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城记读后感(实用11篇)
诚信是人际关系中必备的素质，它能够建立和谐、稳固的人
际交往网络。培养自律的习惯，对自己有明确的要求和责任
感。最后，我们将为大家推荐一些关于诚信的书籍和电影，
供大家深入了解和学习。

双城记读后感篇一

我看《双城记》，原因是在网上有许多网友推荐，他们都说
那是一本非常感人的书，我怀着好奇心就在网上下载来看，
看完了一部分感觉还不错，就写下这篇读后感。

网上有人说，《双城记》只是描写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
故事，但是我却觉得，那个人没有了解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
思。以我看来，德发奇一家和法国贵族的仇恨也好，露西、
查尔斯和西德尼的感情也好，都只是为了表现这场战争是谁
引起的，为什么事而起的。其实人与人之间都必须保持着宽
以待人的态度，即使是天大的事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记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同学的书
弄丢了，原本我还以为她会要我赔，还要怪我呢。没想到当
我和她讲的时候，她不仅没骂我，还对我讲说以后不能丢三
落四了，应该养成好习惯。恩，也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态
度吧！

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有正直善良却又惨
遭迫害的马奈特医生，忠厚老实的洛瑞，外表冷漠、内心热
情，放荡而又无私的西德尼，没有人性的德发奇太太，凶残
阴险的埃佛瑞蒙兄弟。。。。。。里面有复杂的仇恨，想复
仇却又制造了更多的仇恨，这复杂的一幕幕，生动的展现在
我们面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有人抱
怨自己生在这个世纪是件坏事，要生在从前，最起码能当个
烈士。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生在现代就应该为现代



做贡献。而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
我们不要因为谁的性格怪异而不与他交友，也不要太相信身
边的人，也许他就是想害你的其中一个。

文中《双城记》，最让我喜欢的是律师助手西德尼卡尔顿。
他第一次出现就与众不同，当法庭上的人若无其事地望着天
花板时，而他的一张字条却揭晓了案件背后的阴谋。他一出
场就带着一身的忧郁，作为律师的他算得上是才华出众，但
却又情愿躲在人家的后面，做别人成功的垫脚石，他仿佛自
己亲手筑起了一堵墙，与名利隔绝。他曾说过：“我是个绝
望了的苦力，我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关心
我。”

是啊，我们不应该渴望出名，那样就学不到更多的知识。也
许做别人背后的垫脚石，还能个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们能够看到他的长处和短处，学习他的长处，抛掉自己的
短处。

双城记读后感篇二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史上一个血的印记。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充满不确定;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下，人性的一切表露无疑。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透过为族与平民之间的仇恨冲
突，作者狄更斯只想传达出---鲜血无法洗去仇恨，更不能替
代爱---贵族的暴虐对平民造成的伤痛不会因为鲜血而愈合，
平民对贵族的仇恨也无法替代对已逝亲人的爱。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
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
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
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
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
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
是最高级的。



这是整本书的开头第一章，将全书的基调定上了悲剧色彩，
然而就在这矛盾的时代中，也确实存在过光明。

这本书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在医生马奈特一家周围的
事，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自由，权利以及善恶的看法——法国
人民不堪重负，推翻了波旁王朝，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后朝他
们走来的难道是他们心驰神往的自由吗?不，仍然是以往的提
心吊胆，稍不留神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得势之后的德发
日太太滥用职权，将死敌们个个置于死地，最后却落得个惨
死的下场。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自由啊，有多少罪恶是假
借你的名义干出来的。”大革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而是以暴易暴。它没有拯救人民，而是将人民推入了另一个
火坑。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大革命的牺牲品——达内，革命前，他放
弃了国内的家业，只身来到英国谋生，在他看来，压迫人民
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然而，革命爆发后，他反而无辜地成
为人民的敌人，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领上断头台。不
过相信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依然是原先那个善良的达内。

而卡顿——一个才华横溢却自甘堕落的律师，他与达内有着
相同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面对活着还是让自己心
爱的人得到幸福的抉择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在他看
来，生命在爱的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断头台上，他也
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沉着冷静。因为在他的心底，一直
有一个信念在支持他：“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他用死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用死来反抗虚伪的革命
者，他用死来诠释对露丝的爱。生命，成了他最后的武器，
爱，成了他唯一的支柱。

双城记读后感篇三

《双城记》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写



的。他1812年出生于普茨茅斯，1870年去世。他出身贫寒，
但是在不幸的童年过后，他很快便变得富有和成功。他还写
过好多著名小说，如：《雾都孤儿》。《远大前程》等等。

《双城记》主要是记载了1775年，在巴黎的一家酒馆的楼上
的一间屋子里坐着一位白发男人，他正忙着做鞋。他曾经在
巴士底狱当了18年的囚徒。现在他已是一个自由人了，然而
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人不吃他的朋友。他所知道的就
是他必须继续做鞋。

在一辆去巴黎的车上坐着路茜，这是她从未见过面的女儿。
路茜把她父亲带回了伦敦，在女儿的`爱心和照料之下，他忘
掉了过去并学会了冲向一个自由人那样去生活。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雨年代，过去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被
忘记。于是不久的危险秘密地把路茜和她所爱的人们带回了
巴黎……那儿恐怖的死亡机器——断头台正饥饿的等待着法
兰西的敌人们。

这里的主人公很显然就是揭穿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一
个原来当了18年的囚徒，什么也不记得的男人，最后又是被
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女儿路茜带回了伦敦，开始了一个自由人
的生活，但最终他的女儿和她所爱的人们都回到了黑暗的巴
黎，被法兰西的敌人们处死了!

双城记读后感篇四

我最近作看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

合上这本书，我觉得银行家罗瑞和律师卡顿有太多的相似之
处，他们俩其实是惺惺相惜的，只不过卡顿隐藏的更深，直
到最后，罗瑞才发现卡顿是个有感情的人，可是其实自始至
终，卡顿一直就看穿了罗瑞那压抑的`情感，因为他自也是这
样一样将感情深深隐藏起来的人，所以他很能看懂罗瑞的心



思。也正因为这样，卡顿才能觉察这个一向以“办公事”自
居的银行家的感伤。

故事刚开始时，卡顿就漫不经心的、毫不客气的戳中了罗瑞
矛盾的内心，当时罗瑞对他的表现是气愤的，而当故事快结
束时，他以真挚的口吻揭露公事公办的人又有私情流露时，
罗瑞感到的是意外，他看到了卡顿的另外一面，或者是卡顿
本来的样子。正因为惺惺相惜，卡顿最终才把转移露西的计
划托付给了罗瑞，因为他们都是靠谱的人。

我们都是有才华、感情深厚的人，请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如意，
而消沉了自己的意志，也不要沉迷虚幻，给自己戴上假面；
我们应该像卡顿一样找到自己的光明，为之奋斗。我们也曾
态度满不在乎，也曾懒散轻蔑，也曾彷徨漂泊，也曾走投无
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沉沦，如果你沉沦了这将是最糟糕的
时代，如果你为着光明儿奋斗，用才华和情感获取幸福，这
将是最美好的时代！

双城记读后感篇五

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们而牺牲。

就这样被感动了。它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它是一个感人
肺腑的故事，此时它更是一种纯洁而高尚的爱。它就是狄更
斯笔下的《双城记》。全书充溢着扑朔迷离的色彩，作者以
一连串引人入胜的故事为框架，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
景。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忍受着
资产阶级无情的剥削。正如作者所说：“昌盛而又衰微，笃
诚而又多疑，光明而又黑暗，这是充满阳光期望的黎明，又
是阴暗失望的长夜，人们拥有一切，却两手空空。”而主人
公西德尼·卡尔顿、露西·曼内特和查尔斯·达尔内之间真
挚的情感，成为这部名著亮丽的一笔。

在小说中，狄更斯成功地塑造了主要人物鲜明的个性。曼内



特是个深爱女儿的父亲，在经历磨难后仍宽容地把女儿嫁给
仇人的儿子；露西是温柔善良的贤妻良母，为了让丈夫能看
自己一眼每一天风雨不改地到大墙对面站立两小时；查尔斯
是个正直、豁达的贵族，此时与露西相爱，为了感情甘愿放
下爵位与财产。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让人有点憎恶的泰雷兹·德伐日。
失去亲人使她活着的唯一好处就是革命胜利之时为亲人报仇。
但是等到革命胜利时，她许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复仇却失去了
对象，她的愤怒之深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为了发泄积愤却拿
侯爵兄弟的儿子及其家人抵罪，她走上了一条与那些伪贵族
同样残忍的道路，于是她的种种行为使她一步步失去了读者
的谅解。最后，恶人有恶报，她戏剧性地正因走火而结束了
自己充满仇恨的一生。此时也许这才是她最佳的结局。那些
像德伐日那样以复仇为生活唯一目的的人，即使命运坎坷，
此时也决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

而在整篇小说中，最让我喜爱也是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律师助
手——西德尼·卡尔顿。他一出场就带着一身忧郁，隐去了
光芒，总是灰心、失望、冷漠、凄凉。他妥协于周围环境，
但有时却又显得格格不入，作为律师助手的他才华出众，却
甘情绪愿躲在人后，做别人成功的垫脚石，他仿佛亲手筑起
了一堵墙，隔绝了名利、社会，默默地逗留在角落里。他与
查尔斯长得十分相似，也同样深爱着露西，然而两者命运却
截然不一样。他羡慕查尔斯，也恨他。可在经历痛苦的煎熬
后，他依旧带着诚挚的祝福，愿露西与查尔斯永远幸福，正因
“爱比恨更为强有力得多”。这个表面上懒散、放纵的“无
用之徒”，内心却是崇高而纯洁的。

最后，他向露西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每次读起那段话，难免
感到心酸，“此时我期望你知道你是我灵魂最后的梦。我是
在堕落的生活中看见你和你的父亲，还有你所经营的那个甜
蜜的家，才恢复了我心中自以为早己死去的往日的梦想。我
也因此才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要凄凉可怜。自从我见到你以后，



我才为一种原以为不会再谴责我的悔恨所苦恼。我听到我以
为早已永远沉默的往日的声音在悄悄地催我上进…………”

当查尔斯正因家族的犯罪而被无辜判决死刑，西德尼竟然代
替他去断头台理解行刑。在生命与爱之间，他选取了后者。
他爱露西，为了她的幸福，他为她的爱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他走上断头台的时候，面上依然持续着笑容，他信守对露
西的诺言……正因，此时他的爱便是他的生命。此时此刻，
我的脑海中想起了裴多菲的那首诗：“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
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尽管小说以一个意外的“大团圆”收场，但当读者流着眼泪
读完该书时，此时却感到无限的遗憾、心酸。有人说感情是
自私的，但在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我却能深深地感受到
一种超脱世俗的最纯洁、最崇高的爱。它隐藏在内心深处，
但却无比的深厚；它默默地承受煎熬，为的只是使心爱的人
幸福；它总是无私地付出，而不求一点儿的回报。这种爱在
无形中上升到一个新境界，永恒地放着凄美而迷人的光彩。

“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
若我的生命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
爱的人们而牺牲。”

双城记读后感篇六

《双城记》主要是深刻描绘了当时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和
喂历史现实而牺牲的儿女情长的故事。那读者有什么读书感
言呢?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双城记读后感，一起来看
看。

我看《双城记》，原因是在网上有许多网友推荐，他们都说
那是一本非常感人的书，我怀着好奇心就在网上下载来看，



看完了一部分感觉还不错，就写下这篇读后感。

网上有人说，《双城记》只是描写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
故事，但是我却觉得，那个人没有了解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
思。以我看来，德发奇一家和法国贵族的仇恨也好，露西、
查尔斯和西德尼的感情也好，都只是为了表现这场战争是谁
引起的，为什么事而起的。其实人与人之间都必须保持着宽
以待人的态度，即使是天大的事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记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同学的书弄
丢了，原本我还以为她会要我赔，还要怪我呢。没想到当我
和她讲的时候，她不仅没骂我，还对我讲说以后不能丢三落
四了，应该养成好习惯。恩，也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态度
吧!

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有正直善良却又惨
遭迫害的马奈特医生，忠厚老实的洛瑞，外表冷漠、内心热
情，放荡而又无私的西德尼，没有人性的德发奇太太，凶残
阴险的埃佛瑞蒙兄弟......里面有复杂的仇恨，想复仇却又
制造了更多的仇恨，这复杂的一幕幕，生动的展现在我们面
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有人抱怨自己
生在这个世纪是件坏事，要生在从前，最起码能当个烈士。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生在现代就应该为现代做贡献。
而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我们不要
因为谁的性格怪异而不与他交友，也不要太相信身边的人，
也许他就是想害你的其中一个。

文中《双城记》，最让我喜欢的是律师助手西德尼•卡尔顿。
他第一次出现就与众不同，当法庭上的人若无其事地望着天
花板时，而他的一张字条却揭晓了案件背后的阴谋。他一出
场就带着一身的忧郁，作为律师的他算得上是才华出众，但
却又情愿躲在人家的后面，做别人成功的垫脚石，他仿佛自
己亲手筑起了一堵墙，与名利隔绝。他曾说过:“我是个绝望
了的苦力，我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关心我。”



是啊，我们不应该渴望出名，那样就学不到更多的知识。也
许做别人背后的垫脚石，还能操你个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知
识，我们能够看到他的长处和短处，学习他的长处，抛掉自
己的短处。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
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
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
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
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
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
是最高级的。

这是整本书的开头第一章，将全书的基调定上了悲剧色彩，
然而就在这矛盾的时代中，也确实存在过光明。

这本书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在医生马奈特一家周围的
事，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自由，权利以及善恶的看法——法国
人民不堪重负，推翻了波旁王朝，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后朝他
们走来的难道是他们心驰神往的自由吗?不，仍然是以往的提
心吊胆，稍不留神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得势之后的德发
日太太滥用职权，将死敌们个个置于死地，最后却落得个惨
死的下场。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自由啊，有多少罪恶是假
借你的名义干出来的。”大革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而是以暴易暴。它没有拯救人民，而是将人民推入了另一个
火坑。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大革命的牺牲品——达内，革命前，他放
弃了国内的家业，只身来到英国谋生，在他看来，压迫人民
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然而，革命爆发后，他反而无辜地成
为人民的敌人，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领上断头台。不
过相信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依然是原先那个善良的达内。

而卡顿——一个才华横溢却自甘堕落的律师，他与达内有着



相同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面对活着还是让自己心
爱的人得到幸福的抉择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在他看
来，生命在爱的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断头台上，他也
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沉着冷静。因为在他的心底，一直
有一个信念在支持他：“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他用死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用死来反抗虚伪的革命
者，他用死来诠释对露丝的爱。生命，成了他最后的武器，
爱，成了他唯一的支柱。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
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
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
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
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
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
是最高级的。

这是整本书的开头第一章，将全书的基调定上了悲剧色彩，
然而就在这矛盾的时代中，也确实存在过光明。

这本书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在医生马奈特一家周围的
事，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自由，权利以及善恶的看法——法国
人民不堪重负，推翻了波旁王朝，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后朝他
们走来的难道是他们心驰神往的自由吗?不，仍然是以往的提
心吊胆，稍不留神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得势之后的德发
日太太滥用职权，将死敌们个个置于死地，最后却落得个惨
死的下常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自由啊，有多少罪恶是假借
你的名义干出来的。”大革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而
是以暴易暴。它没有拯救人民，而是将人民推入了另一个火
坑。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大革命的牺牲品——达内，革命前，他放
弃了国内的家业，只身来到英国谋生，在他看来，压迫人民



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然而，革命爆发后，他反而无辜地成
为人民的敌人，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领上断头台。不
过相信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依然是原先那个善良的达内。而
卡顿——一个才华横溢却自甘堕落的律师，他与达内有着相
同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面对活着还是让自己心爱
的人得到幸福的抉择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
生命在爱的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断头台上，他也表现
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沉着冷静。因为在他的心底，一直有一
个信念在支持他：“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
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他用死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用死来反抗虚伪的革命者，他
用死来诠释露丝的爱。生命，成了他最后的武器，爱，成了
他唯一。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史上一个血的印记。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充满不确定;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下，人性的一切表露无疑。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透过为族与平民之间的仇恨冲
突，作者狄更斯只想传达出---鲜血无法洗去仇恨，更不能替
代爱---贵族的暴虐对平民造成的伤痛不会因为鲜血而愈合，
平民对贵族的仇恨也无法替代对已逝亲人的爱。

时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们现在所生活得太平盛世已
经不太太平了，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学到更多的东西，将来
才能更好的保护家人，守护国家!

双城记读后感篇七

《双城记》被誉为描写法国x的最杰出的代表作，我想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和其他的作品，比如卡莱尔的
《法国x》不同，狄更斯更注重的是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尽
管在那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本身并不能引起世界的关注。但
是作者敏锐的捕捉到这些小人物和x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
以说法国x本身就是有小人物们的力量所引发的。



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正直善良却惨
遭迫害的马奈特医生，美丽温柔的`露西，优雅高尚的查尔斯，
忠厚老实的洛瑞，外表冷漠、内心热情，放荡不羁而又无私
崇高的西德尼，扭曲了人性的德发奇太太，豪爽忠诚的普洛
士小姐，残忍阴险的埃佛瑞蒙兄弟……复杂的仇恨纠缠不清，
残忍的复仇制造了更多仇恨，爱在地狱的边缘再生，却是以
生命为代价。这错综复杂的一幕幕，活生生的展现在面前，
仿佛重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

双城记读后感篇八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题记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的一个血的印记。而《双城记》
真实地描绘了统治阶级的凶残和腐朽。通过阅读《双城记》，
我深深的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
之间的尖锐矛盾，体会到了作者狄更斯的思想“鲜血无法洗
去仇恨，更不能代替爱”。

卡尔登是书中最富魅力，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位人物，他颓废
消极，浑浑噩噩地生活着。求学时，他只替同学写作业，工
作后，即使拥有一身才华，他仍然选择默默无闻的打工。但
是，在他冷漠的外表下，没有看到他有一份深沉的感情。他
温柔的，执着的爱着露西，甚至最终为了露西愿意奉献出自
己的生命。他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露西那深沉的爱：用自己的
性命换回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家庭幸福与她的笑颜。无论在哪
个时代，卡尔登对露西的爱都显得那么珍惜和高贵。

相较于卡尔登所代表的温柔与爱，得伐石太太则是杀戮和血
腥的象征。因为亲人惨死在代尔纳叔叔与父亲的魔掌下，所
以她一生只为仇恨而活。得伐石太太的嗜血固然使人不寒而
栗，也叫人不禁感叹仇恨的力量。18世纪末的法国，就被这



种执拗复仇的火焰燃烧成了修罗地狱。

双城记读后感篇九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
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
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
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
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
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
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这本书的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我看到一半还是云里雾里，
看到最后阶段才把线串起来，还是比较难懂的`，狄更斯的文
笔确实老练辛辣，思维缜密，文章多出相互呼应，确实是不
错的经典，翻译也是绝妙，很多整齐的排比句和恰到好处的
词语，让我想知道原著是怎么写的，能比翻译还要美吗。

这本书讲的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事，通过马奈特医生，达内，
路西，达内，洛瑞，德发日这些小人物的经历，讲述了一个
和史书上不一样的大革命，亲历者在里面浮浮沉沉，挣扎求
生。最先是马奈特医生因为发现一贵族杀人和囚禁，举报未
果，反而未经审判被关押在巴黎巴士底狱，直至失去了理智，
最后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被露西带到了伦敦生活，
贵族的侄子达内也为了逃避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而逃到伦敦，
达内和露西相爱，结婚，后来达内收到了巴黎仆人的一封信，
因为大革命的原因，他要被处死，希望达内能救他，达内天
真的认为自己没有压迫过别人，不是贵族，前往巴黎救人反
而被当做流亡贵族关进监狱，后来在马奈特和露西从伦敦赶
到巴黎救他，终于救出来了，却在就出来的第二天又被关进
监狱，并判了死刑，最后，卡顿，这个放浪形骸，心无大志，
每天醉酒混日子的小人物，为了心爱的露西，替达内去死，
并把他们一家顺利的安排逃出了巴黎。



卡顿这个人一直存在感不强，也不招人待见，但是最后没想
到能挺身而出，我觉得除了爱露西之外，是对自己对社会充
满了厌恶，想通过替死这件光荣而伟大的事，来实现自己的
价值，让自己的生命也有闪光之处，而不是只有污点。从这
点看，卡顿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人，只是生不逢时罢了。

法国大革命终究是底层人民的革命，他们极度仇视贵族，把
几百年来受到的欺压化作了无穷的仇恨，对所有贵族都充满
了仇恨，不管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全部杀掉，只为了出一口
气，更何况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遮羞布在，更加肆无忌惮，
坐在椅子上看砍头的革命女和之前坐在椅子上看砍头的贵族
女何其相似，屠龙者最终变成了龙。

双城记读后感篇十

小说同样也赞美了其他角色：梅尼特医生正直高尚，且善良
宽容，是仁爱的理想化身；露西则是爱和温情的化身；代尔
纳是给统治阶级指明出路的人。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种。种
美德，都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狄更斯所热情赞颂的。作者狄
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以妙趣横生
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
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他所著的《双城记》以法国贵族的
荒淫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来影
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着这嘲恐怖的大火”也将在法
国上演。

我完全赞同卡尔登在临死前说的：“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这就是狄更斯为“最坏的时代”开出的良药，然而
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有人说，《双城记》作为一部不朽的著
作，如果没有卡尔登的存在和所作所为，这部小说就失去了
它的价值和光辉。

卡尔登的死，就像是羽毛轻柔地飘落水面，没有水花，却涟



漪阵阵。它提醒了我们：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是无法用断头台
建立。

我们不能因为岁月而忘记《双城记》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我
们要从中获得，学到点什么，希望两百年后的我们能创造出
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世纪，希望卡尔登临死前看到的
世界，将会是我们未来的世界！

双城记读后感篇十一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写的《双城记》。

书名中的双城指的是伦敦和巴黎两个城市。本书主要内容是：
可怜的马内特医生在被贵族以“须莫有”的罪名关在巴士底
狱十九年后，他的女儿将她接到英国居住。在法庭上父女认
识了法国贵族达雷和潦倒师爷马顿。后来，露茜跟达雷结了
婚，过了十年的幸福生活。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达雷为了营救无辜的仆人，赶到法国去
给他辩护，却因为他曾经是法国贵族而被拘捕了。而马顿为
实践他对露西的承诺，利用他跟达雷相貌相似一点，在达雷
被行刑前用自己跟达雷掉包，代替他上了断头台。

本书通过典型事例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法、英
两国的实状况：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贵族的剥削、压迫下过
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运用了许多好词佳句，用了许多修辞方法，将句子、文
章描写得生动形象。例如这段话：眼前浮现的许多面孔中，
在黑夜里他无法辨认到底哪一个是那位埋葬者的。晃来晃去
的黑影总像是一个45岁的男人，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在面
部表情和憔悴程度，面部表情千差万别：骄傲、轻蔑、矜持、
屈从、悲伤、迷茫；憔悴程度各不一样：深陷的.双颊，惨白
的面孔、瘦骨嶙峋的双手、深度弯曲的身躯，但面孔大体是



同一个，头发都过早地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