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 许三观卖血
记读后感(实用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一

天是星期六，因为无聊而想寻找一本小说来打发一下时间，
也好让自己过得不那么颓废。

因为曾经因为姐姐阿z的原因，知道了有一名叫余华的作家，
也因此知道一本其代表作之一的《许三观卖血记》。

首先，该本小说的线索全程围绕着许三观卖血而展开。一开
始，许三观因为阿方和根龙的介绍而进行了第一次的卖血，
从而赚得了35块钱。因为许三观认为这钱卖的血，而不是汗，
所以把这钱视为娶媳妇的本钱，就如许三观所说:把好钢用在
刀刃上。自然而然的，许三观娶了一女人——许玉兰。后来，
俩人有了三个儿子，分别叫一乐、二乐、三乐，其中，一乐
是何小勇的种。尽管这样，许三观仍为救肝炎的一乐而三个
月卖血五次。在四十多年里，许三观前前后后多次为撑起一
个家而卖血，可谓是真正的血汗钱。

许三观，一开始看上许玉兰而表现得像一个痞子。但结了婚，
有了孩子，他不得不在着艰苦时代撑起一头家，让家人都好
好活着。血，小说中的许三观多次卖血都是因为家人。他，
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愿意为家人而焚烧自己的
一家之主。

在小说的最后，三个儿子都在城里娶了媳妇，有一天，年过



六十的许三观突然想吃炒猪肝和喝黄酒，就去医院卖血，但
新的血头嘲笑鄙视道:你的血只配让工匠拿去刷油漆。听了这
话后，许三观一人在路边涕泗横流。仅仅这一次，许三观是
想为了吃猪肝，喝黄酒而去卖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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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二

"为了别人而活的生活值得一过吗？"
看完书后，我不停思考着这个问题。我认为，书中的许三观
一直是为别人而活的存在，从他的献血历程看出，除了第一
次因为无知和好奇而献的血，后来总是因为生活的无奈和家
人的需要无次数勉强自己。
印象很深的一个片段，在许三观得知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
子时，他不愿意给他一碗面条吃，一乐因为吃不饱，跑去寻
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希望能得到一点关注，希望能吃到那一
碗热腾腾的面条，无奈也被拒领。于是一乐从巷子头哭到巷
子尾，又从巷子东走到巷子西——我没有亲爹，也没有人愿
意接纳我。
读到这一片段，难免跟着一起难过起来。许三观得知一乐的
失踪，一开始并不作声，只觉得是小孩子闹脾气，很快就会



回来了。到了后来，许三观才慌忙寻找，找到一乐后，愤怒
中夹杂着怜惜：“你又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你要吃什么面条
呀？”
我能想象，许三观一边大汗淋漓，一边用责备的口吻试图减
轻自己心中的担心和顾虑。随即，他却背起一乐，往胜利饭
店走去。
“爹，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
许三观不再骂一乐了，他突然温和地说道“是的。”
其实，许三观遇到过很多的坎，比如家里揭不开锅了、儿子
闯祸了、儿子生了重病了，而他总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哪怕是用掉自己的气力喝下八大碗井水出卖自己的血液。
到了书的结尾处，这一次他很想去吃一顿爆炒猪肝，说来奇
怪，一想到胜利饭店的爆炒猪肝，他就想到要去献血。于是
这一次，他想为自己献一次血。医生看他又老又瘦，侮辱他
恐怕只有桥下那个油漆工才用得上他的血。许三观难过得跟
个孩子，从巷子头哭到巷子尾，又从巷子东走到巷子西。为
了一盘爆炒猪肝难过至此难免小题大做，许三观开口后却让
我倍感心酸。他说，现在没有人要我的血了，以后家里再遇
到灾难可该怎么办......
也许这样为他人而活的生活没有色彩，没有活力，甚至苦不
堪言，但对于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父亲许三观来说，一个美
好平安的家和胜利饭店的一盘爆炒猪肝，已经是这辈子最大
的慰藉。我难以言语英雄之称冠冕在一个生于底层的许三观
而言是否过于夸大，我也没有想清楚为他人而活的生活是否
值得一活，可这样的英雄生活需要莫大的勇气，许三观有着
自己的光芒，他纵然卑微低俗却又立体坚毅。

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三

继《活着》后，朋友推荐的《许三观卖血记》，篇幅不算长，
叙事性较强，所以，没忍住，两天中午午休时间就看完啦。
一看这个书名，卖血记，加之之前看《活着》眼泪没少掉，



所以在看这本的时候，整个过程我都是小心翼翼十分谨慎，
生怕许三观在哪次卖血时就发生什么意外。虽然这本没有之
前的活着给我那么大的心灵冲击，但是看完之后还是感触颇
多，所以想记录下来。

说实话，刚开始对许三观这个人，没什么好感，他第一次卖
血得了钱后左思右想，做了各种打算，最后把爷爷以及待他
很好的四叔排在后面，把娶许玉兰排在第一，当然这也没什
么，毕竟娶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在那个时候没钱真的很难
娶到老婆。追许玉兰的时候，这一段我印象挺深刻的，她其
实已经有何小勇了，许三观说请她吃东西，她去了，吃完小
笼包子吃馄饨，接着话梅糖果，糖果还吃了两次，接着又吃
了半个西瓜，我在想，她不撑吗，是她食量真的这么大还是
觉得别人请客，占小便宜的性格使然。当然，天底下怎么会
有免费的午餐，吃完后，许三观说话了，你花掉了我八角三
分，你什么时候嫁给我，看到这里，我在想，女孩子真的不
要随便花男孩子的钱，那些可能是别人的老婆本，除非你愿
意嫁给他了。

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四

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的语言毫不做作，如同行云流水，
酣畅淋漓，这是一种丰满的，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对话描写是
《许三观卖血》一书的闪光点，它占了全问的一半以上，我
读过的小说里，却再也找不出第二本小说的对话描写能和它
一样与小说本身完美的结合，能和它一样生动贴切地表现出
人物的性格特征，叙述上的留意，使得余华的小说在对人物
的描写上达到了一种反扑归真的逼真性，无所用心而无处不
在。

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五

主人公许三观本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从他身上折射出的
是那个时代的一段历史。许三观的生活艰苦，不是他一个人



的艰苦，是当时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艰苦的一种典型
体现。也体现出作者对百姓疾苦的关心。

就全篇来看，小说的写作手法并不是很细腻的那种类型，语
言贴近生活，短句较多，生活化语言较多。一些细节描写也
是相当的出色，如最后许三观老了，血头不要他的血了，
他‘“许三观开始哭了，他敞开胸口的衣服走过去，让风呼
呼地吹在他的脸上，吹在他的胸口;让混浊的眼泪涌出眼眶，
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流到了脖子里，流到了胸口上，
他抬起手去擦了擦，眼泪又流到了他的手上，在他的手掌上
流，也在他的手背上流。他的脚在往前走，他的眼泪在往下
流。他的头抬着。他的胸也挺着，他的腿迈出去时坚强有力，
他的胳膊甩动时也是毫不迟疑，可是他脸上充满了悲伤。他
的泪水在他脸上纵横交错地流，就像雨水打在窗玻璃上，就
像裂缝爬上炔要破碎的碗，就像蓬勃生长出去的树枝，就像
渠水流进了田地，就像街道布满了城镇，泪水在他脸上织成
了一张网。”这一段描写将许三观的伤痛描写到读者的内心
深处。又如最后许三观连续要三份炒猪肝的描写，体现了主
人公简单的生活愿望，他从来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动不动
就要为家里的灾祸去卖血，最后只想美美的吃一顿，仅此而
已。

虽然也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但是总体上来看本书还是很
有价值的。至少证明了余华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心里装的，
是天下。

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六

一个普通的蚕织厂工人，一个平凡温暖而有力量的人。

卖血其实算是整本书的一个线索，每一次卖血，就是在许三
观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节点，但是他的每一次卖血，
都让我对他产生了不一样的感受，人性啊，哪是一句话可以
概括的。



书的前半部分，我单纯的认为许三观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
影，没上过什么学没有什么文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更别提
有什么大爱。

给我这种感受最直观的是来自于当他知道一乐不是他亲生儿
子时对于一乐态度的转变，在一乐为了救弟弟们时把砖头砸
向方工头儿子的头上时，高额的医药费让许三观选择逃避，
为了拿到这笔钱让他养了了9年-不是亲儿子也胜似亲儿子的
一乐去认了他的亲爹，我当时觉得一乐好可怜啊，难道他的
身世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吗，有一个画面是一乐缩在角落里
不肯去认他亲爹，嘴里一直喊着许三观才是他的亲爹，而许
三观的态度真是让我心碎。

后来遇到了饥荒，许三观为了让家人不再一直喝稀稀拉拉的
玉米粥而选择去卖血，但是卖来的钱只带了许玉兰和他另外
的两个儿子去胜利饭店吃了1块7角的面条，却只给了小小的
一乐5角去买隔壁街上的地瓜，读到那的时候我会替一乐难过，
亲爹不疼后爹不爱，对许三观这个角色也真的喜欢不起来。

他把一乐带到胜利饭店，一乐天真的问：爹，你是不是要带
我去吃面条？许三观不再骂一乐了，他突然温和的说道：是
的。后来的后来，他当众拿刀划伤了自己的脸，对众人说如
果谁在说一乐不是他亲生的，他就和谁动刀子，他会为了给
一乐治病，不够血头对他的警告，卖了一路的血只为给给一
乐救命，我…泪目，讲到底，整本书看下来单从叙述许三观
与一乐的故事，我就被他感动，我也理解了他一开始的做法，
可能对于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当他知道他最疼爱的一乐不
是他亲儿子的时候，他内心一时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一乐的
态度，也是把他对何小勇的气撒在了一乐身上。

当然也有很多小细节，比如许三观用嘴炒菜的那段，许三观
在别人搬走家具落泪的那段，包括后来许玉兰被当成妓女批
斗，他跑去送饭偷偷把菜藏在米饭底下的那段，其实他是个
内心细腻善良的人啊，他只不过刀子嘴豆腐心。



许玉兰这个角色也体现了那个年代一个女人默默为家付出的
形象，她这一辈子和许三观互相扶持，最后两人谁也离不开
谁。

整本书的最后一句话的升华，是许三观对于许玉兰说的话：
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

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七

许三观离开方铁匠那里，一个上午走了十一户人家，有八户
借给了他钱。中午的时候，他来到了何小勇家，何小勇死后
的这几年，许三观很少见到他的女人。

他站在何小勇家门口时，看到何小勇的女人和两个女儿正在
吃午饭，何小勇的女人没有了丈夫，几年下来头发都花白了，
许三观站在门口对她说：“一乐病得很重，医生说要马上往
上海送，送晚了一乐会死掉的，我们家里的钱不够，你能不
能借我一些钱？”

何小勇的女人看了看许三观，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吃饭。
许三观站了一会，又说：“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我们可
以立一个字据……”

何小勇的女人又看了看他，随后又去吃饭了。许三观第三次
对她说：“我以前得罪过你，我对不起你，求您看在一乐的
面子上，怎么说一乐……”

这时何小勇的女人对她的两个女儿说：“怎么说一乐也是你
们的哥哥，你们不能见死不救，你们有多少钱？拿出来给他。
”

何小勇的女人伸手指了指许三观，她的两个女儿都站了起来，
上楼去取钱了。何小勇的女人当着许三观，将手伸到自己胸
前的衣服里面，她摸出了钱，是用一块手帕包着的，她把包



的方方正正的手帕放在桌子上，打开后，许三观看到手帕里
有一张五元，还有一张两元的钱，其余的都是硬币了，她把
五元和两元的拿出来，把硬币重新包好，放回到胸口。

这时候她的两个女儿也下楼来了，她们把钱交到母亲手里。
何小勇的女人将两个女儿的钱和自己的钱叠在一起，站起来
走到门口，递给许三观，说：“总共是十七元，你数一
数。”

许三观接过钱，数过后放到口袋里，他对何小勇的女人
说：“我一个上午走了十三户人家，你们借给我的钱最多，
我给你们鞠躬了。”

这一段真的差点看哭我。觉得世事变迁，大家都好不容易。
特别心疼何小勇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这是我觉得全书最温情
最感人的地方之一了，隔着书页都能想象到她们当时的无助
和心酸。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

许三观卖血记的读后感篇八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写作和阅
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

许三观的几次卖血，第一次是为了自己的结婚，后来则是为
了家中的生活，也尽了一个朴素的一家之主的责任，他的一
生平凡吗，他可以忍受别人的嘲笑，骂自己是缩头乌龟，原
谅了妻子也认了儿子，他们是小人物，是无数普通人中的一
种，而正是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风貌，他们的生活也伴随
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新
时代经济发展，他们经受了苦难，虽然没有具体的描绘，但
也足够惊心动魄以及令人感动。



时代在变，有的人随波逐流，但也有人活在自我世界里，有
时是身不由己。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他们的生活，但也足够想
象。最后的最后，他的家庭富裕了，他们的生活好了，但许
三观仍在担忧自己的血卖不出去。他愚昧吗？他跟不上时代
嘛？他仅仅想吃一份猪肝，他付出了很多，也愿意付出生命，
为了孩子，为了责任，他是一个简单而又朴素的人。

也确实了解了时代的变迁会给普通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在那
些动荡的岁月里，普通人大多经历各种坎坷，但日子也就这
样熬过来了。所以也不应该遗忘或者是不去关注，要记住那
些历史。

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是苦难从来不是财富，所
以即便经历过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况且，又真正的经历过苦
难吗？好多不开心也是自找的，只是不甘不满足而已，所以
不要煽情，不必总是谈论过去。你站在此时此地，那就朝前
看，自己创造，至于往事，当做回忆放在心里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