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钢琴师的经典读后感 海上钢琴师读
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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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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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钢琴师的经典读后感篇一

今天看了一个电影，是讲的关于一个海上出生的人，他从出
生到死亡都在船山。但是他是天才，在他能摸到钢琴的时候，
开始就会弹钢琴的，也许这就是天才。他钢琴弹的很好，连
当时最厉害的爵士乐创造者都败在了他的`手下，让当场的人
们都惊呆了。

但是这个人的结局很悲惨，他因为不能走出自己的小圈子，
最后和他出生的船，也是他生命结束的船，一起沉入了大海。
他不能走下旋梯。他害怕这个世界。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怎么去找老婆，不知道怎么去寻找一栋房子，一块他
的土地。最后他选择了离开这个大船，这个不会谈的钢
琴——世界。最后伴随他离开的是６。５吨炸药，他带走了
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他曾经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爱情也许如果这段感情可以改变他
的一生，但是他没有能把握住，让人很遗憾。这是一个很悲
凉的结局。

海上钢琴师的经典读后感篇二

八月二日晚，金华火车站。



离火车到来还有一个多小时，虽然已经是三更半夜，但面对
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我却满怀期待且毫无半点睡意。我兴
奋地坐在椅子上，从背包里拿出一本期待已久的书——《海
上钢琴师》。这本小小的书，带领我走进了一个静谧、美丽、
动人的世界。

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钢琴师，他是一位孤儿，他的父母在船
上生了他，就把他抛弃了。黑人老水手丹尼收养了他，并给
他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1900。丹尼像一位亲生父亲一样
照顾着小1900，但是在1900六岁那年，丹尼因为一次意外事
故不幸死了。小小的1900不得不被迫下船，正当船长和员工
们要为他送行时，1900不知躲到了何处，怎么也找不到他。
直到有一天，人们在头等舱的舞厅里听到了动人的钢琴声，
才惊奇地发现1900一直生活在船上。他和小号手蒂姆成为了
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暴风雨夜弹奏，一起为穷人献上华章，
一起吃苦，一起欢笑。每当1900在头等舱弹奏时，虽然琴声
还是那么动听，但是他的神情是麻木的。只有在穷人区三等
舱里，他才会忘情地弹奏，那轻巧的手指流水般的滑过琴键，
他的音乐也是他的心，是由心而生的音乐，是活的音乐，那
旋律简直是美极了。一位美国议员听到这样美妙的琴声，宁
愿坐在肮脏、杂臭的三等舱。这位美国议员多次邀请1900下
船弹奏，甚至邀他制作唱片，让他过上富裕的生活。可最终
都被拒绝了。后来小号手蒂姆离开了这艘船，1900继续留在
船上弹钢琴。

多年以后，蒂姆听到了这艘船要被炸毁的消息。急忙去劝
说1900，要他马上离开这艘船。可1900始终不肯离开，最后
他与这艘船一起消失在巨大的火球中。

看完这本书，我已经坐在火车上了。我的心跟随着火车不停
地摇摆着。生在船上，长在船上，死在船上。大海是他的胸
怀，浪花是他的乐章，船上的人因他的存在而感到疯狂。32
年从未踏上过陆地，面对死，他是那么的平静，在孤寂执着
的一生中，他用钢琴演绎了对音乐，对人生的理解。



书中的一个情节使我记忆尤深，就是1900要下船而未下船的
那个情景，在蒂姆的鼓励下，1900也曾有过想要下船的念头，
他穿着蒂姆的驼绒大衣，正准备走向新的生活，而当他看到
大地的那一刻，他停下了脚步，取下他的帽子，往大地奋力
抛去，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回了船舱。

为什么他不愿下船？因为大地没有尽头！船上是一种人生，
城市上是另一种人生。他知道钢琴是不会骗人的，永远都只
有88个键；而没有尽头的人生是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欲望
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害怕那张无边的网。所以在这两种人生
中，1900选择了前者，他还是喜欢过单纯，平静的生活。

尘世间的人们，每每会被俗务俗事所困所缠，常常逃不出自
己编织的种种藩篱。然而，这些东西与一个博大的胸怀，与
天地之宽广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在我们身边的许多人，他
们往往有着特别的`人格魅力，他们在用最原始最本初的内心
书写人生。他们朴素恬淡，但他们很富有。就像1900一样，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世界神奇浪漫，他的世界恬淡安
宁。

也许有人说1900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
的家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我要说，他的一生是圆满
的，即使是错误，那也是一个最美丽的错误。

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甚至有时——美丽得像一个错误。

想到这里，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火车稳稳地向前驶着，
天边终于泛起了一丝丝血红，大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一切
都在渐渐地苏醒。

海上钢琴师的经典读后感篇三

海总是载满了回忆的，无论它是快乐的，希望或不堪回首的。
海风肆意飘荡，有一艘船随着悠扬的琴声向着天际缓缓驶去。



《海上钢琴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在船上，长在船上，死
在船上，只为钢琴而生的人的一生。他将一生所有的光芒撒
在这艘船上，短暂而凄美。

1900是这本书的主人翁，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与钢琴结下了
缘。父母将刚出生的他丢在了这艘船的钢琴上，希望他被好
心的有钱人捡去。可是没有人在意他的哭声。所以他的哭声
在这欢快的场面里显得格格不入，以至于他的一生与这世界
就显得格格不入。世界待他是如此的不公，在水手领养后的
几年，他又成为了孤儿。这艘船成了他唯一的栖身之所，他
从未下过船，于一个孤儿来说，这一艘船就是他的家，他的
所有。可是船上的人偏容不下一个这样可怜的孩子，然后他
失踪了一天。夜里他出现在钢琴旁，钢琴吸引了所有人。之
后没有人再赶走他，或许是因为他悠扬的琴声，或许是因为
他的可怜，我们无人知晓。成年后他成为了一位天才钢琴师，
没有任何的指导老师，凭自己的探索，奏出一曲又一曲惊世
之作。很多人登上这船只为了听这位旷世奇才的琴声。

他就像一个谜，让人看不透。仿佛他生活的世界里只有他。
他执着，执着的有些可笑，又有些可悲。他优秀，却很孤独。
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安静，沉稳。他将音乐化为言语与世界交
流，表达情感。其中有这样的一幕：夜晓时分，在船上的酒
会大厅，他演奏着，钢琴随着大浪在左右摇摆，船上的人因
暴风雨而显得惊慌失措。而他依然弹奏着，依旧优雅如常的
弹奏着只属于自己的华尔兹乐章。他在这光洁的地板上，合
着音乐的节拍，呼左呼右，时而转圈，时而滑行。让你感受
到仿佛他整个的身心和这音乐，这艘船，这大海早就融合在
了一起。他说过，他的音乐和他的人不分开，所以拒绝发布
他的音乐胶片。我想他的内心里也一定这样笃定，他的这艘
船和他的人不能分开，生命仿佛自他被抛弃的那一刻起就很
早与这船联系到了一起。所以他不愿离开这艘船，他宁愿与
这艘船沉到大海，也不愿离开。因为他就是这样单纯，执着。
爱便爱了，忘便忘了，向往便向往了，退却便退却了，生便
生了，死便死了，这样举足若轻的一生就这样被六吨半的炸



药而埋葬了。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悲剧，而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无法
想象这位旷世奇才，走下船舶，是怎样开始他平凡的一生，
开始庸俗乏味，追名逐利。我不忍心看到这里，我想大家更
是如此。所以我喜欢这个结局，因为他到了天堂，即便少了
右手，却依旧做着自己喜欢的事，那就是音乐。

1900，一个没有根的终身漂流在海上的男人，独特的价值观
与人生观使他处在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他与这个社会有一段
很长的距离，一个世界。

他用音乐解读一生，音乐是他对人生的感悟。我们缺少的不
正是这种感悟吗？

海上钢琴师的经典读后感篇四

有些电影是你看过之后，心中涌动万千却无从下笔，是你满
脑子的思绪却不知从何整理，《海上钢琴师》就是这样一部
让我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电影。

看完影片之后，我的唯一感觉是孤独，真孤独。可是1900真
的孤独吗?后来的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不孤独，他有满满的
用之不尽的音乐的灵感，有无数的才华和无数的流动的音符。
他其实不孤独，他让我们孤独，没有天才的华丽没有天生的
不俗没有特立独行的资本，没有充盈的内在没有在这个世界
得到认可和满足，所以我们孤独;我们从1900身上看到了自我
的卑微自我的缺乏自我的飘忽，所以我们孤独。

我一直觉得1900的一生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体现，他藐视规则，
藐视这个社会认可的规则，他害怕上岸其实是拒绝上岸，藐
视上岸。他重自身的存在大于外界对自身的认可，他可以轻
易打败爵士乐的开山祖师并对他表示鄙夷，他可以靠他的才
华赚取无数的名利但是他拒绝音乐与自身的分离，他可以用



音乐去探究所有人的心灵，可以在音乐里去旅行，可以寻觅
到自己的爱情，但是他没有常人那样去要去追，他轻轻地将
这些丢进了大海，他将迈向陆地的脚收回。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失望的世
界之中，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确定的。绝对自由的人也是
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人虽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面对
的未来的生活却是混沌而没有目标的。他只是盲目地走向未
来，他只知道人生的真实的终结就是死亡。死亡作为人生的
最后归宿，对于个人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存在
主义者都是悲观者，在他们眼里，人生是一场悲剧。

海上钢琴师的经典读后感篇五

“只要你有好故事可以讲，有人肯听，你就还未完蛋。问题
是，谁也不相信我这故事。”没错，一九九零的人生经历的
确令人难以置信。

他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在维珍尼亚号轮船内的钢琴上，
被一个船员偶然中发现并收养。船员给他起名叫做丹尼·博
德曼·td·林蒙·一九九零。前面的是船员的名字，一九九零是
那一年的年份。在一九九零八岁的时候，船员在工作的时候
意外死亡，一九九零又变成了孤儿。八年，船员为一九九零
编制了一个纯洁，美好的童年。我想，这也赋予了他洁净的
灵魂，造就了他纯粹的生命吧！

八岁之后，他的音乐才能逐渐展露出来，凡是听过他弹奏钢
琴的人，都觉得他是上帝派来的，专门为有幸上船的人演奏。
一九九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分，也从一开始就被安排好了
一生的宿命。在这片海洋上他弹着钢琴，直到与维珍尼亚号
一起消失。海洋、船、钢琴、一九九零，冥冥中自有定数。

“陆上的人喜欢寻根问底，虚度了大好光阴。冬天忧虑夏天
的姗姗来迟，夏天则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他们不停四处游



走，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在好朋友麦士劝他离开维珍尼亚号去大陆发展的时候，他丝
毫不为所动。他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全部交给维珍尼亚号，
和它一起经历四季的变换。然而，当爱情降临时，他也想勇
敢地走出去，为心爱的女孩子登陆。可当他走到楼梯的一半
时，他忽然停住脚步，望着眼前陌生的城市，眼神里流露出
未知的情感，是畏怯，还是恐惧？或许世人永远不能理解他，
就像不能理解上帝的诗篇。最终，他回过头，眼神坚定，一
步一步走上船来。他的眼里，容不得拥挤的城市，他的心里，
只有纯粹的音乐。

多年后，维珍尼亚号已是一艘即将被炸毁的破船，麦士得知
消息后上船去找一九九零，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结果，他仍
旧坚持着，不肯离开。如他所言，外面的世界太广阔了，陌
生得让他害怕，那些城市里的街道无边无际，就像有无数个
琴键的钢琴一样，没有尽头，让他感到恐惧。他宁可退出生
命的舞台，给自己一个尽头，也不愿意茫然无措地面对一个
无边无际、无所适从的生活。

就这样，他生于船，死于船，从未离开过维珍尼亚号，也从
未离开过他的音乐。船爆破前的那一刻，他腾空弹奏着乐曲，
仿佛面对的不是死亡，而是一场熟悉的航行。

最终，他与维珍尼亚号一同消失在苍茫的海上。他最后的希
望，便是天堂能有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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