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百年孤独读书心得(通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篇一

后才在那棵树上死去。“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终
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于是，一家族轮回的悲哀开始了。

“最终一个人”那长着尾巴的婴儿仿佛与百年前老布恩地亚
的姨母与叔父结婚生出的长尾巴的孩子相重合，无可复制的
轮回与悲哀。能够说，老布恩地亚是有先知的，他有着对自
然科学的追求，却又死于周围环境对自然科学的淡漠和麻木。
这种隔阂充斥在老布恩地亚生活的每一丝缝隙之中，不经意
地使人慢慢绝望，走向杯具的深渊。在第二代中的老二奥雷
里亚诺从小就有着和父亲一样的预见性，沉默寡言，喜欢在
父亲的实验室里做小金鱼。历经内战后，认识到战争毫无意
义，签订和约。后经遇丧子，晚年回到马贡多。不只是由于
自我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只是单纯的无意义行为，老布恩迪亚
开始在自我的实验室里做起了金属金鱼，可是他每做到二十
条就熔掉他们重做。这象征着他所开创的马贡多，乃至整个
拉美的近代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循环的怪圈中。奥雷里亚
诺的妹妹阿玛兰妲经历了间接导致爱人伤残致死的意外而始
终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她故意烧伤一只手，终生用黑色绷
带缠起来，决心永不嫁人。她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将自我圈
禁在一个怪圈内，终日关在房中缝制殓衣，缝了拆，拆了缝，
直至生命的最终一刻。

有真真历经苦难，才能诠释苦难。仅有真真历经孤独，才能



书写孤独。也许，总有一天，当我怀着被岁月洗涤积淀的心
境，再次打开那很破旧的时，我才能轻声却笃定地说：“原
先，这就就是——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篇二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这本书是
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美著作。

我要诚实的说，这本书读起来对我的吸引性似乎不大，以至
于读到快一半的时候并没有品读出任何好的东西，如果我非
要给自己一个慰藉，那就是在这几天的沉寂氛围中获得了熏
陶。似乎你不得不思索，读书除了启迪和思索外，有种无形
的影响必然存在。

夜晚，突然间醒来，书中人物的心灵世界以一种无形的形式
在我脑海来回回荡。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天马行空的
思想，最终死在栗树下，乌尔苏拉为了显示晚年活力仍存隐
瞒着自己的眼盲，奥利里亚诺?巴比伦拿着羊皮卷破译家族命
运密码“家族的第一人被困在树上，最后一个正被蚂蚁吃
掉”，奥利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制作小金鱼，蕾梅黛丝升空，
还有最后一个猪尾巴男婴被蚂蚁吃掉和荒凉的布恩迪亚家族
彻底在世界上消失。那时通过对这些情形的感应，对孤独有
了这样的一个理解，孤独好似产生于人内心深处无法与人诉
说的诡秘和羞于与人诉说的秘密，而这两种状态却在很大程
度上左右着你的行为，进而形成与外界难以交流或不屑交流
的巨大隔阂。

布恩迪亚家族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孤独，他们倍受心灵的
折磨，同时又独自享受着那份孤独。孤独是什么，也许是内
心最深的秘密。孤独是这个世界上永远也根除不去的东西，
它好似心灵的黑洞，甚至连自己都难以窥透。每个人都有着
自己的孤独，都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不想与任何人诉说你的煎
熬，在折磨中忍受着孤独，你又喜欢躲在无人的角落默默享



受着这份孤独。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旦遇到悲凉的心境就需要有人出来安慰，
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孤独，你那善意的劝解反而更加刺痛他
孤独的感伤，使他倍感孤独，适宜的离开也是一种默默的关
怀。也许他需要一首悲伤的乐曲，也许他需要一段文字，他
需要的无非就是将他的孤独表达出来的艺术，而这期间只有
他自己明白。

孤独希望与安静和黑暗为伍，但人却要面向阳光，否在会在
无限的孤独里被黑洞吞噬。

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篇三

每样事物都有它的双面性。有阳光开朗的一面，也有冷酷无
情的一面。一个人如果没有孤独这类东西，就像植物缺少土
壤一样，少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加
西亚·马尔克斯所著的有关孤独的诺贝尔奖书籍——《百年
孤独》。

本书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1920xx年哥伦比亚玛格达
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拉。童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
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
内战辍学，进入报界。五十年代开始出版文学作品。六十年
代移居墨西哥。1967年出版《百年孤独》1982年获诺贝尔文
学奖。xx年4月17日在墨西哥病逝。

《百年孤独》中的一家七代都是主角。第一代：好奇心旺盛，
富于冒险精神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与精明能干的
乌尔苏拉。第二代是为人鲁莽大胆，好奇心重的何塞·阿尔
卡蒂奥和性格寡淡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等。其余的人也
各具特点。一致的却是“可怕”的孤独。

我对家族的第一个女性——乌尔苏拉印象最深刻。为了与这



种孤独的画面对抗，她做了许多努力。但孩子们却无一幸免
地走向孤独的深渊，拥入孤独那冰冷无情的怀抱。最后她仍
然无法战胜这种孤独，死不瞑目啊。她的坚强使我震惊。家
族中每一个人都被孤独蛊惑着，轻轻地﹑慢慢地走向孤独，
一个个迷迷糊糊地走向孤独的怀抱。可她并没有放弃。直到
她死，她也没有放弃要把家人从孤独那冰冷的怀抱中唤醒，
帮助家人挣脱孤独的怀抱。家族中其它女性也慢慢走向孤独，
只有她一直保持着乐观坚强的信念。而不是被卷入混乱的生
活当中，迷失方向，找不到自我。

奥雷里亚诺和阿尔卡蒂奥他们的循环推动着整个故事，并使
整个家族的命运充满魔化色彩。从创立小镇，经过了许许多
多的循环和波折之后，又回到了起点时终结。就像绕了一个
圈，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家族第一人被绑在树上，家族最
后一人被蚂蚁吃掉。”一则可怕的预言。整个家族的这种循
环，同样也是整本书里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书中的内容都是围绕“孤独”这个词来写的。说起孤
独，不仅书中有，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我们也曾无数次
体验过。即使有人极力抵抗孤独，但总是不能究根除底，把
孤独彻底消灭。人们总会在某一时，某一刻，随时随地感到
孤独。当别人拿着好成绩向你炫耀时，当别人和你讲和父母
外出时的趣事时，你可能会感到孤独。即使就在你耳边。这
些在你眼中是陌生的，你没有经历过的，你会显得有些孤立。

不过孤独也不一定是负面。像我，就喜欢孤独。因为在孤独
的时候十分清静。我有个怪癖：专爱挑幽静的小巷走。尽管
家长经常说我，可我就是不改，我就喜欢这样独自一人。没
有大人的拘束，自由自在，耳根子也十分清静。人自然也心
旷神怡，心情也变得很好。所以，我一点也不喜欢人山人海，
我只喜欢无拘无束的孤独。

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朋友，一个能够
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朋友。它会陪我们一生一世。珍惜与它在



一起的每一分钟吧!

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篇四

有一天，我无事可做，开始孤独了一百年。从此，我被深深
吸引。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马孔多的地方，从荒凉落后到辉煌，再到
衰落萧条。而那里，有一家人一直在那里，守护着它。一代
又一代，他们都用祖先的名字，类似祖先的故事发生在他们
身上，像一个无法逃脱的诅咒一样重复着自己，直到结束家
庭命运的人诞生。马孔多的故事，在羊皮纸被完全翻译出来
的时候，随着飓风而远去，从世界的记忆中淡出。因为这个
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家庭，不会再出现在地球上。

虽然这个家庭不会再出现，但至少，他已经才华横溢，创造
了很多。他们创造了马孔多，搬到那里，在那里创造。起初
他们过得很艰难，但在一个吉普赛老人的帮助下，他们找到
了冰块和更多的东西。他们有无限的创造力，有的在战场上
拼命杀敌。丽贝卡和阿玛兰丹为了爱情互相嫉妒。

当后代因为马孔多的衰落和蚂蚁侵蚀的灾难而离开时，他们
再也没有离开过。马孔多终于在《圣经》记载的飓风中消失
了，他似乎预见到自己永远不会离开房间。羊皮纸已经预言
他翻译羊皮纸时会离开。

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篇五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边。更令人个性的是，书
中这个绵亘了百余年的世家中，男子不是叫做阿尔卡迪奥就
是叫做奥雷里亚诺，而家族中各种个性的事情，在家族的第
一代创始人阿尔卡迪奥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里亚
诺的身上反复的发生着。联系到作者的创作年代和生活环境，
我们不难发现这象征了什么。



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创业的艰辛，
礼貌的出现，繁衍与生存，感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资本
主义的产生，内战的爆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民主与共
和之争等足以影响拉美的大事，却让他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小
小的名叫马尔孔多的乡村中。把布莱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都
深深的牵扯了进去。

在故事的结尾时。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里亚诺阅读了
记载这个百年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那里面所有的一
切，我都以前看到过，也早已知道!”作者正是借这个总结性
的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看法，即近
代拉美百余年的历史是重复的，拉美的发展和历史进程都停
滞不前。

《百年孤独》是一部搞笑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
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当你读完他，掩卷长思，你却能
够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重复。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并
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

气势恢宏的《百年孤独》包含了科技、政治、文化、爱情，
各种各样复杂矛盾的内容，探讨了文明的繁荣昌盛的方方面
面。

小说的主旨是家国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文中透露出了因
深感一切都是宿命而照成的深深的绝望——所有的努力都是
徒劳的，所有的希望都是昙花一现，繁华都是往昔，就连
最“疯狂执着的爱情”都是过眼云烟。《百年孤独》在控诉，
是一部国家、民族和家族的悲剧。

《百年孤独》也探讨了爱情，在这方面，小说的描写同样精
彩至极。看似魔幻，却基于现实，《百年孤独》的爱情现实
得直刺入骨髓。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不懂得爱情吗?至少例外是
有的。这个例外至少包括阿妈兰妲。乌尔苏拉、奥雷里亚诺。
巴比伦、奥雷里亚诺第二和佩特拉。科特斯。而对于梅梅和



丽贝卡，她们至少也曾经勇敢的追寻过。三角恋大多是浪漫
的，小说中两段三角恋精彩绝伦。其中之一是阿妈兰妲。乌
尔苏拉、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加斯通。姨妈和外甥的做法
没有什么不妥，况且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血缘关系。阿妈兰
妲。乌尔苏拉是令人敬佩的，她的人格是独立的，她对待爱
情是勇敢的。“folow my heart”，这话是知易行难，她是做到
了。真实的活着最重要，对待爱情贵在真实，在我们真实的
爱别人之前，首先应该了解真实的自己。《百年孤独》的爱
情，另一对三角关系是奥雷里亚诺第二、佩特拉。科特斯和
费尔南达。这是很奇怪和别扭的故事，奥雷里亚诺第二和费
尔南达的婚姻根本就是个错误。一个有些年少轻狂不太自知
的家伙，一时冲动的娶来了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妻子，于是
悲剧开始了。奥雷里亚诺第二和佩特拉。科特斯才应该在一
起，因为他们在一起才可以过得开心和随性。我们也看到，
他们两人在老年的时候，在轻狂与激情褪去之后，终于用自
己的方式体会到了爱情。《百年孤独》一直在探讨“爱的能
力”。布恩迪亚家族的人缺失爱的能力，那么我们应该怎样
去爱人?小说当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不过显然，要去爱人，
首先得自爱。然后，要去爱人，除了需要勇气，还应该加上
一条，“follow your heart”。

在感到烦闷时，不要太过陷入回忆，因为加泰罗尼亚智者曾
经说过“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
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
眼云烟。”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名言真是魅力无限，“cease，
cows， life is shot”。

《百年孤独》是一本措辞简单的书，甚至简单到带一点冷酷
的味道。几个字就能杀死一个人，几句话就终结了一段爱情。
马尔克斯能如此不动声色地，把那么多纷繁的故事自然地、
毫无痕迹地链接起来。

这里没有政治，没有宗教，不讽刺也不批判，就光讲着一个



村庄的故事，却能字字珠心。有时候我甚至感觉是故事里的
任务自己在讲故事，因为每个人物都是那么鲜活，而这份鲜
活，赋予了这本书另一种魅力，那就是每一个故事都隐隐的
带着对历史的嘲弄，或蕴含着让人会心一笑的哲理;有时候我
也会觉得每个人物都是那么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因为一个
人想另一个人，而是一个人，没有人去想。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坎坷经历，
特别的是，这个家族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那样的充满神话色
彩，无论是从第一代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还是
第七代的奥雷利亚诺，抑或是文中出现的每一个人，他们的
经历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以至于有一个作家曾这样评价过，
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深刻到让你感到害怕。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乌尔苏拉，她是那样的充满活力
与激情，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大家庭里，在经历种。种不幸
与变革下，在她慢慢变老后，她还能把每件事都安排得妥妥
当当，她离去后的这个家庭，在我看来已经是个空巢，没有
了核心，可惜她离开人世的方式让我的心中始终留下一个结，
那种方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或许这又是作者的特色吧。

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莫过于此。我想世界上也有那么一个
地方，孤独到没有人去谈起，也有那么一群人，孤独到没有
人在意。这种鲜活的孤独感，是每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我和马
尔克斯的共鸣，一种无以言表的孤独，一种灵魂深处的宁静。

我读完《百年孤独》，掩卷冥思时，浑身涌起一股颤栗感，
它并不是我所喜爱看的小说类型，故事中的情节让人仿佛置
身在一个发生了不可能事件的现实生活中，书中的每一个人
物都让人恐惧不已。

先说说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
一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了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死者
更不会正因耐不住寂寞就重返人间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



家族的身上。书中有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就是不眠症
的情节，马孔多镇上的居民随着何塞何塞·阿卡迪奥·布恩
迪亚夫妇的养女雷贝卡的失眠而相继患上不眠症。患了这种
失眠症，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觉，而是失眠症必然演变成健
忘症。

看到那里我不禁想了想，如果哪一天我们连标签上的字的含
义都忘记了，那又该怎样办?这些标签上的字的含义，都是我
们历经几千年的学习与探索才发明出来的历史，如果我们忘
记了历史的存在也许就会变得毫无好处。

故事中布恩迪亚家族的让我觉得压抑，并不是正因家族氛围
有多么森严，而是这个家族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
信任和了解。家族七代人百年的坎坷历程，这百年的蹉跎岁
月中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终点回归起点，社会的发展，
家族的变迁，都在不断重复圆周轨迹，到最后却什么也没有
留下。

马尔克斯用短短几十页勾勒出一个家族的兴衰，这与中国的
《红楼梦》迥然不一样，我们要用多少章节才能铺垫一幕黛
玉葬花。这个家族中的人总是不断重复著名字：阿卡迪奥、
奥雷良诺、阿玛兰塔……就像他们不断重复在他们身上的轮
回宿命。让他们痛苦不堪地离开这个世界。

孤独，冷漠，已经是这个家族的人的共性，诚如小说中写道：
“布恩地亚家族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一望可知的特有的孤
独神情，长大后，他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方式突破孤独的怪圈，
但激烈的行动总是归于挫败地沮丧，他们又以不一样方式，
一个个陷入更深沉的孤独之中，对他们来说，孤独仿佛一种
神秘的命运难以抗拒。”正是这种孤独才让他们走上杯具之
路。

约半年的时间，总算把《百年孤独》第二遍结束了。虽说是
第二遍，但仍觉得艰涩难懂。看完了全本，心里异常的累，



不知自己到底看懂了几分。放佛他们都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但是好像都未能坚持到底。

直到现在也没能明白这一角色的作用，是在表现人类的无奈
吗?乌尔苏拉算是这个家族的精神支柱吧?作为马孔多第一代
的移民。布恩迪亚发现了马孔多，他们在那落地生根，发展
壮大，引进文明，但也随之衰落，也带来了战争，流血，瘟
疫，或许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吧，微缩的世界，历经一切，
还有人类特有的不安分的心。或许还应该说说奥雷里亚
诺·布迪地亚上校，直至他死去，我也仍旧未读懂他。我不
懂阿玛兰坦—乌尔苏拉为什么要回来，过着与马孔多格格不
入的生活，她是想改变他吗?还是她也拥有者何她高祖母类似
的精神力和意志力，但她始终不是乌尔苏拉，所以她失败了。
最无法理解的应该是他们“变态”的爱情吧，我不知道是否
这样说恰当。布恩迪亚家族最后的爱情还是让这个曾经辉煌
但也孤独了百年的家族结束了。正如那卷神秘的羊皮卷所预
言：家族的第......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的所有主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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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知的欲望和放下的意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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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奋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明白，
乃至于朝夕相处的妻子乌尔苏拉也排斥他的所作所为。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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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影出此刻家具的迷幻倒影中，出此刻朴实无华的
天地中，出此刻糖果小作坊的喧嚣声里。她又虚无缥缈，就
像是来到人间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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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社会用礼貌将孤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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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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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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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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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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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志向和抱负，世界将如何发展，
如何演变成今日的模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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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对自我终将
死去感到不满，所以不甘愿安守现状，才会抱着活着的期望。
安于命运的人永远不会被载入史册，是因为他们宁愿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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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是走向孤独的路上，与其自怨自艾荒废人生，
不如抱着活着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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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它终将应对黑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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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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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属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个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

夜晚，突然间醒来，书中人物的心灵世界以一种无形的形式
在我脑海来回回荡。马贡多小镇，的布恩地亚家族。在这个
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
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
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种孤独不仅弥漫
在布恩地亚家族和马贡多镇，而且渗入了整个拉丁美洲。政
客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以及拉
美生来的孤独感和某些人曾经的努力，在他的笔下，他们的
孤独，有的是因为不满足现状，想要改变马贡多的情况;有的
是在吉普赛人长期的孤独中长大，从小就有一种难以言语的
洞察力和掩藏自己的本领;有的明明有着强烈的欲望，可是在
那种气氛中只能压抑自己;有的则用一种挑战世俗和躲避世人
的方法表示着自己的抗议，最后却只能用离开来表示自己的
不满;有的将自己整日禁锢在炼金室和那一卷羊皮书中，借此
忘记现实中的孤独，更满足了自己骨子里那一种孤独的本质。

布恩迪亚家族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孤独，他们倍受心灵的
折磨，同时又独自享受着那份孤独。孤独是什么，也许是内
心最深的秘密。孤独是这个世界上永远也根除不去的东西，
它好似心灵的黑洞，甚至连自己都难以窥透。每个人都有着
自己的孤独，都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不想与任何人诉说你的煎
熬，在折磨中忍受着孤独，你又喜欢躲在无人的角落默默享
受着这份孤独。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旦遇到悲凉的心境就需要有人出来安慰，
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孤独，你那善意的劝解反而更加刺痛他
孤独的感伤，使他倍感孤独，适宜的离开也是一种默默的关
怀。也许他需要一首悲伤的乐曲，也许他需要一段文字，他
需要的无非就是将他的孤独表达出来的艺术，而这期间只有
他自己明白。



孤独希望与安静和黑暗为伍，但人却要面向阳光，否在会在
无限的孤独里被黑洞吞噬。

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篇六

孤独是个顽疾，当死亡成为我们路之终点的时候，孤独也就
随之而来，这世间有多少吵闹，就会有多少孤独。无疑，孤
独本身就是一道枯涩而不可理解的背影，但马尔克斯的笔却
是含笑的。他没有徒劳地去化解苦难，而是裹了一层糖衣在
外面，那几欲和神话接壤的想象力，让每个冰冷的字都长了
一双翅膀，也曾让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飞的冲动。

《百年孤独》一书中，奥雷里亚诺第二是个欢快的胖子，他
精力旺盛，经营彩票生意，喜欢请很多朋友一起喝酒，一边
拉着手风琴，一边马不停蹄地醉。然而，他却依然反复地说
着，人生短暂。热闹终归会沉寂，孤独如影相随，每个人都
深受折磨，但临床表现却不同。

奥雷里亚诺上校的晚年，终日把自己关在梅尔基亚德斯的作
坊里制作小金鱼，每打造出一尾，便将其投入冶炼的火焰中
烧毁，如此反复，在那羞涩而凉薄的时光里等待死亡降临。
阿玛兰妲则坐在糖浆般的阳光里，日复一日地编织寿衣，白
天织，夜里拆。丽贝卡从童年开始就在兜里装满泥土，偷偷
咀嚼，像蚯蚓一样恋着那更接近死亡的芳香，而父母的头骨
却总在每个梦魇之中嘎嘎作响。还有思维像滑扣螺丝一般的
老布恩迪亚，终日被绑在棕榈树上，风吹雨淋，他瞪大双眼，
究竟在想什么?从来没人喜欢去享受孤独，为何我还渴望更多
的人来喜欢此书?借用一下摇晃着存在主义旗帜的那些人理论，
先将自己逼到绝望的天涯，再回过头来建立希望的天国，唯
有这样，才更懂得珍惜生命。我们不需要悲剧，但应该有悲
剧精神。即便是浮光掠影活一次，在这斑斓且喧嚣的世间，
也该沉下来，挨着土地行走。



在时光里，所有活着的生命，都在踩着节奏行走，并非只有
第五交响曲，才流淌命运的旋律，即便踽踽独行的人，也并
非只有一进一出的呼吸与每分钟50-80的心跳。生命尚存，播
撒不止，也许，下一秒就会春暖花开。

百年孤独读书心得篇七

《百年孤独》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下面
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百年孤独读书心得，供大家参阅!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这本书是
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美著作。

我要诚实的说，这本书读起来对我的吸引性似乎不大，以至
于读到快一半的时候并没有品读出任何好的东西，如果我非
要给自己一个慰藉，那就是在这几天的沉寂氛围中获得了熏
陶。似乎你不得不思索，读书除了启迪和思索外，有种无形
的影响必然存在。

夜晚，突然间醒来，书中人物的心灵世界以一种无形的形式
在我脑海来回回荡。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天马行空的
思想，最终死在栗树下，乌尔苏拉为了显示晚年活力仍存隐
瞒着自己的眼盲，奥利里亚诺?巴比伦拿着羊皮卷破译家族命
运密码“家族的第一人被困在树上，最后一个正被蚂蚁吃
掉”，奥利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制作小金鱼，蕾梅黛丝升空，
还有最后一个猪尾巴男婴被蚂蚁吃掉和荒凉的布恩迪亚家族
彻底在世界上消失。那时通过对这些情形的感应，对孤独有
了这样的一个理解，孤独好似产生于人内心深处无法与人诉
说的诡秘和羞于与人诉说的秘密，而这两种状态却在很大程
度上左右着你的行为，进而形成与外界难以交流或不屑交流
的巨大隔阂。

布恩迪亚家族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孤独，他们倍受心灵的



折磨，同时又独自享受着那份孤独。孤独是什么，也许是内
心最深的秘密。孤独是这个世界上永远也根除不去的东西，
它好似心灵的黑洞，甚至连自己都难以窥透。每个人都有着
自己的孤独，都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不想与任何人诉说你的煎
熬，在折磨中忍受着孤独，你又喜欢躲在无人的角落默默享
受着这份孤独。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旦遇到悲凉的心境就需要有人出来安慰，
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孤独，你那善意的劝解反而更加刺痛他
孤独的感伤，使他倍感孤独，适宜的离开也是一种默默的关
怀。也许他需要一首悲伤的乐曲，也许他需要一段文字，他
需要的无非就是将他的孤独表达出来的艺术，而这期间只有
他自己明白。

孤独希望与安静和黑暗为伍，但人却要面向阳光，否在会在
无限的孤独里被黑洞吞噬。

上个周末，终于在北京炎热潮湿的桑拿天气里，读完了马尔
克斯《百年孤独》。这本书对于中国文学爱好者并不陌生，
中国现今中年一代的著名作家几乎都多少受到了马尔克斯思
想或者创作手法的影响。但很坦白讲，我是受到了早期一些
其他文学或歌曲中出现的百年孤独字眼，到最近媒体大肆报
道的中国如何费劲周折终于拿到马尔克斯版权的影响，才决
定要捧起这本厚厚的巨著。

看最初部分时，觉得有点《指环王》的魔幻和不知所云。

中段看完一些网上的简单介绍后，改换了视角，从魔幻中剥
离出现实的故事主线，终于隐约捕捉到了作者魔幻现实主义
笔触下想要表达的对残酷现实的悲呛。

尾段读完，唏嘘感叹，下定决心一定要写篇读后感，表达我
的震撼和对孤独的全新理解。



等到真要下笔了，才发现面对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巨著，实在
无从下笔。是的，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巨著，或者它就是史诗
本身。面对它，我感觉自己渺小得根本没有资格来描述自己
的读后感。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讲故事的手法，丰富但绝
不华丽的细节描写，天马深空却从不脱离主题主线的想象，
让提笔想写读后感的我，不仅悲从中来。

也许我眼界太浅，但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只能做出结论：
马尔克斯，绝非人类。

《百年孤独》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部
小说内容复杂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手法新颖。作者马尔克斯在
书中溶汇了南美洲特有的五彩缤纷的文化。他通过描写小镇
马孔多的产生、兴盛到衰落、消亡表现了拉丁美洲令人惊异
的疯狂历史。小说以“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
实生活”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本书最离奇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叙事手法非同一般，连环、
环环相套、循环往复，仿佛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从一个
起点开始，经历百年后，又回到了命运的原点。整个小说纵
贯百年历史构建虚拟创造出小镇马孔多的布恩蒂亚家族7代形
形色色性格各异的男男女女，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在拉丁美洲民族革命运动大背景下，无法逃脱直接或间接地
被孤独所折磨至死的命运结局。在个人命运的背后，我猜测
作者是想揭示这样一个主题：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革命潜流，
会因为人的孤独、封闭逐渐落后而消亡。

那个想象中的百年老宅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马孔多的布恩蒂亚家族老宅，虽然时不时
会被作者天马行空地扯到欧洲啊亚洲啊某些地方，但故事的
主线永远都不会离开这座老宅，尤其是故事的后半部分，让
我在阅读字里行间时眼前很自然就形成了一幅关于这座老宅
的想象图。老宅的兴建、逐渐破旧、最终宅基地被莫名而来



的大风连根拔起，都随同着这个家族的血脉萎缩或者扩张而
起伏不断，与家族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小说描写的布恩蒂亚家族一代一代“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
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
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眼神。马尔克斯
企图通过布恩地亚家族7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
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要求我们思
考造成马孔多百年孤独的原因，从而去寻找摆脱命运捉弄的
正确途径。我被马尔克斯引入到完全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
粹的现实交错的生活之中，不仅感受许多血淋淋的现实和荒
诞不经的传说，也让我体会到最深刻的人性和最令人震惊的
情感。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经历和命运都是深刻得让我觉得
血淋淋，对，就是血淋淋。

家族的每个人最终都无法逃脱被孤独所折磨的命运。在这个
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
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
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乌尔苏拉在冗长的
雨季中漫漫腐烂。阿玛兰塔一刻不停地缝自己和自己仇视了
一生的女人——丽贝卡的裹尸布。丽贝卡后半辈子足不出户
疯疯癫癫如干尸般地过了后半生。青年时激进热血的奥雷良
诺上校晚年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起了小金鱼但是他每做
到二十条就熔掉他们再重做，从他开始在这个家族的很多男
女身上深深烙下了“做了毁，毁了做”的命运轮回印记，甚
至包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取名字时都是用先辈的姓或名组合
在一起，给我阅读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障碍，总觉得这是
上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物重新复活，或许这就是马尔克斯想要
的效果。这象征着他父亲所开创的马孔多乃至整个拉美的近
代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循环的怪圈中。

正如前面所述，一开始我能一直捧着这本大部头看很长时间，
纯粹是被他似真似幻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所吸引，因为类



似于指环王这样的都是我的大爱。但看到中间时，终于明白
马尔克斯其实是在用一种魔幻的手法描述残酷无比的现实轮
回，从中间部分开始，“孤独”的主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并
在结尾处以华丽夸张的方式显现出来。当布恩蒂亚家族最后
一个血脉奥雷良诺破译到吉普赛人那本寓言整个家族命运的
羊皮书的最后一页，企图从最后一页中发现自己命运终结形
式时，此刻大风起兮，整个老宅正在被风暴连根拔起，于是
奥雷良诺终于明白自己不用再破译那一页关于自身命运的羊
皮纸，因为命运的终结已经到来。

看完这本书，我很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人，倾诉我看完这本
书的心情和震撼。刚好同事中有一个书虫，他在大学里看过，
但他告诉我：他是用魔幻小说的视角去看完的。我劝诫他在
大学毕业很多年后其实可以再重新看一次，因为名著的魅力
就是经历了时间长河的洗礼后，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会随着
读者自身的阅历不断增长视角不断改变，而呈现出多维甚至
大相径庭的色彩。有时候，你能从中读到作者本没想过要表
达却被你所捕捉到的哲理。

唉，我的那个梦想中的新家，那个新家中我最期待的属于我
自己的书房，你在哪里?

《百年孤独》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部
小说内容复杂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手法新颖。作者马尔克斯在
书中溶汇了南美洲特有的五彩缤纷的文化。他通过描写小镇
马孔多的产生、兴盛到衰落、消亡表现了拉丁美洲令人惊异
的疯狂历史。小说以“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
实生活”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孤独》的叙事结构不同一般马尔克斯采用了连环、环
环相套、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来展现小镇马孔多的历史。仿
佛一个循环向上的气流。这种环环相套的结构恰如其分地表
现了小说的一个主题：人的孤独、封闭以及由孤独封闭而造
成的落后、消亡。作者对“孤独”这一具有民族特性的问题



作了深刻的揭示。

小说描写的布恩蒂亚家族一代一代“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
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
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眼神。”每个人
都无法逃脱被孤独所折磨的命运。乌苏娜在冗长的雨季中漫
漫腐烂。阿玛兰塔一刻不停地缝自己和自己仇视了一生的女
人——雷贝卡的裹尸布。雷贝卡足不出户疯疯癫癫地过了后
半生。青年时激进热血的奥雷良诺上校晚年开始在自己的实
验室里做起了金属金鱼但是他每做到二十条就熔掉他们重做。
这象征着他父亲所开创的马贡多乃至整个拉美的近代史从一
开始就陷入了循环的怪圈中。

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霍·布恩蒂亚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这对
孪生兄弟。继承了父辈的名字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性
格——霍·布恩蒂亚第二像奥雷良诺上校那样深沉而奥雷良
诺第二则像霍·布恩蒂亚那样不羁——以至于乌苏娜常常怀
疑他们是否是在幼年时交换了名字。难道名字一定要和性格
一样吗?这是一个深深的讽刺。而最后两兄弟死去时又搞错了
墓穴仿佛这样才是正确的归属。这个家族的循环的命运再一
次显露了出来。

然而依然有人逃脱了这个命运那就是俏姑娘蕾麦戴丝。她长
得漂亮但这漂亮并没有让她沦为男人的玩物;她接受了所有的
命运因此命运没有愚弄她。她会满不在乎的穿着宽大的袍子
在家里走来走去即使有男人在屋顶偷看她洗澡她的态度也不
卑不亢。最后作者给她安排了一个近乎神话的结局——她牵
着白色的床单飘向天空。白色的床单也许象征着高尚的灵魂。
她摆脱了布恩蒂亚家族的孤独而莫名其妙的“升天”恐怕是
寓意如此美丽而又纯洁的圣女在现实世界的尘世间是不存在
的。

这是一部描写家族的小说和中国的《红楼梦》有些相似。但
这是形似而神不似。《红楼梦》的矛盾来自于家族内部是封



建的等级制度毁了大观园;而《百年孤独》的矛盾来自外部科
技、政治、战争、商业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马贡多小镇。开
篇的吉普塞人带来了科技令霍·阿·布恩蒂亚发现了“地球
是圆的像橙子。”然后随着政治的介入。本来马贡多是个幸
福的村庄“至今还没死过人”是他们骄傲的宣言。然后随着
政治的介入镇长的出现两党派的斗争都让这个和平的小镇渐
渐变质：士兵为非作歹学生向往战场。而垄断资本主义的进
入又让小镇得到了虚伪的繁华并且迅速地在这泡沫经济中衰
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