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的读后感(通用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和平的读后感篇一

《战争与和平》紧紧围绕着普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
夫和华西利四大贵族家庭展开，描绘了俄罗斯民族壮丽多彩
的历史图景。为什么说《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杰作？经典在
于托尔斯泰精湛的刻画和叙述。例如，在小说的开头，安娜
和舍勒一家举行了一次上流社会聚会：安娜的“向导”身份
非常有趣，比如将“a”引入“b”，或将与“d”交谈的“c”插入
到“e”和“f”之间的辩论中，对此她异常忙碌。后来，托尔斯
泰在晚会上通过人物的对话一针见血，指出了拿破仑激动人
心和战争前夕的历史和背景。说托尔斯泰引用了大量材料，
拜访了伟大卫国战争的参与者，还视察了当时的博罗基诺战
场，以描述战争的开始、经典和后果。很明显，托尔斯泰的
真诚努力造就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战争与和平就像生与死。他们为什么要联系在一起？没有战
争就没有和平。读完整本书后，我改变了看法。在列夫托尔
斯泰的内心世界里，战争与和平从来不是对立或孤立的。在
和平的环境中，人类心中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在阅读书籍时，
有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些人追求自己的荣誉。有些人追
求权利。有些人追求金钱。有些人追求欲望。追求越迫切和
疯狂，内心的战争就越痛苦。就像生与死一样，有些人活着
就好像他们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他们的灵魂仍然活着。
列夫托尔斯泰不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吗？他已经死了，但他的



灵魂和意识仍然活着，触动着后代的心灵。读完《战争与和
平》，我认为列夫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而且
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是一
个什么都知道的聪明人。因此，我对他无限的爱和崇敬给了
我记录我浅薄感情的冲动和勇气。

托尔斯泰普遍认为，在理性的视野中，自由意志是一种幻想，
是一种"瞬间不确定的生活感觉"。然而，在灵性观中，自由
意志是生命的整体，是人的精髓。我们无法想象完全的自由，
无论一个人想象的东西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无法获得
时空自由的概念，空间的运动，遵循必然的规律，时间上的
思维和判断也受到一系列限制的制约。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无
法想象我们的行为没有理由"理性的第一个要求是假设并找出
原因，因为没有理由，我们无法想象任何行动。我无缘无故
地举手，但我想无缘无故地做一件事，这就是我行为的原因。
"多么精彩的论点啊！如果托尔斯泰沉溺于对力学或生理学的
讨论，来反驳自由意志，那么他的论点至少会被科学的发展
所推翻，至少有牵连和优柔寡断，但他会跌跌撞撞，转向更
高的泛化水平，例如太极的钩子，这个结论很难动摇，这与
专业哲学家的结论相当！

总的来说，《战争与和平》中有一种年轻的精神，包括托尔
斯泰自己的精神。这种说大话有时会让人觉得非常扭曲，也
就是说，非常自信，想要表达出来。正如朝日所说，“把它
强加给你”可能是因为跨欧亚的关系，俄罗斯文学表现出非
常奇怪的一面，总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像中国的《红楼梦》和
其他大家族的风格。有人说拓实追求广度而忽视深度。这本
书可能有一点，每个人的变化都有点突然，但是，这正是这
部作品的伟大之处！通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托尔斯泰也
表达了对战争中遭受创伤的人们的同情。他是一位有情感的
作家。在阅读之后，俄罗斯人民在这场悲惨战争中的英勇和
爱国热情受到历史书籍的赞扬，也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顽强
性格和斗志，这是任何国家都不可阻挡的。



支持受压迫的农民。即使他们不了解宗教的含义，他们仍然
可以感受到安慰。我认为这可以被视为另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但是那个时代的俄罗斯农民没有条件去抵抗，所以他们应该
得到比阿q更多的同情。面对苦难感到无助的人群很难得到。
就像托尔斯泰当时一样，面对农民的满足和乐观，停止了物
质施舍，开始痛苦地反思他们与他们的差异和改变的可能性。

“嘿，嘿嘿……”一只白鸽停在我身后楼梯旁的窗户旁边。
我转身看着房子里温暖的黄色灯光照亮了房子。茶几装饰有
精致的茶具，新鲜水果和甜味。糕点，妈妈正在书桌前静静
地写书法，爸爸正在沙发上和她的祖父母一起看电视正在播放
“太棒了！我的国家！”当场景中壮观的大型航空摄影经过
时，祖国壮丽的山川带来的震撼和骄傲，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我很自豪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与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现
在的和平生活有多难。我希望战争永远消失。和平的白鸽将
永远留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和平的读后感篇二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了。

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读它，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年，我读了一
遍又一遍，最终才发现，这本书是我永远也读不完的。

有人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契机是为了探寻俄国
社会的出路，我却始终觉得这种观点过于片面。我认为，一
部真正伟大的小说，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
个小小的目的。从《战争与和平》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甚至宗
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既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说它主观，是因为
他来源于托尔斯泰的思考与总结，很多地方都打上了“托氏
烙印”；说它客观，则是因为他并不强加于人，而是对人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在“托化”的同时又逐渐凸显出自



己的个性来。

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以托尔斯泰的眼界之高、目光之远，
他未必会把人类的所谓政治放在眼里。从根本上讲，托尔斯
泰所关心的，应该是更广阔的精神与永恒。《战争与和平》
里面，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地借皮埃尔、安德烈的大脑来探
讨这个问题，探讨的最终结果，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也正是
其客观之处。他似乎希望我们去独立思考，并找出答案来。
然而，人的思想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所以，凡是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在心里构造了一部
属于自己的《战争与和平》。

应该说，《战争与和平》这部书最大的成就在于其思想性，
那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其它方面，它的成就也同样不凡。

托尔斯泰都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是很多人无法理解
的，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站在这么一个伟人面前指手画脚。
尽管他不抵抗，偏向农民，但这毕竟是他自己的个性，像很
多其他人的个性一样，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而且，我更认
为，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个性，托尔斯泰才成其为托尔斯泰，
否则他只是一介庸夫罢了。

《战争与和平》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托尔斯泰曾经
说过：“它不是传奇，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记事。《战
争与和平》只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
达内容的那种形式。”他说的是实话。孟子也曾有过类似的
言语：“吾辞达而已矣。”辞能达意，就这么简单。托尔斯
泰认为，文学只是表现思想的一种形式，作为形式，它远不
如内在的灵魂重要。后人读《战争与和平》，往往呼为史诗，
那样其实正好违背了托翁的意愿。真正读懂《战争与和平》
的人，最终会发现，这是一部思想的结晶，却非文学。而小
说的作者托尔斯泰，则纯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和平的读后感篇三

这天最后拜读完托尔斯泰的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心中
久久不能平静，感慨太多太多：

首先我认为《战争与和平》超过了我原来读过的所有的小说，
甚至包括我比较喜爱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百年
孤独》、《瓦尔登湖》……这本书好就在它的任何一个人物
刻画、景物描述、战争场面描述、心理活动描述、人物对话
描述等等，及至每一个段落、句子甚至标点都是那么恰到好
处，完美无瑕。

这本书描述得很真实，以几次真正的战争为背景，里面有真
实的人物：拿破仑、亚力山大、库图索夫等，它的真实还体
此刻，每一个人物的描摹都不是一出场就完美无缺的，他们
都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玛丽亚公爵小姐，她虽然长得较丑，但是她心地善良，屈己
待人，她一向都深爱着对自己严历到刻薄甚至精神虐待的父
亲;她成全女伴部锐昂小姐和自己的求婚人约会;她一向精心
照顾、教育自己的侄儿尼考林卡，及至到自己有儿女时都不
允许自己在行为甚至在思想上对侄儿不如自己的儿女;她的灵
魂是那么的高尚，正如丈夫罗斯托夫对她说的”人不是正因
美才可爱，而是正因可爱才美，“玛丽亚就是那个最美的女
生!我最喜爱这个人物。在我眼里，从内到外，这个人物都是
纯粹的完美无瑕的。尤其我最喜爱的场景是玛丽亚与罗斯托
夫的第一次相遇：”罗斯托夫立刻把这次会面当作一种奇遇，
一个没有保护的不胜悲伤的姑娘，独自遭受到粗野暴动农民
的横行!多么个性的命运把她带到我这来了她的面貌上和表情
上是多么温柔、高贵!“关于爱情的名言。

玛丽亚的育儿日记也是我所崇敬的，我同样对她的那种崇高
的道德世界感到惊异!



娜塔莎，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述跨跃很大：从一个天真烂漫
的小女孩写到多情美丽的少女、又写到完全献身家庭——丈
夫与儿女而完全抛弃自己的所有——包括外交、爱好和女生
的修饰等等，整个小说中人物娜塔莎的变化是最大的。对老
伯爵夫人的老年之后的描述是我十分喜爱的，奈何拙笔不能
表达深意，准备全部作摘抄以享之。

当然还有安德来公爵、矮小的公爵夫人，发西利公爵、俾利
平、索尼亚……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真不愧为大家手笔、
神来之笔!托翁在描述环境和心理相结合的水平着实让人叹为
观止：如罗斯托夫第一次参加战争”他对死亡和担架的恐惧、
对太阳和生命的爱惜，写得太传神了!安德来公爵第一
次“死”：“在他头上除了天，崇高的天，虽不明朗，然而
是高不可测的：感谢上帝……”太让人感动了!

经过一个半月的《战争与和平》的阅读，思想上得到了一次
深刻的启迪，灵魂上获得一次深刻的净化，真真切切地享受
了一顿文化大餐!对这本书，我真是有些爱不释手。读过一遍
后，又详细读了里面的精彩片断，并做了部分摘抄，从思想
意识中竞有些不愿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在此，我期望喜爱读书的人千万莫错过这本好书，不读《战
争与和平》，枉称读书人!

和平的读后感篇四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笔耕不断，曾著有多部佳作，
但就知名度而言，《战争与和平是》一部脱颖而出的鸿篇巨
著，它被誉为“一部史诗级般的巨作”。托尔斯泰在最后对
历史、民族的总结中，提了这样一句话：历史是一门关于各
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生活学问。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主题-
——战争与和平深刻关系。

这本书一方面以虚构的瓦西里、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博尓



孔斯基四个家族的生活为主要线索，恢弘地反映了19世纪初
期的俄国生活，构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作者歌
颂了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英勇的气概，并将俄国社会
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放置于战争这一特殊阶段，塑造出诸多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小说中出现的四大家族以及和
四大家族相关的贵族人物，被作者有意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趋炎附势、投机取巧为代表的瓦西里家族，他们不顾祖国的
安危，在国难之时仍沉湎于享乐之中；另一类则是以国家为
重、勇于在危难关头为国家排忧解难，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
而出，为祖国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东西。作者在赞美这
一类贵族人物的同时，也不忘描写普通人物中的杰出代表，
这些普通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不畏牺牲、英勇果敢的高贵
品质和那些身处高位却卑鄙胆小的贵族统治者形成鲜明的对
比。而“战争”与“和平”这两个词则生动地展示了战争前
后俄国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我读过许多的书，可从未读过以两个主题交织而成的作品，
伟大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让我开了眼界。《战争与和平》被
誉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真是名副其实！

和平的读后感篇五

手捧《战争与和平》，仿佛就置身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
这是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巨著，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宏
伟壮阔、生动逼真的历史画卷。我在书中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同时认识了很多鲜明的人物，给予了我很多的启发。

书中安德烈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积极
参军作战，看到妻子难产死去，一系列的打击使他心灰意冷。
但随后他渐渐振作起来，娜塔莎激起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于是他再次走上了战场。他经历了反反复复、时而兴奋、时
而落寞的痛苦的内心挣扎过程，他的一生都在思考生命的意
义到底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生活?最终，他为了向往的和平
生活付出了自己生命。



而他的好友皮埃尔宽厚善良、乐于施舍、不修边幅，他和安
德烈一样不安于自己的生活，却认真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把解决农民的痛苦、祖国的前途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我觉
得皮埃尔是英雄，他倾尽家产组织民团，亲赴战场与士兵生
死与共......为了国家的和平，他放弃了个人的利益，冒着
生命危险去刺杀拿破仑，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

战火最终停止了，和平终于来到。而书中的这些人物在十几
年的战争中慢慢成长，为祖国和平挺身而出，这是另我最为
感动的。

我们身处在和平年代，却在这个寒假迎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新型冠状病毒。很多人在这场疫情中不顾自己的安
危，冲在一线，正是有他们的无私付出，才迎来了这场疫情
的胜利。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年代，英雄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作为祖国的下一代，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好好学习，
珍惜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和平的读后感篇六

初中语文六册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选自《孟子告
子下》，历来都把这篇短文作为励志类的文章，激励那些在
困境中的人们。教参上的分析是这样的：本章讲的是造就人
才和治理国家的问题，孟子认为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造就的，
所以说“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有了这样的磨练，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
他又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提出了“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的
观点，这样就把造就人才的主、客观条件都说到了。短文由
个人说到国家，提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的论断，这是针对国君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执法
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君就会胡作非为;如果没有邻国的
侵扰，国君就会耽于安乐。由此自然导出这一章的中心思
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固然



可以，但并不是孟子的本意。孟子好辩，注重逻辑，这是公
认的事实。《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的
最后部分，是孟子的自述，论述的应该只是一个问题：个人
怎样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为了方便论述，我把教材中的短文
抄在下面：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
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
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
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由前文六个事
例得出的结论，还是对这六个人被“发”被“举”之后所做
事情的概述?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关系到对整篇文
章的理解。课文开头的六个排比句分别指出舜、傅说、胶鬲、
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人在被“发”或被“举”之前的
身份，在被“发”或被“举”之前，舜是一个农民、傅说是
一名建筑工人、胶鬲在做着小生意、管夷吾是一个政治犯、
孙叔敖在海边隐居、百里奚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市场换来
的奴隶，他们的出身都很卑微。如果说是对前文的论
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适合前面的所
有人。舜、傅说、胶鬲、孙叔敖等四人“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说得过去，种地、做建筑工人、
做小生意、隐居，生活可能都很清苦，吃不饱饭、很劳累也
可能是正常的事。但说他们“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有点说不通，难道这些人不满意自己的生
活?舜种地的时候、傅说修筑房屋的时候、胶鬲做着他的小生



意的时候、孙叔敖在海边过着他的隐居生活的时候，整天报
着鸿鹄之志，时刻想着成为王侯将相?管夷吾与百里奚，这两
个人动心忍性，还说得过去。据《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
管夷吾这个人出身卑微，做过生意，当过兵，但都做得不好，
后跟随公子纠。但在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王位过程中，公
子纠败。管夷吾作为囚犯本应被斩，后经鲍叔牙极力引荐。
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不但不斩他，还封他为相。在管夷吾的辅
佐下，齐国日益强大，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
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百里奚被秦穆公用五张羊
皮赎到，在被“举”之前，动心忍性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
而且一个人被“发”或被“举”后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伟大的
事业吗?这也不一定。历史上多少人被“发”或被“举”后，
仍然名不见经传。像赵匡胤这样黄袍加身以后就成为一代开
国君主的人实在太少，很多黄袍加身的人最后落得个叛臣贼
子、身死人首。被“发”或被“举”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
这后面的路还很长，这路怎么走，能不能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这不仅需要个人的素质，更需要你作出更为艰苦卓绝的努力。
因此这句话与前面的六个排比句应该都是对这六个人一生的
概述，前六个句子讲他们出身卑微，“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也”是说“上天把成就一番伟业的机会给了这些人”，后面
的句子概述他们被“发”或被“举”后历经磨难，他们“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但通过这些磨难，使他们的内心惊动、性情坚韧，竟然完成
了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伟业。“曾益其所不能”中
的“曾”作“竟然”讲更为合理一些。“竟然”有出乎意料
的意思，他们成就的事业，也出乎“发”或“举”他们的人
的意料。这样讲，更能体现孟子的逻辑。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文本的第二段“人恒过然后能改”。一
般的理解是：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按这样的理解，
有点鼓励犯错误的意思。难道错误也是成功之母?一个总是犯
错误的人，很难成就大事业。这有点说不过去。“困于心衡
于虑而后作”，心情困顿、思虑堵塞，然后才能振作。这在
第一段中的“动心忍性”已经作了论述，如果还这样论述，



显得重复。“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一个人的想法只有通
过自己的脸色或声音表现出来，别人才会了解。如果不是这
样，这些人又怎么能被“发”或被“举”呢?这在第一段中这
些被“发”或被“举”时，这些人的过人之处应该已经表现
出来了，不然也不会被“发”或被“举”，这样的论述也显
得多余。对于“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
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这些人在后来的
成就伟业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但他们都能及时改正;遇到困
难时，也会心情沮丧，但他们坚信自己一定能成功;更为重要
的是，他们能从别人的言行举止中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人们
是否满意，进而采取更为恰当的方法与措施。这样一来，文
句之间的联系就更紧密了。文本第一段是说这些人被“发”
或被“举”后成就了一番伟业，紧接着孟子深入一层，论述
他们为什么就会在被“发”或被“举”后成就了一番伟业?这
里有他们的主观条件，有他们的过人之处。这些人在
被“发”或被“举”后，在成就伟业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
也会有心情沮丧的时候，但他们能够从中解脱出来，能够看
到希望，他们能从别人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到事情做得怎样，
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进而按规律或人们
的意愿办事。这是这些人成就一番伟业的个人因素，这一点
尤为重要。不然的话，每个人都会成就一番伟业，可事实却
并不是这样的。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话，
普遍的理解是：孟子由个人成就伟业谈到治理国家的问题。
而我认为，这仍然是谈论个人成就伟业的问题。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君就会胡作非为，
如果没有邻国的侵扰，国君就会耽于安乐，时间一久，这个
国家就会灭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孟子在这里用了大
家都知道的道理来打了个比方，仍然是论述个人成就伟业的
问题。“入”是个人内心方面的因素，“法家拂士”就相当
于个人的主观条件、个人的过人之处，“出”是外部的艰难
险阻，“敌国外患”就相当于成就伟业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
艰难险阻。这样一来，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正如一个国家国



内没有执法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外没有邻国的侵扰一
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没有能够改正自己错
误、没有坚信自己一定能成功的信念、没有能透过现象看本
质的能耐，没有成就一番伟业的各种艰难险阻，这个人就不
会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人也就只能平平庸庸地过完
自己的一生。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孟子在末尾得出了这样的论断：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而这一句话应该是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
应该是：生死于忧患，生死于安乐。这样一来，这句话就可
以这样理解：艰难险阻能让那些不怕困难、迎难而上、有过
人之处的人成就一番伟业，如果安于现状，一个人只能是平
平庸庸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对于《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这篇
短文，这样的理解符合儒家出世的思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理念，我想这也许才是孟子要表达的意思。

和平的读后感篇七

《战争与和平》给了我许多东西，包括宇宙万物运行的道理、
人生的启发以及心灵上的慰籍。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皮埃
尔这个人物，并在精神上把他当作一个知心朋友来对待。他
随和、善良、落拓不羁、贪享受却又没有贵族老爷的架子，
常常沉浸在精神世界里以至于显得魂不守舍，这些特点都让
我感到亲切。娜塔莎很可爱，不过略显轻浮了些，所以一经
阿纳托里诱惑便放弃了对安德烈的爱情。经历了战火洗礼后
的娜塔莎沉稳多了，成熟多了，但同时她又失去了以往的活
泼与快乐。安德烈则是另一种性格，他冷峻、聪明、善良、
敏感，但遇事往往缺乏皮埃尔的那种宽容气度，所以常常后
悔。安德烈的死很可惜，但除此以外，我们找不到一个更好
的结局来安排他，毕竟在临死时他彻悟了。

《战争与和平》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值得我们咀嚼回味，
如罗斯托夫一家因战乱迁出莫斯科时娜塔莎与皮埃尔告别的
场景。娜塔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到穿着邋遢匆匆走过的



皮埃尔，就向他打招呼。他们简单聊了几句，皮埃尔因为痴
恋娜塔莎又考虑到自身的处境而显得漫不经心，最后他向娜
塔莎挥手道别：“明天，不!再见，再见了。”随即停下脚步
落在了马车后面。娜塔莎则好一阵子还把头伸出窗外，对渐
渐远去的皮埃尔露出亲切、快乐的微笑。

这一段特别使我感动，虽然他们之间的谈话非常平淡，几乎
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战争阴影下人与
人之间的依依真情。尤其是皮埃尔那句：“明天，不!再见，
再见了。”更加可贵。他似乎觉得这一分别，与娜塔莎将永
无再见之日，战争逐渐临近，明天风雨不定，所以说出这么
看似不经意却沉痛之极的话来。

有人说，托尔斯泰那种僧侣式的不抵抗主义使得他像个可笑
的懦夫;又有人说，托尔斯泰属于农民阶级，他所提倡的农民
宗法制观点带有很大局限性。对此，我要说，我们这个世界
所缺乏的正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因为人类太好胜了，
他们不但要超过自己的同胞，还想进一步征服那生养自己的
大自然。很明显，人类是不可能征服自然的，他们将为自己
的好胜付出代价，酸雨、臭氧层空洞、大气变暖，这一系列
的事实难道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至于所谓的农民阶级局限性，
那是不值一哂的，如果拿阶级来划分托尔斯泰这样一个伟大
而超前的人物，就好比用米尺丈量地球，可笑透顶。

不管怎么说，托尔斯泰都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是很
多人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站在这么一个伟人面
前指手画脚。尽管他不抵抗，偏向农民，但这毕竟是他自己
的个性，像很多其他人的个性一样，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
而且，我更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个性，托尔斯泰才成
其为托尔斯泰，否则他只是一介庸夫罢了。

《战争与和平》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托尔斯泰曾经说
过：“它不是传奇，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记事。《战争
与和平》只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



内容的那种形式。”他说的是实话。孟子也曾有过类似的言
语：“吾辞达而已矣。”辞能达意，就这么简单。托尔斯泰
认为，文学只是表现思想的一种形式，作为形式，它远不如
内在的灵魂重要。后人读《战争与和平》，往往呼为史诗，
那样其实正好违背了托翁的意愿。真正读懂《战争与和平》
的人，最终会发现，这是一部思想的结晶，却非文学。而小
说的作者托尔斯泰，则纯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和平的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阅读了《战争与和平》，这是一本讲述战争背景的
书籍，描写了四大贵族在战争中仍然享受着和平和宁静的生
活，他们希望在战争中寻找机会建立自己的战功，获得荣耀，
而底层的俄国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光是俄国，即
便是发动了战争的法国，受害的也是底层老百姓，托尔斯泰
用战争与和平的不同生活状态来表达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人
民的深切同情，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的生活!

拿破仑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和军事
才能，但他发动的战争也对人类带来了灾难，总之一个伟大
的政治家身上，会体现出才华与罪恶。1820xx年，拿破仑发
动了战争，俄国也引燃了战火，当战争来临时，俄国的贵族
与底层人民都奋起反抗，只不过大多数贵族是为了荣誉和战
功，老百姓则是为了保家卫国。战后不管胜负如何，上层人
士仍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跳着快乐的舞步。但是在这场
卫国战争中，俄国贵族的青年们也有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他
们接触了欧洲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思想正在发
生改变。

纵观全世界的战争，受伤的永远是底层的人民，他们付出生
命去参加战斗，死后不过是一具枯骨，无人理会和纪念，时
过境迁变消失在历史的场合中，而那些靠战争建立了功勋的
人，世世代代享受着功绩和荣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这是不
公的。



通过卫国战争的胜利，托尔斯泰也表达了对在战争中收到创
伤的各方人民的怜悯之心，他是一位有博爱观念的作家。读
后感.俄国人民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和和爱国
热情，被史书称赞，也表现出了俄国人民这种顽强的性格和
斗志，是任何民族都打不垮的。

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背景中，俄国还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当
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渗透进来时，他们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一个大国仍然要被强大的小国冲击和压迫，当然这也给俄国
的社会进步带来了契机。

我们珍惜和平，享受着和平带来了幸福生活，而我们也要为
保护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和平的读后感篇九

托翁反复强调的历史观：历史并非英雄史，英雄绝不是时代
的操纵者，而是顺应时代的产物。所谓的胜利者，能够看透
时代的本质，懂得那潜在的“力量”，顺势而为。

战争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有着无法估量的复杂性。我们对于
它的静态了解远远不够，况且它还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在
此情景下，科学理性的分析往往不能带来预定的效果。

安德烈和比埃尔一样，对现实生活很不满意，一向在努力给
自我的生活赋予一个理性的解释，给生活赋予意义，使自我
能坦然理解当下的生活。安德烈临死前拥抱了上帝获得解脱，
比埃尔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幸福，以政治改革为己任。最终并
没有找到那个“理性解释”，但似乎已到达了自我想要的结
果。

在寻求过程中，安德烈找到了“真”，即娜塔莎的纯真，但
这份纯真却给他带来了新的伤害，间接将他领向死亡。而比
埃尔首先找到了“善”，加入了教派，妄想经过“善”实现



自我的价值，但依旧体会到的是和以前一样的虚假。

安德烈临死前意外地与阿纳托利和娜塔莎重逢，这些以往给
他带来伤害的人同样正在面临痛苦，面临失去他们最珍视东
西的痛苦，而此时的安德烈感受到的不是“恨”，相反却
是“爱”，是一种上帝的“博爱”，即对生活达成谅解，坦
然理解生活“美”的一面。

比埃尔在失去一切以后遇到了普拉东，普拉东身上具有一种
天真的乐观，受其感染，比埃尔放弃了对理性思考的盲目追
求，开始学会感受生活中的“美”。

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所做的这一切，自我的所有努力，对
自我和生活有任何改变吗？并没有！最终只是与生活达成谅
解而获得内心的平静，而这是不是也能够看作是一种屈服？
无论你的梦想有多伟大，无论你对探索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最终还是回归到平凡的洪流，被大潮裹挟着消失在时代的潮
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