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牛的读后感(模板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牛的读后感篇一

这两天花了点时间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让我对爱情的
认识更深一步。《倾城之恋》里面描述了流苏和范柳原的一
段爱情故事，虽然故事不长，但话里往往有话。

不难发现，在范柳原在三次打电话给流苏后，流苏已经爱上
了范柳原。流苏也知道范柳原的爱是精神爱恋，需要的是肯
定的是范柳原是一个有承担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
些手段递进的。比如说话技巧，心理琢磨。感情是否需要这
些额外的因素来组建?虽然我认为不需要，并且觉得这是虚华。
而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手段成了必须品。

最后，他们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战火之后。他们在战火
之后把对方看做是唯一。我很疑惑，如果没有战火的发生，
那么这段感情是否有变淡的可能性。如果变淡的，他们的轨
迹就发会有很大的不同。用事情来证明一段感情，是一个说
服自己的借口么?流苏是的——我这么认为。要知道一个人的
有没有肩负，是否一定需要一些手段，或者说一些事情?也许
在我的意识里，太多童话或者片面。我认为最直白的沟通，
是最好的方法。感情，亲情、友情、爱情等等。感情的存在
不需要证明，因为感情不是一门充满理性的学科。



牛的读后感篇二

张爱玲因为懂得女人，所以并不慈悲地写出了女人的软弱和
牺牲。作出那么要命牺牲的只是女人，因为需要作出那么艰
难抉择的也只有女人。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第一个被烧完的。自从她
踏入梁宅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点燃，而见到了乔琪乔，便开
始了加速燃烧。乔琪乔，酷哥一名，苍白低温，吝啬着责任，
摆明了不能够结婚，懒得骗人，愿赌服输。他享受着女人的
自我燃烧带来的温度，虽然有时候也不那么心安理得，却任
由她烧尽冷去。

与男人的冷相对照，女人却是热的。薇龙回忆起他那可爱的
姿势，“便有一种软溶溶，暖融融的感觉，泛上她的心头，
心里热着，手脚却是冷的，打着寒战。这冷冷的快乐的逆流，
抽搐着全身，紧一阵，又缓一阵”。《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也为了要按捺对姜季泽的爱，“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
楚了”。

但是男人只是冷冷地旁观。乔琪乔从裤袋里掏出他的黑眼镜
戴上了，向她一笑道：“你看，天晴了！今天晚上会有月亮
的。”他趁着月光来，也趁着月光走。在薇龙还仿佛坐在高
速度汽车上的时候，他跟着睨儿上了楼。姜季泽小声叫
着“二嫂！……七巧！”来诓七巧出钱买他的房子，“那眼
珠却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没有
表情。”

牛的读后感篇三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何不
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张爱玲作品》读后感，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1.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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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出自《爱》。看了第一句，

夜读发现据说是张爱玲的这两句。文艺女青年为什么这么喜
欢张爱玲，也就有了答案。

我读不了红楼梦，也就读不了这一类型的书。我觉得无论如
何，那是在大观园里面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猜度揣摩的小心
思，一个小地方钻来钻去没有意思。还不如李逵双斧一挥，
诸葛亮羽扇一指，杀它个落花流水。

但是人总是有些小心思需要安抚，总有些小情怀需要抒发，
这些安抚和抒发需要用很细很细的笔去描，用很巧很轻的颜
色去写。让人家在细腻转承中感受到里面的机灵劲。

张爱玲就是有这个本事。

一般的狗血女作家写得很细腻，但不机灵，写得很敏感，但
是不上档次，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电视剧，但没有一出不是一
次性消费品，没有把玩的余地。

张爱玲有。

“于千万人中遇到你”一句，从佛学中偷来的，用在爱情上
很合适。跟你遇见原是有万般机缘，就是这个意思，但用了
很细很细的工笔来描，用很铺陈的颜色来排比，觉得很芳香
入口，浓淡皆宜。

仿佛是认识已久，只是隔断了数重轮回，此次相见，也是命



中注定。巧到了极点，也轻到了极点。真是女儿家心思，很
细，很温柔，被动的，但心里却有一团火。

“很低很低”那一句，也是一个验证。曲折迂回，让到了无
限远，然后慢慢的兜回来，还开出了一朵花，你说是不是很
细很细，是不是很温柔很温柔，是不是虽然很细很温柔，但
里面有一团火焰，化身出来，成为了一朵非常鲜艳亮丽的花
儿。

我无法知道摘下来的是不是就是张爱玲写的。我没时间钻进
去，没时间读。尽管我似乎有的是时间。

牛的读后感篇四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独具匠心的短篇小说，全篇主要写的
是男女主脚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
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一个看似
荒唐的事在小说中发生了。《封锁》的不同之处在于看似随
意的笔调下隐藏着巨大的张力！它通过电车被封锁，描写出
两个在平淡、疲乏无聊的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而在某一
短暂而特定的环境允许的情势之下，表现出对各自常规生活
的不至于引起后果的瞬间反叛。这是一种平常生活中不可能
出现的反逆。反映出的是一种人的本我状态，包括人类本能
的驱动力和被压抑的无意识倾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会展现
出本我。

正如陈奕迅《红玫瑰》的歌词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疼爱的都有恃无恐。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
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社会要求并规定的位置，
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一
切，所怀有的那一些不甘心在心里骚动着而在平常的生活中
不会表露出来。而电车上的封锁环境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
这是一个暂时与外界隔绝的空间，在这里他们没有了在现实



社会中原有的身份、地位和责任，没有了平时的那些种种顾
虑，人们会暂时的抛离原本存在的那个自己，一个单纯的自
己，一个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
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然而封锁终究是短暂的，
而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现实中的退
路最终破蛹而出的本我。《封锁》中的男女主人公从电车上
相遇再到相爱再到最后的分手，其实正好是对内心一直隐藏
的那个自己的展现。

在封锁的常态与非常态的实验中，作品隐喻了人性与处境的
悖逆：人生的常态对人实际是一种封锁，封锁因此成为人的
处境象征；非常态中的人性是开放的，人的自然欲望能够得
以释放，并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产生越轨的萌想，从而构
成对日常生活的反封锁，激情封锁了平庸。平常生活未被封
锁之时，人性往往被封锁了，而生活被封锁时，人性反而敞
开了。

而张爱玲散文中说她喜欢出名，渴望满足俗世的各种愿望，
于是突围，而在没有人的场合她又觉得生命充满了欢悦，本
能的心灵渴求又使得她不由自主的封锁，又而把文学作为封
锁之后的另一生命。

《封锁》采用陌生化叙述手法，制造出陌生化的戏剧效果。
试图超越传统的重现现实的方法激发人们克服对生活的麻木
感，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张爱玲是厌弃确定性的作家，
其作品的结尾大多是没有归宿的反高潮。《封锁》也不例外，
它的寓意封锁不尽，是开放似的随时等待重新解读的谜一样
的世界。

牛的读后感篇五

上周五下午，上课回来，正百无聊赖地收拾桌子，一低头，
突然看到了邻桌老师桌子上赫然放着一本《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我的情绪立刻兴奋起来，伸手拿过来，翻看起来。



第一篇《迟暮》，第二篇《秋雨》，看着看着，近几日心情
一直在浮躁状态中的我竟渐渐浸入了张爱玲细腻、柔婉、深
刻、独特的文字中。

这是第一次看她的散文，那种感触真是细腻又与众不同啊。
再看她的生平，她写这些文章时竟然只有十多岁。

在《迟暮》中，她写道“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
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
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
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
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簾栊。”喜欢这句话里她对桃花
的描写，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桃花的艳丽娇柔，一
支桃枝上缀着那么多开得茂盛分外娇艳的桃花，此刻静倚在
封姨的臂弯里，真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啊。再看她笔下
的柳，那么多情，那么俏皮，正借着风儿，骚乱行人的发，
那柳絮在她眼里，就是春神脚下的祥云，正模仿着春雪，飞
入帘栊中。这样的句子，从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笔下流淌出
来，真是让人惊叹啊。

在《秋雨》中，她写道“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
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多么形象啊，雨如蛛
丝般闪闪烁烁、牵牵连连、绵绵不断地笼罩于天地间，丝丝
缕缕，缠缠绵绵，如梦如幻，这是十六岁的张爱玲眼中的秋，
从她细腻多情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一个温婉含蓄、眉宇间蹙着
淡淡哀愁的少女，那棵宿舍墙外种的娇嫩的洋水仙，似乎也
看懂了她的少女轻愁，此刻正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
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原来它们在叹息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
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蒸的雨天。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样
的描写中流露出了她怎样细腻的女儿心啊，再往下看“那墙
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
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
望”，淡淡的轻愁中不乏新生的希望，在那样一个如花的年
龄里一味的愁怎不叫人心疼呢。



牛的读后感篇六

他们家十一月里就生了火。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
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
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它第一个生
命是青绿色的，第二个是暗红的。火盆有炭气，丢了一只红
枣到里面，红枣燃烧起来，发出腊八粥的甜香。炭的轻微的
爆炸，淅沥淅沥，如同冰屑。

结婚证书是有的，配了框子挂在墙上，上角凸出了玫瑰翅膀
的小天使，牵着泥金飘带，下面一湾淡青的水，浮着两只五
彩的鸭，中间端楷写着：

敦凤站在框子底下，一只腿跪在沙发上，就着光，数绒线的
针子。米晶尧搭讪着走去拿外套，说：“我出去一会儿。”

敦凤低着头只顾数，轻轻动着嘴唇。米晶尧大衣穿了一半，
又看着她，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半晌，敦凤抬起头来，
说：“唔?”

又去看她的绒线，是灰色的，牵牵绊绊许多小白疙瘩。

米先生道，“我去一会儿就来。”话真是难说。如果说“到
那边去”，这边那边的!说：“到小沙渡路去，”就等于说小
沙渡路有个公馆，这里又有个公馆。从前他提起他那个太太
总是说“她”，后来敦凤跟他说明了：“哪作兴这样说的?”

于是他难得提起来的时候，只得用个秃头的句子。现在他说：

“病得不轻呢。我得看看去。”敦凤短短说了一声：“你去
呀。”

听她那口音，米先生倒又不便走了，手扶着窗台往外看去，
自言自语道：“不知下雨不下?”敦凤像是有点不耐烦，把绒



线卷卷，向花布袋里一塞，要走出去的样子。才开了门，米
先生却又拦着她，解释道：“不是的——这些年了……病得
很厉害的，又没人管事，好像我总不能不——”敦凤急了，
道：

“跟我说这些个!让人听见了算什么呢?”张妈在半开门的浴
室里洗衣裳。张妈是他家的旧人，知道底细的，待会儿还当
她拉着他不许他回去看他太太的病，岂不是笑话!

敦凤立在门口，叫了声“张妈!”吩咐道：“今晚上都不在家
吃饭，两样素菜不用留了，豆腐你把它放在阳台上冻着，火
盆上头盖着点灰给它焐着，啊!”她和佣人说话，有一种特殊
的沉淀的声调，很苍老，脾气很坏似的，却又有点腻搭搭，
像个权威的鸨母。她那没有下颏的下颏仰得高高的，滴粉搓
酥的圆胖脸饱饱地往下坠着，搭拉着眼皮，希腊型的正直端
丽的鼻子往上一抬，更显得那细小的鼻孔的高贵。敦凤出身
极有根底，上海数一数二有历史的大商家，十六岁出嫁，二
十三岁上死了丈夫，守了十多年的寡方才嫁了米先生。现在
很快乐，但也不过分，因为总是经过了那一番的了。她摸摸
头发，头发前面塞了棉花团，垫得高高的，脑后做成一个一
个整洁的小横卷子，和她脑子里的思想一样地有条有理。她
拿皮包，拿网袋，披上大衣。包在一层层衣服里的她的白胖
的身体，实哚哚地像个清水粽子。旗袍做得很大方，并不太
小，不知为什么，里面总像是鼓绷绷，衬里穿了钢条小紧身
似的。

米先生跟过来问道：“你也要出去么?”敦凤道：“我到舅母
家去了，反正你的饭也不见得回来吃了，省得家里还要弄饭。
今天本来也没有我吃的菜，一个砂锅，一个鱼冻子，都是特
为给你做的。”米先生回到客室里，立在书桌前面，高高一
叠子紫檀面的碑帖，他把它齐了一齐，青玉印色盒子，冰纹
笔筒，水盂，钥匙子，碰上去都是冷的;阴天，更显得家里的
窗明几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