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华兄弟读心得体会 余华兄弟读后
感(精选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余华兄弟读心得体会篇一

这几天读完了《兄弟》一整部的我深有感受就写了读后感。

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脑海里不禁看到这个题目后，第
一个想到的就是死党，兄弟。是朋友关系好到像亲的还是就
是亲的。带着这个问题我展开了阅读。读了前半章后我知道
了，兄弟并不是我想的真正的亲兄弟而是比朋友高一层，宛
如亲兄弟一样。宋钢与李光头的兄弟情，是在他们的父母，
宋凡平与李兰的爱情中开始的兄弟情，他们双方父母使没有
血缘亲的两个孩子有缘碰到一起，成为兄弟。在动荡的社会
中父母的悲惨遭遇下，两兄弟遭遇了许多挫折。他们一起走
过了这些许多坎坷的路。

他们认识后的第一次离别就是在宋刚和爷爷一起走了，李兰
和李光头一起走，分开了，在那时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依
依不舍，似亲非亲的兄弟在第一次分开了。在一次宋刚拿了
几个小白兔奶糖带去给李光头，并说了让人看了心暖的
话：“我想你了。”两人这样的对话让读着的我感到万般暖
心、温馨。在以后的每次见面宋刚都会给李光头送小白兔奶
糖，以至于最后李光头一见到小白兔奶糖就知道宋刚从城里
来了，便飞奔去找宋刚。

到了他们俩基本长大时，李兰却在他们青年时走了，走的时



候不忘叮嘱“你们俩是兄弟，一定要相依为命”说罢便离开
了人世，宋刚在李兰冰冷的尸体前痛哭，心想一定会与李光
头相依为命的。李光头却没有哭，但在送母亲去太平间的路
上哭的稀里哗啦的。宋刚爷爷在不久去世后，从此他们俩就
开始相依为命。他们俩经过了一路坎坷，开始了挣钱，每次
李光头没饭吃了找到宋刚，宋刚一次次将自己的钱和饭票给
了李光头，李光头捡到表了，挣了人生第一桶金想到的第一
个人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兄弟宋刚，就这样两人一起走过
了坎坷、艰辛的路。

结果最后他们俩都有了钱，过上了好的生活时，李光头却将
宋刚杀死，因为他的妻子，李光头就这样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也因如此宋刚的死敲醒了李光头的精神，李光头也就此每天
活在深深地忏悔中。

读完这本书的感受是做人要有良心，要对应那句老话“良心
不能让狗吃了”同时在不理智的情况下要理清思路，不能做
傻事，冲动是魔鬼，不然一辈子要活在深深的忏悔里。这就
是我的读后感！

余华兄弟读心得体会篇二

许久没有静下心来看一本好书了，在这青山环抱，绿树萦绕
的农家小院，享受着冬日的暖阳，爱不释手地一口气看完了
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并深深地为书中人物悲剧命运所
牵挂，也为那特定时期人的真情善良所感动。说实话，上部
相当的震撼人心，下部却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作者以他特
有的诙谐，幽默及风趣的笔触，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所揭
示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震惊，震撼，使人一次
又一次地悲从心来，止不住的泪流满面，痛苦难抑。。。。。
。

《兄弟》创作与二十一世纪初，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到世纪末中国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人物命运，可以说是整个大
环境下的一个缩影。正如书中后记所言，小说的前半部，描
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时期，一个小人物家庭的悲惨遭遇，
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坎坷的时代，相当与欧
洲中世纪的黑暗。小说的后半部，讲述了**结束后的三十年，
那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
欧洲，一个西方人活了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
时代，而我们中国只要四十年就全部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
荡万变浓缩在四十年之中，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经历。

李光头-----宋刚，一对特定时期，特定背景的难兄难弟，来
自不同的家庭，是命运把他俩组合在一起，兄弟俩性格迥异，
命运也是截然相反，却相依为命地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童
年时期，直至生生死死几十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
化成了灰，也是兄弟”。

特定的背景，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使他们俩幼小的心灵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经历了常人不常有的痛苦人生，具备随
机应变的智慧与能力，余华用那特有的描述手法把李光头那
种被时代扭曲的本能及机智，宋钢本性所具有的忠厚与善良，
刻画得入木三分，催人泪下。特别在车站爸爸宋凡平惨死的
那一章，其悲剧效果尤其突出，两个本应享受父母疼爱的小
孩，面对惨不忍睹连本人面貌也无法辨认死去的爸爸，跪在
地上苦苦相求，送爸爸上医院，以其极端的手段求人用板车
拉爸爸回家的那一幕，让人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在心头
萦绕，让人心酸地久久难以忘怀。前半部，他们在逆境中同
甘苦，共命运，面对生活中的一次次磨难，难以忍受的痛苦
打击，象被野火烧灼的野草，顽强地重生，艰难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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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兄弟读心得体会篇三



《兄弟》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四大长篇小说
之一。兄弟讲述的是两个江南小弟不同的命运历程，在文革
中重新组合家庭的艰苦过程。

李光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这是一个表面现象，实
际上李光头是一个好男人，他对母亲负责，拉她去上坟，在
事业失败后不气不馁，挨饿挨骂也要去做好本职工作，不断
开拓新领域，够义气，有恩必报，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最
后他富甲一方，成为人们学习的好榜样。宋钢是一位老师的
儿子，跟一位漂亮的女子结为夫妇，注重承诺，对妻子无怨
无悔，甘心付出，具有传统的好男人形象。婚后对兄弟还是
不抛弃不放弃，面对生活还是存在消极的因素。

在那时候的生活中，能对兄弟如此的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因
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活会把你逼到墙角哭，这是对于个人
意志力的强烈考验，对兄弟情义的磨炼。这也是在向我们展
示不同男人的形象，一个人不仅仅看他的表面，想了解一个
人是需要深层次的交流的，忘记一个人只需要不交流就好了，
这说明了交流的重要性，情感来自于真情的流露，来自于心
与心的交集，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互不打扰，互相牵
挂。两个时代的相互交集，两个时代的翻天覆地，两个时代
的相互碰撞与恩怨交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当时的故事的，
每一个时代发生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他们必将经
历的过程，我们需要做的是积极地去面对它，直面困难，直
到战胜自己为止。

余华兄弟读心得体会篇四

看了余华的《兄弟》，看到他们在苦难生活的忍受与挣扎，
我屏住呼吸，泪水不住盈满眼眶……心里在叹息，人怎么会
这么残忍，仿佛看到两个小男孩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脏脏



的小脸，面对生活，无奈，无助，和两人之间的深厚情感，
相依相靠，觉得这种感情再也不会分开，为相依一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逝者再也不会相伴，两人也长大，感情依
然深厚，可是在面对自己感情的时候，两人有了分岐，因为
是兄弟，相互并不忌恨，可是，宋钢因为和林红走在了一起，
就要和那时连吃饭也没有着落的李光头一刀两断，并说出了
很绝情的话，说，他们的父母不同，并且他们都已经死了，
他们就不是兄弟了，难道他忘了自己在监死的李兰面前许下
的诺言，只因为爱情的出现？可是为什么必须失去一样呢，
两者是不矛盾的啊！

小说前半部分的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他可能善于写那个年代
的故事，写的宋凡平和李兰身上都有许多传统的，人性的美
德，在面对困难时，坚韧，乐观，举手投足，每个微笑，都
在塑造人物形象，他们是困境下有着完美体现的人。

可是宋钢——宋凡平的儿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不应该
仅仅是相貌，还应有性格吧，宋钢虽然善良，可是懦弱，没
有原则。

他答应李兰的话，要照顾李光头一辈子，可是他为了林红背
弃了，林红是漂亮，可是找妻子的标准不应只是漂亮吧，他
喜欢林红什么呢，林红说喜欢他，踏实可靠，值得信任，可
是爱他就要接受他，包括他共同患的兄弟，她不明白，宋钢
和李光头过去的事情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种感情，太难隔
断了，即使李光头在追求她的过程给了她伤害，可是他是自
己丈夫的兄弟就要换一种态度去对他了。

在后来的生活中，李光头发达了，比较有戏剧性地成功了，
和人物性格有关，笔墨不多，只是情节，他成功了，他太忙
了忽略了他的兄弟，可是在他心里，宋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在心里从没有背弃他的兄弟。



小说情节安排了李光头的发达，宋钢的潦倒，和李光头对兄
弟情的惦念，李光头的发达和性格和自己的机遇有关，可是
成功也是需要经营的，作者归许多因素于李光头适应这个社
会，如鱼得水，我不喜欢的是，宋钢应该是个儒雅的人，怎
么会为了钱去做那种骗人的不体面的营生，他可以没有许多
钱，平平淡淡，也不至于那么残吧。

作者怎么安排自己的小说，都有一定的用意，他可能想反映
什么，从来悲剧结尾的小说比喜剧小说更多一些，更容易打
动人，可是我自己觉得，从苦难中走来的兄弟两人，他们之
间的感情一辈子不会变的。

余华兄弟读心得体会篇五

当我拿起一本书要阅读时，总要对书名琢磨琢磨，展开想象:
预测这本书要写的是什么，同样，我觉得《兄弟》这本书可
能写的就是亲兄弟之间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亲兄弟之间是
如何互帮互助成就一番事业的。事实如何?开卷有益。

本书作者，余华，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作品已被翻译
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法国
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等。《兄弟》是余华的第四部长篇，
也是余华篇幅最长的小说。小说分上下两部，写了两个价值
观完全不一样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的故事。本书讲述了
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李光头的父亲不怎么
光彩地意外身亡，而同一天李光头出生。宋钢的父亲宋凡平
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挺身而出，帮助了李光头的母亲李兰，被
后者视为恩人。几年后宋钢的母亲也亡故，李兰和宋凡平在
互相帮助中相爱并结婚。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
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而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
血缘关系的兄弟也十分投缘，他们在相互照顾中成长。本书



中描述的幸福是鲜活的，作者余华描写宋凡平曾经是篮球场
上的明星，六十年代没什么娱乐，晚上的露天球场就是全城
人物围聚的中心。

宋凡平在这个篮球场上，因为他是前锋，在灌篮的时候出足
了风头，全场欢声雷动。宋凡平就跑到球场边上，一手抱起
了李光头，一手抱起了他的儿子宋钢，把两个孩子放下来以
后，又抱起了李兰。

这在现实生活中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余华就是要塑造
这么一个画面，让这个幸福感能够突出出来。他们从球场上
下来以后，就一起去吃了冷饮，然后全家就走到了一起。李
光头七岁的时候，李兰和宋凡平就结了婚。当读到宋凡平的
悲惨遭遇又使人黯然伤神，不禁落泪。这里写得最感人的，
也是最残酷的，就是一个丈夫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拼死也
要上车去接自己妻子。宋凡平那天晚上偷偷地从仓库里面跑
了出来，因为关他是关在仓库里的。跑回家以后，先带着两
个孩子打扫房间，然后早上穿上了一件红背心。“wenge”中间，
这个红背心也是时髦，然后他就上汽车站去了，准备买一张
汽车票去接李兰。他逃跑了以后，被造反派发现了，在汽车
站，其实已经埋伏了造反派。宋凡平一到车站，就有6个造反
派拿着木棍拦截他。他从木棍拦截中间一直冲到汽车站的卖
票口。余华写宋凡平被活活打死，一共写了三个越来越惨烈
的层次。第一个就写埋伏已经设好，然后他在抡起的木棍中
间一次次地拼死冲到窗口。脱臼的胳膊被打断了，他在窗口
说完“去上海，买一张车票”，就头破血流倒在了墙角。然
后6个造反派12只脚，一直踢，踢到他一动不动。

第二个，就是宋凡平在昏迷中间听到了检票的声音，他摇摇
晃晃地站起来，站起来以后，他冲向检票口，这6个造反派就
跟上去打他。检票员因为害怕了，就把检票口给关上了，他
进不去了。这6个造反派一直追着他，从候车室一直打到候车
室门外。造反派把打断的锋利的木棍像刺刀一样刺向他的腹
部，这就致了命。第三个，就是他听到了公共汽车开出来的



声音，还叫了一声，说:“我还没上车呢”，然后又被打倒在
地，这回就彻底地被打死了。

李兰在上海等宋凡平，等了整整一天没有人来接她，第二天
她就坐着早班汽车回了刘镇。回到刘镇以后，看到两个孩子
浑身都是泥土，这时候她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死了。

书中重点讲了两个不同个性、不同人生观的人，无法抹杀他
们从童年走到青年的岁月，一路互相扶持过来的情义，但终
未能抵御住人性的私欲，走到了那个宿命的结局。命运造就
了这一对兄弟，却又让他们彼此折磨，这是人性的复杂，绕
不开的宿命。当背叛出现，当真相揭开，更可怕的是人的自
私，也许余华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自我救
赎。在我们身边也同样存在同胞兄弟在创业初期共患难，当
事业发达了，面对利益，人性的自私露出水面，彼此折磨，
此时，兄弟间该懂得自我救赎，遇事不怕事，积极沟通，和
平解决，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余华的作品沉重而不沉沦，
哀伤而不颓丧，人性中的善与恶交织在一起。这些善就像夜
空中闪闪发亮的星光，你会遗忘那漆黑的深不可测的夜空，
而记取那点点星光。《兄弟》是扒开了灵魂，虽然我们不得
不面对灵魂的丑陋，我们是否应该从自己的内心，扒开灵魂
去审视每个人的自我和内心，因为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
个“魔鬼”，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