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巴金家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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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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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家读后感篇一

“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
争过来。”

《家》是巴金先生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控诉
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一步步让我们目睹在封建专制制度
的迫害下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从鸣凤、婉儿到梅、
瑞珏……她们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无奈。她们做错了什
么?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她们什么也没做错，错就错在这个腐
朽、病态、封建的社会!表面上端着长辈架子却在外面养小老
婆、赌博道貌岸然的克安、克定;公馆里看似个个都是孝子却
在高老太爷病重时依旧到“金陵高寓”打牌与女人调笑;在因
高老太爷病情加重陈姨太提出“捉鬼”的荒唐治病法后，克
明，这个日本留学生、省城有名的大律师并不相信“捉鬼”
办法的儿子，为了在外面博得个“孝顺”的名声，不曾为自
己的父亲高老太爷的安宁着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捉
鬼”;而在高老太爷死后葬礼上“哭”竟成了一种工
作——“这时候哭已经成了一种艺术，而且还有了应酬客人
的功用。”何其讽刺!所幸还有一些年轻人“睁开了眼睛”以
觉慧为代表的新青年，他们敢于抗争、敢于为自己争取幸福。
觉民和琴在坚定的斗争下把幸福给自己争了过来。他们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有朝气有理想的“新青年”。

但是今天我想谈谈觉新，这个被觉慧称为懦夫的大哥。觉新



自小聪慧、懂事、听话家人庆幸有这样一个“宁馨儿”。是
这一房的长子，又是这个大家族的长孙，然而就是这样的一
个身份捆绑住了他的命运。他始终处在一个纠结、矛盾的境
地当中，新与旧之间，梅与瑞珏之间。觉新悲剧的开始在于
一个晚上父亲找他谈话，说高老太爷给他看定了一门亲事要
他结婚。他的梦想他的幸福在这一刻破灭，他是一个成绩优
良的学生他想继续上大学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还有一个能
够了解他两情相悦的表妹——梅，他对于未来无限憧憬，然
而这一切在此刻化为泡影。他不会反抗也没有反抗的思想，
他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什么“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
孝……”。是，在这个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大家族高老太爷就
是权威，就是不容忤逆。觉新能怎么办呢他只能关上门倒在
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婚后他慢慢
麻木自己以寻求一个安定的状态，可不过半年光景父亲去世
了，这表示觉新身上的担子又重了作为大哥他要接过父亲的
责任维持这个家这是他活着的目标。两年后五四运动发生了
这些新思想唤醒了觉新被麻木的青春和梦想，点燃了他们兄
弟三人的热情。他开始陷入一种矛盾当中他接受、信服新思
想，可是在生活中却还是顺应着旧制度，不反抗、不作为。
觉民、觉慧不能理解他这种一边看着新思想的书报一边继续
过着旧生活的生活方式称他为“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
义”可是他们又怎么会体会到作为长子作为他们大哥的压力
所在呢?他肩上有父亲的担子，要与整个旧制度作抗争，要推
翻现存的看似安定的生活谈何容易?他没有勇气去掀起一场腥
风血雨，他只想维护好这个家庭的安定最好什么巨动都不要
有。他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自我牺牲，自他自愿从父亲的肩
头上接过担子起就把扶助弟弟妹妹的事情放在首位。他不想
要幸福吗?他当然想，可是他的处境让他可望而不可即，只能
看着新思想过着旧生活，他用他的“作揖主义”小心翼翼地
与大家庭的现实调和。

他以为这样便可安定可是一味不抵抗、不作为换来的是梅和
瑞珏的死去，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最爱的两个女人在他的“不
抵抗”下活生生的被封建礼教压迫致死。第一次不抵抗结婚



间接导致梅的死亡，第二次不抵抗所谓“血光之灾”的荒唐
迷信直接导致瑞珏的死亡。他终于明白是整个制度，整个礼
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肩上，夺去了他的青春、梦
想、前途和最爱的两个女人。可是他依然无力抵抗不过最终
他帮助了觉慧离开，他也在心中呐喊：“你们看罢。家里头
并不完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

巴金家读后感篇二

《家春秋》是巴金最负盛名的小说。巴金回忆起自己写小说
的初衷时曾说：“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
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这过去的生活也就是巴金离开四川
之前的十几年的生活——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
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
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
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受的痛
苦？……那十几年里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
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
和三两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这个旧家庭，就像甩
掉了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应为不曾留恋，所
以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或许这是巴金给我们的一个启
发。我一直这样想：小说家是伟大的，他们都怀有一种悲天
悯人的情怀，不然一个人的肚子里怎么容得下许多人的不幸，
一个人的笔下怎么能宣泄许多人的悲哀？当然这对于现在的
网络写手和几个小有名气的“80后”作家来说是这是一种侮
辱。

《家春秋》写“五四”时期一个封建大家庭正在走向溃败的
过程，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在高老头垂
死的呻吟中，我们听到了家的丧钟。大哥高觉新是中国新文
学史上的长子形象的代表，他是“顺从哲学”和“住揖主
义”的践行者，本拥有大好的前程与美满的梦，但是在吃人
的封建礼教面前，他屈服了，接受了。



他没有主见，一味迁就别人，这就是他唯一的缺点，断送了
他的一生。没有追求的爱情，没有平静的生活，没有可爱的
孩子，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是可怜的，但他似乎不该博得大
家的同情，因为他不仅断送了自己，还准备一个个、一步步
断送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虽然他也不想，但它确实是一个
帮凶！好在这个可怜的人最后终于觉悟，先后帮助三弟觉慧
和二妹觉英成功的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家”。当然他付出的
代价太大了，他爱的梅表姐和爱他的瑞珏两个孩子、以及他
爱的人蕙表妹，枚表弟，四妹淑贞都离他而去。虽然我曾今
对觉新愤怒，但更多的是同情，正如觉新所说：你们都有明
天，我哪儿还有明天？我只有昨天。昨天的事固然很使人伤
痛，但是只有它可以安慰我。对于一个可怜的人，无的愤怒
多了，便成了同情。

“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这是大哥高
觉新让我明白的道理。一味的迁就只会把自己推入深渊，只
有勇敢的反抗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当我们受委屈的时
候，当别人用不公平的待遇压迫我们的时候，请记住揖主义
的下场，请想起高觉新年轻生命的悲剧，请勇敢地站起来，
抵抗，请在乎你自己的幸福。当然，二哥高觉民和三弟高觉
慧则是勇敢的反抗者，这里就不用再多嘴。

小说中，女人们的悲剧则是显得更是鲜血淋漓。她们的年轻，
她们的敏感，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所爱，但他们唯一没有的
是寻找幸福的权力。十六岁的婢女鸣风，在深知无法逃离厄
运的情况下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幽幽的湖水和她深爱的
觉慧，十五岁的四妹淑贞，在悲惨命运的无数次捉弄下不堪
重负，让自己永远沉睡在幽深的井水里了，小说中有段对她
的描述让人无比心痛“她一步步的走向深渊，一滴滴的耗尽
她的眼泪，她的脚印，她的脸，她的声音，她的态度，甚至
她的性格，无一件不是这个家庭生活的结果，无一件不带着
压制与摧残的标记，无一件不可以告诉人们一个小小生命被
蹂躏的故事。”天真聪慧的蕙表妹，在自己父亲蛮横的决定
下抱恨终生。巴金描绘蕙时，用了这样一段冷淡的话“蕙像



一个厌倦了生活的老人一天一天的挨着日子，她又像一个天
生的盲人独自在暗夜里摸索着行路。她没有想象，没有幻想，
没有希望，没有憧憬。她对这个世界的一切视乎完全不关
心”。她们的命运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连反抗的机会都没
有，她们只有躲避，只有承受，只有无数次的绝望的等待。
好在这样一个悲剧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每个人都有追求幸
福的权利。

走进《家春秋》，去感受巴金的“血与泪，爱与恨，悲哀与
欢乐”；去学习巴金的“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去聆
听巴金的呼声“大胆，大胆，永远大胆”。

巴金家读后感篇三

觉慧与同学们在督军署的请命终于没有瞒住高家的统治
者——高老太爷，觉慧不出意外的被爷爷叫过去骂了一顿，
觉慧当然不会服从，他勇于跟爷爷反抗，冲击封建等级观念。
觉慧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是高家的第一个掘墓人，是高公
馆内部汹涌激流的原动力，这一章里也突出了觉慧的热情、
叛逆和追求的精神。而觉新却是恰恰相反，他顺受着爷爷对
他们几兄弟的批评，甚至把一切的错误都放在自己身上，觉
慧说他是个“无抵抗主义者”，他也确实是这样的。

第十章笔记

这一章里，觉慧被爷爷困在自己家里禁止出门，他越来越觉
得这个家是个牢笼，越来越想要逃出这个牢笼。同时，在这
一章里，觉慧跟鸣凤的感情进一步的升华。在婚姻问题上，
觉慧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觉慧敢
于反抗高老太爷的旨意，摒弃了传统的世俗偏见和等级制度，
向鸣凤表示了纯洁的爱情，体现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
观念和五四时期的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面貌。觉慧的思想和
行为，很多是从资产阶级思潮中来汲取力量的，个人反抗、
人权平等、人道主义是他的基本思想。



第十一章笔记

在这一章里，巴金先生通过觉慧写日记来反映觉慧自从被关
在家里以后的心理活动，每天被关在家里，墨守成规地做事，
他觉得很愤懑，又很寂寞，祖父给他的《刘芷唐先生教孝戒
淫浅训》他看了题目就头痛，看也不看就抛到了桌上，但是，
看到《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杂志就觉得心里非常痛快。
在于鸣凤的爱情中，他知道了鸣凤也是爱着她的，他觉得很
开心，很感动。这一章通过觉慧的描述，我开始认识了觉新
的妻子——瑞珏，她是一个善良、聪明、美好、有才华的女
子，知书达礼，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却是爱着觉新
的，然而她不知道觉新爱的是梅，所以注定是悲剧的。

第十二章笔记

旧历新年快来了，这一天高家的三兄弟很难得的聚到了觉新
的办公室，觉慧和觉民在读新出的小说《前夜》，在《前夜》
中，觉慧找到了关于爱情的一些东西，书中的爱情是热切的、
伟大的感觉，这与他心中渴望的十分吻合，当他读到“我们
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
来！”，感觉一股热气在他的身体内直往上冲，他非常激动，
于是他反复地念着这几句，终于他的大哥觉新受不了了，他
向他们诉说着自己的悲剧人生，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无法改
变的了，所以，他希望弟弟们不要再重蹈自己的覆辙。在这
里，觉新的懦弱不抵抗与觉慧的激烈反抗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第十三章笔记

高家的年夜饭终于来了，高家的老老少少齐聚一堂，俨然一副
“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的摸样，高老太爷看着自己
子孙满堂，十分满足，自觉自己的家庭还会依旧繁荣下去，
完全沉醉在自己的幻想里，他是这个家庭的统治者，是封建
势力的代表和封建道德的化身。高家表面上其乐融融，但实
际上早就腐朽到骨子里了。年轻一辈的桌上更显欢乐，大家



行着酒令，高兴地吃着酒，晚饭过后，觉慧遇到了一个讨饭
的小孩，穿着又脏又破的布衣，觉慧觉得好像有人泼了一瓢
冷水在他的脸上，他施舍给那小孩两个半元的银币，却被大
哥一语道破“伪善的人道主义者”，这么做并不能改变这个
社会，改变这小孩的一生，从中也看出叛逆者们的弱点。

第十四章笔记

这一章里，觉新向他的弟弟们袒露出了心中的悲哀，他见到
了梅表姐，深藏在心底的感情被一点一点的剥开，他觉得自
己活的很痛苦、很累。然而没过多久他却能高兴地加入弟弟
妹妹们的玩耍，和大家一起高兴地笑着，觉慧发现认识如此
的健忘，他对于自己的大哥又有了新的了解，正因为健忘，
所以才能在痛苦中活下去。觉新是懦弱的，他的爱情、婚姻
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再高家的人际关系中，觉新只是被
动的生存，很多事情必须由他出面，很多时候，无论他做得
好还是错都会得罪别人，于是他奉行作揖哲学，任由家长摆
布。

第十五章笔记

这一章里觉新的初恋梅表姐终于出场了，她有美好的性格，
也有才华，但是她正逢青春却没有青春，她被母亲嫁给别人，
不久青年孀居，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虐—杀。梅表姐是悲
剧的，觉新是悲剧的，瑞珏也是悲剧的，梅和瑞珏的人物形
象上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她们都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
她们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控诉。

巴金家读后感篇四

家，温馨柔软的字眼；家，充溢温暖和爱的地方；家，身心
和灵魂的归宿。



但在他们的年代，一切都是假的……

家，封建落后的代名词；家，摧残青春和戕害生命的地方；
家，幸福和未来所要逃离的魔岛。

对觉新、觉民、觉惠他们而言，高公馆那个地方，不是给他
们亲情、友爱，让他们汲取能量的家，而是压制进步，扼杀
青春的囚笼。他们兄弟三人可以说都是争争好儿郎，我欣赏
他们，喜欢他们的个性各异。

觉惠是三弟，很幸运有两位兄长的呵护，他跟淑华很相似，
两人是那种率真直爽的人，对家庭的压抑，他第一个挣扎反
抗，他高呼、呐喊，在鸣凤死后，无法忍受家的腐朽，他选
择出走，对别人他无法挽救，而无奈的出走，是对自己的拯
救，也是对封建家长无声的宣战。

最喜欢觉民了，觉民跟琴，男才女貌，志同道合，简直就是
天造地设的一对。所以觉得巴金老先生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
属，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觉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创造的
适势英雄。

觉民有觉惠的活力进步和创造的胆量，但不像觉惠那么鲁莽，
他有智慧；他有觉新对旧势力的了解，识时务为俊杰，但又
不像觉新那么唯诺胆怯，他勇敢。正因如此，他可以暂时忍
受家里的堕落腐败、明争暗斗，他置身事外，当遇到黑暗来
袭－－－逼他与冯家结亲，他坚定对琴的爱情，与爷爷斗争
到底，终是旧不胜新，换来自己爱情道路的柳暗花明。在外，
他与朋友一起，涌动青春的热血，开办报社，接力青春，抨
击罪恶。尤是当四爸、五爸卖家之时，他对他们一番义正辞
严的回击，字字如剑，刺破他们的伟善，句句似匕首，插入
他们冥顽不灵堕落至极的心，也戳破大哥妥协求和的痴梦，
擦亮他被绝望遮住的双眼，真是痛快！对付顽固不化、做威
做福而又愚蠢至极的人，就应该狠狠打击！



而对觉新，他活的痛苦，我看得纠结。觉新是位好大哥，是
个称职的子孙，我能理解他的哭衷。作为嫡长孙，父亲去世
后，他必须以十九岁的稚嫩肩膀担负一切，他有自己的梦想，
跟弟弟们一样的思想，有未来，想反抗，但他不能。当时的
情形，虽然家已不成其家，曙光在黑暗的缝隙中生长，但他
面临的毕竟是手握刃器的老兵，觉新若反抗，即使他成功逃
脱，那他两个弟弟就会面临那种命运，而且他不可能逃脱！

宁可牺牲自己，一则换来家的短暂安宁，二则可以保护觉民
觉惠成长，这是他忍受妥协的原因，也是他在历经爱妻瑞钰，
爱人惠表妹等人的死之后依法苟活与世，坚持他的作揖主义
的力量来源，他爱这个家，即使家漆黑冷漠，他爱他的家人，
即使他们误解他。觉新的确很软弱，奉行作揖主义，什么都
忍，什么都让，过分夸大封建家长的力量，对他们还抱有丝
丝亲情的希望，同时，太过悲观，不看好自己反抗的力量。
他的苦恼也是有道理的，瑞钰、惠、淑贞她们的死都是可以
避免的，只要觉新勇敢的站出来据理力争，大胆反抗，何偿
不能为她们拉长生的希望？他的怯懦成为杀死她们的帮凶，
他痛苦；他对她们的爱，让他对自己懊恼，他痛苦；他的对
局势不明朗的认识，让他仍然妥协，对家的瓦解的无奈，他
更痛苦。而他又像一匹老马，受再多苦也往肚里咽，在众人
的指责与误解中，他独自望着亡妻丰满的遗像，孤寂的落泪。

当心爱的人一一逝去，当支撑他的家彻底摧毁，觉新，这只
伏在迷雾中的雄狮终于觉醒，沉默阿沉默，不在沉默中暴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悲伤至极逆流成力量，觉新的苏醒是必然，
一旦苏醒，他不会辜负青春的力量，他还有那个家的黑色印
迹：思想稍带保守，无一技之长。但他是个有希望的青年，
或许，如果巴金老先生能写续集的话，觉新一定是在翠环的
爱意抚慰下，读书学本事，或教书或重进公司，带着自己的
家，打拼。

没有负担高公馆这个家的时候，觉新在享受他的青春，朝气
活力同在；当他踏上他的作揖之路，看着妻儿爱人的生命随



风消逝的时候，他的世界已是悲秋遍野，尤似秋叶凋零。摆
脱公馆，重建全新小家，是他生命的再次逢春，触摸着身边
的温暖，合书倚靠眺望窗外的雨打芭蕉，往事依稀浑似梦，
都随风雨到心头。

巴金家读后感篇五

娶了另一个少女，梅却被嫁到赵家受气，不满一年即守寡回
娘家，最后含恨而终。

他也热烈地爱着她的妻----一个善良贞静的女子，但他却不
能保护她，让她任人摆布，

听着她在为他生第二个孩子时的痛苦的呻吟声却不能进房看
她，知道妻因难产而殒逝却不能与之见最后一面，却只能够
忍受。

他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后，
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终于帮助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
的”家”!

他还是一个男人吗?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他一直维系的家扼杀
他最爱的两个女人的生命，是他的懦弱害了她们啊!他的顺从
扼杀了他自己，也摧毁了她们。

然而，他却是最值得人同情的，前途失去了，美景幻灭了，
一切都在黑暗中挣扎，没有幸福可言，更没有希望所在!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人物!这是怎样一个吃人的世界!我诅咒
这个黑暗的世界，但对于觉新，我就能够憎恨他吗?他是最大
的牺牲者啊!我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赢得了琴——一个进步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他可以说是



《家》中最幸运的一个了!

她为他留下了一具清白的湿淋淋的尸体，和一个苍白的吻。

爱情的'位置是何其次要的，但在今天，在我看来，没有爱情
的人生是不完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