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孤独书籍读后感(汇总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百年孤独书籍读后感篇一

“若干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
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加西
亚·马尔克斯在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开篇这
样写道。布恩地亚上校的记忆犹如一滴墨水坠落在宣纸上，
无法停止地渲染开来。

恰如《百年孤独》这个题目给人的感觉一样，开篇这段话，
马尔克斯将时间和空间拉长延展，给读者以脱离现实时间的
魔幻般的感受。

小说的情节离奇令人迷惘。在小镇马贡多，布恩地亚家族上
演着百年的兴衰史。这个家族由衰转盛，又由盛转衰，一百
年的历程，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一切都逃不出一
个诅咒。霍·阿·布恩地亚与表妹乌苏拉近-亲结婚，阿苏拉
担心会像姨妈和姨父近-亲结婚那样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而拒
绝与霍·阿·布恩地亚同房。布恩地亚于邻居发生口角的时
候，布恩地亚因为邻居嘲笑他被乌苏拉拒绝同房而杀了邻居。
结果死者的鬼魂搅得布恩地亚一家日夜不宁，布恩地亚家族
被-迫迁移到小镇马贡多。起初布恩地亚家族人丁兴旺，但是
随着内战的爆发和外敌的入侵，布恩地亚氏的命运急转直下，
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领导的32次土
著居民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地
亚的时候，因为与姑妈乌苏拉通婚，结果生下一个带尾巴的
女婴，正好应验了一百年前吉普赛人用梵语在羊皮纸上写下



的密m，而这个密ma的破译者就是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地
亚上校自己。这个无疑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而这个带尾的女
婴，被蚂蚁咬烂以后拖入了蚁穴。随后，小镇马贡多消失在
一阵飓风中。

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百年孤独》以复杂的
背景和离奇的情节鹤立于拉美文学史之林，作品充满了理想
的光辉。遥远的马贡多小镇上发生着离奇的事情：奥雷良诺
领导了32次起义结果都失败;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在晚年
不断地织裹尸布;奥雷良诺第二则是不断地修理门窗;俏姑娘
雷梅苔丝每天要洗好几次澡;小镇马贡多一场骤然而至的雨持
续下了四年十一个月又两天，此后十年，马贡多滴雨未下;布
恩地亚家族的人对美尔加德斯的磁铁痴迷不已并且反复上当;
第七代奥雷良诺是一个出生就有尾巴女婴，却被蚂蚁咬烂后
拖进蚁穴;随后一场飓风吹走了马贡多小镇，吹走了一切，比
那场持续四年十一个月有两天的暴雨带走的更多……读起来
总是给人很虚幻很缥缈如此不真切的感觉。

小说的结局布恩地亚家族连同小镇马贡多消失在一阵飓风中。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结尾写道：“就在奥雷良诺·布
恩地亚译完羊皮纸手稿的最后瞬间，马贡多这个镜子似的(或
者蜃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
忆中彻底抹掉，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
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作者对于落后和愚昧的态度是彻底否定的，于是安排了一场
飓风队旧事物来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百年孤独”，既是说
拉美落后的时间之长，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的心态：对
进步和先进的漫长等待。百年孤独，百年的等待。至于这以
后，落后和贫穷还会不会出现，没有明确答案，但是马尔克
斯的愿望是美好的：“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
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以荒诞的形式反映现实，不管马贡多发
生的一切有多离奇古怪和扑朔迷离，都是取材于马尔克斯对



拉美现实的观察和感悟。

对梦想与光荣的向往，对独立与自由的憧憬，在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中，现实中的追求和希望超越于形式的虚幻，
找到了最终完美无缺的结合点。

百年孤独书籍读后感篇二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
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
马贡多是一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落，用泥巴和芦苇盖的房屋
就排列在一条河边……”但凡文艺青年或是想装装文艺青年
的家伙想必都很熟悉这段话。在那个盗版书铺天盖地的年代，
手捧盗版书的人们倒也多多少少受了些文艺熏陶——只是版
本不一。结果马尔克斯老爷子一怒之下，索性死后150年都不
给中国自己的作品授权——当然那是过去时，不提也罢。

被海水包围的马贡多，孤独中存活了百年之久的马贡多。布
恩地亚家族，历经六代，悲欢离合断断续续如同梅雨一般纠
缠百年。

很有趣啊，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
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了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没有人
会被绑在树上直到生命终结……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村
落里面。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家庭反反复复给孩子命同样的
两个姓名，死者不会因为太寂寞就重返人间……但这一切都
发生在了这个家族之中。故事是荒诞不经的，仿佛透过一层
教堂彩绘玻璃窥视着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然而读完后又感
到它是无比的真实——真实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亲
眼目睹的一幕幕悲剧。

故事的叙述有些混乱，那都是些循环往复的回忆，考验着记
忆力浮浮沉沉的混沌回忆。孤独的回忆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第一个何塞阿卡蒂奥，在孤独中泯灭了自我。丽贝卡，则在



同孤独的对抗中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奥
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迟暮之年看得比谁都清楚可为时已
晚。阿玛兰塔，深知自己的痛苦却无法逃离。乌尔苏拉，明
明人生一直浸泡在一碗痛苦孤寂的汤中却毫不自知，守着一
个慈母的美满面具悲怆地活着，那家就是她的坟墓。

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世世代代传下的名字联通家族遗传的记
忆，他们的命运变成了莫比乌斯环中爬行的蚂蚁，不断循环
往复却找不到出口，不断寻找却不知其实根本不用找。看书
的时候我老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太相似，也太长了。不过想
想他们都是家族中那只可悲打转的蚂蚁，不妨将他们当做阿
卡蒂奥跟奥雷良诺好了，同名同姓，拥有一脉相承记忆的人
本来就是同一个人吧，我想。至于那两个换了名字的人物，
或许搞错坟墓也是他们的归宿。

“若干年之后，当他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奥雷良诺第
二一定会记得六月份一个_雨连绵的下午，他踏进房去看他头
生儿子时的情景。”你看，只是回忆，真的仅仅是回忆而已。

有人说布恩蒂亚家族如同傀儡之家一般运作着，没有感情也
没有实体。我想，孤独的心中也未必装不下真正的在乎，毕
竟那种东西，是爱因斯坦和薛定谔都没办法的事情。这个家
族在黑暗中百年的孤独与百年的等待，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
维系着——绝对不是费尔南达家乡那样的昏色地带。

整本书想要表达的也许只是一个词：循环。联系到当时拉丁
美洲历史循环往复停滞不前的怪圈，再怎么迟钝的人也多少
会往这方面想想——毕竟文学作品源于生活。

至于孤独，那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命运与罪恶，想跑也跑不
掉。

其实人这一辈子从可以看到不同开始，就想尝试着去理解人
和事。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那些微妙而关键的感性差异，



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说独立语言的生物。

也许沟通和交流能在岛与岛之间建造桥梁，但桥梁的存在也
终究拉近不了实际距离啊。

很多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再也抹不掉了，那些事情会改变
一个人，也许会成为一个人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

一般来说，人类定义“回忆”的方式由于是一种美化所以一
向自我中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记住了也只是故事，就算
本来与自己有关、不过出于种种原因想起来就后悔，情愿和
自己没关系，情愿没发生过的事情也会被自顾自从名为“回
忆”的盒子里捡出去不加修饰地扔在意识角落假装看不见。

直到有一天出现毫无预兆的契机，像看陌生人那样惊奇地重
新发现躺在角落里的那个未加工半成品，以及为了它花过各
种各样力气的，几乎不认识的自己。

像是雨刷刷过玻璃，一下子一切都明朗了。

最后谁摆脱了布恩蒂亚家族的宿命呢?活着的人死了，死去的
人依然沉睡着。但在那一刻，如同现实中的追求和希望超越
于形式的虚幻一般，他们又在一起了。

想到这些时候看到这样的结局就好了。要是还能微笑，就好
得不能再好了。

搞不清马尔克斯老爷子怎么想的，眼下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
在书店买到正版《百年孤独》装文艺青年了。

马尔克斯老爷子说，这样的家庭不会再在地球上出现。

但愿如此。



百年孤独书籍读后感篇三

在刚刚开始阅读《百年孤独》时，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有两处
奇怪的地方，其一是书中诉说的故事大都荒诞不经；其二是
作品中人名的反复出现和相同怪事的重复发生。在现实生活
中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
了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死者更不会因为耐不住寂寞就
重返人间……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边。更令人
奇怪的是，书中这个绵亘了百余年的世家中，男子不是叫做
阿卡迪奥就是叫做奥雷良诺，而家族中各种奇怪的事情，在
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阿卡迪奥直到家族的最终一个守护者奥
雷良诺的身上反复地发生着。联系到作者的创作年代和生活
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这象征了什么。

拉丁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蕴含着无穷的神秘，创造过辉
煌的古代礼貌，但拉美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耻辱与压迫，血腥
和杯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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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貌的出现，繁衍与生存，感情与背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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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牵扯了进去。在故事的结尾，家族的最终一个守护者奥雷
良诺阅读了记载这个百年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那里
面所有的一切，我都以往看到过，也早已明白！”作者正是
借这个总结性的人物之口，表达了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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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布恩迪亚，即家族的创始人，和他的妻子乌苏拉带领他们
的亲眷与朋友历尽艰辛来到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那个时候
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尚未命名，而这片新天地的主人，也从
未想过要确立统治者来管理那里，他们过的是一种类似于自
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也体验到了收获的欢
乐，他们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礼貌并为它取了名字：马贡多。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布恩迪亚渐渐地丧失了对未知的好
奇和探索的勇气。不只是由于自我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只是单
纯的无意义行为，老布恩迪亚开始在自我的实验室里做起了
金属金鱼，可是他每做到二十条就熔掉它们重做。这象征着
他所开创的马贡多，乃至整个拉美的近代史，从一开始就陷
入了循环的怪圈中。

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是家族的第二代，可是这两个人却走上
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阿卡迪奥幼年时即与马戏团出海，十余
年不归；而奥雷良诺则走上了军人的道路，并掀起了几乎影
响全国的内战。而内战的起因则是由于f将强行管理马贡多这个
“世外桃源”。这象征着在礼貌的初创后，即开始了对压迫
的反抗。奥雷良诺，即书中的布恩迪亚上校，是一位有着传
奇经历的人，他带领部下经过无数次战斗，最终使f坐在了谈
判桌的对面。可是他所争取的和平很快就葬送在下一代手中。
当他发现这一切时已经垂垂老矣。他打算再次战斗来捍卫人
们的自由，却发现自我已经力不从心。最终他也陷入了循环
烧制金鱼的怪圈中。

家族一代代地承传着。每一代的成员都经历了历史长河中波
涛汹涌的时刻，又渐渐地老去。第三代的阿卡迪奥曾见证了
垄断资本的兴起和剥削的凶残。而之后的奥雷良诺则见证了
自给自足的农业在这片处女地上最终而短暂的繁荣。原始的
繁荣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侵入和自
给自足的消亡。当家族的男子死去时，这个百年世家很快陷
入了衰败，直到家族的最终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在羊皮书卷



中发现这一切只可是是家族不可避免的宿命，是永远也走不
出的循环，才恍然大悟。而这个百年世家也最终在这个世界
中完全消失并再也不会出现。

家族中的另一个贯穿始终的人即是乌苏拉，她从未看过羊皮
书卷，却远比所有人都先知先觉。早在羊皮书破译之前，她
就以往在内心中对自我说“这些事情在他们发生之前我就以
往见过，也早就明白”。这个智慧的人象征了什么？是普通
的人有着永恒的智慧，抑或是历史循环的真谛？仅有作者明
白。

《百年孤独》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
解。但当你读完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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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孤独书籍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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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在理
解专访时对孤独的解释意味深长。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
的关于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的范文!

我无法像他们一样，那么深切的去歌颂《百年孤独》。任何
一本书，在我这里，就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的同时，也照
见了我们习惯漠视不见的事实。我在想，那些人他们悲戚的
命运。他们曾经那么努力执着、那么夺目，却有一个那么荒
诞和无聊的晚年。我由此又产生了害怕，怕我有生之年，来
不及真真切切的保护我的父母，在物质上满足他们，在精神
上支撑他们。



我也深深的了解到一个现实。一个人，在有了爱和理想的时
候，就有了孤独。我们愈爱，便愈发孤独。

那么，今天这个日子，于我，虽然是一年中的唯一，但终归
不会圆满。《百年孤独》的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一个人，他们
的人生全部由童年决定，某一幕某一瞬间，就已经影响到了
他们这丰富而漫长的一生。走到最后，能忆起来的，也不过
是那一瞬间的景象，只不过那一刻，已不带任何情感，就好
像，那一刻一直跟在他身边，而他，才是一直迷失的人。

我希望我能不像他们一样，在生命的进程中，执着于最初的
不圆满，一直迷失下去。

打开那颗心，拥抱这世间的好，做个注定不圆满，却满足幸
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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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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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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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孤独》这本书是我看得最困难也是最久的一本书，每
一代人都用同样的名字命名，这常常让我头痛不已，但我不
得不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最吸引人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一
本人类心灵孤独的苦难史。

小说离奇的情节令人叹为观止。在小镇马贡多，布恩地亚家
族上演着百年的兴衰史。这个家族由衰转盛，又由盛转衰，
一百年的历程，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一切都逃不
出一个诅咒。霍阿布恩地亚与表妹乌苏拉近-亲结婚，阿苏拉
担心会像姨妈和姨父近-亲结婚那样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而拒
绝与霍阿布恩地亚同房。布恩地亚于邻居发生口角的时候，
布恩地亚因为邻居嘲笑他被乌苏拉拒绝同房而杀了邻居。结
果死者的鬼魂搅得布恩地亚一家日夜不宁，布恩地亚家族被-
迫迁移到小镇马贡多。起初布恩地亚家族人丁兴旺，但是随
着内战的爆发和外敌的入侵，布恩地亚氏的命运急转直下，
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领导的32次土著
居民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的
时候，因为与姑妈乌苏拉通婚，结果生下一个带尾巴的女婴，
正好应验了一百年前吉普赛人用梵语在羊皮纸上写下的密码，
而这个密码的破译者就是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自己。
这个无疑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而这个带尾的女婴，被蚂蚁咬
烂以后拖入了蚁穴。随后，小镇马贡多消失在一阵飓风中。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结尾写道：就在奥雷良诺布恩地
亚译完羊皮纸手稿的最后瞬间，马贡多这个镜子似的(或者蜃



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忆中
彻底抹掉，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
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作者对
于落后和愚昧的态度是彻底否定的，于是安排了一场飓风队
旧事物来了一次彻底的清理。

《百年孤独》的叙事结构不同一般马尔克斯采用了连环、环
环相套、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来展现小镇马孔多的历史。仿
佛一个循环向上的气流。这种环环相套的结构恰如其分地表
现了小说的一个主题：人的孤独、封闭以及由孤独封闭而造
成的落后、消亡。作者对孤独这一具有民族特性的问题作了
深刻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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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描写家族的小说和中国的《红楼梦》有些相似。但
这是形似而神不似。《红楼梦》的矛盾来自于家族内部是封
建的等级制度毁了大观园;而《百年孤独》的矛盾来自外部科
技、政治、战争、商业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马贡多小镇。开
篇的吉普塞人带来了科技令霍阿布恩蒂亚发现了地球是圆的
像橙子。然后随着政治的介入。本来马贡多是个幸福的村庄
至今还没死过人是他们骄傲的宣言。然后随着政治的介入镇
长的出现两党派的斗争都让这个和平的小镇渐渐变质：士兵



为非作歹学生向往战场。而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又让小镇得
到了虚伪的繁华并且迅速地在这泡沫经济中衰败。

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以荒诞的形式反映现实，不管马贡多发
生的一切有多离奇古怪和扑朔迷离，都是取材于马尔克斯对
拉美现实的观察和感悟。

梦想与光荣的向往，对独立与自由的憧憬，在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中，现实中的追求和希望超越于形式的虚幻，
找到了最终完美无缺的结合点。

或许会有人说它太过荒诞，或许会有人说他的内容太过偏激，
但这偏偏是它的价值所在，它的荒诞造就了它浓厚的现实意
义，它丰富的想象力使它成为文坛上不朽的经典。

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故事，是现实世界及其困境、迷
信的一面镜子;它也是一个充满虚构的世界，吸引每一位读者
步入浮想联翩的幻境。这部作品采取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
法，把现实和幻想、直叙与讽喻、写实和夸张结合起来，加上
《圣经》和印第安人的一些神话和传说故事，无异绘出一幅
巨型壁画，但却再现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部《百年孤独》是一本人类心灵孤独的苦难史。小说其实
一直在交错两个主题：孤独和宿命。一方面，以乌苏娜为代
表的几个长寿的女人，代表一种神秘力量，一种历史的见证，
一种家族的延续;另一方面，第三代阿卡迪奥为对称，第四代
的孪生兄弟简直就是第二代的兄弟俩的翻版，这象征着一种
命运的轮回，一种注定无法改变的轮回。而这种烙自家族徽
记和生理本能的内驱力还鲜明地表现在这个家族人之间的乱
伦冲动和论理规范的禁忌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即使是看上
去最高尚最理性的奥雷连诺上校，也在数十年颠沛流离的战
争生涯里留下十七个私生子;而第四代奥雷连诺第二更是将这
种情欲发泄到及至，并且神秘的引起了牲畜繁殖力的亢奋。
到了最后，这种盲目的本能冲动到第五代阿玛兰塔乌苏娜和



第六代小奥雷连诺身上彻底的无阻挡的爆发出来，这种被压
抑了几代的乱伦冲动如决堤的洪水淹没了家族的一切。马尔
克斯自己在解释这部作品的人物的孤独性时，曾认为布恩蒂
亚整个家族都不懂得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
挫的秘密。作者的观点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正确的。

但是时间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拥有孤独，我们让孤独流淌在
时间中。

然而，小说的一切悲惨结局皆源于马孔多居民的落后、愚昧。
他们不是面向过去，追怀昔日的宁静与淡薄，就是关在小屋
里，沉湎于毫无意义的制小金鱼、织裹尸布、修破门窗、洗
澡等等。因此，他们只能等待着猪尾巴的重现。

看似荒诞的一个家族其实正折射出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这一
个家族的孤独与苦难也正是拉丁美洲人民的病苦与血泪。拉
丁美洲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历史悠久的古代神话，原始古朴
的印第安习俗，混杂的种族和宗教，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
现代时髦的都市文明雨季激烈动荡的政局，所有这些因素都
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梦幻的历史与神奇的现实巧妙地融为一
体。而正是这种神奇的不可信的现实，让拉丁美洲处于独孤
的氛围之中。当你真正了解那一段历史，你会发现《百年孤
独》是一本透过哈哈镜的折射的南美洲史诗，他所揭出的不
是单纯的生活，而是表层下面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不被理解
的人，无法联合的力量。这种孤僻贯穿了这本书。正如书中
最后所说，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出现第二
次了。这正是作者对自己的出生地的希望或应说是绝望。

这也是一部极具现实批判意义的小说。译者的后记中写到，
这部小说是一部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保守的作品。作
者把时间写的很混乱，让读者从一个个的片段里找寻故事的
连接点。书的一开头就连用两个很多年，把读者拉到沉重的
历史面前。让人看书的心情变得沉重。我不知道作者描写布
恩地亚家族的时候有没有一丝同情。他们七代人没有一个人



懂得爱，最后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爱的结晶，却是整个家族毁
灭的开始。作者在书中作了很多这样的描写。这些带有真实
性的夸张，读来不免让人陷入深思。也就觉得作品充满了无
限的凄凉。

多年以后当准会这就是马尔克斯向我们展示的时间魔法。

读《百年孤独》，从来只有一个感觉：但愿长醉不愿醒。

有一位作家曾说过，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在拉美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位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
西亚*马尔克斯，以其对现实世界魔幻般的思索和诉说，开创
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也因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百年孤独》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情
节，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
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布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在一个小小的名叫
马贡多的乡村发生的大大小小，平凡但足以震撼人心的故事。
“这里面所有的一切，我都曾经看到过，也早已知道!”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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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的羊皮卷后所说的。整个拉美的近代史，从这句话开始
就陷入了循环的怪圈中。

读这本书，整个人似乎都被孤独感给包围着。全书的主题是
孤独，孤独的对应是爱。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都没有类似的描
写，书中的主人公或者是在逃避爱，或者是被命运捉弄而没
有能够得到爱。书中描写的最突出的就是不同人物的命运。
不同的性格对应着不同的命运。他们都逃不了命运的安排。
连同决心要开辟出一条道路，把马贡多与外界的伟大发明连
接起来。可惜的是，他却被家人绑在一棵大树上，几十年后
才在那棵树上死去。马贡多的文明也随之消失了。孤独、苦
闷、猜忌，导致了马贡多狭隘、落后、保守直至没落。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孤独是需要摒弃的。人与人之间少了猜
忌，少了勾心斗角，多了信任多了友善，自然孤独会被驱逐
一边。也不至于出现书中的最后一个场景。那个长猪尾巴的
男孩，也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七代继承人，他刚出生就被
一群蚂蚁吃掉。也不会出现清zf闭关锁国遭受的灭顶之灾。
也不会出现左倾右倾内战。

拉丁美洲，耻辱与压迫，血腥和悲剧的地方。与历史一般的
不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故事的内容。我还没有真正
看明白这本书。等几年后我在重新去看这本书，收获到的或
许不仅仅是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了吧。

百年孤独书籍读后感篇五

今天特意读一篇外国名著《百年孤独》，我额，觉得里面的
人物塑造的很好，然后后作者对战争的理解很独特，百年孤
独》的作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1982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这样评价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其中
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映射了一片大陆及其人民的
富足与贫困。”

的确，《百年孤独》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全书讲述了布恩
迪亚家族的兴衰。书中人物众多，却又独具特色。有坚毅的
奥雷里亚诺上校，性格孤傲的阿玛兰妲，墨守成规的费尔南
达以及神秘的梅尔基亚德斯，这一大家子人都有着与祖辈相
似的性格、相似的经历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在马孔多建了这栋豪宅，可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他们，
让他们变得麻木、冰冷、做作。他们只能在孤独、忙碌之中
寻找安宁。



战争，战争，战争。战争对这个家庭的破坏是巨大的，使他
们变得没有人情味。

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迈进，马孔多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
这儿的人却在逐渐失去淳朴的本性。四年的阴雨，十年的干
旱在不断考验着这片土地，最终它在风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中那近亲结婚就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的古老传说在最末
代子孙中应验。

这个神秘的家族中人丁兴旺，甚至让人哭笑不得。因为不知
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个孩子。就像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十七
个儿子一样他们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到来，又在同一天全部
被杀。

这一家人奇特的经历让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
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精湛而细腻的笔触所折服。

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笔下的百年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