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夹边沟记事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夹边沟记事读后感篇一

看完了书，最大的感觉是：原来，人可以活的这么廉价。

似乎每一个故事都在围绕着食物，生存。当生存面临绝境，
一切的道德观念都只能靠后，剩下的就只有人类最原始的本
能，活下去。我一直相信，许多我们认为无法承受的事情，
但当他真的发生了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解决的时候，
一切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没有预想中的那般波澜壮阔，你
也绝非荡气回肠的英雄，只是被迫的经历、完成、不忍回首。

我觉得，故事中活下来的人便是那般。他们无所谓善恶，偷
盗、吃人肉、淡漠、相互扶持……他们只是足够顽强，得到
了他们想要的，活着。当某种不幸迫使人们作出极端疯狂的
举动，同这悲惨的不幸本身相比，其他又算得了什么，你又
有什么可以责难的。

关于大跃进、那段极度混乱和疯狂的年代，我大概有模糊的
认识，但关于饥饿，《夹边沟记事》绝对是最深刻的教材。
我一直以为，是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大跃进是对人民精神
的绝对统治。同我们相比，那个年代太过分，我们也太过分
了。都知道，当今世界的几大危机里从来都不曾少过粮食危
机，可我们又在怎样的挥霍着父母的钱财，浪费着手中的食
物。当初我妈很想让我学农学，她最崇拜的科学家是袁隆平。
质朴如同农民，超然傲物，却伟大的无可限量。



坦白讲，我不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照片。有点太
超过了吧，也许是我无法理解。我愿意把他定义为一本关于
饥饿的纪实作品，而不是宏大历史背景下一角窥见的苦难真
实，控诉时代?当政者?亦或是各自的悲惨命运。那天大家讲
起来自己家族在那个年代受到的迫害，愤愤恨恨的，我没有
说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是谁的过错，事情已经发生，
已经过去，已经结束。何苦翻出旧伤搞得自己不爽。世人有
知道真相的权利。布道者最常讲的措辞，可每当讲完故事，
他便得到了他想要的。或者是我的鄙陋吧，我觉得我们需要
把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无用的所谓真相。

都说只有从死亡中活过来的人才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关于
生命，相信大家都会讲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格言，可你又在
做着什么了。我一直都相信，经历是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资
本;岁月刻在脸上的痕迹美妙的无法言说。但苦难，是无法诉
说的。回忆会使事情变质，所以许多人承认自传几乎是等同
于再创造。讲我的故事，再痛苦的类别都会变得轻松欢喜，
这是我的原则;既然过去了，就让他只剩下愉悦好了。

我们了解生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想要什么，却往往在做
相反的事情。这就是生活，或者说，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你有内心的怯懦和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你有为了理想而不得
不去做的努力，尽管这理想也许不是你想要的，却是你认为
需要的。也许因为死过，所以活得决绝，在坚持中显得有些
另类，但已毫不在乎。有些人的另类是勇敢的坚持内心，有
些人的是出于某种目的。于外人，何所谓，无论做什么，结
果都是自己得到。而我们多数人都只是不够勇敢，躲在世俗
常规里安身。这个世界本就不平等。人一出生就分了等级、
贫富，所谓际遇、命运，前世因后世果，都只是无力改变事
实的自我安慰罢了。平白划为右派如何，出生为劳改犯又能
怎样，只能说明你点儿背，运气烂了些;既然发生，你唯一能
做的就只是接受。没有谁的生命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你
可以选择死亡，但出生是没得选的。



总结一下：1、珍惜食物

2、珍惜生命

夹边沟记事读后感篇二

看完了书，最大的感觉是：原来，人可以活的这么廉价。
似乎每一个故事都在围绕着食物，生存。当生存面临绝境，
一切的道德观念都只能靠后，剩下的就只有人类最原始的本
能，活下去。我一直相信，许多我们认为无法承受的事情，
但当他真的发生了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解决的时候，
一切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没有预想中的那般波澜壮阔，你
也绝非荡气回肠的英雄，只是被迫的经历、完成、不忍回首。
我觉得，故事中活下来的人便是那般。他们无所谓善恶，偷
盗、吃人肉、淡漠、相互扶持……他们只是足够顽强，得到
了他们想要的，活着。当某种不幸迫使人们作出极端疯狂的
举动，同这悲惨的不幸本身相比，其他又算得了什么，你又
有什么可以责难的。
关于大跃进、文革那段极度混乱和疯狂的年代，我大概有模
糊的认识，但关于饥饿，《夹边沟记事》绝对是最深刻的教
材。我一直以为，文革是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大跃进是对
人民精神的绝对统治。同我们相比，那个年代太过分，我们
也太过分了。都知道，当今世界的几大危机里从来都不曾少
过粮食危机，可我们又在怎样的挥霍着父母的钱财，浪费着
手中的食物。当初我妈很想让我学农学，她最崇拜的科学家
是袁隆平。质朴如同农民，超然傲物，却伟大的无可限量。
坦白讲，我不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照片。有点太
超过了吧，也许是我无法理解。我愿意把他定义为一本关于
饥饿的纪实作品，而不是宏大历史背景下一角窥见的苦难真
实，控诉时代？当政者？亦或是各自的悲惨命运。那天大家
讲起来自己家族在那个年代受到的迫害，愤愤恨恨的，我没
有说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是谁的过错，事情已经发
生，已经过去，已经结束。何苦翻出旧伤搞得自己不爽。世
人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布道者最常讲的措辞，可每当讲完故



事，他便得到了他想要的。或者是我的鄙陋吧，我觉得我们
需要把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无用的所谓真
相。
都说只有从死亡中活过来的人才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关于
生命，相信大家都会讲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格言，可你又在
做着什么了。我一直都相信，经历是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资
本；岁月刻在脸上的痕迹美妙的无法言说。但苦难，是无法
诉说的。回忆会使事情变质，所以许多人承认自传几乎是等
同于再创造。讲我的故事，再痛苦的类别都会变得轻松欢喜，
这是我的原则；既然过去了，就让他只剩下愉悦好了。
我们了解生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想要什么，却往往在做
相反的事情。这就是生活，或者说，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你有内心的怯懦和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你有为了理想而不得
不去做的努力，尽管这理想也许不是你想要的，却是你认为
需要的。也许因为死过，所以活得决绝，在坚持中显得有些
另类，但已毫不在乎。有些人的另类是勇敢的坚持内心，有
些人的是出于某种目的。于外人，何所谓，无论做什么，结
果都是自己得到。而我们多数人都只是不够勇敢，躲在世俗
常规里安身。这个世界本就不平等。人一出生就分了等级、
贫富，所谓际遇、命运，前世因后世果，都只是无力改变事
实的自我安慰罢了。平白划为右派如何，出生为劳改犯又能
怎样，只能说明你点儿背，运气烂了些；既然发生，你唯一
能做的就只是接受。没有谁的生命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
你可以选择死亡，但出生是没得选的。

夹边沟记事读后感篇三

在此僭越下著名作家鲁迅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作为我对
《夹边沟记事》读后感的题目，这本书读后让我心情沉重，
为了纪念五十年前曾经流放甘肃的两千多名右派，也为了让
他们忘记那段不愿回忆的痛苦，为了更好的明天，让我们重
新翻开这一页历史。



丘吉尔曾说：“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
来。”在甘肃酒泉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农场，1957年下半年因
言获罪的两千四百多名右派分子在这里进行劳动改造，而仅
仅三年时间，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
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遂于1961年10月撤销。这段时期的苦
难史，随着共和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腾飞，似乎已经历史
遗忘。而当时的亲历者，又怎可能忘记其中的艰辛和痛苦。
希望未来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也借此告慰长眠于沙
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
“人只要有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在那个食
不果腹的年代，高吉义（小高）生病上吐下泻，照顾他的另
外一名右派居然偷偷吃他上吐下泻的残留物，看到这里我感
到的不仅仅是恶心，更多的是震惊。到底是有多么饥寒交迫，
才能迫使一个人做出如此异于常人的举动。在和平时代成长
的花朵，很难想象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还有一件关于小
高的故事，他和师傅一起逃离农场，但师傅身体虚弱无法和
小高相互扶持走完逃离路程，徒弟不得已放弃师傅，而身患
肝腹水的师傅则在荒凉的大漠被野狼吃掉......面临生死的
选择，一个走还可以生还，两个人一起走都会丧命或被抓回
的危险，到底是自己走还是一起回去接受惩罚，这不仅仅是
生死的考验，还是人性的考验。小高舍不得抛弃情同父子的
师傅，但师傅却力劝他赶紧离开，万不得已之下，小高把身
上的棉袄脱下给师傅，最后师傅在大漠孤烟的荒漠里被野狼
吃掉，只剩下一小块头皮颅骨和小高的棉袄，人们误认为是
小高被野狼吞食。看到这里不禁让人热泪盈眶，高吉义先生
在向作者讲述这段历史时泣不成声，如果早知道结局如此，
他肯定悔恨把师傅独自留在荒漠中。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这些当年的右派与大街上的其他任何人别无二致，听到他们
经历的这些故事，就像是远古的传说或希腊神话，与霓虹灯
下闪烁的光芒那么格格不入。
最后爱情故事也尤为感人，“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
那里从古以来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男主人公刘志成毕业于
艺术学院，专攻风景画，在夹边沟与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公王



一眉互生好感，王仰慕刘的才华，鼓励他追求更高的绘画巅
峰，刘被一眉的美貌和贤惠所吸引。经历了地下恋情、被人
发现、要求检查等一系列事情后，他们的感情在曲折中向上
发展，偶有误会却更加浓烈。然而，危难中产生的爱情，后
来由于生活的转折和变迁而成为终生遗憾，只让人感叹造化
弄人。一眉后来调回了天津，志成在绘画上也小有所成，没
想到多年后他们居然在火车站重逢，当时，已婚的一眉和仍
旧单身的志成的聊了很多，也谈起了彼此的往事和当下。不
知道他们心中是否有所后悔，好在岁月只是改变了他们双鬓
的颜色，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彼此的初衷。
读了五十年前发生的这些真实故事，才发现时代虽然变了，
但人们面临的境况却大致相同。虽然我们不用担心有上顿没
下顿，不会抛弃师傅落荒而逃，却常常追忆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的日子；我们不会因为时代误判环境所迫而错失心爱之人，
却常常询问到底什么才是永恒真挚的爱情。感谢本书作者杨
显惠先生，耗时耗力地搜寻当年故事的主人公，整理那段历
史的档案，让岁月重现世人眼前。今天的重温，是因为时代
虽然不同，但我们可能面临同样的困惑。对于仍旧健在的夹
边沟亲历者，希望过去备受摧残的这道伤疤早已愈合，也祝
福你们的人生更加宽广；对于已经谢世的亲历者，历史永远
不会忘记你们。

夹边沟记事读后感篇四

看完了书，最大的感觉是：原来，人可以活的这么廉价。

似乎每一个故事都在围绕着食物，生存。当生存面临绝境，
一切的道德观念都只能靠后，剩下的就只有人类最原始的本
能，活下去。我一直相信，许多我们认为无法承受的事情，
但当他真的发生了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解决的时候，
一切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没有预想中的那般波澜壮阔，你
也绝非荡气回肠的英雄，只是被迫的经历、完成、不忍回首。



我觉得，故事中活下来的人便是那般。他们无所谓善恶，偷
盗、吃人肉、淡漠、相互扶持……他们只是足够顽强，得到
了他们想要的，活着。当某种不幸迫使人们作出极端疯狂的
举动，同这悲惨的不幸本身相比，其他又算得了什么，你又
有什么可以责难的。

关于大跃进那段极度混乱和疯狂的年代，我大概有模糊的认
识，但关于饥饿，《夹边沟记事》绝对是最深刻的教材。我
一直以为，大跃进是对人民精神的绝对统治。同我们相比，
那个年代太过分，我们也太过分了。都知道，当今世界的几
大危机里从来都不曾少过粮食危机，可我们又在怎样的挥霍
着父母的钱财，浪费着手中的食物。当初我妈很想让我学农
学，她最崇拜的科学家是袁隆平。质朴如同农民，超然傲物，
却伟大的无可限量。

坦白讲，我不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照片。有点太
超过了吧，也许是我无法理解。我愿意把他定义为一本关于
饥饿的纪实作品，而不是宏大历史背景下一角窥见的苦难真
实，控诉时代?当政者?亦或是各自的悲惨命运。那天大家讲
起来自己家族在那个年代受到的迫害，愤愤恨恨的，我没有
说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是谁的过错，事情已经发生，
已经过去，已经结束。何苦翻出旧伤搞得自己不爽。世人有
知道真相的权利。布道者最常讲的措辞，可每当讲完故事，
他便得到了他想要的。或者是我的鄙陋吧，我觉得我们需要
把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无用的所谓真相。

都说只有从死亡中活过来的人才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关于
生命，相信大家都会讲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格言，可你又在
做着什么了。我一直都相信，经历是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资
本;岁月刻在脸上的痕迹美妙的无法言说。但苦难，是无法诉
说的。回忆会使事情变质，所以许多人承认自传几乎是等同
于再创造。讲我的故事，再痛苦的类别都会变得轻松欢喜，
这是我的原则;既然过去了，就让他只剩下愉悦好了。



我们了解生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想要什么，却往往在做
相反的事情。这就是生活，或者说，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你有内心的怯懦和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你有为了理想而不得
不去做的努力，尽管这理想也许不是你想要的，却是你认为
需要的。也许因为死过，所以活得决绝，在坚持中显得有些
另类，但已毫不在乎。有些人的另类是勇敢的坚持内心，有
些人的是出于某种目的。于外人，何所谓，无论做什么，结
果都是自己得到。而我们多数人都只是不够勇敢，躲在世俗
常规里安身。这个世界本就不平等。人一出生就分了等级、
贫富，所谓际遇、命运，前世因后世果，都只是无力改变事
实的自我安慰罢了。平白划为右派如何，出生为劳改犯又能
怎样，只能说明你点儿背，运气烂了些;既然发生，你唯一能
做的就只是接受。没有谁的生命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你
可以选择死亡，但出生是没得选的。

夹边沟记事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通过十九个故事，用朴实的文字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几千名被打成右派的分子们在荒
无人烟的河西走廊被迫劳教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当时有
近3000名右派分子在此劳教或劳改。恰逢当时中国遇上大饥
荒，这里的右派分子死亡了近一半。

这些右派，其实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党政军领导干部。他
们极为单纯，相信自己的无辜、更相信他们为之奋斗的党，
因此即便处于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依然认真执行上级指
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可是他们毕竟是人啊。他
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有着国家公务人员的骄傲，有着为
新中国添砖加瓦的追求。当这些理想不能被活活剥削之后，
他们需要面对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吃。

十九个故事中，没有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挨饿的--那个年代



谁，又不挨饿呢?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还有极为繁重的体
力劳动。于是，人性中的善恶、臭美，就在夹边沟农场一览
无余。为了生存，吃草籽、吃蜥蜴，这都再正常不过了。一
个老人，高级知识分子，把别人呕吐物晒干了，跑到房顶偷
偷吃;有人把死人挖出老，割肉吃;为了活命，有部分人能够
认清现状，放弃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逃跑了...

为啥大部分不跑呢?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很单纯，就是抱
着为祖国添砖加瓦的想法为祖国奋斗。即便受了一些委屈，
他们依然相信只是暂时的。这是其一。对于那个年代的右派，
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一个畸形的状态，工作、家庭、朋友、
亲人、理想...一切，只要随着他们的逃跑，都没有了。因此，
大部分人都在夹边沟农场一边等着死亡，一边等着平反。

没有挨过饿的人不知道粮食的珍贵。看完这本书，真的不好
意思再浪费粮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