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巴金的文章有感 家巴金读后
感(大全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一

“命运”这个词，我们可以轻松用笔在几秒钟之内写完，而
真正的意义，却要用一生去诠释。我相信“人定胜天”这个
说法，但是很多时候，人力在命运面前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甚至于每一次的挣扎却是推向更深的深渊的魔手。

他们，是家的一部分；他们，进行着爱与恨、情与理的冲突；
他们，或压抑，或挣扎，或抗争；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奏着生
命之歌。

《家》给我们塑造了专横、衰老的高老太爷，荒淫残忍的假
道学冯乐山，腐化堕落的五老爷克定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
又有敢于向死向封建抗议的刚烈丫头鸣凤，温顺驯良的梅芬，
善良厚道的长孙媳瑞钰等。以及接受新潮思想、向往自由平
等的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悟者和叛逆者的形象。

最让我同情的不是投湖自尽的鸣凤，也不是守寡病死的梅芬，
而是处于“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的觉新。他爱着一个人，
却同另一个人结婚生子；而后陪着与自己相守的人，又放不
下爱着那个人。从始至终，除了最初他和梅芬的那些相处，
我看不到他真实的灵魂。不是不想逃，不是不想任性，不是
不想挣扎，只是身份将他压在了无形的五指山下，所以，他
不能。觉慧口口声声称他的哥哥为“无反抗主义者”，却不
知大哥注定是十字路口上最艰难的徘徊者，时代的牺牲者，



他上承高老太爷的威严，下启羡慕着觉慧的勇敢与追求。如
果他处在觉民觉慧的位置，他断不会再这样压抑着自己。他
很清楚地明白若自己放下了这些担子，这个腐烂、溃败的封
建大家庭只有走向灭亡的道路了，这对一个骨子里还很传统，
舍弃不了“大家”的男人是无法容忍的。于是他选择放弃自
己的幸福，埋葬自己的感情去成全这个家庭。我们没有权利
去批判他的选择是对是错，只能说这个看似可以选择的题目，
其实只有一个选项。最终，他只能将自己的愿景寄托于觉慧，
希望他享受不到的可以由自己的弟弟去领略，这不是他的放
弃，恰是他的希望，让别人替自己幸福也是一种无奈的幸福。

这是一个默默承受，不懂反抗的人，那么反抗的人有什么结
果呢？

作为高府丫鬟的鸣凤用死亡控诉了这个吃人的封建的社会。
最初，她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高高在上的觉慧，她不
求相守，只愿可以一直远远望着，不奢求，不指望能进一步
靠近，出乎意料的是觉慧竟也爱着她。看似毫不费力就可以
满足的愿望，鸣凤却不能，因为她只是一个丫鬟，丫鬟没有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权利，从被主人买下的时候开始，她就
没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只是她太晚才看清。鸣凤久久
等着希望的火光，她单纯的以为和覚慧的'爱情可以改变她的
命运，仍摆不脱命运的安排，她被要求嫁给一个老头子，尽
管她怎样恳求，也逃不了，绝望中她只能选择长眠地下。湖
水成了她的最终归宿，这是一个悲剧，也是美好的结局，没
有屈服，而是自已选择归宿这就是很勇敢的，在那个年代来
说。觉慧开始让我认为他是爱着鸣凤的，而后我越来越怀疑，
那是爱吗？有那种爱，即使爱的人死了，却只有叹息，而没
有多少悲痛表现的吗?我本以为在鸣凤死后，觉慧会哭天抢地，
甚至于撕心裂肺的“殉情”，哪知他会那么淡定，然后渐渐
淡忘，又去追逐自由。其实这只是一种小青年的反抗心理吧，
不想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一种新鲜的感情，并非
什么爱。只可怜了鸣凤，死心塌地换来一场空。悲哉！



小说中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向我们控诉着封建礼教对人生活
的残骸，想说不能说，想爱不能爱，有的是无止境的约束和
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不挣扎不甘心，挣扎了又是徒劳，怎样
都是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一个字可以形容——难。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二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
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
的历史。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
从表面看，高家“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家庭内部
尊卑有序，礼法森严；但实际上，在这个大家族中处处都充
满着激烈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作品在揭露这个封建家庭
罪恶的同时，还侧重表现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
的摧残和迫害。作品还表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一代觉醒了的
青年同这个罪恶家族的斗争。这些青年受“五四”反封建巨
浪的影响，一方面在社会上积极参加宣传革命思想的学生运
动，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和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展开勇猛的战
斗，最后，他们真正敲响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丧钟。

《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反映了当时的
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
控诉和揭示了大家族和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
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作品还以极大的
激情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以及他们与罪恶的封
建家庭的决裂。

《家》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这个封建大
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
格特征。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作品通
过塑造高老太爷这样一位腐朽反动的人物，表现出了封建制
度以及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必然灭亡的趋势。



觉新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
他性格上充满了矛盾，是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觉新善良，
待人诚恳，原是旧制度培养出来的、有较强传统观念、且有着
“双重性格”的悲剧人物。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
反映出了当时某些时代特征。作者通过塑造这一典型人物，
批评了“不抵抗主义”，指明对于封建旧制度、旧观念，反
抗才是避免悲剧的惟一出路。

觉慧是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的形象。他有正义感，同情下层
人物，勇于反对封建束缚。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对于
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作者对觉
慧的塑造完全是忠实于生活的。尽管觉慧身上有着明显的幼
稚，但他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我国觉醒了的一代
青年人的某些精神面貌。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
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
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
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
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
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下面就让我带你走进
《家》的世界。

《家》描写的是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世同堂”的
封建家庭的没落分化的过程。觉新、觉民、觉慧三个性格迥
异的'兄弟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奋斗：大哥觉新面对封建礼教选
择了屈服和服从，担负着全家的重担，被兄弟责骂，在关键
时刻也打破陈规帮助弟弟实现理想。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三

“有你在，灯亮着”，巴金先生的去世让每一名读者感到遗
憾和悲伤。



我并非是个热爱看书的人，最初的相识也只不过是教材书中
载选巴金先生的几篇节选，还记得为《雷雨》在老师的课堂
上演绎，在《爱尔克的灯光》中体味封建社会下带给我们的
启发，称不上巴金先生的忠实读者，唯一接触完整的一本书
《家》。不久前，我又拿出了《家》，细细回味了一遍。

《家》这部小说是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大家
庭中说起的，讲述了那一代人对自由，对爱情，对创新中国
的梦想的追求和努力，和他们三兄弟做出的不同决定，是坚
持还是放弃，是爱还是恨，是走还是留以及这些决定带来的
不同后果，越是读到后面，情节越是起伏不定，内心越是激
动不已。《家》中塑造了一个封建压制极其严重的大户人家，
在这个家中有着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人物。觉新无疑是这
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影子，他是一种悲剧，曾经深爱着梅，但
让他的父亲用占阖的方式决定了他的命运，娶了瑞珏。他爱
他的'妻子，但世俗的思想害了他，听从别人的鬼话，将待产
的妻子送到城郊，以至他的妻难产而死。

他含泪忍受一切不义行为，不敢吭一声，他活着，只为敷衍，
豪无主见，这也正是旧中国的悲哀。然而丫头鸣凤对觉慧的
不渝也是一个悲哀，这个悲哀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但麻木的
人们不以为然，在他们心中丫头拥有的权利不同于他们，他
们是物品，可以当作人情相送。

而觉民则不同，当他得知与冯家小姐定亲时，为了自己的梦
想毅然选择离家，最终他在这个家庭中是最早取得小小胜利
的人。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四

《家》问世七十多年了，我惊奇的发现依旧在今天的社会里
无数的'人们正在重复着作者笔下鸣凤的道路，觉新的道路，
梅的道路。我不敢说作者的笔具有遇见性，我也不敢说我们
这个社会从七十年前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一直都没有多大的改



变过。事实上今天我来剖析鸣凤只是为了一个道理，生活的
确是场搏斗，激流的生命一定不要沉默，不平则“鸣”，要
响亮的“鸣”，莫要去做觉新，梅，瑞珏，鸣凤了。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五

当时巴金作此文，意在最封建主义的抨击和控诉。而今时的
我，又得到了新的.领悟：每个时期都会有一定的矛盾存在，
如果这种矛盾是祸及大家利益的，我们当努力克服；对于某
些权威，他们的思想、知识，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存在新的
想法，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即便是权威，我们也有可能向之
提出质疑；要有所追去求，做个有血有肉的青年。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六

《家》，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激流三部曲〞中的第
一部，描写四川成都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高公馆的故
事，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
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告诉了我许多道理。
小说的主人公觉新、觉民、觉慧、鸣凤……这些人物都包含
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寄托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其中，觉新的.
形象最为深刻。丰满，耐人寻味。觉新是封建世家的子孙，
自小就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孩子，在他的性格中，与善良分
不开的就是懦弱。本来，觉新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想做一
名化学家，并准备去上海。北京的大学去进修，但中学毕业
以后，他被父母召回家，与一位从未谋面的女人结婚。父亲
死后，所有的责任又落在他的肩头。她的青春朝气和梦想在
沉闷的家庭生活中消磨。他不惜花费时间，陪家中的女长辈
买东西，他顺从祖父及叔叔，阻止弟弟违抗祖父的话。他在
这种自我麻痹中作者封建势力的俘虏。当〝五四〞新文化运
动开始，他也与弟弟如饥似渴地阅读著作，觉新对封建礼教。
家族制的罪恶，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但出于自身的懦弱，
他还是无法像觉慧或鸣凤那样断绝得干干净净。当年轻时热
恋的梅表妹和因躲避〝血光之灾〞在外难产而死的瑞珏死去，



觉新才彻底明白自己的这些悲剧原来都是封建制度造成的，
而因为自己的懦弱他甚至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最后，
他终于鼓起勇气，瞒着家里其他人，帮助觉慧筹借路费，送
他离家。觉新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从反面激励着
当时的无数青年为崭新的生活而抗争，可谓是巴金笔下不朽
的人物形象。读完了《家》这本书，我心潮澎湃，不知是为
了觉民与觉慧的胜利而欢喜，还是为了琴与鸣凤的大胆而喜；
或者是为了瑞珏与梅的遭遇而悲泣，高老太爷的专制受到了
打击而歌……总之，五味瓶打翻的味道，我难以用语言来表
达。《家》中描述了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让我们看到
了青春给予我们创新动力，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坚定信
念，千万不要像觉新那样一生充满遗憾和内疚。在历史的洪
流中，这本书永远不会被淘汰，因为它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
见证！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七

最近我阅读了巴金爷爷写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家》。
巴金爷爷是现代著名的文学作家，他写过很多著作，《家》
作为他的代表作反映了中国旧社会的封建主义和家长制。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主人公觉新的软弱无能，觉民、觉慧坚决
抵抗旧社会支持新社会与高老太爷抗争的动人故事，里面人
物的性格各不相同：老大觉新是个“无抵抗主义”，长辈说
什么他就做什么，即使自己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提出，一味
遵从；而觉民和觉慧是两个有自己看法并且大胆实施的人，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幸福努力奋斗；他们的祖太爷———高老
太爷，是封建社会典型大家长的代表，他为了自己的面子、
利益而不顾别人的看法，最终使一个个人都成了“牺牲品”。

读了这本书之后，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父
母不会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我们身上，给我们自己的空间。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更要珍惜现在，努力做好每一件事，以
更好的成绩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八

当时巴金作此文，意在最封建主义的抨击和控诉。而今时的
我，又得到了新的领悟：每个时期都会有一定的矛盾存在，
如果这种矛盾是祸及大家利益的，我们当努力克服；对于某
些权威，他们的思想、知识，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存在新的.
想法，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即便是权威，我们也有可能向之
提出质疑；要有所追去求，做个有血有肉的青年。

读巴金的文章有感篇九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我非
常喜欢它。

这本书主要讲了作者蒂皮和她的`野生动物朋友之间的故事，
书的前面还有蒂皮致中国小朋友的信呢，让我们保护环境，
珍惜野生动物。

地球是个大家庭，动物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要像一家人一
样，互相帮助，共同生活。有些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
一切地捕杀野生动物，不想想后果有多严重，所以我们一定
要保护环境，珍惜野生动物，争取做地球大家庭里合格的一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