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九三年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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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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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读后感篇一

郭文是雨果的喉舌，雨果的社会理想，对人类前途的信念，
对革命的感受，都借郭文的嘴来家以抒发，郭文的思想斗争，
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斗争都在证明着：在王权之上，在绝对
正确的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
由此出发，朗特枘可宁肯放弃他那个阶级的复辟事业去救三
个孩子;国文之革命利益于不顾，甘心以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侯
爵得生命;西穆尔登尽管是革命原则的化身，心里却爱郭文超
过爱革命，郭文人头落地，他也开枪自杀。他们展现着人性
的善与美。人物的性格是如此的鲜明有特色，这是我我很喜
欢的一段对话：

在西穆尔丹抵达前线不久，他们就展开一场思想的交锋。

当戈万说到我不与小孩作战，不与女人作战，不与老人作战
时。西穆尔丹严肃地指出：

“戈万，你要明白，如果那女人叫玛丽·安托万内特，你就
该和女人作战;如果那老人是教皇庇护六世，你就该和老人作
战;如果那孩子叫路易·卡佩，你就该和孩子作战。”

“可我不是政治家，老师。”

戈万又继续说：“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是安宁与和谐的



原则。为什么使它们显得恐怖可怕呢?我们要的是什么?争取
人民组成大同共和国。那好，别吓倒人民。恫吓有什么用?人
民和小鸟一样，不会被稻草人吸引过来的。不应该为了行善
而作恶。我们推翻王位不是为了永久竖起断头台。处死国王，
但要救活民族。打翻王冠，但要保护头脑。革命是和谐而不
是恐怖。不宽容的人是无法执行温和原则的。对我来
说，‘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我不愿流血，除非
我自己也可能流血。再说，我只会打仗，我只是士兵。然而，
如果我们不能宽恕，那么打胜仗就没有意义了。在战斗中我
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

“你可要当心，”西穆尔丹第三次说，“戈万，对我来说，
你比儿子还亲，你可要当心!”

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仁慈可以成为一种叛逆。”

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劣，一个个名字犹如一个个一幅幅画
面，生命，人生，命运在在画面中缓慢的展现，像花一样绽
放和零落，像树叶一样的在阳光下闪烁和凋零 。

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
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
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
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
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

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思想，都是独一无二的。

九三年。。。。。发生的事情太多，死去的人几乎比事情还
要多，所以记忆在此有些力不从心。但我记住了郭文、西穆
尔登、朗德纳克、那位母亲，还有那个被称为伊曼纽斯的保
王党战士。也许你要嘲笑我说，你连九三年都没经历过，又



何谈得上记忆?可是这个世上已经没有经历过九三年的人了呢，
而我又恰巧经过，所以我记住了九三年。

九三年读后感篇二

闲来，毕了《九三年》这本骇世之作的最后一页阅读!纷繁现
实间，感觉到了生命的珍贵，相较之主人公郭万——为人发
展原则，毅然走上“自家人”设立的断头台;我们拥有的东西
太逊色……《九三年》，讲述我国大革命时期，一七九三年，
这一年在我国革命的狂风暴雨时期，而且是社会矛盾最尖锐
的一年，更是社会最为动荡混乱的一年，在封建保皇派代表
人物——朗德纳克，共和国派代表人物——郭万及其老
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之间，发生的由自然发展
转制末尾——启人深思的感人故事。

《九三年》是雨果[1]晚年的重要作品，雨果的小说技巧在
《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
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
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
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
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
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
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
上乘之作。

九三年读后感篇三

所有人读完《九三年》，都认为该书是雨果的写作艺术和人
道精神的不朽杰作。在我用历时半年的时间读完后，不仅领
会了前人总结的，更是体会到“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思
想，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深刻的含义。小说中主要的三
个人物，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
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



尔登，我最喜欢的是郭文，带给我的感情冲击是一波又一波。
革命军司令郭文年近而立，高大魁梧，“爱沉思，善哲理，
是位年轻的贤人。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谈吐像苏格拉底一
样深刻”，不抽烟也不喝酒，有一颗“英勇无邪的心灵”。
作为百战不殆的军人，他又是宽大仁慈的，他不对女人作战、
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他说：“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
的兄弟。”但是共和国政府的命令是：对敌人“决不宽恕，
毫不留情!”有优点的坏人，有缺陷的好人，不合时宜的完人，
郭文一个纯爷们是我喜欢的!
《九三年》结局确是让我荡气回肠，击碎我心，眼睛肿肿的
好几天。最后一章写郭文上断头台详细的刻画，我感受到的
是一种豪壮的、浓重的感情，我爱上了这个男人，郭文终于
被送上了断头台，也就在那一刹“另一种声音也响当了起来，
一下手-枪声回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从腰带里拔出了一把
枪，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盒子里的时候，西穆尔登用一粒子
弹穿透了自己的心脏，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他倒
下来，死了!”郭文死的时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切都
是那么的美。郭文对未来的憧憬亦感染着我，那也正是雨果
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构想。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
《九三年》里最著名的一句话，也反映了雨果的重要思想，
即人道主义。“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
孩子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我看到了人性
的美丽，读到这样一些哲学的话语会让我用很长时间去理解
其含义，而后又去反思生活反思生命。雨果认为：“慈悲心
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
也有。
我被郭文所深深吸引，并且爱上他！



九三年读后感篇四

自从从雨果的《悲惨世界》感受到那份震撼以来，我就笃定
他是我目前最崇拜的外国作家，雨果与托尔斯泰经历了同一
个世纪，托尔斯泰的作品呈现给人一种更为宏旷的视角，是
站在人类命运制高点上挥动着更加理性的手笔。而雨果说他
是浪漫主义文学领袖头衔一丝也不虚妄，他能把历史和文学
结合的那么好!

从开篇落笔，整个大的文章结构和轮廓就已经开始呈现，他
把历史艺术化的同时丝毫不减轻读者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他
善于把人物隐藏在文字里，看似消失，却又在故事中途冒出
来。更让人佩服的是，即便这样仍能做到环环相扣，我真的
觉得能这么运用文字的“蒙太奇”很神奇，也很了不起!

让·瓦尔让变到马德兰老爹已经差点让我差点上着课喊出来
了，没想到同样的手法在《九三年》这本书中又重现，读多
了同一作者写的书，你会嗅到属于他独特的味道。如果说擅
用手法只是伎俩，那能通过文字展现人性的光辉绝不是轻易
可做到的。保王派和共和派较量了大半本书，誓死要拯救法
兰西。把对方送上断头台的两个人因三个孩子的救赎互相原
谅，而并肩作战情同父子的两人却因对法兰西未来道路观点
相悖，西穆尔丹一票把郭万送上断头台之后开枪自杀。终此，
三个人都有了自己从没有想到的归途，比武器更残忍的是信
念，武器可以结束他人的生命，信念的颠覆却可以让人自尽。

将历史拉长，你会发现本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战争也没有
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角度不同观点不同。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类
发展必须经历的，没有谁的死是为真理的牺牲，真理一直都
在。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走向文明的脚步，只是这一路有太
多否定的声音而已。



九三年读后感篇五

所有人读完《九三年》，都认为该书是雨果的写作艺术和人
道精神的不朽杰作。在我用历时半年的时间读完后，不仅领
会了前人总结的，更是体会到“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思
想，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深刻的含义。小说中主要的三
个人物，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
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
尔登，我最喜欢的是郭文，带给我的感情冲击是一波又一波。

革命军司令郭文年近而立，高大魁梧，“爱沉思，善哲理，
是位年轻的贤人。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谈吐像苏格拉底一
样深刻”，不抽烟也不喝酒，有一颗“英勇无邪的心灵”。
作为百战不殆的军人，他又是宽大仁慈的，他不对女人作战、
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他说：“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
的兄弟。”但是共和国政府的命令是：对敌人“决不宽恕，
毫不留情!”有优点的坏人，有缺陷的好人，不合时宜的完人，
郭文一个纯爷们是我喜欢的!

《九三年》结局确是让我荡气回肠，击碎我心，眼睛肿肿的
好几天。最后一章写郭文上断头台详细的刻画，我感受到的
是一种豪壮的、浓重的感情，我爱上了这个男人，郭文终于
被送上了断头台，也就在那一刹“另一种声音也响当了起来，
一下手-枪声回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从腰带里拔出了一把
枪，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盒子里的时候，西穆尔登用一粒子
弹穿透了自己的心脏，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他倒
下来，死了!”郭文死的时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切都
是那么的美。郭文对未来的憧憬亦感染着我，那也正是雨果
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构想。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
《九三年》里最著名的一句话，也反映了雨果的重要思想，
即人道主义。“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



孩子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我看到了人性
的美丽，读到这样一些哲学的话语会让我用很长时间去理解
其含义，而后又去反思生活反思生命。雨果认为：“慈悲心
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
也有。

我被郭文所深深吸引，并且爱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