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巴金作品读后感(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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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一

大家读过巴金先生的《家》吗?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
学习的书哦!在此小编分享巴金《家》读后感给大家，欢迎阅
读!

读完巴金《家》这本书，我有许多感悟。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十分喜爱它。

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都读过这本书，故事的内容就不需要介
绍了。

看完这本书后，特别是了解了巴金的生平后，我真的觉得书
中的觉慧与巴金本身十分相似。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
“女儿痨”死了。

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
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

那本书里，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
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



因为怕失体面。

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

祖父生日的三天后，她的生命就结束了。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

大哥本来与一个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
亲事后来没有成功，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
了另一个姓张的姑娘。

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但也没有反抗，也从不曾想
到反抗。

后来祖父死了，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即，这就成为叔
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父灵堂前提出分
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服孝期间，在家
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要求大哥送妻子
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

大哥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
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

他最后还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
了下来。

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
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
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巴金是觉慧吗?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瑞
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的
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



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

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
才演化成了小说《家》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

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可以说巴金的《家》是他对自己的家族生活的记叙和讽刺。

一向以来都不喜欢描写封建时代关于大宅子故事的书，觉得
读来味同嚼蜡。

但是却有例外，家吸引了我。

巴金写作《家》是不满30岁，读完这部作品，心理起伏不是
很大，大概是类似的题材看到的比较多，谈谈几点看法：这
本书虽然如中国新文学史(关于巴金节录)所写的：若干章节
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叙述的部分。

《家》一书写的是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一代青年的历
程。

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他们出身
在四世同堂，黑洞洞的大家族公馆中。

这里，我只想谈谈最耀眼的觉慧。

我猜想，这个形象的出发点，是巴老在十版代序中“一个旧
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

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
气，在那个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诚然，觉慧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有着新思想，他看到了社
会的弊端，旧历新年夜，他救济讨饭小孩，并思考“你以为



你这样做，你就可以把社会的面目改变吗?你以为你这样做，
你就可以使那个小孩一生免掉冻饿吗?……你，你这个伪善的
人道主义者”最后蒙住耳朵走进房里，颓然道：‘吃醉了，
吃醉了。

他反对旧礼教，与琴争辩建立在他人痛苦上的玩龙灯，反对
请巫师为高老太爷捉鬼而斥喝家人。

他也很幼稚，他在爱情上受到了挫折。

但他敢于反抗，并最终挣出了大家族的束缚，乘着没有一刻
停留的绿水走向新的生活。

无论是觉慧的心灵的蜕变历程，还是在大家族阴影下有着令
人惋惜结局的凤鸣等人物对命运无声的抗争，透过巴老的笔，
我们能看到两个字：反抗。

“是的，我要反抗这个命运。

“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

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满溢着纯洁浓厚的青春气息。

这种单纯而自然的气息，如巴老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
野”。

即便文章有着一个沉重的主题，字里间仍表现了青年人所特
有的活力、困惑和斗志。

“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
方去!”“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书里的人物，埋在不同类型社会中培育，不同色泽思想的浇



灌、照射下生长。

而有着一层温室护罩的我们，却是脆弱的，有时甚至丧失了
可怕的斗志。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名著，名字十分简短，叫《家》。

它的作者是众所周知的大作家李尧堂，笔名巴金。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成都地区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故事，
其中有好多人物，给我映像最深的是觉新、觉民和觉慧三兄
弟。

可是他们家受着高老爷的封建控制，年轻力壮的他们虽说受
过新思想的熏陶，可是又不敢顶撞长辈，暗恋着梅表姐的觉
新只好被迫受父母安排娶了珏。

觉民喜欢着琴，可是高老爷给他订婚，他玩起失踪，最后终
于胜利了。

觉慧喜欢着鸣凤，冯乐山却要纳鸣凤为妾，鸣凤最终投湖自
尽 觉新愤愤离开了家，来到了大城市上海，参加革命。

可以说，这本书几乎是写的悲剧故事。

从这本书中，不难发现，巴金用羽笔揭开了封建制度的险恶，
也描绘出来在温情的表面下，封建时的家庭存在着无数的勾
心斗角，写出了封建大家庭的无耻。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么不好的社会条件下，依然有着一批又
一批的青少年们在社会上做着一系列有关于宣扬改革开放的
活动，在封建家庭中英勇的斗争着，一代代青年逐渐的觉醒，
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勇敢地、积极地站起来，封建势力再怎么
强大，也敌不过这些年轻人。



虽说这本书中那么大的一个家庭衰落了，不免让人觉得有些
惋惜，可是从珏因为祖规而分娩时死亡的各种结果中，我们
也可以发觉封建制度的不可取。

在历史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相信，《家》这本名著永
远不会被淘汰，因为它鼓励着青年们要追求新时代，做一个
新青年，永远的循规蹈矩只会害了自己。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二

加查，汉盐，文成公主路过此地的时候曾在这里施盐。山南
地区南与印度、不丹相接，西是日喀则，西北是拉萨，东北
是林芝。

来加查做生意的一般都是甘肃人。原来冬虫夏草那么贵啊。

拉姆拉错胡是神户，可以看到前世今生和未来。从加查到拉
姆拉错胡要经过雅鲁藏布江的加查大桥，就是掉在上面的吊
桥。拉姆拉错，在这里大声喧哗，上面会下冰雹或者下雪，
清澈汉揽，平静，前程得凝望，现实楚未来的景象，寻找历
代转世神通必来观湖的地方，更加神秘。神湖被一层薄雾笼
罩，风马旗飞风吹得猎猎发响。身体的地狱，眼睛的天堂。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神湖传递着自己的`美好心愿，这一
幕延续了上千年，从未中断。

哲巴卓舞，是西藏卓舞的一种。只能是男孩表演，圆圈形式，
节奏慢，动作大，显得很豪放。

不喜欢周雪梅这个记者，没有我的谭文颖那么棒。身体又不
好，普通话显得很老土。为什么我觉得周雪梅很做作呢？？
谭文颖身体那么瘦弱能够在昌都，她连上个拉姆拉错都传奇，
而且觉得她说话很没有一个主持人的风范，当地的藏民说这
个泉水有种铁的腥味，她就很嫌弃得捂着嘴巴，然后问当地



藏民说这个会拉肚子吗。。。你就不应该这样子好吗。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三

《家》这部书是以中国封建礼教下的大家庭为背景，阐述了
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们如何被摧残。

巴金是以自我的大家庭为背景完成这部小说的。在高家这个
大家庭中，主要人物有高老爷子，他是整个家庭封建礼教的
主人，也是整部小说杯具的创造者。高觉新是高家的长孙，
是一个拥有现代思想的进步青年，无奈却因要继承家庭，顺
承父辈的意思，而断送了大好前程，成为封建主义的奴隶，
并在进步思想与封建思想中间夹缝求生。高觉慧是高觉新的
同胞弟弟，他同样是爱国的进步青年，他厌恶自我的家庭，
并且支持自我的二哥觉民逃婚，去追求自我的幸福，同时他
也干预追求自我的幸福，大胆的同丫头鸣凤谈恋爱。或许这
样的事发生在现代是很正常的，但在那个时代的婚姻都是讲
究门当户对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便可看出高觉慧
的确是一个用于冲出封建礼教的进步青年。

当然，高觉慧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但在封建社会下，更多的
是悲惨的例子。比如高觉新，他的婚事原本能够很顺利，不
想高觉新的继母和梅的母亲在牌桌上发生矛盾，于是梅的母
亲一气之下就退了这门亲事。而高老爷子居然用抓阄的方式
来决定觉新的婚事。而觉新的人生杯具并没有就此停止。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遇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梅，觉新便在梅
雨现任妻子瑞钰之间十分矛盾，结果梅却因为觉新而含恨而
终，而瑞钰却因难产而死，他纵有万般无奈的怒火却不敢发
泄，这一切都因为封建礼教与他自我的不反抗主义而造成的。

觉慧并不像他大哥那样软弱，他决定挑战象征封建主义的爷
爷，支持并帮忙二哥觉新逃婚，并在他的撮合下，他的二哥
觉民最后反抗成功并能够与表姐琴在一齐。他自我加入新青
年的社团，与社团成员一齐出版《新青年》这本杂志来指责



所谓的政府军队对学生与百姓们的伤害。尽管他们到处受到
政府的打击与排挤，还几次被警告务必要停止出版，但他们
并没有停止与恶势力的斗争。继续想办法出版《新青年》，
但命运似乎也与觉慧开了一个玩笑，他的恋人鸣凤要嫁给一
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为妾，而鸣凤因为觉慧而不愿嫁给别人为
妾。无奈之下选取投河自杀。觉慧因为鸣凤的死，大受打击，
一气之下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家族。所幸的是在他
的大哥和二哥的帮忙之下，他离开这个家，走向一个新的天
地，上海。

巴金以自我的形象创造这个人物觉慧，我十分喜欢他，有自
我的思想，敢于创造机会，去追求自我想要的生活，这才象
我们现代人一样，有蓬勃的生命力。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四

读完这本书，我有许多感悟。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十分喜
爱它。相信大家都明白并且都读过这本书，故事的`资料就不
需要介绍了。

看完这本书后，异常是了解了巴金的生平后，我真的觉得书
中的觉慧与巴金本身十分相似。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
“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她学
到了许多封建“妇道”，明白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
一切。那本书里，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
便把自我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
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
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祖父生日的三天后，她的生命就结
束了。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十分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
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可是这门亲事之后没有成



功，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
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但也没有反抗，也从
不曾想到反抗。之后祖父死了，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
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
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
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
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
越远越好。

大哥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
能理解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提议。他最终还
是拿着衣被陪着自我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
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
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
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巴金是觉慧吗？高家的杯具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杯具；鸣凤、
瑞珏、梅表姐这些杯具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杯具生活
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
人的杯具，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杯具。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
庭中经受了很多的心灵折磨以后，最终才演化成了小说《家》
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能够说巴金的《家》是他对自我的家族生活的记叙和讽刺。

这些便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五

读完巴金的《家》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好比在严冬
里往身上浇了一盆热水，好比在炎夏中赤脚逛街，心中一向
有股劲头在不停的上升。书中构成鲜明比较的两个人物，同
时也是兄弟两——觉新和觉慧，他们虽然出生在同一家庭，
可是两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觉新的“作辑主义”和“不反



抗主义”使我义愤填膺；觉慧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追求自我
的梦想，使人感到一点欣慰。

因为懦弱，因为封建礼教的传统旧思想，断送了觉新这个有
为的、年轻的生命。觉新虽然有过向往“五四运动新潮”的
影响，可是在封建家庭的“孝”道的感染下，在全家的封建
思想的带动中，他放弃了不敢说“不”字。当父亲决定用抓
阄的方法决定婚姻时，他默认了，当家人要让瑞钰到城外生
孩子时他更默认了……当他意识到家庭的腐败，正想追求自
我的梦想时，却在忧郁中死去。不久，觉慧又离家出走，这
不仅仅没使他放飞梦想，却让他在腐败的家庭中更加讨好每
一个人，更加细心翼翼。因为他在懦弱中更加懦弱。

相反，觉慧这个封建礼教叛徒，这个胆大妄为的青年却在不
平中走向光明的大上海。离开了这个关着他18年的恐怕的笼
子。

正因为有了觉慧，才使这个生气沉沉的大家庭中带来了一丝
朝气，一股清风。“无论如何，我不跟他们一样，我要走自
我的路，甚至于踏着他们的尸首，我也要向前去。”这是觉
慧对封建礼教，对旧制度发出的一声警告；“我们是青年，
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把自我的幸福争过来！”这句话
证明了觉慧追求自我梦想，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虽然他没
有和鸣凤结合，虽然他努力的想把腐朽的家庭变朝气，可是
他失败了，而他在失败中选择了离开和放弃，去追寻自我的
梦想。

许多人在谴责与犹豫中一向没有正确的选择。可你要明
白“走自我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坚持自我正确的梦
想，不要管别人是如何指责，相信自我，向胜利之门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