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萧红手读后感(汇总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萧红手读后感篇一

鲁迅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
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
著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
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
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
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
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
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
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
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
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
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
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
《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
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
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
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
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
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
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
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著经验，知道了
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
《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
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
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
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
而我的心现在却好象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
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
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
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萧红手读后感篇二

萧红是那种以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女性，文字便是她灵魂的自
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萧红作品读后感，希望大家喜
欢!

第一次翻开萧红作家的书，我是带着崇敬的，崇敬里还夹杂
着一丝喜悦。当看到第一行字时，我便被这高妙的文笔深深
吸引。我看的《呼兰河传》是分两大事件的。《生死场》便
把我引进了我从未经受过的地方。

细腻的文笔勾勒出一个又一个人物。丑陋却朴素的面婆，粗



使却善良的二里半，美丽却可怜的月英……太多的人物了，
有些人的性格特点并不突出，但却无疑是最真实人的写照。
最使我感慨的还是月英。她是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她家也最
穷，她是如此温和，生就是一双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
的目光，好比落在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上天却赐给
了她最悲惨的命运，她患上了瘫病，并且一个月比一个月重。
起初丈夫还为她烧香拜佛，悉心照料。但渐渐的却不在管她，
她就像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她瘦弱柴，甚至臀下都腐
了，小蛆虫在那里活跃，她的身体变成了小虫们的洞穴!读到
这时，我曾潸然泪下，这些乡村的女人哪个不是命苦，可怎
么会仅仅只有这些呢!日本鬼子的来临使她们雪上加霜，最后，
这村里的人们战死的战死，惨死的惨死，只剩下几个风烛残
年的老人渐渐走远……这些看似虚幻的故事有哪个不是旧社
会真实的写真?萧红，你以细腻的文笔像我们展示了历史的长
河，怎能不令人敬佩!现在的我们翻阅岁月的史书是何等惭
愧!

很难以置信的是第二篇《呼兰河传》，你却以另一幅新面孔
展现在我们眼前。童年的你任何人都不疼爱，却偏偏祖父对
你疼爱有加。你在世外桃源里是玩得如此愉悦，令我看着也
深深被感染。最吸引我的是你摘玫瑰和祖父开玩笑的故事。
童年想必是任何人都爱的吧，你真大胆，摘了几十朵玫瑰花
悄无声息的插在了祖父的帽子上，于是便不断笑。祖父也是
童心未泯啊，竟还傻傻地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
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我看着也笑得合不
拢嘴。“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
我的祖父。”快乐的日子总是不长久的，祖父去了，快乐也
去了，那些难忘的往事只能成为回忆，离别总是痛苦的，正
如她所写：“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
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仿佛上天真的是不尽人意的，萧红还这么年轻却已去了，也
许人们都在惋惜，但我认为，她是快乐的，她此时定然在和
祖父玩耍，她是毫无忧愁的。



人生会有那么多往事莫过于那些难忘的人。

读过的第一部萧红的作品是她的《呼兰河传》。讲述的是发
生在呼兰河边的故事。通篇文字透着一种洗尽铅华的平淡，
又因为在写作过程中融入了诗歌的特点，使整部作品更具艺
术的魅力。被誉为诗化小说。在那些看似寻常的文字下，隐
藏着女作家对生命独特的感悟和体认。有人评价这是一部不
会随岁月老去、永远年轻的作品。

最近只偶尔翻过些散文，想写写看过《蹲在洋车上》、《失
眠之夜》和《同命运的小鱼》后的感想。

萧红是那种以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女性，文字便是她灵魂的自
传。在她的作品里，看不到炫耀、卖弄、制造的成分。有的
是一种与大地相连的美好品性。创作的素材也大多来源于她
的真实生活体验。

《蹲在洋车上》讲述的是一个童年的故事。作者以朴实细腻
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一种
牧歌式的情调。

“我眼看着那个驴子飘飘地不见了!我的心魂也被引了去。等
我离开窗子，祖母的斗篷已经脱在炕的中央，她嘴里叨叨地
讲着街上所见的新闻。可是我没有留心听，就是给我吃什么
糖果之类，我也不会留心吃，只是那夜的车子太吸引我了!太
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

在《失眠之夜》中，女作家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颖悟，使得
文字中充满了许多细致优美的抒情。“在家乡那边，秋天最
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的一样，就像
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
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
”



可又有谁知道，出生苦难的萧红，在她的内心深处，深藏着
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将自己浸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
悲剧感，与生活中弥漫着、浮荡着的悲恋剧气氛相融合，从
而传达出深远的人生悲凉感。

所以在《失眠之夜》中她这样说道：“家乡这个概念，在我
本部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
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

萧红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笔下的人和事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
来的，她非常懂得人性中的贪婪和漠不关心，也懂得人间的
爱与温暖。

由此我便明白了，为何有人评价说萧红的作品永远不老，永
远年轻的真正涵义。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以残害同类，践踏同类，为乐。在
萧红的《生死场》中，我深刻体会到人性的缺点，同时也感
受到生命的挣扎和灵魂的呻吟。

我很喜欢读萧红的作品，因为她用自己独特的笔法写出了一
个个真实的故事。在《生死场》里，萧红采用散文式的结构，
共有麦地，菜场等十七个片段。以十年为界，前面表现的是
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后面的则表现中华民族和日本侵列者之
间的矛盾。中国农民从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忍辱
负重，逆来顺受。

小说很真实地表现了他们在苦难面前的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
挣扎。小红用一个女子的细腻，热镇和坚强望着世间，她的
忧郁深情的目光总是落在最扣人心弦的角落，让人警醒。

读完萧红的《生死场》，我很难过，似乎总觉得有一只小虫
在一步步吞噬着我的内心，好想哭一场，为这些生生死死的



农民们。想到我们生活着的这片土地，没有饥饿，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更不会有战争，我们是如此的幸福，难道我们不
应该去珍惜吗?或许，那个年代的动荡已经离我们好遥远，很
遥远了，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要从历史中寻找道路。

我刚开始读《生死场》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生死场》，
它的内容是什么，当我读完后，我才明白他讲述的是农民们
的生生死死，以及，他们在生死之间的挣扎。在《生死场》
中，有句话：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在生
死之间，又是什么呢?是生存。他们可以为了生存把亲情，爱
情抛掉。在菜场中有一个片段：母亲以往是这样的，很爱护
女儿，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护菜棵了，农家无论
是菜棵，或是一块茅地，也要超过一个人的价值。这是很真
实的，庄稼是农民的生命，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生存，是命。
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乡村农民的生，如胡风所说蚊子似
的活着，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或许，这就是
那个时代的悲哀。一切生死都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也没有什
么可悲哀的，因为那都是时代的特性。而我们所要做的，是
在这个和平时代出个性，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萧红在《生死场》中，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
且还写出了蓝天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血土上铁
一样中的战斗意志。在文中，一开始我就挺欣赏赵三的，因
为他敢于参与到镰刀会中与地主对抗，虽然后来因为一些意
外而放弃，但他却有勇气起来反抗。在最后，赵三变成了找
三爷，他老了，但依然鼓励年轻人起来反抗，去参加革命。
还有二里半，他在最后毅然决定去找革命军，他们的精神代
表着那个年代人们不屈的一致与反抗日军的斗志和民族气节。

那个年代动荡不已，在萧红悠缓的调子下，我看到的是一种
生生死死，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正是这种生死反映出人的
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在生生死死中，有一种美永恒的东西，
实际上不是生命，生命一定是生生死死的，但这种生生死死
中，渗透着大悲，大喜，大爱，大恨。



人生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死而来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
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实，或者本身就是一种生
命的追逐，在追逐与被追逐的人群中完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
升华，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时代，有足够大的舞
台让我们实现自我价值!

萧红手读后感篇三

五一前看的书，现在已是七天过后了，但回忆起小说的故事
情节，情感内涵，还是不由的让我的心为之一颤。混沌的世
界，生死不过一场走马观花般的形式。

人与动物，生与死，是构筑全文的主脉络。故事的开始，二
里半和罗圈腿在麦场找丢失的羊，故事的最后，“二里半不
健全的腿颠跌着颠跌着，远了!模糊了!山冈和树林，渐去渐
远。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的嘶鸣。”，羊在，二里
半也在，可是从头到尾是混沌着的。金枝和成业有着青春狂
热的爱，但也有着面对生活困惑的愤怒，小金枝被成业惨惨
摔死。人性，这一刻是魔鬼;王婆的老马因穷困，而不得已赶
进城送去屠场，王婆为之伤心流泪。人性，这一刻是菩萨;月
英是个漂亮的女子，活泼而有个性，可病患来袭，年轻的女
子在隆冬中病死，没有看望没有丧礼，只有一樽棺材。人性，
这一刻是冷漠;平儿和父亲进城卖鸡笼，收入可观，家庭生活
改善了不少，对于鸡的住所，人们倒是慷慨解囊。人性，这
一刻是热情;村里的女人都忙着生产，而王婆却服毒自杀了，
纵使还没死，但已经被人们在棺材里准备入土。人性，这一
刻是冷漠无情。二里半在人们宣誓之后快要杀羊时冲冲回来，
不知从何捉一只公鸡来!只有他没曾宣誓，对于国亡，他似乎
没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人性，这一刻是深情
厚意……人性?到底是什么?人们如同动物一般忙着生忙着死，
人与动物似乎区别不大，甚至文章的大部分，人还不如动物
来得贵重。人生就不过生死一场，可是混沌着人性落后的人
的一生。从始至终，人间是没有爱的，没有人性的，是混沌



的，那么这样的世界，就只有生和死的概念了，不必拖泥带
水，百转千回，只需呱呱坠地，一命呜呼。

萧红的文字太深刻的，显然我的只言片语，只能片面的看到
一丝我的阅读理解。但，不得不说，内心是受到巨大冲击的。

最早读《生死场》，惊异于萧红笔下的东北农村与沈从文湘
西的天差地别——两者的取材时间同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然
而，只需以我的奶奶外婆们有关苏北农村的“口述历史”来
核证，就知道生死场无疑更接近于真实。

曾经读过某文化人的评论说萧红一生都在抱怨别人抱怨社会，
躲避生活的沉重;可惜了她文学上的天才，囿在了如许庸常的
性格中。我想为她辩白的是，她的所谓“庸常的性格”其实
与她文学上的天才相辅相成。她才华的本质正在于对人生痛
苦的无比敏锐的感受力。拥有这样的感受力，抱怨与躲避是
必然的。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超凡入圣，像孔子那样知其
不可为而为或者如老杜般遍尝艰辛后创造出一个宇宙般广阔
的诗歌世界与心灵世界。也许萧红无法制造多少“正能量”，
然而由她敏感脆弱的心灵传递给我们的却是可贵的人生的真
实，历史的真实。而且，敏锐却又秉笔直写世间罪恶与苦痛
的人，难道不已经是少有的勇士?萧红，张爱玲，张纯如，同
属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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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

萧红手读后感篇四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
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
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
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
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
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
版第一本作品《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
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鲁迅先生评论“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
物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
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
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也许是因为萧红是女性，从女性角度出发的缘故。生死场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女子。她们没有反抗的凄惨的命运，
似乎也没反抗的意念，仿佛生来就是男人的奴隶。那里的人，
拼命的要活着却无视别人的生命。就像月英的结局，结束于
她男人给她弄来的砖上面，身体成了蛆虫的家，与那些同他
一样命运凄苦的女人相伴，长眠荒山。

读完该作品，虽说未能真真切切领悟文章真谛，但是对于生
与死的意义有了些许的感悟：生死的界限，在于你是否存在。
没有生命是卑微的。活着，是我们最大的恩赐。我们活着，
也应该让被人知道我们活着。如同生死场里的人那样活着，
没有意义。



萧红手读后感篇五

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写这篇读后感，然而我依然选择了这本书
来写。就是因为它吸引我。

我喜欢萧红春天长草冬天结冰的笔调，喜欢她优雅而不娇作
的措辞，喜欢她对自己回忆中事深刻的回复，喜欢她记忆中
有祖父的温暖片段，更爱她对低迷世情的宽容。

这本书里的人无论死了多久，却都被写活了。书前的我被刺
激得一惊一乍，要么无奈要么愤怒。

我记得在看小团圆媳妇那出时心里简直别扭得无以复加，直
想拽出那些婆娘好好收拾一顿，要么辣椒水灌肠要么学容嬷
嬷上银针，对准她们的脸蛋子左右开弓，能让她们清醒了来
可就是天大的功劳了。然而转念想来，怪不得她们。如果我
生在20年代初期的呼兰河旁的某一个村子里，想来不做小团
圆媳妇就乃是天大的幸事了，即使有命变老也难以逃脱那些
婆娘们的轨迹。还好，还好。有没有前世我不管，反正我只
知道自己是活在有机会接触广阔天空的时代，万分欣喜。

萧红的笔触里是带着莫大的惜讽的。她写人。有些人的眼神
和心智竟可以随时变换，走路呼呼生风的女孩子转眼成妖成
魔，大方且有福的女子转眼成为众矢之的。有些人不单单如
此，甚至患有严重的“不热闹不欢快病”，人家上个吊还要
穿戴整齐去围个热闹，好好的孩子活着却巴不得人家死了找
个借口高兴高兴。

书前的我义愤填膺简直就差急得跺脚。不禁要问了，萧红呢？
把这些不如意道得那么明了清晰的人，她又该在笔后默默叹
了多少气呢？我可以感受得到，她对那些人不乏怜悯。她是
宽容的，然后又有声色地向人们展示民族背后的深刺。

我说这书是吸引我的。可以明朗温和得入天腾云，亦可以犀



利得恰到好处。笔有风骨，书有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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