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疲倦读后感毕淑敏(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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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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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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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倦读后感毕淑敏篇一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这是我儿时最爱哼哼的一首儿
歌。唉，正所谓戏如人生，就在今天，我与我的同学们一齐
由人变成了驴儿。

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冤死投胎成了自己生前收养的
长工家里的一头驴，但它的心中、思想中还念念不忘着生前
的家财万贯，光辉荣耀，因此，他在水深火热中痛苦辗转，
享受不到快乐和自由，体验不了驴儿的轻松和自在。于是，
可爱有活力的熊老师魔法棒一挥，将我们班的人通通贬为一
头头西门驴。

其实我并不觉得这对我们是一种贬低，反而是一种激励。当
我踏进这个人数不多的班集体，耳闻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特
优班，顿时心生欢喜和担忧。三十九个我们都是在曾经脱颖
而出，在过去的班级名列前茅的优等生。过去三年，甚至更
久，我们都佩戴者亮丽的光环。而今，当三十九顶光环相遇
时，有些光环不免黯然失色。

然后，我们在做着思想上痛苦的纷争，怀念着过去的荣耀自
得，如同转世为驴的西门闹。是啊那都只是曾经了，中考是
一次生命轮回，我们通通被贬为不起眼的动物，又一次面临
着六世轮回。



于是，我又点燃了昂扬斗志，火把，不再留恋于过去的荣光，
因为那再也照不亮现在的我。驴儿的我在心中默默决定：每
日二十四个小时都做一头快乐的小驴，课上认真汲取老师给
的养料，课下积极消化养料合成体内的正能量，在这样的三
年里，茁壮成长成一头健壮、能挑百斤粮的驴。

我是一头小毛驴我勇敢向前进身前的光辉是一个可怕的魔鬼，
它会一点一点侵蚀你的思想，毁灭你的动力，那就勇敢地舍
弃它，大步向前走吧!

何不忘却身前事，做一头快乐的驴子度晨昏。瞧莫言写得多
好!

我是驴儿我快乐!

疲倦读后感毕淑敏篇二

看莫言的书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这部小说上更是体现
得淋漓尽致。也许是得益于莫言回归了纯手工写作，读此书
的时候，思路酣畅淋漓，画面感十足，写到兴起处，甚至有
种脱了缰的野马般的感觉，激情奔放，跑题万丈！我甚至一
度认为，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嗯，当然
是开玩笑了。也许这也正是为什么明明这么适合做电影剧本
的作品，却没有导演敢接手的原因吧，这剧情实在是太魔幻
了，也许只有cg动画才能表现出来。

小说延续了《红高粱家族》的大河式家族史诗，用魔幻现实
主义手法，透过六道生死轮回，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
农村的历史发展过程，揭露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与矛盾。有
人说故事尾声稍显仓促，但我觉得，从驴、牛、猪、狗的轮
回过程就已经充分描述了西门闹从人到畜生的心态转变过程，
百家笔记网再到猴子和大头婴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无需再
多说了，炫技并不是莫言的目的，小说的主题和含意才是他
想说的：生死疲劳，何须六道？不管是仇恨还是执著，爱情



还是肉欲，终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在生死面前，都不再值
得一提。

我也不禁反思，究竟对我来说，除了生死，什么才是最重要
的？

作者：shawnie心靈雜誌

疲倦读后感毕淑敏篇三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出自《佛说八
大人觉经》。意思是：那些疲惫，疾病和死亡都是由贪婪欲
望引起的，清心寡欲，不争名利，身心都会舒适。

零零碎碎一个月的午休晚休前的闲暇时间，终于看完了一本
莫言的《生死疲劳》电子本。

作为对莫言的敬意，总想写点什么。先是划了几句，觉得极
不称心，没有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者说我无能为力尽
情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上网，查看别人的读后感，受到一
定的启发，因所言和自己的感受有想通之处，反倒受其影响，
更加想不出更好的表达。只得尽可能用自己的几句话凑数。

这本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高密东北乡西门屯地主西门闹在解
放后被枪毙，自觉委屈冤枉，先后转生为驴，牛，猪，狗，
猴，最后成为一个患有血友病世纪婴儿，而全小说就是大头
婴儿蓝千岁回忆叙述，借这些动物，以及被地主西门闹救了
的一个长工蓝脸的儿子蓝解放，还有故事中起补充，增加立
体的描述的莫言来叙述完成的。小说的叙述时段从1950年
到20xx年，跨度长达50年，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
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
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
韧的精神。



看莫言的《生死疲劳》第一个感觉是：抓人心。小说从一开
始我西门闹在阎王爷那儿叫屈喊冤的荒诞不经的描述，牛头
马面两个既是民间神鬼故事的原型，又经过作者加工的新鲜
形象送我投生。那鲜明的出神入化的语言特点，一下子吸引
着你，激发着你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以往看电子书，总是一
次性的在几部图书间不停的游走，切换。可是自从开始看
《生死疲劳》就没有动过去看其它电子书的欲望。而且，抓
心挠痒，心猿意马，总想多一会时间可以多看一些。看莫言
小说的缺点是：严重干扰了自己的工作，这也侧面说明莫言
小说的魅力。读完此书，真真正正体会到莫言作为20xx年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真是名至实归。

正如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所讲：莫言将魔幻现实主
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说实话，之前
我看过几次这句话，感觉又别扭又拗口，还难以理解，莫名
其妙。现在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莫言鬼斧神工出神入化的
描绘，真正领略了莫言语言的风采。他的每一句话，看似不
经意间，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而又琅琅上口，妙语连珠甚
至有些地方如诗如词一般，押仄押韵，即使没有出声的朗读，
目光扫过，也觉得起伏有致，韵味十足，一气呵成，体现了
作者深厚的扎实的语言功底。莫言用四十三天的极短时间完
成这样的一部上下五十年，纵横阴阳事的鸿篇巨着，真实令
人佩服之至。六道轮回，不论写驴，写牛，还是写猪，写狗，
都把这些动物的特征活灵活现表现出来，用这些动物的眼睛
窥视人类的生活，视角独特，新颖有趣，而且，用笔简练生
动，老到，人物刻画形象入目。自从读了莫言的这本书，常
常感到身边的万事万物诸如猫啦，鸟啦，鱼啦等等都是灵异
的，都可能是某个冤魂的投胎转世，因此对她们尊重而敬畏。

我读《生死疲劳》虽然确实走马观花，一目十行，有追求故
事情节之嫌，但是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也好像
在30天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一把那50年的变革，体验了一
把不同动物眼中的生活，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内心经历无
限的悲凉。那个时代，那个我曾经那么陌生的时代，那个作



为70后的我从不曾体会到的上世纪50到80年代的一些事情，
我就像亲眼所见，亲身所为一样经历了。我甚至感到读了它，
我自己就像一个经历世事沧桑的老人。眉头的皱纹，内心的
沉淀，处事的淡漠短短一个月，经历和回顾半个世纪的风雨
历程，尤其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那些事情，既是作者浓
墨重彩着力描绘的，又是自己欲望难平，急于了解的。打土
豪，分田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包产到户，自然灾害，
文革前后，改革开放之初这些在历史书中，在那些严谨的政
治术语中，在那些生涩概念中，令人昏昏欲睡的事件和史实，
第一次那么深刻的通过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生动真实
悲壮无奈的冷峻的展示和暴露。让人在轻松之余，又深切感
受到历史的厚重无比，悲壮无限。正如一位感言者所写：虽
然内容离奇、叙述荒诞，但主题却是严肃的，那是一种历经
历史沧桑的冷静与成熟，始终在警示着庞杂喧闹的世界，应
该如何真正地面对短暂的人生。

你有欲望，欲壑难平;我有愤怒，无法消除;你有深情，款款
述说，他有贪念，欲罢不能。可笑可叹，可慨的是：那么多
人不能看的破，看得开。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道冥冥之中，
我们不管如何折腾都逃不脱生死疲劳的下场。

疲倦读后感毕淑敏篇四

中国现代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可喜可贺。可是我并没
有看过他的书，只看过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
并且那也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自知孤陋寡闻，赶紧让女儿
在网上购得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一读。

作家莫言在书中，主要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农村
土改中被民兵枪毙的地主西门闹，不甘心就此埋没，到阴曹
地府向阎王爷喊冤叫屈，经“六道轮回”，变成驴，变成牛，
变成猪，变成狗，变成猴，最终又变成畸形“大头人”的故
事。书还没有看完，我就已经被主人公对生命所抱定的那份
执着所感动，变成驴，要折腾;变成牛，要犟劲;变成猪，要



撒欢;变成狗，要精神。从这些故事变换的主线中，我感受到
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土地，对家、国孜孜以求，永
不言弃的顽强。

有人说莫言的小说在风格上，是受到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
义文学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人民，在外，饱
受殖民主义者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在内，又久经独裁专
制统治的肆虐，由军事政变引发的战乱频繁，为了反对强加
于拉丁美洲人民头上这种种的不公，才有了魔幻现实主义这
一崭新文学流派的出现。这一现象不仅仅提升了拉丁美洲文
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方面在世界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唤
醒了人民的觉醒。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既有离奇幻想的
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
相混。我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几乎是不了解的，一
年前，买了一本《百年孤独》，还没有阅读就被朋友借走，
到今日也没有还回来。

不明白为什么，阅读着莫言的小说，竟让我想起了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想起了他笔下的那位传奇的，逆时针
而动的骑士。《堂。吉诃德》的作者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
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在更高的层面上，表现了对现
实的认识和理解。就像之后几乎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聊斋
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一生困顿中，“集腋为裘，妄续幽
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出自蒲松龄聊斋自志)
他们集自我的才华，在现实之上，另辟一方天地，书写春秋，
挥洒人生。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本大胆而奇特的书，他因为用虚幻
的手法，表现了真实的历史，才使人觉得它更加真实。人往
往在得不到什么的时候，才寄期望于梦幻和想象。这就像在
正常情景下，人就是人，怎样能与动物，尤其是和人类有着
密切联系的家畜相互变化呢。英国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是
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他曾为维护达尔文《物种起源》
这一科学名著，向反动的教会势力说道：“我正在磨利的牙



爪，已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他郑重的宣布：“我是
达尔文的斗犬。”作为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恐怕比
其他人都清楚人与犬的区别，可是为了捍卫真理，他磨利了
的是自我的“牙爪”。同样将自我与动物相比的，还有清朝
杨州八怪之一世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由于他深深折
服于明代有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戏剧家之称，自
诩“青藤道士”的徐谓，郑板桥自刻印章，称自我为“青藤
门下走狗”。三百年后，齐白石曾作诗云：“青藤、雪个远
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这些都是名人，他们对世事的了解，远比我辈清楚，为狗
为人看了《生死疲劳》，我似有所悟。

在此

莫言《生死疲劳》开篇语：“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
欲无为，身心自在。”

徐谓题联：“世间无一事不可求，无一事不可舍，闲打混也
是欢乐。”又“人情有万种当如此，有万种当彼此，要称心
便难洒脱。”

疲倦读后感毕淑敏篇五

最近一直在读莫言，相比《蛙》《红高粱》《丰乳肥臀》，
这部长篇小说在故事叙述上真的没有那么紧凑，以至于我中
途多次停止阅读，半月有余才读完。不过，读完整篇之后，
细思文中人物及人物命运，也生出了许多的感慨：善恶自有
报应分明；一切来源于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书中两个人物主线：一个是因为时代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
斗地主运动）而被枪毙的无辜地主西门闹，另外一个主人翁
就是西门闹好心“捡来”的长工蓝脸。

西门闹死后进入阎王殿觉得自己似的冤屈难伸，后被阎王欺



骗，多次轮回成牲畜：牛，驴，猪，狗，猴，最后成人（大
头儿子）；在六次轮回中，他亲眼目睹了和亲身经历了时代
改变给每个人和牲畜带来的命运的变化：他的正妻（地主婆）
被整多年，后来虽停止了阶级斗争，但最终未得善终；他的
两个妾室分别改嫁给平民（自己家的长工），他的亲生儿女
（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改姓“蓝”（随长工姓，为保全孩
子，免得让孩子变成“阶级敌人”）。之后，他又见证了他
的儿女以及孙子孙女的各种幸与不幸。最后，他看淡了人间
爱恨得失，不再仇恨；投胎为人。

与“爱情”私奔多年；蓝开放（小小蓝脸）为爱植皮“变
脸”，最后自杀。见证了太多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蓝脸淡
漠生活，自掘坟墓，并嘱咐自己的儿子：待他死后，卷席埋
葬，把他一亩六分地里产的粮食洒在他的墓穴里和他一起埋
葬。蓝解放给蓝脸建了个墓碑，在上面写着“一切来自土地
的都将回归土地”。--多么应景而有内涵的一句墓志铭呀。

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纵观半
个世纪，三代人的命运轮回：不论是西门闹的六次轮回“闹
腾”，还是蓝脸坚持单干-倔强地和时代以及命运抗争；无论
是西门金龙和庞抗美的贪婪成性，还是蓝解放和蓝开放的为
爱痴狂，最终的最终都回归到了土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