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巴金作品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一

觉新的悲剧觉新是巴金先生笔下的《家》中十分重要的人物，
也是一个个性极其鲜明的人物。巴金先生也曾说：“我应当
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可见，觉新这一人物在作者
心中的分量以及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简单分析一下觉新
这一人物形象。觉新这个人物可以分作两个阶段来看。第一
阶段是他从小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段的觉新，还没有感受
到命运的残酷，而且又是那样的出众。“他生来相貌清秀，
自小就很聪颖，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锺爱，在私塾得着先生的
赞美……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在中学里他是一个
成绩优良的学生……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
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
去留学。”他在一番顺境中成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正如
书里所写：“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
期中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如果没有大的变故，
觉民将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走上人生的坦途。可是
命运却在此时跟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的未来从此改变。
从中学毕业开始，觉新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仅仅因为
长辈间在麻将桌上的矛盾，他痛失了青梅竹马的爱人，与一
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而这段婚姻竟是由抓阄来决定的，如
此荒唐的做法改变了他的一生。出国留学也随之化为泡影。
接着他在父亲的安排下过上了大少爷应有的生活，也开始承
担起了大少爷应负的责任。他不是只知道吃喝享乐的花-花-
公-子，而是在父亲去世后努力撑起这个家，虽然他的肩膀还
是那样稚嫩，可是他已被剥夺了青春。他必须要面对的大家



族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
向他射来。”“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
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开始的他并没
有选择沉默，“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
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
他的斗争毫无结果，反而会把他拖得更加疲惫。于是他选择
敷衍家人，“他牺牲了一部分时间去讨她们欢心，只是为了
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他苟且度日，把曾经的梦想抛弃，
直到有了孩子，他才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可是，
无法回避的是，他还要在那个大家族内周旋。他采劝作揖主
义”“无抵抗主义”，其实这并非他的初衷，而是他在复杂
的家族斗争中所作出的无奈之举。而觉新的悲剧正是在这种
种无奈中展开。觉新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而是由整
个家族和社会造成的。首先，觉新的自身原因。他在面对事
情时过多地选择了逃避、忍耐、顺从。即使是牺牲自己和所
爱的人，也要去遵从旧传统。为此，他出国留学的梦想破灭
了，他心爱的梅嫁与他人，最终他深爱的妻子也因此惨死郊
外，连在她临死前二人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觉新曾感
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有牺牲的资格。”可是，
他那毫无原则的苟且顺从，牺牲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幸福，更
有别人的幸福甚至性命。这完全是懦弱的表现。“他不说一
句反抗的话”，如果说是出于无奈，那么“没有反抗的意
思”则完全是因为他性格的懦弱，懦弱到毫无疑义的听从着
家人的摆布。觉新的悲剧，他自己的懦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家族原因。第一，觉新的家族地位。他是家里的长房
长孙，他从一出生便注定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任。他是整
个家族的未来，他承载着家人的希望。家庭就是他整个生活
的中心，他的一切都要以家族为重。因此，他很难把视野投
向整个社会，也就不会针对社会弊端做出抗争。这一特殊地
位注定了他不能像觉慧那最后，社会原因。在封建社会日趋
瓦解的时代，像高家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也注定走向腐朽和堕
落。家族的逐渐觉新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封建礼教的思想，是
完全从他的祖父、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同时他又处在社会
转型的时期，与弟弟们一起如饥似渴的阅读进步刊物。“每



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的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
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
”他的思想虽不如觉民觉慧激进，被称作“刘半农的‘作揖
主义’的拥护者”，也常说自己“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
主义’”，可他的思想毕竟超越了封建礼教的范围，是一大
进步。而且他这样又能够“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
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
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
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他正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寻找理想与现
实的交叉点。或许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找回那颗年轻的心，自
己才不至过早的老去。

直到此时，觉新才悔悟到：“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
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
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
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开始
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他想把它摔掉。他在挣扎。”这如果
说算作思想上的觉悟的话，那么他帮助觉慧离家便可称作是
将这一觉悟付诸实践。他是真切的感觉“这个家需要一个叛
徒”，真切希望这个腐朽家族的改变。觉民这一典型形象揭
示的是懦弱的个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饱受煎熬和摧残，最
终葬送自己及他人的幸福的悲剧。他与觉慧构成鲜明的对比，
也让人们看到了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背景下人们内心深处的一
种矛盾。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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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三

“命运”这个词，我们可以轻松用笔在几秒钟之内写完，而
真正的意义，却要用一生去诠释。我相信“人定胜天”这个
说法，但是很多时候，人力在命运面前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甚至于每一次的挣扎却是推向更深的深渊的魔手。

他们，是家的一部分；他们，进行着爱与恨、情与理的冲突；
他们，或压抑，或挣扎，或抗争；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奏着生
命之歌。

《家》给我们塑造了专横、衰老的高老太爷，荒淫残忍的假
道学冯乐山，腐化堕落的五老爷克定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
又有敢于向死向封建抗议的刚烈丫头鸣凤，温顺驯良的梅芬，
善良厚道的长孙媳瑞钰等。以及接受新潮思想、向往自由平
等的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悟者和叛逆者的形象。

最让我同情的不是投湖自尽的鸣凤，也不是守寡病死的梅芬，
而是处于“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的觉新。他爱着一个人，
却同另一个人结婚生子；而后陪着与自己相守的人，又放不
下爱着那个人。从始至终，除了最初他和梅芬的那些相处，
我看不到他真实的灵魂。不是不想逃，不是不想任性，不是
不想挣扎，只是身份将他压在了无形的五指山下，所以，他
不能。觉慧口口声声称他的哥哥为“无反抗主义者”，却不
知大哥注定是十字路口上最艰难的徘徊者，时代的牺牲者，
他上承高老太爷的威严，下启羡慕着觉慧的勇敢与追求。如
果他处在觉民觉慧的位置，他断不会再这样压抑着自己。他
很清楚地明白若自己放下了这些担子，这个腐烂、溃败的封



建大家庭只有走向灭亡的道路了，这对一个骨子里还很传统，
舍弃不了“大家”的男人是无法容忍的。于是他选择放弃自
己的幸福，埋葬自己的感情去成全这个家庭。我们没有权利
去批判他的选择是对是错，只能说这个看似可以选择的题目，
其实只有一个选项。最终，他只能将自己的愿景寄托于觉慧，
希望他享受不到的可以由自己的弟弟去领略，这不是他的放
弃，恰是他的希望，让别人替自己幸福也是一种无奈的幸福。

这是一个默默承受，不懂反抗的人，那么反抗的人有什么结
果呢？

作为高府丫鬟的鸣凤用死亡控诉了这个吃人的封建的社会。
最初，她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高高在上的觉慧，她不
求相守，只愿可以一直远远望着，不奢求，不指望能进一步
靠近，出乎意料的是觉慧竟也爱着她。看似毫不费力就可以
满足的愿望，鸣凤却不能，因为她只是一个丫鬟，丫鬟没有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权利，从被主人买下的时候开始，她就
没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只是她太晚才看清。鸣凤久久
等着希望的火光，她单纯的以为和覚慧的'爱情可以改变她的
命运，仍摆不脱命运的安排，她被要求嫁给一个老头子，尽
管她怎样恳求，也逃不了，绝望中她只能选择长眠地下。湖
水成了她的最终归宿，这是一个悲剧，也是美好的结局，没
有屈服，而是自已选择归宿这就是很勇敢的，在那个年代来
说。觉慧开始让我认为他是爱着鸣凤的，而后我越来越怀疑，
那是爱吗？有那种爱，即使爱的人死了，却只有叹息，而没
有多少悲痛表现的吗?我本以为在鸣凤死后，觉慧会哭天抢地，
甚至于撕心裂肺的“殉情”，哪知他会那么淡定，然后渐渐
淡忘，又去追逐自由。其实这只是一种小青年的反抗心理吧，
不想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一种新鲜的感情，并非
什么爱。只可怜了鸣凤，死心塌地换来一场空。悲哉！

小说中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向我们控诉着封建礼教对人生活
的残骸，想说不能说，想爱不能爱，有的是无止境的约束和
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不挣扎不甘心，挣扎了又是徒劳，怎样



都是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一个字可以形容——难。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四

《家》，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
生动地展示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忽然封建势力的没落，是文学
史上的里程碑。

觉新是这部小说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由于他处在长
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界同堂大家庭的“和
睦相处”，他凡事都采取“不抵抗主义”。他与他的梅表妹
有一段美好的恋情，但是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大事是
不由得他们作主的。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亲，他没有反抗，有
的只是默默地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虽然他的内心十分
痛苦，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而后他与妻子瑞钰成了亲。
祖父死后，陈姨太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钰在家生孩
子，叫觉新送她到城外去。这事对觉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但他还是接受了，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她的生命。而在这之
前，他的梅表妹也因为他，郁郁寡欢而死。然而对于这一切
悲剧的发生，他无力反抗，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
生活。

小说中的另一个典型角色觉慧，觉新的弟弟，却有着与他哥
哥完全不同的性格。小说典型地塑造了觉慧这个大胆幼稚的
叛逆者的人物形象。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的反帝
反封建活动，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在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
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对于长辈们装神弄
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
出了家庭。

《家》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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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巴金创作成就和风格的优秀作品，
它充分显示出了巴金在现代文学小说创作领域中所取得的'卓
越成就。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五

坐在回家的车上，随手翻阅巴金的《家》，不禁感慨万千。
原来那个曾经被母亲牵着走的小姑娘如今已成游子，偶尔回
家，偶尔才能去看望爸妈。家——温馨、幸福的代名词，是
多么令人心动、令人神往。

巴金先生的《家》里，觉新、觉民、觉慧、琴、梅……一个
个鲜活的人物涌上脑际。那个大家庭中，悲凄无奈的人生，
以及人们坚强不息地为理想、为自由奋斗的历程，都会令我
深长思索。

在那个时代，家——那个偌大的公馆，不仅仅是一个家。也
许，在一些读者的眼中，家，只是束缚，只是枷锁，只是限
制自由的牢笼。家，所代表的、所捍卫的也仅仅是死板、固
执、陈旧的封建体制。因为这个家、这个体制，鸣凤刚烈地
投湖自尽；因为这个家所发生的一切，觉新葬送了他一生的
幸福，失去了他美好的追求。觉民、觉慧虽然不断努力，也
仅仅是逃离了那个黑暗的深渊，逃离了那个家。那种逃亡，
包含了多少人的绝望，掩埋了多少人的幸福啊。

每次想到《家》这本书，我都会有无限的感慨与哀戚。为活
在那个时代的人痛苦，他们是那么的脆弱与无奈，他们的人
生那么令人心酸，令人悲悯。怒由当时的黑暗社会而起，哀
因为他们的悲切生活而生。

所幸，在那样的时代，仍有那么一群青春洋溢的热血青年，



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去反抗、去奋斗。他们
的勇敢，他们的激情，总会鼓舞着我。每一个时代，总有希
望，他们才是那个家、那个时代的希望，他们才是那个呆滞
的社会中活力的源泉。我时常会这样想，如果没有那个令人
窒息的“家”，如果没有那个“家”里的青年们的精彩的人
生奋斗，自然也就没有巴金的《家》，自然也就没有伟大的
作家——巴金。

隆隆的车声，把我从遥远的“家”拉回现实。我不禁感到庆
幸，庆幸我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庆幸自己生存在一个和谐愉
快的社会之“大家”。在这样的“小家”和“大家”之间徜
徉，我们没有太多的负担，没有太大的压力，喊累叫苦只是
无病呻吟。家里有爱、有自由、有希望，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和强有力的支持。家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家包涵了我们的生
命重心。

无论身处何方，我都可以始终执着，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温暖、
明亮的家；无论如何迷惘、如何彷徨，我都不会迷失方向，
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温暖、明亮的家；无论如何艰苦、如何失
望，我都不会放弃希望，因为我心中有一个令人充满信心的
和谐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