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巨人归来读后感(精选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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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阅读了一本名著——《巨人传》。这本书是由
有“伟大的笑匠”之称的法国人，托伯雷所著。

全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巨人家族，他们的.祖先叫高朗
古杰。一家三代分别为高朗古杰、高康达、庞大古埃。主要
讲了高康达的出生与一生的传奇以及庞大古埃的历险。

高康达在他年青力盛时参加了军队，跟父亲一起去讨伐野蛮
的大野王。高康达英勇善战，用了不出一周的功夫就击倒了
大野王，收复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后，他的儿子庞大古埃
出世了，庞大古埃比高康达更为高大。高康达希望他的成就
能高过自己，于是把他送去学习军事知识，果然庞大古埃不
负众望，学得了一身好本领，庞大古埃不满足于这一些知识
了，他决定出外旅游，见识见识这个美好的世界。说走就走，
庞大古埃带着他的伙伴开始周游世界。在路上，他又认识了
新的伙伴——巴奴日。接着，他们在一个奇怪的岛击败了与
教主为敌的香肠人。还给巴奴日找了一门亲事。之后他们来
到了由邪恶的组织“穿皮袍的猫”统治的机舍关。最后在灯
笼岛结束了这段旅程。

书中有一些话深深讽刺了当时的法国政府，因此，这位“伟
大的笑匠”处处被人排挤，一直被政府仇视，直到今天，这
本书才从x书表中被人取出。整本书非常的诙谐幽默，如果有
机会，你一定要去看看！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二

一直以为贝多芬是一个伟大的人，但，读完他的传记后，在
我内心深处，我不禁要怀疑他是否真的如他所宣誓的一般扼
住了自己命运的咽喉。至少，现在我是这样的认为：伟大的
只个过是他的作品，如《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等;
他的人生则是充满了孤独和痛楚。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在一八
一四年致李希诺夫斯基的书信，就可明白他的内心是承受了
多少的贫穷的煎熬，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孤独，孤独，孤
独。

人生最大的受难是什么?不是刀枪的杀戮，是源自于思想和肉
体上的孤独。孤独，是连天上的神也无法承受的。

我憎恶那些把苦难当作财富进行说教的布道者。他们舒服的
坐在象牙塔里以卖弄自己的高超的文字技巧为荣，把一切苦
痛圣化，视而不见个体生命在面对这些不幸时所承受的绝望
和无助。一个所谓的伟人所作的伟大作品，如果连他自己的
命运都拯救不了，我们如何指望它能够拯救别人。不是吗?受
难可能是伟大的注解。但它更是对鲜活的生命的折磨。我对
于贝多芬式的人生悲剧感到恐慌，纵然是人间稀有的天才，
然身陷于贫穷的境地，依然是一无所有：没有亲情，友情，
爱情。就连刚与他订婚才两个月的女友，一夜之间，毁掉了
婚约，改嫁了别人。你能说这与贝多芬的贫穷不无关系吗?金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
这样一句直抵生活真相的真理，却历来受道无数道德家们的
诋毁，嘲讽。说什么“金钱不重要”，你们这些伪君子!没有
钱，你能活下去吗?如何避免孤楚的人生，如何消除贫穷，如
何才能让每一个善良的生命享受一切人间正当的幸福和欢乐?
这才是我要走的路，并且为之进行努力。用自己的痛苦为别
人建立欢乐。这样固然无私的伟大。但是，难道它不也是对
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冷漠和残忍吗?活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上，
我们应该学会善爱自己。



二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变态的天才。这两位都是变态的天
才。这两位都家产甚丰，终身衣食无忧，一切只不个是他们
自己所选择。我不明白他们受的是什么难?三我现在开始厌烦
罗曼罗兰和傅雷。他们把一切苦难都神圣化。把一切伟人的
缺点也赞赏为高尚的圣洁。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三

《巨人三传》是罗曼·罗兰写的关于贝多芬、米开朗琪罗、
托尔斯泰的人物生平和生活，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贝多
芬是德国音乐家、乐圣、交响乐之王，代表作是《命运交响
曲》；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雕塑家，意大利文艺复后三杰之
一，代表作《创世纪》、《大卫》；托尔斯泰是俄国大作家，
列宁评价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
《复活》。

我感受最深的'是贝多芬的一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妈妈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人生永远不可能只
有欢乐，可不能一帆风顺，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人生，在
生活中我们也要向贝多芬学习，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挫折就轻
言放弃，一定要坚持不懈，不向命运低头，只有经过不断地
努力，一定能获得成功！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四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觉得正是
这样，在这个快乐的暑假里，我阅读了《巨人传》这本书，
让我觉得受益匪浅。

书中的贝多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多芬六岁就被父亲
强迫学钢琴，看着别人小朋友在广场上快乐的玩耍，贝多芬
很是羡慕，但是他已经被音乐所吸引喜欢上弹钢琴了，他的
世界只有音乐与钢琴了。贝多芬从六岁那年开始，到成为钢



琴家一直坚持练琴，十几年从未间断，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
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这时，我不由得想到现在的自己，我是一个做事情喜欢半途
而废或一曝十寒的人，学拉二胡没过几天便以手指疼而告吹;
想在一年里看完20本书，结果一年过去了，连三本书也没看
完;唉!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想到这里真是惭愧不
已。

中国有句话：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往往那些平凡的人不懂
得坚持或者不懂得努力，所以他们注定平凡。往往那些家喻
户晓的人物以自己的信念进行坚持，在自己的奋斗下，化铁
棒为绣花针，化沧海为桑田，取得丰硕的成果，打破一切不
可能和困难，在无人能敌的境界里，为自己的人生画卷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人的一生中没有所谓的不可能与可能，
只要用你的坚持与努力砍断自己的锁链，便可以超越自我，
超越困难，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坚持﹢努力=成功。

书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愿意在书的海洋里快乐地遨游，幸福
的成长。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五

花了一个星期，重读了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

伟人大概起初都没有立志成为伟人的，只是他们自己执着专
注于自己的事业，比常人更坚忍不拔，更富于牺牲精神，不
知不觉便成了伟人。大多数伟人的人生其实充满着很多痛苦
与不幸。贝多芬一生遭受耳疾折磨，尽管才华横溢却不能与
爱人终成眷属;米开朗基罗青年时期就成就卓著，但一生屡遭
他人诬陷;托尔斯泰创作了传世经典，却一生饱受内心困惑的
煎熬。他们的一生虽然功成名就，但同时他们的一生又有太
多的痛苦，太多的不幸。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以自
己的痛苦给人类带来快乐，以自己的不幸给人类带来更多的



精神陶冶和享受。

罗曼·罗兰笔下的.伟人，不是世俗意义下的伟人，不是那种
靠强力获取巨大权力的伟人，不是那种以杀人无数而号令天
下的伟人。罗曼·罗兰从不为君王皇帝歌功颂德，从不写元
帅将军的气势磅礴，从不写巨贾大商的竞争较量，更不写政
客阁僚的权谋心机。这样的人，很多都是在虚荣和野心的驱
使下为人类造成巨大灾害的人。而像贝多芬、米开朗基罗、
托尔斯泰却是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
为人类的真、善、美而付出了毕生精力的人。贝多芬创作的
不朽音乐，是他用自己的痛苦给人类留下的欢乐。米开朗基
罗的传世杰作，是他代表人类的深沉思考。托尔斯泰的小说，
描述了万千生灵的渺小与伟大。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人类
的爱和对人类的信心。他们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
们“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是因为
他们真正地把自己当作“人类的忠仆”，真正地具有伟大的
品格，自觉自愿地倾心为公众服务。

这样的伟人有如崇山峻岭，常有风吹雨荡他，云翳包围他，
而当风雨停歇时，云翳破散时，他便更显得伟岸挺拔了。罗
曼·罗兰把这样伟岸挺拔的高山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时
时望见他们险峻的侧影而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让我们更加
真实地感到永恒。当我们从山下回到人生的广原时，我们便
更加充满了面对一切的勇气。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六

花了一个星期，重读了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

伟人大概起初都没有立志成为伟人的，只是他们自己执着专
注于自己的事业，比常人更坚忍不拔，更富于牺牲精神，不
知不觉便成了伟人。大多数伟人的人生其实充满着很多痛苦
与不幸。贝多芬一生遭受耳疾折磨，尽管才华横溢却不能与
爱人终成眷属;米开朗基罗青年时期就成就卓著，但一生屡遭



他人诬陷;托尔斯泰创作了传世经典，却一生饱受内心困惑的
煎熬。他们的一生虽然功成名就，但同时他们的一生又有太
多的痛苦，太多的不幸。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以自
己的痛苦给人类带来快乐，以自己的不幸给人类带来更多的.
精神陶冶和享受。

罗曼。罗兰笔下的伟人，不是世俗意义下的伟人，不是那种
靠强力获取巨大权力的伟人，不是那种以杀人无数而号令天
下的伟人。罗曼。罗兰从不为君王皇帝歌功颂德，从不写元
帅将军的气势磅礴，从不写巨贾大商的竞争较量，更不写政
客阁僚的权谋心机。这样的人，很多都是在虚荣和野心的驱
使下为人类造成巨大灾害的人。而像贝多芬、米开朗基罗、
托尔斯泰却是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
为人类的真、善、美而付出了毕生精力的人。贝多芬创作的
不朽音乐，是他用自己的痛苦给人类留下的欢乐。米开朗基
罗的传世杰作，是他代表人类的深沉思考。托尔斯泰的小说，
描述了万千生灵的渺小与伟大。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人类
的爱和对人类的信心。他们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
们“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是因为
他们真正地把自己当作“人类的忠仆”，真正地具有伟大的
品格，自觉自愿地倾心为公众服务。

这样的伟人有如崇山峻岭，常有风吹雨荡他，云翳包围他，
而当风雨停歇时，云翳破散时，他便更显得伟岸挺拔了。罗
曼。罗兰把这样伟岸挺拔的高山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时
时望见他们险峻的侧影而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让我们更加
真实地感到永恒。当我们从山下回到人生的广原时，我们便
更加充满了面对一切的勇气。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七

若不是开篇便通读了作者写在题前的话，我会认为这是一本
并无更多可读之处的嬉笑文章，只能在恶俗的趣味当中去找
些引人发笑的点子。可拉伯雷告诉我要在笑过后找找他所想



要表达的深层含义，当然，他确定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笑吧，因为世界生物里，只有人类才会笑。

人名不多，每一个都是由古老的神话改编而成，巨婴的成长
史，便是一个打破了规则与界定的创世纪史。

人们心中有想过，但因为戒律规章的牵绊而不得不埋藏于心
中的私欲，在巨婴宝贝的生活中却是乱作一团。他可以吃下
几万头牛的母乳，人们说他是大胃王，却不得不发自肺腑的
佩服他的食量；他闻到酒味便会高兴的手舞足蹈，一顿饭下
来要喝几十坛子的葡萄佳酿，人们笑讽他是酒鬼，可心里却
想的是“如果我是他该多好”。

这是一个会隐身的时代，极度的欲望被强制性压抑在心底。
人们像等候光明一般期待着这个巨人的出现，或许他只是一
个会制造笑料的、能吃能喝的傻瓜，但或许现实又根本不是
这么一回事。

他很聪明，擅长逻辑思维；他很开放，行为不守旧却有时候
那么不合时宜；他爱好钻研，却始终心里住着伟大的个人主
义；他有些矛盾，可通体生命看来却又是这么顺畅。

他是巨人，他是身高、食量、酒量的巨人；

他是巨人，他又是思想、精神、灵魂的巨人。

在所有人都拘泥于心中破败陈旧的规则时，他成为了第一个
不按所谓“逻辑”做事的坏蛋；在所有人都暗自想要成为他
这样的人时，不得不说他也有善良、可爱的一面。

将思想与灵魂高度统一，他便是精神的巨人。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八

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反封建神
权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作，是一本“充满巨人精神的
奇书”。小说刚问世便在法国引起轰动，受到广大市民的欢
迎，同时也引起法国统治集团和教会的恐慌和仇恨。拉伯雷
自己用化名发表虽逃脱了劫难，但他的出版商却被教会活活
烧死。

这本书不长，我不到一个星期就看完了。我原以为这本书是
讲述名人事迹的，看完后才知道《巨人传》原来是一本有着
童话色彩的小说。这本书主要讲了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高
康大和庞大固埃祖孙三代巨人的活动史。在前三部中分别讲
述了高康大不同凡响的出生，庞大固埃在巴黎求学的奇遇，
以及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父子对婚姻问题的探讨；后两部则集
中记录了庞大固埃及其朋友巴纽朱和修士远渡重洋，寻访智
慧神瓶的种种奇特经历。

因为拉伯雷认为“笑是人的本质”，所以，这本书中还有很
多笑话，令人捧腹大笑。在这本书中也能读到作者的思想，
拉伯雷把对封建神权的严厉批判和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全
部都融入到此书的各个情节之中，非常精彩。

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格朗古杰，高康大，庞大固埃这祖孙
三代巨人的品德都十分高尚，为人宽厚，将敌人化为朋友，
善于与人交往。而且他们都见识丰厚，有勇有谋。这些优秀
的品德值得我们学习。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九

昨日，我去书店买了《巨人三传》和《汤姆·索亚历险记》。
回到家，我便先看起了《巨人三传》……很快，《贝多芬传》
看完了。我心中对贝多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贝多芬1970年12月16日出生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波恩一所
破房子里。父亲是男高音歌手，嗜酒成性，一无是处。而母
亲是厨师的女儿，一家人生活得十分艰苦。贝多芬从小就被
强迫练琴，但他却出乎人意料地从没有憎恨音乐，反而对此
十分热爱。17岁时，母亲离开了贝多芬，他担负起养活全家
人的重任。童年悲惨的贝多芬只身来到音乐之都——维也纳，
开始他的新生活。

但事与愿违。尽管贝多芬创作了许多经典乐曲，回报却少得
可怜。他依旧过着清贫的日子。

从《欢乐颂》这首脍炙人口的乐曲当中，不难看出贝多芬心
中的快乐。面对困境贝多芬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坚强乐观，
步步走向人生与事业的顶峰。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向贝多芬学习。面对困难和挫折，
不该轻易放弃，应要无所畏惧，乐观向上，勇往直前，克服
困难与挫折，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看到贝多芬，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
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坚强地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这本书讲的就是如何在逆境下生存。

“通过痛苦，得到欢乐”贝多芬的这句话就是他的人生写照。
这句话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如他的歌声永远在我们耳边回
荡。

巨人归来读后感篇十

20世纪初，有感于欧洲资产阶级日趋颓靡，法国青年作家罗
曼·罗兰一度希望借助“英雄”人物来感召人们变革现实，
先后创作了多部名人传记，其中《贝多芬传》，《米开朗琪
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被称为世界“三大英雄传”，又
称“巨人三传”或《名人传》。



无论是音乐大家贝多芬，伟大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还是文
坛泰斗托尔斯泰，在那闪耀着灼人光芒的背后，却是一个个
的孤独者，精神上的孤独者，像是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上徒步
的行人，他们在不断地探索。

这是一种伟大的悲哀。精神上的痛苦让他们变得决绝，思想
上的那种既受压抑又想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矛盾的内在爆发
力，成就了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才华。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绝对的'孤独，伟大的艺术作品该如何
产生。音乐、雕塑、文学领域将平庸无奇，所谓的艺术再也
不能称之为艺术。

贝多芬的孤独让人感动，他在孤旅中努力地寻找一个个突破
口，希望能凿开一个小孔，他用音乐与外界的人沟通。

米开朗基罗，他的脚步是如此的匆忙，他的手永远是不停息
地在抚摸着那一块块光洁的大理石，然后，在狂热的目光的
注视下将这些冷冰冰的大理石一击一凿雕刻成一尊尊美丽的
塑像。

托尔斯泰他拥有显赫的地位，多情的家人，可是他确确实实
是一个孤独者，在精神的沙漠中为了创造一片片绿洲而努力
开垦的行人。他永远渴望着人与人之间的爱，退让、宽刷微
笑、质朴、明净，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美丽。

古人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印证了三位巨人孤寂的人生旅程，然而，他
们却创造了人类艺术的辉煌，他们的作品流传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