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锦绣芙蓉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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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锦绣芙蓉读后感篇一

芙蓉镇位于湘鄂桂三省交界处，那里风光秀丽，芙蓉花开的
季节里，争先斗艳一派，这里的人们和各地乡民们生活一样，
淳朴，欢乐，有爱。然而记录这美好的湘西风情的小说《芙
蓉镇》却是灰色的，不仅让人想一走古老的青石小路，一赏
漫天的水芙蓉，更能引起人们对人性的思考。

古华把民俗风情寓于zz风雨中，描写了文化g搅乱下的湘西乡
村生活，让特定年代的人物变迁发生在这湘南小镇里，揭露
了左倾思潮的危害。

芙蓉镇里塑造了一个有一个典型人物，美丽善良而逐渐坚强
的胡玉音，不忘良心恪守人性的谷燕山，阴险歹毒见风使舵
的李国香，好吃懒做的王秋赦等，这些人性格鲜明突出，让
人难忘。谷燕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善良的，在文化g之前，
他与黎满庚一起帮助胡玉音开了胡记米豆腐坊，在胡玉英被
划为右派时，他自己因为受到牵连而停职，在胡语音危难之
际，所有人包括她的青梅竹马黎满庚都与他划清界线时，只
有她还一如既往的照顾胡玉音，并且救了难产的胡玉音，他
和胡玉音秦书田一样是光辉典范，是人性善的集中体现。

这部小说，就像是作者自己在自序中说的这是“一曲严峻的
乡村牧歌”，在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反省的事，经历过的人



不由的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执行
者都会心痛万分，而没有经历的人也能在这些人物中找到自
己的一点影子，读完之后，人不经想在危难的时侯，我们是
否能恪守自己的人格底线，尊重自己的良心呢。

锦绣芙蓉读后感篇二

古华的《芙蓉镇》，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虚构
出来的湘西芙蓉镇为环境，以革命的萌芽、发展、结束为时
间线索，以胡玉音等人的遭遇为代表，是一部时代特色鲜明
的长篇小说。

全书共分四章，每章七节，每个章节都有标题，结构紧凑，
框架鲜明，作者的逻辑性很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致能够分
成两类，分别是作者跟着作品走，或者作品跟着作者走。前
者的优点是局部好看，但易输于整体；后者整体思想性强，
但局部不够精彩。《芙蓉镇》属于第三种，即，全局上，作
品跟着作者走，局部上，作者跟着作品走，所以，《芙蓉镇》
在故事上文字上即清晰又精彩。大局是框架，没有规矩则不
成方圆，但若拘泥于规矩，文学作品就成了刻板的数学题，
美的感受就成了公式。这一点上，古华先生跟路遥颇为相似。

《芙蓉镇》是以写时代为目的的小说，人物是古华先生表现
时代的工具。或者说，芙蓉镇是浓缩了的运动背景下的中国，
《芙蓉镇》上的人物，是运动背景下，国民的代表。基于此，
读者会看到，古华先生在描述某个人物遭遇时，忽然笔锋一
转，转向当时的中国有同样遭遇的那些同胞们。作者只是借
题发挥，《芙蓉镇》是古华先生抒发感伤的窗口。所以，虽
然全书字数不多，人物不多，可是全书的表现力极强，读者
仿佛能听到作者的心跳，与作品人物共同回到了那个疯狂的
年代。

所谓阶级斗争，可是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谓革命，可是
是人革人的命。在本书中，革命本身已经成为了书中人物打



击报复的工具，供给了发泄的机会。这就使得这本书人性十
足，一切故事，都是人事，革命造成的破坏，也是建立在人
的劣根性这一基础之上的。《芙蓉镇》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
对运动的批判，而是更深入的剖析被卷入运动的那些人物，
使读者随作者一齐反思人性。

锦绣芙蓉读后感篇三

方方在《乌泥湖年谱》里描写了水利工程知识分子在反右、
中的飘摇经历。有人谨言慎行明哲保身，有人傲骨不屈绝不
低头，有人昧着良心攻击他人，有人不堪受辱一死了之。而
芙蓉镇里的知识分子秦书田，采取的是另一种道路：老实认
罪。“秦癫子三十几岁，火烧冬茅心不死，是个坏人里头的
乐天派。”秦书田是有些才气的，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
又担任过县剧团编导，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二十几岁就
出了名，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了。但被打成右派后他并没有什
么知识分子的清高自持，反倒是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老老实
实，劳动积极。做着五类分子的头头，和镇上居民们打成一
片。甚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气，写标语，编歌舞，过得甚是
乐呵。他的态度“上面”也很受用，没太为难他。狂风暴雨
中他终于得以保全。

大家叫他癫子，但这个“秦癫子”却是为数不多清醒的人。
他的癫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他知道，混乱的秩序即
是无序，正义缺失的时代根本不存在伸张正义。装疯卖傻，
宋江不就是个成功先例吗?后来，谷燕山也一样“醉眼看世
情”，保全了自身，也没有迷失了自我。在这样一个的年代，
无知比博学更安全，答应比提问更保险，假癫狂比真清醒更
难得。

胡玉音这样一个非贫下中农、非先进分子的“双非”主人公，
显示了古华对于后伤痕文学的突破。她的致富经几乎可以做
范本搬到农业频道启示广大农民群众，勤恳劳动，与人和善，
物美价廉，美名远播，形成了一块招牌。她与上级领导打好



关系更是奉行几千年来商业领域的金科玉律。但所有一切终
究抵不过出身不好，或者说抵不过有人看你不爽。

黎桂桂牢骚似的一句顺口溜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死
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
批判。

锦绣芙蓉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有幸拜读了当年曾获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

《芙蓉镇》一文讲述了当年政治还不清明时，发生在芙蓉镇
上的故事。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勤劳致富的人民被压迫，
好逸恶劳的人却成为了“人上人”。在胡玉音勤劳致富盖起
了新房时，一股“飓风”陡起，胡玉音夫妇失魂落魄，谷燕山
“停职反省”，黎满庚嗒然若失，秦癫子当众下跪。芙蓉镇
幸福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每个人都处处谨慎，生怕自己被卷
进这恐怖的漩涡之中。

《芙蓉镇》一文揭示了人性的脆弱，顽强，阴险。当胡玉音
的丈夫自杀，家抄封了，彻底的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当时的她仿佛就是一棵枯萎的芙蓉。但
是在这样的时期中她还是挺了下去，等到了改革开放，最终
平反，发家致富。王秋赦原是一名穷人，因为解放所以分到
了些东西，但因为他好逸恶劳所以只能变卖家产，维持生活，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因为他穷所以免于大漩涡，反而称霸在
芙蓉镇，又因为各种原因，居然让他当上了镇长，让他更加
胡作非为。

让我们聆听着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吧!

锦绣芙蓉读后感篇五

这个学期我看的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古华先生的《芙蓉



镇》了。这篇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古华先生只用了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完成，而我，也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看完
了这部小说，可见这部小说的魅力之大，我也确确实实被它
引人入胜的情节与生动的人物形象给深深地吸引住了。

谈到《芙蓉镇》，我们就先得了解一下它的作者——古华。
古华先生生于1942年，原名罗鸿玉，湖南嘉禾人。据资料记
载：古华先生的家乡是着名的民歌之乡，那些饱和着痛苦、
忧伤、欢乐和憧憬的民歌，给了古华最初的艺术熏陶。从农
业专科学校肄业后，作为农业工人和农村技术员，古华在五
岭山区一小镇旁生活了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
由己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时代风云变幻、大
地寒暑沧桑。遥远的古老的山区小镇，苍莽的林区四时风光，
淳朴的民风，石板街、老樟树、吊脚楼、红白喜庆、鸡鸣大
吠。对古华有一种古朴的吸引力和历史的亲切感。与农民长
期的共同生活构成了古华创作的深厚基础，也是他获得的最
有价值的东西。古华阅读兴趣广泛，中外古今、文野雅俗，
文史哲均在涉猎之中。古华虽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学习写
作，1962年开始发表短篇习作，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却是
在“三中全会”之后。他认为正是全会精神提高了他“认识
生活的能力和剖析社会、人生的胆识”。《芙蓉镇》就在这
个时期内创作的一部佳作，而他的创作成功也与他早年的生
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他曲折而又多彩的人生丰富了
他的创作、成就了他的作品。

《芙蓉镇》描写了1963—1979年间我国湘南农村的社会风情：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农村经济刚刚复苏时，胡玉音在粮站
主任谷燕山和大队书记黎满庚支持下，在镇上摆起了米豆腐
摊子，发了点儿“小财”，并用积攒的钱盖了一座楼屋，但
却被被李国香和王秋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查封，胡
玉音被打成“新富农”，丈夫黎桂桂自杀，黎满庚撤职，谷
燕山被停职反省。接着开始，胡玉音更饱受屈辱，绝望中她
和得到了“右派”秦书田的同情，两人结为“黑鬼夫妻”，
秦书田因此被判劳改，胡玉音管制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胡玉音、秦书田、黎满庚、谷燕山等人终于都摘掉了帽子，
生活又回到了正轨。而王秋赦发了疯，每天凄凉地喊着“阶
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芙蓉镇》情节曲折，矛盾突出，在丑陋中反射出人性的完
美，并揭露了左倾思潮的危害，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的胜利。

《芙蓉镇》的人物描写也相当成功，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
的典型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勤劳美丽、
热爱生活、渴望爱情的胡玉音，以“癫”狂方式对抗这
个“癫”狂时代的秦书田，“政治闯将”、灵魂扭曲的女人
李国香，无知无能，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品行恶劣的“运
动根子”王秋赦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与社会的变迁，并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芙蓉镇的小人物的
典型故事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丑恶。

首先，人物是小说的灵魂。芙蓉镇虽小，但它是各种人物性
格相交汇的一个小社会。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决定着作品
的思想深度。因而，每人人物的个性愈突出，性格愈丰满，
小说就愈能广泛深刻地再现社会复杂面貌。古华先生把人物
的描写与整个时代大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人觉得这是
贴切，具有风格的社会内涵。其次，古华先生的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