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在细雨中呼喊的读后感(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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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细雨中呼喊的读后感篇一

礼物就是一次美好的回忆，它使你记忆犹新。

礼物就是一杯香浓的咖啡，它令你意犹未尽。

礼物就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他令你满怀惊喜。

《最想要的礼物》是一本令我读它有回味无穷的心情的书。
我读着它，就像是在拆一件神秘的礼物，怀着惊喜往下读。
这本书像一个画家，描绘出我好奇的表情;像一个诗人，写出
我惊喜的神情;还像一个歌唱家，唱出我欢快的心情。

主人公大碗能把每一次生日搞成爸妈的受难日，是一个又臭
又倔的小姑娘。而妹妹小碟是一个漂亮讨人爱的小姑娘。于
是，因某种原因，爸妈把大碗支配到寄宿学校，但13岁回家
过生日时，大碗才知道，亲情是多么重要。

我气小碟，他怎么能把大碗不放在眼里，怎莫能威胁大碗，
怎么能对大碗指指点点，把大碗当仆人，直呼其名，;连声姐
姐都不叫。我气大碗，怎么能忍气吞声。我气爸妈，怎么能
把爱统统给了小碟。我要是小碟，我会和姐姐和平共处，互
相帮助，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要是大碗，我不会忍着受气，
而是会和小碟、爸妈讲道理，让小碟不再欺负我，让爸妈相
信我。我要是爸爸，我会和小碗小碟一起做游戏。我要是妈
妈，我会跟对待小碟一样对待大碗，不强迫大碗，把爱平均
分给他们两个。经过了许多事情，大家都开始珍惜亲情，最



后他们又变成了幸福的一家。

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我想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亲情是不可
分割的，亲情是用来维护的，我们要珍惜现在的亲人。如果
还没有做到，那就请开始相亲相爱的第一步吧!

在细雨中呼喊的读后感篇二

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当初的情绪，只剩下了外壳。当我们
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细数过来，我读完《在细雨中呼喊》已半个月，现在脑海中
只剩下粗略的情节和模糊的脉络，但此书给我的触动，是永
不可磨灭的！余华在书中以“我”（孙光林）作为第一人称，
回忆着对哥哥孙光平、弟弟孙光明和父亲孙广才在老家南门
生活。其中，“父兄间的矛盾冲突”、“孙光林中学时代的
生活”、“孙家的历史”、“孙广林与养父母的生活”共同
构成全书的主要情节。余华总能以最平淡的语言，从一个儿
童的视角看到底层人物的命运，看到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
在一个个情节展开后，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全书的第一章讲述了“我”与哥哥孙广平、弟弟孙光明、父
亲孙广才微妙的关系，在三兄弟互相残杀的过程中，“我”
变得沉默寡言，成为饱受欺凌的对象；之后，“我们”兄弟
三人同时喜欢上少女冯玉青，在一系列的争风吃醋后，冯玉
青爱上了村里的无赖少年。余华这样安排的情节，在我看来，
无非是为小说增添些许的灰暗，在为少女唏嘘不已的同时，
也反衬出“我们”三兄弟的贪婪，丑恶。命运总是让人捉摸
不透，在余华笔下的动荡年代，我们只能通过书中的人物，
感受他们的喜怒悲欢！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父亲是个反面形象，没有一般的慈爱
与关怀，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与哥哥同时爬上了村里寡妇的
床，在背叛与不忠下，又与母亲“长凳之交”生下了“我”



（孙光林），他爱慕虚荣，虚假的背后希望政府的表彰……
懦弱、贪财、好色，这样的形象让我不敢相信，他的原型是
谁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类人群。在我
看来，作者是为了突出那个时代人性的丑恶，在篇幅很小的
情节中，万不得已才把“父亲”（孙广才）写成这样的！

虽然情节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上，但却能在诙谐与昏暗中，引
起人们的共鸣。在读完书中的一二章后，我感触最深的就
是“控制”的含义，父亲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成为禽
兽不如的形象，“我”的好友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沦
为狱中人。在某一学说看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
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在自我约束中构成了人们的伦理关系和
道德秩序，正是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够擦除道德上的污点！

若论全书最精彩也最哀伤的情节，莫过于“我”与养父王立
强和养母李秀英的艰苦生活了，在遭受父亲与兄弟的排斥后，
“我”被送给了陌生的人家，虽然“我”的父母显得平淡无
奇，带养父母的形象却光彩照人，养父王立强是真正承担起
养育“我”的“父亲”，他比亲父完整，也充实，他的思想对
“我”有着包容，在文中后篇——他的后悔中有所写
道：“最后凄厉的自杀着实使我始料未及——这不过只是一
个女人引起的，”我“不能想象他对于那时幼小的”我“有
多大的打击，但”我“的命运确实随之改变……”此外，还
有一个半生都在床上的养母是“我”精神的寄托，她对
于“我”的信任的源头令“我”在后来回忆都值得感激。在
小说的尾声，“我”的养父母在离去与死亡中，奔向自己的
家乡，不知家在何方，不知父母在哪，却只能够“在细雨中
呼喊”！

悲剧的结局，往往给人最深沉的感动。抛弃固然可怕，但只
要不自我抛弃，你就会自立自强。太过奢求，往往不能如愿；
知足常乐！方可活的安心。当岁月的痕迹已悄无声息的在你
脸上雕琢，当你的内心已拥有足够的豁达和睿和，你才能发
现自己的人格发出圣洁的光芒！



余华笔下的村庄，安逸平淡却裹挟着人性的善良与丑
恶，“我”虽然沉默寡言，逆来顺受，却避免不了被送人；
哥哥因为父亲的暴行而割下他的耳朵；弟弟因救人而牺牲却
成为父兄二人攫取荣耀的工具，在无尽的丑恶与不堪中我们
才能感受到“我”面对漂亮女生时的紧张与不安，养父母
对“我”的疼爱，人世在变，沧海桑田，唯一不变的只有规
律。余华以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却很普通的笔调，描
绘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供人哀叹、供人唏嘘、供人荡
气回肠！

在细雨中呼喊的读后感篇三

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当初的情绪，只剩下了外壳。当我们
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细数过来，我读完《在细雨中呼喊》已半个月，现在脑海中
只剩下粗略的情节和模糊的脉络，但此书给我的触动，是永
不可磨灭的!余华在书中以“我”(孙光林)作为第一人称，回
忆着对哥哥孙光平、弟弟孙光明和父亲孙广才在老家南门生
活。其中，“父兄间的矛盾冲突”、“孙光林中学时代的生
活”、“孙家的历史”、“孙广林与养父母的生活”共同构
成全书的主要情节。余华总能以最平淡的语言，从一个儿童
的视角看到底层人物的命运，看到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
在一个个情节展开后，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全书的第一章讲述了“我”与哥哥孙广平、弟弟孙光明、父
亲孙广才微妙的关系，在三兄弟互相残杀的过程中，“我”
变得沉默寡言，成为饱受欺凌的对象;之后，“我们”兄弟三
人同时喜欢上少女冯玉青，在一系列的争风吃醋后，冯玉青
爱上了村里的无赖少年。余华这样安排的情节，在我看来，
无非是为小说增添些许的灰暗，在为少女唏嘘不已的同时，
也反衬出“我们”三兄弟的贪婪，丑恶。命运总是让人捉摸



不透，在余华笔下的动荡年代，我们只能透过书中的人物，
感受他们的喜怒悲欢!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父亲是个反面形象，没有一般的慈爱
与关怀，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与哥哥同时爬上了村里寡妇的
床，在背叛与不忠下，又与母亲“长凳之交”生下
了“我”(孙光林)，他爱慕虚荣，虚假的背后希望政府的表
彰……懦弱、贪财、好色，这样的形象让我不敢相信，他的
原型是谁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类人群。
在我看来，作者是为了突出那个时代人性的丑恶，在篇幅很
小的情节中，万不得已才把“父亲”(孙广才)写成这样的!

在书中，“我”的中学时代显得尤为独特，与大多数人一样，
“我”的中学时期也伴随着低俗与不堪。好友苏宇的心理畸
形导致自己的锒铛入狱，师生恋……虽然情节没有想象中的
高大上，但却能在诙谐与昏暗中，引起人们的共鸣。在读完
书中的一二章后，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控制”的含义，父亲
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成为禽兽不如的形象，“我”的
好友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沦为狱中人。在某一学说看
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在自
我约束中构成了人们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正是有了这些，
我们才能够擦除道德上的污点!

若论全书最精彩也最哀伤的情节，莫过于“我”与养父王立
强和养母李秀英的艰苦生活了，在遭受父亲与兄弟的排斥后，
“我”被送给了陌生的人家，虽然“我”的父母显得平淡无
奇，带养父母的形象却光彩照人，养父王立强是真正承担起
养育“我”的“父亲”，他比亲父完整，也充实，他的思想对
“我”有着包容，在文中后篇 —— 他的后悔中有所写
道：“最后凄厉的自杀着实使我始料未及 —— 这不过只是
一个女人引起的，”我“不能想象他对于那时幼小的”
我“有多大的打击，但”我“的命运确实随之改变……”此
外，还有一个半生都在床上的养母是“我”精神的寄托，她
对于“我”的信任的源头令“我”在后来回忆都值得感激。



在小说的尾声，“我”的养父母在离去与死亡中，奔向自己
的家乡，不知家在何方，不知父母在哪，却只能够“在细雨
中呼喊”!

悲剧的结局，往往给人最深沉的感动。抛弃固然可怕，但只
要不自我抛弃，你就会自立自强。太过奢求，往往不能如愿;
知足常乐!方可活的安心。当岁月的痕迹已悄无声息的在你脸
上雕琢，当你的内心已拥有足够的豁达和睿和，你才能发现
自己的人格发出圣洁的光芒!

余华笔下的村庄，安逸平淡却裹挟着人性的善良与丑
恶，“我”虽然沉默寡言，逆来顺受，却避免不了被送人;哥
哥因为父亲的暴行而割下他的耳朵;弟弟因救人而牺牲却成为
父兄二人攫取荣耀的工具……在无尽的丑恶与不堪中我们才
能感受到“我”面对漂亮女生时的紧张与不安，养父母
对“我”的疼爱……人世在变，沧海桑田，唯一不变的只有
规律。余华以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却很普通的笔调，
描绘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供人哀叹、供人唏嘘、供人
荡气回肠!

在细雨中呼喊的读后感篇四

前不久读了余华的《活着》，深深被他的文章吸引，于是，
又捧起了他写的《在细雨中呼喊》。

读毕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突然感觉被人抛弃真可怕，
特别是被自己的亲人抛弃。

孙光林做为故事的叙述者和最终的回归者，让他重温并饱尝
了那个特殊年月带给他的辛酸。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爱似乎都被无形的枷锁禁锢着。无
人敢多说一句，也无人敢替别人操心，只要一不留神也许就
被戴上了一顶莫名其妙的帽子。因此，全村人特别是无事可



做的妇女们，无聊致极的搜索着村里的新闻，然后以最快速
度传遍大街小巷。悲哉!可怜的妇女们!孙光林就在这样的环
境中出生，出生在一个将爱包裹的时代，一个一穷二白的家
庭。这些征兆就注定他将接受命运不平等的待遇，难以揭锅
的日子，是他的父母再难负担这三个孩子，于是他被送出了，
离开了他也许挚爱的父母和依然眷恋的故乡。他第一次被抛
弃!在他的心中是一种无形的伤疤，时时隐隐做痛，让他追忆
起那过往的日子。

新环境让他有了暂时的归宿，就在他心中刚要滋生家的温暖
时， 一个晴天霹雳，对准了他的后爸。因犯错被别人揪住小
辫，再难做人自杀而死。随后他多病的后妈，也是最信任、
理解她的人也离他而去。他陪妈妈带好物品来到码头，本以
为妈妈会带他一起走，可妈妈却独自一人上船，让他留在岸
边，等着船慢慢开动，妈妈已消失在茫茫迷雾中时，他才恍
悟到自己被妈妈抛弃了。爸爸走了，妈妈也走了，自己还是
个孩子，他无法想象今后的生活，诺大的地方却无法被容纳。
昔日美景越发显得惨淡，海上依旧托起的红日，此刻焦灼着
他稚嫩而脆弱的心。在迷茫和惊恐中，他哭了，没有底气也
没了勇气。他知道，心中勾勒的美景图宣告破灭，他又一次
被抛弃。

他想到了南门，那个离开已久的家乡。不知故乡是否风貌依
旧?他是否还能找寻旧日住所?阔别多年的父母还能否接受他?
但无论如何，他心中还燃着一丝希望的火光。于是背起重重
疑问和沉甸甸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踏上了返乡寻在
细雨中呼喊读后感1000字亲的路。一路群山逶迤，静水流深，
他已顾不得欣赏，心中寻亲的信念取代了一切。细雨中，追
寻儿时记忆，一路演绎着儿时嬉戏欢快的场面，因为只有想
着这些，才能销蚀心头的恐惧。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一处活，
这更是燃起他心头的希望，心中对家的呼喊越发强烈。走进
一看，他的哥哥和弟弟正批着床单跪在地上，周围摆着的物
品像是刚从大火中救出来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瘦骨嶙峋的男
人也跪在那里，男人的嘴里不断的说着：“这活真壮观啊，



真壮观!只不过这代价太大了”!他于是走上去说：“我要找
孙广元”!(他的爸爸)

亲人相见已不相认，“物是人非事事休”!故事就在这似完非
完中结束了，留给人无尽的思考。最终他依旧面对被亲人抛
弃的惨局，故事虽没直接写出，但从整个家庭的遭遇中我们
可以推断，虽然他历尽艰辛，心怀希望的找到了亲人，但亲
人依然无法承担养育他的责任，他又一次被抛弃，被命运抛
弃!

起初的我无法理解这种命运的捉弄，孙光林似乎是那个时代
一切不幸的化身。他的遭遇让我心痛，怜惜。是时代将这个
孩子折腾的遍体鳞伤，像恶魔一样吸蚀着他身上的营养，使
他心力交瘁，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就这样自我消逝在一个
特定环境中，或许多年后他会走出这段阴影，但他走不出这
个时代!一个将爱包裹，人性伪装的时代!

整本书都深深的压抑着我，悲剧的结局，往往给人最深沉的
感动。抛弃固然可怕，但只要不自我抛弃，你就会永远的被
接纳。不要太过奢求，因为人总是难以满足。知足常乐!当岁
月的痕迹已悄无声息的在你脸上雕琢，当你的内心已拥有足
够的豁达和睿和，你会霍然发现，早有一朵圣洁的小花在你
心头静静绽放，发出圣洁的光芒!

在细雨中呼喊的读后感篇五

没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否让人觉得真实。

因为《活着》认识的余华，所以便想看看他的其他长篇，于
是看完了《在细雨中呼喊》。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本书没
有丝毫逻辑，也许是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所以全部看完后又
大概的看了看才了解了它的大概框架。这本书以孙光林的角
度来写他周围的人发生的事情，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也不是
先写某个人再写某个人，总觉得作者好像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马行空，好像真实发生一样。

我不喜欢他的父亲孙广才。其实这本书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是
比较负面的，但是我最为不喜欢的还是他。按照小说顺序来
说，当他的儿子孙光明因为救人而牺牲了时，他并没有一丝
的悲伤反而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发达起来，后来得知没
有希望后，竟然又去被救的人家要钱。他还把自己的二儿子
送给别人，除了父亲无能，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缘由。这些
情节反映出的父亲形象着实让人感到悲哀。他的当家人形象
也是十分糟糕，他与同村的寡妇牵扯不清，从家里拿很多东
西送予那个寡妇。他的好色不仅仅体现在这里，他骚扰自己
儿子的未婚妻，导致儿子被退婚，孙光平直到二十四岁才找
到一个岳父瘫痪在床。孙广才不仅仅做了这些事，他对他父
亲的态度也是十分恶劣，“我父亲后来就让祖父坐在一把小
椅子上，我的祖父在吃饭时只能看到桌上的碗，看不到碗中
的菜。”当我看到这句话时，心里感到极其心酸，孙广才就
是这样苛刻的对待他那亲生的父亲的啊。

孙光林的经历很多，但父亲始终占了很多的篇幅。他的祖父
所占的篇幅也不少，我依旧费解为什么他的祖母会嫁给他的
祖父，也许是因为在当时算是合适吧，作者没有细写。孙光
林离开南门后的事情也没有写，只是写了一些南门和孙荡的
人和事。后来写他父亲给他写信跟他说孙光平砍他，可是作
者并没有写孙光林的反应，我猜也许是一笑置之吧。

读长篇小说也就是读很多人的故事吧，莫言曾说过写长篇小
说的人内心会有巨大的框架，复杂的人物关系都可以处理的
很好。我想，这本书的每个人物都很丰满，情节也很生动，
应该符合他所说的那个标准吧。

我喜欢这本书，若干后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