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巴金作品读后感(模板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一

当时巴金作此文，意在最封建主义的抨击和控诉。而今时的
我，又得到了新的.领悟：每个时期都会有一定的矛盾存在，
如果这种矛盾是祸及大家利益的，我们当努力克服；对于某
些权威，他们的思想、知识，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存在新的
想法，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即便是权威，我们也有可能向之
提出质疑；要有所追去求，做个有血有肉的青年。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二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
《秋》三部，内容是写了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
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真实地写
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用巴金老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
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
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高克明为代表的那
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从而压迫了青年人。

在《家》中，梅表姐的抑郁致死，瑞珏的悲惨命运，鸣凤的
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
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
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觉新、觉
民、觉慧兄弟三人的不同命运也是作品的一条主线，是始终
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 觉新，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



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
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但他无力挣扎，只
能伤心地痛哭，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
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原著
中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大多是通过觉慧，批判他的怯
弱、“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
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
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 觉
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
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
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
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
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
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
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
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
开的。但因为“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
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
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
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
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
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
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
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对觉新的
“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

鸣凤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说她死于封建礼教会让我觉得她的
没有任何的价值。巴金在回忆自己写下这些文字时，说过这
样一段话：“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
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
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
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我



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
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
牺牲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
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阅读了巴金爷爷写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家》。
巴金爷爷是现代著名的文学作家，他写过很多著作，《家》
作为他的代表作反映了中国旧社会的封建主义和家长制。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主人公觉新的软弱无能，觉民、觉慧坚决
抵抗旧社会支持新社会与高老太爷抗争的动人故事，里面人
物的性格各不相同：老大觉新是个“无抵抗主义”，长辈说
什么他就做什么，即使自己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提出，一味
遵从；而觉民和觉慧是两个有自己看法并且大胆实施的人，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幸福努力奋斗；他们的祖太爷———高老
太爷，是封建社会典型大家长的代表，他为了自己的面子、
利益而不顾别人的看法，最终使一个个人都成了“牺牲品”。

读了这本书之后，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父
母不会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我们身上，给我们自己的空间。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更要珍惜现在，努力做好每一件事，以
更好的成绩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四

《家》，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激流三部曲〞中的第
一部，描写四川成都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高公馆的故
事，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
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告诉了我许多道理。
小说的主人公觉新、觉民、觉慧、鸣凤……这些人物都包含
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寄托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其中，觉新的.
形象最为深刻。丰满，耐人寻味。觉新是封建世家的子孙，



自小就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孩子，在他的性格中，与善良分
不开的就是懦弱。本来，觉新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想做一
名化学家，并准备去上海。北京的大学去进修，但中学毕业
以后，他被父母召回家，与一位从未谋面的女人结婚。父亲
死后，所有的责任又落在他的肩头。她的青春朝气和梦想在
沉闷的家庭生活中消磨。他不惜花费时间，陪家中的女长辈
买东西，他顺从祖父及叔叔，阻止弟弟违抗祖父的话。他在
这种自我麻痹中作者封建势力的俘虏。当〝五四〞新文化运
动开始，他也与弟弟如饥似渴地阅读著作，觉新对封建礼教。
家族制的罪恶，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但出于自身的懦弱，
他还是无法像觉慧或鸣凤那样断绝得干干净净。当年轻时热
恋的梅表妹和因躲避〝血光之灾〞在外难产而死的瑞珏死去，
觉新才彻底明白自己的这些悲剧原来都是封建制度造成的，
而因为自己的懦弱他甚至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最后，
他终于鼓起勇气，瞒着家里其他人，帮助觉慧筹借路费，送
他离家。觉新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从反面激励着
当时的无数青年为崭新的生活而抗争，可谓是巴金笔下不朽
的人物形象。读完了《家》这本书，我心潮澎湃，不知是为
了觉民与觉慧的胜利而欢喜，还是为了琴与鸣凤的大胆而喜；
或者是为了瑞珏与梅的遭遇而悲泣，高老太爷的专制受到了
打击而歌……总之，五味瓶打翻的味道，我难以用语言来表
达。《家》中描述了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让我们看到
了青春给予我们创新动力，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坚定信
念，千万不要像觉新那样一生充满遗憾和内疚。在历史的洪
流中，这本书永远不会被淘汰，因为它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
见证！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五

觉新的悲剧觉新是巴金先生笔下的《家》中十分重要的人物，
也是一个个性极其鲜明的人物。巴金先生也曾说：“我应当
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可见，觉新这一人物在作者
心中的分量以及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简单分析一下觉新
这一人物形象。觉新这个人物可以分作两个阶段来看。第一



阶段是他从小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段的觉新，还没有感受
到命运的残酷，而且又是那样的出众。“他生来相貌清秀，
自小就很聪颖，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锺爱，在私塾得着先生的
赞美……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在中学里他是一个
成绩优良的学生……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
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
去留学。”他在一番顺境中成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正如
书里所写：“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
期中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如果没有大的变故，
觉民将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走上人生的坦途。可是
命运却在此时跟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的未来从此改变。
从中学毕业开始，觉新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仅仅因为
长辈间在麻将桌上的矛盾，他痛失了青梅竹马的爱人，与一
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而这段婚姻竟是由抓阄来决定的，如
此荒唐的做法改变了他的一生。出国留学也随之化为泡影。
接着他在父亲的安排下过上了大少爷应有的生活，也开始承
担起了大少爷应负的责任。他不是只知道吃喝享乐的花-花-
公-子，而是在父亲去世后努力撑起这个家，虽然他的肩膀还
是那样稚嫩，可是他已被剥夺了青春。他必须要面对的大家
族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
向他射来。”“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
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开始的他并没
有选择沉默，“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
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
他的斗争毫无结果，反而会把他拖得更加疲惫。于是他选择
敷衍家人，“他牺牲了一部分时间去讨她们欢心，只是为了
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他苟且度日，把曾经的梦想抛弃，
直到有了孩子，他才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可是，
无法回避的是，他还要在那个大家族内周旋。他采劝作揖主
义”“无抵抗主义”，其实这并非他的初衷，而是他在复杂
的家族斗争中所作出的无奈之举。而觉新的悲剧正是在这种
种无奈中展开。觉新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而是由整
个家族和社会造成的。首先，觉新的自身原因。他在面对事
情时过多地选择了逃避、忍耐、顺从。即使是牺牲自己和所



爱的人，也要去遵从旧传统。为此，他出国留学的梦想破灭
了，他心爱的梅嫁与他人，最终他深爱的妻子也因此惨死郊
外，连在她临死前二人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觉新曾感
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有牺牲的资格。”可是，
他那毫无原则的苟且顺从，牺牲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幸福，更
有别人的幸福甚至性命。这完全是懦弱的表现。“他不说一
句反抗的话”，如果说是出于无奈，那么“没有反抗的意
思”则完全是因为他性格的懦弱，懦弱到毫无疑义的听从着
家人的摆布。觉新的悲剧，他自己的懦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家族原因。第一，觉新的家族地位。他是家里的长房
长孙，他从一出生便注定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任。他是整
个家族的未来，他承载着家人的希望。家庭就是他整个生活
的中心，他的一切都要以家族为重。因此，他很难把视野投
向整个社会，也就不会针对社会弊端做出抗争。这一特殊地
位注定了他不能像觉慧那最后，社会原因。在封建社会日趋
瓦解的时代，像高家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也注定走向腐朽和堕
落。家族的逐渐觉新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封建礼教的思想，是
完全从他的祖父、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同时他又处在社会
转型的时期，与弟弟们一起如饥似渴的阅读进步刊物。“每
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的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
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
”他的思想虽不如觉民觉慧激进，被称作“刘半农的‘作揖
主义’的拥护者”，也常说自己“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
主义’”，可他的思想毕竟超越了封建礼教的范围，是一大
进步。而且他这样又能够“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
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
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
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他正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寻找理想与现
实的交叉点。或许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找回那颗年轻的心，自
己才不至过早的老去。

直到此时，觉新才悔悟到：“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
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
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



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开始
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他想把它摔掉。他在挣扎。”这如果
说算作思想上的觉悟的话，那么他帮助觉慧离家便可称作是
将这一觉悟付诸实践。他是真切的感觉“这个家需要一个叛
徒”，真切希望这个腐朽家族的改变。觉民这一典型形象揭
示的是懦弱的个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饱受煎熬和摧残，最
终葬送自己及他人的幸福的悲剧。他与觉慧构成鲜明的对比，
也让人们看到了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背景下人们内心深处的一
种矛盾。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六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刻了解了家的重要性。有的人有家却不懂
得珍惜，有的`人没有家却盼望有家，家不就是一家三口快快
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吗？看了《家》这篇文章，我大概明白了
一些道理。家是爱的居所，只有在那里才有最动人的真情。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七

我在20xx年2月第二遍赏析了中国文学巨擘巴金的代表作
《家》，体会到了在旧社会封建思想影响之下那些青年人为
了改变而做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当代人能幸福的生活，是
靠一辈又一辈的付出和拼搏得来的。

《家》主要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的的性格。高老太爷是旧势
力和封建思想的代表，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个家族奉行的是
服从主义，一切逆来顺受。

觉新、觉民、觉慧进学堂，接受了新的思想，在于觉新，对
理想的生活只是很向往，但行动上碍于高老太爷，所以他没
有实质性的改变，在于觉民，他曾经一味的逃避，对生活充
满了幻想，最终成功跨越出思维囹圄。只有觉慧，他去了上
海，去争取自己的生活。



文章通过对高家以及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族发生的故事，讲述
了旧的势力几欲破灭，只有不断的争取才能换来希望中的光
明。

巴金的《家》文字细腻，对人物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八

家，一个爱、温暖、避风港的象征，但在巴金笔下的这个旧
社会中的家却是恶魔、监狱、刽子手。

小说中，有很多情节让我感到悲愤，感到惋惜，感到痛心！
但我暗暗为自我庆幸，因为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人埋葬，
我应当感激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生命做了陪葬品后，一些
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个崭新的
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我们不会重蹈，这
是最大的幸运！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梅、琴、鸣凤、瑞钰都有不一样的性
格和结果。梅，因母亲的态度而与觉新擦肩而过，并早早地
做了寡妇，在与觉新重逢后，又因自我的感情不能抒发而抑
郁成病，吐血而死；琴，读了几年书，进取地与觉民反
抗“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婚姻，在觉新和觉慧的帮忙下
最终取得了胜利，真心地在一齐，过着幸福的生活；鸣凤，
好一个烈女子！为了自我纯洁的感情，不惜抛弃自我的生命
也不愿毁了自我，我真佩服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毅然选择
这种壮烈的方式反抗；瑞钰，一个善良贞静的人儿，任人摆
布，因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众人的排斥，被赶到城外的一间阴
暗潮湿的房里，而他的丈夫觉新太懦弱，导致了她在生下云
儿后离开人世，这使我憎恨迷信，憎恨懦弱。这些女性人物
表现出了在封建社会里有太多的人做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品。

三兄弟的性格大不相同。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
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



前他不敢背负不孝的罪名，他屈服了，理解了，忍受着别人
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对待，但
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失去了所爱的梅，失去了贤惠
的妻子，失去了无数个反抗的机会，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
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终，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
最终帮忙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的“家”；觉民拥有提
高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提高之间，然而，就是
这样，他凭自我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的帮忙，赢得了
琴——一个提高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觉慧，不但拥有提高
的思想，并且意志坚定，他带着一个单纯的信仰，不放弃，
向目标大步走去，要做自我的主人，不要有一丝遗憾，觉慧
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最终摆脱了这个家，然而，
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感情，牺牲了一个原本完
美的生命。高老爷的封建思想、整个社会制度、整个迷信夺
取了多少人年轻的生命！

“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我把幸福争过
来！”我会和巴金一样记住：青春是多么的可爱，我们正处
于完美的青春岁月中，我们充满了活力，我们的心里洋溢着
爱！那么就让它作为我鼓舞自我的源泉吧！

巴金作品读后感篇九

我想这书最适合青春的人去读，十八九岁，刚入世事，见的
不多，有活力有激情，这书最能激起这样的人的兴趣。他们
或许会像觉慧一样反抗旧的东西，去追寻理想和新生事物。

而我现在读来确实已经对觉慧有了自己的判断，我有时不能
完全赞同觉慧。我有时很同情觉新，甚至觉得觉新的做法并
没有什么异常。而对觉民，更是觉得他成熟、冷静，对世事
有自己的判断，又能够忍耐自己所厌烦的东西，有能够追求
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才是正确的。人或许只有积极抵抗与
消极抵抗相结合，才能活得更好，最后觉民不是活得了幸福，
并在家中长期生活下去？或许这样的结局更适合普通人。



但我想作者并不是我以上一段的意思，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奋
起反抗，去接受新思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就是
一个人的三方面。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矛盾体，而对于任何事
情的做法，都有着三种不同的计划，恰是三兄弟身上所体现
出的性格与行事方式。看书时，会觉得有时自己是觉慧，想
要反抗，却困难重重，又对社会抱怨多多，有时是觉新，虽名
“觉新”，却很“守旧”，逆来顺受，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有时又觉得自己是觉民，可以对他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可是
试着用语言抚慰每一个人心灵的伤。

我想我或许是被书本毒害太深的一个人，终究不能如觉慧一
样。

再来说说这本书。

这本书很难说是悲剧还是喜剧。因为瑞珏、梅、鸣凤、爷爷
的死、大家庭的没落，不得不说是悲剧。而最后觉慧去上海
追寻新思想，觉民得到幸福，这又给此书留下了希望。但不
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部厚重的书。

此书的语言很简练，却又很深刻。作者在书中有大量评论的
话，并将这些话与叙述将结合，这是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过
提炼的话，将这种深刻有理的话语寓于具体事情之中，更显
出其深刻见解。正如有一段是即将睡觉，便将人的性格与世
事和睡觉联系起来，有一段是将花园里的湖，便说这个家就
像湖一样，表面平静而内里波涛汹涌。

而总体来说，语言叙述性很强，并有张有简，很流畅，点到
为止。详略恰到好处。

我想这部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值得一读的，你会看见厌烦的有
趣的上一辈人，看见积极反抗的下一辈人，还会看见在社会



之中漂浮着的这一辈人。你会看见这个社会，或许还会看见
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