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红读后感 萧红呼兰河传读后感多
篇(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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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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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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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读后感篇一

《呼兰河传》把人带到遥远的回忆里。似乎亲身来到了灰色、
平静的边境小城，土得掉渣却如诗如画。旧时的景象和人物
在灵巧别致的笔下活了起来：冻裂了一切的寒冬、卖馒头的
老头、街道中间的深炕、后园子、爱看热闹爱传瞎话的小镇
居民、大神、道士、小工、童养媳。

《呼兰河传》的结构是越轨的，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确定
的主角，没有固定的主题，不是小说也不全是回忆，就这样
散散乱乱、随心所欲地挥笔而去，却一路带着你走进忧伤、
敏感、无助而又凄美的女性世界。能一气读完的书已经极少，
能一气读完的文学艺术品则少之又少，超越偏见读完《呼兰
河传》是一种幸运。书中的人物定格在脑海深处，超越时空
他们仍然处处存在着，善良而冷漠的爷爷、开朗却无助的小
团圆媳妇、勇敢而苦命的冯歪嘴、爱面子又委曲求全的有二
爷。正是这普便的人性描写，使《呼兰河传》历久弥新，位列
《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九名当之无愧。

然而《呼兰河传》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萧红朴实、独特、细
腻、真切的文笔，有什么故事能比作家的文笔更吸引人呢?受
萧红影响而走向汉学之路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如此评价萧红：
"萧红是一个好画家，她的文字简单朴素，不华丽，但阅读她
的作品仿佛身临其境，闭着眼睛就能看到她笔下描绘的那个
地方，她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这位曾把萧红作为博士研



究课题的汉学家说出了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可惜的是这位极
具天分的女作家命运悲苦，31岁就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个x人，我为第二故乡x的呼兰城曾经有一位这样独特
的作家而感到骄傲，这位义无反顾追求女性自由的萧红值得
被人们永远铭记。《呼兰河传》中萧红对儿时后园子的描写
似乎正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
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
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
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
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
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
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转载请注明

萧红读后感篇二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需要写
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
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萧红呼兰河传读后感作文，希望对大家
能有所帮助。

呼兰河，多美的名字！却是一个“人吃人”的小城。



整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围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小城的风土人
情，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地老百姓平凡、琐碎、落后的生
活现状和得过且过、平庸愚昧的精神状态。“黑暗”、“冷
漠”，除了这些词，我再也不知该用哪些词来形容了，在那
座城，可怕的不是鬼怪，不是战争，而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
那群人。

而《呼兰河传》中最值得啧啧称赞的是那洗炼精简、毫无刻
意雕饰痕迹的语言。这或许也是我喜欢读现代中国文学的原
因吧。这段时期的作品，语言通俗易懂，毫不晦涩，特别是
能融入一些俗语和口语，让人觉得亲切、真实而熟悉，自然
也增加了语言的临摹功能，将人物、事件、景物描写得生动
形象。

暑假里，因为打篮球不小心摔伤，右手骨折，我停下奥数课，
停下架子鼓课，停下游泳训练，妈妈不再催促我去上补习班，
反而有更多时间让我安静看书，实在是暑假的一大乐事。

安静看书，就能走进作者的世界，与作者对话。看着萧红的
《呼兰河传》，尤其是那篇《祖父的园子》，当我看到小小
的萧红在祖父的园子里，跟着祖父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
草帽，她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她就栽花；祖父拔草，
她就拔草。尤其是她拿着水瓢，拼劲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
大声喊“下雨喽，下雨喽”时，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样的
童年生活太令人向往了，那么无忧无虑，那么轻松自由。

妈妈说：“奶奶热爱生活，所以她能在园子中找到乐趣，看
着芭乐一个个长大，成熟了，摘下来留给家人，送给邻居，
这是分享；看到莲雾硕果累累，折腾着去包住外表，防止蚊
蝇产卵，这是付出；看到百香果藤叶攀爬，去砍来小竹子，
搭架，这是劳动的快乐。热爱生活的人，时时都充实开
心。”

是呀，萧红的祖父热爱生活，关爱孙女，奶奶也是这样。我



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热爱生活，拥有自己的“园子”。

《呼兰河传》讲的是作者萧红根据回忆童年生活写的一本书。

其中，我很多次读到了她的祖父与她嬉戏玩耍的场面，因为
在家中，只有祖父最关心作者萧红。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
作者趁祖父不注意，往他的帽子上插满了玫瑰花，祖父却没
有察觉，还说：“这季节的玫瑰真香啊！”惹得作者在旁边
哈哈大笑。

但是，当胡家婆婆平白无故殴打、咒骂小团圆媳妇，把沸腾
的开水往小团圆媳妇身上泼的时候，当时人们的精神都是麻
木的，大家不仅不劝解，还加油鼓掌。我又感到了愤怒，我
觉得小团圆媳妇很可怜，其实胡家婆婆只是想给小团圆媳妇
一个下马威，可我觉得这也太过了。

作者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但和祖父在一起的时光也是快乐
的。童年是人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在寒假中，我读了萧红写的《呼兰河传》，她把我带到了 20
世纪的小城 —— 呼兰河。

这个小城并不繁华，都是一些生活中很平常的事情，然而作
者却写得如此有趣、独特。其中，这个小城的东二道街的大
泥坑，让我印象深刻。

这个大泥坑有六七尺深，车夫和马经常翻进坑里去，翻进去
了之后，车夫爬了出来，而马就算连滚带爬也出不来。泥坑
还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
死在这里面。他们想到了许多方法，如：拆墙、种树，却没
有一个人想到过把坑填平，没有一个人。真是些愚蠢的人们
啊！

在作者童年的后花园里，她与她的祖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



生活充满了乐趣。有一次祖父和作者在后花园里铲草，她认
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割掉，
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作者小时候真是幼小而又无知。

《呼兰河传》这部作品写了人们的无知、愚蠢。萧红通过这
部作品，描述了一个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城市，
灰色的社会。那时候的人们再善良，也抛不开那些有害的旧
思想。

《呼兰河传》读完了，而我还久久地沉浸在那一片灰色的画
面当中。

是我在暑假开始前买的一大包书中最吸引我的一本，所以，
也成为了我最先注目的一本书。对于作者萧红，她的那篇
《回忆鲁迅先生》在所有的鲁迅回忆纪念文作当中独树一帜，
曾经在某个秋天的深夜让我又一次领略了什么才是情由心生，
什么才叫作感动。带着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印象，我打开了
《呼兰河传》。

熟悉的笔触、色彩、用光，萧红再一次用她那喃喃自语般平
静的叙述将我领进了那接近80多年前的东北，一个衰落的村
庄。整个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萧杀，灰色的背景，灰色的人
物，除了叙事者——那个家境还算富裕的小女孩——以及她
的祖父，整个村落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乌云蔽日，见
不得半点阳光。没有抬起头来的村民，他们笑也笑得那么拘
谨，生的普普通通，死的平平淡淡，按部就班的日子，哪怕
这是一种煎熬，也没有人去打破。他们只是活着，为了活着
而活着，为了死去而死去。那么多交替出现的人物，我甚至
都来不及判断哪个是我应当同，哪个又是我该去鄙夷的……
一个又一个悲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是
被告和原告，每个人都是迫害者和受害者。

小团圆媳妇的死，我不能沉下心去，像正文前那不知好歹的
序文一般归结到她的婆婆一家的愚昧、封建、狠心，诸如此



类，我不敢想象，当我身处那婆婆的境地，那样的家庭，那
样的时代，我能做些什么。他们家的小媳妇死了，来得时候
还活蹦乱跳的，谁也没料到，会走得那样匆忙，让婆婆们心
酸，他们使了多少钱，费了多大的力气，不过是想让这个媳妇
“活”过来啊。那小团圆媳妇呢？她本该是一个天真可爱的
孩子，才14岁而已，却以为人妻，为人媳，她该是多么不愿
意啊！在新家，又要受到夫家人的打骂，就这么孤零零的一
个人，还是个孩子的人，怎么承受的了？然而，在那个时代，
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也是无人能够挽救的。试想一下，如
果小团圆媳妇并没有成为文中的小团圆媳妇，那谁又能断定，
她不会被另一个小团圆媳妇替代，或者依然遇到了身为小团
圆媳妇的悲剧呢？悲剧笼罩着他们，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而
是一群人，一大群人，一个村落的人，一个地方的人，乃至
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人。

小团圆媳妇一家的悲剧，和那些活了又死了的村民形象都静
静的从高处看着我们，帝制到民主的转变，被侵略和被殖民
的屈辱，他们都经历过了，8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都已经消
失了吗？没有，他们还存在着，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骨血之中，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
这些人，我们，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虽然我们这些
脊梁，总是那样的不争气，80年前的灰色或许少了一些，但
那些低着头的匆匆步伐，怯懦的笑，和新的一种“封建”正
悄悄的用它们狡黠的眼睛张望着。

只是，不要再那么无奈的活着，又无奈的死去，来去若空。

《呼兰河传》这本书给我展示出一抹凄迷的气质，一种卓异
的风格。优雅而任性，伤感而婉讽，令人迷惑。这本书寄托
了无乡的女子渴望回家的倾诉，包含了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
对国民新的反思与批判。

我感受到作者对故土的思念，对自己的故乡有着无比热爱，
怀念之情，刺激我对呼兰河，对后花园的想象。故乡虽然在



万里关山之外，精神却在那里流连不已。

《呼兰河传》叙述了那份生与死的虚无：生，老，病，死。
这种淡淡的忧伤与淡淡的虚无，自然而然奠定了整部小说的
情绪基调。那份生命的虚无，自此飘飘渺渺，挥之而去。

读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我知道了萧红童年在呼兰河留
下的故事。

作者萧红细腻地写下了呼兰河是一个并不热闹的一个小村庄，
叙述地写出了她的家和那美丽而沉寂的大公园。祖父，二
伯……在萧红的笔下让我知道了那个小村庄的民俗风情和那
些小团圆媳妇被婆婆折磨得病怏怏的。

作者萧红告诉大家，她的童年既快乐又寂寞。在萧红家的大
花园里，她的快乐童年回忆全部都装在这个大花园里了。她
和祖父一起在这个大花园里笑声总是在荡漾。她和祖父的故
事很多，比如，祖父铲地，但萧红不会，拿不动那锄头杆，
于是祖父便把锄头杆拔下来，让萧红单拿个“头”来铲。因
为不知那个是苗那个是草，所以用锄头乱勾一阵，把菲菜当
野草割掉了。还有萧红看见祖父在浇菜，萧红抢过来浇，但
她并不是往菜上浇，而是往天空浇，还说：“下雨咯！！”

呼兰河里还有很多有趣和令人发笑的故事。特别是呼兰河四
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发生的事情：娘娘庙大会那一天，女子和
妇女参加的最多。如果是还没有生小孩的妇女去的话，只要
在子孙娘娘的雕像背后钉一个纽扣，给她在脚上绑一条带子，
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戴一副眼镜，把她旁边的泥娃娃给
偷着抱走一个。据说这样做，来年都会生儿子的。还有卖带
子的也特别多，妇人们都争着去买，她们相信，买了带子，
就会把儿子给带来了。若是未出嫁的女儿，也误买了这东西，
那就会变成大家的笑料。

呼兰河虽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处处都是故事。



读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这本书，我体会到了呼兰河这个地
方的有趣和热闹，也感受到了作者那难得的温暖！

呼兰河的趣事有很多，比如：大泥坑事件、跳大神、放河灯、
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姑娘庙大会等。最有趣的是那野台子戏，
野台子戏是因为丰收或求雨才办的。因为那个地方接姑娘唤
女婿的，在那个地方说媒的很多，所以很热闹。

每家都带着一大批礼物，你送我，我送你，看得看得饿了，
听的饿了，聊得饿了，就在旁边买些 凉 粉，糖球、粘糕，
反正多得是。

唱台上根本没人关注，像看的看不着，不想看的到看得着。
唱来唱去，也没几个人听懂。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样热闹，
不聊天那就可惜了。有些乡下人还在沙滩上扎营了呢！看上
去倒挺舒适的，一向无忧无虑的，还吹着清风，真舒服啊！

作者小时候，最喜欢在花园里玩，跟祖父玩。作者总是跟在
祖父后面，祖父干什么，她也干什么，累了就睡，多轻松，
多自在啊！成了萧红黯淡孤零的童年心理中难得的亮点，是
津津乐道的人祖小间的交流。现在我才发现，原先爱有多可
贵。

可是，谁也没想到萧红是虚假的背景里成长的，只有那六七
十岁的祖父给过她温爱。

萧红读后感篇三

这几天天我读了一本叫《呼兰河传》的书，书里讲了好多萧
红和祖父有趣的故事，想知道就往下看吧。

我记得这本书里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故事，讲了萧红与她的祖
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生活充满了乐趣。如：萧红在后园



里摘了一束玫瑰，给祖父戴在草帽上，而祖父却浑然不知，
还说：“今年春水大，花香二里都能闻见。”从这能看出祖
父非常疼爱萧红。

其中，这个小城的东二街道的六七尺深的大泥坑让我印象特
别深刻。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
河了。，在那个大坑里淹死过许多人、猪、狗、猫、马……
那个大坑家家户户都知道，就是没有说把这个坑填平。

读完了《呼兰河传》，我们要好好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快
乐的生活。

萧红读后感篇四

《呼兰河传》也曾经是被我忽略的伟大作品。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
的排名让我受到了一种虚伪的教育。再者中国现代文学在语
言上很夹生的表达方式，让人产生一种阅读障碍，所以，我
当初在阅读的时候，对现代的很多作家都“敬而远之”了。

看完《呼兰河传》，我才发现我先前多么的幼稚。看完《呼
兰河传》我才知道小说存在一种叫做“小说场”的东西。

“小说场”是我临时借用的一个词。所谓场，类似于磁场，
气场。小说的场如同包裹在小说之内外的独特气质。不是每
一个作家的作品都会有这种场的存在。恰恰《呼兰河传》有，
萧红有，这也是萧红在现在文学之林中显得独特的地方。

小说的场最基本的体现形式是在语言上。《呼兰河传》的语
言节奏缓慢，不温不火，津津有味。很少出现那种冗长的句
子，这让人阅读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舒服。同时，萧红的语
言还有一点调皮，有一点幽默。



“关于豆腐这美妙的一盘菜的爱好，竟还有甚于此的，竟有
相要倾家荡产的。传说上，有这样的一个家长，他下了决心，
他说，‘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不过了’的三个字，
用旧的语言来翻译，就是毁家纾难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我破产了!’”

这是一段描写晚饭时候，卖豆腐经过小县城的街道的时候，
人们想到了餐桌上要是能有一块豆腐，小葱拌豆腐，那该多
好啊!为此有的小孩子长大最大的志向就是开豆腐房，天天吃
豆腐。更有甚者，实在忍不住了，馋虫出来了，就一狠心，
买一块豆腐，买豆腐的时候还要说上一句：“不过了，买一
块豆腐吃去!”

要知道，呼兰河小城生活的大多都是一些平日里买不起豆腐
吃的平头老百姓啊!

这便是萧红语言上的独特气质。它在“能指”和“所指”的
功能上，都发挥到了极致。

《呼兰河传》的“场”还在于小说要表达的思想上。实际上，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的时候一定是想家了。作者在“尾
声”中有这样一段话：“以上我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
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怀，就记在
这里了”。这段话萧红写于1940年的香港。某种意义上说，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是对思乡情绪的一种寄托。

将近十年的漂泊生活，家的概念一直在萧红的潜意识中流动。
促使她写作一部关于家乡的小说。如果不写出来，将难以释
怀。

但记忆中的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荒寒的底色就像开篇中被
冻裂的大地。在这片大地上不仅仅有短暂的童年，有长满植
物蝴蝶乱飞的后花园;还存在着麻木不仁，搬神弄鬼，愚昧落
后;还有那些面目朴实，为生活计，为生存计，心地善良生命



力顽强的人们。

严格意义上讲，《呼兰河传》不大像小说，更像散文。尤其
是前两个章节，没有一个主要人物，如同徐徐展开的一幅画，
人物隐藏在吵吵闹闹的生活后面，但它不仅交待了呼兰河这
个小城的格局，同时对底层人的关注的视角也在此奠定了叙
事的基调。也正是在这部分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场”，
如同风暴中的漩涡，一下子扎下去，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

也正是这种“小说场”的存在，才让《呼兰河传》这部作品，
在阅读的时候不觉得零散，从第三章开始，除第四章外，每
一章节写一个重要人物，祖父，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
嘴子。第四章的描写便形成了现在“萧红故居”的格局，在
萧红故居重新修建的时候，有关部门提到了，故居是完全按照
《呼兰河传》中的描写修复。

荒凉是人们内心的荒凉。

这也是《呼兰河传》的一种独特气质所在，作者用荒凉构建
了她自己的“小说场”。

我要回家。

萧红没有亲口说出来，但这种想法一定在她内心之中涌动过。
即使“家”是荒凉的。是缺少父爱、缺少温暖的。是愚昧和
落后的。

无论它什么样子都要回家。这是一道横在心中的坎。

我想起了诗人光的诗句，他在《岁月的遗照》中写道：

“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

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



我们向往着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

萧红读后感篇五

一天了本《呼兰河传》，到家就读了起来。其实初读《呼兰
河传》，我并不怎么喜欢，耐着性子看了一遍，随手就丢到
一旁了。当我重新翻那本《呼兰河传》，细细品味，才发觉
得它的精彩。

文章的第一章所出现的一个镜头，就让我感慨万分：在东二
道街上有六七尺深的大泥坑，人们和家畜常常会遭受到灾难。
人们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过
把泥坑填平。多么愚昧的人们呀！在他们的脑海里就要顺应
社会，顺应天意，人是不能违抗天命的，这不能不是他们的
悲哀！

作者在文章中一直写到"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就为里
面人物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文章中的小团圆媳妇刚来胡家的
时候只有十二岁，因为长得较高，怕别人说她谎报年龄，便
说是十四岁，但尽管如此，人们还说她有意隐瞒。她"黑乎乎
的、笑呵呵的"，人们便说她大大咧咧，一点没有媳妇的样子。
不久她的婆婆时常整夜整夜地打她，说是可以让她更懂事听
话；还认为她身上有病有鬼，于是用尽了各种迷信法：请"云
游"抽贴、请人来跳大神、甚至把她放在水中煮……最终，小
团圆媳妇被无辜地折磨死了。

我真正感受到情绪欢快起来是在祖父出场后。从作者--一个
四五岁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一切都陌生而新奇。年幼的"
我"，整日随祖父在后园尽情玩耍。锄草、抓蝴蝶、吃烤鸭、
缸帽遮雨……皆描写得妙趣横生，意兴盎然。这一幕幕，作
者都用诙谐幽默充满童趣的语言描绘得淋漓尽致。我竟不自
觉地我拿自己的童年和作者的童年去比。在我看来，读了
《呼兰河传》，觉得作者的童年是美丽而又寂寞的，更感受
到自己童年的快乐与幸运。



读这本书时，愉悦伴着沉痛，随着小主人公萧红的脚步，我
偷窥到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很庆幸那只是萧红的童年。但，
这是无法逃避的历史，让我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永远不
要重蹈覆辙。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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