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大全8篇)
范本的选择要考虑到多个因素，如品质、代表性、时效性等
等。写总结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和整合能力，能够将各个
要点有机地串联起来。以下是一些范文样本，供大家参考和
学习。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一

渴望幸福的祈祷一重又一重，终有落幕之时。

听我的话，幸福地活下去。守望你的成长和成功是我这一生
的全部意义，而你越成长越成功，就越是对我命运的诅咒。

一个女人在廉价公寓里被杀，租公寓的人失去了踪影。房间
里没有任何生的气息，住在里面似乎随时准备迎接死亡。

案发现场找到了一本挂历，上面按月份写有东京十二座桥的
名字。刑警加贺恭一郎顿时呆住：同样的东西也曾在他母亲
的遗物中出现过。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二

百年一遇的数学天才石神，每天唯一的乐趣，便是去固定的
便当店买午餐，只为看一眼在便当店做事的邻居靖子。靖子
与女儿相依为命，失手杀了前来纠缠的前夫。为救靖子，石
神提出由他料理善后。石神以数学家缜密的逻辑思考设了一
个匪夷所思的局，为靖子提供了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据，令
警方始终只能在外围敲敲打打，根本无法与案子沾边。

《嫌疑人x的献身》和一般的推理小说的推理叙述方式不同，
全书有十九章，但是开头的两章就已经将谁是犯人、犯罪的
过程及犯罪实施的结果这三大推理小说的重要因素全部呈现



给了读者，可以说将一般逻辑上的谜底已经解开了。读者认
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谜底，所以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应该就
是看警方和犯人之间的较量了。殊不知，这正是东野圭吾对
全书布局的精妙之处。当真正的谜底揭开，“献身”一词的
真正意义得以阐明的时候，不由地会为作者的填密布置感到
佩服。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三

近日，看了东野圭吾的《恶意》，感触很深，在此分享我的
读后感。

自小母亲的影响，内心的懦弱与嫉妒，不与自身才华匹配的
骄傲以及这份骄傲引发而来的自卑感，让野野口成为了一个
嫉妒狂以及一个杀人犯。

对于野野口来说，依附权势，背叛友情成了一个让他在学生
时代有“尊严”的生存下去的方式。校园暴力造成的心理阴
影自己做过的耻辱的事成为他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与其说
是遗憾，不如说是存在于他自我认为的所谓的完美生活之中
最大的“污点”。他想要消除这个“污点”，于是野野口采
取了最极端的方式――杀掉日高。

精心策划的谋杀案，看似临时起意的谋杀案，实则是野野口
为了自身的“名字”所刻意策划的谋杀。

“你心里藏着对他的恶意，这仇恨深不见底，深得连你自己
也无法解释。”

该怎么解释野野口这份植根心底的恶意呢。

因为嫉妒，所以一直想成为作家的野野口看见发表了自己作
品并且得到很大响应的日高眼红得发狂；因为所谓的“傲
骨”，所以野野口背叛唯一把他当做朋友的日高加入校园暴



力的行列；因为早已经失去了会令人清醒的人性，所以野野
口即使入狱亦要毁掉日高的名誉。

因为恶意，会随着野野口经历的失败之中逐渐膨胀，淹没最
后的良知。

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也算是曾经遭受过校园暴力，
至今仍然忘不了那时候看起来与我无关亦或是善良的人对我
的评价以及诋毁，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或多或少的恶意，我
的被诋毁事件或许刚好是他们发泄恶意的地方。

也庆幸自己没有如野野口一般，沉沦于深不见底的深渊。

在悲悯野野口的同时，也在惊叹于东野圭吾的写作技巧。东
野圭吾很好的抓住了读者先入为主的心理弱点，让每个读者
都认为日高是一个嫉妒狂，一开始野野口以第一人称塑造的
日高的形象，让读者也认为日高即是冷酷充满恶意的人，后
再一步一步得揭露真相，剧情反转，让每个意犹未尽并且恍
然大悟。我亦总是将《恶意》与《看不见的客人》相联系起
来，我也翻过这样的先入为主的错误。

世界上有那么多亟待解救的灵魂，或许无边无际的恶意正在
慢慢吞噬着这些人的良知，但我仍希望，这些在罪恶边缘徘
徊的灵魂，不会因为恶意而迷失自己。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四

东野圭吾的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风格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精炼、简洁，情节十分引人入胜，经常抱着他的书一天都放
不下来。

我在网上也看到一句书评：”《白夜行》为爱粉身碎骨，
《恶意》为恨万劫不复。“



《白夜行》是东野圭吾的成名巅峰作品，被誉为东野圭吾小
说中的无冕之王。但是比起推理的情节，白夜行更注重的是
人性与人心得描写，写出了唐泽雪惠和桐原亮司的复杂
的“共生”的关系，反而对这一切的根源——凶杀案本身的
推理过程并无太大关系。

比起《白夜行》，《恶意》是名副其实的推理小说，但是与
一般推理小说不同的是，它一开始就交代了凶手是谁，进行
推理的不是凶手身份，而是作案的动机与过程。

或许是开头日高杀死了那只猫的缘故，确实，给人以日高是
个坏人的形象，通过细节描写，更坚定了野野口的无辜和日
高的狡诈。不得不说，杀猫的情节确实布置的极为到位。一
个简单的谎言，成了本作的点睛之笔，让后面所有的抹黑都
顺理成章。在我们读到事情真相后，不禁心中感叹东野圭吾
对人性的解读和他那强有力的逻辑。

《解忧杂货店》是东野圭吾所出的暖心作品，从某种程度上，
如构架，时间轴，情节都比《恶意》要更加吸引人，时间轴
看似错乱的把各个故事联系在一起，精彩至极。我认为东野
圭吾最好的作品就是《解忧杂货店》，甚至比《白夜行》还
要好得多。但是，毕竟《解忧杂货店》是本带有一点奇幻色
彩的作品，所以与《恶意》这种推理小说相比无法有一个客
观的评价。

在这里提到《解忧杂货店》的原因是因为《解忧杂货店》是
东野圭吾为数不多的没有阴暗色彩的小说，这在东野圭吾的
作品中真的是少之又少。而《恶意》，是本从头至尾都在写
人性阴暗面的小说。与《解忧杂货店》是两个极端。

《恶意》中的那种恶意，在结尾处你也会被深深震撼，这本
书不是第一人称来叙述，而是用了不同的、多个人物视角来
叙述整件事情的前应后果，甚至包括了一些内心独白。不同
的叙事方式也让本文更加精彩。



最大的恶意不是来自语言的不堪、行为的粗暴，而是深埋于
心后突然爆发的致命一击。即刻释放的情绪不可怕，可怕的
是隐忍不发、默默承受的心结。这远比任何语言、行动上的
交错来得更猛烈、致命。

野野口在看到日高成为作家十分成功后一股嫉妒油然而生，
但我认为这不是他行凶的真正原因。

野野口小时候经历校园暴力，胆小、自卑，日高与他一起受
欺负。那时日高和野野口是一起对抗校霸的好伙伴，但自从
野野口被迫参与施暴，内心便堕落了下去。长大后看着成名
的日高再回来帮助自己，就好像觉得自己的道德与人格两方
面都遭到了日高的贬低。而小时候野野口妈妈对日高的不屑
于看不起，一定是野野口后来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家庭，
对年幼的野野口日后行凶的影响一定是极为巨大的。

读完《恶意》这部小说，心里是极其压抑的，脑海里不停地
回荡着“情，不知所起，是最美的爱情;恨，不知所起，是最
冷的人性”这句话。当然，这部小说主要讲的是恨不知所起。

日高邦彦和野野口修是好朋友，他们还有共同的理想，那就
是写作。后来，日高邦彦真的通过写作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作家。

正是因为这种极端失衡的心理让他想毁了自己的好朋友，而
且这种毁灭是致命的，他不仅残忍杀害了日高，而且还捏造
事实去诽谤诋毁他的人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
能让他这样对待一个帮助过他的人。

深究其原因，应该是极端的自卑吧，由此引发的就是别人对
我的帮助不过是一种施舍，一种侮辱，那我为什么还要感谢
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别人的善意就像一种毒药在慢慢浸蚀着他们



的灵魂，他们把自己的内心打造成一座监牢，里面甚至没有
窗户，外面遍布着铁丝网以及其他的阻碍物。

就像法国的那部?死亡祭典?的电影一样，保姆索菲自己是一
个文盲，可是她却极力掩饰自己的这个缺陷，后来雇主的女
儿发现了这个秘密，并提出想为她提供帮助，但她却以雇主
女儿未婚先孕借此要挟她，后来和有着强烈仇富心理的珍妮
一起杀害了雇主全家。

人性是我们永远猜不透的谜，这世间有很多的事让我们都唏
嘘不已，可是它就真实的存在着。

唯有爱和宽容才是救赎，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就像加布
瑞埃拉·泽文?岛上书店?里面说的那样，因为从心底害怕自
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独往，读后感.然而就是因为独来独
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你不知道是什
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
会遇到他(她)。你会被爱，因为你今生第一次真正不再孤单。
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所以啊，内心要充满期待与爱，学
会宽容，学会接纳，学会感恩。

也许有时候会我们羡慕别人的生活，有时候会不甘，然后陷
入一种病态的追逐，而后慢慢腐化堕落，抱怨不公，心怀不
平，于是你想搞砸别人的生活，可是讽刺的是却不能改变自
己目前的现状。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五

《雪国之劫》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推理小说，于5月引
进中国出版。

故事讲述高原滑雪场突然接到恐吓信，称各雪道下已埋藏了
炸药，如不满足提出的要求，可随时遥控引爆……办案人员
经过与恐吓者反复较量和雪山上的惊险追踪……结果出人意



料。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六

《解忧杂货店》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写作的长篇小说。于
《小说野性时代》连载，于3月由角川书店发行单行本。

该书讲述了在僻静街道旁的一家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进
店前门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
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孩月兔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
松冈克郎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少
年浩介面临家庭巨变，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他们
将困惑写成信投进杂货店，奇妙的事情随即不断发生。

该书获得第七届中央公论文艺奖、苹果日报翻译小说销售排
行榜连续两季第二名，荣登纪伊国屋、诚品、博客来、金石
堂各大排行榜第1名，亚马逊中国畅销图书榜第二。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七

《放学后》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早期创作的推理小说，是他
的成名作。1985年，《放学后》以绝对优势摘得日本推理小
说界最重要的新人奖——江户川乱步奖。同年，日版单行本
由讲谈社出版发行。1988年由讲谈社出版文库本。正是《放
学后》的成功，使他决心走上专职写作的道路。

大陆版本由南海出版社于出版发行。台湾版本由林白出版社
于1991年出版发行，后由脸谱出版社于20出版发行。

恶意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八

“23岁的拓实一事无成。他从小被人收养，一直以为自己被
抛弃了，于是自暴自弃。



一天，他在东京的花屋敷游乐园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
对他说：‘再过几年，你会结婚生子，你将给你的儿子取名
为时生，时间的时，生命的生。那孩子长到17岁时，因某种
缘故而回到过去，那就是我。’”

我个人是被封面上的一句话吸引的：你从没觉得能来到这世
上真好吗？《时生》有别于东野圭吾其他作品的是它既有精
彩而又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也给人以温暖与感动，是一本
在这个寒冷冬天能感觉到被暖暖治愈的作品。

“无论是怎样短暂的一个瞬间，只要有活着的感觉，就有未
来。只要心中有未来，人就能幸福起来。”

愿读完这本书的你，能获得一种小而确定的幸福感：活着真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