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鹿原读后感篇前言(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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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白鹿原读后感篇前言篇一

《白鹿原》已经读完了一段时间，一直未敢把自己的感想写
下来，如此的作品总是让我内心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迷局里，
困惑不已。是否是因为一个人的缘由，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想
这些事情？我试着解嘲下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平静，然后把
自己的一点点感想写下来，也算作自己的点点纪念。

正如前几日在微博中所言，读了《白鹿原》后，对于难料的
世事，叵测的人心会有不一样的认知。我无法从自身的角度
去解读我所知晓的过往，于是陷入困顿中。

是我们太过于卑贱，还是这方土地太过于骄横？我们残杀同
胞时没有丝毫的不忍，而驾驭这方土地的人都被奉之于神灵。
亦或者，我们自千百年来都灌输着等级的观念。我们习惯了
仰视高阶层者，献上阿谀；俯视低阶层者，给予怜悯。俯仰
之间，便有人苦心积虑逃脱自己的阶层攀向更高的阶层。而
在这攀爬的过程中，各种手段无不用其极。人性到底是本善
还是本恶？我困惑于此。比之战争中残酷血腥，我更忌惮于
人内心阴险狡诈的一面，也总是不解，人的内心到了什么样
的地步才能如此。

千百年来，有多少“鹿”被假指成了“马”，又有多少人因
此而命丧黄泉？党同伐异。非己若者，其心必异，必杀之。
在党伐中，又有多少人依附于某个派系，渴望搭上穿越阶层
的直通车。有人跟对了，功成名就；有人跟错了，其结果可



想而知。哎，中国这个内耗无比强大的民族！生气！

可怜了那些鹿，莫名的背上了杀人的罪名。很佩服胡适写出
《容忍与自由》。

于是，我常常感恩，感恩生活于这个年代，生活于这个至少
屁民可以选择不参与政治争斗，还可以靠双手自食其力的年
代。假若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我是否也会被按一个莫须有的
罪名被游街被示众，然后从这世上抹去，亦或者与自己至亲
至近的人划清界限，还要亲自动手义正视听。从前，听到很
多人移民，我都是不耻的。如今，却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
选择生活的方式，只要他自己觉得这样舒适，而又没有妨碍
别人，就好。

写了许多，却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无力的吐槽~~

我向往美好的生活，我相信生活越来越好！

白鹿原读后感篇前言篇二

终于把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看完了，结尾令人有些震惊。
思绪随着故事情节的波动有些纷乱，白鹿原上的生活百态随
着白鹿两家的主线而展开，在中国大地上描写的这一小块儿
地方折射着整个社会时代的变迁。

岁月的风霜雨雪，风和日丽一遍又一遍，一茬又一茬地涉足
这片古老的平原，精灵的白鹿跃动着人们记忆中久违的传说，
不管经历多少坎坷风雨，生活的轮子依然不分昼夜地滚动前
进，这是岁月蕴含的冷酷而坚实的力量。《白鹿原》的主人
公白嘉轩、鹿子霖两大家族有形或无形的较量推动着故事情
节的展开与深入。为了生活而争，为了脸面而争。当然书中
并无直接而露骨地描写两大家族的斗争，而是从生活的各个
方面体现出来。最终以鹿家惨败结局。性格决定命运或许是
条真理。白嘉轩是中国传统男人的写照，墨守陈规、自力更



生、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地生活。因此，他没有干出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始终以一个威严族长的身份立信于白鹿村，
恪守明哲保身的理念。鹿子霖的性格与白嘉轩不大一样，他
追求功利，争强好胜，作风不谨，却又有胆小怕事的一面。
他一生虽然也经历了起伏的官场，但终究也没创造些什么辉
煌，最后也以悲惨收场。我觉得性格变化最大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白孝文，一个是黑娃。白孝文经历了一场饥荒的打击
之后，由软弱变得坚强起来，这也多亏他鹿三叔的话语刺激
的作用。他从原来的唯命是从，规规矩矩，优柔寡断的性格
中走出来，变得桀骜不驯，急功近利了。而黑娃的性格可谓
一波三折，先是小时的胆小羞怯，后又勇猛剽悍，最后又归
于知书达礼，学为好人。其实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
环境塑造了某人某种性格，而某人凭着某种性格来重新塑造
环境。

《白鹿原》作为矛盾文学奖的作品，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
一个平原，一个族群的生活画面，读进去，我们仿佛身临其
境。随人物之悲而悲，随人物之喜而喜。我们往往被小说中
的人物感染，这大概就是大师笔下写实笔触的力量吧!

书中的生活生命人生跌宕起伏，而我们的呢?

希望用青春奋斗的热情搅破生活的波澜不惊，用我们的双手
与智慧打造自己的未知前程~

白鹿原读后感篇前言篇三

被公公鹿三亲手杀死后，不甘心的她在白鹿原掀起了一场瘟
疫，哀鸿遍野。此刻，她的心中只有愤怒与复仇，可这毕竟
是有违天道的，她也因此被镇在了塔下，不可超生。

我固执地认为田小娥至少是黑娃和白孝文心头的朱砂痣，可
这两位幡然悔悟后再回白鹿原时竟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忽视田
小娥，这个他们光鲜履历背后的“污点”，这行为应不是一句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所能描述的吧？或许，
三人的纠葛只能用一句“那些女孩，教会我成长；那些男孩，
教会我爱”吧！

砥柱人间是此峰

——闲话鹿兆海

《白鹿原》中，让我最嗟叹与不能释怀的人，就是鹿兆海了。
他专情、单纯、善良、真诚、热情、阳光，温谦有礼，受过
正规教育。就他个人来讲，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父母，
尊师知恩，对情人有情，对家人有义。最后，作为一个战士，
他死在了战场上。不负荣光，不辱使命，勇啖犯我中华者骨
血。

作为鹿子霖的儿子，他并没有沾染父亲的恶习。相反，他师
从朱先生，学礼节，学文化。和初恋白灵相爱相知的过程在
他后来的生命中反复咀嚼，也因此透支了他大部分的感情精
血。白灵是他床前白月光，可他却留不住，眼看信仰将他们
生生撕裂，并看着心上人成为自己的大嫂。心痛过后并未结
痂，他后来在行军途中迎娶了一位酷似白灵的姑娘。或许这
是一种救赎，更多的，可能是感情上的饮鸩止渴。午夜梦回，
枕边人不是心上人，心上人已是梦中人。这滋味，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承受得住。

白鹿原读后感篇前言篇四

小说主要是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兴衰荣辱为主，写的是三代人
生死浮沉，明争暗斗的一幅历史画卷，陈忠实老先生不论在
人物方面还是在环境方面都写的尤为出奇，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田小娥和白灵这两个人，我很同情田小娥，在那样的封
建社会里，她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可是遇到了黑娃，她本
以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那是不可能的，在那个男权的
时代里，失去的黑娃以后，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向那些人妥



协，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来寻
求依靠，就这样的堕落下去，结局死的很惨，也是非常可悲
的。

白鹿原读后感篇前言篇五

白灵的死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生下的兆鹏的孩子，相
当于在冷先生脸上打了一巴掌，而这一巴掌有一半也会打到
自己父亲的脸上，即使回到原上，也要忍受这世俗的戳戳点
点过完一生，所以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只是书中一直
没有描写兆鹏失去白灵的境遇，白灵被处死，常在党中各处
走动的鹿兆鹏应该能很快知道的呀，可是也没有顺着这根线
写下去，大约是要让我们猜吧。

最心疼的还是黑娃，自小的无畏无惧，为了小娥不惜与家里
恩断义绝，只想平稳度过柴米油盐的温情生活。谁知造化弄
人，当了兵，当了匪，杀人放火，妻也没了，好不容易一切
回到能够重新开始的位置，安生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这样草
草离去。明明早在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提防白孝文的念头了
吗？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相信就共事了。

看到白孝文加入起义，心里就有种隐隐不安的预感，只是没
想到会是黑娃栽在他手上啊。白孝文的结局书里也没有说，
做了许多昧尽良心事情的鹿子霖疯了死了，那么白孝文呢？
白家出的这唯一的一个心术不正的逆子，为什么就能活的好
好的？还有神机妙算的朱先生，那一句“自信平生无愧事，
死后方敢对青天”真是绝了，就这样概括完了朱先生的一生。
说到这儿又想起黑娃了，这是黑娃写的挽联啊。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