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灾之犬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灾之犬读后感篇一

前几天，我读了著名的动物小说家沈石溪的短篇小说《灾之
犬》，书中那条猎犬花鹰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篇故事主要讲的是猎犬花鹰被巫师认为有阴气，会给人带
来灾难，于是便被它的主人卖给了我，一开始我并不相信这
些谣言，但是后来我也遇到了很多灾难，便想把它赶走，于
是就骂他、踢他、打他，直到我把他的肋骨踢断，赶紧森林。

有一天，我在河中游泳的时候遇到了印度鳄，眼看着就要被
吃掉了，突然花鹰出现了，奋不顾身的跳进水中与鳄鱼展开
搏斗，最后从死神手中把我救了回了，虽然我得救了，但是
再也没有见过花鹰。

读后，我能感受到作者的内疚和自责，花鹰还会回来吗?它还
会继续信任它的主人吗?它会幸福的生活着吗?这些问题一直
在我的脑中回荡，于是我跟妈妈讨论了这些问题，妈妈说即
使花鹰永远不会回来，但是它的主人也一定会永远记着他，
爱着他。

除了花鹰，《忠犬八公》里的hachi，还有《那个黑色下午》
中的'黑骑士和公爵，都用它们的忠诚和勇敢感动着我们。想
想看，如果你对朋友又踢又打又骂，估计他早就不理你了，



但是，狗对于主人的忠诚是没有理由的，是不离不弃的，当
主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来
报答主人的养育之恩。

灾之犬读后感篇二

其中，我最喜欢的词是：黑白相间、快疾如风、敏捷勇猛、
招灾惹祸、无人问津、心心相印、于心不忍、凶神恶煞、心
烦意乱、毫不戒备、死里逃生。

我最喜欢的句子是：我回到寨子，立刻动手在我的屋檐下搭
狗棚。我要用草药接好花鹰被我踢断的肋骨，用香皂洗去它
身上的树脂草浆，煨一锅红烧牛肉滋补它虚弱的身体，从此
以后，我在也不会让它离开我了，我想。我觉得我应该和花
鹰颠倒一下位置，我只配作一条狗，而它，完全有资格做一
个人。

我觉得这只狗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它被
自己的主人踢断了肋骨，又差点儿掉下了悬崖，被弄的浑身
是伤，但看见自己的主人遇到了危险时，还奋不顾身的救了
他。如果一般人遇见有人骂他、打他，他肯定也跟他打、跟
他骂；如果品质高尚的人遇到有人骂他、打他，他肯定不会
反过来打他、骂他，然而，当那个曾经打他、骂他的`人遇到
了危险时，他肯定会救他。

灾之犬读后感篇三

《灾之犬》是我在沈石溪小说集《野猪囚犯》中读到的，里
面收录了《保姆莽》、《和乌鸦做邻居》等沈石溪创作的很
多令人震撼的小说。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小说，是
《灾之犬》。

沈石溪拆了狗棚，想赶走花鹰，但花鹰不走。沈石溪就遮住
它的双眼，把他赶到一片林子里。三天后，花鹰还是回来了。



沈石溪气得踢断了它的骨头，可每当沈石溪出门时，花鹰还
是远远跟着他。

后来，他把花鹰引上山，把一块牛肉丢出悬崖，花鹰毫无戒
备，纵身一跃，咬到了牛肉，却掉下了布满荆棘的悬崖。可
当天下午它死里逃生，还是回来了。

一天，沈石溪在河里被鳄鱼困住了，花鹰突然出现在他的视
野内，沈石溪喊：“花鹰，救我！”，它听到了后，义无反
顾地跳下了水，与鳄鱼厮打了起来，沈石溪趁机逃到了岸上。

沈石溪对花鹰的态度改变了，他搭好了狗棚，做了一锅红烧
牛肉，等着花鹰归来。

沈石溪一定万万没想到，自己憎恨到极点了的花鹰，最后在
自己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竟然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都
说狗是动物中的忠臣，这个故事印证了这一点。

故事中的猎狗花鹰之所以被称作“灾之犬”，是因为谁做了
它的主人，谁就会遭到没完没了的祸害。

作者沈石溪也是如此，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将它丢弃，甚至是
迫害它……然而，故事中的花鹰无论受到主人怎样的打击，
驱赶与迫害，在主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忠诚的秉性仍驱使
着它义无反顾，舍身救主……这样令人感动的行为即使是我
们人类也未必个个都做得到啊！

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会毫无保留地伸
出援手。你对他的伤害在他的心里早已幻化成浮云。

也许他平时对你并不热情，在纸醉金迷的欢乐场上看不到他
的身影，只有当你真正陷入困境之中时，他才会挺身而出，
哪怕舍弃自我也要保全你、帮助你。



小狗花鹰尚且知道报恩，何况我们的朋友呢？当你慢慢长大
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友谊才是你一生中所积累的最宝贵
的财富，朋友才是在危难时帮你脱困的贵人。

灾之犬读后感篇四

《灾之犬》是我在沈石溪小说集《野猪囚犯》中读到的，里
面收录了《保姆莽》、《和乌鸦做邻居》等沈石溪创作的很
多令人震撼的小说。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小说，是
《灾之犬》。

沈石溪拆了狗棚，想赶走花鹰，但花鹰不走。沈石溪就遮住
它的双眼，把他赶到一片林子里。三天后，花鹰还是回来了。
沈石溪气得踢断了它的骨头，可每当沈石溪出门时，花鹰还
是远远跟着他。

后来，他把花鹰引上山，把一块牛肉丢出悬崖，花鹰毫无戒
备，纵身一跃，咬到了牛肉，却掉下了布满荆棘的悬崖。可
当天下午它死里逃生，还是回来了。

一天，沈石溪在河里被鳄鱼困住了，花鹰突然出现在他的视
野内，沈石溪喊：“花鹰，救我！”，它听到了后，义无反
顾地跳下了水，与鳄鱼厮打了起来，沈石溪趁机逃到了岸上。

沈石溪对花鹰的态度改变了，他搭好了狗棚，做了一锅红烧
牛肉，等着花鹰归来。

沈石溪一定万万没想到，自己憎恨到极点了的花鹰，最后在
自己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竟然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都
说狗是动物中的忠臣，这个故事印证了这一点。

故事中的猎狗花鹰之所以被称作“灾之犬”，是因为谁做了
它的主人，谁就会遭到没完没了的祸害。



作者沈石溪也是如此，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将它丢弃，甚至是
迫害它……然而，故事中的花鹰无论受到主人怎样的打击，
驱赶与迫害，在主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忠诚的秉性仍驱使
着它义无反顾，舍身救主……这样令人感动的行为即使是我
们人类也未必个个都做得到啊！

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会毫无保留地伸
出援手。你对他的伤害在他的心里早已幻化成浮云。

也许他平时对你并不热情，在纸醉金迷的欢乐场上看不到他
的身影，只有当你真正陷入困境之中时，他才会挺身而出，
哪怕舍弃自我也要保全你、帮助你。

小狗花鹰尚且知道报恩，何况我们的朋友呢？当你慢慢长大
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友谊才是你一生中所积累的`最宝贵
的财富，朋友才是在危难时帮你脱困的贵人。

灾之犬读后感篇五

巴别塔之犬读后感，如何让狗狗说话呢?这是这本书带来的故
事，一起看看巴别塔之犬读后感吧!

巴别塔象征了人和人之间难以融通的隔阂，主人公保罗所要
面对的不是如何让他家的狗开口说话的难题，而是他和妻子
间幸福生活下潜藏着的观念鸿沟。

他们彼此相爱，但并不能彼此理解，对于生活习惯和爱好的
争端从未停止。

保罗深爱妻子露西，因为她带给他惊喜和快乐，但他忽略了
在快乐表面下露西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在断断续续讲述自己过去的时候，露西渴望抚慰，然而保罗
没有给。

在冲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面具发火时，露西渴望理解，但保
罗没有给。

露西努力过，在面对阳光的时候露出笑容。

也试图用爱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从一开始，她便是疯狂的任性的自我的，在她自己编织虚幻
的世界里认真地做自己。

那些潜伏在身体里的恐惧、偏执、极端、绝望如影随形，一
触即发。

她歇斯底里的哭叫，究竟是对自己感到恐惧?还是对自己最亲
近的保罗无法认同自己的悲伤?自杀，究竟是对自己的绝望?
还是对保罗的绝望?或许露西从来不真正了解自己，在她整个
生命里。

也许只有在制作面具的时候，她才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孤独。

那些“恐怖”面具，每个都有不同的生命轨迹，每个都有自
己异于寻常的故事，每个面具的诞生都是她一次交付灵魂的
过程。

戴上面具，他们所发生的事便成了露西的。

面具之后，露西乐此不彼地扮演别人的角色。

保罗不曾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他至爱的妻子。

露西找不到一个出口，让保罗走入她的世界她的内心。



一次次的争吵、伤害后换来的只是回避和妥协，这块甜腻的
生活蛋糕开始慢慢变质。

露西在爱人的世界依然孤独着。

身边的这个人，是最爱的，是至亲的，可是在她的世界里他
是陌生的，在她的世界里，除了她自己，唯一拥有的只是抑
郁、病态的灵魂。

到最后，谁是谁的.谁还不是一样。

孤独，每个人都一样。

“巴别塔”的主人，骄傲又脆弱，孤独是唯一的忠实访客。

走不进来，又出不去，是否因为太爱自己?

《巴别塔之犬》中最悲哀的不是那个鳏夫，也不是那只被强
迫学说话的狗，而是那个终于等不到男人来写这个故事，自
己动手的女作者——帕克丝特。

《巴别塔之犬》借助了侦探小说的结构，一桩命案的侦破。

一个人意外死去了。

她的死亡充满了重重疑点，甚至无法断定是意外死亡还是自
杀。

不过不是大侦探而是她的语言学家丈夫，凭藉对妻子的思念
和不解，开始试图解开这个谜。

故事开始就是保罗•艾弗森，一位语言学教授，打电话回家，
发现妻子从苹果树上摔下来死掉了。

葬礼过后几天他发现了异常，他们的书架被动过了，或者说，



他妻子死之前动过了一些书籍的位置，还有就是他们的爱犬
罗丽在当天吃了一块牛排。

他陷入了迷局，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位唯一的目击者，知道
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相信“狗是最完全的目击者”，“如果它们可以把见到的
一切告诉我们，便足以缝补、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诸多鸿沟”。

于是，小说在第11页就泄露了天机。

它在讲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诸多鸿沟，如何难以缝补、弥
合的故事。

这可不是一部好侦探小说的格局，真相早于书的一半出现，
会让人兴味阑珊。

然而作者很聪明地给予补偿，他把读者的目光引到这个颇有
些科学探索精神的问题上：狗真的可以说话吗?他开始一系列
的练习和实验，以任何可能方法让罗丽增加生理和心理上的
能力，以了解人类的语言。

这位身为人类的语言学家，想让他的狗开口说话，以了解那
个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甚至和一个听上去毛骨悚然的组织——他们给狗动
手术，改变狗的脑部结构，想让狗嘴里吐出人话——搭上了
线。

这个有点滑稽的想法很快就陷入了悲情。

从来没有一只狗让人如此忧伤，查理•布朗的史努比也做不到。

过去的美好片断一点一点从已逝的时光中拼凑起来，露西，
他的妻子，时而清晰地出现在迪斯尼的燃放烟火的夜晚，时



而藏在一个面具背后，仿佛完全摆脱了地球的重力。

罗丽，它是一只巴别塔之犬，它寓意人和人之间的无法跨越
的天堑。

这才是这个故事的精华所在。

保罗一直以为他和露西说着同一种语言，共同建造着他们的
巴别塔。

在他的研究计划进行过程中，露西渐渐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她和他，并不是说同样的话。

他对她隐藏的痛苦并非感同身受。

故事里保罗语言学家的身份，看上去似乎是个讽刺，而身为
面具设计师的露西，也似乎从未摘下那层隐形面具。

当然，关于巴别塔的隐喻，已经被用得太多，而失去了读者
对之的敏感力。

但《巴别塔之犬》又进了一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在获奖致词里说：“一般对巴
别塔故事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

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

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顺利进行，
天堂便可达到了。

但那是谁的天堂呢?”是啊，那是谁的天堂呢?保罗以为他和
露西共有一个天堂，但那只是他以为的天堂。



如果只存在一种个人的天堂，就好比是现代办公室的一个一
个格子间，那么注定人与人之间无法“天堑变通途”。

迪斯尼，这个后现代的产物，是他们梦想中的巴别塔的梦幻
呈现。

故事后半部分的心灵治疗和神秘塔罗牌，更令人感到这隔绝
的痛楚。

小说或侦探故事里的世界，本质上就是现代的城市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生活，人性都完全不同于前现代时期，
一种与自然或社会的更为广阔的交流已经不可能了。

小说中迪斯尼和仙女童话的桥段，真是悲哀至极。

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我觉得你肯定是个欢乐英雄。

一直不喜欢看外国的作品，复杂的人名，冗长的叙述让人顿
失阅读的快感。

前些日子无聊从图书馆借了本封面看起来比较新的小说《巴
别塔之犬》，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身对狗狗的兴趣吧。

本人看书比较拖拉，而这本小说我用了三四天在几节无聊的
课上就搞定了。

这是美国新生代女作家卡罗琳?帕克丝特的一部爱情悬疑小说。

丈夫保罗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要找到妻子坠树身亡的真相，
于是决定教会唯一的目击者-----家里的宠物，一只名叫“罗
莉”的狗说话，道出真相。

保罗的调查步步推进，他也越来越心痛的发现妻子露西死去
的真相：精神上本身有一些问题的露西逐渐感受到了与最爱



的人之间的距离，孤独，无奈，伤感，抑郁，最终绝望到选
择了自己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有人评论说“这是一部关于回忆、语言、悲伤和救赎的故事，
一次另人心碎的探寻。”

文章故事情节悬念迭出，字里行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语言
干净利落，很少有冗长的句子。

与形式上的清新明快相反，读罢作品，萦绕在心头的是一种
难以名状的情绪，一种阴郁，一种无奈，一种痛苦，总之让
人心里很是难受。

小说中的一些新奇神秘的情节很是吸引人，从一开始的方形
煮蛋器、迪斯尼之旅、化妆舞会、给死人做面具，再到后来
的塔罗占卜等等。

伴随着这些情节的是是露西越来越琢磨不透的性格和心理，
以及作为读者的我越来越不安的情绪。

“露西为什么会死去?”我觉得这个问题意义极其深刻。

在我看来，露西是死于距离，死于不信任，死于心理过多的
不安全感，死于一种人类普遍的无奈的悲剧宿命。

书中有一个情节给我印象很深，就是露西为死去的少女珍妮
弗设计的面具:“乍看之下这个面具只是简单的呈现了珍妮弗
的笑脸，单若再仔细看，就会发现这张微笑的脸只是一个面
具。

你会看到这张脸周围呈现出模糊的盾形轮廓，有点像用来象
征剧场的那种悲喜表情面具。

在这个面具底下才是珍妮弗真正的脸孔，而相对于面具的开



朗，微笑和喜悦，这是一张既忧郁又闷闷不乐的脸.”无疑，
书中对这张面具的描写是具有隐喻意义的。

后文的一段话我觉得很好的与这张面具呼应着：“我们每个
人不是都有两颗心脏吗?秘密的那颗心就蜷伏在那颗众所周知，
我们日常使用的那颗心脏背后，干瘪而萧瑟的活着。”

很喜欢这张面具，亦很喜欢这段话，因为它们真实!现实中的
人们谁又不是如此呢?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哪个才是真实
的自己?是那个笑得最灿烂的笑脸，那个有力跳动着的心脏?
还是那张后面麻木呆滞的脸庞，以及那干瘪的蜷缩着的心脏?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当自我认知与定位出现了问题，又谈
何与他人沟通呢?我毫不怀疑露西对保罗爱情的坚贞，然而距
离从何而生?人与人之间真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吗?物理距
离从来不会等于心理距离吧。

一直很佩服那些人际关系处理的游刃有余的人。

在涉及人与人打交到的情形下，我自己似乎智商急剧降低，
脑海里不知怎的总是环绕着张爱玲，以及她的那句经典“生
命是一裘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

我在想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露西”只是“病情”有轻有重!
或许这从根本上无法解决，我们直能调节调节再调节! 以让
那颗干瘪而萧瑟的活着的心脏透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