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 简爱的读后感参
考(大全8篇)

感谢各位能够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对此感到非常
开心。在准备演讲或发表开场白时，有哪些技巧能够使我们
更加出色呢？以下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范文，希望能够给大
家一些思路和启示。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一

她从小父母双亡，好心的舅父里德先生收留了她。可不久之
后，里德先生也去世了，而他的舅妈又不想收留他，可又有
里德先生的遗言，她只能让她住在了盖茨海德府。可对他处
处刁难，连下人也可以给她脸色瞧。还三天两头挨打，说真
话也被认为成撒谎，天天被人鄙视、打骂。只有仆人贝茜对
她抱有那么一丝的同情，终于，简爱有机会离开了这个可怕
的地方。来到了洛伍德学校。简爱努力的学习，当上了学校
的老师。又因为帮助他的导师走了，他又去当了家庭教师。
从而认识了罗切斯特先生，正当他们被互相吸引时，简却发
现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简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离
开了。最后，府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罗切斯特的腿被烧坏了，
简也和他生活在了一起。

我们要学习简爱的自尊自强，不能因为钱而抛弃了自己的尊
严，为别人做牛做马。简爱虽然相貌平平可就像他说的难道
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矮小，就没
有灵魂，没有心肠了?简爱为了她自己的尊严，毅然决然的拒
绝了富有的罗切斯特，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许多人可以为了
钱财将尊严抛在一边，做什么都行。可简爱却敢对着一个贵
族说不，因为尊严和人格是不可以被侵犯的。

简爱还十分大度，对小时候对他处处刁难的舅妈也没有记仇，
最终原谅了这个在童年时期个给自己不少罪受的人。



我们要学习简爱，不为财富和爱情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一个
人哪怕再穷再苦，也不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

读完《简·爱》这本书后，我感慨万分。

《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著作。女主人公
因父母离世而被舅舅收养。但在舅舅家，她总是挨打受骂，
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和表兄打了一架，结果被关进“红房
子”，后来被送到了洛伍德学校。在那里，她度过了八年时
光。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善良的谭波儿小姐和可怜的海
伦·彭斯。然而，海伦离世，谭波儿小姐的离去，使她感
到“保持平静的理由早以不复存在”，便毅然登广告求职，
去了桑菲尔德做家庭教师。在那里，她认识了可爱的阿黛尔，
为人亲切的费尔法克斯太太，还有罗切斯特先生。他们相识，
相爱，直道结婚时出现了意外，简出走了。简流落到了沼泽
山庄，做了一名教师。令她惊喜的是，里费斯一家竟然是她
姑妈家的孩子。圣·约翰是个狂热的教徒，他要求简嫁给他，
并且与他一起去印度传教。简拒绝了，并决定回到罗切斯特
的身边，与罗切斯特结了婚，过上了她想过的生活。

文中的简·爱是一个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反对压迫，追求光
明，平等的生活的人。简·爱说过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
“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
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我
现在不是凭着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凭着肉体凡胎跟你说
话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从这一段话完全可以看出
简·爱是一个反对压迫，追求光明平等的人。

《简爱》告诉了人们对于命运的安排，不要屈从，而是不屈
不挠，敢于反抗;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感情，勇敢追求真
爱。

我始终把它放在我的枕边，时时刻刻激励着我每天都要成长。



《简爱 》一反传统小说做女主角、以浪漫动人的爱情传奇为
故事的旧格式，而是写出来了一个出身低微、相貌平平的女
子与不公平命运抗争的故事。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温柔、清纯，
喜欢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尽管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
容貌不出众，但也许正是这样的灵魂卑微，才写出了这样震
惊全世界的小说 《简爱》。

主人公简爱是不幸的，她自幼丧失父母，唯一爱她的舅舅领
养她又早逝。她过着流离失所、任人驱使的生活，饱尝人情
冷暖、世态炎凉的痛苦生活。为逃避严酷现实，她把自己的
感情寄托在酷爱的书和大自然上。书丰富了他内心的感情世
界，陶冶了他的性情;苦难又磨练了他的意志。这使他养成了
坚毅的性格。

在这个社会没有所谓的自由恋爱，纵使卑微，简爱依旧保持
了一科出淤泥而不染的心。她积极向上，身为一个旧社会女
性，依旧保持了应有的自尊。

简爱与男主角罗切斯特的爱情波折，使简爱的个性得到了充
分体现。当简爱发现自己爱上罗切斯特时，他很清楚的意识
到，横在他们之间的代沟：罗切斯特出身豪门，十分富有，
是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而她出身卑微、不名一文。

简爱虽然外表不美丽，但心地善良。他聪明好学，自尊自爱。
尽管社会地位卑微，但决不自甘堕落。而当今的社会，人们
都选择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在爱
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尊严去哪里了?这种爱情，犹如一杯清
水，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灵。

简爱为千千万万受欺压的下层平民喊出了心声，为千百年来
的男尊女卑社会里饱受欺负的姐妹们喊出了心声，也许，这
便是他至今仍是全国各地读者最爱阅读小说之一。

繁星在空中闪烁着，繁星在我心中闪耀着;春水在河中流淌着，



春水在我心中荡漾着…… 不知从何时起，我爱上了这本以母
爱、童真和自然作为主旋律的书——《繁星春水》。

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品读一二。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它们的对语?沉默中微光里它们深深的互相赞颂了。
”多美的诗句啊!脑海中不禁呈现除了那样宁静的场景——繁
星在深蓝的太空中闪烁着，好似在无声的对语和赞颂。短短
的几句话，勾勒出了一幅清幽、明丽、自然和谐的画
面。“闪烁”、“深蓝”、“沉默”、“微光”、“深深
的”，这些词，用得是多么地恰到好处，很好的体现了自然
风光，但是我们的这位“世纪老人”——冰心奶奶却从未称
自己为诗人，由此可见冰心奶奶的谦卑。 “万千的天使，要
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
”从感叹号中，我读到的是肯定，是对童真的向往与歌咏，
也是对真善美的崇尚。冰心奶奶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是纯朴的
天性与真挚的感情。在冰心奶奶的眼中，孩子代表了“爱”
的真诚。

从这个短小的诗中，同样可以看出冰心先生对孩子的挚爱。
“为这段送百万圣灵不觉的炮声，严静的夜里，凄然的将捉
在手里的灯蛾放到窗外去了。” 这里，我们读到的有一份凄
凉与悲怆，但我们也同样读到了冰心奶奶悲天怜人的伟大情
怀。她一声信奉的“爱的哲学”，得到了体现。 合上书本，
我不免有了一种被净化的感觉。这本诗集告诉我了母爱的伟
大，自然的和谐与童真的纯朴。我的心灵彻彻底底地被《繁
星·春水》所折服。

书中反映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的黑暗和寄托作者愿与
此作斗争的勇敢志愿。我觉得书中主人公的勇敢、坚强会一
直影响着我们。当我们遇到了挫折的时，也要像主人公学习，
不应该只会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应该相信命中注定。我们要
勇于反抗，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要时时刻刻相信自己就
是自己命运的创始者。



就这本书而言，故事情节并不烦琐，但它的措辞和所创造出
的意境，给了我深深的感触和震撼，主人公的那一份理智，
以及其内心的感情波动，欲进又退，欲退又进，尤其有一段
把主人公概括的最完整，就是罗切斯特装成一个巫婆，对家
简爱说：“你冷，你不舒服，且很蠢，你冷是因为你孤孤单
单一个人，你不舒服是因为多少甜蜜以及美好的东西都与你
无缘，你蠢是因为你明知道有一份幸福在等着你你却不愿向
他靠近一步”是呀，自从简进了桑菲尔德府这样的景况就一
直持续着，直到罗切斯特经过灾难后与她相间，才打破了这
似乎贯窜她整个感情生活的信条。她最终胜利了，是用她的
理智，可对这理智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份“心酸的浪漫”简很
能干，也很有主见，有头脑，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东西烘
托着她，使她总比常人理智，比常人更有洞擦力和感受力，
这也许就是作者要创造的简的形象吧。

那前半部分呢，在她姑妈家和洛伍德学校呢，我想这是后半
部分的基石吧，涂色，添充，素描，把简刻出并赋给她那样
的性格，简从一开始，就注定在现实的孤独之中，使她懂得
拥有和珍惜，使她知道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重要性，他对这些
的渴望是她在孤独生活中表现出的最强烈的愿望,为了这些她
甚至压制住了自己的主见和理智。

《简爱》这本书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二

法布尔所写的这篇《昆虫记》，我既感受到生物界的生动，
也感受到了它作为科学百科的严谨。然而，我感受最深的是
这本书所体现出的作者不断探索和求实的科学精神。

“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而探索精神是其中最美丽
的一枝。一直以来，人们用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不断探究
人类未知的谜，拓展人类对大自然、科学以及对人类自身的



认识。《昆虫记》这部书正是人类对昆虫世界的一次深刻的
探索，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迷人的，多姿多彩的昆虫世界。

昆虫生活”的楷模。这都是法布尔不断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

他的这种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中，
我们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学习法布尔严谨的科学精神，不
断地探索真理，并且做到坚持不懈，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
不断努力奋斗!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三

有人说：“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没
错，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高尔基。一个人的性格和
天资是自身拥有的，环境的作用就是激发它或埋没它。高尔
基拥有一颗充满光明和博爱的心，因此当他看到邪恶和污秽
时，不但没有被污染，反而经受了磨练，产生了强烈地免疫
力。他在黑暗中积极地寻找光明，他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开阔，
对“真，善，美”的追求更加强烈。拥有坚强的心与顽强的
斗志的他，最终还是冲出了恶劣的环境，寻找到属于他的天
地。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取决于人的本身，人具有
改变环境和战胜环境的主动性。

恶劣的环境可以锻炼人，好的环境当然也可以成就人。常有
人说，好诗都让唐朝的人写光了。为什么唐朝的人能写出那
么多的好诗？这也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唐代是我国最繁
荣昌盛的时期，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心情自然愉快，
诗人们自然也有好心情去赞美诗情画意的生活，“迟日江山
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就是对当时
生活的最好写照。

说到社会环境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也让我想起李自成农民起
义的历史。明末由于政府腐败，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幸又遇
到旱灾，人民几乎无法生活，于是激起了农民起义，李自成



高举义旗，并得到各地百姓积极响应。经过30多年的激战，
明朝终于被推翻，并沉重打击了清朝。尽管李自成后来也因
为政治腐败的原因没当多久的皇帝，但若是明朝后期不是如
此腐败，使国家民不聊生，那也就不会有李自成这样的农民
英雄来起义，而李自成也仍旧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而社
会环境的稳定对一个国家人民的安定团结之重要也是显而易
见的。

明白了环境与人的关系是如此之大，咱们更应该重视咱们现
在所处的环境，在逆境中咱们要百折不挠，在顺境时咱们要
善于利用。但不管环境如何，更重要的是咱们自己的心
态。“事情的成与败，取决于人的心。”的确，哪怕咱们生
活在多好的环境里，但咱们的心若不思上进，也始终不能成
才。所以，咱们应当珍惜和利用咱们现处的良好环境，培养
出一个坚强，善良，美好，上进的心！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四

我读了一本书——《昆虫记》。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著名昆
虫家、文学家法布尔。这本书向我们主要介绍了17种昆虫。

《昆虫记》是一部不朽的传世佳作。文章的语言浅显易懂，
为我们介绍了昆虫世界的各种趣闻逸事，是一部集知识、趣
味、文学、哲理于一体的散文集。这本书精选了有关红蚂蚁、
蜜蜂、蝴蝶、螳螂、金步甲、蜘蛛等各种较为在生活中常见
的昆虫，让我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学习了科普知识。

那么，我就说书中的建筑大师迷宫蛛吧。迷宫蛛也叫作圆网
蛛。它是个无与伦比的纺织工人，它用蛛网来猎取那些自投
罗网的小虫子们，坐享其成，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它的身体是灰色的，胸有两条宽阔的黑色饰带，饰带中间夹
着白道子和褐色的斑点，不过到快要产卵的时候，圆网蛛就
要搬家了。它结的丝囊色泽鲜亮、外观富丽精致。



在圆网蛛产完卵后，它最伟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约在九
月中旬，小蜘蛛们卵化出来了，但它们要在这个袋子里过冬。
岁月无情，母蜘蛛的食量渐渐小了起来，体力也不足了，虽
然如此，它还能维持四五个星期的寿命。但在离开这个世界
之前，它继续拖着蹒跚的步子不停地巡视。最后。在十月底
的时候，它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替孩子们咬破巢的墙壁，精疲
力尽地死去了。

读到这里，我觉得母蛛尽了一个最慈爱的母亲所应尽的全部
责任，我十分感动，母蛛的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母蛛伟
大的精神让我想起一句名言：世上最伟的力量就是母爱。

想到自已的母亲，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总是鼓励我，帮助我，我要感谢她。将来，我也要向她对
我一样地对她好！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五

春梦随云散，花飞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袭人等是《红楼梦》主线人物，
宝、黛二人的悲剧贯穿始终。薛宝钗虽不是此爱情悲剧的当
事人，但也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我有甚多不满，可有人对我
说，“既然你不满，林黛玉最终抱憾而亡，贾宝玉出家为僧，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结局是完美的。”的确，我对甚为不满
颦儿之死，颦儿素日也是叛逆角色，终日只想一展才华，违
反了古时“女儿无才便是德”之说。颦儿在文中的才华是不
容置疑的，我实是钦佩，也为她那种叛逆而佩服。可她为何
不能叛逆至底？贾母素日疼她，更疼宝玉，他俩二人想要结
为连理枝，贾母也未必反对，她竟不去争取，偏自寻苦恼，
气死了。



可细细思量，她素日多疑，即使嫁于宝玉，也难免会被气死。
她又不似凤姐会借酒撒泼，怎生向贾母开得了这口？她的力
量是如此微薄，在贾府她毕竟不像宝钗那样得人心。宝玉，
最后看破红尘，做了和尚。难道做和尚真是最好的结局吗？
若是如此，世人都改为僧。我的想法太极端了。“你死了，
我去做和尚。”预示着这一切，好似一切皆前定，无法改变。
我不满的是宝、黛二人最终仍是无法逃出命运的束缚。那人
又对我说，“宝玉，做和尚已不是为黛玉而做。宝玉不做和
尚，还能做什么？去追求功名利禄吗？”是啊，细度之，对
于宝玉而言，这不失为最好的结局。他已淡薄名利，对他而
言此皆身外物。追逐名利，让历史重演，看着自己的后代再
来上演这“红楼梦”吗？他看似没有摆脱命运的束缚，但命
运业已不能束缚住他了，他既不是为颦儿去做和尚，那就是
为自己，他也不像世人为了“得道成仙”，而是了无牵挂，
看尽红尘。只可惜宝钗为人圆滑，讨人喜欢，她最终最终独
守空房，也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惋惜。

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以林黛玉之名嫁入贾家，也
深知宝、黛二人心意相通，却无力抵抗。薛母再疼她，也无
能为力，贾母如此有诚意，自己又怎生婉言拒绝？何况，薛
蟠之事，贾家也尽了不少力，宝钗也不想为难母亲。嫁于宝
玉后，虽说黛玉已死，宝玉待她也不薄，可宝玉仍是对黛玉
念念不忘。最后，她已怀身孕，宝玉仍是舍她而去，出家为
僧，留她独守空房。说来，得人心又如何？最终也未得幸福。

我始终觉得宝钗是全剧中真正的强者，她从不再人前为难他
人，不与人正面起冲突。她的才华绝不在颦儿之下。我很是
最佩服她，她说话从不造次，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即使是
顽话，也是极为小心，甚至是无懈可击。她的才智也是罕有
的，她不似凤姐无话不说，说话好似毫不讳忌，泼辣来形容
也不足为过，心狠手辣，但她的才智绝差不了凤姐许多。

就拿此二事做分析。她时而劝戒宝玉，宝玉无悔改之意，她
也不勉强，一她是姨娘家的，不便多说；二袭人如此劝慰，



仍不见起效，多说也无效。就此打住，多说无意。再拿她与
宝玉结婚之时，伺机将颦儿的死讯告诉他，也显示了她的才
智。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来说说我自己的见解，我自认为对宝钗的为人，性格，想
法都不够了解。我只是以一个常人的角度来思考。

宝钗处理世事甚是圆滑，几乎是人见人爱，可难免会有点虚
伪感。她对何人都是如此，也不轻易像他人倾吐心声，她就
好似将自己藏起一般，在我看来没有人自愿，将自己埋藏，
她也许是为了建立地位，或是想得人心才这么做的。在母亲
面前，她是贴心，在外人面前，她是懂事，薛姨妈脸上也有
光。也许她是招人喜欢，可同时她将真正的薛宝钗埋葬。在
整部书中，表面上她也许是最完美的，可我总觉得她出卖了
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那还有什么完美可言？也许是家境
关系是她不得不如此，家有薛蟠这酒囊饭袋，虽有薛蝌，可
毕竟不是亲哥哥。她可能想忍得一时，时机成熟后，便可寻
回自己，可到时到何处寻回自己？虽然她是强者，我个人认
为将自己埋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是一个弱者做的来的，
可最后她却不是真正的赢家。

美梦终究一场空。韶华散尽，容颜衰。独坐烛前痴痴叹，才
觉泪痕爬满容。过往如云不可及，镜中双鬓已成霜。膝下遗
腹已成人，房空冷清如往昔。闲来无事仰望月，无语能诉，
唯有泪空流！

常听人讨论，宝钗凄惨还是黛玉凄惨？可纵观全文，细细评
之，你便会觉得这个问题已不重要了。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黛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六

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作家、
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
答市的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
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
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
学。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
解放的著名遗言《文明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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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七

要问我，我最喜欢哪本书？我一定会回答是《小王子》。小
王子这本书是爸爸送给我的，因为爸爸希望我像小王子一样，
永远有颗纯洁的心。我纳闷小王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
以，我赶快抱起书，如饥似渴的读了起来。

我看了前言才知道，这本书在西方非常有名，不管是大人还
是小孩子都很喜欢看，难怪爸爸要送这本书给我。我又接着
读，小王子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上，小得只有他一个人



星球上，小王子有一朵玫瑰花，他每天都给他的玫瑰花浇水。
后来，小王子离开了他的星球去旅游了，去了许多许多奇怪
的星球，见了许多奇怪星球上的人，最后，到地球后。他在
沙漠中遇到了一个飞机坏了的飞行员。小王子和飞行员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可是，他想他的玫瑰花了，为了离开地球，
小王子被毒蛇咬了一口，之后，飞行员就在也没见过小王子
了。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纯洁的心灵。小王子深深爱着他
的玫瑰花，为了不让羊吃掉玫瑰花，他让飞行员为他的羊画
上了口罩。对他来说，玫瑰花好比他的生命，与其他花朵都
不同。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啊！还有那只狐狸，即使小王子
离开了它，它也不会忘记小王子。

这本书中，好多故事都是有寓意的，比如，那个不停地点灯
和熄灯的灯夫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忠于职守，认真负
责......

朝花夕拾读后感参考篇八

茶花女每晚都要到花店里订购一束茶花，因此而得名。茶花
女身世悲惨，叫人又羡慕又怜惜。茶花女从小父母就双亡，
她是被拐骗到城市里来的。因为茶花女的美貌，使得她受万
人瞩目，很快成了交际花。她经常陪子爵，伯爵这些人喝酒，
抽烟，聊天到半夜，不久，茶花女得了无药可治的肺病，常
常咳嗽，甚至吐血。

正是整个一个不甘于沦落风尘的女子，谱写了一首爱的悲歌。

然而，正是一朵被践踏过的茶花，却比别的茶花，甚至别的
任何一种花都美丽，美得脱俗，美得惊人，美得如痴如醉。

她叫玛格丽特，他呢，叫阿尔芒。



在冲动，豪爽，毫无保留，妒忌还略带软弱的阿尔芒的几经
周折下，他们的爱情终于也坚固了一段时间。正沉浸在“想
象能给他们感官以诗意，身体欲望能向心灵的幻想让步”的
甜蜜美满中时，老迪瓦尔的驾临犹如一支镇静剂，使他们预
感到灾难的即将来临。

弥留之际一次次的呼唤，阿尔芒心如碎石。他在怨恨天主为
什么不给他忏悔的机会!玛格丽特曾经希望天主留给她美貌和
健康，可是，她已夭折，如同一件艺术品一样被毁坏了。

或许，玛格丽特并不是个完全的悲剧人物，至少，她得到了
真爱，她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小仲马塑造了茶花女这样一个
可悲却又可敬的美丽女子。然而，希望那已死去的花朵再次
从泥土中萌芽、重生的时候，远离那阴暗的墙角，能每天和
阳光为伴。

希望在下一世，一个纯洁无暇的女子手捧一朵茶花，微笑地
向我们走来，不带有一丝丝的伤感抑或是一点点的瑕疵。祈
祷一个新的茶花女不再重复前世的悲剧。

当听说《茶花女》这一书名时，心里就不知道是有什么感觉，
总想看一看。但当真正读完的时候，每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
人，是不会不陷入沉思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本小书，也
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人的命运是基于社会之上，茶花女
玛格丽特的悲惨遭遇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同时我们也看出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法国上流社会的真正嘴脸，以及广大
人民生活的无奈与痛苦。

青年阿尔芒与朋友参加舞会时无意间碰上了当时巴黎名妓玛
格丽特，并深深的爱上了她。从此，便不能自拔，玛格丽特
从没遇见一个像阿尔芒一样关心她，爱护她的人，她的心灵
自然多了几分感动，并且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因为玛格丽特患有肺病，当她咳血的时候，只有阿尔芒在身
边;当她生病时，只有阿尔芒来询问她的病情。每次发病时，



其他的舞伴都会远离她，只有阿尔芒在身边。从这里我们可
以看出，当时女人唯一值得炫耀的资本就是她们考浓妆艳抹
而展现出的姿色。一旦它们远去，女人就失去了一切。但也
从侧面反映出法国社会的冷漠，悲凉，人与人的麻木勾心斗
角，权势、地位、女人湮没了人们间的温暖、和谐以及更深
层次的爱。阿尔芒和玛格丽特为了躲避都市的喧闹，隐居到
巴黎郊外，过起快乐的日子。但是玛格丽特不是一般人，她
的债务是永远摆脱不掉的。为了不让阿尔芒替自己还债，玛
格丽特有重操旧业，这引起了阿尔芒的不满，再加上当时阿
尔芒父亲的阻挠，玛格丽特不得不重新回到了巴黎。阿尔芒
为了报复玛格丽特的背叛，在社交场合当众羞辱她，让她肺
病加重，在生命垂危时，玛格丽特心里始终念着阿尔芒，是
不是阿尔芒永远不会来了，是不是……带着一连串的问号和
对阿尔芒的思念，她写下了很多的日记，记述了很多，这也
是小说真正感人的地方。在为他们之间爱情而悲伤时，我们
也不该不思考一个社会问题：究竟什么社会是好的，什么人
际关系是最真的，爱情，恐怕会过期，友情，恐怕是快乐或
痛苦时的分享者，是永恒的利益作支撑的友情吗?这是虚伪的。
正想玛格丽特一样，原来跟随她的人，在她病危时，谁会来
看她，爱她的阿尔芒来了吗，普利当丝他的朋友来了吗?没有，
他们或许都不知道，但也未必。所以真正的友情爱情是最平
凡的，也是没有任何想法的，爱到平凡才是真。朋友之间也
是一样，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一样，那才是真正的“真”人。
有人说童年时期的友谊是最真诚的，听起来可能有点荒唐，
但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呢。人最重要的是真诚，和人相处
更需要真诚。

不幸的是，经济发展了，私有财产出现了，人们内心深处所
隐藏的自私、贪欲、随着经济发展都显现出来了，我想人类
诞生之初应该没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认为经济高速的.发展必
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物欲横流，金钱主义色彩
已弥漫全球，有谁能阻止人们的欲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知足最快乐。周杰伦的稻香也提到了
这一点。



茶花女这一作品，让人想到很多。

今天我真正领略了这部世界名著给人带来的震撼力，我的心
在读后很久仍颤抖不已。我不知道几百年来它使多少人同情
和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但它确实让我长久不息地难过和同情。

无疑，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悲壮凄惨的，让人同情的，美
好的爱情，尤其在十九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社会早期世态炎凉
中，赤裸裸金钱关系的那个社会，更让人赞叹不已。

没有华丽的文字，但那真挚的感情对白却让每一个有过恋爱
经历的人身临其境，渐渐地把主人公与自己融为一体，能够
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的恋爱着想，为他们的欢乐而轻松，为他
们的悲剧而沉重。

玛格丽特，一个在巴黎混迹与烟花柳巷的风尘女子，一个身
染重病沉疴的女子，一个过惯了穷奢极侈生活的女子，似乎
是不应该有真正的爱情的。他似乎只应该有商业的感情，而
不应该从中解脱出来，去收获真正的爱情，灵魂上的慰藉。
而一旦获得，似乎就预示着一个悲剧的开始。她们这样的人
平时只能沉醉在纸迷金醉的物质生活中，尽力掩饰和逃避真
情的流露，而一旦确定了真爱归宿，便会毅然去追寻争取。
玛格丽特就是这样的女子。

阿尔芒，似乎十分喜欢玛格丽特。实际上，他也确实十分爱
着那个女人。可是他那多疑的性格(或许每个男人都具有)，
却让他实际上造成了这场悲剧。他貌似很坚定地追求着这段
爱情，却实际上很软弱。他未能最终说服和反抗父亲的逼迫，
尽管他做了努力。尤其是当玛格丽特离开他后，做了n伯爵的
情人后，他那糊涂的判断力和可耻的侮辱行为，让我恨不能
把他撕下来痛扁一顿。他自始至终没有拿出果断的勇气来追
求他们的幸福。他没有在玛格丽特放弃时候强迫她重拾起爱
情的信心，而这种强迫我可以肯定玛格丽特是很愿意接受的。



这段爱情自始至终就没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似乎注定了
他们的悲剧。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玛格丽特最
后已经放弃那每年十多万法郎的生活，而跟随阿尔芒去过那
田园的平民的生活。而此时，经济已不再是问题了。还是阿
尔芒不果断地去强迫她，离开巴黎，去另外一个环境去忘记
过去。而实际上，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这样做。

这让我想起了杜十娘的悲剧，尽管阿尔芒好过千百倍那个秀
才。但结果无疑是可悲的，男主人公是这悲剧的原因之一。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股同情这种人的情怀。今晚上，当我
正在为阿尔芒气愤的时候，有个同学说：换了你也会这样做，
因为她是妓。我立刻反驳他，我决定这并不是原因，如果他
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深深为茶花女而伤心悲哀，我恨不能立刻飞到她们的时代
去保护她们，希望她们能过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