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呼兰河传第三章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呼兰河传第三章读后感篇一

我试着从过年热闹繁忙中脱身出来，抱着萧红的这本《呼兰
河传》跑到一角，将寻得一刻宁静寄托于这本书中，谁知，
至此便从一种热闹掉入了另一篇热闹之中。这里的热闹非比
外面的热闹，藏在萧红记忆中的那座热闹的小镇，读到深处，
涓涓涌出的是那道不尽的思念。

虽然生在“关门口”，向东北方向骑车30分钟就算是正式踏
入东北境内，然而我却从未真正去过深居祖国最东北的那片
土地，或者说没有真正了解过那里的风土人情。循着书中的
字字描述，我想象着呼兰河的街道模样，大大小小的瓦房错
落参差，院墙相隔的邻里起居，以及赶马车扬鞭的吆喝
声……这里有着小城镇特有的习俗人情，人们相互熟知，甚
至随便抓出一个人来，两三个主妇闲聊的的功夫，已经把这
个人的来头和家中历史翻了个底儿掉。这样的琐事还有许多，
如此的细碎拼凑起来，却在萧红的笔下，以一种欢喜热闹的
滑稽模样，逐一记录展现出来了。

作者可以将一个经常坑人的大泥坑塑造成一个廉洁奉献的形
象。因了这个泥坑，路人们才在一次次遇见翻车事故时，得
以显示出帮助的爱心，也正因了这个泥坑，每每大家买来便
宜的死猪肉，可以一口咬定是谁谁家不幸掉入泥坑中淹死的
小猪，推掉大家图便宜买来瘟猪的不雅罪名。就这样一个普
普通通，乡间可遇的泥坑，在《呼兰河传》中第一次成了申
明正义的主角。



对于当地的风俗，说起来更是热闹。人们在街上消费只认口
耳相传的“老字号”，这里就提到了一家药铺，说来也奇了，
不用打广告不需挂大字招牌，人们自然而然知道去哪条街，
转几个弯可以找到。而那个占据界面的门面，即使挂着特大
招牌，整日广播宣传，最后挺了段时间还是关门大吉。只因
这后者是外地来的行家，而前者哪怕是吃了一疗程都仍拉肚
子不止的“万能药”，还是会生意兴旺。没办法，家家户户
都知道，那谁谁家的药铺有一味何等神奇的治百病药，不管
用也可以买来做个心理安慰。

风俗的体现在后文的团圆媳妇故事里，有更深的体现，那一
段可真是叫人有些哭笑不得，只觉闭塞的思想令人生气，团
圆媳妇的经历着实可怜。

整个《呼兰河传》围绕着家乡，以及那片祖父的园子为主线
条，来描写童年经历的故事，看似写得琐碎，却都是在祖父
的周围发生的，亦是在作者童年时听到看到的。本该热闹的
场面就此，剩下些许的苦笑和感叹。

书的后面一小部分是《商业街》的内容，讲述的则是人生中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伴侣。相识相恋、一起过艰苦的日子，
褪去了爱情丰盈华美的外衣，留在萧红文字里的，是两个人
一起奋斗的日常，和过日子的朴素温暖，它更贴近现实中的
婚姻生活。伪满洲国和日本侵华为背景，日子算是不容易。
有一出描写典当衣服买包子的片段，将夫妻俩的模样写得真
实又可爱。当时作者与当铺的伙计讨价还价换来的1元，在集
市买了大袋包子回来，一进门拿给爱人，虽说他不乐意，却
还是喜欢包子，于是也就没再说什么接受了。想想生活中哪
找那么多的甜蜜，这段买包子也是再平常不过的瞬间，倒是
因作者心中有爱，显得几分平淡的温暖和些许喜感。

整本书都是这样大大小小的日常所拼成的记忆，想必当时的
情景未尝有这些的欢乐，缘于记忆中的思念，越发得情感深
邃，真实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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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第三章读后感篇二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呼兰河传〉〉，它是一
个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叫萧红的女作家写的，我觉得她的文
笔非常大气。萧红以灰色的笔调描述了。

书中，萧红用轻盈的笔调写下了她的童年，其中，萧红很多
次提到了她的祖父与她嬉戏玩耍的场面，因为在家中，只有
祖父最关心她，而其他人却非常歧视她。书中有一处情节最
是我难忘，萧红趁祖父不注意，往他的帽子上插满了玫瑰花，
祖父却没有察觉，还说：“这季节的玫瑰真香啊!”萧红在旁
边哈哈大笑。

读到这里，我感觉萧红的童年是过得非常无悠无律同时也感
到自己身在童年感到高兴，是呀，童年是上帝送给我们最好
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童年。我又为萧红感到
惋惜，因为她31岁就死了，如果她不这么早死的话，也许还
能给我们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

啊，真想永久停留在童年。可是时光总是要走的。那就用一
颗善良、热情、奋进的心来好好珍惜、感受这如花的大好时
光吧。

呼兰河传第三章读后感篇三

今天看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说来挺丢脸的，我很少读近
现代的文章，这还是老师要求读的。因为近现代的文章太过
沉重吧，适逢战乱，国家风雨飘摇，普通大众也面临着家破
人亡，妻离子散的困境，不同于古代士大夫的花团锦簇，也
不同于现代的歌功颂德，那个年代的文章大多是真实的，鲜
血淋漓的，作为一个生活在新时代的人，真的不想看。



本来人生就未必是阳光明媚，看一篇这样的东西要难受好多
天，更何况，人还年轻，这些太过沉重而悲哀的东西有时候
还真未必感觉得到，读起来也是相对枯燥和晦涩。

有人说，《呼兰河传》描写的都是悲剧，但我觉得那都是生
活，我们就这么出生，这么活着，也这么死亡，我们所遭遇
的不幸，却也不是不幸，因为活着就有生死离别，就有“ 人
生不如意，十之有_ ”，就有生活困苦的可怜人。

这是人生常态，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用乐观的眼光去看待这
些生活中的汲汲营营就是生活，用悲观的眼光看就是在封建
压迫下的悲剧。其实，给过去的困苦生活打上阶级标签在我
看来是牵强附会的，在那个时代，生产力就是如此，社会制
度就是如此，真要说谁压迫谁，自然界还有肉弱强食呢。我
觉得，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封建社会压迫下导致的悲剧，还不
如说是人性的悲哀。这也许是在生产力不高，没有积极有效
的社会制度来规范保障之下，长时间以来自然产生的社会结
果。

呼兰河传第三章读后感篇四

这世上有一本书。它如诗，如画，如歌。它既幽默，又讽刺。
这本书叫《呼兰河传》。这世上曾有一位女作家。她孤独，
敏感，矜持而又倔强，天才而又短命。她叫萧红，现代著名
女作家，《呼兰河传》的作者。这个假期我有幸拜读了这本
书，而这本书也使我感受颇深。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一部着作，也是她流传最广的一
部经典之作。萧红通过自己对儿时的点滴回忆，用自己轻盈
细腻笔调把我们引领进呼兰河这个落后，迷信的小村子里。
书里的呼兰河到处都显得那样萧条：灰色的天空，灰色的画
面，灰色的人生，灰色的人性，乌云蔽日，看不到一点阳光。
人性的残忍和无情，令人发指。整本书布满了灰色的色彩，



那样凄凉。那些因人们的无知，迷信所发生的悲剧，令人痛
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还记得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12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本
该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她，却成了一个陌生人家的童养媳，
一个人孤独无助的在陌生的环境里生活，动不动就会遭到婆
婆的一顿毒打，只要婆婆一有不顺心的事，小团圆媳妇就遭
了秧，在她婆婆的眼里，她的命竟然比不上一只鸡，一头猪，
多么可悲﹗但在旧中国又有多少与小团圆媳妇一样的无辜少
女？她们生活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非人的虐待，
与其说小团圆媳妇是被吓死的，不如说事旧中国封建社会的
残酷和无情让她匆匆离开人世。

萧红说她的童年是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她有祖父，在园
子里和祖父一起干活，一起玩耍，度过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
光。但她又只有祖父，母亲的冷漠，父亲的顽固，使萧红在
祖父去世后，对这个家庭没有一丝留恋和感情！

《呼兰河传》是萧红作于20世纪40年代，这本书描写了20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呼兰小镇风土人情，但它也表现了那个时代
的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萧红对旧中
国封建社会的否定与不满。

“他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
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
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
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这是著名文学家矛盾对《呼
兰河传》的评价，读完这本书你也会久久地沉浸在那个灰色
的年代，灰色的世界和那个年代的悲哀和残酷。

本章讲的是冬天，冬天十分寒冷，大地被冻的裂开了一条口
子，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十分生疼。人们的头发上，胡
子上，都是冰渣。手背上，脸上都冻得裂口。买馒头的老爷
爷不小心把馒头掉到了地上，旁边的人捡起馒头就跑，别看



动物们有厚厚的皮毛，它们也是冷的不得了，不停的叫唤。

我觉得这一篇写了冬天有多冷，冷的大地开口，房子上挂满
冰凌，又写了人们的样子，动物的样子。生动形象的写出了
冬天的冷，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在呼兰河那边，感受到了
冰天雪地的寒冷。

呼兰河传第三章读后感篇五

身体与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昨晚一口气读完了一本上世
纪40年代的著名作家萧红写的书——《呼兰河传》。这本书
被著名作家矛盾评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图画，一
串凄婉的歌谣。作者萧红用灰色、轻松和真实的笔调描绘出
了她小时候在祖父家呼兰河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在萧红的笔
下，我看到了萧红和她那和蔼的祖父度过的美好时光，看到
偏远闭塞的生存环境必然带来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的生
活环境，过着清贫安康的日子却又摆脱不开封建迷信的影子。

但让我尤为深刻的画面就是：小团圆媳妇的遭遇让我感到愤
怒，一个还处在天真无邪年纪12岁的姑娘被老胡家因封建迷
信愚昧无知的行为活活折磨死了，又是挨打，又是被当众脱
掉衣服，抬入滚烫的热水中，人们用手按住她的头，用热水
往头上浇，这样折磨了三次，折磨一次昏一次。无论是肉体
还是精神上，终究扛不住这般折磨，在最青春的年华告别了这
“没人情味”的世界。

读完这本书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还沉浸在这灰
色的画面中。但又反观我们如今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我们应
该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更应该学会生活，
懂得感恩，内心存留着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美好(正如萧红和祖
父的感情一样)。

关于呼兰河传第三章读书笔记2



平淡得像秋水一样，一个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道路，灰色的
城市，灰色的社会。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再善良，
也抛不开那些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旧思想，土办法。抛不开，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也是必然的。

呼兰河畔的生活，故事里充满了那时候的人的迷信的影子，
什么海龙王啊，什么叫魂啊的，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个大泥
坑。那里人是萧红那年代最平凡的一种人，靠自力更生却摆
脱不了小市民的身份，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烂漫
的笔调下刻画出的一个寂寞的世界。迷信还是迷信，跳了大
神，给人去病。看了生日再去嫁，若是生日不好但家财万贯
的男孩是可以嫁得的。虽然这么愚昧，这么这个样却在这么
个家庭还有这么个温馨，点点的.那种，好像炊烟一样迷茫，
摸也摸不着，碰也碰不透。

《呼兰河传》里的故事，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苦闷和寂
寞也一样，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但见
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
像我们对萧红的死一样惋惜。

啊，真想永久停留在童年。可是时光总是要走的。那就用一
颗善良、热情、奋进的心来好好珍惜、感受这如花的大好时
光吧。

关于呼兰河传第三章读书笔记3

读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我知道了萧红童年在呼兰河留
下的故事。

作者萧红细腻地写下了呼兰河是一个并不热闹的一个小村庄，
叙述地写出了她的家和那美丽而沉寂的大公园。祖父，二
伯……在萧红的笔下让我知道了那个小村庄的民俗风情和那
些小团圆媳妇被婆婆折磨得病怏怏的。



作者萧红告诉大家，她的童年既快乐又寂寞。在萧红家的大
花园里，她的快乐童年回忆全部都装在这个大花园里了。她
和祖父一起在这个大花园里笑声总是在荡漾。她和祖父的故
事很多，比如，祖父铲地，但萧红不会，拿不动那锄头杆，
于是祖父便把锄头杆拔下来，让萧红单拿个“头”来铲。因
为不知那个是苗那个是草，所以用锄头乱勾一阵，把菲菜当
野草割掉了。还有萧红看见祖父在浇菜，萧红抢过来浇，但
她并不是往菜上浇，而是往天空浇，还说：“下雨咯!!”

呼兰河里还有很多有趣和令人发笑的故事。特别是呼兰河四
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发生的事情：娘娘庙大会那一天，女子和
妇女参加的最多。如果是还没有生小孩的妇女去的话，只要
在子孙娘娘的雕像背后钉一个纽扣，给她在脚上绑一条带子，
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戴一副眼镜，把她旁边的泥娃娃给
偷着抱走一个。据说这样做，来年都会生儿子的。还有卖带
子的也特别多，妇人们都争着去买，她们相信，买了带子，
就会把儿子给带来了。若是未出嫁的女儿，也误买了这东西，
那就会变成大家的笑料。

呼兰河虽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处处都是故事。

关于呼兰河传第三章读书笔记4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呼兰河传》，它是一个20
世纪80年代的一个叫萧红的女作家写的，我觉得她的文笔非
常大气。萧红以灰色的笔调描述了呼兰河。

书中，萧红用轻盈的笔调写下了她的童年，其中，萧红很多
次提到了她的祖父与她嬉戏玩耍的场面，因为在家中，只有
祖父最关心她，而其他人却非常歧视她。书中有一处情节最
是我难忘，萧红趁祖父不注意，往他的帽子上插满了玫瑰花，
祖父却没有察觉，还说：“这季节的玫瑰真香啊!”萧红在旁
边哈哈大笑。 读到这里，我感觉萧红的童年是过得非常无忧
无虑，同时也感到自己身在童年感到高兴，是呀，童年是上



帝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童年。
我又为萧红感到惋惜，因为她31岁就死了，如果她不这么早
死的话，也许还能给我们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

平淡得像秋水一样，一个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道路，灰色的
城市，灰色的社会。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再善良，
也抛不开那些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旧思想，土办法。抛不开，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也是必然的。

《呼兰河传》里的故事，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苦闷和寂
寞也一样，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但见
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
像我们对萧红的死一样惋惜。

啊，真想永久停留在童年。可是时光总是要走的。那就用一
颗善良、热情、奋进的心来好好珍惜、感受这如花的大好时
光吧。

关于呼兰河传第三章读书笔记5

看完了《呼兰河传》这本书，我留下了无限的思考。《呼兰
河传》讲了萧红小时候和祖父的故事，这本书的语言并不华
丽，但朴素的语言，平凡的人和事同样动人。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有了一个疼爱她的祖父。祖父带
着他在菜园里，摘黄瓜、浇水，给她点灯笼，让萧红玩得不
亦乐乎。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祖父给萧红点灯笼了，萧红在
房间中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陈旧的、落满灰尘的灯笼，祖
父细心地把灯笼擦拭干净，点上蜡烛，给萧红玩，直到坏了
为止，但祖父依然笑眯眯的。这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是
祖父却有着惊人的耐心和宽容。首先，萧红翻箱倒柜，家里
一定翻得七零八落的，一般家长见了都要大骂。其次，萧红
找到了一个破旧的灯笼，一般的家长一定没有耐心擦干净，
点上蜡烛给孩子玩。更重要的是萧红把灯笼打坏了，祖父没



有把她臭骂一顿，居然还笑眯眯的。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慈
祥的祖父，萧红才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有了一个不平凡的村子。这个村
子里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大泥坑，这泥坑经常弄翻马车，淹死
人、牲畜，还阻挡了许多人的前进道路。有了这个泥坑，村
里里顿时热闹非凡，翻了马车抬马车，人掉下去了救人，挡
住了人从旁边的墙上面爬过去。没有一个人觉得累，更没有
一个人要把这个“无恶不作”的泥坑填平。我想，假如填平
了这个坑，村子就恢复了冷清，变得寂寞，大家没事可干，
失去了抬车的乐趣……当然了，这个泥坑也给村里人带来
了“福利”，当牲畜淹死的时候，许多人都去抢猪肉吃，杀
猪的捡了回去，就会以半价卖出去。在艰苦的乡村生活中，
处处闪耀着人性的真、善、美的光辉。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有了许多人陪她玩耍。冯歪嘴子
啊，她们家的厨师啊，都是她的“寻乐工具”，团圆媳妇只
有十几岁，她很乐意陪着萧红玩，乐此不疲，但她最终命运
多舛。

我们再也体验不到萧红的童年生活了，但书中字里行间流露
的人性的至纯至美，仍然使我的内心暖暖的。

读了《呼兰河传》，读了一个凄美的故事，读出了童年的珍
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