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呼兰河传的阅读心得(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呼兰河传的阅读心得篇一

喃喃自语般平静的叙述将我领进了那接近80多年前的东北，
一个衰落的村庄。整个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萧杀，灰色的背
景，灰色的人物，除了叙事者——那个家境还算富裕的小女
孩——以及她的祖父，整个村落就像雨前的天空一样，乌云
蔽日，见不得半点阳光。没有抬起头来的村民，他们笑也笑
得那么拘谨，生的普普通通，死的平平淡淡，按部就班的日
子，哪怕这是一种煎熬，也没有人打破。他们只是活着，为
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死而死。那么多交替出现的人物，我甚
至都来不及哪个是我应当同情的，哪个又是我该鄙夷的……
一个又一个悲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是
被告和原告，每个人都是者和受害者。小团圆媳妇的死，我
不能沉下心，像正文前那不知好歹的序文一般结到她的婆婆
一家的愚昧、封建、狠心，诸如此类，我不敢想象，当我身
处那婆婆的境地，那样的家庭，那样的时代，我能做些什么。
他们家的小媳妇死了，来得时候还活蹦乱跳的，谁也没料到，
会走得那样匆忙，让婆婆们心酸，他们使了多少钱，费了多
大的力气，不过是想让这个媳妇“活”过来啊。那小团圆媳
妇呢？她本该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才14岁而已，却以为
人妻，为人媳，她该是多么不愿意啊！在新家，又要受到夫
家人的打骂，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个孩子的人，怎
么承受的了？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也
是无人能够的。试想一下，如果小团圆媳妇并没有成为文中
的小团圆媳妇，那谁又能断定，她不会被另一个小团圆媳妇，



或者依然了身为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呢？悲剧笼罩着他们，这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大群人，一个村落的人，一个
地方的人，乃至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人。

小团圆媳妇一家的悲剧，和那些活了又死了的村民形象都静
静的从高处看着我们，帝制到的转变，被侵略和被殖民的屈
辱，他们都经历过了，8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都已经消失了
吗？没有，他们还存在着，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存
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骨血之中，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这
些人，我们，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我们这些脊梁，
总是那样的不争气，80年前的灰色或许少了一些，但那些低
着头的匆匆步伐，怯懦的笑，和新的一种“封建”正用它们
狡黠的眼睛张着。

只是，不要再那么无奈的活着，又无奈的死，来若空。

呼兰河传的阅读心得篇二

周老师布置我们摘录有关人物的好句段，我第一想到的是
《呼兰河传》这本书，因为萧红笔下的人物很不一样。

我打开书，正好翻到有关小团圆媳妇的这一段，我又重看一
遍，一字一句都让我痛心。

看到这些，我的心被一阵阵刺痛着。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孩
子，就因为活泼开朗就要受到如此多的惩罚。这个孩子因为
被惩罚，她说想回家都不行!这老胡家的愚蠢行为是多么让人
恨之入骨啊!这些人不舍得打猫、不舍得打狗，却舍得打这个
孩子。因为这些人接受了不该有的迷信思想，让一个活生生
的生命只活到12岁。在这中间，只有萧红的祖父不接受迷信，
也只有他一个人认为团圆媳妇是可怜的。其他人都是害死团
圆媳妇的坏人!



呼兰河传的阅读心得篇三

抱着一堆从书店买的书回到了家里，喜欢泡上一杯茶走进书
中与人物对话。记忆中脑海里仍然浮现着《我和祖父的园子》
中那个名叫萧红的小女孩的调皮可爱，一直想去认真地读读
她写的那本《呼兰河传》，我也把这本书放在了最后的阅读
中。带着这样一种美好的印象，深切的渴望，我在一个星期
天的午后翻开了这本《呼兰河传》。

作者在文章中一直写到“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就为
里面人物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文章中的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
可爱的小姑娘，她才十二岁，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
漫的年龄，而她却被过早地卖给了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刚来
时是那样的健康、活泼，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
境里，尽心尽力地做事，可动不动就会遭受到婆婆的打骂，
在人们眼里，婆婆打她是为了让她更听话、更懂事。没多久
她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让她的家人辛酸的不是她的死，而
是自己为了她用了那么多的钱，使了那么大的劲，这是一个
赔本的买卖。与其说团圆媳妇的死是被吓的，还不如说她的
死是被封建社会害的。我不知道在这个村庄里，在这座城市
里，在旧中国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像团圆媳妇这样受到迫
害的人，一个团圆媳妇死去了，还有更多的像团圆媳妇这样
的女人在受着迫害!王大姑娘的死，胡家媳妇的死……在那个
年代里，她们的遭遇在人们看来是司空见惯的，是自作自受
的，是没有人可以挽救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新社
会，人们在知识中变得更加的睿智，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
己美好的生活，没有男女的不平等。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她
的活动地就是后院的那个大花园。在这座大花园里，作者和
祖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这也不
由得使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充满温馨的一段时光。在每
个人的记忆里，童年像一幅画，像一首诗，像一曲歌。在童
年里，我们可以自由地玩耍，没有烦恼，没有纷争。春天，



我们可以在三月春风的吹拂下去放风筝;夏天，我们可以在游
泳池里去享受水的清凉;秋天，丰收的季节来到了，我们可以
品尝美味的水果;冬天，我们可以和雪人去亲近，享受那晶莹
的世界。相比较，我们的童年更是幸福的，我们更是幸运的。
这更让我感受到了萧红在离开家乡来到香港后，她更加怀念
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用自己那轻盈的文笔写下了这篇文章，
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处处是故事。

《呼兰河传》读完了，而我的心情很久很久都沉浸在那一片
灰色的画面中

呼兰河传的阅读心得篇四

《呼兰河传》，作者萧红。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想出去走
走，多些感受阳光、芳草、感受那些单纯而温暖的笑脸。萧
红——这个内心敏感丰富外表刚强的女子，在写完《呼兰河
传》后心中的炉火逐渐无望的熄灭了。

但丁说：“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是人生最大的悲衰。
”我体会着萧红心中那个叫“呼兰河传”的悲哀：冰冷深入
骨髓，笼罩着作家的后半生，然后她滑入黑暗、无边无际。

萧红是以对家乡小镇的体验进入写作，这种写作与童年深刻
独特的记忆有关。萧红有着真切的乡村体验，作品中充满原
始的气息，这种原始的血气构成另外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美。

她的文字是生命的体验，在作品中渗透的是粗糙的生命体验，
充满苦难，她的文字很少文学的修辞、粉饰。这种作品风格
在五四以来表现启蒙、小资的作品中找不到。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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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的阅读心得篇五

这个寒假，我看了一本萧红写的《呼兰河传》，便沉醉在这
本书中了，它把我带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小城------呼兰河。

这个小城并不繁华，一年四季有非常多的事。在萧何的笔下，
却写得如此生动独特。

其中，这个小城的东二街道的六七尺深的大泥坑让我印象特
别深刻。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
河了。在连续三个月不下雨的时候，车夫和马翻过好几次车，
而翻了之后，过路的人看着他们似乎也起不来，便来帮帮忙。
有时因为拖不出马，而准备走人。但看看马快被泥坑憋死了，
只好又过来再次帮忙，还不时的喝彩"噢!噢!".闹得非常热闹，
也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当这个坑淹死了猪后，有些
人会把死猪拿去卖，并且是非常便宜的。有些小孩就说这是"
瘟猪肉"，并且是在许多家长面前说的，便会被家长打。我看
后，觉得萧红是在讽刺这些贫苦的劳动人民，让人感到凄凉、
凄苦。许多人说过一些不会掉进坑里的办法，如：有的说拆
墙，有的说种树，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过把泥坑填平。
它让我感慨：多么愚昧的人民呀!在他们的脑海里就要顺应社
会，顺应天意，人是不能违抗天命。

茅盾曾经说过：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
的小说，而在于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
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
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