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 巴金家读
后感(汇总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一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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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家》的影响下，让我明
白了时代的前进，不应该小部分人努力就好，而需要广大人
民群众的觉醒，广大群众的觉醒。

首先就是要唤醒青年一代，我们应该有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
能了解到自己身上背负的社会的时代的使命，只有这样，我
们的社会才会有前进，我们是新一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我们应该要有更加强大的信念，为中华之繁荣富强努力!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二

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像《家》里面的“觉民”、“觉慧”
那样，有着先进礼貌的思想，勇敢的反抗着以强凌弱，以大
欺小的行为以及家长的封建思想意识，为自我所认识的真理
去奋斗。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反封建社会
（此刻我们不是在封建的社会里），而是勇敢的反对社会上



错误的腐败的思想意识，要敢于开拓创新，坚持遵纪守法，
相信科学，坚持科学真理，反对迷信。就拿文中的例子来说
吧！文章中的“鸣凤”是一个丫鬟，她喜欢了“三少爷”，
但之后她被“老太爷”卖给“冯老板”做小老婆，她心中不
愿，但她身份低下，无选取的权力，最后跳湖自尽。再比比
我们此刻的社会，此刻的社会人人平等，不分贵贱，没有主
仆之分，一视同仁，而且每一个人都受到最基本的尊重，不
像封建社会那样，身份低下的人，能够随便给有钱人家的公
子少爷老爷当作礼品或物品用金钱买卖，完全没有了人身自
由。

《家》向我们充分的展现了封建社会家庭的面貌，封建的思
想意识把人们一个个逼上了绝路：大少爷“高觉新”终日思念
“梅”；“鸣凤”因被迫婚自尽；“觉新”的表妹因大人思
想保守，有病不能及时医治，最终死了。当今社会，新的思
想意识层出不穷，此刻的思想是开放的，并不局限于传统的
观念，新的资讯透过各种渠道传送到我们面前，开拓了我们
的视野，给我们灌输了最新的有益的思想意识；变封建为开
放，变传统为创新，变专制为民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
巴金的《家》中，在那封建社会中，不敢像我们那样开放，
不敢创新，没有民主；但此刻有了，还有了互联网，有了电
视，有了计算机，有了……有了很多能够让我们了解最新资
讯的'渠道，这一比较，证明了社会在发展，人类礼貌在进步，
精神境界在不断的提升着。我们能够向《家》里面的“觉
民”、“觉慧”学习，理解更多的资讯，敢想敢做；还要以
《家》中的“觉新”为借鉴，不要一味的盲目的顺从，否则
到头来还是苦了自我，要为自我的理想去奋斗。

《家》描述高氏官僚地主大家族在“五四”后的日趋没落。
透过一个家族的分崩离析，深刻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而这天我们的家，家里面我们成
为了中心，父母长辈为我们而日益忙碌操劳，我们经常是坐
享其成。更有的孩子连家务活都不懂得做，不懂得为父母分
忧，甚至还常常抱怨父母“没有给最好的条件”。但是事事



父母征求和尊重我们的意见，宠爱并且溺爱我们，我们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即便在如此幸福的生活中，我们并没有意
识到就应满足，就应回报他们。看了《家》以后，我们为之
反思，我们生活在如此幸福的这天，是否应感觉到庆幸，感
到快乐，感到幸福，并不断努力，用自我最完美的成就来回
报父母长辈们为我们的付出呢？不管怎样，这天的我们比过
去的他们要幸福，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硝烟、没有战争、没有
奴役、没有饥饿……尽管生活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
是我们已经比他们原先的生活状态好了很多，很多，我们就
应好好珍惜这如此不易的幸福生活！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三

《家》描述的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样的家
庭中，有着不可避免的明争暗斗，纠纷，不公与压迫。但又
因为身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却也有令人感到惊奇的
反抗。

在封建社会的残酷迫使下，一群年轻可爱的生命受苦，煎熬，
甚至是失去生命，因而故事中带着血和泪，带着控告与悲愤
的呼声。把斗争的剑刺向了极度腐朽的封建社会以及害人的
封建礼教，并暗示它走向灭亡道路。

我觉得书中最有魅力的东西就是矛盾。主人公中觉慧一群象
征着一端，觉新连同老太爷一群象征着另一端。关于觉慧的
个性，第三回就已经明显了——幼稚、叛逆、热情。刚在督
军暑怀着满腔激情抒发了多时积累下的愤慨，却又在家里和
老太爷吵上了一通。

于是，觉新的话语在旁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爷爷跟
你说什么话，你只要不声不响地听着，让他一个人去说，等
他话说够了，气平了，你答应几个是就走出去不是更简单
吗?”好一次矛盾，好一次思想的撞击。



说到觉新，便让我想到了梅：在觉新知道自己的订婚日
后，“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苦。他
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
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在父亲告诉他要去西蜀实业
公司，在他面临着一生的理想被强制剥夺之时，“一个念头
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一切都完了。他的心里藏着不少的话，
可是他一句也不说。”又是矛盾，又是思想的撞击。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四

家，一个爱、温暖、避风港的象征，但在巴金笔下的这个旧
社会中的家却是恶魔、监狱、刽子手。

小说中，有很多情节让我感到悲愤，感到惋惜，感到痛心！
但我暗暗为自我庆幸，正因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人埋葬，
我应当感谢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性命做了陪葬品后，一些
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个崭新的
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咱们不会重蹈，这
是最大的幸运！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梅、琴、鸣凤、瑞钰都有不一样的性
格和结果。梅，因母亲的态度而与觉新擦肩而过，并早早地
做了寡妇，在与觉新重逢后，又因自我的'感情不能抒发而抑
郁成病，吐血而死；琴，读了几年书，用心地与觉民反
抗“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婚姻，在觉新和觉慧的帮忙下
最终取得了胜利，真心地在一齐，过着愉悦的生活；鸣凤，
好一个烈女子！为了自我纯洁的感情，不惜抛弃自我的性命
也不愿毁了自我，我真佩服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毅然选取
这种壮烈的方式反抗；瑞钰，一个善良贞静的人儿，任人摆
布，因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众人的排斥，被赶到城外的一间阴
暗潮湿的房里，而他的丈夫觉新太懦弱，导致了她在生下云
儿后离开人世，这使我憎恨迷信，憎恨懦弱。这些女性人物
表现出了在封建社会里有太多的人做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品。



三兄弟的性格大不相同。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
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
前他不敢背负不孝的罪名，他屈服了，理解了，忍受着别人
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对待，但
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失去了所爱的梅，失去了贤惠
的妻子，失去了无数个反抗的机会，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
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后，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
最后帮忙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的“家”；觉民拥有进
步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进步之间，然而，就是
这样，他凭自我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的帮忙，赢得了
琴——一个进步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觉慧，不但拥有进步
的思想，而且意志坚定，他带着一个单纯的信仰，不放下，
向目标大步走去，要做自我的主人，不好有一丝遗憾，觉慧
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最后摆脱了这个家，然而，
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感情，牺牲了一个原本完
美的性命。高老爷的封建思想、整个社会制度、整个迷信夺
取了多少人年轻的性命！

“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我把愉悦争过
来！”我会和巴金一样记住：青春是多么的可爱，咱们正处
于完美的青春岁月中，咱们充满了激情，咱们的心里洋溢着
爱！那么就让它作为我鼓舞自我的源泉吧！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五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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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家》的影响下，让我
明白了时代的前进，不应该小部分人努力就好，而需要广大



人民群众的觉醒，广大群众的觉醒。

首先就是要唤醒青年一代，我们应该有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
能了解到自己身上背负的社会的时代的`使命，只有这样，我
们的社会才会有前进，我们是新一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我们应该要有更加强大的信念，为中华之繁荣富强努力！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六

作为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春》延续了第一部《家》
的风格，依旧是通过描写高家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来表现
年轻人在老一辈人的陈旧思想和愚昧安排下的苦苦挣扎。这
一部的重点在于高家的女孩子们，还引入了另外一个家
族——周家。以高家的淑英和周家的蕙的不同命运再一次告
诉我们要勇于冲破旧社会旧思想的牢笼来追求自己的幸福。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淑英、琴、蕙、淑华、芸和淑贞几个主
要的女孩子。淑英在知道自己的需要嫁给一个名誉很坏的人
之后，她除了听从父亲的意思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无可
奈何地熬着日子，逐渐变得沉静和忧郁起来。好在她还有善
解人意的琴表姐、鼓舞和激励她的表哥觉慧和觉民。她一步
步地看到了希望，在他们三人的帮助下也逃出了高家这个大
牢笼，到了觉慧所在的上海，去追寻自己的希望。最后她给
琴回信说：“春天是我们的。”她终于做到了原先杂志里看
到的能够支配自己命运，自由地去生活去爱的女子那样，她
大概那个时候才觉得自己的美好人生真正开始了吧。她也是
我在这本书里最大的欣慰。

向来不喜欢多愁善感的女子，可是我也懂得淑英的无奈，满
心忧愁的女子是无法看起来欢愉的，好在她一点点地愿意在
改变了。从她坚持着学英语就可以看出，她想沉淀自己去寻
找外面的世界。后来在觉慧觉民的明示暗示下看到了出逃的
这条希望，她终于渐渐开朗起来。因为有希望所以会振作。
这不也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么?就算对未来自己要干的事情充满



了迷茫，也不能因为迷茫而得过且过，要努力地去寻找希望。
自己的力量不够，那就寻找他人的指导和帮助，希望总会一
点点地出现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其
实我早就在看的时候心里暗暗急道：“怎么还不快想办法帮
她逃走啊?!”不过后来也渐渐明白，淑英身为女子，跟觉慧
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女子从来都是封建制度的最大牺牲品，
她们的反抗相对男子来说更加微不足道。更何况她还是三老
爷克明——这个封建家庭大家长里最有“道学气”的人的女
儿，想必更加难以挣脱这个牢笼。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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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的狗带给我们启示篇八

读完这本书，我有许多感悟，作文800字。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十分喜爱它。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都读过这本书，故事的
内容就不需要介绍了。

看完这本书后，特别是了解了巴金的生平后，我真的觉得书
中的觉慧与巴金本身十分相似。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
“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她学
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
一切。那本书里，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
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
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
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祖父生日的三天后，她的生命就结
束了。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
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
功，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
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但也没有反抗，也从
不曾想到反抗。后来祖父死了，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
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
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
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
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
越远越好。

大哥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
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
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
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
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



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巴金是觉慧吗？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
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
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
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
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
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可以说巴金的《家》是他对自己的家族生活的记叙和讽刺。

这些便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