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鹿原读书感想(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白鹿原读书感想篇一

假期有幸借到了学校图书馆的小说《白鹿原》，在家认真的
读完了，好久没有这样认真去读一本书了。看完之后感触颇
深，《鹿原》所反映的生活年代时间跨越有半个多世纪，从
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长的时间。我总
的感觉是，这是一部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比如占统
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生命玄学和神秘不可解的力量，人物命
运的因果报应等等。当然，这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深
刻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这段话很有些《百年孤独》的行文风格：时间他们的笔下可
以不断穿梭，可以在现在回忆过去，可以现在展望未来，更
牛的却是现在的未来中回忆过去，读者就像乘上了时光机器，
每一个人都成了时间旅行者。

陈忠实的长句读过来常常让人觉得喘不过起来，本来的三四
句话甚至十几句话到了老先生这里就只是没有一个标点符号
的一句话，那些一长串一长串的排比句让读者练出了无比深
厚的内力——肺活量惊人!那些语言读着读着就不舍得放手，
作为一部现实文学的杰作具有如此之高的文字黏性确实太惊
人了，起点上那些官场啊商场啊情场啊悬疑啊什么的我可以
理解他们的黏性，但作为一部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而且作
为一部能够被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我只曾在很少的几本书
中经历过这种超强吸引力的黏性之作：《尘埃落定》、《围



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红高粱》，还有就是
《白鹿原》。不能不说这些文字给了《白鹿原》以生命和灵
魂，就像鹿子霖家破人亡之后突然收到的那个小孙子赋予了
他新的生机一样，陈忠实的文字赋予了《白鹿原》以独特的
灵魂印记。

《白鹿原》和《尘埃落定》、《围城》、《活着》、《许三
观卖血记》，《红高粱》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节
发展很快，只是短短数页也许就是一代人过去了。还是有些
《百年孤独》的意味，百年的发展也只是薄薄的一本书而已。
这可能也是《白鹿原》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因为这不会让读
者感到枯燥，不会读者感到拖沓、懒散，薄薄的《白鹿原》
从清末一直叙述到解放初，而且其中的时光常常从清末穿到
解放后，再从解放后回到那个古老的地方——白鹿原。

人物是小说的生命和血液，就像数学中定义域是函数的生命
线一样(如果你会一点数学，那么你会懂我为什么这样说)。
《白鹿原》中每一个人物有着独特的个性，几乎没有重合模
糊的地方，这是一个作者非常牛气的地方，这也是起点上那
些快速写作的作者所严重缺乏的东西。就比如白孝文和黑娃，
两人一出场一个貌似忠孝两全之辈，一个貌似天生的土匪痞
子，但观察两人的为人处事、一举一动，读者就会发现貌似
仁义的白孝文事事依附强者、为人阴柔，为了获得权势可以
牺牲一切。相反的是黑娃，什么温良恭俭让统统不懂，先是
跟了共产党，后来从了土匪，接着又投了国民党，最后又回
到了党的怀抱，但却被阴狠的白孝文设计枪毙了。

每当我看到这里，都会觉得陈忠实实在是太残酷了，难道就
不能好人不死、坏人得到惩罚吗?不能，因为根据白孝文和黑
娃两人的性格，现实一定会这样发展，作者写到这里已经不
能自主了，就像《安娜·卡列妮娜》中安娜非要死在车轮下
一样，书中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



白鹿原读书感想篇二

这几天很多人因为家里的高粱地莫名其妙被人压坏，都去电
影院里找原因，但哥偏不，不去看新版《红高梁》，而是躲
在家里上网看了去年此时热播的电影《白鹿原》，没办法，
哥就是这么任性。看完之后哥才发现，自己印象中的《白鹿
原》竟和电影是完全不对付的两件事儿。没办法，只好又找
出原著读了一遍，才发现电影和上学时读过的小说完全不是
一回事儿。上网找原因，听导演说，电影被删得不像样子，
已经没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这话应该不假，就连许多在
网上看到的海报也没能在电影中找到相应的画面。不管什么
原因吧，这部电影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与原著完全不能相
提并论。

小说《白鹿原》称为史诗之作，在人性、政治和情色的描写
上都非常成功，生动、深刻，也很自然。而电影中的人性刻
画则断裂而不丰满，有些还背离了原著原意。政治上自然不
敢过深涉及，即使如此，对照网上图片还是可以发现许多被
删掉的内容。当然了，导演最来劲的还是在色情上的表现，
可惜很多精彩内容也被删除，让人看得如隔靴搔痒般的不痛
快。

其实，即使没有遭遇审查删除，仅从电影选取的以黑娃、小
蛾为主线的构思来看，已注定了导演不可能拍出与原著相提
并论的好作品。原著是一部让人陷入深思的优秀作品，注重
的是上头，电影关注的却在下头，到是符合国情，上头禁锢，
下头放开。

黑娃与小蛾在小说中本是一对典型的男盗女娼，也算不得是
什么主要角色，仅仅不过是白鹿原上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中的
一个小小的环节。黑子以他的暴虐，小蛾以她的淫荡破坏着
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而被他们打击的直接目标也正是维持
着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道德与正义的守护者白嘉轩。真所谓
正邪不两立。



从良这个词用得不够准确，因为这个词语是用来形容妓女脱
离苦海的，对于用来形容黑娃走上正确道路是不妥的，但他
的最终结局却是异常悲惨的。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长子，自小不喜读书，虽然白嘉轩已经把
所有的费用都出了，但黑娃在感恩之余，仍然不爱读书，而
且不喜白嘉轩挺直的腰板让人难以理解。

黑娃的道路是曲折的，因为不读书，做长工也许就是他最好
的命运了，在他叔叔的帮助下，到了将军寨做长工，这个地
主是个老武举人，身体硬朗，喜骑马，不幸的是却是妻管严，
娶了小妾却只能按妻子规定的时间和她亲热，其余时间只能
和妻子在一起。这是黑娃不幸命运的起始。小妾田小娥没有
在武举人那取得满足，喜欢上了这个憨憨的小长工，两个人
做下了苟且之事，黑娃被赶回了家，小娥被休回娘家。小娥
的父亲是个古董，满心羞耻，只要把小娥赶出家门就可以，
之余其它就无所谓了，因此黑娃就这样带走了小娥。可是鹿
三却不能容忍这样的儿媳，于是黑娃他们进不了祠堂，被赶
出家门，到村东边的窑洞里住了下来，两个人过起了自己的
小日子。

如果没有农运事件，黑娃也就和小娥过着男打工，女在家操
持家务的小日子，但在鹿兆鹏鼓动下，黑娃参加了革命，革
命却被反动派镇压了，黑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当上了土
匪。在这期间，小娥走上了淫荡之路。

鹿兆鹏几次劝说，黑娃都没有走出土匪窝，最后被县保安团
收编了，自己成了营长，改正恶劣吸鸦片等不良恶习。娶了
一个有文化的妻子，在妻子的感化下，他找了朱先生学习文
化，把以前不爱读的《论语》，现在认真读了起来，并颇有
收获，可是这个时候的朱先生因不满时局却已经不读书了，
对黑娃想读书，也只是告诉他不要读，但黑娃坚持要读书，
也只好告诉他读什么书。黑娃很认真地读书，知道了很多做
人的道理，学做好人是他的目标，他也认真朝这一目标努力。



和孝文一样，他也想回乡祭祖进祠堂，大家都接纳了改正后
的黑娃，可是他的父亲却比白嘉轩还顽固，仍然不接纳他，
在这之后还撒手人寰了。黑娃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
好人的，在他的努力下，保安团也改变了作风，成为百姓拥
护的对象了。起义是黑娃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之前，他还
偷偷放走韩裁缝，本来黑娃应该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但白
孝文却一心要报复他，无论是因为小娥，还是因为起义的时
候没有最先通知他，或者因为其它的什么事情，总之，孝文
要报复他，最终害死了黑娃，在白鹿原的土地上处决了黑娃。

不管是不是命中注定的，黑娃坎坷之路是现实中常有的，黑
娃的形象却是地道的好人没有好报的典型。命运喜欢和人开
这样的玩笑?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电影最好改个名字，不要叫《白鹿原》，已经有人建议叫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情色故事》。一个导演可以有不敢
思考的东西，但也不应该只敢用下头去思考啊。害得愚不得
不再读原著。

白鹿原读书感想篇三

记得著名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有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
一个民族的秘史。”以前，我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直到读
了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才觉得果真如此。每一个民族
的故事都是一部史书;而一个家庭的变迁，往往也就是这个民
族发展史的小小缩影。

在看这部小说的同时，我也在网上看了电影《白鹿原》。
《白鹿原》是一部厚重纷繁的文学史诗，区区两个半小时的
电影怎能充分展示大西北关中平原的精彩纷呈。所以电影只
是截取了小说最精彩的高潮部分，开头是白鹿原上金黄色的
麦浪映入观众眼帘，最后还是以金黄色的麦浪谢幕，故事情
节发展的起因、经过、结果都经过简化处理。所以说，要想
真正了解这部小说所蕴含的文化特色，还得仔细研读小说本



身。

蜕变，毕竟是“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每念及于此，方
知我成长的道路莫不也要如此!

《白鹿原》的故事发生在西安这座古代名城，具体地说，它
写的是西安其中一个平原小县的农村生活变迁。

小说围绕白鹿两家三代人的恩怨离合展开，浓缩了深沉的民
族历史内涵。，反映了从国民革命到解放初期关中平原农村
面貌的发展变化。其中的主要人物虽然都是生活在农村的普
通农民，但是作者通过形象的艺术塑造和真实的生活画面，
展现了作品所要表达的历史观和革命观。小说中每个人物的
形象都很鲜明、丰满，很具典型性。老一辈的是白嘉轩、鹿
子霖、鹿三这些父辈的人物，而小的当然是他们的孩子们，
如白孝文、白灵兄妹，鹿兆鹏、鹿兆海两兄弟、黑娃等。作
者将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与展示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相结合，
从而加强了人物性格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揭示了传统文化中
某些落后思想的弊端，同时也对封建伦理道德给予了严厉地
抨击，起到了唤醒读者树立民族危机感的警示作用。

险为夷，从而在白鹿原上树立威望，也使“仁义白鹿村”声
名远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此堪当重任、充满个人魅力
的典型人物，的确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生活中的楷模、学习中
的榜样。尽管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与实际的农民形象，
但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是他的凛然大义，桀骜不驯，这也是我
们所缺少的，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应该独立思考而不特
立独行，行为果断而不鲁莽行事，坚守原则而不墨守成规，
得之泰然，失之坦然。也许就是嘉轩为人处世的生动写照，
这大概为整个原上树立了一种精神，一种魂灵，使这个苍老
的大地虽历经多次纷争与磨难，却坚强而执拗的在欲火中重
生，这无疑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整篇小说最具争议而又推动故事深入发展的女性人物田小娥，



这一文学角色占到了《白鹿原》整书的五分之一左右。显然
已成为原上人们憎恨而不齿的对象，甚至是唾弃乃至咒骂。
她的出现预示原上鸡犬不宁，更是祸端的开始。直至死于
其“父亲”的刀刃上，了结生命之际，却阴魂不散，滋生瘟
疫。尽管她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和崇高的人生理想，但她
却没有理想的生活，连最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底线都突破了，
何来幸福!哪有自由!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心理，却怎么能谈
自己的幸福安稳呢?这也是其个人的悲哀，也许就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吧!

而真正代表整个白鹿原幸福自由的青年人物当属白灵、鹿兆
海、鹿兆鹏、黑娃等一批热血激进青年，接受新思想的教育
和启蒙，投身于社会由动荡到安宁的纷乱年代，不惧任何反
动势力和封建家长制的压迫，敢爱敢恨，为革命、为爱情殒
身不恤，理应引起我们大学生的深刻思考。在这个急躁的社
会，是否更该坚定自己的信念!

白鹿原读书感想篇四

小说主要是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兴衰荣辱为主，写的是三代人
生死浮沉，明争暗斗的一幅历史画卷，陈忠实老先生不论在
人物方面还是在环境方面都写的尤为出奇，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田小娥和白灵这两个人，我很同情田小娥，在那样的封
建社会里，她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可是遇到了黑娃，她本
以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那是不可能的，在那个男权的
时代里，失去的黑娃以后，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向那些人妥
协，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来寻求
依靠，就这样的堕落下去，结局死的很惨，也是非常可悲的。

白鹿原读书感想篇五

终于把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看完了，结尾令人有些震惊。
思绪随着故事情节的波动有些纷乱，白鹿原上的生活百态随
着白鹿两家的主线而展开，在中国大地上描写的这一小块儿



地方折射着整个社会时代的变迁。

岁月的风霜雨雪，风和日丽一遍又一遍，一茬又一茬地涉足
这片古老的平原，精灵的白鹿跃动着人们记忆中久违的传说，
不管经历多少坎坷风雨，生活的轮子依然不分昼夜地滚动前
进，这是岁月蕴含的冷酷而坚实的力量。《白鹿原》的主人
公白嘉轩、鹿子霖两大家族有形或无形的较量推动着故事情
节的展开与深入。为了生活而争，为了脸面而争。当然书中
并无直接而露骨地描写两大家族的斗争，而是从生活的各个
方面体现出来。最终以鹿家惨败结局。性格决定命运或许是
条真理。白嘉轩是中国传统男人的写照，墨守陈规、自力更
生、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地生活。因此，他没有干出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始终以一个威严族长的身份立信于白鹿村，
恪守明哲保身的理念。鹿子霖的性格与白嘉轩不大一样，他
追求功利，争强好胜，作风不谨，却又有胆小怕事的一面。
他一生虽然也经历了起伏的官场，但终究也没创造些什么辉
煌，最后也以悲惨收场。我觉得性格变化最大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白孝文，一个是黑娃。白孝文经历了一场饥荒的打击
之后，由软弱变得坚强起来，这也多亏他鹿三叔的话语刺激
的作用。他从原来的唯命是从，规规矩矩，优柔寡断的性格
中走出来，变得桀骜不驯，急功近利了。而黑娃的性格可谓
一波三折，先是小时的胆小羞怯，后又勇猛剽悍，最后又归
于知书达礼，学为好人。其实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
环境塑造了某人某种性格，而某人凭着某种性格来重新塑造
环境。

《白鹿原》作为矛盾文学奖的作品，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
一个平原，一个族群的生活画面，读进去，我们仿佛身临其
境。随人物之悲而悲，随人物之喜而喜。我们往往被小说中
的人物感染，这大概就是大师笔下写实笔触的力量吧!

书中的生活生命人生跌宕起伏，而我们的呢?

希望用青春奋斗的热情搅破生活的波澜不惊，用我们的双手



与智慧打造自己的未知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