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 安娜卡列尼
娜读书心得体会(优质8篇)

闪耀你的激情，燃烧你的热血，释放内心的运动激素！如何
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运动会的魅力和激情？以下是一些精选的
运动会总结写作范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写作的启发。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一

每个人对爱情都很憧憬，想着爱情的美好，但是爱情不一定
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所以我们不要太沉迷于爱情里。

爱情固然美好，就像绚烂的花朵，它可能是人一生的向往，
拥有一个人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但在不轻易间它却将安娜带
入痛苦的深渊，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在爱情中灰飞烟灭。

安娜原本期盼和弗伦斯基过着幸福的生活，她才有了勇气，
对她来说他就是希望和寄托，而弗伦斯基呢?他似乎只是一种
征服感，就像猎人战胜猛兽一样，这种爱谈不上伟大。安娜
对爱情的渴望让她忘却了苦恼，爱情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让
她冲破世俗。安娜才决定投入新生活-----和弗伦斯基在一起。

不过，安娜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牵挂，对儿子的愧疚与罪
恶是她陷入了矛盾和痛苦。她对生活和理想失去了信心，失
望的她最终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寻求心灵的安静。

当迎面扑来的火车碾过她的身躯是，不知安娜是否后悔她的
一生就这样结束，她被世俗嘲笑和讥讽，她完全追求的爱情
也将粉碎，经过心灵的折磨，她以死来证明对社会的反抗，
对真爱的执着。(我很是佩服)

我敢相信在现在的社会安娜这种形象还会受惩罚，我们企盼
的和平人性，我想怀疑是否还存在。在哪?但安娜还是没有对



现实妥协，她，一个柔弱的她还是没有对现实妥协，她，现
在需要的大概是无痛苦，无干扰的生活吧，但现实给不了。

爱情是什么?对安娜来说，她又是否得到过?她所追求的是和
她在一起不抛弃她，在任何时候都在背后永远给她依靠的人，
但她却得不到。

火车从她身上驶过，发现她只是一个脆弱的女子，她无力抵
制。因为她决定死亡，一个常人无法乱下的决定。在孤独的
身躯背后我还看到一个孤独的灵魂，来时一人，去时一人。
孤独是这个女人的结局，悲惨是这个女人的宿命。

火车驶过时，轻轻地，不要打扰安娜安静的生活。

看了安娜卡列宁娜对爱情还会那么盲目吗?你还会那么执着的
追求爱情吗?有时候缘分到了，就能收获你想要的爱情。

这本书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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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列宁、伏伦斯基、社会、安娜这四个点。同样，我觉得安
娜的死与这四个方面或多或少都有关系。

那么首先来说说卡列宁，卡列宁是安娜政治意义上的丈夫。
安娜出身贵族，按照当时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了卡列
宁。卡列宁比安娜大二十岁，但是官运亨通。他虚伪冷酷，
野心仕途，是个十足的做官机器。而安娜却同他正好相反，
她热情善良，生气蓬勃，但在与卡列宁结婚后，她的生气被
死死地压抑住了。所以安娜并没有得到丈夫应有的爱，她对
此感到很失望，因此便会有了优伦斯基。

其次，伏伦斯基是安娜心目中真正的丈夫，但是用一个准确
的描述来说更应该是“情夫”。安娜对伏伦斯基一见钟情，
赛马时伏伦斯基的受伤。也让安娜痛心不已。但也因为卡列
宁对安娜没有爱，安娜对卡列宁列是毫无感情可言，所以安
娜将自己的爱都倾注到了伏伦斯基身上，有一句话叫“希望
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当安娜觉得伏伦斯基不爱她了以
后，看到了火车，便扑向车轮底下，结束了自己的年轻岁月。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当社会的舆论遣责加在一个弱不禁
风的女子身上，可想而知她的内心是多么的紧张，多么的痛



苦。

安娜与一个“丈夫”生活在一起，她一点也不快乐。但她为
什么没有权利可以去寻找自己的真爱?当然，安娜没有能够与
卡列宁离婚，也一定是迫于社会教皇的规定。

安娜的卧轨自杀四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责任。但总的来说我
自己认为是安娜自己之过。

我知道有幸福的婚姻，但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看到安娜出于嫉妒对渥伦斯基的不信任和无端猜疑，连我都
被折磨到了。隐隐的恨她为什么要这样毁了自己的生活。若
同卡列宁的结合的不幸根源是因为没有爱情，那其实和渥伦
斯基在一起也没有让她幸福。安娜实在过于自我，他要的是
渥伦斯基的爱，但也是自己亲手毁了这份爱。当时的纵身一
跃也只为报复爱人。

没有看书以前我以为渥伦斯基是个坏男人，并不是的，他也
是真心爱着安娜的。是安娜的喜怒无常让他变冷漠。安娜的
生活中只有爱情，她希望渥伦斯基也是如此。但对渥伦斯基
来说爱情是生活调味品吧。后期深陷情欲的安娜一切都依附
于渥伦斯基，她自己也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失去了,只
能靠自己的爱情吸引力来留住他。安娜的爱像茧也束缚了自
己。

另一方面她虽然敢于同情人私奔，却也无法承受世人的眼光。
无法放弃社交，又受不了社交界对她的态度。贯穿全文我也
无法理解最初不同意离婚的理由，她爱儿子也只去看过儿子
一次。第二个理由更是让人愤怒，将自己的懦弱迁怒于人是
不对的。

一开始卡列宁让人觉得虚伪，懦弱，不敢面对妻子出轨变心
的事实，寻求宗教慰藉逃避现实，在妻子坦白了之后为了前



程考虑要求她维持目前的现状，甚至允许她与情人往来。但
看到妻子产后抑郁发作的时候那一章让人大为赞叹他的宽宏
大量，为爱付出了一切，真心实意的为安娜着想。但世人都
无法爱上一座神像，让人自惭形秽。

列文这条线着墨很多，但没啥好说的，朴实的小地主，热爱
自己的土地，正直又善良。全书让我看得最爽的地方就是当
列文看到别人对妻子言行轻佻的时候直接将他赶出家门。

引用文中一句话结束"我知道有幸福的婚姻，但都是建立在理
性基础上的。"

当初抱有一种不太情愿的心情读这本书，因为关于爱情的故
事看的`太多了，并且感觉自己已经不太适合看这类故事了。
不过由于托尔斯泰的大名，我还是坚持看了下来。而看完之
后，不得不感慨：一部艺术精品，太值得一看了。

其实和大部分读者一样，我也觉的安娜罪有应得，并且对她
的故事不太感兴趣，反而是列文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当我
读到他在上流社会那种笨拙的行为时，便充满鄙视的态度。
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有思想，很顽固的一个人，但无法适应社
会规则，结果就是被社会淘汰，我一点也不同情他，反而更
认可风流潇洒的奥勃朗斯基。奥勃朗斯基在我看来更懂得生
活，既有稳定的家庭，又有上流社会的地位，还有情人。这
才是社会的产物。

不过如果这本书只能带给我这种感受就算不上名著了。越到
后来，我越被列文的内心活动所吸引，并开始敬仰那纯洁的
灵魂，他不为世俗的观点左右，他接受一个观点必须要说服
自己，所以他甚至反对为农民开展教育，以至于他总被别人
认为是一个怪人，甚至是故意搞怪，甚至只是固执已见。其
实不然，他一直致力于解决实际农业问题，并且在寻找自己
存在的原因。他不但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并且知道如何
让自己的变得充实。那是一种超脱的境界，是我们这些凡人



无法达到的。

在结尾处，列文说：真理一直与我们同行，只是我们没有发
现。这让我想起来阳明学说，或者陆九渊提出的心即理。其
实上天在我们存在的时刻起已经将真理赋予我们，所以说人
的内心比大海还要深，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重要的不是如
何急功近利的去寻找真理，而是修炼自己的内心。列文是如
何修炼的呢，通过割草之类的劳动，他在劳动中体会到了真
理。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二

说她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也不为过!伟大在她对人
生的反思，对命运的探索，对人类的道德训诫，是作者崇高
人格的流露。

有人说，这是反映旧社会压抑女性的小说。我从头到尾，除
了看到安娜因为婚外恋一步步堕落深渊，最后一头撞在火车
上外，其他女人都活的有滋有味。而且，安娜在搞婚外恋之
前，看看作者怎么描述的：单纯，快乐，健康，活泼，一无
所缺，生活是如此的幸福。不但自己生活幸福，而且帮别的
家庭调解纠纷。

安娜追求爱情，一步步走向灭亡，毁了家庭，毁了丈夫，也
毁了情人。所以有些人说她为爱情而牺牲是多么的崇高时，
是爱情完美女性的象征时，我只能无语摇头。如果那么说的
话，安娜卡列尼娜就仅仅是一部支持婚外恋的言情小说，根
本不是什么名著，与琼瑶的小说一样价值，那么托尔斯泰也
仅仅是个男琼瑶而已，或者张艺谋。可明显后面两人与托尔
斯泰这个名字一比，就是什么东西。我们应当知道列夫托尔
斯泰这个名字的精神重量。

他是真正在小说中思索探讨人生的价值：人应该怎么活才能
找到幸福!



安娜，由一个幸福安宁的少妇，被渥伦斯基吸引，最后抛弃
丈夫，抛弃儿子，与情人生活在一起。应该说，他们最后如
愿以偿了，生活在一起应该也是很幸福，社会并没有给他们
多大压力，最后安娜的死是因为神经质!她总是怀疑渥伦不忠，
一会怀疑这，一会怀疑那，最后为了“报复”渥伦去自杀了!
但实际上渥伦一直在对她好。

这种神经质的原因是什么?简单，两个字，良心!

婚姻的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喜新厌旧，找其它的女人(或者
男人)，搞婚外恋，是很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国家就是如此。
只有自己克制，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才不会出问题，而安
娜和卡列宁就没做到这一点。安娜对家庭，对丈夫孩子不负
责。我也很生气，对卡列宁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三

满篇似乎是细密的叙述，似乎充满了一些小小的不满，小小
的责备，却又隐约透着那些不易察觉到的，细小的怀念。

“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
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
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长妈
妈生得那么胖，必须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
罢?……’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以前这样地问过她。我
也明白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
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
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一句“我实在不大佩服她”引出了长妈妈的琐碎与“不良”
睡姿，长妈妈确乎是个乡野随便的妇人。“大”字的睡姿，
心也是大大的。

长妈妈信神，重运气。在那个年代，冥冥中的神灵或许是唯



一的一种安慰，一种寄托，一种庆幸。

“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
全军，似乎连之后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
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十分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
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象你似的
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
也要掳。’‘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必须最安全
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
上还有许多炙疮疤。‘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
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
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
出来;再要放，就炸了!’长妈妈就这样调侃似的叙说了那段
纷乱的生活，一切的屈辱与恐惧。”

迅哥儿迷起了《山海经》，却求告无门，便告诉了长妈
妈——“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记得，是她告假
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
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
经’，我给你买来了!’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
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
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
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这四本
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此刻
还在眼前。但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
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象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
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时是我最为心爱
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
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
舞’的刑天。”

长妈妈竟这样细细记着一个孩子说的话，而且为他达成了小



小的心愿。“伟大的神力”说到底，就是爱。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
年了罢。我最后不明白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明白有一个过
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其实从整篇细细地叙述中，我真的能够感受到迅哥儿对她的
回忆就像翻开古老的相片，也许有些旧旧的，卷了边的记忆，
也许会有些尘封已久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那相片上的记忆
里的人不会走形，那是深深刻在脑海里的，不会被时光随意
捏碎。他的叙述的口吻里是满满的，暖暖的，似乎能够感受
到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依靠的味道。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
感觉，我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只是我的一相情愿的错觉。相信
它不是。

但是我确定，《山海经》不仅仅是迅哥儿最为心爱的宝书，
它就像一扇门打开在迅哥儿的眼前，里面是个完美又悲伤、
充斥着幻想和现实的世界。而这世界的基石，就是爱。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四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它感人的主
题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也由于它在艺术上非常完美,技巧上
颇多独创之处,结构上独具匠心,托尔斯泰通过对照对两种生
活方式和道德原则作了评价。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
理的安娜.卡列尼娜读书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安娜是个悲剧人物，她是个文化修养极高的贵族女子，在当
时上流社会中以她惊人美丽高贵聪慧在任何场合出类拔萃，
美丽迷人。虽然生活舒适无忧无虑，可是身处虚伪的列子 和
虚伪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使她疲惫不堪，同时又极力想摆脱
一切。当遇到渥伦斯基爱后，她毅然勇敢离开列子甚至牺牲
自己家庭和爱子，追求自己幸福，可是当她放弃一切后，让



她意想不到是渥伦斯基是个伪君子，又无情抛弃她，迫使她
坠入痛苦深渊，最后导致安娜卧轨自杀悲剧。

安娜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上流社会虚伪腐败的道德观念之间
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主要原因。这种种冲突首
先表现在她与丈夫卡列宁的矛盾斗争中，属于彼得堡官僚集
团的卡列宁是个残酷无情的沙皇官僚制度的化身。他在生活
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
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
这样一个点缀品。安娜一再，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
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
架凶狠的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
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
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敲门砖罢了”。在安娜心目中，
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安娜说，“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
象鱼在水里游泳一样。”卡列宁这种冷漠、虚伪、一心想往
上爬的思想，他那种令人憎恶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
安娜痛切地感到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活在她“体
内的一切的东西”。安娜说：“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想过我是
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这一种无爱的家庭，由一开始
结合就埋下了巨大的危机，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渥伦斯
基一出现，安娜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她
于是再也不能容忍卡列宁式的“虚伪与欺骗”，不顾一切，
牺牲一切地与渥伦斯基结合了。

爱情的幻灭是悲剧的直接原因。为了爱情，安娜几乎牺牲了
一切，换来的结局却是失望与憎恨。安娜企图通过爱情摆
脱“虚伪与欺骗”的上流社会，渥伦斯基却使她陷入了另一
个新的更虚伪更欺骗的处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显露了贵族
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冷酷无情，这个罪恶的社会就是通
过他，最后把安娜逼上悲剧的绝境。如果说安娜从前在跟卡
列宁的关系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现在，她在与渥伦
斯基的关系上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她对渥伦斯基估计过
高，期望过大。她以为他能带她逃离“虚伪与欺骗”的社会，



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错了，他带给她的永无止境的痛苦矛盾与
恐惧，远远超过他带给她的生之欲望与欢乐。他的爱情消失
后，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剧的绝境，她控诉这一切：“全是虚
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看完这部小说后我的心里很复杂，一方面佷同情女主人的不
行，佩服她的勇气，而另一方面，我对她应为个人的欲望而
抛弃家庭，背叛丈夫感到厌恶。人固然有追求自由的权利，
但我觉得不可以不顾一切的追求自由。人一旦进入社会就不
再是独立的个体，必须为身边的一切负责!如果要以别人的痛
苦来成全自己的自由、欲望，我宁愿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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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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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本书，真的很想见见列夫托尔斯泰，很想问问他，为
什么选择安娜作为主人公，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自由
恋爱的提倡?还是上流社会的讽刺批判?抑或是对女性不忠的
宗教审判?但为什么描写安娜的时候又着重描述了莱温的生活、
思想。而这两个主人公在整个故事中都没有什么关系纠葛，
只在最后，见了一面。以后有机会去莫斯科寻找一下答案吧。



或许我该看看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了解一下他那个时代的
整体状况。

爱是什么?何以有如此魔力?

这是我读过的最好小说的其中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个
美丽而又孤独的灵魂，在无尽的遗憾之中香消玉殒。安娜是
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教养的贵族女子，在俄国贵族资
产阶级社会里，她像芜草丛中的奇葩，她不是一般的美，而
是惊人的美，她的聪慧典雅质朴活跃，她的单纯沉静从容高
贵，使得她在各种场合下出现都是美艳绝伦的… 这是我读过
的最好小说的其中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个美丽而又孤
独的灵魂，在无尽的遗憾之中香消玉殒。

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教养的贵族女子，在俄国
贵族资产阶级社会里，她像芜草丛中的奇葩，她不是一般的
美，而是惊人的美，她的聪慧典雅质朴活跃，她的单纯沉静
从容高贵，使得她在各种场合下出现都是美艳绝伦的。

对安娜一直怀有成见的列文，都为她的美为她的丰富活跃的
精神世界所吸引，她在瞬间由悠闲恬静而又显得那么优美端
庄突然变为好奇，气愤和傲慢的神情，她的美貌，聪慧和良
好的教养，都深深打动了他，使他不由得在心里赞叹
道：“这是怎样一个女人!”“一个多么可爱，出色，惹人爱
怜的女人!”“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动人心魄的风度。”短
暂的会面，便使列文依依不舍地离安娜而去时，他“又望了
望那幅画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对她发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
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的心情。”

安娜的美不仅溢于言表，更富于内心，她心地善良，单纯自
然，感情热烈真挚，对不幸的人怀着深厚的同情，她对受了
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温柔，真挚，善良和友爱的
感情，如此一位优美的女性，他所追求的不过是真挚的爱情
与母爱，可她的追求由一开始便注定了无尽的悲剧结局。



我们企盼着幸福有一天会来到身边。它会伴随着我们，直至
我们生命的结束。人都是为希望而活，因为有了希望，人才
有生活的勇气。

而爱情，最绚烂的花朵，人生最美好的礼物，最大的快乐和
最大的幸福最终将安娜带入了痛苦的深渊。

如同飞蛾扑向野火，注定这场爱情要将她毁灭。

这是个被压抑的充满勃勃生气的女人，安娜因为羡慕光明，
爱上了外表俊美，内心空虚的弗伦斯基。对爱情，对幸福的
无限渴望是她忘却了一切烦恼和恐惧，在幻想之中只为了爱
情而活。而一种虚妄的狂热也笼罩了弗伦斯基，他对安娜一
见钟情，沉迷于她的美丽和独特气质，但更为重要的是，他
与安娜的特殊关系带给他有一种征服感，荣辱感。这种虚荣
之心决定了他对安娜的爱情十分肤浅。

而安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弗龙斯基对她来说，
就是她所有的希望和寄托，就是她的一切。这种纯洁无暇的
爱使弗伦斯基自惭形秽，推动着他不得不重新认识与安娜的
关系，对自己的肤浅和轻率表示自责，并在精神上强迫自己
进一步爱这个女人。 被爱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幸福，而快乐
始终赠与那些无私的爱者。

可是，“水满则溢，说盈则亏”，这个世界从来只有更美，
而没有最美。而最靠近完美的一刻，就是最容易走向相反的
时刻。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五

相信凡是读过或者接触过托尔斯泰作品的人，都会被他的文
学作品深深吸引。这位颇具传奇的文化巨匠通过自己的作品
全面展示着19世纪的俄国风貌。其展现的社会画面之广阔，



蕴含的思想之丰饶，融汇的艺术、语言、哲学、历史、民俗
乃至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之广博，常常令人钦叹不已。

在托尔斯泰全部作品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
娜》、《复活》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他的三部代表作
品。《安娜·卡列尼娜》在这三部代表作中有着极其特殊的
重要性，它是三部巨著之中艺术上最为完整的一部，并且体
现了托氏思想和艺术发展道路的过渡与转变，可以称之为代
表作中的代表作。 据了解，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
的社会背景是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那个时期关于家庭的
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残忍的画面接连展现在他眼前，而一
个妇女因为爱情问题而卧轨自杀的消息，更是使他感到震惊
和难过，这也是他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原因之一。

在课上我们了解了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当老师在讲解《安
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时，还让我们看了由美国华纳兄弟
影片公司出品并由美国女星苏菲·玛索主演的电影《安
娜·卡列尼娜》。 但是电影毕竟是电影，不能像文字一样将
人物的思想与心理描写的特别细致，所以我特意又找来《安
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来细细品味。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有着两条几乎是平行的线索，
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看成是两个剧场：一个是以安娜为中心，
一个以列文为中心。而中间，全仗奥布郎斯基一家的连接，
才使一部书不被分成两部。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表面上似乎是在写一个上流社
会的贵妇人失足的事情，而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70年
代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借由此文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
作品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主人公安
娜·卡列尼娜是一个高层首长卡列宁的妻子，一次舞会上邂
逅了年轻的伯爵渥伦斯基。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用热情唤醒
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二人产生了真爱，并在当时强大的
社会舆论压力下，不顾一切地私奔，从而展开了一场爱情悲



剧。经历了重重波折、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以及遭受失去家庭、
儿子和社会地位的打击后，与渥伦斯基那所谓的真挚自由的
爱情也开始被遗弃，最后安娜身着那一袭与渥伦斯基初次见
面时自己所穿的黑色长裙，在火车站的铁轨前卧轨，结束了
自己绝望的爱情与生命，安娜独自承担了这段为道德和世间
所不容的婚外情的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悲伤。

有人说在描写女性的作品中，《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
中无疑是一流的，在万千作品的女性人物中，安娜·卡列尼
娜无疑是最为丰满的一个。她敢爱敢恨，敢于追求自己的幸
福，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无疑是极具反叛精神的。当时的社
会婚姻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是极为物质和利益化的。因
为婚姻大都并非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所以很多人在婚后会
出现有情人的行为，但是人们为了名誉、地位却极其虚伪的
维持着这种表面的婚姻关系。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却在这
种情况下突兀的显示出了自己的疯狂，对真爱追求的疯狂，
记得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有一天，安娜与丈夫卡列宁
一起去看一场盛大的赛马会，比赛中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了下
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叫，这无疑是她的真性情，而这一
“不检点”的举动也将她的私情“暴露”了出来，并且在事
后疯狂的她竟然还对丈夫说出了“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
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这样的话。 安娜爱她的儿子，
用她的话说儿子是她的命根，当她想用自己的名誉换儿子时
遭到了拒绝。她曾经是社交界的名人，可是却因为她对真爱
的追求而遭到了社会的巨大压力，受到种种冷遇，社交界不
能容她，连她旧日的亲戚朋友都拒绝与她往来。可是这些还
不是主要的，令安娜伤心的是自己受到了那个她奋不顾身爱
上的渥伦斯基的冷淡，一场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去，她
觉得“一切都完了”。一个品格高雅、敢于追求真正的爱情
与幸福的"叛女"终于在这种打击下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是抗争还是悔悟?安娜·卡列尼娜是那么的真实、血肉丰满，
读到她死去的时候，仿佛一切就发生在眼前，她的故事和她
的那种反叛精神使她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女性之
一。



当然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列夫·托尔斯泰还
塑造了渥伦斯基、吉提、列文、卡列宁等许多在文学史上光
芒四射的人物，但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无疑是最具光辉的，
最为激情与活力的。

虽然小说只是以家庭婚姻为基本单位而展开的，但托尔斯泰
目光十分的锐利，并且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
的"真实"。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
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他的小说是真实
的，是当时俄国的“一面镜子”。而这来自于他的智慧，来
自于他敏感而浩瀚的心灵，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他的诚实。
我相信托尔斯泰和他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定会触动着当
时乃至今后很多的人。

记得老师在讲完《安娜·卡列尼娜》时说：“当爱情成为一
个女人生命全部的时候，也就是她悲剧生活的开始。”虽然
不能只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安娜·卡列尼娜》，但是，相
信看过这部书的女性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有更大的触动，
托尔斯泰的安娜死了，死在了19世纪的俄国，但是托尔斯泰
想表达的安娜思想还在，并将与《安娜·卡列尼娜》一直随
时间辗转下去，不再是悲剧。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六

>《安娜·卡列尼娜》 读书心得体会范文1

感情固然完美，就像绚烂的花朵，它可能是人一生的向往，
拥有一个人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但在不轻易间它却将安娜带
入痛苦的深渊，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在感情中灰飞烟灭。

安娜原本期盼和弗伦斯基过着幸福的生活，她才有了勇气，
对她来说他就是期望和寄托，而弗伦斯基呢?他似乎只是一种
征服感，就像猎人战胜猛兽一样，这种爱谈不上伟大。安娜



对感情的渴望让她忘却了苦恼，感情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让
她冲破世俗。安娜才决定投入新生活，和弗伦斯基在一齐。

但是，安娜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牵挂，对儿子的愧疚与罪
恶是她陷入了矛盾和痛苦。她对生活和理想失去了信心，失
望的她最终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寻求心灵的安静。

当迎面扑来的火车碾过她的身躯是，不知安娜是否后悔她的
一生就这样结束，她被世俗嘲笑和讥讽，她完全追求的感情
也将粉碎，经过心灵的折磨，她以死来证明对社会的反抗，
对真爱的执着。

我敢坚信在此刻的社会安娜这种形象还会受惩罚，我们企盼
的和平人性，我想怀疑是否还存在。在哪?但安娜还是没有对
现实妥协，她，一个柔弱的她还是没有对现实妥协，她，此
刻需要的大概是无痛苦，无干扰的生活吧，但现实给不了。

感情是什么?对安娜来说，她又是否得到过?她所追求的是和
她在一齐不抛弃她，在任何时候都在背后永远给她依靠的人，
但她却得不到。

火车从她身上驶过，发现她只是一个脆弱的女子，她无力抵
制。正因她决定死亡，一个常人无法乱下的决定。在孤独的
身躯背后我还看到一个孤独的灵魂，来时一人，去时一人。
孤独是这个女生的结局，悲惨是这个女生的宿命。

火车驶过时，轻轻地，不好打扰安娜安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