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优秀10
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一

由于很中意欧·亨利式的结尾，便去看了《欧·亨利短篇小
说集》。而我也确实为它所吸引。从中，可以找到看一部四
五百页的书所没有的乐趣。

篇幅短小却将作者所要表达的理念淋漓尽致得表现出来是我
对欧·亨利短篇小说总体评价。无论是真挚的爱情，高尚是
品德，还是对社会的批判，讽刺，他都用极其简练，诙谐的
文字将其表现出来，如同寓言一般。没错他正是用寓言般的
写法，简洁，诙谐，却富含深意。然而与寓言不同的是，他
的小说并不那么晦涩，那么具有象征性，因为整个社会都是
他的写作题材。他便是在这个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精彩的片
段。《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
子》，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通过小人物，传递作者对爱的
赞美，对美好品质的歌颂，这恐怕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寻找
照亮黑暗现实的火炬。

细细读完几篇，我自是没有全部读完，然而每读完一篇，都
是一种享受，字与字间都存在某种魅力，犹如置身与满是名
作画廊，那是一股股能直击心灵的力量，读完一篇十几页的
作品，却能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喜悦，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思想
与文字的契合，或许我正在寻找这个。寻找一种在长篇小说
中体会不到的快乐。一如在领略过高山熊泽之后，也会为只
草片叶所感动。而这正是短篇的魅力所在。它是绝无浮华之



感的，相反的，它凭借简练与留白，给人以足够思考的空间。
以《麦琪的礼物》为例，作者最后并未直接道出男主人公卖
掉手表为妻子买了梳子作为圣诞节礼物，但凡是读到这里的
人都可以看出，并为之感动。欧·亨利正是以他独特的写法
克服短篇的不足，使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一样熠熠生辉，或
者说，那光辉在我看来更耀眼。

那光辉所包裹是人性美，也是这样短篇小说所感染我的。在
书中，我并没有看到其他作品中所描述的世界如何黑暗，如
何冰冷。这些短篇小说大多取自小人物，他们在社会底层挣
扎，拿着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但这丝毫影响他们的人性美。
爱情，坚强，充实其中，如无数光点，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似乎要将其变为美丽的星空。一篇一篇，心中也不免温暖起
来，或许在这时才能了解欧·亨利短篇小说真正的意图。他
在为社会寻找哪怕一点光明，而他确实带来了，那数不清的
光芒。

为其短篇的魅力所感染，正如为世界的美所感动。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二

在一盏夜灯下，今夜终于拜读完了《欧·亨利短篇》，心中
荡漾起层层涟漪，好像平静的湖面上丢进了块小石子，辗转
反侧，有太多的感想。

或许晚上人的思想总是特别的活跃。欧·亨利是美国著名的
短篇小说家，与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诃夫并称为“世
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

欧·亨利的小说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结尾却常常出乎人的
意料，这就是所谓的“欧·亨利”手法，即在故事结尾，笔
锋一转，让主人公的命运起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这变化看来
荒谬悖理，实际上却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读者在
惊愕之余，仍然感到信服，进而赞叹作者构思之巧妙。



他的小说诉说着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记叙他们贫
困生活中的美好善良，调侃尔虞我诈的势力小人……在这些
作品中，他常以“含泪的微笑”抚慰失意的小人物们心灵所
受的创伤。于轻松戏谑中蕴含着对生活深沉的感受，对资本
主义社会中某些现象发人深省的针砭，对丑恶现实辛辣的嘲
讽。

风靡全世界的《警察与赞美诗》是欧·亨利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以幽默、讽刺的语调诉说了苏比——一个穷困失业、无
家可归的流浪汉痛苦挣扎的悲惨命运：为过冬，苏比绞尽脑
汁惹事生非，想被警察大爷送去“免费旅馆”——布莱克韦
尔岛监狱，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却不能如愿以偿;当苏比受
到赞美诗的感化，欲改邪归正时，警察却以“莫须有”的罪
名将他锒铛入狱。主人公的反常心理，跌宕起伏的情节，出
乎意料的结局，令人捧腹之余又辛酸不已。

《警察和赞美诗》的妙处在于它的“合情合理的违背常理”。
作者写主人公的几次遭遇都不重复，有繁有简，给人以妙趣
横生之感。人物的语言、行动，也都符合身份。故事写得很
诙谐，但在可笑的情节下却潜藏着一条真理：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就是那样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荒.唐可笑。

欧·亨利的小说可谓是“在平凡中见神奇”，用它那无穷的
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每个读者的眼球。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名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这是契诃夫
的书。每一个短小的故事都写出了不同的人的命运，官员仗
势欺人，平明甚至比不上官员家养的狗，不过每一个短小的
文章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作者介绍：契诃夫
【1860~1904】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代表作有剧本【万尼亚
舅舅】【海鸥】【三姐妹】【樱桃园】，短篇小说有【小公



务员之死】【套中人】【带阁楼的房子】等。这一本短篇小
说选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写作的风格，以及他对当时社会黑暗
的不满与无奈。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四

合上书的末页，轻轻的摩挲。一篇篇小说，仿佛是一轴轴辉
煌的画卷，一幕幕精彩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从这本书中，
我似乎学到契诃夫未灭的灵魂。我深深感到了历史的沧桑，
人物身世的浮沉，社会黑暗的深渊。

一口气读完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真是感慨良多。曾经只是
学过他的一篇代表作《变色龙》而已。在这篇文章中，他把
变色龙奥楚篾洛夫的丑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深刻地揭示了沙
皇俄-国的专制统治及统治者的丑恶嘴脸。

契诃夫，俄-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一个十九世纪杰出又
使人振奋的名字，虽然只在人世间停留了四十四度春秋，但
是英年早逝的他给世人留下了五百多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同
时给世人留下了正义、善良、劝慰、告诫、警醒、凄清和无
穷的怀念之情!

他的作品，几乎全都在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胖子和
瘦子》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患得患失、急功近利的“小人物”
的不幸和软弱，也揭露了他们的庸俗市侩和猥琐卑鄙。《小
公务员之死》展示课了沙皇的官场：强者倨骄专横，弱者唯
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可大及其奴才心里正是这种官场
的产物。

在小说《苦恼》中，作者塑造了一位马车夫的形象。主人公
的儿子死了，他的精神支柱因此消亡。漫漫人生路上，只剩
他一人踽踽独行。他通过赶车拉客的方式来维持生活。课上
天已经是这样的冷酷无情。这一天，上来的几位客全都是蛮
横无理的主，没有人听他倾诉，没有人听他抱怨。



文章的结尾，留下了主人公对马儿的哭诉“就是这样嘛，我
的小母马------约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
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了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
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
-你不是要伤心吗?”冰冷的社会，人心似乎都已冻结，心如
坚固的顽石，坠入无底的深潭，就这样一点一点堕落下去。
这些文字强烈的渲染这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读到这里，我
心痛万分，却又无能为力。从朴素的言语中，我读到的是寂
寥，凄清，无助，苍白与楚痛。

接下来的短篇小说《第六病室》，又是作者对社会的咒骂与
鄙夷。他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这里善做思
考的人被认做“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却正好是这些
“疯子”和“狂人”。

契诃夫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
形象。他将情节淡化，更着重于日常生活和普遍现象的描绘，
从中展示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迷茫，或积
极或消沉，或矛盾或堕落。抒情意味也巧妙地融于小说之中，
或同情或厌恶，或赞扬或否定，或表现对丑恶现实的抨击。
作者还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倾注与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巧妙地
借景抒情。读他的作品，总会给我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回
味无穷与文字之中。

契诃夫，你真的是为了不起的作家，你的心灵，永远在现实
生活的深处。在这个深处，你体验了所发生的一切，然后把
这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具体起来。你塑造的人们，无不赤裸
裸表现自己的愿望，不觉得把歇斯底里的病态，渺小的胸怀
和自私的习性表现出来。

轻轻的合上书，我浅浅地睡了，沉醉于这本经典著作，享受
着契诃夫给我带来的精神力量，人物的形象，又一一栩栩如
生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于梦中寻找着契诃夫的灵魂，而与此
同时，我发觉自己的灵魂也得以升华。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名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这是契诃夫的
书。每一个短小的故事都写出了不同的人的命运，官员仗势
欺人，平明甚至比不上官员家养的狗，不过每一个短小的文
章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这一本短篇小说选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写作的风格，以及他对
当时社会黑暗的不满与无奈。这本书我并没有全部读完，只
读了一些，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变色龙、苦恼、套中人、
嫁妆，那个文官因为一件小事而一直想一直想着，最后不明
不白的就死了，其实也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也许最后是忧郁而死的?反正作者没有写，一个人如果那么计
较一件事情，那么那个人很容易忧虑而死呢。不过，他只是
因为生在当时的社会，比自己高一级的长官得就是天，和现
在当然是没办法相提并论了!变色龙和一个文官的死的中心思
想是一样的，一开始认为这是流浪狗，那个人就说要把它碎
尸万段，但一听他的下属说这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这个人就
把责任推到被咬的人身上，反反复复好多次。真的很让人鄙
视，可是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的无理取闹。苦恼写出了在当
时连一个倾听者都没有，最后只能对着一匹老马诉说内心的
苦恼。这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自己的生活就算再苦，如果
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可以听你诉说的话，那自然就有人帮你分
担你的苦。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六

此文是经典的契科夫风格，讽刺。讽刺主人公和他身边的人，
充满时代性，平民式的幽默下隐藏着对现实的不满和犀利的
抨击。也同样令人读了爱不释手并内心自省。

小说的主人公“我”有着鲜明的个性。对于所见的一切都有
自己明确的看法，譬如认为自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认为



姑娘，爱情是愚蠢的。可是看看现实呢?“脾气暴躁”是文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可“我”的坏脾气却是一次也未向外人
显露过，甚至直到最后莫名其妙同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姑娘结
婚还不发作，不可理喻。这说明“我”在生活中缺乏反抗精
神，“我”本身或许以为自己并不缺乏，因为脾气暴躁。可
殊不知将所有的坏脾气统统藏于心中才是最大的怯懦。可同
时骂“我”又是高傲的，从他对于自己的评价“我”是一个
严肃的人，到他的职业——哲学，财政学，还有他那个令人
忍俊不禁的论文题，无不如此。这些有的本是优点，可他却
硬要把自身的精神强加于人。譬如在日食时，“我”说：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其实他想说的是应该。于是便给每个
人安排了任务，却不知道理论科学对于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吸
引力的。从此看出，他对于人性没有足够的了解，只知道以
自己的意志为基准。他对于姑娘和爱情的厌恶同样反映了这
一点。

接着，便说到了文中一个着重表现的团体—女人。文中的女
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愚蠢、缺乏修养、不自重和脑中只
有那无聊到不能被称为爱情的爱情。瓦连卡或是玛宪卡，娜
坚卡，是花花绿绿的女人中的典型代表。她自以为是，硬式
觉得“我”喜欢她，在约会时极其程式化。还有一点就是不
能理解他人，在“我”想趁着日食抓紧工作时，她竟
说：“你看看我!”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应当是契科夫对于这
种层次女性传统道德的缺失不满到极点的体现。

说到这里，再评价一下文中的一些小手法。走过卡烈林
家“我”看见一条大狗，使“我”想起了狗税。文中这些小
小的幽默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文章中的“我”和女人们站在了两个极端，“我”不近人情，
女人们则毫无头脑。作者此文是希望“我”这样的人可以对
人性多点理解，而女人们则可以增加自己的修养。总而言之，
读契科夫先生的小说，能饭后消遣，更能获益匪浅。



契诃夫短篇小说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七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十九世纪里受到残酷剥削的车夫，
他为了维持生计，被迫早出晚归，拉着他那匹瘦得只剩下骨
头的马，在寒冷、昏暗的大街上穿行。

使我感受颇深的是一段车夫与车夫对骂的镜头，“你往哪里
闯，鬼东西!鬼把你支使到哪啊?靠右走!”文中的另一个车夫
显然是和文章的主人公一样贫穷的，但他丝毫没有对同是天
涯沦落人的对方感到同情，反而看到一点点小错便破口大骂。
也许，他们的心中的情感已经被赚钱吃饱的肚子的心态占领
了，人穷志短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另一个让我有所感触的是主人公有满肚子的烦恼但没有人肯
听他说。文章以《苦恼》为题、，我想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
无穷无尽的烦恼是贯穿全文的。一旦有人上了这位车夫的车，
他就想与别人分享心中的苦恼。“我那个儿子……这个星期
死了。”“多半是的了热病吧……他在医院了躺了三天就死
了……这是上帝得旨意呦”虽然他不想把这个话题说得太沉
重，但从话语上我们仍可以感到他悲伤的情怀。

而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
吧……”“大家都要死的，得了，赶你的车吧”显然，人们
对他的叙述不以为然，根本不想听。你驾车，我给钱，我没
有兴趣和你聊。这也折射出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淡，没
有情感，只有钱——尽管只是一点点。人的高贵、尊严，就
被这一点点钱所埋没了。

还有一个场景，不是关于车夫的，而是准备乘车的三位乘客
正在争论的场景。车，只有两个位置，而人，却有三个——
必须有人站着。就为此，三个人经过了长久的吵骂，变卦，
责难之后才决定：让一个驼子站着，因为它最矮。然而按我



们现在的逻辑，驼子属于“老弱病残”理应坐着。这足以表
明，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剥削，不只是富人对穷人的专利，
穷人和穷人之间也相互剥削，没有剥削人的成本，怎么办?那
就从日常生活的小方面欺负别人。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八

冬至刚刚过去，而人们欢雀的气息也随之而消之慢慢。孤寂
的世界突然因一本《契诃夫短篇小说》而变得活跃起来。

在我看来契诃夫写的短篇小说精悍程度也不亚于我国的鲁迅
之作。当然，他被称为世界文学的“短篇小说”之王。笔色
也可谓幽默而更加带有讽评之味。通读他的著作便可得知当
时俄国黑暗阴森的现境而种种资本主义的陋习也笔笔皆见。
而想想我国封建民俗的陋习比之，则皆是世界文坛的一角。

在《在理发铺》里，主人公因家庭的贫困而把女儿许配给一
个富老头。不顾女儿与发铺主人公的情感先不说，而仅仅因
发铺为自己理发收费便留半个头······此等吝啬之处，
贪财之度在契诃夫的笔下揭露得淋漓尽致。这充分表达出当
时资本主义民众小资产阶级的丑陋本像。那种资本，那种金
钱的社会里已将每个公民的血液洗礼，那种肮脏已灌输如每
个公民的心田。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处处都是对话,动作的描
写，所刻画得行形象不仅使读者当时如在看的一面镜子，而
更是俄国时代的镜子。

别人倾诉。而事实上招来的是满目讽笑。最后，不得不跟自
己的瘦马倾诉，并且更是津津有味。总是那句：哎，我的最
小的儿子，在上个星期在医院里死了····这时无不一时
使我想起祥林嫂的话语——哎!我真傻!···确切的说这篇
小说所存在的现象更不亚于我国当时农民的贫苦程度。由此
看来，落后是富有的必经阶段，而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当然
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愚昧。



资本主义又怎样呢?

最后我不得不表明我的观点：契诃夫的伟大是无可置疑的，
我也不得不感谢他，但他却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其真
正目的是想说我们的国家是神圣的，我们的民众弊端个性的。
所以我们要振兴中华，并非是过分的揪自己的小辫子，适可
而止，重在兴华!!!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九

契诃夫是世界文坛上一位罕见的艺术家。他的小说经受了百
年的时间检验，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契诃夫的着眼
点总是平凡的人的日常生活，他是个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最平
凡事情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从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
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
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平平常常
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

所以我很喜欢契诃夫的作品。在这本短篇小说选中，我最喜
欢的还是其中的《变色龙》，《钉子上》和《万卡》。

《变色龙》告诉了我们：在沙皇俄国将军家中的一条狗比平
民百姓还要重要，巡逻官奥楚美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
前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却张牙舞爪，蛮横娇纵。《变色龙》
就是契诃夫送给人世的一面镜子，一个警示，在百余年后的
今天同样还是有人身上有着“变色龙”的奴性，表里不一;
《万卡》可以说是《苦恼》的姐妹篇。都是抒情心理短篇小
说。主要写的是：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
楚，他对祖父和家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
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短短几页字就写出了童工生活中的
酸甜苦辣，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篇小说《钉子上》和
《一个文官之死》一样，都展现了但是沙皇俄国在官场上的
丑态：强者霸道、倨傲专横，弱者低头哈腰、不敢反抗。臭



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以及他的奴才们的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
活的产物。

读了这本小说选后，我更能体会到当时沙皇俄国官场上的险
恶与蛮横，也看清了当时和如今的“变色龙”就是墙头草，
哪边是强者就拥护哪边，即使那强者并不是善良的那一方。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给我了很多启迪，让我了解到不少沙
皇俄国的当年!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读后感篇十

“《呐喊》是鲁迅先生19至1922年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的结
集……”我看着《呐喊》这本书的简介，心中的兴趣一下子
的涌了上来。

《呐喊》里我最熟悉的是《故乡》;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
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小事》，《一件小事》这
篇文章主要讲了“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去，路上撞倒了一个
老人。“我”着急的叫车夫离开，而车夫却把老人扶到了巡
警分驻所。后来“我”懂了，便托巡警给了车夫给了一把铜
圆。

其实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人的外表和内心是不同的，高贵
的人不一定心灵美，低下的人不一定心灵丑。相反，贫苦的
人对那些同样受欺负的人都拥有一颗同情关爱的心。因为他
们能体会到受人之下的感觉。

我认为，在生活中，我们要将心比心，关心他人。学习小
的“车夫精神”弘扬大的美好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