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死桥讲的故事 生死跳伞读后感(汇总6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生死桥讲的故事篇一

3月6日，我们看了一部名为《生死抉择》的电影。影片讲述
了海洲市市长、共产党员李高成与腐败分子抗争到底的感人
故事。李高成从一个基层领导被提拔为市长，当他知道培养
自己的摇篮――中阳纺织厂的领导、他的老部下、老兄弟们
涉嫌集体腐败时；当他知道自己深爱的妻子深深卷入这个漩
涡而不能自拔时；当他知道腐败的根源就是他爱戴敬仰的老
上级时，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剧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身为副书记的严成和身为市长的李
高成这两个形象对比。在面临着亲情与正义的生死抉择时，
严成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亲情；而李高成，虽然也曾犹豫过，
但是最后在面对一片温馨的夜景时，他还是选择了公正、法
律和人民。

《生死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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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桥讲的故事篇二

生了死，死了生。难怪萧红以“生死场”为之命名。

九一八前的十年，九一八之后的东北农村，忙着生，忙着
死——薄薄的一册子存在之思。书本再现了历史，一幕幕晃
过眼前，我看到的是人处于极端状况时退化成为原始的野兽，
剩下的只是病态的灵魂，再也谈不上高贵。

蒙昧之中生存着——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样样去做，完
成了也就结束了，没有一句为什么的疑问。在物质条件极度
匮乏的时候，生存尚且来不及，顾着填饱肚子的求生本能完
全淹没了情感的追求，人性的光辉也成为一种遥远的奢侈。

活着，不为什么，也许是为了继续存在，也许只是为了抗拒
那死的恐惧。在生与死之间，毫无理由的迷惘着挣扎着，没
有谁想过要自行了断了那没有意义的余生，苟且活着。

成业三番两次的强暴了金枝，我看不见美丽的爱情，却看见
金枝像一只无助的羔羊，她是成业泄欲的生殖工具。在窘迫
的生计面前，成业认为妻子和女儿是自己的累赘和负担，竟
然在怒气之下把女儿小金枝活生生的摔死了。老王婆服毒自
杀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作最后的挽救，甚至连丈夫赵三也
无动于衷，巴巴的盼着老婆快点死掉好上棺材。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沉
重的文字背后藏匿着的是彻底麻木的生命意识。冷漠，残忍，
没有一丝人情的温暖。这就是当时的现状。



想要疯狂的呐喊吗?那些珍贵的东西——譬如爱、温暖，都到
哪儿去了!战争、贫穷、落后、愚昧，是凡夫俗子命定的原罪
和劫难。什么民主、自由、和谐亦或关爱，那是一些太派不
上用场的虚无的东西，死守道德良知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嘲
笑，死于清高，死于饥饿、病痛或是战斗之中。

当生存的底线在一步步可怕的倒退，朝不保夕的人们只求自
保活命，高尚不顶饭吃，谁还来得及顾着谁?人，一个个的少
了，倒是动物血淋淋的本质渐渐暴露了出来——自私、冷漠、
先己后人。僧多粥少，不得不展开一场无情的窝里斗。

金枝的母亲曾是那样坚决的劝说女儿洁身自重，可是当女儿
真的迫不得已出卖肉体换回票子时，她贪婪的眼睛亮了，连
清洁也忘记得一干二净，甚至怂恿着女儿赶快回城，多赚一
点钱。毕竟，维持一个不算坏的肮脏躯体总比死了好。在那
兵荒马乱的年代，活着不容易，不择手段才算有本事。

“十年过去了，老百姓还是那样生老病死，就这样过了十年。
”在残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蹂躏了村民的土地后，大家似乎才
有点清醒过来。就连满脑子里只有那只老山羊的二里半，也
在犹豫和畏缩中走向反抗。要站起来，要团结，要揭竿而起，
不做敌人的奴隶!即使是死，也要日本鬼子陪葬，也要死得光
荣!

生是死的延续，死是生的祭奠。这生生死死的宿命仿佛一幕
亘古不变的场景，屹立在人们的面前，高远而不可动摇。在
没有理清生存与毁灭的意义之前，所有的挣扎都像是一个巨
大而廉价的玩笑。

战争摧毁文明、孕育罪恶、玩弄生死，贫穷则催化人性的扭
曲和沉沦，凸显人类野蛮的本性和动物的欲望。然而在与战
争和贫穷的斗争中，人类用生命的屈辱和毁灭提出严正的抗
议，却没有一个胜利者。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存困境和永
在的苦难。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乡村，永远也
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如果你问他们，人
生是为了什么，他们会不加思索的说，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
再问，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这由生死交织而成的网，将所有生命的悲欢苦乐吸收、消泯，
网罗其中的生命挣扎或反抗，但最终一切都化为虚无，化为
死寂。

萧红带着放大镜，把对生死轮回的思考放在一个特殊的时代
和特殊的地点，去审视那时候贫农的生存状况，以悲天悯人
的情怀再次探讨了活着或是离去这一永恒不变的人生命题。

生死桥讲的故事篇三

女人依靠男人生存，好像天生就为男人活一般。金枝被他丈
夫视作满足肉欲的工具，没有关心，没有爱情，只有发泄。
辛苦怀孕，一日三餐不能停，洗衣打扫时时做，女人到底是
什么?婚前私自交往时，“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
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故意一般地捉紧
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
量的冲涨了血管，仿佛他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此时
金枝还能感到幸福、满足，就当是这样吧。然而，为人妇之
后，除了成为生育、泄欲工具，甚至在预产期内都要受着这
兽欲的支配，一日日等待着变成黄脸婆，她还感受到了什么?
有男人依靠的安全感吗?难哪!

萧红的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悲剧宿命的根源就是盲目的男性崇
拜和自我迷失。哪一个女人不渴望爱情呢?但是，在婚姻中，
在每一个家庭中，你能看到爱情吗?读后感.若非生命到头了，
女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哪怕只有一声小小的嗫喏。月英是
个温婉的女人，临死了，也就只是指点着自己不负责任的丈
夫道了句“那个没有天良的，他想法折磨我呀!”



村里男人盘算着弄个“革命军”或“义勇军”的名堂，与日
本鬼子拼了。老妇人家唯一的男丁在这场运动中死去了，她
呼天喊地，晚上就拉着才五六岁的孙女上吊去了。女人啊女
人，没了男人，前方竟像没了路一样，只想到了死，死便成
了如此容易的事。她们从来不反抗男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要
反抗，都死了。

女人啊女人，你到底是什么呢?

生死桥讲的故事篇四

《生死场》读后感高一九班叶炎昊《生死场》是现代女作家
萧红写的一部小说，假期我读了这本书，感受颇多。

整部小说语言简练，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是一部
很有成就的小说，小说叙写了东北农村农民贫苦的生活，他
们被剥削，被压迫，有些人甚至食不果腹，苟且偷生……王
婆的死是给我印象比较最的一个情节，表面上她的死是她逃
避丈夫赵三的“压迫”，或者是说逃避二爷，人们会以为她
懦弱，其实真正的她是一个充满反抗意识的人，她是看到了
赵三的骨子里的奴性，她看到了赵三本来要杀掉二爷，而二
爷更加得势后他又变得俯首帖耳的这种转变是他的懦弱苟且。

她在极度失望和无法忍受着一切的情况下，选择了悲壮的死。
表面上她软弱逃避，其实仔细品读，却能发现她与她丈夫赵
三对比的一明一暗。

二里半老婆的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阴暗一面，二里半
老婆作为一个“屈辱的”形象，她先是被两个日本兵凌辱，
后来二里半又因为她被凌辱失贞而给她已死亡的身体上一个
耳光，这尖刻地批判了在亡国之际，有些国人甘当卖国贼，
跟着侵略者一起压迫我们的人民，只因为这样，能满足他们
心中获得权力的一种欲望，二里半老婆是折射了一个被“民
族的”和“个人的”两方面侮辱的中国。



小说《生死场》用了散文化的结构章法，书中写了季节的更
换，年代的轮回，但时间的自然流转却没有提供为情节发展
所需的因果关系，因而，那里的生活只是一个个各自相对独
立的场景之间的空间组合。第一章麦场主要写二里半找羊，
第二章菜圃写金枝与成业的恋爱，第三章荒山写月英的死和
镰刀会。

整个小说没有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采用的是一种散点空
间单元，并通过时间转换的节奏把其连缀了起来。这种看似
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是中国散文美学形散而神
不散的精髓之所在。

生死桥讲的故事篇五

《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
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
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鲁迅先生评论“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
物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
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也许是因为萧红是女性，从女性角度出发的缘故。生死场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女子。她们没有反抗的凄惨的命运，
似乎也没反抗的意念，仿佛生来就是男人的奴隶。那里的人，
拼命的要活着却无视别人的生命。就像月英的结局，结束于
她男人给她弄来的砖上面，身体成了蛆虫的家，与那些同他
一样命运凄苦的女人相伴，长眠荒山。

读完该作品，虽说未能真真切切领悟文章真谛，但是对于生
与死的意义有了些许的感悟：生死的界限，在于你是否存在。
没有生命是卑微的。活着，是我们最大的恩赐。我们活着，
也应该让被人知道我们活着。如同生死场里的人那样活着，



没有意义。

生死桥讲的故事篇六

这渐次熄灭的万家灯火，像幽灵踩着的凌乱脚步。人间一片
漆黑，只有悲悯的月亮发出凄冷的光。

寒冷的哈尔滨城中有一个生死场，生死场的背后是一片乱坟
岗。这里充满了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我同情萧红，为
她至痛的经历感到悲哀，她就如同悲悯的月光，给人以寒意
和哀婉。然而，我们更无法忘记她的孤单和寂寥，这悲悯的
月光用最细腻的感情描绘着她充满血泪的人生感悟。31年的
生命，几经坎坷，对亲情的呼唤，对爱情的渴望，对健康的
追求都是泡影。

父母冷淡，爱人远走，身体疾病……当所有的一切沉寂下来，
她丢开了撕心裂肺的痛，忘记了比青杏还酸涩的生活，记下
了这边花儿开了，这边溪水流了的诗句，记下了呼兰河后花
园美丽的火烧云，这便是一种坚强和坚韧，就如同悲悯的月
光，那么微弱、摇摇欲坠，却又永远发出光芒!

读过她的《生死场》，我压抑、沉闷，我想哭泣，我想发泄。

什么是女人?女人的地位和尊严在哪?女人的思想和心与男人
的一样有血有肉，她们的痛苦、挣扎与无奈有谁能够体会?她
们不是工具，不是机器，不是依附男人而存在的。她们有能
力也有权利去追求她们的幸福。我觉得《生死场》里的女人
们都像是悲悯的月光，那么微弱，那么无力反抗，永远泛着
凄清的光，在悲悯的月光布景下，奏起了一首唱不完的挽歌。

性别是我们给它的僵死的符咒|我们幻化了它的实体，而后伤
害它。是啊，我们的肉体原始自由的，和远山的话一样，和
蕴藏的煤一样，我们的灵魂也是平等的。



悲悯的月光依旧静静地洒向大地。是这月光啊，她何时能温
暖一点，皎洁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