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兰河转读后感(精选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一

寒假，我读了萧红写的《呼兰河传》，作者以一个小女孩的
视角描绘出呼兰河小镇普通人民的生活百态，这本书由很多
故事构成，我的心弦也被故事牵动着，我时而忧伤，时而疑
惑不解。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东二街道上的那个大泥坑的故事，这个大
泥坑淹死了很多家禽、牲口，甚至小孩子也曾掉到了里面，
人们都纷纷出主意来对付大泥坑，有的说种树，有的说拆墙，
可是没有人有实际行动，结果，还常常发生抬车、抬马、淹
鸡、淹鸭的事情。不仅如此，自始至终，也从来没有人想过
用土把大泥坑填平的办法。呼兰河小镇的人民好像都是大泥
坑的“看客”，说长道短，甚至还能获得吃淹死猪肉的福利。
就连最基本、最科学、最简单易行的填坑方法，都没有人去
想，我不禁为小镇的人民感到深深的担忧、悲愤，就像鲁迅
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故事给了我深刻的触
动，就像学习中，我们做错了题，如果放在那里不管，就会
一错再错，应该认认真真地去思考和订正，彻底地掌握知识
点。

还有，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本来是可以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
却被订去当团圆媳妇，又被“好心”害死了，作者生活的时
代的封建礼法把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弄死了，多么可怕的吃
人社会啊！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但也不能要求孩子只按照自己认为优秀的标准去



做，久而久之，也许会扼杀孩子的灵性，阻碍孩子健康成长，
而是应该因材施教，发挥他的特长，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呼兰河传》的作者用平静、平淡的语气描述着触目惊心的
场面，批判着极其愚昧且可怕的人的劣根性。透过文字，不
仅能体会到作者的忧伤，更能给人以思考和感悟，值得我们
细细品味，一读再读。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二

还记得小学课本上的《火烧云》吗？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曾经
让我们无比着迷。还有那篇《祖父的园子》，俏皮可爱的文
字里蕴含着深厚的祖孙情。他们都出自著名作家萧红的《呼
兰河传》。

当然，书中也不全是消极的，被人当笑话的磨馆冯歪嘴子，
他在妻子难产死后，以顽强的毅力抚养孩子长大。

《呼兰河传》与鲁迅的许多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
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来揭露国民的愚昧、迷信、自
私、麻木，呼吁人们反抗、觉醒、变革、进取。联系我最近
看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我终于明白了：陈独秀、李大钊、
鲁迅他们在寻求中国之路时，为什么首先要去启迪心灵、开
启民智；也明白了为什么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开启民智
的一剂猛药。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完了《呼兰河传》，这本书是由中国著名作家萧红
写的。我请大家买这本书时，请认准“人民文学出版社”，
因为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主编温儒敏评价
说：“我这些年是提倡让中小学生'海量阅读'的。人民文学
出版社这套书品种齐全、版本可靠、质量上乘，非常适合学
生阅读。”还有许多教授等大名鼎鼎的人物评价。



受语文课本《火烧云》这篇课文的影响，本以为是很温馨的，
没想到却很悲伤。

那里的人很迷信、无情、麻木无知。因为小团圆媳妇的死，
与其是病死的，不如说是被逼死的。一开始婆婆把她打病了，
然后给她跳大神，大神让她当大众洗三次澡，先是大神让小
团圆媳妇脱衣服，小团圆媳妇不愿意脱，她的婆婆命令四个
人把她衣服撕了，然后把她抬进大缸，大缸里全是滚烫滚烫
的水，一开始她挣扎，然后大神要往她头上倒热水，小团圆
媳妇昏了过去。人们都以为她死了，便没了兴趣，大部分要
回家，大神为了提升大家的兴趣，便拿一根针在她手指上刺
一下，她就醒了。后来每倒一次就昏迷一次。跳完了大神，
病还没好，就给她抽贴，又为价钱啰嗦了一大堆，后来又想
让她活着，又啰嗦了一大堆，说什么七八岁就用两三两银子
给订下来，如果死……最后才付了钱。

磨房里还住了冯歪嘴子，他后来成了家，有两个儿子，最后
他媳妇死了，冯二成命运也一样。

我觉得那婆婆太可恶了，我甚至有点同情小团圆媳妇，我觉
得我们应该远离迷信，相信科学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四

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个暑假，我读了
《呼兰河传》这本书让我深有感触。

《呼兰河传》的作者是萧红，原名张乃莹，她生于1911年现
哈尔滨市呼兰区，1942年逝世。她是民国时期著名女作家，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她出身于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父亲重男轻女，只有祖父疼爱她。他在鲁迅、茅盾等名人的
帮助下开始创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长篇小说《呼兰河
传》。



《呼兰河传》是一篇散文诗，共八章。文章写了在作者童年
生活中是孤独和寂寞的。小传并不大，总共就那么几条街，
那么几个店铺，不用挂招牌就知道是做什么生意的。小传里
的人们都过着单调的生活。东二街上有个大泥坑，本应该是
居民们出行的障碍，却成了大家的乐趣。谁被困住了，周围
看热闹的总是比帮忙得多，泥坑中的故事也成了小传人的话
题。除了泥坑外，小传的人们最期盼的便是一年一度的各种
节庆，如：跳大神、看大戏、放河灯……小传人是寂寞的，
只能在这些固定的、单调的热闹中寻找那已经沉没多时的快
乐。在这寂寞的小传中，祖父家的后园是“我”的天堂。在
那有各种蝴蝶、蜻蜓、各种花卉和树木，这是“我”寂寞的
童年生活中唯一的亮点，留下了“我”和祖父许多美好的回
忆，祖父不仅陪“我”玩耍，在晚间祖父教“我”背唐诗，对
“我”进行启蒙教育，这些让“我”感到无比快乐和温暖。
冬天，后园萧条了，储藏室便成了“我”的活动场所，每
当“我”翻出一件旧物时，都会顺带出一件往事，让大家回
忆满满。

还有老王家的团圆媳妇，因打骂过度得病，而老王家却不请
大夫，花大钱请真人和大神治病，最后团圆媳妇在捉弄中离
开了世间，看热闹的人也渐渐散去，反映出了呼兰河人的愚
昧无知和冷漠……这些写出了萧红孤独和寂寞的童年，而她
想要的却只是自由和快乐。

萧红她用这动人的笔调，在《呼兰河传》中写出了她记忆中
的家乡和童年，一个北方小镇单调的美丽和人民的善良与愚
昧。她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添一点地方色彩，他本
身包含这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难怪茅盾在序
中写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
的歌谣。”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学了一篇课文《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选自《呼



兰河传》，是文学洛神——萧红的代表作，出于对作者童年
的好奇，我详细的阅读了《呼兰河传》。

这本书是一部“回忆性”的小说。该书主要讲述了作者在自
己的故乡东北小城的童年生活。其中，我感悟最深的是小团
圆媳妇的死。小团圆媳妇其实还是一位少女，只有12岁，由
于自己的家人在他只有12岁时就把她给卖了，送给他们做童
养媳，胡家老太坚信只有在棍棒底下，她才会听话。孝顺。
可是，这位小团圆媳妇不服管家教，要回家去，结果胡家老
太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狠狠的打了她一个星期，折磨的得
了病，出于良心，她婆婆舍得出大把钱给她治病（跳大神，
各种偏方），但都无事于补，死已成定局。

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清早学老祖父的唐诗，白天缠着祖父
讲那些早已听厌的故事或看一看那些街坊们刻板的生活，后
花园，书房只是他消遣的地方。初夏秋冬不断的轮回，单调
而又刻板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上演着。相反，我的
生活却是有趣的，新鲜事物不断的出现，这些东西是那么的
好玩。一样是童年，两种截然相反的样子，恐怕是时代的变
迁所导致的后果吧！

有的童年是美好的，有的童年却是充满悲剧的，我们要以乐
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悲剧的会变成美好的，美好的会变
得更加美好！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六

当紧张的学习、繁多的作业使我们的好心情一扫而空时，当
我们处在失望、伤心的处境时是什么涤荡了我们的心灵？是
书！高尔基说过：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
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在这里，《呼兰河传》会带着我们走进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旧
社会人们愚昧所带来的灾害。



《呼兰河传》讲述了萧红的童年故事，他并不是那样的惊天
动地，但童年中的一丝快乐却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

以前的社会是重男轻女的，因此没有一个人在乎萧红，而最
疼她是，只有祖父。当她把韭菜当做野草除掉、吧狗尾巴草
当做谷子……祖父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的给萧红解释。

就像茅盾所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
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的童年竟是在这样一个悲凉
的小城里度过的。而我们的童年，简直是她们的美梦！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七

这两天和孩子一起参加亲子阅读活动，一同阅读《呼兰河
传》。刚开始读，觉得味道怪怪的，感觉文章老有一种调侃
味道流露于字里行间;再往后读，心情逐渐变得沉重起来，感
觉作者平实的叙述中似乎在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再后来，感
觉就更复杂了，一时间觉得说不清楚。于是，便急着想去了
解作者萧红，了解此书的创作背景。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オ女中命
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笔锋犀利，有
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
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
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
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
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
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
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
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作者在写完《呼兰河传》两年后去世，葬于香港的浅水湾。

《呼兰河传》是萧红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的。



作者写了她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
人民的善良与愚味。它在艺术形式上是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
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
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
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
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她的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
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
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点一
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
不能不使你炫惑。”《呼兰河传》前四章，作者以画家的笔
墨描绘出呼兰河的风俗人情画面，可谓多姿多彩，生动自然，
又创造出一种散文诗的意境，纯朴清新，一种别样的
美。“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
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
拉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

我为萧红笔下的人物感到悲哀。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地，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一成不变，没有色彩和花样，只有脆弱和
枯槁。那里的人是如此的冷漠，面对他们好比面对一堵厚墙。
他们一生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可那样忙碌，到底是为了
什么?《呼兰河传》从多个方面给我们描述了作者萧红童年时
代的人间冷暖，萧红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看待这个世界，我
们能够听见萧红在哭泣，在呐喊，在试图唤醒人们的心灵.

相比较我们现如今的生活，我觉得幸福指数杆杆滴；在这和
平的幸福时代，感恩，知足，活在有温情的新社会我们应该
尽自己的努力打拼好自己的生活。毕竟，幸福都是靠努力奋
斗出来的。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八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
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那么读后感到



底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呼兰河传》读
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学习《火烧云》开始，我就想轻轻走进萧红，走进《呼兰
河传》。假期中，我跟着作者来到了呼兰河小城。

这是一部充满童趣、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小说，它那散发着的
淡淡墨香和真切朴实的语言，让我陶醉，让我回味无穷。从
字里行间，我体会到了萧红儿时的那种孤寂，和被愚昧与迷
信包围的生活。幸好她有一个性格爽朗的爷爷，陪伴她度过
童年，让她留下了一些甜蜜的回忆。

全书七章，各自独立而又浑然一体，一、二章写小城的风情，
三、四章谈家中亲疏的人物，五、六、七章描绘了独立旁支
的人物。作者用舒展自如的笔法，以情感的起伏为脉络，为
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作了传记。

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有一点沉闷，但无论是跳大神、放河灯、
野台子戏、逛庙会，还是北方的天气、环境，以及独特的火
烧云，都能让人为之动容。只是，呼兰河小城的人在精神上
还是被老的思想和迷信的观念包裹着。如，跳大神是为驱鬼
的，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听的，放河灯也是让鬼去脱生。最
悲惨的是团圆媳妇的遭遇，因为她的`行为不符合封建礼教的
要求，加上街坊邻居背后的议论，她被毒打了一次又一次，
最后，终于被折磨而死。封建的思想和制度就像无情的魔爪，
可以把人的生命置于死地。

读了《呼兰河传》，我的心灵受到了多重的洗礼。有因儿时
萧红的可爱天真而会心的一笑，有为萧家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而生的感叹，更有对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大为不满与愤怒。萧
红为我们勾勒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创造了这部永
远不朽的经典，我感受良多。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九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快乐、悲惨、幸福、痛苦……每
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不同的生活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

在萧红的笔下，有二伯、小团结媳妇、冯歪嘴，都是社会的
底层人物，他们的生活十分悲惨。

例如：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一个天真、活泼、健康的姑娘，
后来，每天被婆婆欺负，打着打着，便打出了毛病来，接着
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不断折磨、摧残。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小团圆媳妇被一次次烫烧，最后
死了，有的人落下了心疼的泪水，有的人却觉得好戏似乎还
未看够呢！

小团圆媳妇死了……

呼兰河转读后感篇十

刚读了《呼兰河传》的第一章，我就感到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不知是因为冬天冰封一切的天气，还是因为雨季变得恐怖的
大泥潭，或是因一个个对死亡的生命冷淡的村民，我都隐隐
感到不太舒服。如此使人压抑的一个个景象，被作者描绘的
倒是很生动，但真的不想再看下去。后来咬咬牙，又往下读
了读，才知道原来这整整一章，只是为这本书不了一个景，
也预示了整个故事都会在这种环境下展开。阴暗的社会，简
陋的生活，蒙昧的人;没有信念，没有目标，没有一切值得活
下去的事物。呼兰河的人，像行尸走肉般活着，生老病死就
如没有一般。他们欺骗自己，忍着穷苦，却又有一丝向往好
生活的意思。

耐着性子，我又读了第二章，这章确实是比第一章要有趣些。
但，全旨还是没变。呼兰河的村民，有“精神”上的盛



举。“跳大神”，迷信;“放河灯”，自欺欺人;“野台子
戏”，粗鲁;“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虚伪。这些活动又是
为了谁呢?是为了人们取乐而办的呢?不，是为他们自己也不
太确信是否真实的鬼神举办的。倒是有一项盛举，“唱秧
歌”，是为人举办的，但作者也只是几语略过。我很佩服这
些人——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他们便可找出“无限”
乐趣。至此，本书仍无主角。甚至连作者也只是如上帝般旁
观。

第二章起，书的情感仿佛一下就有了。原来冰凉的文字，仿
佛一下子就有了生命。全章几乎每节都由祖父或祖母起头，
人物一下子就有了，也很鲜活。“我”在这布景下，好像丝
毫没有影响，甚至祖母去世时“我”还在玩。但细
想，“我”的玩伴也少的可怜，似乎只有祖父。这和布景似
乎有些像了。在后来第四章，又忽然以“院子”或“我家”
起头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并插入了很多事例来
介绍“我”家，感觉很有立体感。作者的童年，不管幸福或
是不幸福，必是深刻的。由这小院的描写，便可感觉到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美，但凄美。“我”与祖父虽玩耍愉快，
但却是只和祖父。只有唯一的依靠的人，是值得同情的。
而“我”的内心不也和这开头的布景一样吗?这样深刻的童年，
必给作者留下极深印象，才使她写得如此细致。而她与命运
做斗争，独自在小院快乐着。这不是一种顽强的表现吗?随着
小故事越积越多，终于，作者要写大故事了。

五、六、七章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它们倒像是真正的小说。
有人物：团圆媳妇、二伯、冯歪嘴子;也有情节：小团圆媳妇
被折磨死;有二伯的日常生活以及冯歪嘴子一家与世俗做斗争。
这些故事都很生动，有的有趣有的悲惨，但都告诉我们一件
事：“在呼兰河，人是苦，但不甘的人不会忍受凄苦的命运。
”是的，这些人都很坚强，有志气，与命运斗个你死我活。
在作者笔下，这一个个人物，与她的布景，似乎不相称，但
又很现实。这些人，坚强乐观的活着，不靠“精神”盛举，
只靠一颗顽强的心。我很佩服他们，也为他们的故事感动。



不知不觉就读到了尾声。呼兰河，是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儿时生活场所，那里凄苦，但那里的人乐观，以至于每个故
事都蕴含着凄苦笼罩下的快乐。这本书很深刻，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