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腔读后感(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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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秦腔读后感篇一

贾平凹秦腔读后感怎么写?秦腔是贾平凸先生的长篇封山力作，
一起看看吧!

中国的传统戏曲对于teenagers往往是遭到排斥的，所以我时
常被视为异类。

由于家里有人搞戏曲，我从小就对这种传统文化心存好感，
尤其是京剧和越剧，偶尔也听听黄梅戏。

至于秦腔，只知道听起来挺闹心的。

也许是地域文化的差别吧，一直没兴趣去了解秦腔，直到这
次拜读贾平凹的文章，才抓到一点皮毛。

正如贾先生所写，“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曲
存异。”越剧如同浙江人，吴浓软语，流畅细腻;而秦腔的个
性就如同头上扎着羊肚白毛巾，光膀子上披着大花坎肩儿，
水牛腰上别着细羊皮鞭的秦川大汉一样：朴实，敦厚，却不
乏粗犷，豪放。

秦腔就是秦川人，而秦川人一折秦腔。

可不是吗，贾先生虽是写秦腔，可将整篇文章细读下来，我
不仅能用耳朵听到振聋发聩的秦腔调儿，还能用眼睛看到沟
壑纵横的黄土高坡，被太阳晒成浅棕色，泛着油光的各样脸



孔，用鼻子闻到黄沙味和着泡馍味的香气。

即使没听过秦腔没去过秦地也没尝过羊肉泡馍，但我却能感
受到着一切。

秦腔与秦地秦人息息相关，虽说冲不出八百里秦川，但也延
绵不绝好几百年，一方水土一方人情。

秦腔从明代中叶发展至今，它在西北一带已不仅仅以戏曲这
一种身份存在，而是完完全全融入在百姓的生活中，成了劳
苦大众的生活要素之一。

唱戏，听戏与吃饭睡觉同等重要，没了这戏就没了情绪的寄
托，开心了或是不顺心了都无从开口，这一点，戏曲绝不亚
与摇滚。

我忽然想起《北京人在纽约》里头的一段----初到纽约的王
启明字大工的餐馆里满怀压抑的洗着碗，突然不顾一切地吼
了两句黑头唱段，这是他憋足了劲吼的，引得伙计们直叫好，
当然也释放了自己压抑的心情，痛快，够爽。

京剧如此，西北的秦腔相比更甚。

总之有这样的感觉----若说越剧是织女手中的绣花针，那么
秦腔便是武松腰间的短哨棒。

秦腔虽粗，但粗也粗的有特色，有风格，男声雄而有神，女
声秀而有骨，如回响在黄河边上的威风锣鼓般有气势。

贾先生用满纸爱乡之情写这秦腔，其实何尝不是在写秦腔人，
戏与人的性子简直如出一辙。

我想，希望在秦川宝地闯出一番事业的人们，务必先听听秦
腔，别嫌它闹心，仔细品着，里面饱含着多少最朴实淳厚的



处事哲学!

贾平凹的秦腔这部小说，我没有细读，我倒是一下子喜欢上
了这本书的后记。

他写了后记，我来写对他后记的读后感。

贾平凹说他是农民,所以我觉得,他的笔不是笔,是锄头或者镰
刀,每挥舞一下,都在读者心头狠狠的割去一层浮躁的皮,总是
让你感觉到另一个自我的存在,那就是在作为一个所谓的城市
人标签下的农民本性的存在.

贾平凹在后记中说他是农民: 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
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

最最最让人品位是这句话----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
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
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

但是，他也恨故乡，故乡给他带来很多痛苦与不快.不管怎么
样,虽然他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他最终还是坦率地承认-----
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
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

这哪里是恨呀,这简直就是对自己出身份的极度认可与自豪,
一种脱凡超俗的伟岸与自信!

中国几千年农业立国,从农村走出来的文人墨客,学者政客等
等不计其数,我想,不管从农村出发的他们,后来走得多远,走
得多高,他们都在成功或者成名的背后守护着一个根子里的灵
魂------农民本色.

农民这个群体的生活也许没有所谓城市人的时尚文明,但是他



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文明,而且是更厚实的一种文明,更墩实的
一种文明,更朴实的一种文明.当这种文明被几千年来所从没
有遇到过的改革开放和所谓的城镇化道路所包围,冲击,和围
剿的时候,贾平凹所流露的难道仅仅是一种伤心无奈失落或者
精神上痛苦么?他失去的仅仅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么? 显然
不是! 他真正要表达的心事绝不亚于这个民族的最高统治者
的心事.

那就是吃饱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明天早晨起来到哪里去,去干
什么???

不管情愿与否,贾平凹最后还是失去了自己故乡,至少是失去
了精神上自己小心翼翼的护佑着的那个故乡,他感觉到了痛苦
与不安.作为农民,在他失去赖以生存下去的精神家园的时刻,
也正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失去自己的农耕文明走向所谓工业
文明的时刻. 这个民族所经受着的痛苦与阵痛,至少十几亿中
国农民的痛苦与阵痛,不应该被忽略!

 几千年存在的一种文明存式不应该这样轻易的散落,我们没
有如椽的巨笔,然而,贾平凹有! 我相信,他记录的这个时刻,
这本书所承载的意义,也许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或者感觉到.

正如他忐忑不安的担心自己的仇家会骂自己干的事情是不值
一提的小事一件一样,也许有人会骂这本书,会骂他们所认为
的无聊透顶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然而这都不重要,因为
再过千年,总有人会意识到它的意义所在.

故乡(一或更精确的说成农业文明)作为一种遥远的回忆正在
越行越远;一如秦腔作为一种艺术方式正在逐渐走向没落,我
想,贾平凹实在是忍受不了这个痛,于是一本史诗般的力著便
横空出世了!!

可以不读秦腔,但是不能不读秦腔的这个后记,一如我们可以
不读文献的内容,但是不能不读作为文献结论的最后那几句



话!!

我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才开始读《秦腔》的，当时他说：“你
看看吧，挺不错的，看完了写点儿东西。”于是我用了一星
期的时间将《秦腔》看完，但现在，却又羞涩于不知说什么，
写什么。

读完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叹服于贾
平凹的写作能力，他将这部宏篇，几乎用白描的手法叙写下
来，着实令人钦佩。

另一个让人叹服的是他的写作触角和对生活的敏感不是一般
人能够望其项背的：他抓住了一个微观的，正处于一个特殊
时期——农村转型时期的农民、农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的现状。

通过清风街上的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鸡皮琐碎泼
烦”的事件，自然而真实地述说着自身的情感体验。

之所以说“自身的情感体验”是因为我在读了这部小说的后
记后了解到：贾平凹写这部小说实则是在追忆自己逝去的故
乡，清风街的原型就是他的故乡棣花镇棣花街，清风街上的
人和事在棣花街大都能找到枝枝蔓蔓。

作者在棣花街生活了十九年，这里有他童年和少年的回忆，
而人的一生细分的话也不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
而已。

一个存有自己童年和少年回忆的地方，在自己心中必定是举
足轻重的。

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是富裕还是贫穷，是顺风还是逆流，
但它终究是单纯的，是真实的，是幸福的。



所以，最后作者说要以这部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秦腔》不仅是作者对故乡的追忆，也更是对处在农村转型、
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与土地的纠葛、农村传统文化将何去何
从的思考。

清风街上最有出息的两个人就数夏风和白雪的堂兄了，而这
两个人，一个在省城工作，一个去了新疆，这两个人的共同
特点就是都脱离了土地(这里是说不直接参与耕作)。

还有夏天智死后为其抬棺材时，因东街大部分近亲外出务工
而出现的缺乏劳动力的尴尬局面，到最后夏天义去察看七里
沟，因土塬坍塌被埋的悲剧命运，等等这些都在一一述说着
农民与土地的纠葛。

虽然农村老话说：“农民是土命，土命就该以种地为生。”
但当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在一个个尴尬和悲剧面
前，农民固有的观念是否应该随之改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有该怎样去处理，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秦腔》小说的其中一条主线是秦腔这一古老而传统剧种的
发展现状。

而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清风街
上最漂亮的女人”白雪了。

白雪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唱秦腔的名角，后来因为结婚生子
和多种变故不得不离开了剧团。

而白雪在剧团时的团长是夏中星，夏中星在时，剧团还隔三
差五到周边乡镇村庄演出，后来夏中星被调离去当宣传部部
长，剧团从那之后也就日益衰败了，凑在一块儿唱秦腔也就
更难了。



有戏剧就会有戏迷，白雪的爹夏天智就是一个十足的秦腔戏
迷，唱秦腔，画秦腔脸谱，还为此曾专门出过一本书，由此
足以见得他对秦腔的热爱。

但他的死，同时也暗示着秦腔这一农村传统文化的没落，体
现了作者贾平凹在小说中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危机感。

而我个人还曾荒谬地认为这本小说的.名字为什么是《秦腔》，
而不是《清风街》之类的，或许这正是贾平凹所要突出的
以“秦腔”为题，更加体现了他对农村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关
心。

不管是置身于作者还是作品，我都认为这部小说是值得品读
的!

往年寒假，拜读了贾平凸先生的《废都》，今年传闻他的
《秦腔》是茅盾文教获奖作品之首，趁假期一睹为快。

之前在网上看过别人对这本书的评论，驳倒不一，有人讲这
是一部村落乡市化地史诗，也有人讲基本不配茅盾文教奖的
光环。

在没有读过原著前，这些评价当然都没什么可疑度。

《秦腔》的故事哗变其真真的很简单：小讲以一个疯颠之人
引生为讲述人，以浑风街为故事发生发水地，以秦腔为乡土
中国的意味意象，建筑了一个繁复极重的世界。

我读到的是浑风街上扮演的一台年夜戏：一幅幅鲜活扭捏的
人物镜像，一个个农夫的生老病死、聚散悲悲，一件件整碎
与喧闹的村落故事，一段段村落豪情的真真写照。

我开展在村落，小讲中的每个血肉饱满的人物：退戚教师深
嗜秦腔的夏天智、典型的村落老一辈干部夏天义、秦腔女演



员白雪、村落大夫宏生、叽叽喳喳的年夜嫂们、企图生养干
部&&我险些都可以或许从身边找到原型;每个故事：没有技能、
不懂功令打工的辛劳与悲哀;笨拙与超生;侍奉老人的纷争&&
彷佛已就发生发水在我的身边。

一部《秦腔》让我看到了在明天将来诰日村落乡市化的进程
中，村落呈现出的无可何如而又不止逆转的衰落与没降，父
辈农夫对土地执迷不悟地眷恋与崇拜，年沉一代临危不惧对
土地的丢弃与剥离，村落传统的伦理价值与讲德价值在现代
文化的冲击下支离破碎，传统文化的担任与抛弃在新情势下
的无法与悲哀。

读《秦腔》不克不及着慢，更不克不及慌张，就像作者本人
讲的那样：若是您渐渐往读，能熟悉我的苍茫战酸楚。

像抽丝剥茧般一层一层地往外褪才能读到其粗髓战魂灵，像
悠悠品咂好酒一样才会感受出它的喷鼻醇与浓郁，像细细品
茶一样沉饮慢啜才会感受个中意境战神韵。

作为山西人，固然我对书中的秦腔曲牌知之甚少，但我知讲，
广年夜农夫就像酷爱土地一样深爱着故土的戏剧，不可是秦
腔，这是一种意象，作家是在表白战农夫不止分割的器械正
在阵痛中被剥离母体。

《秦腔》不愧为乡土中国的一座无字丰碑，不愧为贾平凸先
生的长篇封山力作。

书中描述的村落糊口的凋敝，土地伦理的嬗变，传统文化讲
德陵夷引发的人心紊治战抱负掉序，深深触动着我。

秦腔读后感篇二

“等待”，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怎样痴缠



动人的故事，结果先生竟然写起了自己和树发生的事。那些
文字淡淡的讲述着三三两两的故事，似乎都是一笔带过，没
有刻意的情感渲染，没有煽情的情结纠葛，而我也没留意到
有什么“等待”。直到看到最后结尾的一笔，我才隐约感到
了先生想要说的等待。不过，这第一遍看过去，那种等待来
的浅淡而模糊。

而第三株树，是先生老家院内的一株梅李树。先生送胃癌手
术后的父亲回到老家，无意间发现院内的梅李树上平添了一
些疙瘩，就疑心这是父亲身体里肿瘤的外应，便用斧头砍了
去。然而第三年父亲终还是因肿瘤过世了。那时先生又后悔
于砍掉了那些疙瘩，他觉得那兴许是父亲肿瘤的转移，而自
己的行动终止了这种转移。

先生文中提到的最后一株树，是华山上的一株一半斜折的松
树。那株树让他想起了他的一位许久未见面的朋友，只是当
他再联络对方时，对白简单到未完就被结束了。留下了先生
在微凉未眠的夜，起身披衣画出那株松树，和树下的那块大
黑石头，只是先生将那块石头，画成了“一只目光已经痴呆
得很傻的狗”！也是这一只目光木然的狗，让我莫名的感受
到了文章标题里所提到的“等待”。

秦腔读后感篇三

挣扎着看完了贾平凹先生的小说《秦腔》。看了后怎么说呢，
没有太多的悲喜哀怒。书中，作者沿袭了他一贯的文字风格，
即特有的贾氏行文笔调。粗俗，耐看，却也极具秦地方言韵
味。

看完这部作品，我不由得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仔
细揣摩，这两部作品存在着关联。《秦腔》在时代上是可以和
《平凡的世界》对接的。然而，路的作品在表现社会变迁方
面是比较突出的，典型的。不管从文字上，还是主题上，都
是特别干净的。相对而言，《秦腔》在这方面则远不如，贾



试图从清风街的变化来表现时代的变迁，来表现这种变迁给
农村，农民，农业带来的影响，可是，我们细读后发现，他
却没有把这种变化很深刻的揭露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
的描写，看出贾在创作中的矛盾心理。在关于这部作品的创
作经历中，作家几次谈到了内心所受的折磨，我想，很有可
能就是关于这部分的取舍不定。《秦腔》横空出世，好多评
论家都给与了极高的平价，说其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然而，
贾氏在后半部分上的迂回，则必然缩小了其史诗的价值。

应该说这是一部悲剧气氛较浓的作品。可以看出贾氏对过去
农村生活还是有向往的，他对于农村、农业、农民在改革的
大潮中的迷失还是心有不忍的，对于同新认识新思想的作作
最后一搏的人是心存敬仰的，然而，这些必将成为历史。

我一直感动于贾氏敢用最原始的语言表现最真实的农村，仅
管这让其身心受尽了煎熬。我也曾痴迷于贾氏文中的那种神
密感，如作品中的张引生。应该说这部作品在高度上应该和
《白鹿原》是平起平坐的。

秦腔读后感篇四

《秦腔》是作者以自己故乡为原型虚构的一个世界。作者在
后序中写到这本书是他对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历史的一份生
活记录，也是对他的故乡他的家族的一段感情上的沉痛记忆。

小说的语言用词非常的朴实、日常，记录的是日常琐事，刻
画的是身边的人物形象，反而让人觉得真实、有说服力。让
人觉得不一定只有轰轰烈烈的人生才值得被记录，平平淡淡
才是人生常态。

我从小在一个小城市长大，虽然没有经历过书中描写的乡村
生活，但读完后却也感觉有种熟悉感。我小时候生活长大的
城市不大，但在我印象中也是街上熙熙攘攘，每个人隔不了
两层关系就能与对方搭上关系。小城市好像没有秘密，走在



哪里都能碰上熟人，以至于在我的家乡早恋是很难不被家人
发现的。高中后我离开了我的家乡，这之后就是漫长的高中、
本科、读研、工作，十多年来也只有过年放长假才会回到家
乡。

这期间，我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的亲戚纷纷搬
去了别的城市，孙子辈的都在外求学工作，小时候要好的朋
友也都在外打拼。现在我工作生活的城市与小时候长大的家
乡相距不远，百公里以内开车也就是1个多小时的路程。但每
次回到家乡都觉得家乡越来越“安静”了。原本热闹的街道，
现在都关起了店门。路上看不到年轻人的面孔，都是中老年
人去市场买菜或者去公园锻炼的身影。心里不免感到一阵唏
嘘。我希望我的家乡一直活力四射，但却无法阻止它的老去。

作者想通过这本书，为自己的家乡立碑。我没办法像作者这
般厉害，能够将自己对家乡的情感流传下来。我只能每次回
到家乡，都尽可能的去吃一碗河洛或者砂锅，毕竟家乡的这
份味道还在。

秦腔读后感篇五

人民网有个读书活动。我自然是读惯了小说的人，总也跃跃
欲试想参加这个活动。首先是决定了买书。我们这个小县城
是买不到这些书的，只好求助于网购。在网上填了购书订单
日。当时显示是11月17日书就到了。可是我是19日才接到快
递的电话，当天他问了我的地址并没有送来，第二天又给我
打了电话，又没有送来，弄的我白白等待了两天。后来我给
送快递的打电话，他说他中午才能来。我又等待了一个中午。
后来就没有音信了。我也再没有给他打电话。到了25日接到
一个太原的电话，问我要不要书。我说我订的书怎能不要。
这一次才真的有一个送书的人又打来了电话。我等待在大街
上。终于来了一位，把书交给我，要了32元人民币，就走了。
能得到这本书也就是不容易。



我拿到书，还是手不释卷地读起来。读小说我有个习惯就是
一口气读完，不能拖。小说一旦拖下去读就读不出味儿来了，
甚至于会是前后的内容连贯不起来，也就没意思了。这是国
内有名的作家，当然文章写得肯定有特色。我起早摸黑，废
寝忘食抓紧时间阅读，用了四天的时间总算是读完了，我很
庆幸，我又完成了一部小说的阅读。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快乐。
读书是浓缩人生。过去读过先生的《废都》，那时就崇拜先
生的笔法。这一次对先生的小说又是一次新鲜的欣赏。如果
说七十年代读《艳阳天》，那厚厚的三本小说也就写了一天
的事，可是这一天的事，十天也读不完，这就把事情拉得很
长了，根本没有是一天的感觉了。而《老生》这本不是很厚
重的书却是写了几百年，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本历史小说了，
就是几百年的历史小说也没有这样简洁的，用小说的形式来
概括这样长的历史，也是小说家的艺术。其实就是专门写史
的也没有这样高超的技艺。小说以白描的手法，以平常聊天
的方式讲一个人经历，讲得很平实，也很有趣，讲出了陕南
的风俗。读了这本书又好像我去了陕南一趟，见到了那里的
人民，见到了那里的生活。这种阴阳两界的唱师，是陕南的
一种习俗，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所以对这种职业感到很新鲜。
这是陕南不同于别地的风俗习惯，这也是一种特色。生活在
秦岭的人经历了共和国的漫长岁月蹉跎，也经历了许许多多
的运动，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是有深刻感受的。中国的历史也
就是一个打打闹闹的历史。在解放前中国是一个乱而不治的
国家。土匪、盗贼、军队，一切的一切总是难治。经常是你
方唱罢我登场的乱象，民不聊生。小说所以选择了唱师，也
说明了阴阳两界皆以如此。在那个人鬼难辨的世道，也只有
唱师明白一切。

小说没有用激动人心的语言，也没有去用笔墨去描绘那些苛
刻的斗争场面。都是平平淡淡说史，回避了那些疯狂的运动。
金圆卷的作废，也仅仅是一些有钱人的振动，一般的平民也
是无所谓。这在社会变革是一种平常现象，我记得我们这里
那个时代也发生过西北票子的作废，我那大爷把做小手工挣
下的西北票子放在房梁上作废了。还有土地改革，作者没有



去声势浩大去描写那场残酷的运动，没有暴风骤雨式的斗争，
也没有给地主逼供，更没有给地主去上刑。这里的贫下中农
斗争地主也算是很文明了。我们读过许多有关斗争地主的书，
从地主的剥削阶级发家，到残害贫下中农，以至贫下的斗争
的可怕性。书中没有那样写。我们那里也是一个偏僻小村，
我有个四爷爷就是定为地主，也就是几十亩薄田，他也舍不
得吃，后来就定为当地的地主。他把财产都交出去了，那些
贫农还是不行，就打，就斗，给他吃落架葡萄(就是用棉花沾
上麻油，用火点燃，用那带火的油滴往身上滴)，用烧红的煤
铲子烫身上，拉出去活埋，坐老虎凳，就这样受尽折磨还是
不行，还是要底财。他只好以给去家里找底财的名义，赶紧
去了家里上了吊。只是书中没有见过日本鬼子，大概是那里
没有去过日本鬼子，我就有些不理解了。

人民公社那个时代的饥饿，书中也有客观的描写。这是一段
真实的社会现实，那年头，不知怎么就那样饿，人人吃不饱，
家家没有粮。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但愿所有爱读书的人能忙里偷闲读一遍《老生》，简单体会
一下社会变化。深刻领会《山海经》的内容。这是本书的核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