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半生缘读书心得(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半生缘读书心得篇一

提起笔，又放下；思绪许久，居然有种无从下笔的感觉。因
为太喜欢张爱玲了，她的作品也看了不止一部，有的甚至是
反复地看，可却是头一回有勇气来记自己读她作品之后的感
觉，好想写好它——至少还能安慰自己尚能理解偶像的思想；
但说实话，写她的作品的读后感真的挺难——尽管，这是我
反复地看、最为钟意的一部《半生缘》。

曾经不止一次向周围的好友诉说自己的“阅读心得”。阅读，
是一种享受，我在享受美好事物的同时，是十分注重情调的，
特别是在读张爱玲作品的时候。在一个阴阴的雨天，拉上窗
帘，打开昏黄的台灯，独自依靠在大沙发上，一边享受浓浓
的咖啡，一边捧读《半生缘》。感觉真不错，会让我更快地
融入这本小说，心都慢慢地跟着坠入、下沉，有时合上书居
然无法很快恢复。因为，书的整个底色是：荒凉——一种悲
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但，这确是我喜
欢的味道！

《半生缘》是典型的张爱玲式的小说：基调是建立于对于日
常生活的描述上，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
所有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了生活的一幕或一角，平凡男女的
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成了生命的底蕴。

并不大喜大悲的文字承载着大喜大悲的感情。蓦然回首，20xx



年间所有的爱恨喜悲都悄悄地溜走了，曾经爱过的人都只是
站在记忆里远远地望着你。20xx年前是如此的相爱，都已是逝
去的云烟，所有的曲折遗憾就像玻璃盒里的鲜花，变得不再
真实了。生命，一点点磨蚀；灵魂，一天天萎缩。——“一
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能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的如此透彻明白，恐怕也只有张
爱玲了。

外柔内刚的曼桢，优雅含蓄的世钧，沧桑、自私却又凄凉的
曼璐，“既像老鼠又像猫的”的祝鸿才。不论曼桢的遭遇究
竟是谁造成的，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人物没有朋友，也没
有亲人，更没有“爱”——或者说，曾经有过但终又逝去。

人的本质始终是自私的，这也许是张爱玲的观点。因为一个
个人物总是那么寒冷、荒凉。一颗一颗的心是迷失的，是孤
单的......

当我合上《半生缘》最后的那一页，久久地陷入忧郁，绵长
而不绝，铭心而无法自已。我明白，它是笼罩着作品的挥之
不去的雾霭，也是重重划过作家心灵的刀锋。

半生缘读书心得篇二

说来惭愧，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读下来张爱玲的作品。初次
翻开这本书，前面讲述着曼桢和世钧相识到恋爱的过程，叙
述得平平淡淡却又情真意切。

刚开始惊讶于张爱玲对人物细致刻画上。没有多余的赘述，
每一笔都恰到实处，不放过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细微的动
作，每一处细微的心理变化都被很好地捕捉到并平铺直叙地
展现出来。

剧情平淡地展开，可前面越是平淡地记录，到了变故之处突



然转折的剧情越让人措手不及。一波三折的剧情却又继续用
如此平淡的语言来叙述，实在是叫人害怕。

我从曼璐欺骗曼桢使被鸿才时开始愤怒，或许时太过于投入
了，我一直愤怒到了这本书全都看完也没有平复下来。我实
在是气愤，曼璐是曼桢的亲姐姐，辛苦了自己的整个青春来
帮助家里，供着曼桢上学工作，到头来却又是这样的残害她。
曼桢那迂腐的母亲却又是不敢作声，甚至逃到苏州，成全曼
璐一家对曼桢多年的软禁。

曼桢和世钧、叔惠和翠芝，他们互相相爱，却又彼此错过，
到头来却都是在重逢时再度永别，却道是感情上的永别。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世钧，说他是大猪蹄子，可他对曼桢倒
也是情真意切，只不过在曼桢失踪后没有继续探寻下去;说他
不是大猪蹄子，可也不见得他有多好，但凡是有点心眼儿，
对曼桢有丝执着，也不至于在十多年的重逢时才了解真相。
曼桢一心一意地盼着世钧能来解救他，可是世钧呢，扔下曾
经的誓言却又和翠芝结了婚。

从前突如其来的不告而别，对彼此都是极大的伤害。可重复
之后的真相大白，却又时他们的这段感情真正终了。“今天
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
样。”

叔惠和翠芝心里有着彼此，可是叔惠实在是太后知后觉了，
他不了解自己真正喜欢的，翠芝单身时却又总是对她冷冷淡
淡，翠芝不单身的时候却又黯然惆怅。他们就像从0到2π区间
里的正弦余弦函数，相交之后便会分离，分离之后过着几乎
平行的生活，却又不知不觉地再相交。

“那幅长裙老在半空中徘徊着，彷佛随之就要走了，而过门
不入，两人看着都若有所失，由此生虚度之感。”



“在一片笑声中，翠芝却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

豫瑾对曼桢，曼璐对豫瑾却又是那种爱而不得之感。豫瑾是
真的好人，可人生的凄凉要怪罪于那个动荡的旧社会了。至
于曼璐，可怜又可恨。读后感·年轻时候全家的经济来源靠
她一人撑着，她一人要养着母亲、外婆和三个弟弟妹妹。迫
于生计她不得不去做舞女，去卖身。可是谁又会去理解一个
舞女呢，谁又看得起她呢。

曼桢冲世钧发火时说“我几时看不起他(世钧父亲，曾经的一
个嫖客)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姊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
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
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

曼璐的确是可怜的，可是自己的悲剧却更不该怪罪于家人身
上。是她改变了曼桢的一生，让她一生都注定在痛苦中怅然。
她纵使再抵抗又如何呢，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确实比死更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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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我们深知“只有活着才能创造一切”的道理，可有
时候的状况却又是越活越痛苦。可这样痛苦的生命却又在不
断的延续，宛如行尸走肉般存活于世。

半生缘读书心得篇三

《半生缘》是张爱玲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半生缘》讲述的是旧上海贫苦家庭的小姐顾曼桢和南京大
户人家少爷沈世钧为首的几对年轻人的爱恨情仇。其中还包
括世钧的发小石翠芝和曼桢世钧两人的好友叔惠，曼桢的姐



姐曼璐和初恋情人张豫瑾的爱情悲剧。这三对年轻情侣都曾
是有缘人，到最后却只能各奔东西。小说的结尾曼桢最后对
世钧说的"我们已经回不去了"道尽了世事的沧桑与悲凉，和
几对人对被命运捉弄的无可奈何。

《半生缘》诞生的背景，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离婚的第二年，
婚姻的失败和胡兰成的背叛令张爱玲对爱情充满了怀疑与不
确定。张爱玲对爱情的这种怀疑和不确定使她对爱更加吝啬，
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变得更加尖锐。

曼璐因为嫉妒曼桢受千人宠爱而自己却遭无数人嫌弃的现状
感到不满，于是狠下心设计自己的妹妹，让自己的丈夫祝鸿
才强奸了曼桢并怀上了孩子，直接造成了世钧和曼桢的爱情
悲剧。而世钧因为性格上的懦弱再加上母亲和曼璐的欺瞒，
让他误以为曼桢和豫瑾结了婚。而另一边，因为家庭地位悬
殊的原因，翠芝也迟迟等不到叔惠的追求和表示，心灰意冷
的世钧和翠芝回到南京后莫名其妙地就结了婚，成为门当户
对的一对儿。谁料即使有了孩子的祝鸿才依旧死性不改，整
日红灯绿酒四处嫖娼，曼璐最后也不过落到一个惨死的结局。
而曼桢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也只好委屈嫁给了祝鸿才。

总之，每个人都是悲剧的制造者和后果的承担者。当然，悲
剧里面透露着的也是作者张爱玲内心对爱情的真实折射。

《半生缘》里描述的普通热内之间的再平常不过了的爱情悲
剧故事正是这部小说最独特的地方之一。

寻遍张爱玲的小说，无论是《心经》里女儿对父亲的畸恋，
《红玫瑰与白玫瑰》佟振葆对热情似火的王娇蕊的迷恋，甚
至是以倾覆了整座香港才得以成全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
城之恋》，在这些看似让人如痴如醉，迷离恍惚的爱情故事
中，唯独缺少的就是真正的爱情。都市繁华背后的山盟海誓，
红男绿女的爱情传奇背后却是真爱的永久缺席。



张爱玲曾在一篇名为《爱》的小小说中说："千千万人之中遇
见你所要遇见的人，千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唯有轻轻地问一
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云淡风轻，这就是《半生缘》
里的爱情。同时，这种爱情又是短暂的，稍纵即逝，如同她在
《一别一辈子》中写的："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
一世情，半生缘。瞬间即永恒，刹那就是一生。

"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
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苍凉
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
差的对照。"这是流传甚广的张爱玲的美学宣言，被称为"苍
凉美学".《半生缘》里的爱情悲剧就是张爱玲"苍凉美学"的
使然。

《半生缘》采用倒叙的书法，张爱玲在开篇就说："日子过得
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这是对悲剧
的总结。世钧和曼桢错过了，叔惠和翠芝错过了，豫瑾和曼
璐错过了。等到十四年后，时过境迁，当世钧同曼桢，叔惠
同翠芝再见面时，四人恍如隔世。

"她(曼桢)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世钧)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这么迷茫，他是跟时间挣扎。以
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
里出去了，是永别了，清清楚楚的，就跟死了一样。""两
人(指叔惠和翠芝)看着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在
一片笑声中，翠芝却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小说就这
样遗憾地结尾了。

重逢时的回望，想来应该是充满激动和不平的，却终究在岁
月的沉淀之下，酝酿出了讲述它时最疲惫也最平静的语气。
曼桢自遭遇了姐姐和姐夫的设计之后曾无数次想要告诉世钧，
让他来解救自己。怎料想十四年后，当他们再次重逢时，她



竟是用了如此平静的语气去讲述这段多么令她痛苦的经历。
这半生的缘分，终于在重逢之日，戛然而止。花开花落又一
季，缘聚缘散注一生。怎奈何一世情，半生缘，这就是张爱
玲的"苍凉美学"的优美之处。

曼桢曾对世钧说过："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
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
道总有这么一个人。"世钧也曾对曼桢许诺："我要知道你要
我抢，我一定是会抢的。"怎奈何一世情，半生缘。很多事情
你只能猜到开头，却看不见结局。

所谓半生缘，其实就是一生……

半生缘读书心得篇四

读了张爱玲的《半生缘》，虽然会对沈世钧与顾曼桢这对相
爱却不能结合的“半生缘”感到惋惜，但他们两人的结局却
让人感到丝丝欣慰。重逢后的他们，互相倾诉往事，解开了
多年以来心中的那个结，十八年的一切也将归于平淡。

突然想到了这样一句话，“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
有”。的确，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明明是没有结果，为何又
要相遇?相遇越是美好，离别也更加凄惶、无奈。而有些人注
定是生命中的过客，因为，人生终究是一场错过，在错过中，
我们成长;在错过中，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有时候，错过与拥有就是在一念之间。在读《半生缘》的时
候，我曾一度为他们两人感到惋惜，为什么不早点结婚?为什
么沈世钧攥着顾曼桢的戒指，就知道生气，将它丢弃一边，
而忽略了戒指上的血迹……就这样，他们错过了，只留下那
一段可望不可即的记忆，刻骨铭心，却也依旧可以再岁月的
洗礼下释怀的记忆。



面对错过，难免遗憾与伤感，但依旧可以释然，也必须释然，
就像《半生缘》的结局。在我看来，错过与邂逅都是美丽的。
错过是一种忧伤的美，邂逅是一种快乐的美。邂逅孕育着错
过，而错过又是另一场邂逅的开始……如果你因为失去太阳
而落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那是与人的邂逅，有时，与物，我们也会结下深厚的感情。
偶然翻阅的一本书，改变了你的命运;一转身，微风下的柳枝，
给你带去了好心情。

半生缘读书心得篇五

提起笔，又放下;思绪许久，居然有种无从下笔的感觉。因为
太喜欢张爱玲了，她的作品也看了不止一部，有的甚至是反
复地看，可却是头一回有勇气来记自己读她作品之后的感觉，
好想写好它——至少还能安慰自己尚能理解偶像的思想;但说
实话，写她的作品的读后感真的挺难——尽管，这是我反复
地看、最为钟意的一部《半生缘》。

曾经不止一次向周围的好友诉说自己的“阅读心得”。阅读，
是一种享受，我在享受美好事物的同时，是十分注重情调的，
特别是在读张爱玲作品的时候。在一个阴阴的雨天，拉上窗
帘，打开昏黄的台灯，独自依靠在大沙发上，一边享受浓浓
的咖啡，一边捧读《半生缘》。感觉真不错，会让我更快地
融入这本小说，心都慢慢地跟着坠入、下沉，有时合上书居
然无法很快恢复。因为，书的整个底色是：荒凉——一种悲
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但，这确是我喜
欢的味道!

《半生缘》是典型的张爱玲式的小说：基调是建立于对于日
常生活的描述上，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
所有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了生活的一幕或一角，平凡男女的
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成了生命的底蕴。



并不大喜大悲的文字承载着大喜大悲的感情。蓦然回
首，20__年间所有的爱恨喜悲都悄悄地溜走了，曾经爱过的
人都只是站在记忆里远远地望着你。20__年前是如此的相爱，
都已是逝去的云烟，所有的曲折遗憾就像玻璃盒里的鲜花，
变得不再真实了。生命，一点点磨蚀;灵魂，一天天萎
缩。——“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能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的如此透彻明白，恐怕也只有张
爱玲了。

外柔内刚的曼桢，优雅含蓄的世钧，沧桑、自私却又凄凉的
曼璐，“既像老鼠又像猫的”的祝鸿才。不论曼桢的遭遇究
竟是谁造成的，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人物没有朋友，也没
有亲人，更没有“爱”——或者说，曾经有过但终又逝去。

人的本质始终是自私的，这也许是张爱玲的观点。因为一个
个人物总是那么寒冷、荒凉。一颗一颗的心是迷失的，是孤
单的......

当我合上《半生缘》最后的那一页，久久地陷入忧郁，绵长
而不绝，铭心而无法自已。我明白，它是笼罩着作品的挥之
不去的雾霭，也是重重划过作家心灵的刀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