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活第三章读后感 复活第三章读书心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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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复活第三章读后感篇一

人死而复生，在现实生活中看来是无稽之谈。但每个人
对“生”或“死”的看法和定义是有所出入的，甚至是截然
不同的。

在此，我引用臧克家的《有的人》一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生与死不仅仅是心脏和脉搏的跳动与否，而是心灵和精神的
高尚与否。托尔斯泰笔下的《复活》便是围绕着聂赫留朵夫
的精神和道德洗礼而展开的故事。聂赫留朵夫一次偶然机会
发现玛丝洛娃竟是自己青年时代热恋的卡秋莎。而此时的聂
赫留朵夫是高高在上的公爵，坐在陪审席的位置上，卡秋莎
却已沦为妓女，成了被告人。聂赫留朵夫现在才醒悟曾对卡
秋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却碍于面子不开口。聂搞清
事情原委，却已经来不及。



聂一次次地探监，希望得到卡秋莎的原谅。实质上，卡秋莎
对过去所受的伤害已经不愿提起，并对聂如此这般利用自己
来拯救自己的心灵而悲愤。

虽然最终的结果没能改变，聂踏上了和卡秋莎一同的流放路
程，并让卡秋莎尽量地幸福，帮助她戒烟戒酒，卡秋莎也原
谅了聂赫留朵夫。

这是一个有关精神和道德复活的故事，也揭露了贪官污吏和
旧社会的制度。托尔斯泰是一位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他用他的笔去抨击俄国政治的腐败。他亦被列宁称颂为具
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而今21世纪，纵观世界，是战争，是腐败，是灾难仍在吞噬
着我们的心灵净土。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社会，我们眼睁
睁看着美好流逝，恶魔向我们伸出了利爪，但我们仍像鸵鸟
一样逃避现实。抬起头看看，是否有更多的痛苦在继续，有
更多的欢笑被淹没。或许，现在物质条件充沛的环境下，我
们体会不到他人的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在温室仍旧
昂首挺立，两耳不闻窗外事。

然而，生活中确实还有许多人性的闪光，只要我们能够将闪
光放大并发扬，也一定会让更多原本堕落的心灵复活。年轻
的我们，心灵还保留着一块净土，保护它并垦殖它，让它生
生不息。我们是社会人，终要走到社会去。尽管从父辈嘴里，
我们总觉得社会是险恶黑暗的。但一个人的心灵如何，他看
到的世界就如何。这并非自欺欺人，而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精
神和道德崇高的最基本的保护和持有的权利。这个权利，不
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

“人单纯些，会更快乐。”谁会笑话你的单纯呢?没有人会的。
因为单纯的人最快乐也最幸福。这样要求自己的心灵，自觉
把那些邪恶的拒绝在门外，用心去接纳这个世界。正如一句
话所说的：



握紧拳头时，好像抓住了许多东西，其实，连空气都没有抓
到!

张开双臂时，好像双手空空，但是，全世界就都是在你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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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我一口气读完了托尔斯泰晚年的一本着作《复活》。
似乎很深奥，却又像读懂了什么，精神上的复活，比现有拥
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显得更加珍贵，更有意义。

这一次，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来审理玛丝洛娃的案件，
他认出被告就是他年轻时伤害过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又听
到她被冤枉时的惨叫，或许是灵魂的反省吧，他在玛丝洛娃
入狱后奔波在社会的高层，希望替他减刑，可都没成功，一
次次探狱，聂赫留朵夫看见玛丝洛娃奄奄一息的样子，觉得
自己现在所拥有的都不算什么，于是用自己的全部家当将她
保释出来。

他又一次向她求婚，她却拒绝了，因为她不想连累聂赫留朵
夫……

这里，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真正意义上的复活了，这并不
是死而复生的复活，而是一种心灵反省和净化，使自己的心
灵得到升华。托尔斯泰在这本书中反映了人性的丑陋与纯洁。
《复活》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大家有机会可以读读他。

“复活”，顾名思义指死去的人再一次获得生命，当然，现
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种事。我对托尔斯泰颇有了解，他并不
是一个科幻作家，因而我怀着兴趣翻开了这本书。



《复活》概要:小说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本是一个贵族地
主家的养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公爵诱
奸后遭到遗弃。由此她陷入了苦难的生活，她怀着身孕被主
人赶走，四处漂泊，沦为达八年之久。后来她被人诬陷谋财
害命而被捕入狱。十年后，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
审理玛丝洛娃的案件。他认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遗弃的
玛丝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为了给自己的灵魂赎罪，
他四处奔走为她减刑。

当所有的努力都无效时，玛丝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亚，聂赫
留朵夫与她同行。途中，传来了皇帝恩准玛丝洛娃减刑的通
知，苦役改为流放。这时的玛丝洛娃尽管还爱着聂赫留朵夫，
但为了他的前途，拒绝了他的求婚，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
这两个主人公的经历，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
小说揭露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触及了旧法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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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世纪末的长篇小说《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三大代
表作中最晚的一部，被认为是其创作的“最高一峰”。他没有
《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恢弘气魄和明亮的诗意，也没有
《安娜·卡列尼娜》的波澜和不安的骚动。《复活》完全是
体现了一位诗人的暮年心灵的稳健和无畏的大气!

《复活》是以一个农民的眼光描写俄国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社
会和国家，是托尔斯泰与当时社会彻底的决裂，对其完全的
否定的宣言。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上流社会的聂赫留朵夫，他是一位有名望
的法庭陪审员，在审理一件杀人案中，在法庭上见到一位被



指控为“杀人犯”的女子，而这个女子正是曾经被他侮辱和
践踏过后而又糟蹋她抛弃她为妓女的玛丝洛娃。他的内心受
到谴责，开始忏悔自己，想方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去。由于玛
丝洛娃被陷害，聂赫留朵夫申冤，奔走，上述，甚至在判决
后，聂赫留朵夫放弃了家庭和财产，随她一起去了西伯利亚。
另一方面，通过妓院老鸨在法庭上的供词，对在法庭上的法
官，院长，律师以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人物的会议，说明这
些大人物才是逼良为娼的罪人，同时这个冤案虽然因证据不
足一直上述到皇上，但是却一一被驳回，仍判玛丝洛娃流放
到西伯利亚，当聂赫留朵夫表示愿意和玛丝洛娃结婚时，被
她拒绝了。原因是为了不损害他的前程，后来她在流放中与
一位革命者建立了爱情。

作为故事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她的遭遇和不幸让人怜悯，
更加让我们对俄国当时的社会风气厌恶和痛恨。玛丝洛娃是
一个农民的女儿，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姐妹的牛场上工作，
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她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女地主看她
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因此，她过着一半小姐一半婢
女的生活。她做女工，收拾房间，还洗些不费力的东西，有
时读书给女主人听。16岁时爱上了女地主的侄儿聂赫留朵夫。
那时，他是个大学生，到姑姑家来度暑假。两年后服兵役，
因顺路经过姑姑家，索性就住了4天，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
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临别，他塞给她一百卢布，
便到部队去了。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有捎给她，可是
玛丝洛娃却怀孕了。

她是那样爱着聂赫留朵夫，却被这位贵族青年一次又一次的
欺骗。她不再相信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与谎言。当聂赫留
朵夫的姑姑发现她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她为了
生活，受尽了凌辱和调戏，生下的孩子也死了，沦落到基达
叶娃妓院，成了妓女。

读到这里，我从内心憎恨这位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但是
《复活》中的“复活”却无处不在的冲击着我的心灵。聂赫



留朵夫为了赎罪，多次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诉，并打算和她结
婚，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到更深的阶段。这时他认识
到农民的贫困是由于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于是他把自己大部
分的土地给了当地的农民，后来玛丝洛娃去了西伯利亚，在
那里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时刻。他最终认清
了阶级压迫的统治，无奈他无法改变它。于是他在上帝面前
承认自己有罪，从此他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他的精神道德复活了。

从他诱奸玛丝洛娃，后来的不期而遇，看到了一个被他欺骗
的玛丝洛娃，看到了一个妓女玛丝洛娃，看到了一个沦
为“杀人犯”的玛丝洛娃。他的内心卷起狂澜，从此他尽最
大的努力去解救她，这是聂赫留朵夫的良知，心灵以及人性
的复活，而我们所同情的女主人公获释后，拒绝了聂赫留朵
夫的求婚，嫁给一个地位不高的革命者。这是她生命，心灵
的复活，也是整个俄国社会的复活。

作为世界经典名著《复活》，它揭示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和做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的复活，体现了
一位伟大诗人暮年的心灵稳健，《复活》是托尔斯泰歌颂人
类同情最美的诗，是最真实的诗，书中体现了卑劣的德行，
镇静的智慧和博爱的怜悯，去观察他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
的、编造的东西，全部是生活的本身。它把人心里肮脏的东
西拿出来了，人内心很复杂，好人和坏人，善恶都很复杂，而
《复活》诠释了他们.

《复活》是作者整个文学生涯的总结性作品，通过对玛丝洛
娃的悲惨遭遇和聂赫留朵夫为她上诉请愿的过程，对沙皇专
制制度的反人民本质进行了有力而全面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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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第三章读后感篇四

读书给我们人生添加光彩，读书心得是将读过的东西，把最
受感动的部分做为中心来写，也可以把自己当做书中的「主
角」来写。也可以采用向老师或同学报告的方式来写。你是
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复活第三章读书心得”，下面小编收集
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巨著，似乎很深奥。又却读懂
了什么。精神的复活，似乎比失去了的一切更感到有意义。

一个纯真美好，曾经对生活和生命充满了美好期盼的青年人。
在混混沌沌的上流社会中堕落于花天酒地。一个美丽纯洁的
姑娘，在长达八年的妓女生活中堕落。他们似乎是可以就这
样生活下去的，他们也许可以满足生活中自己那种.种简单的
快乐。但当两人在审判玛斯洛娃的法庭上相遇时，涅赫留朵
夫再也不能够心安理得地面对他曾经伤害过的玛斯洛娃直视
他的眼神。似乎是灵魂的反省，两个人在重逢时，眼神中充
满了疑惑。那个少年，成为了一个漂浮在上流社会中的“老
爷”，那个姑娘，成了一个出处卖弄风情的“窑儿姐”。涅
赫留朵夫此时感受到了他曾经给予他多么大的伤害，他的灵
魂背负了沉重的罪恶感。在一次次探访监狱的过程中，他见
证了太多的不公平。当他把自己的土地廉价分给了农民的时
候，他收获的是农民怀疑的眼神，贵族们疑惑的言语;当他决
定与玛斯洛娃结婚以洗清自己罪恶的时候，他的得到的是亲
友们鄙夷的眼神，众人以为不可理喻的回应。他面对这一切
困惑了，所有他的精神世界里认为正确的事务无一例外的遭
到了鄙薄。然而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却只是花天酒地与吃喝嫖
赌。一百多个年轻力壮的青年人只因为把身份证弄错了就被
关押到臭虫漫天，疾病四溢的牢中。

但涅赫留朵夫在茫然中也看到了希望，玛斯洛娃的改变。让
他足以抛弃官场的地位与金钱的诱惑，他的精神复活了。玛



斯洛娃也改变了，她为了不连累涅赫留朵夫，接受了政治犯
西蒙林的求爱。

爱过，懊悔过，反思过，最终，他决定，他复活，他重生，
他在纷杂的社会中找到了他道德的衡量准则。也许涅赫留朵
夫追求的不仅仅是玛斯洛娃，在这条寻求重生，精神复活的
道路上，他见到了，他做了，他去积极的改变了。那夜，涅
赫留朵夫花了一整夜读福音书，那曾经是他看不懂的教训。
经历了这一切，他这次突然看懂了圣经的教训，并且发现在
其中有他必须的、重要的、且是喜悦的东西。

去追寻，也许受用的不知是追寻最终得到的。还有这一路上
看到的。

聂赫留朵夫凝视着那盏油灯的火光，想得出神。他想到生活
里的种.种丑恶现象，又设想是人们能接受这些箴言，我们的
生活将会变得怎样。于是他的心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受到
的喜悦。

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写出这话，我也是思绪了很长时间的。
这本书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尤其是男主人公聂赫
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他大学期间是一个纯洁、热诚、朝气勃
勃、有美好追求的青年，在姑母家度假时，于美丽纯洁的少
女卡秋莎恋爱。等他进入军队和上流社会以后，过起了花天
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并诱奸了卡秋莎。这也是卡秋莎后
来堕落，成为妓女的主要原因。直到在法庭上相遇，聂赫留
朵夫良心发现，在为玛丝洛娃(卡秋莎)奔走申冤，上诉失败
后就陪她去西伯利亚流放。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
娃，她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玛丝洛
娃拒绝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合。两个主人公都达
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

在我读这本书时，一位律师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见
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也没有坐牢，我



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就的感谢他们的恩德。至于要唬夺我
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那是在容易不过的事
了。”其中的“他们”就是检查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
的人。这话真是让我深思，如果“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
还要法院干什么呢?同时，聂赫留朵夫与卡秋莎的爱也让我感
动。她爱他，认为自己同他结合，就会毁掉他的一生，而她
和西蒙一起走开，就可以使他恢复自由。她由于实现了自己
的愿望而感到高兴。这部作品具有高超的艺术性，高度的真
实性，深厚的人性。反映了沙皇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刻画
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要克服使人们饱受的骇人听闻的罪
恶，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
因此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当我遇到了一切追
求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情况。那就是我起初觉得古怪、
荒诞甚至可笑的思想，却不断被生活所证实，有朝一日我会
忽然发觉这原是及其平凡的无可怀疑的真理。

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许多磨难与诱惑，这些磨难会一直打击你
的身体，诱惑会一直侵蚀你的心。一旦陷进去，便好似走进
了无边的荒芜了沙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最终悲剧
收场。那么，有些人为什么会受到诱惑呢?是因为人的私欲!
人一旦有私欲，就会变得贪婪，就会被利益与虚荣心蒙蔽了
双眼，从而做出一些出格的事。那么，我们人该怎样保持一
颗纯真的心，好好度过自己漫长而又充满诱惑的一生呢?我从
《复活》中看到了希望。

谈到《复活》这本书，也许大家都比较陌生吧。这是俄罗
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呕心
沥血写出的最后的一部巨著，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件永不
磨灭的珍品，是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顶峰，是托尔斯泰一生
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这本书写的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精神
的复活。读完这本感人肺腑的著作，我不禁留下了滚滚热泪。
我非常同情女主人公和像她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悲



惨生活;感叹男主人公浪子回头为时不晚的精神;憎恨贵族人
士的官官相护、自私自利的丑恶嘴脸。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
中，比比皆是。近日，我常常听到一些我不想听到的消息：
有一些所谓的重点中学，每年都会给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富
家子弟开后门，只要他们能拿出一笔可观的赞助费，就可以
进到重点中学去读书。而那些成绩优异却囊中羞涩的学生只
能被拒之门外。那些富家子弟在学校里即使目中无人、横行
霸道，学校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为所欲为!学校的
办学宗旨完全被颠覆了，可悲、可恨!

《复活》这本书，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让我们怀揣梦想，心持纯真，一起笃志前行吧!

人们都说：书是无尽的财富，书是智慧的源泉。起初的我认
为：书中的知识非常重要，只要你读了很多书，学到很多知
识，以后你就可以功成名就，获得很多钱财与名利。

但是，我已经改变了我对书的理解。

就在不久前，我的姐姐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列夫托尔•斯泰
《复活》。起初我随手翻了翻，看这书中一幅插图也没有，
于是便随手仍在一盘。直到昨天，我实在没事可做了，才想
起姐姐暑假送给我的那本《复活》。起初，我只想随便看看
这本说是讲什么的，可是，到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竟然被
它给吸引了。

《复活》是代表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创作的最高成
就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地主家的养女“玛丝洛娃”的受辱、
堕落以及被下狱、别流放的悲剧，以及和主人公“涅赫留朵
夫”的复杂经历。本书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广阔
图景。

伟大的作家“罗曼•罗兰”曾评这本书：《复活》是歌颂人类
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书中体现了卑劣与德性，



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

现在，我读了《复活》之后，重新领悟了对“书”的看法：
一本书的精要在于对人的魅力，在于书背后那些伟大、富有
哲理的道理，在于能把人吸引得魂不守舍、在于能把人“迷
恋”得茶饭不思。而并不在于读书之后能获得那些钱财。

我只告诉大家一句：书是自己读的，不是为别人读的;知识是
为自己学的，不是为长大赚多少钱而学的。

记住：请大家多多读书，因为这些知识可以让你受益终生!

复活第三章读后感篇五

《复活》创作于1889——1899，是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于晚
年的长篇小说，不仅是他对俄国社会最有力，最全面批判的
著作，也是他思想，主张的总结。

《复活》的题材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出身于上流社
会的陪审员，在法庭审判的时候，认出了其中一个犯盗窃罪
的妓女是他亲戚家的养女，曾受他引诱并怀孕。被发现后即
被赶出家门，她把生下的孩子送给育婴堂，然后从此堕落成
妓女。

当这个陪审员认出这个姑娘后，他找到了托尔斯泰的朋友法
官柯尼，并告诉他自己要与这个姑娘结婚。但讽刺的是，这
桩看似荒诞的婚姻，最后以这个姑娘在结婚前夜因伤寒而死
为结局。

而在《复活》中，这个妓女便是女主人公玛丝洛娃，陪审员
便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全文以玛丝洛娃的悲惨生活遭遇
为线索，给我们铺展开一幅俄国革命前夕社会生活的画面：
上层社会的人民生活富裕奢侈，而且认为穷人是社会动乱的



根源，并鄙视他们，但在《复活》中，作者却借聂赫留朵夫
的反思写出了自己的看法：“人们大多会认为小偷、凶手、
间谍、妓女们为自己卑下的职业感到羞耻………可我们却对
富翁、军事长官,统治者的自吹自擂大加赞赏………富翁的财
富来自巧取豪夺,军事长官的胜利来自血腥的杀戮,统治者的
威力来自残暴的手腕………可是因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和他
们有相同的生活观念………目的只不过是为自己辩护。”而
下层百姓则“在大量的死亡,他们已经对死亡麻木不仁。孩子
养不活,妇女们长时间地干活而且是高强度的劳动………喂不
饱自己………生活境况越来越糟”。

《复活》中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便是下层百姓的代表，她天真
善良，却饱受社会的压迫、蹂躏，尽管沦落风尘，但她始终
保留了可贵的天性;尽管她憎恨聂赫留朵夫的所作所为，但在
发现后者的悔改之意时，却仍旧原谅了他;她又有极强的自尊
心，因此她不愿接受聂赫留朵夫的帮助。

而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则是上层社会的代表，但不同的是少
年时的他抱负着理想;在堕入穷奢极欲的社会后，他的善良之
心却并未湮灭，在认出玛丝洛娃后，他极力想帮助她，并重
拾年少时的理想，从一个奢侈，浮夸的少爷到坚决反对上层
社会的人物，他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揭露上层社会的腐
败罪恶，反对沙皇制度。

尽管二者的遭遇境况南辕北辙，但相同的是他们的思想都
在“沉睡”中，因此他们要“复活” ,要真正的成为一名有
血有肉、有同情心、勇于反抗黑暗社会、追求理想的人。

在故事的最后，玛丝洛娃接受了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聂赫
留朵夫也追随了自己理想。托尔斯泰的理想寄托在这部小说
中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复活第三章读书心得篇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