于明
暗之间，终选择了黑暗里沉没自我献身，为自己的光明雪穗
而灭亡，一生都在保护别人，一生都得不到别人保护。最后
死去是为了保护雪穗将珍藏的剪刀插入胸膛，而第一次用这
把剪刀却也是给自己喜欢的雪穗剪纸花。

两位不幸的孩子，影响着多段不幸的人生，一个纷杂的社会，
造就了矛盾的人性。

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
自远行……

雨夜短文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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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遐想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今年的中秋月会比明天的圆。你
想在中秋节看到这么圆的月亮，下一次就得等到2021年了。

月亮太可爱了！古往今来，有那么多人描绘月亮！诗人特别
偏爱月亮，印象中，李白和月最亲近，他的人生一路都有月
亮相伴。不说家喻户晓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
不说憨态可掬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光听听“长
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就让人浮想联翩，我想想，他在
感叹“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时想接近的其实是月亮吧！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多了一点惆怅，“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多了一份壮观，“莫使金樽空对月”多了一份
感慨……月亮见证李白的喜怒哀乐。月亮也特别偏爱诗
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春江潮水连海平，海



上明月共潮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听听，月
下吟咏是多风雅的事！有了月亮，人类的感情也有了寄托。
纵使相隔千里，也不再孤苦。于是，苏轼指着月亮遥寄苏澈：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诗和月相映，留下那么多与月有
关的美妙诗篇！我常想，如果没有月亮，文学作品将会大大
失色。

很久没有这样看月亮了！月上中天，天正高，风正清，月色
溶溶，甚是惬意！

文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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