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巴金的读后感(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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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帮助!

巴金的读后感篇一

锲而不舍的终于看完巴金先生的名著《家》，下面来谈谈我
的感受吧！

对于结尾，我是始料不及的，感觉就像是吃到一块很美味的
蛋糕，很想再吃第二口的时候就突然没有了，不见了！原以
为还能看到觉慧独自去了上海后能等来觉民和琴相聚，然而，
巴金先生就这样停笔了，或许故事还没有结束，看着先生写
的后记，他说他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想我也不是一个冷
静的读者！

《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
对待这本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
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我始终记住：
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愤，
我也有喜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青春毕竟是美丽
的东西。不错，我会牢牢记住：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那
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泉源吧。

先生二十七岁写下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我这个小小的读
者在二十七岁被他的精神所鼓舞着！



没错！！我是爱阅读的！书不是胭脂，却使人心颜常驻。书
不是棍棒，却使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能带人飞翔。
你在阅读上花的每一秒都不会荒废，某一天，它会以你意想
不到的形式回报于你。读书，为了遇见更好的世界！

巴金的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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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的读后感篇三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叫《巴金》的书是巴金写的短篇小说，
很好看，都很令我我感动，我最喜欢的.是《长生塔》。

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很伟大的
皇帝，他有很多的大臣和妃子，他一直过着很快乐的生活。

皇帝也避免不了衰老。不长时间，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觉
得自己老了。就命令各位大臣，给他找长生秘方。

他们找遍了各个地方，都没有踪影。有一个老臣说：“有一
个叫长生塔的建筑，站在上面就可以长生，但是这座塔已经
倒了。”但是皇帝并不生气，他下令让全国的百姓都来建这



个长生塔。

长生塔就像长城一样，为了建塔，死了很多人，最后终于建
成了。皇帝一上去，塔就倒下了，皇帝也被埋在下面了。

我认为这个皇帝真是个恶毒的人，死了很多的人呐！反正他
害死了百姓，自己也得死，世界上没有不老药。

巴金的读后感篇四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刻了解了家的重要性。有的人有家却不懂
得珍惜，有的'人没有家却盼望有家，家不就是一家三口快快
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吗？看了《家》这篇文章，我大概明白了
一些道理。家是爱的居所，只有在那里才有最动人的真情。

巴金的读后感篇五

本人有幸参加了农工党市委组织的读书节活动，获赠龙应台
写的《孩子你慢慢来》一书，假期看完该书，深深被书中流
淌着的温情细腻的`母爱所吸引。

书中主要写的龙应台陪伴两个孩子华飞和华安的成长中的点
点滴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华飞能在不同场合上变换着说四
种语言，这让我想到了我儿子，他现在六岁半，跟爷爷奶奶
交流时讲普通话，跟外公外婆说苏州话。孩子是在潜移默化、
不知不觉中慢慢成长的，在不经意间你会发现孩子又进步了。

读完整本书后，我感悟到陪伴成长是最好的教育，不急不躁，
等待那些生命的自然成长，等待花儿慢慢的绽放。我不由的
想到早上起床后的场景，“快点刷牙”、“快点换鞋
子”、“快点吃早饭”，其实说与不说结果都差不多，每天
还是八点左右到幼儿园，我也要改变下自己的方式方法了。

好了，我要回家拥抱我的儿子了!



巴金的读后感篇六

《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惠的悲
剧事件。《春》不是表现为对美好婚姻的追求以及这一追求
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不合理的，丑陋的婚
姻制度对于妇女的摧残和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批
评。淑英和惠一样，要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结婚，这之
间更是没有甚么感情基础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可以说这种
婚姻就是一次安排，一种结合，并且是被动的，注定失败的，
带给双方都无限痛苦的结合。但是淑英最后对于这种婚姻制
度进行了反抗，她逃出了那个家庭的束缚。然后，小说却让
惠死去了。事实上，巴金之所以这样将截然不同的命运赋予
了她们，其实也是一种反衬，一种对比。更加鲜明地突出了
惠，以及更多这样的女子的悲惨命运的结局以及被封建制度
所迫害的心灵。惠的死亡就是一声再嘹亮不过的呐喊。然而，
巴金仍然让我看见了希望。那就是淑英巴金春读后感3篇巴金
春读后感3篇。她的挣扎，她的重生，她的反抗，她的声音无
不展现了无限的战斗的信心。

看完《春》之后，我总是感慨很多，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当今
这个时代，和这个崇尚自主婚姻，自主意志的社会中是相当
幸运的。我们，可以在平等的氛围中求学，可以在自己喜欢
的学术领域中汲取知识，大展宏图。并且，也能够在恋爱和
婚姻中选择自由，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承担应当的责任。
但是，读完《春》之后，我才领悟的更深，这些许的快乐，
可以说都埋葬了很多不幸的人生。那是许多泪水和血水所交
融的日日夜夜。

虽然我不能更真切的感受到《春》中淑英的那种挣扎，也不
能很深刻的体味这中间的辛酸，痛楚，无奈，甚至是悲哀。
但是，我却被她们的愤怒和面对愤怒的姿态所触动。

巴金春读书笔记



巴金是我很喜爱的以为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好评如潮，最
近我又读了巴金的《春》。《春》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
的第二部，也是《家》的延续，当我读完这本书心情变得沉
重，三个主人公也在我的脑海挥也挥不去。

觉民：觉新的二弟，他一面踏在二千年历史的封建旧土地上，
一面踏在“五四”的新土地上。曾经的他也一样的迷茫过，
但他最终选择了抵抗，他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朝气蓬勃的知
识青年。他积极参加社团工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天说地。
他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当他三妹觉英遇到困难时，不顾一
切地帮助她，挽回了一个在悬崖边徘徊不知所措的青年，让
她接受新的生命，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在那个社会里，做
到这些都需要勇气的，但他做到了。这让生活在新时代的我
佩服许久，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要的不是服从，而是
挑战。

觉慧：觉新、觉民的三弟，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让
觉民重新树立了信心，更是许多人学习的榜样。他是高家三
兄弟中最早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他实现了在当时社会很难实
现的愿望，是巴金先生笔下的英雄，更是新思想的捍卫者。

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高家三兄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书
中有一句话很妙，春天是我们的。

的确，春天是我们的。

巴金的读后感篇七

《家》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写的一3部关于批判迷信，旧制度，
旧礼教，鼓舞人们勇敢地向腐朽与落寞作斗争的影响深刻的
小说。书中大胆地刻画了鸣凤，琴，梅，瑞珏，许倩如等诸
位性情迥异的女性形象，在这几位女性中作者又用独运的笔
端让鸣凤，梅，瑞珏以及其揪心的悲剧收场，在其中我对鸣
凤这个人物形象印象极深。



一、鸣凤出场

在第二回里作者就安排鸣凤出场，在此之前仅交待了觉民觉
慧二人。鸣凤在觉民觉慧下课后喊他二人去吃饭，作者接着
就来个人物肖像描写。“瓜子脸庞”，“苗条的身
子”，“明亮的眼睛”，“脸颊上的两个酒窝”。简单几句
就刻画出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形象，接下来，作者又加了
句“觉慧笑了笑，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里消失了，才走进自
己的房间”这是作者的暗示手法，上来就给读者一个提示，
提示觉慧与这位婢女的不同寻常。

鸣凤第二次出场是在这天夜里，琴和觉民在房间里谈心，觉
慧在堂屋里自我发泄，他不自觉地叫鸣凤去倒茶，然后在鸣
凤端茶前后就有了二人精彩的相遇。觉慧在鸣凤出门时故意
将两只脚放开站在门中央堵住她的路，“三少爷，让我过
去”“三少爷，太太要我去做事，去晏了要骂的”鸣凤低声
说。“你告诉太太你在我这里有事要做”觉慧笑着淡淡
说。“笑”字在这里用的太妙了，一位三少爷为何要对一位
普通的婢女言笑，为何又逗她开心？为何为了安慰恐惧的婢
女用了“淡淡地”一词？作者经过两次出场，一次暗示，几
句细节描写已经向读者坦白：三少爷喜欢上了婢女鸣凤！

三少爷喜欢上了鸣凤，那鸣凤是什么态度那？是欣喜，是恐
惧，还是什么？接着读下去，作者又安排第四回用全篇的笔
墨采用鸣凤自述身世和精细的心理细节描写又向读者进一步
描绘出她的善良，她对主人的忠心，甚至她的屈从，还有她
迷人的身体，加之她对自己的担忧。到此回结束时鸣凤又想
起了觉慧，她一想到他心灵就舒展开来，内心也感到了一丝
温暖，她甚至在盼望觉慧向她伸手，但她似乎又意识到有些
不太现实，她意识到她的婢女身份，她有些退缩，但毕竟是
她也已经喜欢上了三少爷了！

二、花园折梅



三、窗前立誓

再有对鸣凤比较细致的描绘时已经是第十六回了，晚上鸣凤
听婉儿说要在她俩中间挑一个去给冯老太爷做姨太太，两个
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在房间里探讨起来了，恰巧觉慧经过鸣凤
窗下时给听到了这件事情，觉慧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想问个
究竟，就在跪在鸣凤窗下的椅子上小声的跟鸣凤探讨起来。
觉慧激动的问“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那又怎么
办？”觉慧想要鸣凤的一个誓言，看作者是怎么写的“鸣凤
痴痴地望着她，半晌不说话，忽然眼里淌下泪来，她也不去
擦它们，却把心一横，十分坚决地说道：我不去！我决不去
跟别人。我向你赌咒！”

四、投湖殉爱

当作者的笔勾勒到第二十六回，我知道悲剧终于要来临了。
她被周氏给唤去并被告之她被老太爷选中了要去给冯乐山做
小老婆去了，鸣凤伤心地哭，绝望的哀求周氏希望能放过她。
周氏同情她但又帮不了她，因为周氏也是老太爷的一颗棋子
而已。到最后鸣凤不哭了，她累了，她无力去哭了，她希望
平时待她可以的周氏可以救她，但她失望了，这是她求助的
第一次破灭。

她从周氏那出来，又燃起了第二次求助的欲望，她要去找曾
给她许诺的觉慧，她要去找她最爱的男人去救救她，她想进
他的房里跟他说求他救她，但刚要跑进去的.瞬间觉慧房里的
灯熄灭了，她的求助第二次破灭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里，痛苦的哭着，伤心地哭着，这么一个弱
女子这么一件巨石自己一个人扛着扛着。就这样她过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想到了那个曾许诺给她幸福和家庭的男人，她必
须要对他说，因为明天她就要去给别人做小老婆去了……她
鼓足勇气冲进他的房间，他在忙在写他的文章，他没有时间
搭理她，他打断了她的话，他还贪婪的夺走了她的初吻，后



来觉民回来了，鸣凤还没来的及说觉民就回来了。她的求助
欲望第三次破灭了。

她带着觉慧给她的一个吻绝望的朝着花园深处走去，她站在
湖边回想她受过的苦，她流过的泪，她想她那场朦胧的爱情
她的男人曾给她的承诺，她的卑微的身份又必须去给人家去
做小老婆让一个老头子吞噬自己的身体而没有一个人去救救
她，爱她的男人也不能！她绝望了，她听到有人在呼唤她，
但接着又消失了，这是她幻想的第四次破灭。

作者用四次情节的起伏安排最终使她选择了冰冷的湖水……

五、鸣凤鸣凤

刚烈的鸣凤走了，但她只成了一个牺牲品，那个公馆里就像
任何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连以前喊着要让她做三少奶的
觉慧似乎也淡忘了她，他是内疚的，他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
他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第二十八回中觉慧又在梦中梦见她，
他俩在枪林弹雨中私奔他俩向着自由逃跑————-但这有何
用处？纯情的鸣凤宁愿以死殉情也不愿给别人做小，她的刚
烈令我折服。

巴金的读后感篇八

巴金的《春》是一本很好的教材，让我了解，那个我不曾到
过的年代，那个充满了对女子的轻视的年代。虽然我不曾有
那段历史的记忆，更难以像那个年代的生活，但是巴金的书，
他的文字却让我感动了，《春》是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第
二部，看完这本书，我有很多的感触，说给大家听一听吧!

《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高公馆里，高觉慧走了之后，他的
妹妹高淑英又要被迫嫁给陈克家的第二个儿子。这个人吃喝
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一应俱全。淑英本来就不愿意，再加上
她亲眼看见婢女婉儿嫁给冯乐山后，天天被打被骂，还要伺



候冯老太太。蕙嫁给郑国光后，被他们折磨致死，死后还不
能入土的惨状。于是，淑英下定决心，到了上海投奔三哥觉
慧去了。

看完这本书，我觉得那个时候简直不把女子当人!就说蕙吧：
蕙生病了，郑国光就知道请中医，而且三四天后才告诉蕙的
家人。觉新已经提出需要请西医，而蕙的父亲周伯涛居然说
我看请西医不大妥当，西医治内病不行!最后蕙死了，她的父
亲居然还向着郑家，说郑国光是当代奇才，是蕙自己无福消
受，还说蕙是被西医治死的!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父亲!淑英就
不同，她虽然消沉过，但是他听从了三表哥的话，不能听天
由命，要站起来追求自己的幸福!于是她走了，也为那个时代
创造了又一个新女性。

巴金的读后感篇九

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都是正义派，可是决心是“不反
抗主义者”，觉民觉慧确实新势力派，敢为正义与旧势力反
抗。琴于觉民情投意合，可是却分别被父母许配给不同的人，
但他俩不妥协，最后成功了。

但觉新却是个反例。他和梅表姐情投意合，可却因为双方母
亲发生矛盾闹不愉快，所以双方被拆散了。多年以来，两人
仍忘不了对方，每晚都伤心流泪，撕心裂肺的痛。最后梅表
姐死了。

觉新懦弱到最后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这种男人太懦夫
了，应该拉去打靶。明明心里知道对与错，却口口声声说要
听从长辈尊重长辈的`，去甘心做一条服众的令人唾弃的狗。
但觉会就不同了，敢闯敢说，坚持正义，这种人活着才会有
意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