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狼图腾读后感(优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狼图腾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狼图腾》。书中主要阐述了草
原狼，牧民，以及一些外来户之间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知道腾格里沙漠吧，在那里曾经有一片草原，叫
额仑草原，其中最令我感触的是陈阵养的那只小狼，它天生
十分的机警，聪明！当烈日烘烤着它时，它想到了挖洞。当
人类要牵着它走时，它倔强地用四爪支撑着的地面。

但却被人去除了天生的威武，这就是狼牙。

因为华夏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改变，让草原的生机渐渐消
失。油绿的草原逐渐被沙漠所吞噬，狼在生态平衡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正是它的消失，让草原的生机不复，狼是草原的
图腾！

也许，也许大多数人认为狼是凶狠的，贪懒的。但它们的智
慧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们的团结精神，令我敬佩，当它
们月牙形的包围圈，把草原上跑最快的动物——黄羊，给围
在里面，但他们从不赶尽杀绝，因为它很明白，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这就是狼的智慧。

狼天生就是贪婪的，这是大自然，不可改变的规则——强者
生，弱者亡，只有最毒，最聪明，最强壮的狼，才能在草原
上生活下去。



大自然允许任何生物存在，不允许他们肆意的破坏。因为任
何造成大自然破坏的行为，人类都会受到大自然公正公平的
惩罚，也许，额仑草原上飞奔的狼，只有在那些已经离开得
牧民脑海中，狼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狼图腾读后感篇二

今天下午的两节阅读，我又继续阅读了《狼图腾》一书剩下
的部分，终于在九十分钟里阅读完了。那今天就兑现在十二
月六日的时候说要写《狼图腾》读后感这一承诺吧！

其实今天读完此书后，心里很不好受，并且在阅读课时就已
经不由自主流下了眼泪，为陈阵失去从小养到大的小狼而感
到伤心。为毕格里老人生前保留的那种传统习惯和统治整个
大部队的用心与认真感到赞叹与佩服。更为现在的蒙古感到
深深的惋惜，昔日里朴实无华的草原牧人去哪了？难道真的
都被汉人汉化了吗？变成了骑着摩托车牧羊的蒙古人民了吗？
读完此书，心里虽然很不好受，但是我也重新认识到了狼。

以前总认为狼是冷血，贪婪，狡猾的动物，但自从读完此书
后，我对狼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举两个例子，一是在黄羊大
批进入草原时，狼群会躲在附近的草丛里潜伏三四个小时，
等到不太聪明的黄羊吃的饱饱的时候，跑不动了，就突然进
攻羊群。狼群按照前锋，中锋，后卫的队形将羊群包围，只
有侥幸的几只羊才能逃跑，我也为狼群这种理智的分工感到
万分赞叹。

在有一年春天，蒙古人掏狼崽的太多了，之后狼们开始了反
击，在大部队刚发下来几匹马后，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母
狼们进攻了马群，它们明明知道自己在进攻马群时会受伤，
会死亡，但那份失子之心一涌而上。母狼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咬死了好多匹马，为此自己也帮小狼抱了仇，去了腾格里那
里。



现在在我看来，我认为狼其实也有柔情的一面，也有聪慧的
一面，并不是像我之前认为的那么冷血。通过《狼图腾），
我重新认识了狼。

狼图腾读后感篇三

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的火车上，我再次拿起姜戎的《狼图腾》。
记忆里，这是我第三次读这本书。

第一次读它，是我刚上大一时。起初，我处于浑浑噩噩的状
态，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有一天，睡我下铺的室友递
给我一本《狼图腾》：“这是对我很有影响力的书，我高中
时就已看完了，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拿到书，就被封面
上的那双泛着幽幽绿光的眼睛深深地震撼住了：那是一双冷
酷的眼睛，像黑暗处射出的一道绿光，让你不由得打一个寒
战。封面的黑色更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小时候听关于狼的《小红帽》《狼外婆》等故事，狼在故事
中多是邪恶的象征，时常代表贪婪、愚笨、凶恶、狡诈。狼
狈为奸、狼心狗肺……好像只有狼这个字眼才能更好地诠
释“坏”的含义。可当我翻开书本，就被书中的描写深深地
吸引住了。陈阵这位年轻的汉族知青，在内蒙古的草原上，
跟随睿智、崇尚腾格里和狼图腾的毕利格老人，还有一些见
多识广的蒙古人，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渐渐地也崇拜上了狼
图腾。在这里，他眼里的狼群有智慧、有毅力，是勇敢、团
结、强悍、雄心、机敏等众多优秀品质的化身。我很快沉浸
到故事中，好像跟随陈阵一起过上了草原牧民的生活，一起
窥探狼群狩猎，见识狼群偷袭羊群和军马，一起挖狼洞、养
狼崽，一起面临了狼灾和参加猎狼行动……当我囫囵吞枣般
地看完了这本著作，从中看到了一群不一样的草原狼和像狼
一样的坚毅、智慧、勇敢、团结的蒙古人民。那时隐隐感到，
面对困难应该像蒙古狼和蒙古人一样，积极、努力地去面对
并征服它，只有锤炼出不屈的意志，才能战胜自己。



就这样，我深深地迷恋上《狼图腾》，并时刻用书中的人与
狼的精神来鼓励自己。大二上学期，开学后传来噩耗，室友
在暑假中遭遇车祸导致左小腿截肢，这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
和惋惜。在我失落时，是室友用《狼图腾》让我重新感到希
望，可是他却再也回不到可爱的校园。随后，我为他整理了
铺盖和书籍，又一次找到他借我的《狼图腾》。

这一次，我不再狼吞虎咽般地只为感受故事的精彩而快速阅
读，而是逐字逐句地慢慢品读，感受文章中主人公的思想、
行为和对历史的见解。文中，在打狼行动中，一只狼为了逃
命而把伤腿咬断，这再次震撼了我的内心，这与历史上断臂
取义的壮举何其相似。我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我那好友现在
所处的困境吗？我在那一页做了特别的书签，希望他能在
《狼图腾》中找到这种精神，找到自我，重新站立起来，活
出不一样的人生。

再后来，我参加工作，在网上买了一本《狼图腾》。一次次
翻开它，去体味，去挖掘，去寻找精华，每每再读一次，就
更加喜欢这个狼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就会再次感受到一种
积极的精神。

狼图腾读后感篇四

饕餮一般，读完了这百余千字的鸿篇之作，合上书的最后一
页，仍然意犹未尽，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薄”了，应该再
厚一些，再厚一些。《狼图腾》已然不是我第一次读，然而
这次读罢，有如初次，不由得感叹，之前对这本书的理解真
是太肤浅了。

《狼图腾》在我看来的确是一部旷世奇书，翻开它的书页，
那浩渺辽阔的大草原就浮现在眼前，每每读它便觉得心胸也
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像是一间漆黑的屋子，顿时被打开了
所有的窗子。书中壮丽豪放的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风土人
情，无不驱使我的手翻到下一页，然而这本最吸引我的还是



蒙古狼。

长久以来，狼一直为“真理”所不容，从狼子野心到狼心狗
肺，从狼贪鼠窃到狼狈为奸，狼，一直被人们当作狠毒，贪
婪的象征，殊不知腾格里下的草原狼是如此智慧、狡黠、坚
韧。草原上，草原狼是最团结的群体。这种团结是在千百年
实地作战的经验中得出的生存之道，因为在弱肉强食的大草
原上，孤军奋战只能是自取灭亡。蒙古狼争夺食物的战场就
是死亡的前线，群狼有组织、有纪律、有忍耐、有章法、有
配合，在头狼的指挥下，从容作战，不抢功，也不贪利，个
个凶猛强悍，我不禁愕然，这群蒙古狼俨然就像是是一群训
练有素的蒙古骑兵。

狼是草原上的策略家，不似狮子或老虎等其它动物那样只是
伏击，它们有自己的一套“狼子兵法”，丝丝入扣，无懈可
击，就连机敏善战的蒙古牧民有时都连连失手。开篇草原狼
围捕黄羊的战役，被作者描写得波澜壮阔，纵横捭阖，动静
结合，一气呵成，也让我看得紧张而又亢奋，实在佩服蒙古
狼的作战智慧。耐心的伏击、精妙的设围、细致的观察，营
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紧张而又亢奋的氛围；而
作战时的迅雷不及掩耳、放掉还有战斗力的黄羊而击其余部
的智慧、颇有些卑鄙却极其实用的狼抓黄羊的绝招，又让我
拍案叫绝，赞叹不已。

狼的血性和狼的狠劲决定了它们在蒙古草原上战无不胜的狠
角色，失去小狼的母狼可以不顾自身的生命安危，使用自杀
式的方法袭击马群为小狼们报仇；一个被夹子夹住腿的狼可
以为了逃生而狠心断掉自己的一条腿。我才突然想到，从来
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马戏团里见到狼的身影，训虎易而养狼难，
狼的血性使得它们孤傲、自尊，小狼宁死也不愿被人圈养在
家中，陈阵的执意，造就了它最后注定悲惨的结局。一只狼
可以没有腿，没有肚皮，但绝不能没有牙，狼牙是狼身上最
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它们生存的价值所在，陈阵也就是看
清了这一点，才狠心将小狼打死，这也是它最后的尊严吧。



但陈阵心中，何尝不深深的自责呢，再临小狼的故洞，那个
错误开始的地方，他向小狼忏悔：如果腾格里愿给小狼一副
新牙，就让它狠狠的咬我吧。

蒙古人对狼的爱和恨交织缠绵，犹如蒙古长调般凄婉动人，
而我也终于察觉作者力透纸背的文字中那一抹淡淡的忧伤：
当陈阵再一次回到额仑草原的时候见到却是腾起冲天的沙尘
黄龙，遮天蔽日，狼群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昔日小狼的故
洞也被黄沙淹没，“蒙古草原狼像宇宙中的暗物质一样”，
渐渐远离了地球和人类，只留给人们一阵的遐想。

我不禁想，也许它们从未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中，因为它们似
乎太过完美，它们就在自己世界里繁衍生息，奈何我们连这
一点也要让他们放弃：草原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平衡遭到
破坏。当我们兴高采烈的迎接自己的幸福生活时，有没有想
过给其他生物带来的灾难；当我们说狼子野心的时候有没有
想过我们妄想战胜自然的野心。蒙古草原狼见证了这一切，
然而它们什么都没有说，它们也什么都不会说，它们只是默
默的看，默默的离开，逃往不知名的地方。只可怜，蒙古草
原的牧民们，再没有人会将他们灵魂带上天堂，失去草原的
他们，或许只能流浪。

狼图腾读后感篇五

古往今来，汉族人民对于狼的印象一向不好，我也不例外。
但是一本书，彻底颠覆了我那愚蠢的看法；也顺便颠覆了我
的世界观，使我有了自己心中的——图腾。

我爱我的民族，很爱，我为自己是汉族子孙而感到骄傲。可
是，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汉族人民不喜欢狼，起码很多不喜
欢。正如《狼图腾小狼小狼》里说的：

“汉人把最恶毒的人说成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大
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有狼子野心，把美帝国主义叫做野心



狼，大人吓唬小孩，就说是狼来了……汉族人恨狼，结果把
狼的本事也恨丢了。而蒙古人却把狼当神一样地供起来，活
着的时候学狼，死了还要把自己喂狼。”

因此，学到狼的本事的，也大多是少数民族的人，那些把狼
当做图腾的少数民族的人；能打到欧洲的中国人，也都是少
数民族的人，也都是草原的人，腾格里的人！我不禁叹气：
狼，多棒的一个种族！它们重情重义，团结协作；从不会把
自己的同伴置于死地；会主动抚养没有母亲的小狼，甚至是
人类弃婴；杀伐果断，透着一股子狠劲，有傲气，有傲骨；
聪慧过人，知道打伏击战、围歼战、车轮战……有些地方甚
至于人类也只能望尘莫及！比那些动不动就杀害抛弃自己同
伴的愚蠢的食草动物要真诚的多！重情重义的多！可惜，汉
人有一个缺点：迷信。相信中国童话里所说的“狼是大坏蛋，
羊是善良的，正义能战胜邪恶……”等等的，真是可笑至极！
荒谬至极！见过哪只羊在打倒另一只羊时会放它一马的？都
是至死方休！

有一个词语：狼烟。我对中国最权威的字典里的解释感到深
恶痛绝：狼粪烧出来的冲天黑烟。什么狼粪烧的浓烟，简直
就是一派胡言！燃烧狼粪，几乎不会有烟！更别提冲天的绵
延千里的壮观黑烟！我还是对《狼图腾小狼小狼》里的解释
比较满意：这其实是汉人比喻那些马上民族的人，把他们比
做成狼，于是，当看到他们到来时，就说狼来了，然后点上
冲天黑烟，于是渐渐流传出了一个词：狼烟。都说汉族人勤
劳，我却为此感到十分不齿：勤劳？勤劳有什么用！能到饭
吃吗？能保家卫国吗？！就如一首诗里说的：长城的古砖抵
挡不住洋炮的弹片！那些马上民族为什么能打到欧洲？就是
因为他们有狼的狠劲坚韧！如果草原上的女人都像汉人的女
人那样溺爱孩子的话，草原上的民族早就死绝了！几千年安
逸的生活，让我们丢了与生俱来的一样东西：血性！

这本书把我好好地洗了一番脑，使我有如醍醐灌顶般猛然清
醒：我误会了一个多么优秀的种族！从此，一个图腾在我心



中生生刻下——狼图腾！

狼图腾读后感篇六

看完《狼图腾》，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但正当我想详
细了解一下作者怎样写成这本书时，却意外地发现很多当年
和作者一起插队的知青对作者的批判。在电影《狼图腾》热
播之际，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一则声明又引发了关于狼是否
是蒙古族图腾的讨论，郭雪波发表在新浪微博的声明
称，“狼从来不是蒙古人图腾，蒙古所有文史中从未记载过
狼为图腾！这是一汉族知青在草原只待三年，生生嫁祸蒙古
人的伪文化！蒙古人最早信萨满后佛教。狼是蒙古人生存天
敌，狼并无团队精神两窝狼死磕，狼贪婪自私冷酷残忍，宣
扬狼精神是反人类法西斯思想。我们保留诉诸法律捍卫祖先
和民族文化的权利。”

曾在内蒙古草原当了7年知青的作家马波认为，小说与事实出
入较大。草原牧民对狼恨之入骨，没有任何牧民把狼当成神
来膜拜。《狼图腾》虚构了一个事实，虚构了一种文化。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说，从史学的角度
看，对狼的图腾崇拜只存在于原始的先民信仰阶段，并且只
是诸多图腾崇拜中的一种。但同为当年内蒙古知青的画家陈
继群认为，《狼图腾》毕竟是一本小说，对它不必过分苛求。
《狼图腾》一书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促进人们的个性解放
和人格独立；它能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观念，使更多
的人增加对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了解。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狼图腾》让中国丢脸！《狼图腾》这
本书，早就翻译成德文了，但一直拖着没有出，为什么？我
跟我的同学、同事、学生看过这本书，体会都一样：它写的
东西让我们想起希特勒的时代来。

几年前，郭雪波就认为《狼图腾》借用了自己作品关于生态
文化的理念：“我也写过长篇《大漠狼孩》，后改版《狼孩》



从积极角度描写过人与自然人与狼关系。20xx年《大漠狼孩》
出版后《狼图腾》作者通过他人从我这里讨要过一本，三年
后他抛出《狼图腾》借用我的生态文化理念是小事我不计较，
但给蒙古人愣按狼为图腾那就亵渎我们祖先篡改民族历史文
化大事了。”

狼图腾读后感篇七

《狼图腾》这本书，虽然我还没有看完，但是我已经有了许
多的感慨。

我看了大概四分之一，但是这四分之一中已经有了许多杀狼
的故事。这对于我一个比较喜欢狼的人，是比较敏感的，所
以每次看的时候心情都比较沉重。

《狼图腾》是一部自传体形式的小说，写于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主要写了陈阵和许多北京知青来到额仑草原和蒙古人
一起对战蒙古狼的故事。我现在看的都是集合打狼。第一次
打狼他们很成功，一共打死了有三十多匹，这可不是个小数。
第二次打狼方式就犯了草原的大忌------用火烧。这自古以
来就是蒙古人的禁忌，这样会把草原毁了的。尽管他们用火
烧了，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但是却一匹狼都没烧死。

蒙古人就这样学狼，打狼，杀狼。为什么说学狼呢？因为，
蒙古人的计谋大多都是古代蒙古人从狼哪里学来的，比如一
代天骄成吉思汗就经常用狼的计谋来打仗。

不过主人公和一位叫毕利格的老人还是比较爱狼的。毕利格
老人是一位老蒙古人，他信奉腾格里，也信奉狼图腾，蒙古
人都把狼视为自己民族的图腾。

我就这样，有时为狼庆幸逃脱而开心，也有时为狼被杀而悲
伤。我会继续把这本书看完的。



狼图腾读后感篇八

《狼图腾》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巨作，我花了三天，读了两三
遍才略知一二。这本书里主要讲了内蒙古额伦草原上人们崇
拜狼，敬畏狼，把狼当作神的故事，以及一位北京知青——
陈阵在蒙古养狼的经过。

初冬，广袤的额伦草原又可以见到颇为壮观的黄羊群了。你
可能会问，黄羊是什么羊？其实，黄羊根本不是放牧的羊，
而是比放牧的羊长得更高更壮，比狼跑得更快的四蹄动物；
即使最好的猎狗，最快的大狼也追不上。黄羊的出没都是一
队一队的，每一队都有头羊，就像每一群狼都有头狼一样。
一队黄羊少则上千，多则上万，大多从外蒙来，一来便拼命
吃草。好好的大片草场没几天就被黄羊糟踏得不成样子。

怎么办呢？靠狼！狼最爱吃又嫩又鲜的黄羊肉了。可是，狼
是怎么吃到比自己跑得快的黄羊的呢？埋伏在黄羊群远处的
陈阵和老猎人毕利格通过望远镜终于发现了狼群的秘密：

狼群趁黄羊群吃草时对黄羊群形成一个东、西、北三面包围
圈；潜伏着的狼像是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中大半
天。等到黄羊吃得肚子滚圆滚圆的，想跑也跑不动，黑夜转
白天的时候。突然，埋伏着的狼不约而同地一跃而起，没有
一声狼嚎，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朝睡梦中的黄羊群猛冲。
那些撑得跑不动的黄羊此时此刻都吓傻了，有的东倒西歪；
有的原地发抖；还有的双腿一软栽倒在地……只有头羊领着
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羊和没吃撑的羊拼命逃跑，十几分钟过去，
狂追的狼群与黄羊逃失在了地平线上。蒙古族的猎手，包括
妇女们一起把几百头死伤黄羊运回去，分给每一家。

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草原的“狼图腾”。狼群无意中帮
助蒙古人保护了草原和牧场，人们才会对狼顶礼膜拜，死后
还把自己尸体喂狼。聪明机智的狼就是真正保护草原
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