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契诃夫的苦恼读书笔记(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契诃夫的苦恼读书笔记篇一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也经常流露出淡淡的苦味。

读完了《苦恼》，不经意地想到了立交桥下的衣着不整、穿
戴破烂、脸面肮脏的神经病，街头的`卖菜人和那些孤寡老人。

看到他们总让人心酸。

和他们一样，《苦恼》的主人公马车夫尧纳.波达波夫也属于
这一类的孤寡人。他儿子死了，不明不白就死了。白发人送
黑发人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他有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苦恼
全都憋在心里，可是没人愿意听他倾诉，都不想放下手头的
杂事，于是尧纳十分苦恼。确实，当你憋着一肚子事却没有
倾诉对象时，是最难受的。

尧纳驾车时，乘客不理他甚至讥笑他，而他却全然不在意---
-因为他的苦恼已胀满了他的脑子。他回马车大店时，同行们
也不理他，都一心一意地睡觉，他只有喂马时，把心中的苦
恼、烦心事全部说了出来。马像是听懂了似的，十分专心的
样子，看着主人，把鼻息喷到主人手上。

这是个十分伤人心的故事，看过后仿佛自己也十分苦恼，好
像自己也是马车夫尧纳，心中也十分憋得慌，总想说点什么。
那时，就体会到了那一种感受。让人不想、不敢再看下去了，
于是赶紧合上书，想摆脱这种感受，因为你知道，它本不该
让你来承受的。但你很快发现，他已印在你的脑里了。我想



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最好解释吧！

实在憋不住了，就讲给别人听吧！让他也帮你分担些忧愁，
让他也领略一下契诃夫的精妙文笔吧！

契诃夫的苦恼读书笔记篇二

论及叔本华之前，想到了被人为推得很高的鲁迅。官方形容
这个斗士的论述是：两面作战。指向不同，但这个词组恰好
也能概括在我的眼中对鲁迅的定义：他能可贵地本着知识分
子的良心对自己所在的精英阶层提出过一些指正，但是，这
星星点点的闪光很快就被埋没在他代表精英阶层挟太山超北
海般对草根进行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中。

鲁迅，不能免俗地，和他所在的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将中
国近代贫弱的屎盆子一股脑扣在草根身上——国家的落后在
于阿q想得到一张宁式床。这群精英们在总结祸是草根闯的之
后，自己栖身上层的合法性似乎就是不言自明了。

鲁迅是从一个没落的旧上层阶级废墟走出、渴望重拾认可、
穿着新学知识精英外套的落魄户，是本没能够“货与帝王
家”的边缘知识人。然而，时局变化，危、机并存。谁能痛
心疾首地指出社会弊病，谁就能迅速转正、中心化。暴发户
的气息是我对鲁迅的刻板成见。

四百字赘言之后，叔本华以一个与鲁迅对立的文化贵族的身
份闪亮登场！的确，有人指责叔本华不言社会、寻求僧侣式
的说教，而没能给出一个活脱脱的、所谓积极的救世良
方——那么，鲁迅给出了吗？鲁迅的劣根性说教至多是另一
种消极的鞭策。

叔本华的贵族气质简明两字：坦诚。

这段才华与不寂寞的妙语同时指明，美酒佳肴、声色犬马的



狂欢或许能获得一时的感官欢愉，但是在这些娱乐程式化之
后，人们难免会觉得贴得很近的个体间难以派遣的生疏。相
聚狂欢的每个人都感到一丝寡淡、一丝无趣。于是，叔本华
将思想放在人自我实现的重要位置，将知识与理性的哲思视
为实现自我、不断超越的工具。人因为“心灵财富”而挤出
有损于自己的“厌倦”。

更进一步，叔本华将天才定义为探寻知识的无畏者。他
说：“他能投入全部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表达他对生命的看
法。这类人将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他们只要有真正的自
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无所谓。”主观上，人是自利的、
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的，在公共利益中消解个人价值是一种违
反人性的病态心理。客观上，每一个个体又是有限的，“除
了眼前现在的这一点点生命之外，我们其他一无所有”，宝
贵的生命应当首先不让自己懊悔。因而，将人类这个沉重的
概念压在某一个个人的身上是不公的，即使是一个人文学者。
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表象，对于个
体而言，依照个体的期望实现超越才是最为重要的。知识的
需求是为了超越的需要，知识和知识带来的充盈、自我的满
足或许是叔本华所认为莫大的幸福。

若是叔本华看到鲁迅之流看上去要为大众谋取福利却只是流
于形式、只探讨到问题的皮相、将治愈社会病症的责任推给
后人的伪善行为，定要贬斥其虚伪。鲁迅向铁屋子首先或者
说是自称首先呼喊，告诉大众他们有病，但是却说自己一个
人势单力薄没能力治愈大众——似乎暗示自己是一个与这群
病夫们对立的、健康十足、带着殉道精神、不怕感染来到你
们中间的先锋，将病例分析的头头是道后开不出一张药
方——就算勉强说是有，也需要这一代人的自我消解后期待
新生的、无菌的新一代人拥有璀璨的明天，最后好似武侠小
说中将七十年功力尽数注入徒子徒孙体内的世外高人一般，
相当“隆重”地将这一副重担交由给一群“希望之星”。

叔本华说：“……冒险犯难、刻苦努力、奉献生命抬高他人



对自己的评价……就连知识、艺术一切努力都为了获得尊
敬……人类愚昧的极度扩张”。叔本华若是了解鲁迅，定当
将其归类到自己不满的“为了争取荣耀而牺牲了宁静与和平、
财富与健康”的一类人。当然，财富这东西鲁迅对胞弟等家
人十分慷慨、对外人略施恩泽就偏要记下一件“小”事。

哪怕给了车夫几个银元，就是莫大的阶级关怀？鲁迅本来就
是一个在巨富中死去的人，他损耗的大多财物不是因为慈善，
而是因为不善理财。当然，鲁迅也有相当完美的投资，诸多
文化活动都有他的赞助。但是，或许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在
新生一代文艺青年尚未发迹之前做了垄断性的投资。果不其
然，他资助的一群有所成就的新生一代成长起来自然而然将
其做为前被高人捧上了天。没有直接受惠的，也从他的文学
遗产中寻得养分，比如五四之子毛泽东。鲁迅果不其然，生
前便为自己攫取了巨大的荣誉。但是，他的内心无疑是让大
多数人陌生的、感到凉意的，他不觉得革命只是一个手段、
生活的进步才是目的，于是为了一个大而空的“革命”，如
果想要摆脱劣根性，好，阿q成家的念头是万恶的、割好了米
与麦不能自己享用，赶快撑着船送给那个宏伟远大的理想、
然后回到土谷祠饿死。

诚然，叔本华不见得是悲苦民众多难的。但起码，他不会昧
着自己的良心非要模糊自己的阶级属性，做出一副悲悯的超
越阶级的博爱嘴脸，实则暗中巩固自己既得利益。提出问题
绝非解决严峻事实，鲁迅不过提出问题、甚至毫不思考精英
阶级提供的现实环境允不允许草根们为伟大空乏的理想效劳、
甚至淡化是谁奴化、愚化大众。然而，因为他提出了中国有
问题，所以非理性的盲从者欢呼找到了病根，却在群体的庆
祝中忘却了应该去解决这个毛病。即使有，鲁迅的孝子贤孙
也马上会发觉这个问题太尖刻、力所不能及，于是马上缩回
狂欢的人群中继续嘟噜：伟大的鲁迅！问题被我们发现了！
好像发现了就能迎刃而解。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因为
趋利避害，所以鲁迅们获得了先觉者的名声后就见好就收或
者发动着各种文体与写作技巧、变换着农村乡镇都市海外多



个视角旧事重提。因为趋利避害，所以鲁迅们静默了，他们
明白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是他们无法撼动的东西，权衡
投入与收益，他们选择了最多嘴皮子上抱怨一下不公秩序，
选择了饱含感情怀想一下柔石那样失去的“战友”，然后继
续过着远远优于一般劳动者的日子乐活。

鲁迅也承认尼采不是太阳所以疯了。但是他无意识地还是将
自己定位于一个太阳。我说，叔本华是一束从阴郁的泥潭飙
出的光。他虽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但至少，他不说昧良心的
话粉饰太平。他坦诚地表明外物都是浮云，他坦言自己寻求
的不是一群人的幸福而是自己的超越，他坦言自己仅有能力
也只想获得自己的乐——并且，他不会要别人的痛苦铺垫衬
托自己的乐。漠视草根总比洗钱般推脱精英们的历史过错，
盲目贬低着草根攫取生前身后名强。

且在这静默中体味自我的高贵。

契诃夫的苦恼读书笔记篇三

《中国少年报》登了一篇童话—《苦恼的小雨点》，我石得
津津有味，懂得了许多科学知识，激发了为祖国学习的决心。

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一切生物就不能生存;“雨露滋
润禾苗壮”，水是何等的宝贵啊!有了水，沙漠变绿州，大地
换新装。可是，被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的小雨点却不受欢
迎。因为这种小雨点—酸雨，是有毒的，它会毒死生物，破
坏土壤。

童话中的“小雨点”，把我带到了奇怪而可怕的境地:那里一
只高大的烟囱吐着黑烟，附近的湖水又黄又灰，湖面上飘着
死鱼，草木枯黄，棉桃凋落，土地干裂，蛆圳死亡……。

我把童话里的故事告诉妈妈，妈妈说:“童话把科学和文艺结
合起来，把科学道理讲得生动，引人入胜。”这篇童话告诉



我们，有些地方由于废水、废气处理不好，就会污染环境，
资本主义国家就出现过不少这样的事。美国出现过一次大面
积酸雨，毒死了许多农作物。英国的.泰晤士河曾被工业污水
严重污染，成了一条死河。近几年来，我国工业发展很快，
工厂四起，烟囱林立，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处理好废水、废清、
废气，也出现了一些污染环境的现象。虽然科学家提出了不
少治理“三废”的办法，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比如，我
们县城有座化工厂，附近禾苗枯黄、泥鳅、青娃大量死亡，
也是由于排出的污水和有害气体造成的。

现在世界各国都重视环境保护，象英国的泰晤士河已得到了
治理，河水又变清了。我国也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党和国家
号召科学家.工人叔叔革新工艺技术，治理“三废”，变害为
利。我是新中国的儿童，一定要学好文化，将来当一名科学
家，把祖国建成一个强大、美好、清洁、花园似的乐园。

那时候，小雨点就不会再苦恼了！

契诃夫的苦恼读书笔记篇四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也经常流露出淡淡的苦味。

读完了《苦恼》，不经意地想到了立交桥下的衣着不整、穿
戴破烂、脸面肮脏的神经病，街头的卖菜人和那些孤寡老人。

看到他们总让人心酸。

和他们一样，《苦恼》的主人公马车夫尧纳.波达波夫也属于
这一类的孤寡人。他儿子死了，不明不白就死了。白发人送
黑发人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他有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苦恼
全都憋在心里，可是没人愿意听他倾诉，都不想放下手头的
杂事，于是尧纳十分苦恼。确实，当你憋着一肚子事却没有
倾诉对象时，是最难受的。



尧纳驾车时，乘客不理他甚至讥笑他，而他却全然不在意---
-因为他的苦恼已胀满了他的脑子。他回马车大店时，同行们
也不理他，都一心一意地睡觉，他只有喂马时，把心中的苦
恼、烦心事全部说了出来。马像是听懂了似的，十分专心的
样子，看着主人，把鼻息喷到主人手上。

这是个十分伤人心的故事，看过后仿佛自己也十分苦恼，好
像自己也是马车夫尧纳，心中也十分憋得慌，总想说点什么。
那时，就体会到了那一种感受。让人不想、不敢再看下去了，
于是赶紧合上书，想摆脱这种感受，因为你知道，它本不该
让你来承受的。但你很快发现，他已印在你的脑里了。我想
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最好解释吧！

实在憋不住了，就讲给别人听吧！让他也帮你分担些忧愁，
让他也领略一下契诃夫的精妙文笔吧！

契诃夫的苦恼读书笔记篇五

读了契诃夫的《苦恼》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生活在社会
底层的人们生活的凄惨。《苦恼》讲述的是马车夫约纳在一
个冬夜的拉车生活。约纳的儿子这个星期在医院死去，他老
人家早已失去老伴，现在孤苦伶仃，悲痛麻木。他接待了几
批乘客，路上几次想向乘客苦诉自己的苦恼与悲痛，但得到
的却是乘客催赶的责骂，因为人们嫌他心不在焉。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小说就是这样一语中的的展开，主人公一出场就让我们感到
他的孤凉，瞧，时值隆冬，暮色晦暗，湿雪纷纷，“出租马
车的车夫姚纳周身发白，像个幽灵。他坐在赶车座位上呆呆
不动，把身体弯到了活人的身体所能弯到的最大限度。哪怕
有一个大雪堆落在他的身上，那他也好像觉得用不着抖掉它
似的。”他和站在他身边的瘦骨嶙峋的小母马，一起被遗忘在
“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闹声、熙攘的行人的漩涡里。



”他的儿子刚死不久，他需要把心中的苦恼向人倾诉，小说
的内容就是他接连四次想向别人诉说苦恼而无人理睬的过程。

夜深了，他回到大车店，但连喂马的燕麦钱都没赚到。黑暗，
孤寂与悲痛又涌上心头，天冷使他心更冷。他轻轻地抚摩着
自己忠实的小母马，把心里话统统对它说了……马车夫约纳
只是千万生活在社会底层命运悲惨的人们中的一个。这些人
贫穷，没有依靠，生活凄惨。他们不能享受生活，每天为了
生计奔波。他们生活艰难，经常为下一顿饭的着落犯愁。

这些人全力为生计劳动，心中的苦恼能向谁人倾诉呢？又有
多少人真正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呢？生活在社会
底层的人们的是生活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而且他们比我
们常人有更多的苦恼。其实，不管在哪个社会，无论繁荣还
是落后，都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而且他们的命运都是同
样悲惨的.。读了《苦恼》以后，我想起了那些在街边捡垃圾
为生的老人。这些老人衣衫褴褛，驼着背，背着个沉重的大
垃圾袋，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风，终日在大街游荡。

他们有人承受着失去子女的悲痛，有人承受着被子女抛弃的
凄凉，有人承受着残疾人的自卑，有人承受着“少壮不努
力”的悔恨……这些人都把各自的苦恼憋在心里，他们找不
到人诉苦，也没有时间去伤春悲秋，因为慢下一步，下一顿
饭又没有着落了。

《苦恼》中马车夫约纳的生活固然悲惨，但并不是只有他一
个人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