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百年梦想读后感(优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一

“当时，马贡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
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
光滑、洁白，活象史前的巨蛋。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
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

这是马尔克斯创造的神话，书中的故事大都荒诞不经，马贡
多总是呈现出奇怪的现象。不同的时刻总是在同一时间交汇
在一起，既非过去亦非将来。如同布恩地压家族沿着时间向
前发展，但是他们还是会在不断萎缩的轮回中，返回到时间
的起点。

小说的结尾奥雷亮诺第二破译了羊皮纸手稿，原来所有的一
切早已被预言，时间顺序被瞬间打乱。马贡多小镇以及它的
居民，生活在命中注定的轮回之中，他们的命运的轮回里交
织着凄美和哀伤。

在现实主义与魔幻主义之共同作用下，我们虽然看到了马贡
多的荒诞不羁，我们同样发现了，小说折射出了拉丁美洲不
同国家的政治现状。

从大屠杀这夜开始的雨，下了整整五年，马贡多的一切被雨
水的冲洗所渐渐侵蚀。香蕉种植园被大雨冲走了，整个小镇
退缩到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自从马贡多与周边小镇有了来往以后，它逐渐失去了原有的



纯朴。殖民者的侵入，把马贡多变成了香蕉种植园。工人的
罢工，使植园主串通政府部队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这夜下
起的大雨，把马贡多彻底冲向了毁灭。

正如同现实中的拉丁美洲一样，欧洲的探险者逐渐登上了这
片土地，土著居民不得不开始适应外来入侵者带来的现代化
技术和资本主义。拉丁美洲曾经孕育的繁荣文明渐渐的消失。

当然，《百年孤独》不仅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而且
在更深层次上折射了有关人性的问题。

作为人类的代表，布恩地压家族代表了人类孤独的情感，不
可避免的悲剧以及难以捉摸的幸福的可能性。布雷地亚家族
仿佛在用孤独来对抗时间，他们每一代的生活，姓名，性格
都惊人的相似。时间对他们来说仿佛不存在。布恩地压家族
染上双重疾病：怀旧和健忘。备受煎熬的布雷地亚家注定要
在时间的循环中往复，直至灭亡。

于马贡多居民的落后、愚昧更是注定小镇的灭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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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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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告诉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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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孤独》现在读来仍有它的警醒意义，在如今的快节奏
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着一份自己的孤独，事实上，这种孤独
会使人走向冷漠，最终都会如马贡多城一样灰飞烟灭，消失
于无形。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二

《百年孤独》是我非常喜欢的.的一本外国小说，从捧起这本
书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深深地被其语言的魔力所吸引——“多
年以后，奥雷里亚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
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正是这别具一格的开头
方式吸引我好好的把这本书看下去，从而获得了一次美妙的
阅读体验。

《百年孤独》的作者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
的代表作，也是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洲文学作品。
《百年孤独》描写了布恩蒂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和小镇马孔
多的兴盛到衰败覆灭。马孔多是哥伦比亚农村的缩影，也是
整个拉丁美洲的缩影。

从布恩蒂亚家族的第一代人来到马孔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将家族发扬光大，最终还是难逃衰败的命运。布恩蒂亚家族
的最后一人，长着猪尾巴男婴被蚂蚁吃掉，布恩蒂亚家族彻
底消失在世界上。布恩蒂亚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孤独的，
他们各自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尽管他们的心灵备受孤
独的折磨，但他们内心深处同时又享受着孤独。孤独让家族
的成员之间缺乏了沟通，关系变得冷漠而僵硬，一个无法同
心协力的家族注定会走向灭亡。

孤独是什么？是羞于启齿的秘密？是不愿告知别人的想法?还
是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却又享受其中的一种状态？孤独
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也永远无法窥探到底的，它存在于我
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与我们的灵魂缠绕在一起。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一切以往的春
天都一去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
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每个人的孤独只有他自己
能懂，其他人无法体会更无法真正明白。

虽然孤独无法避免，但我们无需担忧，我们要做的就是多与
人交流，走出自己的世界这个小小的空间，孤独便不再孤独。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三

微薄里有这样一句话：“要不读书，要不旅行，身体和心灵
总有一个在路上。”我想我的暑假就是这样充满意义。一放
假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用了二十几天去了国内外三个地
方，美丽风景，动人旋律，畅所欲言，说不出每次旅行的意
义，却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8月回来，我开始心灵的旅
行，我阅读了两本书，《窗边的小豆豆》和《百年孤独》。
下面就简单的谈谈看完《百年孤独》后的一些感想。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我有些懵懂，也许是第
一遍阅读的缘故。

它到底想表现什么？作者因本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这
本书的内涵应该很深刻，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家族兴衰的过
程及结束的原因？还是告诉读者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无法逃
避？抑或是拉丁美洲一个世纪的真实再现？布恩地亚家族延
续了100多年，但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孤独中，并在
其中终其一生。虽然布恩地亚家族历经六世，也有过繁华与
鼎盛，但自始自终没有人能逃离孤独。每一个灵魂都在孤独
中游荡，家庭成员中没有情感，没有交流，没有沟通与理解。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没有人关心他人，没有人关
心身外的世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忙碌着，却不知道为何
忙碌。他们在忙碌中体味孤独，甚至享受孤独，最后在孤独
中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是初读这本书，虽然书中情节琐碎，故事亦魔亦幻，亦
真亦虚，虽然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小说的脉搏，不能很好地领
悟它的宗旨，但还是感受到了布恩地亚家族的孤独之魂，这
也应该是书中马贡多小镇的孤独，是哥伦比亚的孤独，是拉
丁美洲的孤独。读着它，总是不由自主想起《红楼梦》，想
起它的繁华、热闹，但这繁华、热闹的背后是否也有孤独在
叹息？林黛玉清高寡合的孤寂，贾宝玉享尽荣华的孤寂，薛
宝钗圆滑于世故的孤寂，贾元春表面荣华、内心卑贱的孤寂，
王熙凤两面三刀的孤寂，贾氏家族表面兴盛、实则腐朽的无
奈，不都是真实地存在着吗？不同的著作，不同的故事，不
同的国情，却有着同样的灵魂——孤独。也许孤独对每个人
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永远无法走出的。

似乎有些明白了，也许这本书能成为世界名著的原因就是它
把握住了人性中固有的、却又常为我们所忽视的一种内在情
感。人属于社会，有群体性；人又是独立的个体，孤独是存
在于灵魂深处的，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它可以让我们冷静，
善思，让我们浮躁的心有一份清凉。尤其是现代人，在这个
喧嚣的世界里更应该学会享受孤独，利用孤独。只是布恩地
亚家族的孤独是可怕的，因为它放大了孤独在人性中的分量。
它的孤独折射出民族的孤独，地区的孤独。它的孤独是有一
定的历史原因和人为痕迹的，那是特定时期拉丁美洲的孤独，
是有害的，是令我们忧虑的。是人们，尤其是给它造成孤独
的国家、政治家们应该关注的。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四

黄昏时刻，夕阳将世界蒙上一层朦胧的颜色，圣洁的只属于
晚霞的孤独光辉照耀在每一个存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身上。人
们为活着奔波，不断重复着"出生—死亡—出生"的过程，在
生命的动荡中起起伏伏，过着孤独的人生，回忆着孤独的过
去。正如布恩迪亚家族不断发展又不断没落而最后消失在这
个世界上，这似乎是人生永恒的孤独的轮回。"月盈则亏，盛
极则衰"正是这世上每一样事物变化的必然规律——没有什么



能获得永生，亦没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保持不变。

书中乌尔苏拉曾迷信"名为‘阿尔卡蒂奥’和‘奥里亚雷诺’
的人‘固然天生’有着不同"，并列举家族史上重复以这两个
名字命名的人，认为叫"阿尔卡蒂奥"的人都性格冲动，而名
为"奥里亚雷诺"的人都性格孤僻。这看起来毫无逻辑却实实
在在成为了这个家族的现实——这何尝不是一种轮回？布恩
迪亚家族在历经六代以后诞生的"又一个真正的布恩迪亚"，
而整个家族从马孔多的创始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
到最后"终结家族的神话般的生物"，从一个人开始回到了一
个人结束。

我们"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朱
自清），每个人的人生似乎都只是从生下来就开始走向死亡，
但我们身在其中，每个人的人生是何其不同。沿途风景依然
百变，即使我们只是走向孤独的无知游历的旅客。

"我们终将孤独"的确是无可否认的真理，但如果所有人都因
为这个真理而丢掉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人类世界该如何发
展，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又如何能宿命般走向最终的孤
独。林语堂写过："世间没有一个人感到绝对的满足…理想仅
是一种相信另一世态的心境，不管那是什么世态，只要和人
类现在的事态不同就得了。"因为对自己终将孤独地死去而感
到不满，所以不甘愿安守现状，才会抱有活着的希望。

安于命运的人永远不会被载入史册，是因为他们宁愿把自己
关入永恒的孤独中度过人生。尽管我们无法避免这样的孤独
的结局，但人生好坏与否并不止参照一个人是否死去，而是
这个人作为宇宙大爆炸膨胀的一瞬诞生的处于孤独轮回的生
命，是否能在他短暂的几十年间经历最精彩的故事，即使回
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他的一生也如"诗一般的度过去"
（林语堂）。

我们人生的结局已定，不过是走向孤独的路上。与其自怨自



艾荒废人生，不如抱有活着的希望一点点向孤独走去。正如
丰子恺所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
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看那天边闪耀的金色太阳，即使它终将面对黑暗，走向孤独，
但无论朝霞还是夕阳都如此美丽，洒落在身上的金光带着孤
独光辉，如此让人心驰神往，令人无法拒绝。

"即使以为自己的感情已经干涸得无法给予，也总会有一个时
刻一样东西能拨动心灵深处的弦；我们毕竟不是生来就享受
孤独的。"（摘自《百年孤独》）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五

《百年孤独》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部
小说内容复杂，人物众多，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书中融
汇了南美洲的文化。他描写的.是小镇马贡多的产生、兴盛到
衰落直至消亡，表现了拉丁美洲惊异的疯狂历史。

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在一个专业老师那里看的。当时看着
这个题目就觉得有种脱离现实的魔幻般的感觉，而我对这本
书的作者并不了解。在人文课上，老师也讲过这个小说。

小说描写的是布恩蒂亚家族的一代一代，情节离奇令人迷惘。
在小镇马贡多，布恩蒂亚家族上演着百年的兴衰史。由盛转
衰，又由衰转盛，一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切都逃不出一个诅
咒。这一切是因为怕近亲结婚担心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的原
因。主人公因为邻居的嘲笑他被乌苏拉拒绝同房而杀死了邻
居。结果死者的鬼魂不断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使得布恩蒂
亚一家日夜不得安宁，终于被迫迁移到小镇马贡多。最初布
恩蒂亚的人丁兴旺，但随着战争一系列的原因，家族的命运
一代不如一代，然而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蒂亚的时候，因
为与姑妈乌苏拉通婚，结果生下了一个带尾巴的男婴，而这
一切又刚刚好应验了一百年前吉普赛人用梵语写下的密码，



这破译着就是奥雷良诺·布恩蒂亚。充满着讽刺的意味。而
这个带尾巴的男婴是被蚂蚁拖入了蚁穴。随后，这件事消失。

这小说读起来总是给人一种虚幻飘渺不真切的感觉。但是故
事马贡多百年的变迁和布恩蒂亚家族的兴衰荣辱是整个拉美
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同时，家族的愚昧也是拉美自身的落
后写照，在此向对应，在拉丁美洲，内战连连。

往往魔幻现实主义，以荒诞的形式反映着现实，不管马贡多
发生的一切又多离奇，都是马尔克斯对拉美现实的观察和感
悟。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六

——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想象运用

“作者的想象力在神游翱翔：荒诞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
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物描写，都以新闻报道般的`准
确性再现出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哥伦比亚当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是与“魔幻现实
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但展现其高超的魔幻现实手法的则属
《百年孤独》，此作品使马尔克斯走上了1982年诺贝尔文学
奖的领奖台，从此奠定了其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地位。

仅仅书名而已，作者就已成功地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拉开，
给人以遥远的感觉。作品以布恩蒂亚家族7代人的兴衰史见证
了马孔多这个小镇的繁华与没落，直到小镇被一阵飓风吹走，
从此世上再也没有马孔多，只留下百年的孤独。这一百年的
时间跨度里，小镇上发生了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而这些故
事在马尔克斯疯狂的魔幻想象描绘下变得那么真实与讽刺。

政府把香蕉园三千名罢工者的尸体装上火车运到海边扔掉，
那辆火车竟有200节车厢，前、中、后共有3个车头牵引；俏



姑娘雷麦黛丝最后抓着雪白的床单升天而去；雷贝卡只要情
绪失控就会贪婪地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并且拼命咂吮指
头；布恩蒂亚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最后被蚂蚁吃掉……在马尔
克斯想象中的世界里，这些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很多来自印
第安神话、东方传说以及《圣经》典故。雷麦黛丝升天来源
于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而马孔多一连下了四年零十一
个月的大雨则是《圣经·创世纪》里有关洪水浩劫以及诺亚
方舟故事的移植……充满想象力的情节看似荒诞，实质是作
者对本土国家落后、封闭、缺乏现代性、边缘化的讽刺与担
忧。“作为一个深深植根于本土、关心祖国人民命运、严肃
反思本族历史的作家，他骨髓里浸染的本土化的东西使他能
够始终站在拉美民族立场，发现民族被殖民化、被奴役，最
终却仍被现代历史遗弃的命运。”于是，他站在现代历史的
角度，洞见拉丁美洲的孤独。

那些看似发生在久远时代的故事如今读来却使人深思。马尔
克斯在书末悲伤地感叹：“马孔多这个镜子似的（或者蜃景
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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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想起了马尔克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致答词：“对我
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了使生活变得令人可信而必需
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七

读完了《百年孤独》，给我感觉就像是“熬完”了一场肥皂
剧一样，过程平淡、乏味，并没有让自己感到“惊讶”的三
观刷新。

就像一出肥皂剧，读的过程中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
束，就算不看开头，从中间看起的话，似乎也不影响对结局
的发展，读着读着，是的，它就这么戛然而止地结束了，原



来这就是结尾，这就是这个家族的“秘密”。

这就是我对《百年孤独》的第一感觉。

他是一本好看的书吗?我说，不是，但我补充说，它是一本我
会读第二次的书。

简单地论述一下，就是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日常记事，
经历了6代人(大概是6代人吧，这不重要)，而书中人物，即
他们后代的名字，都是以老一辈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书中多
次重复出现相同名字但是又不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你知道的，
外国人的名字又是那么的长，什么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什
么阿尔卡蒂奥的…导致阅读容易混乱，但是，我还是觉得相
同名字比较好，毕竟来来去去就这几个名我能够记得住咯!根
本不需要梳理家族图谱，了解里面的关系，个人是觉得没有
必要，毕竟肥皂剧，了解他的剧情就够了。

只是当我回过头来，突然自己发觉有些“身同感受”里面的
角色们，产生了一点共鸣。

为什么“感同身受”呢?因为，他们都是技术宅啊!奥雷里亚
诺.布恩迪亚上校把小金鱼融掉再做这样徒劳的事，也只不过
是循环中的一个循环而已，生活本来就是循环和重复。

“我觉得我开始有点懂了。”

角色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录，虽然形式不同，但是从本质上
看，他们始终殊途同归，甚至是下一代也难免于同样的命运，
即面对“孤独”。

因为书中的角色们，在都是到达了年老的时候，才开始“变
宅”，把自己关在屋内，开始一种类似“修心养性”般的年
老生活，当然，说他们看破红尘也不为过。



难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回光返照”?在活了大半辈
子，总会“觉悟”一些什么道理，于是到了晚年就沉浸于自
己的世界里面了，文中没有明确地说，但是，我都可以归结
为学会与“孤独”相处。

而这种“孤独”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就像人始终会变老一样，
自然而必定发生。

当然，文章只是在晚年才指出这样的“宅”生活，大部分的
边幅，都是很日常的生活的。

这里有作为男性自由的向往和任性。

在书中，女性的角色大部分是在持家的，她们是坚韧的，她
们为家人着想，她们有能力又顾全大局;而男性的角色似乎就
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是在向外跑的，他们有精力，那么就去
创造、去创新、去做一些荒唐的事、去参加革命、去发动战
争、去好吃懒做、去大摆宴席、去啪啪啪，似乎都是在“享
乐”和“耍赖”，这就是家族里的男性，但是同时他们也充
满了“野性”。

在行文结构上来说，没有特别的修辞，可能是翻译版本，能
够读懂故事情节并记得就已经不错，而故事也几乎是“流水
账”般的记录，偶尔也会出现“时空错乱”，这样的“后置
手法”，就是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提前来说，或者几个角色的
相同时间线下出现穿插的顺序。

不过幸好，这样的情况不多，我还是能够抓住时间线知道当
下谁是谁，在干什么。

重申一次，真的没必要为弄懂这些剧情，这只是很平淡的日
常记录，就算是看不懂也无所谓，真的不影响后面情节，所
以我带着这样的心境，一路读下来，可谓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故事线偶尔穿插、肥皂剧般故事以及重复的人名的冲击下，
读完之后我感觉依然清晰!完全没有产生“意识模糊”。

当我整体地明白了各个剧情的内容，仿佛从茫茫的大海里找
到了大陆后，上岸后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也就这么点的路程，
待重走一轮就轻车熟路了。

但能够肯定的是，第二次阅读才会体会到这种“后置式”的
叙事方式的精彩呢，我觉得“后置”和“穿插时间线”的写
法，都是给第二轮的阅读来服务的，因为我就是在“回忆”
过去已知的事，现在我已经读过一轮，我已经有了“过去”
了，那么我就更加体会到这种后置的精彩。

我喜欢故弄玄虚地阐述回忆，尽管这样做会让第一次看的人
看不懂啊混蛋!

最后关于书名字，百年孤独，也是我当初为什么会读它的原
因了。

那为什么叫这么霸气的名字?其实很简单，因为故事持续了一
个家族6代人，所以“百年”，因为人人都是孤独的，所以就
孤独，就这么简单粗暴。

以上，就是我的《百年孤独》读后，好像忘记我前面说过什
么?没关系，那就记住这句吧：

“孤独是常态、是最终的归属，谁也逃避不了。”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八

初次遇见《百年孤独》是在高中时期，但由于学业繁忙，只
读了个大概。再次遇见是在中文书库帮读者找这本书，我再
次拾起这本书，去回忆，去遇见那些感动了我，温暖了许久
的老朋友。



初次阅读，会因为书中的人名而崩溃，因为里面的人名有很
多差不多的，一个家族会用一个名字，所以我需要理清人物
关系，要不会出现混乱。

孤独，是一个让人感觉凄凉，寂寞的词汇。但是书中的孤独，
是每一个人物自己的宿命，是他们在自己世界里守护的执著。
在这个家族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雷迪亚和一群朋友创
造了一个新城—马孔多，在这里，他整天探究科学和布鲁塞
人带来的新奇发明不顾生活，而他的妻子乌拉尔拉是一个坚
毅，有活力的人，她开了一个糖果铺子，为维持家庭开支和
丈夫研究提供支持。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和次子奥雷里亚
诺。布雷迪亚都与庇拉尔。特尔内拉有过情爱，她为他们生
下了儿子，一个叫阿尔卡蒂奥，另一个叫奥雷里亚诺。何塞，
在马孔多，奥雷里亚诺。布雷迪亚上为自由发声，四处征战，
成为了上校，并在多地与情妇生下17个孩子，这些孩子最后
都死于暗杀。在上校出去征战，阿尔卡蒂奥掌握了马孔多的
政权，实行他的统治，他与一个女孩相爱，在他死的时候女
孩生下了双胞胎一个叫阿尔卡蒂奥第二，另一个叫奥雷里亚
诺第二这个家族有个奇怪的现象，名字叫阿尔卡蒂奥和奥雷
里亚诺都有自己独特的家族气质。之后这个家族又经历了新
生和死亡，在经历了七代以后，在一个预言中结束了这个经
受了百年孤独的家族。

我在这本书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与孤独
相处，“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
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
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这段话让我感
触良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陪伴我们最久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学会与自己相处，让自己在每一段时光里，都能发光，
都能满足自己的内心对理想的追求。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
事，又是如何铭记的。”我们需要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轨迹，
让自己的每一天能够都不一样，我们不是一辈子都活成一天



的样子，通过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去记住值得记住的日子。

在当下，可能有人追求声色犬马的生活，有人追求声名利禄，
而我们要学会找寻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又怎么去实现。在大
学生活中，可能有人沉醉游戏，有人醉心学习，有人深陷恋
爱，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学会用寂寞来偿还生命中曾经有
过的所有灿烂。

可能你会在初读的时候会因为人物关系的复杂，和人物过多
而烦恼，但是要坚持读下去。作者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为
自由，爱情，亲情而发声，并且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有一遍收
获。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百年孤独》，可能你会在
里面寻找到影响你一生的理念。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九

百年孤独是一本不错的书，下面小编整理了百年孤独 读后
感800字，欢迎阅读!

读《百年孤独》的时候，我十九岁。年纪不算小，，但还是
有点幼稚，，因为李伟老师我接触了这本书，也因为这本书
而感受多多。。希望大家都能看下这本书。以下就是我的感
受。

读第一遍的时候，我被完全雷同的姓名，无数的倒叙、插叙
给弄晕了，根本不解其义;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把七代人进行
了排列，终于使书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读第三遍的时候，我连同
《百年孤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世进行了了解，于
是，我被深深地震憾了，为作者，为书本，为拉丁美洲。20
年来，我在孤独中体会其中的孤独，并饱受折磨。为了排遣
孤独，我不断地向我的朋友推荐《百年孤独》，分享孤独，
理解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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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在接
受专访时对孤独的解释意味深长：孤独就是不团结。作者著
书的目的是希望拉丁美洲的民众要团结起来，走向文明，走
向开放，走向繁荣。

孤独是自闭的。《百年孤独》描述的是霍塞·阿卡迪奥·布
恩迪亚家族的一部兴衰史，其脉络就是自闭到开放，开放到
繁荣;再由开放到自闭，自闭到毁灭。马贡多文明的创始人霍
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与妻子乌苏拉以非凡的胆识和开放的
精神，开创了马贡多的繁荣。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曾向
妻子抱怨说：“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咱们旁边，
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
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因为马贡多隐没在宽广的沼泽地
中，与世隔绝。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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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
死了，连同马贡多的文明。之后的几代人，夫妻之间、父子
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几乎如出一辙的没有感情
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孤独、苦闷、猜忌，导致了马贡多
狭隘、落后、保守直至没落。于是，书中结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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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是需要反省的。读完书本，掩卷深思。《百年孤独》的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书的涵义无疑是深远的：他是要通
过布恩地亚家族7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哥伦比
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要求读者思考造成
马贡多百年孤独的原因，从而去寻找摆脱命运摆弄的正确途
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是文章架构，还是内容选择;无
论是叙述方式;还是表现手法;无论是典故引用，还是故事编



排，无不采用其极，令人匪夷所思。内容庞杂，人物众多，
情节曲折离奇，再加上神话故事、宗教典故、民间传说以及
作家独创的从未来的角度来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等等，
可谓是眼花缭乱。作者的匠心独运，文章的跌荡起伏，俨然
是对读者最大挑衅。在不可思议的奇迹中，在现实交错的生
活中，在血淋淋的现实中，在荒诞不经的传说中，使读者体
会到最深刻的人性和最令人震惊的情感，进而理解孤独的本
义，理解《百年孤独》的奇特。

孤独是需要摒弃的。“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是魔
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照《百年孤独》的现实与背景，我
们不难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由此，我们想起了晚清政
府闭关锁国以至惨遭蹂躏的结局和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而
重新崛起的历程。《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完成巨著后曾有一个夙愿：希望一百年孤独的历史永远消失
并再也不会出现。但愿，作者的苦心和夙愿梦想成真。

前几天读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直打算写篇读后
感，苦于无从下笔。一方面是对作品本身有一知半解之感，
一方面想的太凌乱以至于理不出头绪。

一直深刻赞同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中的反正最后每个人
都孤独，在每段感情中，不管是暗恋还是相爱，到最后会发
现不管是需求还是被需求，心灵永远都要有自己的空间。所
以仍然你是你，我是我，难免孤独。你我都是一条直线，有
人与我永远很近但永远不能相交;而相交后的两条线必然愈行
愈远。

对我而言，单从读《百年孤独》的直观感觉来说，是非常的
微妙且有意思的。与以往容易入书入戏的我不同，百年孤独
里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生离死别似乎和我之间隔了一层
下雨中的玻璃墙。每当我似乎身临其境的时候，总有一层新
雨将玻璃重新淋得模糊。也许是因为作者总以戏谑的口吻描
述类似神话的种种场景，也许是因为书中人物狂野的孤独离



世俗的自己太过遥远。

整本书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从家族第一个霍赛
阿卡迪奥，到最后一个具有家族明显特征的奥雷良诺。从高
傲果敢轰轰烈烈的奥雷良诺上将到精力充沛平凡而伟大的乌
苏拉老妈妈，从纯洁如天使的俏姑娘雷梅苔丝到喜欢热闹以
至于娶了两个老婆的双胞胎之一。

这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孤独，逐渐的，有人在孤独中失去
自我，比如第一个霍赛阿卡迪奥、梅梅;有人在对抗孤独中失
去自我，比如雷贝卡;有人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孤独，可却无能
为力，比如阿兰玛塔;有人孤独一生却不自知，比如乌苏拉，
比如俏姑娘雷梅苔丝;还有人在生命的最后幡然悔悟，可惜为
时已晚，比如我的上将奥雷良诺。

一部繁杂庞大的百年家族史，一部脉络清晰的地方兴衰史。
在时间的洪流中，个人在大背景的起伏中显得那样无力。羸
弱娇小的被夺去生命，孤独执着着的留下悲伤的痕迹。无端
去世的雷梅苔丝的萝莉像被作为祖母的形象保存，到最后仍
然在咬手指的雷贝卡执着的不肯死去。经历夺走3000人生命
骚乱的阿卡迪奥得不到任何人的相信。他们都是人群的异子，
孤独的极端。

对于我，则早已习惯了与孤独为伴，未必开心，但也未必悲
哀。 孤独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事实，与其否
认，与其抗争，与其无谓的逃避，不如接受它，拥挤的人群
里让它保护你回家，周六的上午让它陪你吃早餐，整理阳光，
周日的下午让它陪你晒晒太阳，晒晒俱疲的身体与心灵。

如果你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周期性的抑郁，不妨看看这
本书，让书中孤独人的鲁莽激起你无畏抗争的勇气。也许，
我们可以活得更牛逼哄哄，至少在别人眼中。奥雷良诺上将
死去的时候，我心中一阵痛楚，就是这么想的。



我相信，这本书能给我的，远远不止于此。

百年梦想读后感篇十

在读《百年孤独》之前，我一向觉得我是个容易入书入戏的
人，但读罢《百年孤独》，书里面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
生离死别似乎和我之间隔了一层下雨中的玻璃墙。每当我似
乎身临其境的时候，总有一层新雨将玻璃重新淋得模糊。也
许是正因作者总以戏谑的口吻描述类似神话的种种场景，也
许是正因书中人物狂野的孤独离世俗的自己太过遥远。

整本书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从家族第一个霍赛
阿卡迪奥，到最后一个具有家族明显特征的奥雷良诺。从高
傲果敢轰轰烈烈的奥雷良诺上将到精力充沛平凡而伟大的乌
苏拉老妈妈，从纯洁如天使的俏姑娘雷梅苔丝到喜爱热闹以
至于娶了两个老婆的双胞胎之一。

一部繁杂庞大的百年家族史，一部脉络清晰的地方兴衰史。
在时刻的洪流中，个人在大背景的起伏中显得那样无力。羸
弱娇小的被夺去生命，孤独执着着的留下悲伤的痕迹。无端
去世的雷梅苔丝的萝莉像被作为祖母的形象保存，到最后仍
然在咬手指的雷贝卡执着的不肯死去。经历夺走3000人生命
骚乱的阿卡迪奥得不到任何人的坚信。他们都是人群的异子，
孤独的极端。

对于我，则早已习惯了与孤独为伴，未必开心，但也未必悲
哀。孤独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事实，与其否
认，与其抗争，与其无谓的逃避，不如理解它，拥挤的人群
里让它保护你回家，周六的上午让它陪你吃早餐，整理阳光，
周日的下午让它陪你晒晒太阳，晒晒俱疲的身体与心灵。

如果你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周期性的抑郁，不妨看看这
本书，让书中孤独人的鲁莽激起你无畏抗争的勇气。也许，



我们能够活得更牛逼哄哄，至少在别人眼中。奥雷良诺上将
死去的时候，我心中一阵痛楚，就是这么想的。

我坚信，这本书能给我的，远远不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