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的好有哪些(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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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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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的好有哪些篇一

高中时曾看过正规出版社出的盗版《百年孤独》，译者黄锦
炎先生，那时候上校还叫做奥雷良诺，每日里挣扎于力学定
律和化学公式里的我，自然对此书只是走马观花，被翻来覆
去的一样的人名折腾得不轻。那时候还是首次听说魔幻现实
主义的我，对于生出猪尾巴的孩子，喝了一杯巧克力就可以
腾空十二公分，和香妃一样羽化成仙的美人儿雷梅黛丝，一
日不停地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雨，都有一种莫名的隔
阂感，那时的我不用说对南美的历史有所了解，甚至连哥伦
比亚的在南美洲的位置都不能准确的确认，所以，这本书之
于那时的我而言，其实并无异于一本二流的武侠小说——都
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东西，而书中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和奇奇怪
怪的人，亦不过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想象奇观而已。

后来随年岁渐长，又看了许多小说和非小说的`书籍，总时常
想起总该重读一下那本已经看过了事实上却等同于没看过的
《百年孤独》，却总也捡不起来。直至，在《新周刊》的某
期上，看到了马尔克斯家人授权大陆出版《百年孤独》，赶
忙跑到书店购得一本，但因俗事耽搁，直至近日才静下心来，
花了两日的时间，安安静静地重读了一遍。

大学时，看了许多国内当代作家的作品，在许多的作品里，



似乎都能看到《百年孤独》的影子。陈忠实的《白鹿原》自
不必说，简直就是《百年孤独》的汉化版，众多茅盾文学奖
的作品，我最爱此书。去年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看过莫
言的大部分作品，窃以为，莫言并无作品可超越《白鹿原》，
然《白鹿原》模仿痕迹太重，无论行文，结构，脉络，都极似
《百年孤独》。莫言的成名之作《红高粱》，及《》中都可
看到马尔克斯之影响。张炜的《古船》，余华的某短篇，亦
可看到马尔克斯的影子，足可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当代
作家的影响。

读后感的好有哪些篇二

某一年的暑假，我带着一本《百年孤独》从上海返回中原老
家。它奇异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
又使我昏昏欲睡。在返乡的硬座车厢里，我再一次将它打开，
再一次从开头读起。马贡多村边的那条清澈的河流，河心的
那些有如史前留下的巨蛋似的卵石，给人一种天地初开的清
新之感。用埃利蒂斯的话来说，仿佛有一只鸟，站在时间的
开端，用它的红喙散发着它的香甜。

但马尔克斯的叙述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有如飓风将尘土吹成
天上的云团：他很快就把吉卜赛人带进了村子，各种现代化
设施迅疾布满了大街小巷，民族国家的神话与后殖民理论转
眼间就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裸者与死者》的作者梅勒曾经
感叹，他费了几十页的笔墨才让尼罗河拐了一个弯，而马尔
克斯只用一段文字就可以写出一个家族的兴衰，并且让它的
子嗣长上尾巴。这样一种写法，与《金瓶梅》、《红楼梦》
所构筑的中国式的家族小说显然迥然不同。在中国小说中，
我们要经过多少回廊才能抵达潘金莲的卧室，要有多少儿女
情长的铺垫我们才能看见林黛玉葬花的一幕。当时我并不知
道，一场文学上的“寻根革命”因为这本书的启发正在酝酿，
并在当年稍晚一些时候蔚成大观。我捧读着《百年孤独》，
窗外是细雨霏霏的南方水乡。我再次感到了昏昏欲睡，我被
马尔克斯的速度拖垮了，被那些需要换上第二口气才能读完



的长句子累倒了。多天以后，当我读到韩少功的《爸爸爸》
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它比《百年孤独》还要好看，那是因为
韩少功的句子很短，速度很慢，搀杂了东方的智慧。可能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有些最激进的批评家甚至认为，《爸
爸爸》可以与《百年孤独》比肩，如果稍矮了一头，那也只
是因为《爸爸爸》是个中篇小说。我还记得，芝加哥大学的
李欧梵先生来华东师大演讲的时候，有些批评家就是这么提
问的。李欧梵先生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不，它们还不能
相提并论。如果《百年孤独》是受《爸爸爸》的影响写出来
的，那就可以说《爸爸爸》足以和《百年孤独》比肩。这个
回答非常吊诡，我记得台下一片叹息。

我的老家济源，常使我想起《百年孤独》开头时提到的场景。
济水，曾经是与黄河、长江、淮河并列的四条大河之一，史称
“四渎”，即从发源到入海潋滟万里，自成一体。济源就是
济水的发源地，但它现在已经干枯，在它的源头只剩下一条
窄窄的臭水沟，一丛蒲公英就可以从河的这一岸蔓延到它的
另一岸。站在一条已经消失了的河流的源头，当年百舸争流、
渔歌唱晚的景象真是比梦幻还要虚幻，一个初学写作者紧蹙
的眉头仿佛在表示他有话要说。事实上，在漫长的假期里，
我真的雄心勃勃地以《百年孤独》为摹本，写下了几万字的
小说。我虚构了一支船队顺河漂流，它穿越时空，从宋朝一
直来到20世纪80年代，有如我后来在卡尔维诺的一篇小说
《恐龙》中看到的，一只恐龙穿越时空，穿越那么多的平原
和山谷，径直来到20世纪的一个小火车站。但这样一篇小说，
却因为我祖父的原因有始无终了。

读后感的好有哪些篇三

读了孔子的《论语》一书，我的心得体会是：学习对一个人
来说是最重要的。孔子所提到的学习，不只限于书本，更重
要的是学习做人做事。因此，孔子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实践，
把所学的东西反复实践，真正掌握了，才会体会到喜悦。



读完了这一文，我知道怎样学习是最有效的。

读后感的好有哪些篇四

看完以后我在想，果然只有这种书才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
有人评论其晦涩难懂，言之无物。但我在阅读前几页时便陷
了进去。读完以后查阅到作者于逝世，更加惆怅。致敬伟大
的灵魂，走好，先生。

《百年孤独》的伟大之处不止在于作者不同寻常的叙述方式
以及细致入骨的刻画，更在于它是一本能够与死亡并驾齐驱，
赛过时间的巨著。这一本书无论中间的人物来来回回折腾了
几次，经历多少场人生的别离重聚，最终变得如同马尔克斯
在初期的描述一般“天地间一片永恒的幽暗。”

初期我以为作者意在刻画“家族观念”。毕竟几代同堂才能
构成这百年的故事。但是后来我发现作者他只是在平静的诉
说。不偏不倚。

寥寥数笔便让人感受到信徒以坚韧不拔地精神克服重重难关。
即便他不是主角，但马尔克斯并没有忽略这个细节。我觉得
会对小人物进行描写的作家一定是有极其丰富的人生经验的。
小人物的出现使得文章看起来接地气，愈加真实。毕竟我们
任何人放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过是一块小的不能再小的石头。

还有

“我们不走，”她说，“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儿
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还没有死人，”他说，“只要没有死人埋在地下你就
不属于这里。”

这里触发我回想起《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马丁叔轻描淡写的



一句“回忆如同用双手盛接雨水。”这些作家将他们对生活
的感悟融于作品之中，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无数
个日与夜的挣扎、哭喊、绝望以及不甘。最终释然，放下。
而成长往往是以血和泪为代价牺牲而来。

作者时而遣词造句犀利无比，“她辛苦多年忍受折磨好不容
易赢得的孤独特权，绝不肯用来换取一个被虚假迷人的怜悯
打扰的晚年。”

时而又恢复他温柔平静的本性。他的温柔是那种“已识乾坤
大，犹怜草木清”的温柔。

若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看了这本书可能会感到绝望。和鸡汤
里的论调相反。《百年孤独》里描述的现状是，性格决定命
运。未从根本处改变性格，任你重来多少次，该跌倒的还是
会跌倒。家境比努力更重要。布恩迪亚家族打下的江山即便
失手了还是留了一片福地给子孙后代。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
朽，钱财不过几张纸，风吹了就散;爱情不过几句誓言，青睐
的人每天都能换;权利荣耀，青春美貌，这些都太易碎易逝了。
当余音消散，人去楼空。最终只留下孤寂与死亡相伴。

书中的梅尔基亚德斯很好的诠释了一句话“你懂的越多，你
就越像这个世界的孤儿。”别人只道他性格无常，胡言乱语。
但“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书中开头他留下
的那封以梵文书写再加密的手稿，已经记载了布恩迪亚家族
的历史。如同电影《无极》一般。所有人的命运都被书写下
来了，任你觉得自己有多么的独一无二，都逃不过命运与时
间的冲击。

马尔克斯对人性的解读太过深刻。书中有人曾把爱情，把事
业，把家庭当做生活的全部，但最后又轻易的改变。枕边人
新鲜不过最初的一阵，事业拼搏到后期遇上瓶颈也就胆怯后
退，百年大家最终只靠女性苦苦支撑。人就是这样善变自私
又讨厌的生物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成为生活的全部，



生活就是它自己本身，是由非常多的元素组成的。一旦其中
任何一样比例过高，生活就会失衡。起初我觉得这本书太让
人绝望，直到后面我才发现作者是多么的温柔。

可能你也曾想过，生活是不是就这样了?书中的人也想过。可
能你觉得生活没那么甜，任何一切事物都是初期甜美，后期
变得苦涩。书中的人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没有什么可以永
垂不朽，没有一生一世的陪伴。孤独和失落才是人生常态，
快乐是苦中一抹甜，只能用来回味的。你从迷茫中挣扎着走
出来，奋斗一生，发现这世上竟然什么都不值得留恋，竟然
什么都留不住。宛如红楼一场梦，梦醒后，人去楼空。

就像幼时的你在抽泣，你脆弱渺小，身子单薄，什么都做不
好。你拼命盼着长大，盼着以后的自己勇敢起来。长大以后
你的确进步不少，但只要别人的一句话触及了你旧时的噩梦，
你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在房间闷头哭泣的小男孩儿。没人理解，
没人陪伴。

你绝望的哭喊，“这样的人生太糟糕了。”

马尔克斯温柔的摸摸你的头，告诉你说，“其实我们都一样。
”

读后感的好有哪些篇五

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故事，是现实世界及其困境、迷
信的一面镜子；它也是一个充满虚构的世界，吸引每一位读
者步入浮想联翩的幻境。这部作品采取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
手法，把现实和幻想、直叙与讽喻、写实和夸张结合起来，
加上《圣经》和印第安人的一些神话和传说故事，无异绘
出“一幅巨型壁画”，但却再现了活生生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