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孤独的长篇文章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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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孤独的长篇文章读后感篇一

黄昏，夕阳为每个存活于世上的人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人
们为了活着而奔波,不断重复着由生至死，由死至生的过程，
在生命的动荡中起起伏伏，过着孤独的人生，回忆孤独的过
去。正如布恩迪亚家族不断发展又不断没落而最后消失。这
似乎是人生永恒的孤独轮回，“月盈则亏。盛极则衰”正是
这世上每一样事物变化的必然规律——没有什么能获得永生，
亦没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保持不变。

我们“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
每个人的人生似乎都只是从诞生就开始走向死亡，但我们身
在其中，每个人的人生是何其不同，沿途的风景依然百变，
即使我们只是走向孤独的无知游历的旅客。

“我们终将孤独”的的确确是无可否认的真理，但如果所有
人都因这一点而放弃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世界将如何发展，
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又如何走向宿命的孤独。林语堂
说“世间没有一个人感到绝对的满足”，因为人对自己终将
死去感到不满，所以不甘愿安守现状，才会抱着活着的希望。
安于命运的人永远不会被载入史册，是因为他们宁愿把自己
关入永恒的孤独中度过一生，尽管我们无法避免这样的结局，
但人生的好坏是否并不只参照一个人是否死去，而是这个人
是否能在他短暂的几十年间经历最精彩的故事。我们人生的
结局已定，不过是走向孤独的路上，与其自怨自艾荒废人生，
不如抱着活着的希望一点点向孤独走去。正如丰子恺所



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
然”。

看那天边闪耀的金色太阳，即使它终将面对黑暗，走向孤独，
但无论朝霞还是夕阳都如此美丽，洒落在身上的金光带着孤
独光耀，如此让人心驰神往，令人无法抗拒。

孤独，并不是人生的绊脚石，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孤独的：孤
独，包含一种刚强、抗争、向上的精神。

孤独，其实就是一种灵魂的放射，一种理性的落寞，也是一
种思想的高度更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让我们享受孤独，享受人生。

孤独的长篇文章读后感篇二

在与世隔绝的马孔多里，浓缩着一个世界，浓缩着世界上的
各类人，也浓缩着世上所有的孤独。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的所有角色，像是一个个有血
有肉的人，但更像是空虚无比的灵魂。我在读这本书的同时，
从里面的人物的性格中，读出了我们一生中可能遇到的种种
孤独。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位屡经失败，却又百折不
挠的科学家，总是拥有着无尽的幻想和无穷的毅力。他身上
映射着所有的科学先驱者的影子，狂热和冷淡，鲁莽和沉着，
探知的欲望和放弃的意念，各类矛盾的品格在他的身上一一
体现。他试图用磁铁挖掘黄金，试图将望远镜作为武器，试
图把水银冶炼成金子。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理解，
乃至于朝夕相处的妻子乌尔苏拉也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可是
当他揭破了生命的所有谜底时，他却被当作疯子，被捆绑在
栗树树干上，被迅速地遗忘。昔日的炼金梦想在看透生命的



他的眼里已成虚无，他只能忍受着生与死之间横亘的痛
苦——无尽的孤独。马尔克斯似乎在用这个，表达着对所有
的开拓者的深深的同情。

至于乌尔苏拉则是一位任劳任怨的劳动者。在那个时不时闹
得天翻地覆的家中，她永远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精神支
柱。她从没有唱歌的乐趣，也没有游玩的雅致，各种劳动如
同拼图一般拼凑出她那紧凑而又孤独异常的一生。她无处不
在。她的身影出现在家具的迷幻倒影中，出现在朴实无华的
天地中，出现在糖果小作坊的喧嚣声里。她又虚无缥缈，就
像是来到人间通过劳动来赎罪的亡灵。到最后，伴随着她的
死亡，她的名字也被丢到了记忆的深渊之中。作者写出她冗
长的一生，同时也是对哥伦比亚所有孤独的劳动着的赞歌。

至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这位最为孤独的前行者，一生
发动了三十二大大小小的起义，却又为了重归原先的生活毁
掉了自己创造的战争成果。他逃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
击和一次枪决，官至革命军总司令，却只换来了一条以他名
字命名的马孔多街道。他的一生如飓风般浩荡壮烈，又如死
水般宁静孤独。就像那些在哥伦比亚为自由而战的人们，不
论生时建立了多大的功绩，死后依然被大多数人遗忘。

一个村庄中，有着一个世界的万象。这个孤独的村庄在雨季
无尽的雨水中，在旱季无边的干旱中，在漫天飞舞的蝴蝶和
遍地横行的蚂蚁中，品尝着人间的各种苦涩和孤寂。

但是，如马尔克斯所说：“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
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现代化的社会用文明将孤独消
除，还给这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样，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会忘掉内心的迷茫，赢得充实的人
生。



孤独的长篇文章读后感篇三

孤独是残忍的，是割舍不了的，是要与生命始终伴随的，就
像书中的拉丁美洲，与世界脱离，像极了闭关锁国的清朝，
仿佛世界只有孤身一人。《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杂糅着
这世间所有类型的人，也杂糅着这世间所有的孤独。

马尔克斯笔下的世界很奇妙，每个人都是独立个性的但却无
神空虚的，书中所经历的孤独，也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所需
要面对的。“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咱们旁边，
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
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马孔多的创始人霍塞·阿卡迪
奥·布恩迪清晰的认识到了目前的现状，他本应该是个英雄，
但时代让他变得可悲，子孙所承受的灾难性的伤害也揭示着
他人生的可悲。他是孤独的，马孔多的文明也是孤独的，他
们有着对权利的渴求，对求知的渴望，以及对暴力的崇敬，
但他们拒绝与远方沟通，拒绝看到遥远世界的光芒。他们从
未放过自己，所以他们孤独，却也无能为力。

《百年孤独》的魅力远远不止这小小的一角，就像作者说
的“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
是一幕幕事先要注定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这个家族的
百年孤独也折射着世间万物的凄楚和悲凉，孤独的度量已无
从计算，可能从创世之初到宇宙热寂，也许它早已伴我们同
行，无声无息。

读完这本书，我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可以让我们
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之相守和奋斗？也许在经历人生的不同阶
段时，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孤独的长篇文章读后感篇四

这是一个孤独的年代，这是一个孤独的城镇，这是一个孤独
的家族。兜兜转转过去了百年，从贫穷，然后发迹，最后衰



落，一切便如此循环往复着。

年轻时候热血的布恩地亚因痛恨殖民的香蕉公司，带领土著
居民奋起反抗，战斗大小32场。最终却向f妥协，回到家乡的
小作坊，整日的铸造小金鱼，做满2条便融化了重做。这也许
意味着马贡多乃至拉美一直以来的可笑而又可怖的循环。

还记得布恩地亚兄弟的后代霍·布恩蒂亚第二和奥雷良诺第
二这对孪生兄弟么。继承了各自父亲的名字却又拥有对方父
亲的性格，以至于乌苏拉老祖母一度怀疑童年时他们便交换
了名字。最终他们又弄错了墓穴，一生的错误似乎这样才是
结束。而命运的循环却远未停止。

从第一个吉普赛人进驻马贡多，循环便缓缓开始了。当那些
还为自己“永生不死”而自豪的马贡多居民们，在外来科技、
商业、军事、政治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沦陷了。

他们纸醉金迷于殖民者带来的盛世浮华，不可救药。然而过
眼云烟终会散去，繁华如锦的小镇，连同枝繁叶茂的布恩地
亚家族，消失在飓风中，被吹往虚无。这个蜃景似的城镇，
将被飓风从地面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羊
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循环到此似乎
便是终点，又也许将成为新的起点。

小小的马贡多，便也是拉美近代历史的折射。

愿这个百年孤独的家族不再出现，这是作者马尔克斯的愿望，
他更想要的，应当是那个落后愚昧的拉丁美洲永不出现。内
战连连，外敌入侵，灾难与疾病的折磨，书中马贡多居民须
承受的，也正是拉美人民所承受过的。而布恩地亚家族的迷
信甚至，不也是落后与愚昧的产物么。

从欧洲人登上拉美大陆，可怖的循环也便开始了。欧洲人带
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带来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堆砌出



一时多少繁华。然而这一切终将被拉美人民毁灭，最终，循
环再次来到终点。拉美将走向哪里，马尔克斯不知道，我们
也是。

只愿那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

孤独的长篇文章读后感篇五

这个周末没有回家，待在学校看书，近日把加西亚·马尔克
斯最富盛名的一本书——《百年孤独》看完了。看书的开始
就对这本书的名字产生了很浓的兴趣，百年的孤独，而人的
一生不过百年。

书里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家族的故事——布恩地亚家族，一个
小镇的故事——马贡多镇。布恩蒂亚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从
第一代到第七代，而家族人之间的关系却混乱不已，看书的
时候我的心不止一次的感到羞耻和冰冷，无论是父母、夫妻、
兄弟还是姐妹之间都没有感情（有也只是欲望），所以人人
孤独终老。

你不断地为书中的人叹息，为他们的愚昧无知，冷漠自私和
那让人恐惧的欲望。其实他们之中也不乏聪明、有创造力
（虽然有时很荒诞）并且无比执着的人，可最终还是以失败
告终。有的人是在半路上迷了路，不记得也不想回来了，有
的是对自己所追求的并不信任，半路放弃。

书中有很多魔幻的情节，作者在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时候，还
能对琐事娓娓道来，把握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角色的性格，
书中写了家族中的很多代人，而且后几代几乎都是以祖辈的
名字命名的，但作者没能让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搞混人物。在
作者创造的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似乎没有“干净的爱”
和“完美的人”，甚至是丑陋无比的，他就这样把人性最坏
的一面赤裸裸地呈现在你面前，让我这个在二十一世纪看惯
童话和美好结局的人一时有点难以接受，让我在看到最后结



局的时候冒出了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噢，这就是个活生
生的悲剧！”

的确，这个家族（甚至于这个小镇）没有一个人的结局是好
的。当然，大家都说这是拉丁美洲历史的缩影，被新世界隔
离在外，最后消失在这个世界了。大的历史背景我并不看重，
我更为看重的是书中人性的刻画。我想再过几年后人生阅历
丰富后来看这本书应该会有更深的感触吧，希望能走好自己
的路，就算迷了路也还能记得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