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教师求职信例子(大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观后感。可是观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观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芙蓉镇观后感篇一

《芙蓉镇》，它以一个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
十几年里命运的变化，从他们的个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
异化，向人们展示了小人物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踉跄足迹，
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芙蓉镇观后感，供大家参阅!

芙蓉镇，一部人性的电影。是刘晓庆和姜文在青年才俊的时
候拍的。刘晓庆当年的确是一朵让人眼睛一亮的小花。她笑
起来是那样的甜美。很让人沉醉。。。

刘晓庆在影片里扮演一位敢爱敢恨的小女子，为了生活，可
以不断的付出，可以那样倔强的生存。姜文在里面扮演一
位“黑五类分子”，一位“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由于时
代的原因，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艰难。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
境里，他们是勇敢的。他们的内心是强大的。一个内心真正
强大的人是打不垮的。既使在扫大街的时候，他们也能那样
的坚强，那样的艺术。“一对黑夫妻，一对狗男女”，“活
下去，象牲口一样活下去”，我终于明白，人世间最残酷的
是政治斗争，这么一说了。

犹清晰的记得，那是上高三的时候，天气很冷，外面下着冻
雨。我们在教室里冻得打抖，叫苦不己。当时我们的历史老
师刘德洋先生就说过，最让人痛苦的不是天气的寒冷，最让
人痛苦的是政治斗争，最可怕的也是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
满楼，政治的风雨，政治的运动。让无数的人不寒而粟，人



有时候为了要生存，要变得那样的卑微和萎琐。。。

天亮了，一切就都好了。。。

仁者无敌，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了明天，请选择今天努力，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今天晚上，我看了一部老影片《芙蓉镇》，它让我们没有经
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感觉到很震撼!可以说 是那个特殊的年代
造就出了特殊的事情。

《芙蓉镇》，它以一个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
十几年里命运的变化，从他们的个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
异化，向人们展示了小人物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踉跄足迹，
以此来探讨极左思想的渊源，来反思民族的历史。由于《芙
蓉镇》刻画了“文革”的动乱岁月，在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
但谢晋力排众议，完成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推动
了思想解放和对动乱岁月的思考，并用艺术的形式向世人宣
告了动乱岁月的终结。

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芙蓉镇，人称“芙蓉仙子”的胡玉
音跟丈夫黎桂桂开了一个豆腐坊，以卖米豆腐为生。胡玉音
美丽大方，待客热情，黎桂桂心地善良，忠厚老实，因此小
两口的生意很红火。经过几年起早摸黑的劳作，夫妻俩用省
吃俭用攒下的钱盖起了新房。落成之日，镇党支部书记黎满
庚，南下老干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乡亲们都来祝贺。可这
一切却引起了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的嫉妒。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李国香当上了工作组长，一直
对胡玉音垂涎三尺的“土改根子”二流子王秋赦成了运动
的“积极”人物，他们二人狼狈为奸，大抓阶级斗争。结果
胡玉音家被划成“新富农”，新屋被查封，黎桂桂也被逼自
杀了。曾帮助过他们的黎满庚和谷燕山都受了牵连，黎满庚
是因为自幼与胡玉音青梅竹马，早年为服从组织要求而与胡



玉音分手，这时被认定为阶级界线不清而降职。而谷燕山的
问题则是因为曾卖给胡玉音碎米，因而也被撤职了。在接踵
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王秋赦又成为运动骨干，当上了
镇党支部书记，而李国香却被赶下台，昔日以打击别人为乐
的她脖子上挂了破鞋游街，也尝到了受侮辱的滋味。芙蓉镇
笼罩在恐怖当中。

胡玉音成了富农寡婆后，处处受欺凌。在“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被命令每天和“右派分子”、原地区歌舞团编导，人称
“秦癫子”的秦书田一起扫大街，秦书田给了胡玉音以真诚
的关怀和帮助，同病相怜的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并不顾
一切地相爱了。而此时李国香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她身兼
数职，又恢复了从前威风显赫的嘴脸。胡玉音怀孕后，秦书
田请求王秋赦批准他们登记结婚，不料因此惹恼了李国香，
厄运又一次降临，秦书田被判刑20xx年，胡玉音也被判刑3年，
因怀孕而监外执行。

“天亮了，鬼就不出来了”，在一个人像鬼，鬼似人得时代，
天亮了也未必有用，推荐一部电影，芙蓉镇。这是姜文早期
的一部电影，故事是从一个买豆腐的芙蓉姐开始的——胡玉
音，一个从小出生在一个妓女家庭的旧时代女人，但是在他
身上去另外多了比同时代普通人的商业精神，当然是导演的
可以安排，但是也许是那个时代的很多数中的一个，所以在
聚光灯下才显得那么真实，那么的感人肺腑。文化大革命是
这个故事的背景，在那样的一个“阶级斗争”成为“时尚”
的社会，似乎多一点生存智慧都是罪过，多一点文化都是累赘
(秦书田)，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多这一点，被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当成“运动”的对象，才有了故事的悲剧。

姜文的这部电影，没有太多的做作因素，整部电影的节奏不
紧不慢，很多情节似乎可以预料到后面的故事，但是结果预
料的又不是那么的准确，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在一
个动荡不安，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的社会，一个的“预期”
似乎都是多余的。谁能够知道一个看起来貌似傻乎乎的王敦



秋成了明天的“王支书”?谁又能知道一个闻名全镇的“芙蓉
姐”会变成明天扫街道的呢?更有谁能够知道当年风光不得了
的李国香也会成为“破鞋李国香”呢?……太多的不确定，太
多的变化，太多的运动。我很欣赏秦书田的一句话，“这是
好事，不管红夫妻黑夫妻，只要是夫妻就行了”。他看清了
那个世道，看清了运动的真谛，他才是真正的生活智慧者!这
样安排是导演可以安排的，在结尾就得到了验证，当从人变
成鬼的王支书再次来到芙蓉姐的豆腐摊时候，他还是施舍给
这位“靠运动生存的人”一碗米豆腐，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
道明天运动会不会真的到来。

“今天你幸福了吗?”这是白岩松先生的一本书名，我不知道
里面的内容写得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借这个名字来向我们
自己的内心反省，我幸福了吗?也许和电影里的他们中的任何
一个相比，我们真的很幸福了。

昨天的时代“完了”，但是我们的时代“还没完”!当谷燕山
在一个黑夜呼喊时候，我的内心也在呼喊，他的时代是完了，
我们时代正是他们“完了”换来的。而我们还没完!他的呼喊
似乎又在耳边响起，因为黑夜的安静使得他的呼喊更加振聋
发聩。

当我们看见摔倒的老年人不敢去扶她时候;当我们多家财富很
大一部分都准备向海外转移时;当人民的血汗钱被那些贪官无
情的窃走时;当我们的道德和良心一次次被质问时;当我们的
法律在权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时;当……我们幸福了吗?我们
也许在为另一个地方在扫街道。

在一个个事实的面前也许最后的生存方式的秦书田，“活下
去，好好活下去”“扫街道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于是欢歌起
舞”“红夫妻黑夫妻，是夫妻就行”，是的，这就是生活，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知道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大部分是义愤填膺的，大部分



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悲催的，多么的草菅人命!我想
这不是导演的本意。这部电影的好是在引起我们反思当下，
反思是引起我们思考，思考当今的问题，每个人又每个人人
的思考视角，作为我们一个老百姓，应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内，尽量能够做出适当的改变，改变自己也行，改变坏境更
好，总之，选择最佳的生存方式。

芙蓉镇观后感篇二

印象中，通过一个家庭在文革浩劫中的悲惨经历反映那个动
荡年代对于人性的摧残的片子有好几部：张艺谋的《活着》、
田壮壮的《蓝风筝》，还有谢晋导演的这部《芙蓉镇》...大
家是否看过《芙蓉镇》这部电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观
后感：

虽然它们反映的是同一时代的同一问题，且故事中人物的命
运大都坎坷多舛，但这部先于其余两部拍摄的片子却给人一
种不同的感受，即在黑暗、混乱与痛苦中，透出了更多的温
情，似乎处处都散发着人性的真、善、美。

作为一部八十年代的影片，电影中对于色彩的运用自然不可
能像现在这样用到极致，但谢晋导演仅仅用了两种色彩：红
与黑，便将故事中人物命运的一波三折、那个年代的黑暗、
压抑，以及那个年代里最为珍贵的真情渲染地淋漓尽致。

影片的一开始，芙蓉镇上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胡玉英的米
豆腐店前人头攒动，众人之中，“豆腐西施”的一袭浅红色
夹袄十分耀眼。

此时的她凭借拿手的米豆腐和丈夫一起把小铺子经营得热热
闹闹，终于辛勤和汗水换来了属于两人自己的新居。



一直到这里，整部电影都笼罩在温馨而甜蜜的如朝阳一般的
浅红色之中：从天上的阳光、云彩，到芙蓉镇的青石板街、
黑瓦白墙，再到人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似乎都被玉英的美
丽感染着。

即使有李国香在旁闲言碎语，却也只会被当作小肚鸡肠不必
过多计较的言语;即使有王秋赦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在一旁蹭吃
蹭喝，却也乐得只将他当作平常日子里的开心果。

然而随着李国香这个工作组长的上任，随着“运动”的开始，
故事人物的命运急转直下，故事的色彩也从浅红到灰，最后
彻底陷入黑暗。

胡玉英和丈夫苦心经营所得的钱款被判定成了“走资”“剥
削”，自己也成了受清扫的“富农”，在乡下避避风头回来
之后却发现丈夫早已被逼而亡。

在没有一丝光亮的黑夜中，近乎绝望的玉英在墓地里疯狂地
呼喊着丈夫的名字……此时的她早已经不是那个众人包围之
下的美丽少妇了，她必须面对的是隐藏在黑暗中的未知命运。

可显然这并不是一出绝对的悲剧，而秦书田的出现便是这个
故事之所以动人的关键所在。

他被人叫作是“秦颠子”，正是这股“颠劲”，拯救了胡玉
英，也拯救了他自己，以爱情的方式。

影片的第二部分开始，仍旧笼罩在夜幕之下的芙蓉镇一片黑
暗，大街上已经有了两个扫街的身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个小镇无人的清晨，也许只是一句
“该起来了”，那些无人可诉的苦楚、那些被误解冤枉的过
往、那些支离破碎的回忆、那些或许曾经拥有过的梦想，都
只有他们彼此能懂，即使很少有言语，即使只是简单的交际，



但爱也许就这么伟大，且不会被时代社会所牵绊。

而这种爱，是秦书田给予胡玉英的从心底里传递的温暖。

起初时，胡玉英还会说：“做什么喜歌堂，败了彩
头”、“请你来写字，你为什么偏偏写反社会的对联来害我
们?”但渐渐的，这温暖将整部影片从黑色的昏暗气氛中拉出
来，恢复了开始时温暖的红色基调，甚至比开篇时洋溢了更多
“苦尽甘来”的幸福。

影片中有这样一段: 秦书田先是扫一下地，然后像模像样地
舞一下扫把，数出“一、二、三”这样的节奏，那是华尔兹
的舞步。

又如秦书田去向王秋赦申请结婚，不仅被拒绝，而且领到一
幅写有“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字样的白对联。

收到这幅对联的秦书田不仅没有觉得羞耻，反而对胡玉英说：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领导的用意。”

这是在那个年代里被迫害和隐藏了的，其实深植在每个中国
人内心的不屈的脊梁的力量!至此，这部影片完成了它的升华，
它不再只是对于那个时代众生相的反映，它更是一种对于人
性的深究。

而作为对立面，王秋赫和李国香的形象看似最大恶极，其实
他们不过也是人而已。

就像那场王秋赫到李国香家中的戏，已经伪装了许久的他们
终于也展现了一回自己的真性情。

如果在当初他们得到了自己所期盼的爱，他们又怎会变成今
天这幅模样呢?为了自己的家庭把玉英的钱上交的秦满庚更没
有错，为了妻子、家庭，那对他来说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怀孕的胡玉英一个人孤独地继续着她的扫街生活，可她绝不
孤独，芙蓉镇上的人们会自觉地走上去帮忙。

远处的天空里，太阳露出了它小小的一角，也许我们才发现，
但其实，无论“运动”进行的多么激烈，人们心中的善良和
淳朴都不会改变。

黑夜只是暂时的，而红色的、金色的黎明必将回到来。

那些在黑夜里积蓄的勇气教会我们不再畏惧黑暗!

一部八十年代的电影，一部革命题材的电影，说实话，在看
之前，我并没有抱有太多的期盼，只是看完后，我突然觉得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带给我一个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
却也确实熟悉的年代。

整部影片对历史的描述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到不让上映。

每个时代伟大的人物，都会有他的功与过，而《芙蓉镇》只
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缩影，我们不明白在那个名不聊生的
动乱年代，受害的到底有多少人!那个年代对于我来说熟悉又
陌生，我永远不明白他的真实面目，却也总隐约看到的过去。

历史是要用辩证的手法对待的，历史是事实，我们没有带着
恶意观看那个时代的政府，我只是为人民的遭遇而深感同情。

那个人能不犯错?所以我们就应原谅那个时代，但是同时，我
们也要记住那个时代。

电影讲述了一个名为胡玉音的女人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命运跌
宕，以及他身边人的起起落落。

那么首先，让我们讲讲胡玉音这个女人吧。

她与丈夫黎桂桂开了个卖买米豆腐的路边摊，生意兴隆，之



后有自己辛苦打拼，盖了新房，但是这一行动，却被批为走
资本主义路线，他们的新房被收没，一千五百块钱虽交与黎
满庚保管，但是在那个动荡的社会，黎满庚为了保全自己及
家人，最终将钱交出。

胡玉音去外地躲避一年后回来，发现丈夫去刺杀李国香而早
已亡故，悲哀之至，又听秦书田说自己被判为富农。

之后，她就一向被迫扫大街改造。

在扫大街的过程中，他与同时扫大街的秦书田互生爱慕，最
终不顾反对在一齐。

阶级斗争开始后，秦书田因为当年写反歌而被批为右派，亦
被进行劳改扫大街。

再扫大街的过程中，她与胡玉音慢慢产生感情，两人决定结
婚。

而当秦书田递交申请后，却遭到反对与耻辱，还在自己家门
上贴白对联：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

这是个对么大的侮辱，在那里，他们左派眼里的所谓右派，
连拥有婚姻的权利都没有!秦书田看胡玉音一向哭，就给她说：
你哭什么，黑夫妻也是夫妻，这等于是政府承认了。

不得不说秦书田一向是个乐观的主角，在他的身上，我看到
了迫害，也看到了反抗与期望。

在秦书田与胡玉音私自结婚的那天晚上，谷燕山不请自到。

看到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兴奋，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形势
再怎样严峻，却还是有些人会背着所谓的组织走，他们这是
无声的反抗。



也就在他们结婚后，秦书田被判十年囚禁。

而谷燕山，究竟又是个什么人呢?在电影后面胡玉音生孩子时，
谷燕山将语音送去医院，当他看到护士军装的领口与带着五
角星的帽子时，他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噙满了泪水，那个
眼神是愤怒。

是不满，是不服，是不屑是……是多么复杂的感情啊!在那里
我们才明白原先谷燕山原始一个扛着枪达江过山的军人，原
先他在战争中，受了难以启齿的伤。

之后战争结束，他没有娶到老婆，也没有生活的更好。

对于他来说，他收到的伤害和胡玉音，和秦书田，和其他的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也都很相似。

他以前为其买过命的组织此刻反过来把他搞得穷困不堪，这
是多么高尚的愚弄与嘲讽。

是所有人不满的情绪，完了的是过去的岁月，没完的是人们
所向往的生活，也或许，是其他的什么……而在这个时候，
听见叫喊的秦书田说：人心不死。

黎满庚这个人，年轻时曾与胡玉音相好过，但是他为了保住
党籍，放下了她。

之后，他又为了自己与家人，交出了胡玉音托他保管的一千
五百块钱。

在与谷燕山喝酒的时候，他说羡慕谷燕山，谷燕山说：要活
的有良心。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虽然黎满庚做了一些不义的事，但
是我们又没有理由批评他，因为这恰恰是人的最真实本性，



所以我对他表示理解。

况且如若每个人都如谷燕山一样，那么这个电影也就失去了
许多他原有的吸引力。

真实的东西永远都是最易感动人的。

李国香是负责整个芙蓉镇工作的干部，他一心拥护阶级运用，
而其实，她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我对她的感觉，就是她只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牺牲品，一个盲
目崇拜者，一个被运动运用的工具与棋子。

然而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棋子随处可见，他们盲目而又忠实
的一塌糊涂。

她以前被打到过，但是之后又站起来，她的站起来，预示着
这阶级运动的继续。

最后回到市里的路上，偶遇当年被打倒的秦书田，秦书田对
她说：安安静静的成个家，学着过过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
着跟他们过不去，他们也容易，也，不容易。

虽然这句话是冲着李国香说的，但是只是冲着李国香么?表面
看是的，但是李国香只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化身，这是在对那
个时候的党说话，说让政府安静，别总想着和老百姓过不去。

打倒他们容易，但是打倒他们也不容易。

李国香最好照样风光，坐车回城，这就好比发展这场运动的
人，最后却都相安无事。

受伤最大的，只是那些老百姓。

在秦书田回到芙蓉镇的.路上，他就遇见了一群小孩，然后他



摸摸他们的头，开心的笑了笑，继续朝前走去。

小孩子其实是一种期望的暗示，他摸着他们的头，就像是是
摸到了期望，摸到了明天，也像是摸到了某个和平的年代。

每次剧里的人物受到磨难，都会觉得生活是那么黑暗，但是
虽然人人都是受着阶级运动的压迫，从中，我们却还是能深
切的感觉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不安分。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内心的反抗，又觉得热血沸腾，止不住的
为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感动。

在李国香攻击芙蓉姐胡玉音的米豆腐摊时，大家对此举动都
表示了行动上的抗议。

在批判会上，谷燕山突然站起来冲着左派代表李国香说他要
去撒尿。

在看到孙子替爷爷受改造时，黎满庚媳妇说：造孽啊，阶级
斗争，看样貌要搞起码三代啦!()而在这些不安的人群里，秦
书田是最让我为之动容的。

扫大街的时候，秦书田也能舞起来，在被叛十年后，他对胡
玉音说“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秦书田对李国香说：
你，也是人。

秦书田请求结婚时说：就是公狗和母狗，公鸡和母鸡，公猪
和母猪，也不能不让它们婚配吧!秦书田劝一向掩面哭泣的胡
玉音说黑夫妻也是夫妻。

秦书田给那个趾高气昂的李国香说：我叫秦书田，外号秦癫
子，专业是扫大街，而且扫得还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有
幸结了婚……每次看到秦书田出场，都像是看到了一股倔强
的期望，就像是冬天里一星燃着的小火苗，微弱的随时都可



能被风吹灭，但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么扎眼，给人带来一
点点温暖。

他坚强又勇

敢，同时又不是幽默。

谷军。

也就是胡玉音的孩子，他冲着母亲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了!是的，回来了。

他的父亲回来了。

这个社会的期望也回来了。

那个时代，远离了……

在谢晋导演的安排下，电影中的人物一个个都那么的迷人，
他们所表现出的顽强与不屈，所经历的忍辱负重，都给人一
种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的信念。

一个人，你只有活下去，才可能待得到期望。

命运会是个未知的东西，时代可能会有错发生，但是选取不
能有错，期望要永存于心间。

之后，芙蓉姐胡玉音的房子回来了，一千五百块钱回来了，
他的丈夫秦书田也回来了，好像一切又变成了最初的摸样，
好像大家还是很开心。

但是我们在看到这种幸福的场景时，情绪却止不住的压抑，
并且伴随着无比的沉重。

我们自能看到内心以外的东西，因为心灵上受过的伤，是摸



不着也看不见的，然而而那些却恰恰是最大的伤害。

什么能还回来呢?黎桂桂回不来了，过去的青春也回不来了，
那些未受伤的纯正的心也回不来了。

回来的这一切实际上实在告诉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曾失去过
什么。

此刻关于革命题材的电影很多很多，而更多状况下，我是不
愿意多看的，因为他们往往是几个领导一指挥，士兵扛着抢
就上，然后不是打了胜仗就是打了败仗。

许多关于文革时候的影片或电视，也没有将人物的内心与当
时人所受的镇压真实展露出来。

所欲我谢谢还有这么一部好的影片，让我能够了解那个年代，
让我们能够证实过去，缅怀那代人的辛劳与忍辱。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但是也很庆幸中国此刻的进步，让我们最后能够把自己的想
法说出来。

要是在那个年代，我这篇文章估计足够拉去砍好几回脑袋了!

芙蓉镇观后感篇三

“天亮了，鬼就不出来了”，在一个人像鬼，鬼似人得时代，
天亮了也未必有用，推荐一部电影，芙蓉镇。这是姜文早期
的一部电影，故事是从一个买豆腐的芙蓉姐开始的——胡玉
音，一个从小出生在一个娼妓家庭的旧时代女人，但是在他
身上去另外多了比同时代普通人的商业精神，当然是导演的
可以安排，但是也许是那个时代的很多数中的一个，所以在
聚光灯下才显得那么真实，那么的感人肺腑。文化大革命是



这个故事的背景，在那样的一个“阶级斗争”成为“时尚”
的社会，似乎多一点生存智慧都是罪过，多一点文化都是累赘
(秦书田)，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多这一点，被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当成“运动”的对象，才有了故事的悲剧。

姜文的这部电影，没有太多的做作因素，整部电影的节奏不
紧不慢，很多情节似乎可以预料到后面的故事，但是结果预
料的又不是那么的准确，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在一
个动荡不安，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的社会，一个的“预期”
似乎都是多余的。谁能够知道一个看起来貌似傻乎乎的王敦
秋成了明天的“王支书”?谁又能知道一个闻名全镇的“芙蓉
姐”会变成明天扫街道的呢?更有谁能够知道当年风光不得了
的李国香也会成为“破鞋李国香”呢?……太多的不确定，太
多的变化，太多的运动。我很欣赏秦书田的一句话，“这是
好事，不管红夫妻黑夫妻，只要是夫妻就行了”。他看清了
那个世道，看清了运动的真谛，他才是真正的生活智慧者!这
样安排是导演可以安排的，在结尾就得到了验证，当从人变
成鬼的王支书再次来到芙蓉姐的豆腐摊时候，他还是施舍给
这位“靠运动生存的人”一碗米豆腐，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
道明天运动会不会真的到来。

“今天你幸福了吗?”这是白岩松先生的一本书名，我不知道
里面的内容写得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借这个名字来向我们
自己的内心反省，我幸福了吗?也许和电影里的他们中的任何
一个相比，我们真的很幸福了。

昨天的时代“完了”，但是我们的时代“还没完”!当谷燕山
在一个黑夜呼喊时候，我的内心也在呼喊，他的时代是完了，
我们时代正是他们“完了”换来的。而我们还没完!他的呼喊
似乎又在耳边响起，因为黑夜的安静使得他的呼喊更加振聋
发聩。

当我们看见摔倒的老年人不敢去扶她时候;当我们多家财富很
大一部分都准备向海外转移时;当人民的血汗钱被那些贪官无



情的窃走时;当我们的道德和良心一次次被质问时;当我们的
法律在权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时;当……我们幸福了吗?我们
也许在为另一个地方在扫街道。

在一个个事实的面前也许最后的生存方式的秦书田，“活下
去，好好活下去”“扫街道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于是欢歌起
舞”“红夫妻黑夫妻，是夫妻就行”，是的，这就是生活，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知道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大部分是义愤填膺的，大部分
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悲催的，多么的草菅人命!我想
这不是导演的本意。这部电影的好是在引起我们反思当下，
反思是引起我们思考，思考当今的问题，每个人又每个人人
的思考视角，作为我们一个老百姓，应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内，尽量能够做出适当的改变，改变自己也行，改变坏境更
好，总之，选择最佳的生存方式。

芙蓉镇观后感篇四

最开始看这个影片，只是奔着姜文去的，对谢晋大导演也只
是如雷贯耳并没有了解多少，而最大的悲哀更是对那一段文
化背景只是基于教科书的初步了解，前后看了三遍，才真真
感觉到它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而最让我感触的是在哪种特
殊社会压抑下的人性光辉，如同影片一开始胡汉英点燃的那
根火柴，更是点燃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一缕曙光。照亮了古
老的，昏暗天空下的小镇，更照亮了当时社会压抑下的艺术
之路。

喜欢看电影的自己，最喜欢品味其中的每一个经典的镜头和
每一句富含韵味的台词，只因为它们可以引发自己的深思。
让自己对人生以及人性的更深层次进行追问，我先对影片中
让自己有所感触的镜头和台词做一下解读。



在影片一开始就是主人公在暗夜里划亮了一根火柴，随着火
光的跳动，我看到了在四面都是屋檐的小庭院中，胡玉英开
始了自己的工作——磨米豆腐。当看到影片开始的这一幕，
我感到导演在暗示着什么，可以想到这个女人将会点燃昏暗
的小镇的第一缕火光，照亮每个人的心。那四周都是屋檐的
小庭院似乎在暗示着一个规整的社会体制，或着压抑的大背
景下，而那缕微弱的灯光就已经被这四周都是高高的屋檐所
遮挡，只是跳动着发出自己的光辉。因此就回到了我所写的
题目，胡玉英和秦书田在哪种社会压抑之下仍然有自己的本
性，并在一段段的社会压制下仍然发出了哪种人性深处的光
辉。

作为一个社会大背景下的影片，而且刚出来就饱受争议的影
片，其实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讽刺。我简单串一下那些带
有讽刺意味的台词和镜头。首先是在第一次五类分子集合点
名时，一个估计只有6·7岁孙子代替病了的爷爷，可以看出
当时的阶级斗争斗得连一点仁爱之心都没了，而旁边的黎满
庚妻子说了一句：“阶级斗争起码要搞三代啊!”更体现出人
们对未来的一种态度和希望。还有导演以较多的镜头去描写
胡玉英，当他们家盖了新房，李国香说胡玉英的收入相当于
一个省级领导的水平,及说他家的新房比解放前两家最大的铺
子还气派，以及说她的那句：“别人买碎米骨头喂猪，献给
了国家。你买，把它变成了商品，肥了自己。”也反映了一
种集体经济下的变态心理。自己不发展，不上进，却又容不
得别人上进发展。还有那句由黎满庚妻子说出的最经典的一
句：“天大的事，日子还是要过，别熏蚊子了，这世道，蚊
子活的也不容易啊!”更是让人体会到当时是怎样的一种社会
压抑啊。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连蚊子活的都那么不易，更
别说人了，但人们心中仍然保持着那份最深层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