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家讲解 巴金家读后感(大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巴金家讲解篇一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
曲”中的第一部，它从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
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家》的写作年代是1931年，写的是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
地主家庭。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
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
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
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
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等等。

故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期。四川成都高家，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
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
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高老
太爷直接管着他们。觉新是长子长孙，为人厚道，但性格软
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
相爱，但却接受了老太爷的安排而与李瑞珏结婚。婚后他过
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
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
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觉民与觉慧在外
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因此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



对头。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老太爷又为觉民聘
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
下，觉民离家躲避。觉新则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

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爱上了聪明伶俐的婢女鸣
凤，但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高老太爷便
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冯乐山，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
觉慧既悲伤，又愤怒，决心脱离家庭。高老太爷的四子克安、
五子克定，都是酒色之徒，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
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
也大嫖戏子，高老太爷在此打击下一病不起。高家又发生家
产之争，以致全家不得安宁。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家中大
办丧事。将要生孩子的瑞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
灾为由赶到郊外生孩子，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瑞珏
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逆
者。最后觉慧离家去上海，投身革命。他的这个决定得到大
哥觉民的支持。

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
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
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
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
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
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
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
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
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
出“我控诉”的心声!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
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
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
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
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



形象构成与父辈的尖锐对立。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
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
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
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
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
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
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
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
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
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
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
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家》这部作品从思想内容上，对摧残人的青春、生命的封
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对那些在封建礼
教的重压下受苦、挣扎最后作了牺牲品的人们寄予了无限的
同情，对那些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而奋斗的人们进行了大力的
歌颂。

巴金家讲解篇二

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的总账。
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
个隐秘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为了这一天的浪费，为了
这一天的损失，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

我之所以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 --巴金

奋斗就是生活，人生惟有前进。 --巴金

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 --巴金



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巴金

寒冷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巴金

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 --巴金

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 --巴金

我不配做一盏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 --巴金

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巴金

不能够单单为着那一对眼睛，就放弃一切。 --巴金

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巴金

1.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
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
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
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
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2.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
那需要爱的，应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
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3.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
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
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
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
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
方向。



5.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搏
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
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

6.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
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8.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
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
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9.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前
面指路。

10.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
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
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
头发。

12.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
事

17.人的身体可以被囚禁，人的心却不可以。

18.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
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他这样想着，前面的幻景
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惜被他抛在后面的.过去
十八年的生活了。

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
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

19.一种新的感情渐渐地抓住了他，他不知道究竟是快乐还是
悲伤。但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离开家了。他的眼前是连接



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
个未知的大城市去。

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
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热情的年轻朋友。

20.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丰富满溢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应该
为他人放射，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自我牺牲
是人的天性，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

21.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搏
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
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

22.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
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23.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
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
的骨灰盒讲好话。

24.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
事。

25.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记了一切地大笑，
因为我戴了假面具……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底假面具，我看
见了这世界底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底无助而哭，
为了看见人类底受苦而哭。

26.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我回头看背
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8.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
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27.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成人间乐园，但是未治好的



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6.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不能讳疾忌医。

巴金家讲解篇三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阳
光温柔地对着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
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耀着，红的星，绿的星，白的
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

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或者是我，每个人在春天里都
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

然而秋天在春天里哭泣了。

这一个春天，在迷人的南国的古城里，我送走了我的一段光
阴。

秋天的雨落了，但是又给春天的风扫尽了。

在雨后的一个晴天里，我同两个朋友走过泥泞的道路。走过
石板的桥，走过田畔的小径，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一个
我不曾会过面的疯狂的女郎。

在—个并不很小的庄院的门前，我们站住了。一个说着我不
懂的语言的小女孩给我们开了黑色的木栅门，这木栅门和我
的小说里的完全不同。这里是本地有钱人的住家。

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我看见了我们的主人。宽大的架子床，
宽大的凉席，薄薄的被。她坐起来，我看见了她的上半身。
是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

我们三个坐在她对面一张长凳上。一个朋友说明了来意。她



只是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样。我默默地看了她几眼。我就
明白我那个朋友所告诉我的一切了。留在那里的半个多小时
内，我们谈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话，看见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

别了她出来，我怀着一颗秋天的痛苦的心。我想起我的来意，
我那想帮助她的来意，我差不多要哭了。

一个女郎，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我一生里第一次
懂得疯狂的意义了。

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
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
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
自由。我给人唤起了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前面
安放了一个事业，值得献身的事业。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给
另一种势力摧残了。在唤醒了一个年轻的灵魂以后，只让他
或她去受更难堪的蹂躏和折磨。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一
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
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eaccuser”（我控
诉）。

巴金家讲解篇四

我想这书最适合青春的人去读，十八岁，刚入世事，见的不
多，有活力有激情，这书最能激起这样的人的兴趣。他们或
许会像觉慧一样反抗旧的东西，去追寻理想和新生事物。

而我现在读来确实已经对觉慧有了自己的判断，我有时不能
完全赞同觉慧。我有时很同情觉新，甚至觉得觉新的做法并
没有什么异常。而对觉民，更是觉得他成熟、冷静，对世事
有自己的判断，又能够忍耐自己所厌烦的东西，有能够追求
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才是正确的。人或许只有积极抵抗与



消极抵抗相结合，才能活得更好，最后觉民不是活得了幸福，
并在家中长期生活下去？或许这样的结局更适合普通人。

但我想作者并不是我以上一段的意思，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奋
起反抗，去接受新思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就是
一个人的三方面。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矛盾体，而对于任何事
情的做法，都有着三种不同的计划，恰是三兄弟身上所体现
出的性格与行事方式。看书时，会觉得有时自己是觉慧，想
要反抗，却困难重重，又对社会抱怨多多，有时是觉新，虽名
“觉新”，却很“守旧”，逆来顺受，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有时又觉得自己是觉民，可以对他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可是
试着用语言抚慰每一个人心灵的伤。

我想我或许是被书本毒害太深的一个人，终究不能如觉慧一
样。

再来说说这本书。

这本书很难说是悲剧还是喜剧。因为瑞珏、梅、鸣凤、爷爷
的死、大家庭的没落，不得不说是悲剧。而最后觉慧去上海
追寻新思想，觉民得到幸福，这又给此书留下了希望。但不
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部厚重的书。

此书的语言很简练，却又很深刻。作者在书中有大量评论的
话，并将这些话与叙述将结合，这是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过
提炼的话，将这种深刻有理的话语寓于具体事情之中，更显
出其深刻见解。正如有一段是即将睡觉，便将人的性格与世
事和睡觉联系起来，有一段是将花园里的湖，便说这个家就
像湖一样，表面平静而内里波涛汹涌。

而总体来说，语言叙述性很强，并有张有简，很流畅，点到
为止。详略恰到好处。



我想这部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值得一读的，你会看见厌烦的有
趣的上一辈人，看见积极反抗的下一辈人，还会看见在社会
之中漂浮着的这一辈人。你会看见这个社会，或许还会看见
你自己。

巴金家讲解篇五

巴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原名李尧棠，
字芾甘。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方家庭。

《家》写于1931年4月至1932年4月，是作者巴金积最初19年
的生活经验写成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正如巴金所说
的：“《家》是一部写实的小说，书中的那些人物都是我爱
过或者恨过的，书中那些场面还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
过的。”这时我已经无心再欣赏这美丽的风景，走到回家的
路上，仔细回想捡钥匙的经过，心里不由得一片温暖……长
篇小说《家》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
庭腐烂、溃败的历史。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
制度的缩影。从表面看，高家“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
意”，家庭内部尊卑有序，礼法森严;但实际上，在这个大家
族中处处都充满着激烈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为了争夺家
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
招牌，耍尽了花招。作品还表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一代觉醒
了的青年同这个罪恶家族的斗争。这些青年受“五四”反封
建巨浪的影响，一方面在社会上参加宣传革命思想的学生运
动，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和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展开勇猛的战
斗，最终，他们真正敲响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丧钟。

《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经过以觉
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势力的
激烈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
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示了大家族和旧礼教、
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
命运。同时，作品还以极大的活力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



醒、抗争以及他们与罪恶的封建家庭的决裂。

那个黑暗的年代永远地过去了，《家》在批判那个时代的同
时正昭示着青春的可爱，对啊!青春是多么的可爱，我们正处
于完美的青春岁月中，我们充满了活力，我们的心里洋溢着
爱!

只要心中还有梦，就能忍住多少痛。

只要心中还有爱，那就离欢乐很近，离幸福不远了!

巴金家讲解篇六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
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
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
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
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
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
《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
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
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
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
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
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



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
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
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在中
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
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
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
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
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
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
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
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
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
《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
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
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
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理、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
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萧伯纳、莎士比亚、司
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
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家讲解篇七

黑色的雪夜，黑漆漆的门伫立在寒风中。像瘦口一样大开着，



吞噬着无尽的黑暗。

你可曾记得鸣凤惨淡的哭声?可曾记得她最后一次来找觉慧时
的样子——“极力忍住泪”、“声音异常凄惨”?可曾记得她
抱着周氏的腿哭的昏天黑地?也许，鸣凤只是一个女佣，但她
有尊严，有人格！她宁死也要维护自己的清白，敢于以死向
封建专制抗议，但又有谁会听她的话呢?曾经觉慧与她的那段
往事真真切切成了往事，一个女卑怎么可以和公子少爷相提
并论呢?这样一个刚烈的女子，却换不来旧社会统治者的半点
同情，冷若冰霜的心，少爷少奶奶们除了觉慧还有谁会考虑
到鸣凤呢?正如作者所说的——要为那无数的无名牺牲者“喊
冤”，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是掉了青春的青年！这样
一个纯洁的女子，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就这样以一个宁可
投湖自杀也不屈服的背影，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怀想。

还有觉慧。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下的觉慧，显得独树一
帜，他同情底层的工作者(如鸣凤)，他向往自由平等，而不
是像觉新一样对一切都懦怯顺从，他总是有很多的主意，他
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本质，唯有他，敢于反抗封建统治，在
那样一个旧社会里，他觉醒了，“叛逆”了，是新青年中的
一个，没有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是做了一名开拓者。爽
朗的性格，让他不会像大哥那样矜持，充满矛盾，又不会像
梅一样多愁善感。他向往自由，敢于创新，大胆争取个性解
放。他似乎什么都不怕，不懦弱，不胆怯，不肯服从，有自
己的思想。我敬佩他，佩服他的骨气。这样的青年在当时真
的是不可多得！陈腐的文化和嘈杂的社会没有玷污他的双眼，
他有自己的打算，有对社会的新认识！

从《家》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当时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男
女交往的不平等，和所谓封建伦理“孝“道的熏染，这一切
都加强了悲剧的氛围。

这一部传奇的著作，给予了我震撼，和对社会的感慨，还有
对现在这难能可贵的和谐世风有了更深的了解。



巴金家讲解篇八

《家》一书写的是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一代青年的历
程。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他们
出身在四世同堂，黑洞洞的大家族公馆中。这里，我只想谈
谈最耀眼的觉慧。

无论是觉慧的心灵的蜕变历程,还是在大家族阴影下有着令人
惋惜结局的凤鸣等人物对命运无声的抗争，透过巴老的笔，
我们能看到两个字：反抗。“是的，我要反抗这个命
运。”“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 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满
溢着纯洁浓厚的青春气息。这种单纯而自然的气息，如巴老
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即便文章有着一个沉重的主题，字里间仍表现了青年人所特
有的活力、困惑和斗志。“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
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
的东西。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家讲解篇九

挺拔的松树，无论怎样，它依旧那样翠绿，面临严寒它从不
低头，怪不得称为岁寒三友呢！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呀！
这校园不仅绿油油的，连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绿色的小苗儿，
在“园 丁”们的辛勤照料下，我们吸收这春天的雨露，夏日
的阳光，以及冬天的严寒，我们茁壮成长，苗儿们坚信要成
为一颗高大挺拔，昂首天穹的橡树！依靠/xixing 回答采纳率：
41.4% 2019-04 -21 22:06 检举很开心又可以坐在这里通过
广播与大家作心灵的交流。思索了很久，才决定开这个真心
互动的栏目。所谓广播并非只是单纯的我播你听的过程，很
多时候更需要心灵之间的交 流与互动。这样才可以让大家喜
欢上我们的广播站，才能从每日的广播中吸取精华，有所获
得。



我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巴金)

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
忧，乐他人之乐。(爱因斯坦)

巴金家讲解篇十

轻轻地掩上《家》，一股寒意袭来，高家四代，太爷下令，
孙子反抗，火光四射，将人灼伤，兄弟爱情，一次想爱，两
人心伤，三起波折，四人反抗，最终夭折无人成双，泪雨婆
娑欲断肠，品(家)，亦是品社会，品人生，在《家》中，我
领悟到了社会是个巨大的矛盾体，有的人痛楚，有的人快乐，
有的人富裕，有的人平穷，有的人付出的不过是玩乐得心态，
却能够天天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得生活;有的人起早贪黑，
战战兢兢地努力工作，到头来一无所有。

有得人看不见问题所在，只怪老天不长眼，让自己活的那么
苦，那么累，祈求漫天神佛，大发慈悲，给自己一条活路。

这样的人，在(家)——觉新靠着酒精，麻醉自己，淡忘痛苦，
他面对现实，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但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
的 ，对谁都没有好处，不过是把旧家庭得寿命延长了罢了，
觉慧给他带来了新的思想，使他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得真
面目，却增加了他的痛苦，这正像使死者看见自己得腐烂一
样。

我们不能像觉新那样，在挫折面前麻木自己，怨天尤人，到
头来腐败不堪。我们要积极得找出问题所在，去勇敢的面对
它，即使不能战胜它，我们也会为曾经付出过而笑逐颜开。

这样得人，在《家》利——鸣凤爱上了身边是少爷得觉慧，
用她纯洁的心灵默默支持，祝福他。在出嫁和死亡面前，她
毅然选择了死亡，虽然时消极得抵抗，却是她一生最勇敢，



最值得称赞得一件事。

对既定的不幸说不，为爱人守护她的纯洁，她也算得到了另
一种幸福，对既定得不幸，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要奋起反抗，
不能逆来顺受，要勇往直前，逃避只会让你堕入失败的深渊，
选择勇敢也许会峰回路转。

这样得人，在《家》利——琴一直希望念“外专”，希望像
许清那样勇敢果断的剪短发，但勇气不足，压力太大。她奋
斗，她挣扎，她苦苦的追求，才得到一点点得结果，然而这
个结果显得那么脆弱，只在一刹那就毁坏了她十几年来得苦
心惨淡经营造就的一切。她是个脆弱的女子，也免不了像猪
羊一样在哪里等待别人宰割，连一点抵抗的力量也没有。

琴时一个有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到投来还时任人宰割，理
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时残酷的。我们不是没有奋斗的决心，
不是没有这样得激情，不是没有那样得意志，只是理想离现
实太远。

我不知道开拓前路得人会得到怎样得报酬，但是我们所能看
到的，是血与肉铺成得大道。这条大道还有太多太多的缺陷
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改进。给我们一双眼睛，让我们去挖掘;给
我们一支笔，让我们去书写;给我们一个喇叭，让我们去呼
吁;给我们一对耳，让我们去倾听。但我们仍要有人去牺牲，
去为这也许在未来看来是非常寻常但现在看来却是惊世之举
得事物“流血”。

你是不是那个愿意站出来奋起反抗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