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百年孤独的感悟(优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
心得感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读百年孤独的感悟篇一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
尔克斯的一部小说，他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加勒比
海沿岸小城马贡百年的历史我定位它是继《创世纪》之后，
首部值得读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当然了，这部巨著也被后
人誉为“魔幻小说界璀璨的明珠”

首先，这部作品的题目首先给读者以深远的思索，其次，它
还体现了哥伦比亚人民的现实而又充满创新的生活。

马尔克斯曾言：“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生活并非一个人的经
历，而是他的记忆。”《百年孤独》里描述的那样一个几乎
神话般的世界，那里有马尔克斯童年眼中拉美国家真实历史
的影射，有近代拉美社会百年变迁的缩影和拉美人民的精神
意识，同时也融入了人类百年生存的斗争历史和凝聚的经验
和精神，同时还提出了对现代人和社会命运发展前途的思索
和探讨。所有这一切的内涵意义使《百年孤独》成为一部具
有史诗意义的作品。

小说情节曲折起伏，稍稍令人迷惘。小说主人公布恩迪亚上
校出生于小城马贡里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家族先后由衰转
盛，由盛转衰的百年兴衰史，一百年的时光轮转，又回到了
从前。故事情节曲径通幽，引人入胜。给人以关于人类社会
发展的思索。这部作品还这本书以很大篇幅地把 政客们的虚



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等等都写得淋漓尽
致。

作家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描绘了这
个家族的孤独精神。在这个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
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

不过对我而言，单从读《百年孤独》的直观感觉来说，是非
常的微妙且有意思的。与以往容易入书入戏的我不同，百年
孤独里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生离死别似乎和我之间隔了
一层下雨中的玻璃墙。每当我似乎身临其境的时候，总有一
层新雨将玻璃重新淋得模糊。也许是因为作者总以戏谑的口
吻描述类似神话的种种场景，也许是因为书中人物狂野的孤
独离世俗的自己太过遥远。

读百年孤独的感悟篇二

《百年孤独》是一部不能只读一遍的书，至少读三遍才能理
出头绪，前提是需用心读。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
百年孤独读后感感悟心得大全，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本
文。

《百年孤独》看完了。

有乌尔苏拉在真好，再怎么不幸也能顽强支撑着，整个家族
唯一正常并且时刻保持清醒和警惕的人，有她在的时候，家
还一直是家。

其实提取大纲出来体系也没有多复杂，上校的战争事件作为
大篇幅也着重在背景渲染，厉害之处在于无处不在的魔幻之
笔。

马孔多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一代害怕生出猪尾巴孩子，到最后



一代被蚂蚁运走的猪尾巴孩子，就连那摇摇欲坠层层打补丁
似地叠加了一层又一层时代风霜的承载了无尽孤独的大房子
也将被即将到来的飓风所卷走，布恩迪亚家族将不复存在。

有种命运嘲弄般的气愤、无奈到无所谓，那在每一代不曾被
完全放弃破译的神秘莫测的羊皮卷，其实就是记载着整个家
族变迁的预言，但永远也称不上预言，破译出来的时候已经
到了历史尽头。如果能早点破译出来那么能改变历史么？或
许没有关系。从每一代沿用第二代名字开始就意味没有一个
正常人和历史重演，乌尔苏拉曾经试图按着教皇的目标培养
一个纯正的子孙都失败了。

——这是一本饱含孤独的书，厚厚的书页承载着厚厚的孤独
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孤独是一开始就注定好的，在那本羊
皮手稿中，从第一代人传至第七代，一直没有被研究透，而
正因为家族中无人，也就不能知道家族的命运走向，我觉得
这是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独具匠心的安排。一开始读
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被一连串看
似一样的名字弄得眼花缭乱，再去看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是
要通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
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个社会现实。

虽然我并不太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但是通过这本书，我能
够感受到在那个年代，那片土地，那一群人类的内心。我想
我是难过的，因为能够确确实实地感受到那份孤独与无奈。
我想我又是幸运的，通过这本书，我学到的是该如何把握自
己的命运，过好自己的生活。

《百年孤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世进行了了解，于
是，我被深深地震憾了，为作者，为书本，为拉丁美洲。20
年来，我在孤独中体会其中的孤独，并饱受折磨。为了排遣
孤独，我不断地向我的朋友推荐《百年孤独》，分享孤独，
理解孤独。



孤独是可怕的。自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
多世纪，拉丁美洲几乎都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下。政客
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拉丁美洲
百年的历程不断重复着怪圈，不是前进，而是徘徊。在《百
年孤独》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
受专访时对孤独的解释意味深长：孤独就是不团结。作者著
书的目的是希望拉丁美洲的民众要团结起来，走向文明，走
向开放，走向繁荣。

拉丁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蕴含着无穷的神秘，创造过辉
煌的古代文明，但拉美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耻辱与压迫，血腥
和悲剧。自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多世纪，
这片神秘的土地经历了百年的风云变幻。在作者进行创作的
七十年代，几乎整个拉美都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作
者凭借其深刻的政治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拉丁美洲百
余年的历史，并不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只是一个
不断重复的怪圈。这也就是为什么书中的那些人那些事情总
是在不断重复的原因。

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创业的艰辛，
文明的出现，繁衍与生存，爱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资本
主义的产生，内战的爆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民主与共
和之争等足以影响拉美的大事，却让他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小
小的名叫马贡多的乡村中。把布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都深深
的牵扯了进去。在故事的结尾时。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
雷良诺阅读了记载这个百年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这
里面所有的一切，我都曾经看到过，也早已知道!”作者正是
借这个总结性的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拉丁美洲百年历史
的看法，即近代拉美百余年的历史是重复的，拉美的发展和
历史进程都停滞不前。

《百年孤独》是我比较喜欢的外国小说之一，我在读这本书
的时候和读其它书都很明显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本书的特点
之一吧。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就是全书几乎没有任何向上的积



极气息，有的只是孤独和颓废。

这部30万字的《百年孤独》，很好看，你会时而放声大笑，
时而眉头紧锁，当时重复率最高的表情是“瞪大的双眼”因
为据说本书是公认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马尔克斯对于生活也许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笔下的人物，
不管是性格开朗还是封闭，是坚毅向上还是堕落腐化，不管
他们的生活是积极向上还是纸醉金迷都给人一种深深的孤独
无奈感，他们都不可避免坦然淡定的走向死亡。他笔下的世
界虽然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却还是愚昧落后没有任何进步相
反还逐渐走向没落。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旦遇到悲凉的心境就需要有人出来安慰，
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孤独，你那善意的劝解反而更加刺痛他
孤独的感伤，使他倍感孤独，适宜的离开也是一种默默的关
怀。也许他需要一首悲伤的乐曲，也许他需要一段文字，他
需要的无非就是将他的孤独表达出来的艺术，而这期间只有
他自己明白。

孤独希望与安静和黑暗为伍，但人却要面向阳光，否在会在
无限的孤独里被黑洞吞噬。

最后几章一口气读完，读到最后奥雷里亚诺破译羊皮卷时，
卷里所预兆的结局和现实世界如镜像般重叠，实在震撼。

如此生命力蓬勃，欣欣向荣，拥有远大前程的庞大家族，一
代又一代里性格长相的复刻以及人生轨迹的雷同，却无法带
来绵延的福祉和不尽的子嗣。伴着布恩迪亚们以各种各样称
得上匪夷所思的死法，魂归马孔多扬尘的土地，作者早已暗
示了他们无可挽回的衰颓命运。极盛转衰的家族史诗让人联
想起曹公笔下的红楼。

家族内且做且毁的祖传恶习，情欲世界中的沉浮，以及层出



不穷的宏伟事业，从一开始的斗鸡到之后的香蕉帝国，都只
是为了让布恩迪亚们在这永无止境的重复和分裂中找到精神
寄托。但即便如此，孤独仍然无可避免的在早已预设好的地
方如蛛网般密不透风地把他们笼罩。

正如书中所言:“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
去不返，最疯狂执著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裹挟入黄
土的，只有那将回忆的长诗抛洒于过往后的醍醐，和顿感天
地浑然而自我无比渺小的怅惘。百年孤独。

读百年孤独的感悟篇三

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并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我想，
这也是这部作品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吧!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苦苦在世上挣扎，人们渴望真情，但是
怕孤独的恐惧又无时无刻的侵袭人们的孤独，让人仓皇不安，
让人为了逃避恐惧而越来越远。一本《百年孤独》，一个家
族七代人百年的坎坷历程，百年的岁月，如同长江黄河滔滔
如流，最终在百年之中，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终点回到
起点，社会的发展，家族的变迁，都画着一个圆形的轨迹。

孤独的宿命围绕着这样一个家庭，一代代相同的名字，似乎
也预示着他们相同的命运。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每个人的精
神历程都是一个圆，他们从小就孤独，冷漠，古都似乎是这
个家族每代人共同的特点，成如小说中写道:布恩地亚家族每
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一望可知的特有的孤独神情，长大后，
他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方式突破孤独的怪圈，但激烈的行动总
是归于挫败地沮丧，他们又以不同方式，一个个陷入更深沉
的孤独之中，对他们来说，孤独仿佛一种神秘的命运难以抗
拒。终点最终回到起点，让人感觉到巨大的苍凉与悲凉。

读这样的小说，感觉就像看作者站在一个高的平台上，去俯
视整个布恩地亚家族的命运，听作者讲述一个已然逝去的故



事。隔着距离从外看马贡多，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
是一个孤独的岛屿，而凑近了看家族七代人的悲欢离合，便
可发现一个个更为悲凉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家族中，夫妻
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
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很多认为打破孤独进行种.种艰苦探索，
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
后终以失败告终，如书中乌苏拉在非常孤单之时，只好去找
她那不中用的被人遗忘在栗树下的丈夫，对他说:你看看这个
空荡荡的家吧，看看我们那些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儿女吧，
咱们又像当初那样只剩你我两个了。而霍基?阿卡迪奥对她的
悲叹却是充耳不闻，她这些话好象是在讲给一个死人听，对
于乌苏拉来说，岂止只是剩两人，其实只是剩她一个人孤独
的生存着。生性孤僻的阿卡迪奥，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
他童年时代就一直折磨着他的恐惧突然消失了，在对人生的
回顾中，他终于明白自己是很热爱过去最北他憎恨的人们，
面对死亡，他感受到的不是害怕而是怀恋，他似乎时有所觉
悟了，或许那种一之折磨他的恐惧便是对孤独的恐惧，人的
存在就是选择，就是选择他的独特生活行动的方式，一直以
来他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驱散这种恐惧，但最终未能如愿。

马尔克斯在谈及作品中人物孤独性时，他说过:孤独的反义词
是团结。这是以这个家族的命运来反映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
他希望于整个民族的团结。布恩地亚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
人道，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他们的孤独并不是拥有真
理的灵魂而具有的高洁峭拔，因不能与人分享智慧的快乐而
孤独寂寞，而是由于与愚昧并存的感情的匮乏所造成的日常
生活中的心与心的离异与隔膜，这样的孤独竟可以将一个昔
日曾经繁华的小镇最终消失。在此，马尔克斯是告诉人们，
孤独的实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一冷漠、
消极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事实上，你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生
活，生活同样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回报你，一个陷入孤独的民
族是没有前途的，只能与贫穷、愚昧和落后为伍。这样的作
品现在读来仍有它的意义，在一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每个
人都固守着一份自己的孤独，事实上，这种孤独会使人走向



冷漠，最终如马孔多城一样灰飞烟灭，消失于无形。

读百年孤独的感悟篇四

《百年孤独》是一部深思、灵感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
情节，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但当你读完她，掩卷长思，
你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重复。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
考。并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如此引
人入胜的原因吧!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苦苦在世上挣扎，人们渴望真情，可是
怕孤独的恐惧又无时无刻的侵袭人们的孤独，让人仓皇不安，
让人为了逃避恐惧而越来越远。一本《百年孤独》，一个家
族七代人百年的坎坷历程，百年的岁月，如同长江黄河滔滔
如流，最终在百年之中，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终点回到
起点，社会的发展，家族的变迁，都画着一个圆形的轨迹。

孤独的宿命围绕着这样一个家庭，一代代相同的名字，似乎
也预示着他们相同的命运。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每个人的精
神历程都是一个圆，他们从小就孤独，冷漠，古都似乎是这
个家族每代人共同的特点，成如小说中写道：“布恩地亚家
族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一望可知的特有的孤独神情，长大
后，他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方式突破孤独的怪圈，但激烈的行
动总是归于挫败地沮丧，他们又以不一样方式，一个个陷入
更深沉的孤独之中，对他们来说，孤独仿佛一种神秘的命运
难以抗拒。”终点最终回到起点，让人感觉到巨大的苍凉与
悲凉。

马尔克斯在谈及作品中人物孤独性时，他说过：“孤独的反
义词是团结。”这是以这个家族的命运来反映整个拉丁美洲
的命运，他期望于整个民族的团结。“布恩地亚家族都不懂
感情，不通人道，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他们的孤独
并不是拥有真理的灵魂而具有的高洁峭拔，因不能与人分享
智慧的欢乐而孤独寂寞，而是由于与愚昧并存的感情的匮乏



所造成的日常生活中的心与心的离异与隔膜，这样的孤独竟
能够将一个昔日以往繁华的小镇最终消失。在此，马尔克斯
是告诉人们，孤独的实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存哲学，它意
味着一冷漠、消极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事实上，你以怎样的
态度去对待生活，生活同样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回报你，一个
陷入孤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只能与贫穷、愚昧和落后为
伍。这样的作品此刻读来仍有它的意义，在一个快节奏的现
代社会，每个人都固守着一份自我的孤独，事实上，这种孤
独会使人走向冷漠，最终如马孔多城一样灰飞烟灭，消失于
无形。

读百年孤独的感悟篇五

作品描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
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
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
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
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作者马尔克斯用绝望的宿命论，将布恩迪亚家族乃至整个马
孔多小镇笼罩在巨大的悲哀中，从故事的一开始就已暗示了
结局，无论是庇拉尔·特尔内拉用来算命的纸牌，还是奥雷
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死亡的预感，甚至是羊皮纸上的梵
语密文，都毫无期望地预示着杯具的到来。一个家族七代人
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以致最终回到终点，社会的发展、
家族的变迁，都在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轨迹，直至最终什么都
没有留下。正如羊皮卷上所载“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
最终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是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绝望
还是作者想用这种绝望的呐喊，唤醒麻木无知的民众如果不
是查阅了拉丁美洲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不会理解为什么这本
书带有如此强烈的杯具色彩。

从1830年到上世纪末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



数十万人丧生，书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动过32
次武装起义，无一成功。他躲过了14次暗杀、73次埋伏、1次
行刑队的枪决，最终当上了革命军的总司令，率领部队南征
北战，成为最令政府惧怕的人物。”他反对政府的暴力和独
裁，领导自由派和保守党抗争，但最终因内心思想动摇没能
取得胜利，这些都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射。政客们的虚伪、
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目和愚昧等等，都在书中人物的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家族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
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了解，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行种
种艰苦探索，但无法找到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齐
来，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乌尔苏拉对生活环境的修缮和美化，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但最终抵可是冷漠和孤独……理解到那里，
我对作者苦心谋篇的情节设计，有了一点肤浅的认识，也最
终明白重复使用相同名字的用意，这样再来理一遍故事情节，
便对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有了清晰的归类。

这样的孤独，作者真的没有一丝期望了吗第三次翻开书页，
在字里行间捕捉那一丝一毫如萤火虫般细微的期望之
光：“即使以为自我的感情已经干涸的无法给予，也总会有
一个时刻一样东西能拨动心灵深处的弦，我们毕竟不是生来
就享受孤独的”“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
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
地上出现。”我想，仅有将牢笼般陈旧的社会彻底打烂，才
能滋养出新的期望。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呐喊》，是
否这两位著名的文学家都表现出了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
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这仅仅是对作者用意的一点不成熟的揣测，书中涉及的历史
环境及典故，我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肤浅的理解仅停留
在表层，已让我内心充满无尽的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