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春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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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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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春读后感篇一

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
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前他屈服了，接受了，忍
受着别人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
对待，但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被迫与所爱的梅分
离，娶了另一个少女，梅却被嫁到赵家受气，不满一年即守
寡回娘家，最后含恨而终。他也热烈地爱着她的妻――一个
善良贞静的女子，但他却不能保护她，让她任人摆布，听着
她在为他生第二个孩子时的痛苦的呻吟声却不能进房看她，
知道妻因难产而殒逝却不能与之见最后一面，却只能够忍受。
他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后，
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终于帮助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
的”家”！

巴金春读后感篇二

在大二的'时候，看过《家》，以作者的自身经历为原型讲述
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的种种矛盾，呈现了拥有民主思想的
青年主人公高觉慧与封建家长的专制统治相抗争，最终离家
出走，争取到独立自由的故事。在《家》中，觉慧与聪敏伶
俐的丫环鸣凤相恋，但是觉慧的爷爷封建大家庭的权威却要
将鸣凤许配给一个封建专制旧学的殉道老儒做小妾，鸣凤以
沉湖自尽来同命运抗争，觉慧也因此受到重大打击，经历了
之前的种种家庭矛盾，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而觉醒，看透
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毅然抗拒婚约，离家出走，去



追求自我的独立与社会的民主自由。

《春》是续集，觉慧到了更加开放的上海，而家庭中的兄弟
姐妹们与封建家长们的矛盾斗争仍在继续。封建旧学的i卫者
高克明、冯乐山等熟悉旧学、坐井观天，将封建吃人礼教视
为圣经，对家庭成员实行残酷无情的专制统治，对妻女无理
管制，重男轻女，表面上谦和爱人，实际上对至亲骨肉都薄
情寡义，甚至送入火坑；对男丁教以顺从虚伪的礼教，实际
上培养出要么懦弱卑怯者如枚少爷，要么教化出如孔教会会
长冯乐山那样的披着仁德的外衣，却干着养戏子、取小妾、
坑人钱财、欺负孤寡的丑恶勾当。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往往呈现畸形的不良性格特点，冯乐山、
高克明表面上谦和仁德，实际上虚伪、自私，表面上威严持
重深刻，实际上轻薄浅陋，在这种封建吃人势力的压迫下，
造就出懦弱、顺从的一类服从者，如软弱悲观的觉新、如苍
白羸弱的枚少爷、如香消玉殒的蕙（嫁给旧学才子郑国光为
妻）和备受压迫的婉儿（嫁给冯乐山当小妾）、如顺从退避
的王氏（克明之妻）、周氏等女眷们，封建专制思想就像传
染病，淫威与卑怯都是它的症状，这一对症状也是相生相伴
的。所以服从者中也有如克安、克定之妻、冯乐山之子等一
类的顽劣暴徒，压迫者中也有如克明、蕙的父亲等对封建文
化权威的唯唯诺诺。

小说中呈现了这几类矛盾，青年人对婚恋自由的追求与父母
的利益联姻之间的矛盾，如鸣凤跳湖自尽、觉民抗婚约、淑
英离家抗婚约；有青年人对人身自由、新知识文化的渴求与
封建家长i卫落后保守礼教之间的矛盾，如觉慧离家加入进步
团体、觉民抵制克明的教训、众兄妹随琴和觉民游公园、淑
英学英语看进步书刊戏剧直至离家等；有先进科技与落后思
想之间的矛盾，如因忌讳男女关系而耽误蕙的西医膀胱炎手
术、因忌讳西医而导致丧命等。还有觉醒的青年人的价值观
念与封建制度消极价值观念的矛盾，如觉慧对仆人的平等对
待与尊重、淑英淑华觉民等对父辈贬低女子、薄情寡义、道



貌岸然下的丑陋勾当的排斥和批判、以及对封建家长们固步
自封、夜郎自大、控制人压迫人的腐朽权威的蔑视和反抗。

好在我们看到了希望，觉慧、淑英、觉民的抗婚成功是对蕙、
婉儿的悲剧的有力反抗打击，觉慧、觉民、均社新青年们的
蓬勃朝气与善良正义是对枚少爷、觉群的萎靡、暴戾悲剧的
最好反击，而在这些敢于向命运反击的新青年的未来里，一
定会实现更多更大的健康与自由、更美更幸福的生活。

最后，还想说一说觉新这一人物，在之前，觉新是两面的，
他对封建思想的顺从是导致他婚恋不幸的原因，是他人生悲
观低沉基调的原因，心爱之人的梅的离散，妻子瑞珏因长辈
的迷信而致分娩丧命，心爱的蕙的凋零，这些悲剧的主要原
因是客观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主观上来说，也是导致他退缩
避让、迁就顺从的内因，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内因，而
他在民主思想与封建思想中间徘徊，新生分化缓慢，但是现
实的悲剧却是无情地接踵而至，这也使他在加重伤痛情绪的
同时开始认识到封建专制的腐朽，并开始对其绝望，开始与
之抗争。觉新的新思想使他成为新与旧的交叉地带，成为联
通旧与新的桥梁，这桥梁是历史绕不开的，也象征着每一个
人、社会的蜕变过程，然而，这个桥梁是痛苦的，站在希望
的门口用新生的快乐的情感承受着失望的伤痛，这个桥梁也
是麻木的，站在丑恶的门口漠视着希望的挣扎。我们只希望，
这个桥梁是短的，这个蜕变的过程是迅速而鲜明快乐的。

巴金春读后感篇三

巴金在一九三七年曾在他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
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他做到了。在这封
建大家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他赤裸裸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国
民的麻木愚昧和社会的吃人本性真实一面。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觉新，无疑是全书最“华丽”的悲剧。他
是处于时代转折点的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牺牲品，他是新思



想和守旧势力之间抗衡的矛盾产物，他以自己无数次的无奈
悔恨委屈求全演绎了自己彻头彻尾令人声泪俱下的悲剧人生，
也注定成为旧时代千万陪葬中之一。他欠梅的，欠瑞珏的，
欠给海儿和刚出生就永失母爱的新生儿的，该拿什么偿还?可
怜的人啊。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公明的审判即将开始，阳光
刺穿阴99zuowen霾，撕裂开一条口子，他分明地看见了，那
些腐朽不堪处处散发糜烂气息的旧事物迅疾化成一股汹涌的
激流席卷而来，他退缩了屈服了，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接受
了，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带走了梅和瑞珏。如果当初他勇敢
些争取和梅的幸福或许一切都会迥乎不同。

觉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纵览全书，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最
后的不同境遇，正是由他们不同的个性决定的。作者不就在
借此表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愤恨，“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的死刑”，以及为青年一代呼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牺牲
者喊冤，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还
有多少鸣凤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波澜不惊的湖水，含泪纵身
了结了短暂而辛酸的一生，萧瑟了月夜;还有多少梅用忧郁的
眼光望着觉新渐行渐远的背影，苦叹“往事依稀浑似梦，都
随风雨到心头”;还有多少瑞珏屈于郊外潮湿的小瓦房，躺在
床上嘶声力竭地发出凄厉的喊叫，临死也无缘见丈夫孩子。
还有多少生命可以浪费，还有多少血肉被肆意践踏。人果真
能够如此绝情，鸣凤的抽泣，梅的落泪，瑞珏的恸喊，尽湮
没于千百年来的忠孝礼义。她们的眼前“是一条很长很长的
路，上面躺满了年轻女子的尸体”，“这条路是几千年前就
修好了的.，地上浸饱了那些女子的血泪，她们被人拿镣铐锁
住，赶上这条路来，让她们跪在那里，用她们的血泪灌溉土
地，让野兽们撕裂、吞食她们的身体。”这里面不知道埋葬
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但是终于出现了一个“旧礼教的
叛徒”，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他寄托了我们的希望，带
给我们一点新鲜空气，尤其是在自己房间门口义正词严义愤
填膺地痛批要来他房间捉鬼闹事的陈姨太克明一群人，令人
眼前一亮并为之热血沸腾。那个时代正是需要这种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精神，更何况还是一只风雨飘摇中自位难保的纸老



虎。觉慧，他终于冲破了黑暗，踏上了光明，他在身先士卒
地宣告“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
把幸福争取过来。”

如今再通过此书穿越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不由地为觉慧倩如
存仁喝彩，他们奏响了旧制度的葬歌，奏起了那一整代进步
青年所梦想着的新社会的催生曲，他们向旧礼教灭绝人性的
罪恶，令人齿寒的污秽发起了强有力的控诉。“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他们是勇敢的新生代!

巴金春读后感篇四

巴金的《春》是一本很好的教材，让我了解，那个我不曾到
过的年代，那个充满了对女子的轻视的年代。虽然我不曾有
那段历史的记忆，更难以像那个年代的生活，但是巴金的书，
他的文字却让我感动了，《春》是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第
二部，看完这本书，我有很多的感触，说给大家听一听吧!

《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高公馆里，高觉慧走了之后，他的
妹妹高淑英又要被迫嫁给陈克家的第二个儿子。这个人吃喝
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一应俱全。淑英本来就不愿意，再加上
她亲眼看见婢女婉儿嫁给冯乐山后，天天被打被骂，还要伺
候冯老太太。蕙嫁给郑国光后，被他们折磨致死，死后还不
能入土的惨状。于是，淑英下定决心，到了上海投奔三哥觉
慧去了。

看完这本书，我觉得那个时候简直不把女子当人!就说蕙吧：
蕙生病了，郑国光就知道请中医，而且三四天后才告诉蕙的
家人。觉新已经提出需要请西医，而蕙的父亲周伯涛居然说
我看请西医不大妥当，西医治内病不行!最后蕙死了，她的父
亲居然还向着郑家，说郑国光是当代奇才，是蕙自己无福消
受，还说蕙是被西医治死的!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父亲!淑英就



不同，她虽然消沉过，但是他听从了三表哥的话，不能听天
由命，要站起来追求自己的幸福!于是她走了，也为那个时代
创造了又一个新女性。

巴金春读后感篇五

《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惠的悲
剧事件。《春》不是表现为对美好婚姻的追求以及这一追求
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不合理的，丑陋的婚
姻制度对于妇女的摧残和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批
评。淑英和惠一样，要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结婚，这之
间更是没有甚么感情基础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可以说这种
婚姻就是一次安排，一种结合，并且是被动的，注定失败的，
带给双方都无限痛苦的结合。但是淑英最后对于这种婚姻制
度进行了反抗，她逃出了那个家庭的束缚。然后，小说却让
惠死去了。事实上，巴金之所以这样将截然不同的命运赋予
了她们，其实也是一种反衬，一种对比。更加鲜明地突出了
惠，以及更多这样的女子的悲惨命运的结局以及被封建制度
所迫害的心灵。惠的死亡就是一声再嘹亮不过的呐喊。然而，
巴金仍然让我看见了希望。那就是淑英巴金春读后感3篇巴金
春读后感3篇。她的挣扎，她的重生，她的反抗，她的声音无
不展现了无限的战斗的信心。

看完《春》之后，我总是感慨很多，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当今
这个时代，和这个崇尚自主婚姻，自主意志的社会中是相当
幸运的。我们，可以在平等的氛围中求学，可以在自己喜欢
的学术领域中汲取知识，大展宏图。并且，也能够在恋爱和
婚姻中选择自由，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承担应当的责任。
但是，读完《春》之后，我才领悟的更深，这些许的快乐，
可以说都埋葬了很多不幸的人生。那是许多泪水和血水所交
融的日日夜夜。

虽然我不能更真切的感受到《春》中淑英的那种挣扎，也不
能很深刻的体味这中间的辛酸，痛楚，无奈，甚至是悲哀。



但是，我却被她们的愤怒和面对愤怒的姿态所触动。

巴金春读书笔记

巴金是我很喜爱的以为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好评如潮，最
近我又读了巴金的《春》。《春》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
的第二部，也是《家》的延续，当我读完这本书心情变得沉
重，三个主人公也在我的脑海挥也挥不去。

觉民：觉新的二弟，他一面踏在二千年历史的封建旧土地上，
一面踏在“五四”的新土地上。曾经的他也一样的迷茫过，
但他最终选择了抵抗，他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朝气蓬勃的知
识青年。他积极参加社团工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天说地。
他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当他三妹觉英遇到困难时，不顾一
切地帮助她，挽回了一个在悬崖边徘徊不知所措的青年，让
她接受新的生命，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在那个社会里，做
到这些都需要勇气的，但他做到了。这让生活在新时代的我
佩服许久，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要的不是服从，而是
挑战。

觉慧：觉新、觉民的三弟，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让
觉民重新树立了信心，更是许多人学习的榜样。他是高家三
兄弟中最早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他实现了在当时社会很难实
现的愿望，是巴金先生笔下的英雄，更是新思想的捍卫者。

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高家三兄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书
中有一句话很妙，春天是我们的。

的确，春天是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