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萧红山下读后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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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萧红山下读后感篇一

读书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天不读书，心里不舒服。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安静
地读起书来。我读的是大作家萧红的《散文集》。

读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们在课文中学过《祖父的园子》文章的
语句生动活泼，很接近孩子的生活，后来在老师的推荐下，
选择读过她的《呼兰河传》。

一篇文章《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这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一口气把这篇散文读了两遍。文章中把鲁迅先生和他的夫
人许先生的平时生活详尽的描述，在我们的面前展现的是一
个刚正不阿的老人，一个善良的老人，和我们读过的《我的
伯父鲁迅先生》很多的记叙是一样的，鲁迅先生的关爱穷人，
先生的认真，每次写完文章，都要把笔纸摆放整齐，不可以
随意堆放，读书经常要读到很晚，很是勤奋。

记得鲁迅先生的格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图财害命，浪
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
挤，总还是有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今天的读书，让我再次感受到时光流逝的无情，生活中，要
我们珍惜去努力的事情太多，平时在学校的学习中，自己总
是凭着头脑聪明，学习偷工减料，所以导致每次的学习成绩
都不是很理想。



今后，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对待，还要学会珍惜
当下的时光，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人。

我们爱读书。

萧红山下读后感篇二

伴随着深夜的灯光，萧红的文字缓缓流淌在心间。怀着崇高
的敬意，我默默感受着她那淡然的语气中难以言说的寂寞与
悲凉。

萧红的文字细腻而朴实，她笔下有北方苍茫大地上严冬凛冽
的天气，有八月乌鸦飞过的凄厉啼鸣，有绚烂多彩、变化万
千的火烧云，还有祖父花园里充满生机的小虫和小花。她那
细致入微的描写，给我带来了许多不一样的阅读体验。精彩
的台子戏、热闹的放河灯，为我打开认识上个世纪民俗世界
的大门。她常常用朴实无华却极具表现力的文字，在漫不经
心之余抒发点滴情感。这文字却如同缠绕着的藤蔓深入人心，
令人体会浓浓的悲凉之感。我常想她的文字或许正如她笔名
中的“萧”字，蕴含着无限萧条和无尽的凄凉。

萧红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是鲜活立体，极富个性的独特生
命体。读她的文字让我们如同与人物面对面共同渡过一段难
忘时光。无论是给予她毫无保留疼爱与关怀的祖父，性情古
怪爱偷东西的二伯，还是回忆里谈笑风生、亦师亦友的鲁迅
先生，都是有血有肉的形象。后花园中祖父爽朗的笑声和幼
年萧红顽皮的身影，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初冬早晨弟
弟“深色的眼睛”温暖了姐姐的心，也触动了我，顿觉内心
柔软。萧红用敏锐的眼睛洞察一切，以极富表现力的语言，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这众多人物之间
流连。我恍然发现萧红并不孤单，这么多鲜活的人物陪她一
同对抗孤独，也是一种安慰！



萧红山下读后感篇三

读过的第一部萧红的作品是她的《呼兰河传》。讲述的是发
生在呼兰河边的故事。通篇文字透着一种洗尽铅华的平淡，
又因为在写作过程中融入了诗歌的特点，使整部作品更具艺
术的魅力。被誉为诗化小说。在那些看似寻常的文字下，隐
藏着女作家对生命独特的感悟和体认。有人评价这是一部不
会随岁月老去、永远年轻的作品。

最近只偶尔翻过些散文，想写写看过《蹲在洋车上》、《失
眠之夜》和《同命运的小鱼》后的感想。

萧红是那种以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女性，文字便是她灵魂的自
传。在她的作品里，看不到炫耀、卖弄、制造的成分。有的
是一种与大地相连的美好品性。创作的素材也大多来源于她
的真实生活体验。

《蹲在洋车上》讲述的是一个童年的故事。作者以朴实细腻
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一种
牧歌式的情调。

“我眼看着那个驴子飘飘地不见了！我的心魂也被引了去。
等我离开窗子，祖母的斗篷已经脱在炕的中央，她嘴里叨叨
地讲着街上所见的新闻。可是我没有留心听，就是给我吃什
么糖果之类，我也不会留心吃，只是那夜的车子太吸引我了！
太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

在《失眠之夜》中，女作家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颖悟，使得
文字中充满了许多细致优美的抒情。“在家乡那边，秋天最
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的一样，就像
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
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
高。”



可又有谁知道，出生苦难的萧红，在她的内心深处，深藏着
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将自己浸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
悲剧感，与生活中弥漫着、浮荡着的悲恋剧气氛相融合，从
而传达出深远的人生悲凉感。

所以在《失眠之夜》中她这样说道：“家乡这个概念，在我
本部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
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

萧红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笔下的人和事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
来的，她非常懂得人性中的贪婪和漠不关心，也懂得人间的
爱与温暖。

“我后悔，为什么要出去那么久！为什么只贪图自己的快乐
而把小鱼了。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
毁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

作家给予脆弱的生命以人文角度的关怀，直抵心灵深处温软
的部分。同样也可延伸到她笔下所关注的沉默的绝大多数人
群。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真诚地融入笔下的艺术世
界，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
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在她的笔下经常出现的不是她自己，也非狭隘的权利富贵阶
层。而是那些被忽视的涌动在社会最底层的话语缺席者。那
些饱受磨难、牺牲的灵魂。并“与欢乐的人同欢乐，与忧伤
的人同忧伤”，设身处地地与对方享有同样的感情。

《失眠之夜》的最后，“在炮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
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正是这种在一个喧嚣的时
代能始终保持灵魂的高度，使她的作品保持了思想的高度和
一个超越性的关照空间。



这是一种真诚的对生活负责的写作。

由此想到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所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一味
地沉浸在个人情调中，顾影自怜，还是应该突破自身的角度，
放眼更宽广的社会和未来。去关注和书写那些苦难与不幸的
人们。

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皆出于她发自内心的同情
心，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这种用心灵和生命写就的作
品已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成为全人类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

由此我便明白了，为何有人评价说萧红的作品永远不老，永
远年轻的真正涵义。

萧红山下读后感篇四

历经汪恩甲（真是讽刺的名字――忘恩，不但忘恩还是甲等
忘恩）的叛离，领略萧军的男权暴力，忍受端木的懦弱淡漠，
委身骆宾基的怜悯陪伴。这个力图用生命来诠释女权主义的
孱弱女子，终究逃离不开命运张牙舞爪的抓手，飞蛾扑火，
为了温暖――卑微，为了光明――悲壮。
一生都在追求与追逐里忙碌，忙着爱，忙着恨，忙着寻找，
忙着挣脱。忙得忘了取悦和爱惜自己。
萧红是矛盾的，一面渴望独立，一面渴望呵护。可是，岁月
偏偏没静好，现世从来不安稳。她的矛盾来源于爱的荒漠化，
萧红的人生根基不是坚实的，她的心理地基里充斥着冷漠、
压迫、欺凌和残忍，母亲的疏离，父亲的无视，后母……这
样的心理背景一方面催醒了女性意识，一方面在她内心蛀蚀
了一个需要用爱去填的无底洞，既然说是无底洞，自然是填
不满的。萧红对爱的需求像饕餮，是病态而囫囵吞枣的，不
去论质量和纯度。更是盲目如蝙蝠，在黑暗里发着声波随意
接收和碰撞。如此形容也许失之温和却也恳切。因为她每一
次的爱情都是在被抛弃并且落魄无奈之时，她本身就无多大



的选择权，来了便觉得对了，这也是她终其一生起起伏伏却
无法找到真正的爱的原因，因为她首先从来没真正找到过自
己。纵然后来幸遇鲁迅关怀赏识，的确算是人生一抹暖色，
可是她抓紧这一丝暖意，不管不顾他人（许广平）困扰，实
在是落魄之极的灵魂终于有了口人间珍馐。
萧红自身的脆弱是她无法践行意识里觉醒内容的重要原因，
也许萧红回馈给别人的不是爱不是付出，是无尽的索取和让
人窒息而恐惧的掌控，所以人人叛逃，人人离弃。可是，这
可怜可悲的人自己何曾又因此好过了，自憎和流浪大概充斥
了她一生。可是她就这样，不管不顾，把自己放逐进荒漠里，
去苦闷，去燃烧，用尽力气。
萧红像一名勇敢的战士，终生为爱而战，可是爱哪里是打仗
得来的，可是烈火如她，不懂得也不甘于黯然等候和惨淡经
营。虽轰轰然战败了，可是，如果给她一个明天，她还是自
己的堂吉诃德，纵然桑丘已去，瘦马无力，她仍敢和风车作
战，与天地为敌，也要追爱。

萧红山下读后感篇五

萧红是那种以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女性，文字便是她灵魂的自
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萧红作品读后感，希望大家喜
欢!

第一次翻开萧红作家的书，我是带着崇敬的，崇敬里还夹杂
着一丝喜悦。当看到第一行字时，我便被这高妙的文笔深深
吸引。我看的《呼兰河传》是分两大事件的。《生死场》便
把我引进了我从未经受过的地方。

细腻的文笔勾勒出一个又一个人物。丑陋却朴素的面婆，粗
使却善良的二里半，美丽却可怜的月英……太多的人物了，
有些人的性格特点并不突出，但却无疑是最真实人的写照。



最使我感慨的还是月英。她是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她家也最
穷，她是如此温和，生就是一双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
的目光，好比落在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上天却赐给
了她最悲惨的命运，她患上了瘫病，并且一个月比一个月重。
起初丈夫还为她烧香拜佛，悉心照料。但渐渐的却不在管她，
她就像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她瘦弱柴，甚至臀下都腐
了，小蛆虫在那里活跃，她的身体变成了小虫们的洞穴!读到
这时，我曾潸然泪下，这些乡村的女人哪个不是命苦，可怎
么会仅仅只有这些呢!日本鬼子的来临使她们雪上加霜，最后，
这村里的人们战死的战死，惨死的惨死，只剩下几个风烛残
年的老人渐渐走远……这些看似虚幻的故事有哪个不是旧社
会真实的写真?萧红，你以细腻的文笔像我们展示了历史的长
河，怎能不令人敬佩!现在的我们翻阅岁月的史书是何等惭
愧!

很难以置信的是第二篇《呼兰河传》，你却以另一幅新面孔
展现在我们眼前。童年的你任何人都不疼爱，却偏偏祖父对
你疼爱有加。你在世外桃源里是玩得如此愉悦，令我看着也
深深被感染。最吸引我的是你摘玫瑰和祖父开玩笑的故事。
童年想必是任何人都爱的吧，你真大胆，摘了几十朵玫瑰花
悄无声息的插在了祖父的帽子上，于是便不断笑。祖父也是
童心未泯啊，竟还傻傻地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
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我看着也笑得合不
拢嘴。“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
我的祖父。”快乐的日子总是不长久的，祖父去了，快乐也
去了，那些难忘的往事只能成为回忆，离别总是痛苦的，正
如她所写：“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
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仿佛上天真的是不尽人意的，萧红还这么年轻却已去了，也
许人们都在惋惜，但我认为，她是快乐的，她此时定然在和
祖父玩耍，她是毫无忧愁的。

人生会有那么多往事莫过于那些难忘的人。



读过的第一部萧红的作品是她的《呼兰河传》。讲述的是发
生在呼兰河边的故事。通篇文字透着一种洗尽铅华的平淡，
又因为在写作过程中融入了诗歌的特点，使整部作品更具艺
术的魅力。被誉为诗化小说。在那些看似寻常的文字下，隐
藏着女作家对生命独特的感悟和体认。有人评价这是一部不
会随岁月老去、永远年轻的作品。

最近只偶尔翻过些散文，想写写看过《蹲在洋车上》、《失
眠之夜》和《同命运的小鱼》后的感想。

萧红是那种以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女性，文字便是她灵魂的自
传。在她的作品里，看不到炫耀、卖弄、制造的成分。有的
是一种与大地相连的美好品性。创作的素材也大多来源于她
的真实生活体验。

《蹲在洋车上》讲述的是一个童年的故事。作者以朴实细腻
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一种
牧歌式的情调。

“我眼看着那个驴子飘飘地不见了!我的心魂也被引了去。等
我离开窗子，祖母的斗篷已经脱在炕的中央，她嘴里叨叨地
讲着街上所见的新闻。可是我没有留心听，就是给我吃什么
糖果之类，我也不会留心吃，只是那夜的车子太吸引我了!太
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

在《失眠之夜》中，女作家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颖悟，使得
文字中充满了许多细致优美的抒情。“在家乡那边，秋天最
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的一样，就像
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
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
”

可又有谁知道，出生苦难的萧红，在她的内心深处，深藏着
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将自己浸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



悲剧感，与生活中弥漫着、浮荡着的悲恋剧气氛相融合，从
而传达出深远的人生悲凉感。

所以在《失眠之夜》中她这样说道：“家乡这个概念，在我
本部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
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

萧红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笔下的人和事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
来的，她非常懂得人性中的贪婪和漠不关心，也懂得人间的
爱与温暖。

由此我便明白了，为何有人评价说萧红的作品永远不老，永
远年轻的真正涵义。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以残害同类，践踏同类，为乐。在
萧红的《生死场》中，我深刻体会到人性的缺点，同时也感
受到生命的挣扎和灵魂的呻吟。

我很喜欢读萧红的作品，因为她用自己独特的笔法写出了一
个个真实的故事。在《生死场》里，萧红采用散文式的结构，
共有麦地，菜场等十七个片段。以十年为界，前面表现的是
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后面的则表现中华民族和日本侵列者之
间的矛盾。中国农民从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忍辱
负重，逆来顺受。

小说很真实地表现了他们在苦难面前的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
挣扎。小红用一个女子的细腻，热镇和坚强望着世间，她的
忧郁深情的目光总是落在最扣人心弦的角落，让人警醒。

读完萧红的《生死场》，我很难过，似乎总觉得有一只小虫
在一步步吞噬着我的内心，好想哭一场，为这些生生死死的
农民们。想到我们生活着的这片土地，没有饥饿，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更不会有战争，我们是如此的幸福，难道我们不



应该去珍惜吗?或许，那个年代的动荡已经离我们好遥远，很
遥远了，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要从历史中寻找道路。

我刚开始读《生死场》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生死场》，
它的内容是什么，当我读完后，我才明白他讲述的是农民们
的生生死死，以及，他们在生死之间的挣扎。在《生死场》
中，有句话：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在生
死之间，又是什么呢?是生存。他们可以为了生存把亲情，爱
情抛掉。在菜场中有一个片段：母亲以往是这样的，很爱护
女儿，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护菜棵了，农家无论
是菜棵，或是一块茅地，也要超过一个人的价值。这是很真
实的，庄稼是农民的生命，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生存，是命。
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乡村农民的生，如胡风所说蚊子似
的活着，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或许，这就是
那个时代的悲哀。一切生死都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也没有什
么可悲哀的，因为那都是时代的特性。而我们所要做的，是
在这个和平时代出个性，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萧红在《生死场》中，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
且还写出了蓝天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血土上铁
一样中的战斗意志。在文中，一开始我就挺欣赏赵三的，因
为他敢于参与到镰刀会中与地主对抗，虽然后来因为一些意
外而放弃，但他却有勇气起来反抗。在最后，赵三变成了找
三爷，他老了，但依然鼓励年轻人起来反抗，去参加革命。
还有二里半，他在最后毅然决定去找革命军，他们的精神代
表着那个年代人们不屈的一致与反抗日军的斗志和民族气节。

那个年代动荡不已，在萧红悠缓的调子下，我看到的是一种
生生死死，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正是这种生死反映出人的
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在生生死死中，有一种美永恒的东西，
实际上不是生命，生命一定是生生死死的，但这种生生死死
中，渗透着大悲，大喜，大爱，大恨。

人生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死而来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



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实，或者本身就是一种生
命的追逐，在追逐与被追逐的人群中完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
升华，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时代，有足够大的舞
台让我们实现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