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战争与和平读后感(通用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一

虽然到处都是人心惶惶，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被打乱，贵族
们依旧举行盛大的舞会接待客人，依旧和朋友们聊天玩乐。
在莫斯科，人们生活平静，在另一边库图佐夫却在带领军队
抵抗法军的入侵。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他从一无所有变成
了俄国首富，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安德烈公爵参军了，
公爵夫人为他生了一个胖小子，但公爵夫人死去了；尼古拉
还一直在追求着索丽娅。

没过多久，安德烈向娜塔莎求婚，可娜塔莎同时爱上了阿纳
托里。过了一段时间，战争打到莫斯科来了，人们纷纷离开，
逃往别处。战争进行得很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安德烈也在
战役中牺牲。拿破仑似乎很有胜算。1812年，意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俄军胜利了。从那以后，生活恢复了平静。娜塔莎
与皮埃尔结婚生子，玛丽亚和尼古拉也结婚了，人们都生活
得很幸福。

从文章中我体会到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伟大的力量。人民都愿意参军为国牺牲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们不怕死亡，随时随地做好准备战斗，只要国家用得上他
们，他们哪怕是死也要完成任务。文章中许多平民出身的士
兵和军官就拥有这种精神：朴实英勇、藐视死亡，他们都很
有英雄气慨。文章中的库图佐夫遇事沉着冷静，脑子很灵活，



每一步都思考得很详细、很周到，是人民智慧的体现者。在
战争中俄罗斯能以少胜多，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小说中
的三位贵族优秀青年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和尼古拉公爵，都
曾英勇地投身到卫国战争的最前线。

安德烈公爵不仅是库图佐夫的好助手，还是人民心目中的勇
士。他为国捐躯，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现在人们的好日
子都是用那些英勇献身的勇士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
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在战场上
的每一分每一秒，士兵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他们从
来没有想过退缩，只想着怎样才能胜利，才能让子子孙孙们
幸福地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

那些被法军抓走的俘虏们，他们就算死也不屈服，也不出卖
国家和人民，与胆小怕死、傲慢自负的拿破仑相比较，他们
显得多么伟大、多么高尚。虽然他们很平凡，但是他们所做
出的是令人尊重、敬爱的事，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也要向英
勇的将军、士兵、统帅等等一些人致敬，感谢他们所付出的
一切！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二

最近阅读了《战争与和平》其中有句经典的语句深深的吸引
了我：“用人间的爱去爱，我们能够由爱转为恨；但神圣的
爱不能改变。无论是死还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破坏它。它是
心灵的本质”。

“我倒下了么……我只明白，我再也不用举着旗子奔跑……
再也不用为战争而烦恼了……”安德烈公爵静静地躺在地上。
这是战争，为了信仰而有的战争，也许帝王以为这只是一场
有关荣辱的如同过家家般的战争的话，那么就错了。如果只
是认为受了屈辱，而不和拿破仑议和的斗争，就不是战争了，
别人在战场上流血牺牲，而帝王却很无耻的说上一句，“我
将准备酒肉。你们准备战争。”这一点，是最令人痛惜的。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那么，真的是吗？别人在牺牲，他
能够说出这种话。

“桥炸掉了吗？”军官发问。“当然。”另一个军官洋洋得
意地说。“代价是多少？”“不值一提，两伤一亡。”军官
无所谓的耸耸肩。看到那里，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有这
样把生命当做是儿戏一样吗？可是转念又想，这不就是战争
吗？死伤是肯定要有的，可是，这种将生命当做儿戏，漠不
关心他人死活的事情，不就是仅有军官阶级的人才做得出来
的么？今日，在战场上，你冲锋陷阵，明天的今时，你就有
可能沉睡在这个洒满了鲜血的修罗场。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
诗、哲学等人类最礼貌的东西呢？我认为这句话说的一点都
没有错。已经是为了信念组成的不是战斗的战争，再谈到完
美的东西，正是抵触的东西。可是，我又认为，在这时候，
谈谈这些完美的东西没有错。说实话，本人是很佩服彼埃尔
的。在任何情景下，温和却不懦弱。他看上去，是一种完美
的结合。在最危难的时候，想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完美的余
辉。摇身一变成为别霍斯夫公爵的他，人生充满了戏剧性。

这一部穿插在上流社会，不局限于一隅的小说，场面的波澜
壮阔，是他成为经典的原因。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让人难
以忘怀。彼埃尔、安德烈、尼古拉等等，仿佛只要穿越时空，
仍然能够触摸到，那些热血，那些真正的悲伤以及对未来的
期望，就这样展此刻人们的眼前。生下来，人的各种欲望、
丑恶一面尽情展现。情欲、贪欲，更多。库图拉夫也是一样，
毫不在意地听别人说他是独眼龙，在军事上，兢兢业业，为
国家效忠，尽犬马之力。最终，却因为别人的不满，军权移
交。却竟然只呢喃一句，“我的时代，最终过去了……”。
也许，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所说：每个人
都会有缺陷，就象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
正是因为上帝异常喜欢他的芬芳。也许他是被上帝咬得异常
多的那个苹果，所以，他是最被上帝所最爱的那人。



和平的前奏，总是需要流血和牺牲换来。明天太阳是否能依
稀升起，没有人明白。狭小的车间中，娜塔莎和安德烈互相
人性的宽恕。当战争结束，拿破仑的时代彻底过去，奥军取
得胜利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黎明，最之后临了。
是的，来临了，经过战争的洗礼，这和平的曲调奏响之时，
那旋律格外的欢快和动人。

婚礼举办，生儿育女，这是人之常情，这是真正的和平时代
了。最终一句话，让人感触颇多：我所能做的，只可是是令
爱我的人都感到幸福。那是小尼古拉的感慨，那个十五岁的
瘦削少年所说的话。是的，既然已经和平了，我们所能够做
到的，只可是是爱我的人都感到幸福而已。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三

《战争与和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文学
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作者以一天才之笔，游刃于战争与和
平、心理与社会、历史与哲学、婚姻与宗教之间，主次分明，
匠心独具，阅罢令人震撼，值得细细品味。

小说以俄国的四大贵族家庭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
映了十九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人们
的渴望、痛苦、欢乐和追求。其中包括奥斯特利茨大战、波
罗季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溃退等。站在宏观的角度
描绘了19世纪俄国的社会生活。作者将各个人物的一举一动
放到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中去，在给人真实感的同时，也让作
品的意义更加特别。

从故事一开始，战争与和平这两条线索就“和谐”地交替进
行着，之后这两条主线交融在一起:彼得堡的宫廷正在举办沙
龙宴会时，莫斯科的居民正从将要被炸毁的城市逃出……作
品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场景描写，在让人影响深刻的同时，也
不断地催人思考。当战争平息下来几年之后，我们仍然能
从“和平”这根线条中隐隐看到残留的战争的影子。战争的



场面经过描写变得活生生起来，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奔跑厮杀，
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贵族伯爵皮埃尔看到早晨的雾气笼罩
着灌木丛，忍不住赞叹这般美景，和平时期司空见惯的景色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竟然是那么难得!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
才能深刻体会到和平的珍贵。

俄国人民非常喜欢《战争与和平》，因为里面塑造的人物不
管初心为何，都为国而战做出了贡献，使得“战争”向“和
平”时期过渡，为当时的社会稳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并
不是鼓吹战争。相反，托尔斯泰对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持
否定态度，他认为，战争中的失利者固然耻辱，但得胜者也
无甚荣耀。托尔斯泰更多关注的是战争中的每一个人，每一
个家庭，所谓战争中的正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像影
片中说的一样：“在政治上与拿破仑亲近也好，疏离也罢，
人们仍然生活，毫无相关。”

我不禁想到中国的历史，作为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也是经历
了近代一百多年的抗争才赢得了胜利，和平来之不易。有时
候会想，为什么会爆发战争呢?战争就意味着牺牲，死亡，是
一场毁灭生命的竞技。为了一个所谓的借口去剥夺别人生存
的权利，是残忍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家，世界的许
多地方依然饱受战火摧残，惟愿人们能停下武器，用和平的
方式解决争端，让更多的人享受和平的生活。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四

无论你的理想有多伟大，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去探索，你最
终都会回到平凡的潮流中，被大潮裹挟着消失在这个时代的
潮流中。下面就来说说《战争与和平》读后感，大家千万别
错过。

托翁反复强调，历史不是英雄史，英雄也不是时代的操纵者，
而是时代的产物。所谓成功者能看透时代的本质，懂得潜在的
“力量”，顺应时代潮流。



战争是一项具有不可估量的、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太
了解它的静态，更别说它处于动态变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
下，合理的分析往往不能带来预定的效果。

安德烈和比埃尔一样，对现实生活并不满意，却一直在努力
给自己生活一个理性的解释，让自己能够接受当下的生活，
并给生活赋予丰富的意义。

安德烈死前接受了上帝的救赎，比埃尔沉浸在日常生活的幸
福中，以政治改革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最终没有找到“理
性的解释”，但也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在寻找的过程中，安德烈发现了“真相”，就是娜塔莎的纯
真，但这种纯真间接性地导致了他的死亡。而比埃尔首先发
现的是“善”，并且加入了教派，妄想通过“善”来实现自
己的价值，但是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

安德烈临死前意外的与阿纳托利和娜塔莎重逢,这些曾经给他
带来伤害和痛苦的人,也同样面临着痛苦。当安德烈感觉它不是
“恨”,而是“爱”时，那正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并
用“美”去拥抱生活。

失去一切后，比埃尔遇到了天真乐观的普拉东。比埃尔放弃
了对理性思维的盲目追求，开始学着去感受生活中的“美”。

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切的努力，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
变吗?不!最终，我们只能与生命达成一种理解，而获得内心
的平静，这也算是一种投降吧!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五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需
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战争与和平》读后感，欢迎大家分
享。

我们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言警句都表示金钱乃身外之物，我们
不能将它太重视，地主，贵族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是丑恶无比，
应该斩尽杀绝的人物。

看到《战争与和平》这本书的书名，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讲
述一个有名战争，是一种战争反思的文章，但细读品味却发
现这并未如此，剧中的很多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理想
主义者，关心人民国家的大富人皮埃尔，命运悲惨的安德烈
公爵，热情任性却单纯天真的娜塔莎，牺牲自我的玛利亚，
惩奸除恶的尼古拉和不误正事，花天酒地的阿纳托尔等，在
法国强力入侵之下他们有的怀着报国的梦想，参军战斗，有
的落魄逃难，还有的深谋远虑，企图刺杀拿破仑……，其中
有的人幸存了下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比如说玛利亚和骑
兵上校尼古拉战后结婚，经营田庄，获得巨大成功，过着意
想不到的幸福生活，有的过着悲惨的单身生活，没有爱情，
没有钱财，就像索尼娅，她显示被罗斯托夫夫人逼得不得不
跟深爱的尼古拉分手，同时也被迫失去了雇佣保姆的.工作，
最惨的是最后直接死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安德烈公
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最后负了重伤，离
开自己的宝贝儿子死了，但在这本书的许多故事中，金钱似
乎当了主人公。

金钱是好东西，应该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我们不能视金钱太
重，因为哪怕你前世有多少金钱珠宝，死去也带不走一个子
儿。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阅读了《战争与和平》，这是一本讲述战争背景的
书籍，描写了四大贵族在战争中仍然享受着和平和宁静的生



活，他们希望在战争中寻找机会建立自己的战功，获得荣耀，
而底层的俄国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光是俄国，即
便是发动了战争的法国，受害的也是底层老百姓，托尔斯泰
用战争与和平的不同生活状态来表达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人
民的深切同情，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的生活!

拿破仑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和军事
才能，但他发动的战争也对人类带来了灾难，总之一个伟大
的政治家身上，会体现出才华与罪恶。1820xx年，拿破仑发
动了战争，俄国也引燃了战火，当战争来临时，俄国的贵族
与底层人民都奋起反抗，只不过大多数贵族是为了荣誉和战
功，老百姓则是为了保家卫国。战后不管胜负如何，上层人
士仍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跳着快乐的舞步。但是在这场
卫国战争中，俄国贵族的青年们也有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他
们接触了欧洲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思想正在发
生改变。

纵观全世界的战争，受伤的永远是底层的人民，他们付出生
命去参加战斗，死后不过是一具枯骨，无人理会和纪念，时
过境迁变消失在历史的场合中，而那些靠战争建立了功勋的
人，世世代代享受着功绩和荣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这是不
公的。

通过卫国战争的胜利，托尔斯泰也表达了对在战争中收到创
伤的各方人民的怜悯之心，他是一位有博爱观念的作家。读
后感.俄国人民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和和爱国
热情，被史书称赞，也表现出了俄国人民这种顽强的性格和
斗志，是任何民族都打不垮的。

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背景中，俄国还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当
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渗透进来时，他们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一个大国仍然要被强大的小国冲击和压迫，当然这也给俄国
的社会进步带来了契机。



我们珍惜和平，享受着和平带来了幸福生活，而我们也要为
保护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七

今天，研读了半年之久的《战争与和平》真的要划下一个小
小的句号了，心里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伟大的著作总有这样
的特点，那就是当你要离别它的时候，仿佛离别了亲近的人，
而当你展卷重读的时候，又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当年读
这部书时的心态与情味，又一一展现开来。伟大著作以开启
一个鲜活的精神世界的方式，引领着人的灵魂成长，《战争
与和平》正是这样的著作。

在这部巨著的最后一部分《尾声》中，托尔斯泰给了我另一
个震撼。尽管这一部分是文学评论家认为写的冗长乏味的部
分，然而我却觉得它写的精彩极了。《战争与和平》犹如一
条巨龙，而尾声恰如点睛，托尔斯泰离开了具体历史的陈述，
也离开了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和情节，上升到了一个特别的高
度——论述自由意志，而且论述得精妙、深刻、透辟。除了
这样的结尾能承托起这阙宏大的史诗，我想象不出另一种结
尾能如此完美。

在这个长长的结尾部分，托尔斯泰首先探讨了历史事件
的“原因”，他认为，表面上看来是“权力”在起作用，而
实质上，权力必须作用于“合力”形成的那个方向上，否则
就如同向虚空中击掌，又如抽刀断水，得不到任何回应与实
效。拿破仑远征俄国，表面上看仿佛是拿破仑在下命令，而
实际上拿破仑有过诸多军事计划和命令方案，但远征俄国是
真的变为了现实，不能不说是由于它符合了历史的某种必然
规律。于是，从此出发，托翁以浓墨重彩探讨了自由与必然
的关系问题。

托尔斯泰大致认为，在理性看来，自由意志是个幻觉，是一种
“一瞬间无法确定的生命感觉”，然而在形上学(灵性)看来，



自由意志则是生命的全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精髓之处。
我们不能想象完全的自由，一个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受外界的
影响，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空间上和时间上的自由概念，在
空间上的运动，遵循必然规律，在时间上的思考与判断，也
受到一系列的制约。然而最关键的是：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
行动没有原因，“理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假设和找到原因，
因为没有原因我们就无法想象任何行动。我举手，没有任何
原因，但我要做一个没有原因的动作，这就是我行为的原因。
”多么精彩的论证啊!如果托尔斯泰沉溺于具体的科学知
识(例如力学或生理学)的论述来反驳自由意志，那么他的论
证可以被科学的发展所推翻，至少是牵连缠绕有不决断处，
但是，他却顿挫一下，转入更高层次的概括，如太极之勾手
引带，拨转自如，结论却难以撼动，实在可以媲美职业哲学
家!

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并没有沉溺于一端而忽视了另一端，
他接下来论证绝对的必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千世界的规
律无穷无尽，各种条件与原因亦无穷无尽，人不可能认识所
有的规律与条件，于是，总是不会有完全的必然。“一个垂
死的人、一个未出世的胎儿或一个白痴，他们完全没有自由，
我们观察的人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没有自由，就不成
其为人。”由于超时空的、全知全能的人的不存在，于是，
人总可以透出必然性的约束而得其自由。托翁在这里表现出
的是不可知论的立场，由于我们对宇宙和人生的实质是不可
知的，因此，自由就奠定在这不可知之上，这恰是二十世纪
的自由意志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公论。可知论、唯物论的
世界中，没有自由，只有所谓“微分方程”和“混沌”，然
而来自“混沌”的自由并非自由，真正的自由源于意志的自
主与自律。

然而，以上的论证仍然是“执其两端”的，托翁还论证了另
一个重要的真理：自由与必然的共生性。自由意志恰恰是依
系于必然规律而生的，一方面，没有物理与生理的过程，思
想只能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认知到了千万条规



律，我们总是可以说：我们当时可以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
于是，这种试图超越规律的约束的意志，即是自由意志。恰
如我们即使做了一万件恶行，却总可以说：当时忍住就好了，
我还是可以为善的。于是，人性仍然是向善的——分辨善恶
即是根本善。人性中包含着自由意志——试图超越束缚即是
自由之源。人的自由意志的最突出表现，即是人能意识到自
由意志。在观察者看来，它与其他过程或许难以分别，但在
行动者看来，它是最重要的行动之源。

接下来托尔斯泰论述历史学——如果历史学承认有不服从规
律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认为它是历史事件发展的原因，
那么就不可能有历史规律，也就取消了阐释历规律的历史学。
于是，自由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应当让位于对规律的探索，
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坚持这一看法就如同站立在坚
实的大地之上，然而又是服从历史规律的(托翁所说的历史规
律，实则是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坚持这一看法，就仿佛认
识到了大地在按照规律(万有引力)在不断运动。于是，贞定
之志(自由，就其落实于长期生活计划的完成而言，确实是静
定贞一的)与顺历史规律而动，是统一的而非分离的，从这一
点上说，1820xx年的拿破仑恰恰是不自由的，而皮埃尔、鲍
尔康斯基这些人，则在历史大势中保持了自由之心，于风云
舒卷、大浪淘沙之时，深识彻见了人性的本源。于是，不盲
目地推断因果链条中的原因，不狂热崇拜伟人的天才，肩负
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前行，同时也决不傲然得意、津津乐道于
自己的“自由选择”，这正是《战争与和平》给予我们的最
大教益。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八

战争与和平，这既是故事的主题，暗喻着人生的常态。纵然
是拿破仑这样伟大的皇帝，传递自由精神和“革命”的魅力
的意大利人，即便他其实试图恢复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似
乎在这个主题之下，也可以被分解成无数个喧嚣的会议、虚
情假意的外交辞令和一场又一场令人疲乏的战争。——在纷



乱中爆发出一点高潮，随即又回复到更低、更虚无的现实中，
这不但是指战争这一对象，换言之，故事里的家庭生活、社
交环境，也同样暗暗反映着如此自相矛盾的逻辑。托尔斯泰
是一个擅长记录生活，更具有不自觉遵循生活中某种“必
然”的逻辑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他在试图表达深刻主题之外，
常常能催生出一些令人猝不及防的生活喜剧。而他自己也深
知：也许出于情感，他对宗教和土地有不可理喻的爱意;但出
于他的教育和理智——实际上常常因为不断反省而转向虚无。
有趣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总有些真理不可置疑、
不须反思——“信仰”就像大主教的遗体，一旦浮现出尸瘢，
无法映证那个全能的神，软弱的人就会堕入怀疑的危机中。
也许在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眼里，托尔斯泰是个从内心
深处真正软弱的人，他并不具备他所标榜的那样的信仰。

以此为准线，逆推向《白痴》和《群魔》，与托尔斯泰完全
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愚人”或曰“圣愚”刻画得浓墨
重彩，并且赋予《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以信仰试炼。
后者更坚信，信仰只有在愚人身上才能保存，也许是因为愚
人这个形象背后是更具有希腊原始癫狂精神的，离崇尚“科
学”的现代文明，更远一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向信仰深处挖掘，他不去探讨生活的意义，
因为那与宗教精神相比，显然是不值多费口舌的。托尔斯泰
则孜孜于询问人生的意义，却同时点出构成人生的全是片
段——试图极力描摹的作者却无法从中提炼出意义。他所描
绘的虚无人生，是使深入探索那种宗教信仰——亦即有力托
住虚无之花的花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癫痫症患者，一
个体验过极端事件的人，也是托尔斯泰的后辈，读后感.正是
从这里找到撬动问题的铁锹，并且一气呵成解答了前者。也
许，从这种对信仰的肯定层面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否定
了前者。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在多年后旅居美国时，创作了
一系列描摹黑色喜剧以及精神病症状的作品，其中一度将陀
思妥耶夫斯基真的描摹成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许是发现
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极端偏执情结，纳博科夫将深刻和偏执冷



静地隔离开了：但他又留下了诗歌一样的语言和，某种不可
言喻的阴郁情绪。去其筋骨而欲保留神采，得来的结果却终
究有些浅薄。

因之，托尔斯泰在贴地描写生活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深刻。
他真实地刻画着生活，也提炼着生活，从而通过体验，以生
活的流动状态而表现了他所看见、并且隐约触摸到的深刻真
相。他从深刻的主题出发，最终渴望朴实的道理，这也合乎
生活的逻辑——因为渴望某种抽象的概念而前往具体事例中
探寻真理，反而经过真诚的体悟而变得朴实。

《战争与和平》第三卷中，安德烈公爵在得知娜塔莎的私奔
一事后，感到生活虚无，没有意义。战场上的荣誉感转瞬即
逝。托尔斯泰展现他的虚无情绪：“他越关心眼前的问题，
以往的事就离得越远。以前那个高悬在他头上的无限高远的
苍穹，忽然变成低压在他身上的拱顶，那里的一切都清清楚
楚，但毫无神秘之感。”(657)

而托尔斯泰，还是不忘记展现他一流的刻薄手笔，童山老公
爵家里，生活一成不变：“玛丽雅公爵小姐依旧是个胆怯、
丑陋的老姑娘，永远生活在恐惧和苦恼中，毫无意义毫无欢
乐地虚度着青春年华。布莉恩还是一个春风得意卖弄风情的
姑娘，快乐地享受着生命的每一瞬间，并且满怀最美好的希
望。安德烈公爵觉得，她只是变得更加自负。安德烈公爵从
瑞士带来的家庭教师德萨尔，身穿俄国式礼服，同仆人们说
着生硬的俄语，但还是那样智力有限，教养有素，品德高尚，
思想迂腐。”(658)我可以想象，托尔斯泰在家中看着他可爱
的妻子儿女们，面对繁琐农务时，大约用的就是如此流露一
丝讥讽意味的语言。对他来说，过于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智
力居然是种麻烦。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九

托翁反复强调的历史观：历史并非英雄史，英雄绝不是时代



的操纵者，而是顺应时代的产物。所谓的胜利者，能够看透
时代的本质，懂得那潜在的“力量”，顺势而为。

战争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有着无法估量的复杂性。我们对于
它的静态了解远远不够，况且它还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在
此情景下，科学理性的分析往往不能带来预定的效果。

安德烈和比埃尔一样，对现实生活很不满意，一向在努力给
自我的生活赋予一个理性的解释，给生活赋予意义，使自我
能坦然理解当下的生活。安德烈临死前拥抱了上帝获得解脱，
比埃尔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幸福，以政治改革为己任。最终并
没有找到那个“理性解释”，但似乎已到达了自我想要的结
果。

在寻求过程中，安德烈找到了“真”，即娜塔莎的纯真，但
这份纯真却给他带来了新的伤害，间接将他领向死亡。而比
埃尔首先找到了“善”，加入了教派，妄想经过“善”实现
自我的价值，但依旧体会到的是和以前一样的虚假。

安德烈临死前意外地与阿纳托利和娜塔莎重逢，这些以往给
他带来伤害的人同样正在面临痛苦，面临失去他们最珍视东
西的痛苦，而此时的安德烈感受到的不是“恨”，相反却
是“爱”，是一种上帝的“博爱”，即对生活达成谅解，坦
然理解生活“美”的一面。

比埃尔在失去一切以后遇到了普拉东，普拉东身上具有一种
天真的乐观，受其感染，比埃尔放弃了对理性思考的盲目追
求，开始学会感受生活中的“美”。

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所做的这一切，自我的所有努力，对
自我和生活有任何改变吗？并没有！最终只是与生活达成谅
解而获得内心的平静，而这是不是也能够看作是一种屈服？
无论你的梦想有多伟大，无论你对探索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最终还是回归到平凡的洪流，被大潮裹挟着消失在时代的潮



流中。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篇十

利用寒假的空闲，我读完了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如果
说当我手捧《战争与和平》这本书时，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的
话，那么，当我读完《战争与和平》这本书时，我的心却久
久不能平静。因为，在此之前，关于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
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已经听说不少，今天，当我完整
地学习了《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后，对小说及其作者有了
更深的认识。

《战争与和平》以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华西
里四大贵族家庭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里的生活为情节线索，生
动地展现了1805年至1820年间，俄奥联军同法军在奥斯特里
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溃退等
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战士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精神，歌颂了俄国人同仇敌忾精神和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
场面壮观，结构清晰，具有强烈时代感。体会最深的是，这
部小说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富有个性。如安得烈性格内向，
意志坚定，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
感情，缺少实际活动能力，更侧重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女主
人公娜塔莎则是个情感丰富，生机勃勃，热爱大自然，接近
人民，具有民族气质的女人。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得到
了锻炼和成长，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和审美价值。而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的贪婪、虚伪和
堕落的个性，也被赤裸裸地刻画出来，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我觉得，《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对我来说，虽然有点
深奥而新鲜，但通过这次学习，我对这样的世界名著有了初
步的认识和学习欲望。这部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的恢
宏巨制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
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
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当时一系列的大事件。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



济学、军事学甚至宗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
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
还有贵族家庭的带头充军和捐钱给俄国，使军民们士气大增
和老百姓同仇敌气，浴血奋战。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
武装的强大是可以打败的，打不败全国人们同仇敌气，团结
不屈的精神。这本书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别祖霍夫—彼埃
尔，他心直口快，易动感情，见义勇为，出手大方，他在一
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但他却不重视钱财，在最后他为了帮
助俄国的胜利变卖了自己的所有的家产，并鼓励人民投入到
战争中去，还带头参军，为俄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最后
世界名城——莫斯科落入拿破仑手中时，他坚持不走，准备
为了国家的胜败，牺牲自我去刺杀拿破仑，我对他十分敬佩，
我要学习他这种牺牲自我，完成大我的牺牲精神！！！！！！

看完整本书，脑海里却只有那么少数的几位如此真实和鲜活
角色让我无法忘怀。这几个人物贯穿整本书的情节，他们各
自拥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
都经历了一场身心战争与和平的洗礼。

我忍不住想说说皮埃尔这个人，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以前，我曾很天真的想，战争多好呀！战争既可以掠夺国土，
又可以增加威名，真是一举两得！《战争与和平》使我明白
了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美好，和平是最可贵的，当和平的土
地上硝烟袅袅升起时，也就意味着战争的开始——人们纷纷
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孩子眼中也都流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人们断水断粮，食不裹腹，一切都是那么的触目惊心，惨不
忍睹，和平，多么神圣的名词！

我愿是一名和平使者，使各国都建立起友谊和信任；我愿是
一只洁白无暇的和平鸽，带着和平的使命飞向四面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