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的读后感 十日谈读后感(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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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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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读后感篇一

《十日谈》，谈尽了兽性的人的假丑恶，谈尽了精神的人的
真善美。人的天性，被伟大的雕刻家塑造成活的形象，大胆
地置于阳光下的我们面前;人的不容违背而常在违背——人为
地强行违背着——的天性真实地被证明了。人类真实存在的
东西，却盲目、野蛮、别有用心地压制它，囚禁它，千方百
计地否定它，毁灭它，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这是惨无人道、
罪恶绝顶的行为!但愿人的天性随着卜迦丘的灵魂，一起从历
史的桎梏下得到解放，升入天堂!但愿这作茧自缚的愚昧历史
早早坠入地狱!卜迦丘万岁!

看过《十日谈》全译本中未曾得见的故事后，却不明白这些
故事为什么不能看，与其他故事有多大的区别?似乎这些故事
的内容从实质上看与其他故事是一致的，并且有些还是有所
谓积极意义的，并没有比其他故事更“黄”之处，有的根本
就没那方面意思，而是很有趣味的艺术品，既幽默又高尚。
那些假道德家们自己干尽了坏事，满脑子乌七八糟的东西，
还硬装作高洁，结果把高洁的东西视为低下而舍弃了，这样
更暴露出他们肮脏的思想和低级趣味。

好人并不能因为读了坏书而变坏，坏人也并不能因为读了好
书而变好。同样，坏人并不能因为他说了好话就变成了好人，
别人也不会因此把他就认为是好人了;那么好人也不会因说了
坏话而变坏和被别人视为坏人。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本质，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不容易转化的东西。但所谓好人和



坏人，虽然品质不同，可是有相近的人性。因为都是人，都
有作为人所应有的需要，只是满足需要时的思想、方法及目
的不同才有好坏人的区别。可有些人却偏偏置此不顾，明明
知道他人的缺点自己也存在，甚至还要超过他人，却一定还
要去怀疑他人、指责他人而标榜自己，其实这样做适得其反，
正显示出他们的阴险和无知。一种完整的东西，非要按自己
的心理去衡量它，只因他有见不得人的思想和行为，怕别人
不知道，所以就把完整的拆开，再组合起一个支离破碎的东
西给人看，这是何等罪恶行径!岂不知不完整的好东西会成为
坏东西，而不完整的坏东西就更加坏了;完整的好东西能给人
完整的思想和启迪，完整的坏东西能给人完整的憎恨和教训。
何况本来是好的东西却硬以为是坏的东西让人们去防范，不
是荒唐可恶已极吗?很正常的东西，很自然的事情，却非要把
它视为豺狼猛兽，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一定会使它真的变成
了豺狼猛兽，有多少可悲的例子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尤其在中国，这类的所谓的经验太多太多，所历经的时间也
太久太久了，这是非常惨痛的事。难道能说这是中国人的幸
运而不是不幸的中国人吗?可恨的是总有人想延长这种不幸，
可喜的是今天终于出版并发行了全译本的《十日谈》，终于
能看到这本译者序言那样的思想和愤慨了。在这一壮举之下，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觉醒和解放。不幸的年代和人们是不幸的
过去，幸运的人们在今天这幸运的年代里不会在明天尝到昨
天的不幸吧?虽然今天的幸运还只是一种趋向，还是不完全的，
可是正向着完全冲去，不是吗?!

上述高中有关十日谈读后感，是一篇紧扣主题、描述清楚的
读后感

《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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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读后感篇二

我看十日谈，是源自一位老先生的推荐。那是一位教哲学的
老师，他说，你们应当去看看，非常有意思。于是我看了。

可是却丝毫没有觉得哪里有意思，手中拿的分明是一部不好
看的小说。好在有些故事情节还算有趣，我这才顺利的读完
了它。

仔细想想，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毕竟与我们不同了。在他的
当时，能够想到这些内容，看到本质，并且冒着危险写出来
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如同，牛顿对重力的思考，如此伟
大对现代人看来却稀松平常。

所以，我想到，我们看书，不仅要思考，更要从作者生活的
那个年代出发去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清晰的看到书
的价值。

如此，十日谈的.确可称上经典。因为从里面，我们看到了对
权威的批判和揭露，还有在污秽的风气中对美好生活和爱情
的歌颂。至于作者对道德和爱情冲突的理解，只能说，见仁
见智罢了。

另，建议读者找一本好的译本来看。据说作者的语言十分有
特，可惜我读的版本译文糟糕透了，充满了翻译腔，实在可
惜。



日的读后感篇三

前后用18天读完了薄伽丘的《十日谈》这一“文艺复兴”时
期意大利的经典、西方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在“阿
巴达”上完整读完的第一本书。

但这本书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两个字：猥亵，其中尤其
以“‘变马’把戏”登峰造极。而且作者把私通和爱情混同
起来，这使那些圣洁的爱情佳话也受到了玷污。固然，有些
私通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救夫责妻”中，并没有交待丈夫
有什么过错，可那位义士主人公在义正词严地痛斥教会中人
的虚伪之后，同样义正词严地维护自己的私通之权。因为这
些文字，十多年前，我从姐姐同学手里接触到这位贵客时，
最终以敬而远之而结束。我并非有多么高尚或装高尚，而是
天生对这种文字过敏，它对我的作用也如同对木头一样。

另一方面，同样是私通，但只要是教会中人，作者却毫不谅
解，最轻也是调侃，例如“床头‘地狱’”中那位并无“前
科”的修士。这种区别看上去很不公平。但是需要考虑到：
当时正是这些最有资格捍卫天主教道德的人，私下却在大肆
破坏道德的根基，而人前的精神控制仍然毫不含糊，这本身
就极不公平，以不公对不公，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在当今
的中国社会，也有类似的现状。“芦笛”的那位无聊阿彭抛
出的“道德虚伪论”，想必是读了《十日谈》而发的。

然而，到了第九、第十天的故事，格调又突变为夫权无过，
妇道有理，而且在全书终结之时，又借末任“国王”之口，
声称那些猥亵的故事是用来考验听众的意志，这显然是在教
会压力下的言不由衷。

限于个人趣味，还是更喜欢书中与爱情关系不大的少数故事，
例如“歹徒升天”中那个恶棍在临终忏悔时的可笑的做作，
再如第六天的“机智故事系列”。



我还注意到书中有两个故事是和埃及苏丹萨拉丁有关的，前
者表现了他的明智，后者则赞美了他的情义。这为欧洲人敬
重这位十二世纪末敌手的说法提供了证明。

日的读后感篇四

我看十日谈，是源自一位老先生的推荐。那是一位教哲学的
老师，他说，你们应当去看看，非常有意思。于是我看了。

可是却丝毫没有觉得哪里有意思，手中拿的分明是一部半黄
色的小说。好在有些故事情节还算有趣，我这才顺利的读完
了它。

仔细想想，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毕竟与我们不同了。在他的
当时，能够想到这些内容，看到本质，并且冒着危险写出来
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如同，牛顿对重力的思考，如此伟
大对现代人看来却稀松平常。

所以，我想到，我们看书，不仅要思考，更要从作者生活的
那个年代出发去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清晰的看到书
的价值。

如此，十日谈的确可称上经典。因为从里面，我们看到了对
权威的批判和揭露，还有在污秽的风气中对美好生活和爱情
的歌颂。至于作者对道德和爱情冲突的.理解，只能说，见仁
见智罢了。

另，建议读者找一本好的译本来看。据说作者的语言十分有
特色，可惜我读的版本译文糟糕透了，充满了翻译腔，实在
可惜。

注：我读的并非此本。



日的读后感篇五

家里有很多藏书，第一次翻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在初中，当
时没有看完。

高中又看了一次，因为文学常识里常常提到这本书，世界名
著，《十日谈》云云。

当时有个问题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她是夫人，怎么又
是情人呢?当时只知道情人是指心爱的人。不知道塬来情人是
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还是没有看完，看了一两篇就很无趣。

也不明白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太久没有看书的缘故，前几日
去图书馆找书看，无意中发现《十日谈》，心想虽然很大一
本，但是都是小故事合成，应该很容易看完。现在才终于可
以知道这本书是说什么的了。虽然至今还是没有看完，我想
应该也不会看得完。

总之是要揭示宗教的腐败，和欧洲人的一些思想观念。

总结出一句话：欧洲人很多年前就有的这种传统。而且仍然
在延续。

因为美国加拿大的.人民也是从欧洲移民过去的，所以他们也
保留有类似的传统!

当然，不是全部人都那样那个撒!

日的读后感篇六

《十日谈》有十章，每一章有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人物，不
同的启示……

（一）



有个女性受访者，59岁，她说自己是精神病，走到哪里都会
被人冤枉，被人趋赶，在她心里，已经认了这样的命运，她
说：“因为自己有精神病，所以被歧视是应该的。”

那么，难道因为是别人，所以我们就要去歧视？

到那一刻，我想起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在她的人生中，她希望得到的是我们平时容易拥有
的快乐，只是很简单的快乐啊！

（二）

这是我最为感动的一章，这章的主人翁是一个中年受访者，
芳芳，没有病之前是一个美女，热爱跳舞，有浓烈的艺术情
结。

就这样，跳舞渐渐成为芳芳唯一的依靠。她说，艺术是世界
上最美的。在访问的过程中，芳芳曾失声哭了起来，她
说：“自己没希望了，什么都没了，自己过得根本不开心，
只能用跳舞来麻醉自己，自己没儿没女，无父无母，没了什
么都没了……”

每个人都试过孤独的滋味，但是她的孤独人生路是漫长的，
是没有尽头的，想到这里，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为什么我们
还不满足现有的生活呢！

看着芳芳翩翩起舞，她笑的很开心，越跳越有感觉，好久都
没这样尽情地展示着艺术的魅力？她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居然
能显得那n自在，或者是她也根本感受到了来访者对她的深深
关切和慈悲之心。

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说话或小小的帮助，我们都值得去做。

天下为公，靠携手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