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小说读后感(通用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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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小说读后感篇一

《红日》它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
战军在山东战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历史事实，以我军军长
沈振新率领的一支英雄部队为主线，从1946年第二次涟水战
役我军失利，到最后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展开了一
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透过半年多的山东战场形势的变化，
高屋建瓴地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涟水、莱芜、
孟良崮三次战役做了艺术的描绘，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初
期我军由弱到强，由方法防御到方法进攻的历史转折，从全
新和比较现代的角度来讲述那个“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
师无处遁”的解放军军事史上的转折之战。

先看看张灵甫失败的原因。我认为国民党将军张灵甫及其号
称天下无敌七十四师的灭亡主要是四个原因：首先是冒天下
之大不韪帮忙蒋介石打内战，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必然
的原因;第二，其军事上的冒进，使之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解放军很重视的、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歼灭的重要目标，
这是导火线;第三，国民党内部腐败，军队里派系林立，各自
保存实力，打自己的小算盘，无法做到统一的调度和指挥，
这是关键原因;第四，张灵甫及七十四师平时仗蒋介石御林
军“王牌中的王牌”骄横跋扈，得罪了其他的友军领导，致
使其关键时期被人落井下石，这是重要原因。正因以上四点
主要原因和种.种其他因素导致了张灵甫这位国民党军中颇有
潜质的干将和王牌军七十四师的全军覆没。张灵甫和七十四
师不但是被解放军围困在孟良崮的孤军，更像是被国民政府



的腐败包围的孤军，正是这种绝望使张灵甫走到了穷途末路，
不得不一死报答蒋介石的器重之恩，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够把
他归为杯具英雄的行列了。

有好处，于是能够舍生，能够取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
言实不谬也。总之，《红日》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
堪称新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历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读小说读后感篇二

《呐喊》是鲁迅在19-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当时正
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间。他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
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
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的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
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与彻底的否定，表现
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如迂腐而心地善良的孔
乙己，具有强烈革命精神和气节的革命者夏瑜，经过十多年
生活磨难，变成卑躬麻木的“木偶人”的闰土……，他们都
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鲁迅善于发掘蕴含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集
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呐喊》中的作品都没有
对人物生活经历的描述，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人
物的性格和命运都是通过特定的生活片段和场景表现出来的。
例如孔乙己这个人物，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生活经历，他的迂
腐性格和悲剧命运，是在咸亨酒店的场景中表现出来的。
《故乡》中也没有叙述闰土的具体生活情况他的性格命运，在
“我”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和现实见面的场景的强烈反差中表
现出来。鲁迅小说的这个特点，使它们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
出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取材严、开掘深的艺术效果，给人
以强烈的、深刻的艺术感受。



鲁迅善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
性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如《阿q正传》用阿q被打后说
是“儿子打老子”，或是被打后说自己是“虫豕”等一系列
细节，鲜明的表现出了这个人物自欺欺人、自轻自贱的性格
特征。《药》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
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品格。“画龙点睛”的艺
术手法，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令人难以忘怀。

鲁迅先生的小说，揭露了封建主义与旧社会的黑暗、固化与
迂腐，是他投向旧社会的一颗猛烈的精神炸弹。

读了这本书，我深深地被这部作品感染了......

读小说读后感篇三

读《背影》，我们可以从平易的文字中看见那个用心来给予
儿子一切的父亲形象，感受什么叫作“父爱如山”;读《匆
匆》，我们可以从清丽的文笔中读出一个细腻观察生活的作
者感叹时间一去不复返的无奈;读《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我们可以从电车上的意外经历听见作者由此发出的对祖国未
来的担忧……从不同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
去读朱自清的生活，去读朱自清的思想。

我向来觉得鲁迅的文章难懂，不仅因为文字上的表达和现在
的差距，更是因为我无法深刻地去挖掘在犀利的笔端下到底
还藏着些什么内涵?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还是对军阀统治的
不满?他藏起来的东西太多太多。当我读完朱自清的散文《论
百读不厌》，才发现，原来难懂是因为读得不够多，品得不
够多。经典是值得并且需要多读多品味的。字面上的影象只
是表面，真正的精华却是隐蔽的，只有把文章读到心坎儿里
去，才能做到和名人对话。

就如同朱自清在文章里说的，“新文学跟过去的诗文和小说
不同之处，就是它是认真地负着使命。早期的封建也罢，后



来的反帝国主义也罢，写实的也罢，浪漫的和感伤的也罢，
文学作品总是一本正经地在表现着并且批评着生活。这么着
文学扬弃了消遣的气氛，回到了严肃。”对于文学，我们应
该要有一种景仰，一种尊重，应该要以拜读的姿态去对待这
种严肃，而并非把它当成是一种消遣。朱自清也告诉我
们，“百读不厌“要以趣味为主，但这种趣味是只有纯正的`
趣味才说得上的，不是去迎合低级的趣味，更不是只要求一
时的快感。

那么现在的我，又是在读些什么?怎么个读法?又是为什么而
读?

从跨进学校的门槛开始，我就一直在读书。读的不是其他什
么书，就是课本，就是教材。因为学校、教育部要求我们读，
并且以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考试来检验我们读得怎么样，读
到什么程度。我读了这么多年，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读书模
式，一种急于应付考试的读书模式。我该读些什么，怎么读，
读到什么程度似乎都在规划当中，真正去接触的那些文学，
也是少得可怜。相反地，我读的多是些消遣性的东西类似杂
志。于是，我这才发现对于我们这一代，流行仿佛已经在悄
悄地渐渐取代经典。那些经典，我读得太少太少。文学对我
来说，好象在越走越远。

大家都知道读书很重要，却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如何
读书的轨道。重拾经典，对人类的文化重新认识，重新品味
和感受，对文学来一次郑重的膜拜才是当下我们急需做的。

读小说读后感篇四

“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完美，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着前
方，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

这是作者在文章末尾留下的话，而两个少年互相救赎的故事，
听起来似乎并非什么太大的噱头，没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却偏似一团火引入我胸膛，眨眼便烧得不分西东。

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惊喜与触动只增未减，以至于落笔的
一刻，关于此书的字字句句便撞入脑海：那个脏乱喧闹的火
车站，那座破败的小城，那张堆满了资料的课桌，那只吉他，
那两个熠熠闪光的少年。

我想这可以算作一个爱与救赎并存的故事，却又不仅是如此，
大抵可归结为：你我相遇于混沌泥沼，风声卷来以你为名的，
可划破凝滞时空的刀锋。你始终有着傲气与挺拔的脊梁，眼
中烧满夺九天覆黄泉的一线火光，那火焚出步伐的决绝与一
颗永远滚烫的年轻的心，惊醒沉沦的我。胸膛烧出一抔沸腾
的热血，过往茫然顷刻间瓦解得分明，黑暗中那线光自你眼
中而来，光中是我的剪影。从今便勇往直前，逐风追月，关
山难越又何妨?惟愿追随你脚印。

这两个踏碎迷惘的少年，像是终得相逢的剑与剑鞘，更是合
二为一的圆。

先说说主角之一蒋丞吧。蒋丞选手，人称丞哥，非典型学霸，
精通滑板、弹弓、篮球、钢琴，爱尔兰哨笛业余演奏家，高
考市状元省前十，人大法学院学子，是一束光，我所信仰的
光。故事刚开始，他也只是个被养父母抛弃，站在破败小城
火车站口，脚下似乎只踏着一团虚空的十七岁男孩儿。原生
家庭的激烈矛盾，总是被否定，很少享受亲人的温暖，只身
前往从未相处过的血缘家庭。而亲生家庭带来的却是更为冷
漠的重击，父亲酗酒好赌，家人斤斤计较，他与钢厂这座城
的格格不入都将人逼得喘不过气。

但蒋丞其自我意识里的骄傲，对自身对恋爱的责任感，他早
已融入骨血的悍勇与狠劲儿，都使他一路上勇往直前，即便
咬碎了牙和血吞，也下定决心要离开此地，不能烂在这毫无
希冀的小城里。



而另一位主角顾飞，在遇见蒋丞之前，他一个人扛着畸形的
家庭，一个不靠谱的母亲和一个精神障碍的妹妹，无际的黑
暗与冲不破的枷锁将他禁锢于绝望的牢笼。或许是过早的背
负一切与无尽的疲倦，他变成无人敢惹的钢厂小霸王，一个
下手不要命的刺儿头。麻木是挣扎过后发觉徒劳的认命，心
理问题使他隐藏所有的才华，永远把自己放在被动的，无须
照顾的位置上。他从未设想自己的人生会能透进光，直到蒋
丞带着摧枯拉朽的热烈出现于他的生命，或许就像顾飞后来
的一句话：“生日快乐丞哥，希望你永远笑得像阳光，你是
我的阳光。”

我想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对方，大抵会一直被黏稠的黑暗所包
裹而永难解脱。所以感谢命运;感谢火车站的初见;感谢那场
篮球赛;感谢顾飞挥别过去的那场“危楼跨栏”;感谢那晚丞
哥手持弹弓于晚风猎猎的天台，无处不在;感谢丞哥备战高考
时大飞极尽温柔的陪伴;感谢暖阳春草下的一个眼神，一个拥
抱，一句肺腑之言，让过往再多迷茫与苦痛都变得潦草。看
着大飞放弃自己却从未放弃他的丞哥，看着丞哥即使被抛弃
也从未迷失自我就此堕落，看着他们充满自信与骄傲，坚定
与天真，看着他们热烈而纯粹，最浪漫也最动人。

这场意外的相遇，笑与泪、苦与甜，那些在四中、在出租屋
的一点一滴，都是无法割舍的记忆，汇聚成只属于他们也只
属于《撒野》的峥嵘岁月，更是我前行道路上最有幸拥有的
一盏灯。蒋丞和顾飞让我不禁想到王小波曾写下的一句
话：”当我跨越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
的军旗。”我想，这两个踏碎迷惘在彼此的青春与未来里会
始终撒野奔跑的大男孩，也会是彼此唯一的盔甲坚硬，这份
力量将让他们披荆斩棘，迎着光去有对方的那个前程似锦。

这是属于两个少年的故事，他们救赎了彼此，殊不知也将我
从黑暗的泥沼中救出。一年多来不乏踽踽独行的时刻，路长
路难，走到半途总容易向暗处与自我厌弃倒戈，摇摇欲坠时
似乎真如顾飞所作的那首歌所写：“我一脚踏空，我就要飞



起来了，我向上是迷茫，我向下听见你说这世界是空荡
荡。”可正因为有丞哥，才能在千万次将要坠地时，想放手
时咬牙抓的更紧。我因他们试着去碾碎所有恐惧同不可能，
始终往前走去。我想丞哥他将一直会是我的骄傲，我的后背，
我心之所向，是我人生当途的惊喜，身处无际黑暗莽野时紧
握于手心的光。

读小说读后感篇五

一切温度与知觉渐渐离我而去,黑暗渐渐笼罩。我似乎看到顾
小五,他正策马朝我奔来,我知道他并没有死,只是去给我捉了
一百只萤火虫。

现在,我要他给我系上他的腰带,这样,他就永远也不会离开我
了。

我带着些微笑意,咽下最后一口气。

大地苍凉,似乎有人在唱着那首歌:

“一只狐狸它坐在沙丘上,坐在沙丘上,瞧着月亮。噫,原来它
不是在瞧月亮,是在等放羊归来的姑娘……一只狐狸它坐在沙
丘上,坐在沙丘上,晒着太阳……噫……原来它不是在晒太阳,
是在等骑马路过的姑娘……”

原来那只狐狸,一直没能等到它要等的那位姑娘。

——匪我思存《东宫》

“一只狐狸它坐在沙丘上，坐在沙丘上，瞧着月亮。噫，原
来它不是在瞧月亮，是在等放羊归来的姑娘……一只狐狸它
坐在沙丘上，坐在沙丘上，晒着太阳……噫……原来它不是
在晒太阳，是在等骑马路过的姑娘……”



——匪我思存《东宫》

她死了，你会伤心。我不能让你再伤心了!顾剑&小枫

——匪我思存《东宫》

我突然看到一间茶楼前，有个人正瞧着我。

那个人长得很好看，穿一件月白袍子，安静地用乌黑的眼珠
盯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一跳。

——匪我思存《东宫》

“小枫.我是顾小五”

——匪我思存《东宫》

我只喜欢顾小五。

——匪我思存《东宫》

纵然薄幸、

纵然负心、

纵然只是漫不经心，

她要的那样子，

只要他一个偶尔回顾，

可是也得不到…



——匪我思存《东宫》

你知道这底下是什么吗?那是忘川，忘川之水在于忘情

读小说读后感篇六

人物就不必罗列了，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其实很虐的小说，
我觉得有三种，一种是用语言，或极尽煽情，或普通却动人，
让人有很强的代入感；一种是情节取胜，所以有时候被提前
剧透了，有了心理预设，就会影响观感；第三种就是像《东
宫》这样，也没怎么煽情，就是叙述，故事也知道了，但是
每次看都会戳中泪点。

我之前看，泪点是顾剑死的时候和永娘给小枫金叶子的时候。
我觉得李承鄞自作自受，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可是这次看了番外，又看到最后一句话：“原来那只狐狸，
一直没能等到它要等的那位姑娘。”突然就打动了我，其实
李承鄞也挺可怜的，他不该在真心里欺骗，但是他的余生也
都偿还了，他是个很可怜的人，在计谋仇恨里长大，这样的
他，一辈子不动情无情对他自己而言最好，可是偏偏遇到了
小枫。两个人的孽缘怎么会有好结果呢！

最是无情帝王家，李承鄞比那些一味深情长情的皇帝真实多
了，大家都是成年人，李承鄞这辈子活的没问题，再来一次
他估计还是这样，情难自已，他就是对不起小枫一人。

读小说读后感篇七

忘川的神水，让你忘记三年，却忘不了一辈子。这是多么的
痛苦。假如时光回流，你会如何选择？答案应该还是选择忘
川了吧。她是西凉国的九公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是当
今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但却因政治联姻要迎娶
异域公主。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天下还是自



由？有人会说，赢得了天下便拥有了一切。但是倘若真是如
此，又怎会有南唐后主的悲剧？输了你赢了天下又如何？古
往今来，多少人输在了一个情字？在义与情之间徘徊，最终
无奈遗憾终生，到底做错了什么？也许谁都没有错，只是因
为用情太深。我以三年的遗忘来苟活，而他以三年的遗忘抹
杀从前的一切。一开始的顾小五让人觉得他是那么的真诚，
但是我们都错了，我们都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他为了自己想
要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毁掉一个女子的爱情。冒死取
狼王的前颅献给她，只是为了让她愿意接受自己。为了进攻
西凉国一举歼灭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计划顺利实施下去，他
宁愿娶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为妻。但是我们一开始并不知
道，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觉得他很真诚。他做的一切都在证
明他要娶她的决心，但是到故事的最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一
切只是为了他的江山。可是最后的最后，我们似乎觉悟了。
因为他在西凉的日子里，他不会受到宫中各种条例的约束，
不用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渐渐地他接受了
小枫。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是最能磨砺人的东西，它可以
改变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个国家。

爱上小枫的永远只是顾小五，李承鄞喜欢的只是赵良娣。命
运弄人，谁知他只是赵良娣手中的一枚棋子。单纯的小枫并
不知宫中的险恶。在万恶的后宫之中，不是你死就是我
活。“伴君如伴虎”，你怎知身边人的想法？本来是两条永
不相交的平行线。然而东宫之中权位的争夺、无端的是非、
暗藏的杀机，却将她一步一步卷入其中。各自追求自己想要
的生活本没有错，要怪就怪自己生不逢时，生错了人家吧。
像每一个后宫故事一样，故事离奇曲折，很考验读者的脑力。
但是这样很好，巧妙地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在阅读
的过程中就在思考，思考完了就想马上知道答案，验证一下
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然而俏皮的作者却一直在吊读者的胃
口，看到最后感觉这部小说真的很刺激。我觉得匪我思存写
的`很好，虽然故事以悲剧结尾，但是却生动感人。值得庆幸
的是，他们都恢复了记忆，李承鄞喜欢小枫，小枫也喜欢李
承鄞。说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他们都想起来了，曾经的



一切不幸的事全都想起来了。也许这才是故事中最悲剧的部
分吧。

忘川之水，在于忘情。

它终究不能阻止命运的捉弄。

西凉已经不复存在，亲人已经埋身黄土，你是不是也想念阿
娘的温柔，才急迫的想与这黄沙融为一体，想随这关外的风，
嗅到家乡熟悉的气味。

读小说读后感篇八

如果放弃民族争端中的一些极端看法，日本这个民族和我们
的文化是同源同种的，而且他们的文化传承比我们做得更好，
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团体，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看法与思想更
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浮澡的社会震人发聩，稻盛和夫的哲学思
想及其他经营企业的理念正是这么体现的。

西方的商业社会给我们这个正在搞改革开放的社会一个很好
的学习模式，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们的家族在企业中的
地位传承却不能超越三代这个瓶颈，而日本社会却有更多的
家族依旧体现着企业的领导地位，这和他们的家族文化及企
业文化离不开的。

稻盛和夫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以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结合
的一个人生理念：人生的目的在于“提升心性、磨炼灵魂”，
或者叫“净化心灵、纯化心灵、提高人性、提升人格”。用
通俗的话来讲人生的目的在于“为世人、为社会做奉献”，
因为只有心灵纯洁、人格高尚的人才能一辈子为别人，为社
会做贡献，而不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

讲得有点宽泛，但我们从他们的企业经历和企业文化的发展
过程可以理性地来了解一些。



做为企业家，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如何做得更大更好是他的职
责，但许多的企业家只醉心于做利润更高更大的项目，并在
运作过程中不择手段，当欲望的烈火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之时，崩溃的结果也就必然会到来。也许就在最后分析他们
失败的原因更多的会强调经济环境的恶化、运气的不佳，但
稻盛和夫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以心为本”的经营理念，
最后受到因果报应受到的惩罚，只有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
并全员上下一心为企业发展做出努力的才能有光明的前景。
好象有点唯心，可是我们审视一下日本的几个大企业都是坚
持着技术第一，坚守着自己的熟练的那一块，才有现在的世
界知名品牌，我们一提到家电就会想到索尼，一说到汽车就
会讲到丰田。

一个企业，是由一个个员工汇集而成，他们的内心感受以及
对企业的感情，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日本，一
名员工大都做到从一而终，而有过几次跳槽经历的就会列入
不忠诚的名单，为以后的生活带来许多的不便。在我们中国，
老的传统已经不复存在，唯一盛行的是拜金主义，对人的价
值更多的以金钱为考量，带来的是世风日下，企业没有长远
的打算，更多的精力浪费于队伍的稳定。

所以从稻盛和夫的哲学观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的建设，只有
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提高每一位员工的精神修养才能保证
企业乃至社会的发展和兴旺。

谈到这些感受，再结合本单位，我认为提高我们自己的素质
也是提升我们为社会服务这个大理念的实践行为之一，象这
次的读书感受活动，或多或少地使我们受到了一些教育，加
强了个人的修养，不一定立竿见影，但涓涓细流可以汇成大
海，只要长期的积累，会达到社会和谐这个大目标的。在此，
还是希望没有阅读这本书的朋友，挤出点时间去翻翻这本还
不算太说教的书，开卷有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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