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列尼娜意识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精
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卡列尼娜意识篇一

安娜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他们会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争吵，偶尔也会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恼怒时都会认为错在对
方，一旦找到机会就想着指责对方。安娜觉得伏伦斯基不如
原先那么好，不顾及她的感受，会有什么瞒着她，开始各种
猜疑，不断无理要求，生他的气，又找种种理由发泄。安娜
认为自己已经很迁就于伏伦斯基，却是他让她尝到了母子离
别的痛苦，失去了正常的社交活动，把一切自己失去的`都归
咎于他的过错。

安娜在爱情上表现得越来越热烈，也越来越自私，而伏伦斯
基却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想逃避。安娜把一切寄托于他的身
上，但这种热情让他反感，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她明
明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会断送自己，但还是克制不住感情，
不断对他进行指责。安娜又实在爱伏伦斯基，把他视为生命
中的唯一救命稻草。爱之深，恨之切。在她无助时，她想到
用死来捆绑他们的爱情，惩罚他，让他一辈子愧疚于她。原
本美好的一切都开始变质，他们的感情也变得一文不值，过
去一去不复返。安娜怎能想到自己会走到今天这地步。她感
到的尽是自己的不幸，但她的不幸完全可以避免，只要有一
个知心人的开导和劝解，她也不至于如此。但她那禁锢在自
己封闭世界是无法靠自己走出来，唯一能开解她的陶丽受困
于家事，安娜也曾经找寻过她们的求助，但她得到失望的答
复。



她真的是从一个奇妙、可爱的女子走向可怜的深渊。她自叹
自怜，失去了自我，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往何处，在地铁
站她回忆起初次遇见伏伦斯基时有人卧轨轻生，由此她也走
上了这条不归路。安娜的人生只因一步错，步步为错，无法
回转。情是人类的主题，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只能为
她感到惋惜沉痛！

卡列尼娜意识篇二

这本书通过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追求感情而失败的杯具和列
文在农村面临的危机而进行的革命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
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乡下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是一
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安娜可列尼娜的哥哥奥布朗斯基在已经有五个孩子的状况下
却仍与家庭教师相爱，与他的妻子杜丽闹翻。而赶去莫斯科
为哥嫂调节的安娜，却在车站认识了故事的另一个主角——
渥伦斯基。于是，这个纠结的故事就这样华丽丽的开始了。

话说当时，杜杜丽的妹妹吉提正暗恋渥伦斯基，可渥伦同学
却无心娶她。十分不巧，爱着吉提的列文从乡下赶来，在舞
会上向吉提求婚，却被当场拒绝。在同一场舞会上，渥伦斯
基被安娜迷倒，不顾一切地追到人家家里才想起来安娜已经
有家庭了，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也觉得渥伦同学有点一根经，
因此也露了面，言下之意便是——喂，我是她丈夫，别把我
当空气。本来吧，这事到这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是当时艰
辛谁人知？没想到安娜和渥伦斯基，一个里应，一个外合，
硬是弄出一大堆事儿来……天理难容，也注定了他们的`杯具。

哎，回想当时看书时，我可没少骂渥伦斯基和安娜，感情是
一回事，家庭又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感情是虚无飘渺的，
无论如何总不就应冲开家庭的底线。虽然说当时卡列宁与安
娜岁数相差甚大，但他宽容但是少见的，他总在为安娜着想，
对安娜的私生子也很好，更只因安娜之后有了悔改之心而求



他原谅，他便原谅了她，样的胸襟一百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
啊!从安娜的种种来看，安娜是一个连自己都不会为自己思考
更别说顾全大局的人，不明白道德为何物的可怜人，也正是
正因她自己，才一手造就了这场杯具。

卡列尼娜意识篇三

终于看完了号称世界名著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
娜》，看后没有特别的`感触，与我的期望值相差太远。

唯一的感触就是：女人都差不多，男人都一样。或者再进一
步说：世界上的女人都差不多，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为爱
燃尽热情甚至毁掉生命，惮精竭虑，不管不顾，只在乎自己
的感受，可是却忘记了人是社会人，需要交往需要亲情，亲
情是融入血液中，难以割舍更割舍不了的，人间没有世外桃
源，没有纯粹的脱离现实的纯洁情感，不管当时怎样火热，
怎样一见钟情，现实的寒冷温暖不了爱情的温度，特别是不
符合道德规范的爱情，也只有这种爱情才配称作爱情吧，加
入太多元素的只能叫婚姻，于是爱情只有死亡才能永恒，这
也就是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喜剧让人在一笑之余
心酸的原因吧。

也许我悟性太低，我不想去弄明白在那种大的环境下俄国的
政治、人文等诸如时代背景之类的东西，我只看到一个女人
一个母亲为情所困为情痴狂最后为情毁灭的心路历程，她只
有死才能最终彻底解脱，即使她离婚成功与沃隆斯基结婚又
如何？只不过是人间又多一具行尸走肉，打着爱情的幌子，
背负着婚姻的沉重责任与义务，为别人活着，只为对得起母
亲这个人世间最伟大的称呼的怨妇。这样的怨妇已太多，少
一个反而是女人的幸事。敬佩她卧轨自杀的勇气，只为这种
勇气，也该向她敬礼！



卡列尼娜意识篇四

社会所不容的。她其实是个非常聪，悟性很高的女人。可她
的行为却无法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最后卧轨自杀。这让我不
禁想到了林黛玉，假如她是现实中的人，是不是也很难相处，
并不太受大家欢迎，可在文学上的价值却非常高。当然年代
不一样了，现在的女权主义，为女人的独立竖起了一面旗帜，
现在的女人可以有自身的工作，自身的事业，可那个时候的
她们就不一样，她们的生活空间还是很狭隘的。就拿安娜来
说，她开始是依附于一个没有感情的丈夫，后来，为了爱情，
又依附于另一个男人，把爱情看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可作为
社会中的人，爱情不能解决人所有的欲望和需求，虽然爱情
一直存在，但她总是无端的猜疑，恐惧。这让我想到了人的
生命需要目标，需要一种东西支撑着你走下去，让她的生
活moveon。为了爱情，她离开了自身的儿子，这也是她心中
永远的痛，可她列夫·托尔斯泰，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面
对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托尔斯泰完成了很多千古流传的
名作，《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其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位标志性的不甘于命运的女人。
她洋溢着过剩的青春，纯朴自然，毫不做作。文章开头写了
哥哥和嫂子的家庭矛盾来升华了安娜的出场。用了卧轨自杀
的方式引出了安娜善良的特质，以及她对丈夫卡列宁的些许
不满。遇到伏伦斯基，并背叛了丈夫之后，她内心的挣扎，
在梦中的祈语，令人心疼。她顽强不屈、她不甘于命、她是
非曲直，让人肃然起敬。

有的爱，明知不可行，却像毒品，欲罢不能。在赛马场上，
她被伏伦斯基牵动着心，当伏伦斯基从立刻摔下来时，他的
的.反应引起封建保守的卡列宁的不满。就是从这个赛马场开
始，安娜，从开朗活泼，到最后的精神折磨，让她饱尽人情
冷暖，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拥有不平凡的命运，塑造了不
平凡的人生。



反观列文，一个作者自传式角色，出场自带喜感，一个面对
爱情不知所措的小地主，鼓起勇气，勇于面对，愈挫愈勇，
终于与心爱的人——吉娣，步入幸福的殿堂。白头偕老，厮
守终生。此时此刻，另一边的安娜，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
她痛不欲生，精神恍惚之下，她在火车站用卧轨结束了她跌
宕起伏的一生。

卡列尼娜意识篇五

简介：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冷
漠和弗龙斯基的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
陈尸车站的下场。庄园主莱温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
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
解脱的矛盾之中。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盾的人物、
矛盾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深受我
国读者喜爱，它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

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俄国人特有性格的体现，
带有很强的民族色彩。这跟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等悲剧人
物是截然相反的。她虽然是外表柔弱的女子，但内心却是极其
“叛逆”，或者说敢于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不违背自己的
本质，在原则上做自己的主人，做主宰自己命运的神。这绝
非是自我中心主义，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人性至上的体现。
也许这在我们的国度是会被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所摒弃的，把
她看成是一个不忠的妇女形象。然而在如今的时代，显然这
种看法是不可取的，但绝非不可理解。作为中国人，我们有
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我们被这种传统的枷
锁牢牢禁锢，孔孟的“中庸之道”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充溢于大多数人的每一个大脑细胞。

如此看来她似乎是一个幸福的人，有过一段邂逅，在她看来
曾经是完美的。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个被压抑的生气
勃勃的女人爱上了外表俊美，内心空虚的伏伦斯基，这使她



忘却了一切烦恼，恐惧，在幻想中只为了爱情而活。在这个
既短暂又漫长的过程中，她也曾徘徊，犹豫，极度的矛盾使
她忍受巨大的煎熬，难以适从。她想起了家庭与道德，但此
中并没有是非之分，对错之分，只有理智与情感不懈的抗争。

爱情的力量曾使她几度冲破世俗的蕃篱，但自私、罪恶感很
快会降临，将她团团包围。另一方面一种虚妄的狂热使伏伦
斯基在一种征服感下迷失了自己。这种虚荣之心决定了他对
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是肤浅的，同时他并非丧失责任与义
务，他是一个始终属于世俗的人，无力反抗，也就无法帮助
安娜摆脱极度危险的精神危机，最终将其带入痛苦的深渊。

耐着性子读完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很厚的
一本书，简直可以说是磨练人耐性的一本书。一种苍凉不觉
涌上心头。看完这本书仿佛随着书中的主人公走完了一个人
生 一个不凡的人生。

吃饭时候还在思索，却感到头脑混乱，只是清晰记得安娜死
了，而且是卧轨自杀的，很残忍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无
异于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以蛇自杀，这些可怜的人啊!都说
红颜薄命，一些不假的，这些红颜几乎都是兰心惠质，沉鱼
落雁。哎，可叹，可惜，可怜 !

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笔十分之细腻，以至于让我觉得有些情节
和话语很繁琐，描写上流社会晚宴和沙龙情景，浓彩重墨，
铺展开来，一点不逊于曹雪芹，故事的情急安排得很是巧妙，
前后呼应。比如安娜第一次遇到弗龙斯基是在火车站，并且
看到了一个卧轨自杀的女人，安娜表现出莫名的忧伤，因此
弗龙斯基给那个自杀的女人家属给了些安葬费，从此两人倾
慕彼此，故事的末尾则是安娜自己卧轨自杀，弗龙斯基奔去
火车站见她最后一面，相逢和诀别都在火车站，此种笔触相
当独到，不过未免使故事更具悲伤性。

安娜，弗龙斯基，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尔卡季奇，多莉，基



季，莱温。这七个人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安娜嫁给了
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且生下一子，后来在调节表哥阿尔卡季
奇与其妻子多莉之间婚姻矛盾时候遇到了阿尔卡季奇的朋友
也是多莉妹妹基季的未婚夫弗龙斯基，两人相见恨晚，彼此
一见倾心，坠入爱河。后来经过安娜的调节，表哥表嫂和好
如初，自己却因此陷入了尴尬境地。

阿尔卡季奇的好友莱温喜欢基季，而基季一直喜欢弗龙斯基，
安娜的出现使得整个故事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基季因安娜 夺
走了 她的未婚夫而憎恨她，莱温则因为弗龙斯基的出现被基
季拒绝求婚而恨他，即便如此，安娜和弗龙斯基也没有放弃
他们之间真挚而热烈的爱恋。但是从道德观念出发，安娜这
种抛夫 弃子 的做法确实不当，当然她没有抛弃自己的儿子，
只是她的丈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愿成全她的母爱罢了。这就
是惩罚，以至于她的惨死也成了宗教惩罚的象征，对这种违
背道德做法的惩罚。即便安娜对大她20岁的丈夫没有一点感
情，而对弗龙斯基是真正的爱恋，也为世俗和上流社会所不
容。

安娜处在夹缝中，后来安娜怀孕生女儿时险些送命，之后两
人去了国外，几年后回到莫斯科，在弗龙斯基一再劝导下，
安娜给丈夫写信要求离婚，丈夫不肯，她被丈夫和儿子看不
起，被上流社会摒弃。在这种状况下，她不断猜忌，以至于
陷入了思想混乱，怀疑弗龙斯基对她的爱，于是她毁掉了自
己 基季最后与莱温成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弗龙斯基则
伤心欲绝，为了处理掉没有意义的生命，他自费带着一个连
队去前线参加了塞尔维亚战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不忠，使
得多莉差点与他离婚，而最后多莉变卖自己的家产还帮他还
了高利息贷款，于是和好如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