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家读后感(优质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巴金家读后感篇一

《家》描述的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样的家
庭中，有着不可避免的明争暗斗，纠纷，不公与压迫。但又
因为身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却也有令人感到惊奇的
反抗。

在封建社会的残酷迫使下，一群年轻可爱的生命受苦，煎熬，
甚至是失去生命，因而故事中带着血和泪，带着控告与悲愤
的呼声。把斗争的剑刺向了极度腐朽的封建社会以及害人的
封建礼教，并暗示它走向灭亡道路。

我觉得书中最有魅力的东西就是矛盾。主人公中觉慧一群象
征着一端，觉新连同老太爷一群象征着另一端。关于觉慧的
个性，第三回就已经明显了——幼稚、叛逆、热情。刚在督
军暑怀着满腔激情抒发了多时积累下的愤慨，却又在家里和
老太爷吵上了一通。

于是，觉新的话语在旁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爷爷跟
你说什么话，你只要不声不响地听着，让他一个人去说，等
他话说够了，气平了，你答应几个是就走出去不是更简单
吗?”好一次矛盾，好一次思想的撞击。

说到觉新，便让我想到了梅：在觉新知道自己的订婚日
后，“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苦。他
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



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在父亲告诉他要去西蜀实业
公司，在他面临着一生的理想被强制剥夺之时，“一个念头
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一切都完了。他的心里藏着不少的话，
可是他一句也不说。”又是矛盾，又是思想的撞击。

巴金家读后感篇二

《家》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
凤和瑞珏。

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
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
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
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
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在这样一个《家》的影响下，让我
明白了时代的前进，不应该小部分人努力就好，而需要广大
人民群众的觉醒，广大群众的觉醒。

首先就是要唤醒青年一代，我们应该有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
能了解到自己身上背负的社会的时代的`使命，只有这样，我
们的社会才会有前进，我们是新一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我们应该要有更加强大的信念，为中华之繁荣富强努力！

巴金家读后感篇三

《家》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
凤和瑞珏。

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
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
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
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
害，强化了全书主旨。在这样一个《家》的影响下，让我明
白了时代的前进，不应该小部分人努力就好，而需要广大人



民群众的觉醒，广大群众的觉醒。

首先就是要唤醒青年一代，我们应该有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
能了解到自己身上背负的社会的时代的使命，只有这样，我
们的社会才会有前进，我们是新一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我们应该要有更加强大的信念，为中华之繁荣富强努力!

巴金家读后感篇四

家，一个爱、温暖、避风港的象征，但在巴金笔下的这个旧
社会中的家却是恶魔、监狱、刽子手。

小说中，有很多情节让我感到悲愤，感到惋惜，感到痛心！
但我暗暗为自我庆幸，正因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人埋葬，
我应当感谢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性命做了陪葬品后，一些
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个崭新的
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咱们不会重蹈，这
是最大的幸运！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梅、琴、鸣凤、瑞钰都有不一样的性
格和结果。梅，因母亲的态度而与觉新擦肩而过，并早早地
做了寡妇，在与觉新重逢后，又因自我的'感情不能抒发而抑
郁成病，吐血而死；琴，读了几年书，用心地与觉民反
抗“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婚姻，在觉新和觉慧的帮忙下
最终取得了胜利，真心地在一齐，过着愉悦的生活；鸣凤，
好一个烈女子！为了自我纯洁的感情，不惜抛弃自我的性命
也不愿毁了自我，我真佩服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毅然选取
这种壮烈的方式反抗；瑞钰，一个善良贞静的人儿，任人摆
布，因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众人的排斥，被赶到城外的一间阴
暗潮湿的房里，而他的丈夫觉新太懦弱，导致了她在生下云
儿后离开人世，这使我憎恨迷信，憎恨懦弱。这些女性人物
表现出了在封建社会里有太多的人做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品。

三兄弟的性格大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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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他不敢背负不孝的罪名，他屈服了，理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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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所爱的梅，失去了贤惠
的妻子，失去了无数个反抗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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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帮忙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的“家”；觉民拥有进
步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进步之间，然而，就是
这样，他凭自我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的帮忙，赢得了
琴——一个进步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觉慧，不但拥有进步
的思想，而且意志坚定，他带着一个单纯的信仰，不放下，
向目标大步走去，要做自我的主人，不好有一丝遗憾，觉慧
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最后摆脱了这个家，然而，
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感情，牺牲了一个原本完
美的性命。高老爷的封建思想、整个社会制度、整个迷信夺
取了多少人年轻的性命！

“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我把愉悦争过
来！”我会和巴金一样记住：青春是多么的可爱，咱们正处
于完美的青春岁月中，咱们充满了激情，咱们的心里洋溢着
爱！那么就让它作为我鼓舞自我的源泉吧！

巴金家读后感篇五

读完这本书，我有许多感悟，作文800字。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十分喜爱它。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都读过这本书，故事的
内容就不需要介绍了。

看完这本书后，特别是了解了巴金的生平后，我真的觉得书
中的觉慧与巴金本身十分相似。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
“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她学
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



一切。那本书里，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
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
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
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祖父生日的三天后，她的生命就结
束了。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
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
功，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
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但也没有反抗，也从
不曾想到反抗。后来祖父死了，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
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
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
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
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
越远越好。

大哥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
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
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
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
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
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巴金是觉慧吗？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
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
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
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
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
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可以说巴金的《家》是他对自己的家族生活的记叙和讽刺。

这些便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巴金家读后感篇六

当时巴金作此文，意在最封建主义的抨击和控诉。而今时的
我，又得到了新的.领悟：每个时期都会有一定的矛盾存在，
如果这种矛盾是祸及大家利益的，我们当努力克服；对于某
些权威，他们的思想、知识，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存在新的
想法，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即便是权威，我们也有可能向之
提出质疑；要有所追去求，做个有血有肉的青年。

巴金家读后感篇七

《家》问世七十多年了，我惊奇的发现依旧在今天的社会里
无数的'人们正在重复着作者笔下鸣凤的道路，觉新的道路，
梅的道路。我不敢说作者的笔具有遇见性，我也不敢说我们
这个社会从七十年前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一直都没有多大的改
变过。事实上今天我来剖析鸣凤只是为了一个道理，生活的
确是场搏斗，激流的生命一定不要沉默，不平则“鸣”，要
响亮的“鸣”，莫要去做觉新，梅，瑞珏，鸣凤了。

巴金家读后感篇八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我非
常喜欢它。

这本书主要讲了作者蒂皮和她的`野生动物朋友之间的故事，
书的前面还有蒂皮致中国小朋友的信呢，让我们保护环境，
珍惜野生动物。

地球是个大家庭，动物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要像一家人一
样，互相帮助，共同生活。有些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
一切地捕杀野生动物，不想想后果有多严重，所以我们一定
要保护环境，珍惜野生动物，争取做地球大家庭里合格的一
员!



巴金家读后感篇九

“有你在，灯亮着”，巴金先生的去世让每一名读者感到遗
憾和悲伤。

我并非是个热爱看书的人，最初的相识也只不过是教材书中
载选巴金先生的几篇节选，还记得为《雷雨》在老师的课堂
上演绎，在《爱尔克的灯光》中体味封建社会下带给我们的
启发，称不上巴金先生的忠实读者，唯一接触完整的一本书
《家》。不久前，我又拿出了《家》，细细回味了一遍。

《家》这部小说是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大家
庭中说起的，讲述了那一代人对自由，对爱情，对创新中国
的梦想的追求和努力，和他们三兄弟做出的不同决定，是坚
持还是放弃，是爱还是恨，是走还是留以及这些决定带来的
不同后果，越是读到后面，情节越是起伏不定，内心越是激
动不已。《家》中塑造了一个封建压制极其严重的大户人家，
在这个家中有着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人物。觉新无疑是这
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影子，他是一种悲剧，曾经深爱着梅，但
让他的父亲用占阖的方式决定了他的命运，娶了瑞珏。他爱
他的'妻子，但世俗的思想害了他，听从别人的鬼话，将待产
的妻子送到城郊，以至他的妻难产而死。

他含泪忍受一切不义行为，不敢吭一声，他活着，只为敷衍，
豪无主见，这也正是旧中国的悲哀。然而丫头鸣凤对觉慧的
不渝也是一个悲哀，这个悲哀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但麻木的
人们不以为然，在他们心中丫头拥有的权利不同于他们，他
们是物品，可以当作人情相送。

而觉民则不同，当他得知与冯家小姐定亲时，为了自己的梦
想毅然选择离家，最终他在这个家庭中是最早取得小小胜利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