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牛虻读后感(汇总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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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牛虻读后感篇一

成绩固然重要，但健康的人格、良好的品质，更是不可缺少
的。如果亚瑟从小成绩优秀，但其他素质都差，那么他长大
后，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顽强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
拥有大无畏精神的人。

一个人，只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平淡无味的，我
想，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吧。

牛虻读后感篇二

《牛虻》一书，作者是——艾捷尔·丽莲·伏尼契，这着作
影响着千万人的一生，包括我。他的主人公是亚瑟——也就
是牛虻。

这本书写的是亚瑟在经历重重困难后仍不忘革命，坚持革命。
在他被抓入狱后，许多人都认为他已死，但他不顾家人的反
对，又重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在劳伦佐·蒙太尼里的帮助
下坚持革命。他自己命名为牛虻，因为他有牛虻的优秀品质。

这惊心动魄的故事把我深深地震撼住了。牛虻被最信赖的人
欺骗过，被最爱的人伤害过，沦落到拖着残废的`身躯在甘蔗
园卖苦力，甚至当一名杂耍戏团的小丑。一个活生生，苦苦
挣扎的人的灵魂，束缚在那个扭曲的身躯里，被迫为它所奴
役。在一次次的困难中，牛虻都选择了勇敢地去面对，不曾



退缩。在经历种种磨难后，他变得成熟，换言之，那叫成长。

牛虻读后感篇三

当我看完《牛虻》的最后一行字时,我怔住了.这个黯然销魂
的故事,使我深深触动.主人公亚瑟和蒙泰里尼最后都丧生了,
原因不同,但都让我受益匪浅,也有不同的见解.

亚瑟,当我刚翻开这本书时,他给人一种弱小怕事的印象.他是
依赖他的老师---蒙泰里尼而生活的读到第三章时,突然出现
了牛虻,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他身上有很多伤,
他是个坚强,勇敢的人.没想到他就是亚瑟.在他的身上,我们
能看出一个革命者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而不屈不挠,勇敢奋
斗的精神.他在一次行动中,掩护其他人,但最后不幸被捕.牛
虻被敌人打了六枪,但他被击中每一枪时,都没有屈服,还在讽
刺他们,牛虻对于牺牲表现出从容不迫,永远坚持意大利能独
立的思想态度,使我油然而生一种敬佩的感受.

牛虻读后感篇四

故事的主人公牛虻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英国富商勃尔顿家中，
以往天真地人为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完美。名义上他是勃尔顿
与后妻所生，但实则是后妻与蒙太尼里的私生子。牛虻从小
在家里受异母兄嫂的歧视，精神上很不愉快，却始终不明白
事情的真相。牛虻崇敬蒙太尼里神甫的渊博学识，把他当作
良师慈父，以一片赤诚之心回报蒙太尼里对自我的关怀。可
是，当他接触了青年意大利党人，看到了自我忏悔神父的间
谍行经、认清了教会和反动当局狼狈为奸、镇压革命的残酷
现实之后，他大彻大悟，从而走上了与他们进行义无反顾、
不屈不挠的斗争的道路。

运军火的行动中被敌人突然包围，牛虻掩护其他人突围，自
我却因为蒙太尼里的突然出现而垂下了手中的枪，不幸被捕。
牛虻的战友们设法营救他，但牛虻身负重伤，晕倒在越狱途



中。敌人决定迅速将他处死。前来探望的蒙太尼里企图以父
子之情和放弃主教的条件劝他归降；而牛虻却企图打动蒙太
尼里，要他在宗教与儿子革命之间做出抉择，但他们谁都不
能放弃自我的信仰。蒙太尼里在牛虻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自我也痛苦地发疯致死。

刑场上，牛虻从容不迫，慷慨就义。在狱中给琼玛的一封信
里，他写上了他们儿时熟稔的一首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
我死掉，我都是一只。欢乐的飞虻！至此，琼玛才豁然领悟：
牛虻就是她以往爱过而又冤屈过的亚瑟。

读了这本书让我明白，成长，是艰难的啊。就好像一群小鹿，
谁有勇气，谁跑得快，谁就活下来；否则，就被淘汰。挫折
中是难免要流眼泪的，擦干了，站起来，就长大了，坚强了。
用牛虻自我的话说，他从死亡那里走来，也就不怕死亡了，
他对人民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对朋友的坦诚、对感情的
忠贞、对生活的投入、对死亡的蔑视，永远是我们能够借鉴
的一个楷模。虽然生命已尽，但爱与期望永存！对于牛虻来
说，他所面临问题的根本就是宗教，一些对权贵如饥似渴的
人利用了宗教，而他应当破除这层羊皮，直刺狼的心脏。牛
虻是个强者，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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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读后感篇五

它是这个暑假被我看完的第一本书。

最开始，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发现了有这样一本书，
保尔在驰骋疆场后的夜晚，伴着军营里升起的篝火看得入迷。
是这样一本书，告诉我们，这个世上存在为理想而忍受一切
的人；是这样一本书，它能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是这样
一本书，让保尔乃至读者们产生了共鸣，产生一股力量为自
己理想而战......

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作用吗？

没看过这本书前的我，半信半疑；看完了这本书的我，深信
不疑，因为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

在这本小说里，早先英俊年轻的亚瑟，经过世道的折磨与各
种困境的洗礼，再生了一个“恐怖”的神秘人物牛虻，与此
同时，他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身份，投身于各种危险的革
命活动当中，他看淡了一切，包括死亡！亦或是说他将牛虻
活成了一种精神！

看过近代爱国志士的慷慨赴死，在牛虻身上，我隐约看到了
他们的影子，大同小异，却始终是有“异”的――牛虻的死
是无比悲壮的。他不像文人志士，大手握笔一挥,一篇热血沸
腾，斗志昂扬的诗篇就此蹴成，不，他不是！

面对行刑的刽子手，他竟会嘲笑般地大吼，第一次子弹扫射
过后，他仍“猖狂”地宛若疯子般叫道：“弟兄们，枪法太
糟，再打一次！”这，超乎了我们对行刑的想象，更刷新了
我们对“慷慨赴死”这一概念的认知，牛虻赴死的这种惊天



地泣鬼神的场面，以及他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让我们为之
敬佩，只道：“好一条硬汉！”

谁能想到，他最初的身份会是教父的私生子呢？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
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
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
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愿你们，也能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我们都是奋斗者！

牛虻读后感篇六

成绩固然重要，但健康的人格、良好的品质，更是不可缺少
的。如果亚瑟从小成绩优秀，但其他素质都差，那么他长大
后，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顽强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
拥有大无畏精神的人。

一个人，只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平淡无味的，我
想，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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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读后感篇七

牛虻死了，在敌人的刀枪下我们这位不同寻常的朋友永远的
离我们远去了。它被意大利的军事法庭给谋害了。不！是蒙
太尼里，是蒙太尼里大人，是人们敬爱的以慈悲为怀的蒙泰
太尼里大主教，是牛虻深深爱着的亲生父亲呀！是他害死了
牛虻！是他使我们伟大的革命先驱者永远的安睡于他为之奋
斗过的土地。“哈哈。”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可笑，多么富
于滑稽色彩呀！＂面对牛虻的亡灵，我鄙夷的一笑，从牙缝
中挤出这句话。

难道不是吗？牛虻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平时你
对着那些不作为污朽的军官，那些带着羊皮的传教士，肆意
的辱骂，嘲笑，戏讽，气得他们白眼直翻，真是大快人心。
可此时，由于你意念的一个差池，你不得不静静的躺在那，
让他们对你指手划脚，狂妄大笑。要在平时，他们是绝对不
敢这样当着你的面咒骂你的，你那比剑还要锋利的舌头每次
都会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每次都会削掉他们身上的一层皮，
每一次无不增加了他们对你的恐惧！但是现在，我说什么也
没用，倘使我叫得天掉下眼泪，喊得地痛苦破裂，你也不会
再回来了！这是因为什么？爱！是这个看似简单却复杂难解
的字！是一个交织着无数故事，包容千万句话的一个微妙的
字体！

五年的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五年的丢失灵魂倘若行尸走肉的
生活，五年的被尊严抛弃的生活，被毒打近乎于死亡，被病
折磨得好似去了鬼门关。被杂耍班吞噬了心灵上的正常人可
以拥有的一切，在这五年，他的生活状况令我一个局外人都
不禁颤栗，更何况他本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折断他对蒙泰尼
里的爱。



虽然蒙泰尼里欺骗过他，虽然他不得面对残酷的现实独自体
验，。但它仍是“忠贞不渝”地爱她的父亲，像青年意大利
党的誓言：“为了上帝和人民，忠贞不渝”。

就是这些，在他骑马逃走的那一瞬，为了保全父亲的性命，
他的手软了，而前面等着他的却是死亡。

就是这些，使他两次失去了琼玛，使他不得不离去。她失去
了做琼玛丈夫的权利，他甚至就只吻过深深爱着她的手一次。
这种痛苦，是多么折磨人呀，这不是人们所能接受的，不是！

他是伟大的，牛虻这个名字，会让我铭记于心的，他的死很
惨但并没减少他的英雄气概，面对一个个稚嫩的不得不服从
于军令的行刑士兵，他竟是那样从容，“来吧，孩子们，把
枪往左些，抬高点，人站直了，就把我比作你们的统领来打
我，勇敢些吧！”瞧，这就是人民的战士，这就是英雄本色！
虽然英雄倒下了，但它出色的指挥才能，干练的作战手法，
犀利不饶人的文章，都让人无法忘记的，他的精神永远笼罩
于我们的那片天空。

虽然英雄到下了，但是我敢肯定，只要有压迫，只要需要英
雄来为国战斗，这片土地上就会有下一个英雄站起来，前人
倒下来了，那么后人就会接替他，英雄的精神会永存的！

自由的光环是耀眼的，但它需要人们去不断维持，我愿做自
由的使者，传接自由的火炬，我相信自由的光芒永不息！我
们伟大的革命者，不会白白牺牲的，未来在我们手中定会充
满希望！

牛虻读后感篇八

整个故事设计的极为巧妙，有铺有垫，有血有肉。

全文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段对话，男主人公问女主人公



对杂耍班里一个驼背的表演有什么看法，女主人公觉得那种
表演使人觉得不舒服，那是耻辱，是人类的堕落。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堕落的，只是堕落的方式不同罢了。”

女主人公觉得一个人肉体是一件神圣的东西，不愿看到它受
到糟蹋变成丑恶。

男主人公的一段回答简直令我振聋发聩。

“难道你从来不曾想到过，那个可怜的小丑也会有一个灵
魂———一个活生生的、7拼命在挣扎的人的灵魂，拴牢在那
一个弯曲的躯壳里，被迫做它的奴隶吗？你对于一切都慈悲
为怀，你看见那个穿着愚人衣服、挂着铃铛的肉体感到怜悯，
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那个可怜的灵魂是那么赤裸裸的竟连
一件遮羞的彩衣都没有吗？想一想吧，它在那些观众面前，
冷得簌簌发抖，被羞耻和苦恼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觉得观众
的嘲弄就像皮鞭一般抽着它，观众的哄笑就像烧红的烙铁烫
着它裸露的皮肉！想一想吧，它在观众面前是那样无可奈何：
四面看看，想找山来藏，山不肯倒在它身上；想找石来挡，
石又无心来遮护它；因而它嫉妒老鼠，倒不如它们还能有地
洞可以钻！而且你还要记住，灵魂是哑的，它哭喊不出声来，
只得忍受，忍受，忍受！”

读完映入我眼帘的居然是凤姐的形象，是啊，我也曾呵呵过
她，然而她却一步一步站到了我需仰视的那个山丘。

一切加害于你的、偶然的困难，都可以当成是人生过程中正
常的状态。没有人会为你的幸福准备好所需的一切，幸福必
须靠自己去争取。

牛虻读后感篇九

《牛虻》以主人公牛虻（亚瑟·勃尔顿）坎坷的一生为主线，



大笔勾勒和细致描绘了牛虻饱受压抑和摧残后，背叛了他曾
笃信的上帝，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锤炼成一个为统一和
独立的意大利而忘我战斗的革命者。作者（伏尼契）以出色
的艺术手段，通过跌宕有致的情节鲜明生动地塑造了牛虻这
个为意大利民族解放忍受苦难英勇牺牲的典型人物形象，体
现了意大利爱国志士的刚毅精神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
诚。

牛虻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刚19岁的亚瑟有点像
十六世纪肖像画里的意大利小伙子。“从他那长长的睫毛，
敏感的嘴角和娇小的手脚看，身体各个部位都显得过分精致，
轮廓格外分明。”而经过革命锻炼之后的牛虻则是“空空寂
寞中把他压垮的幽灵似的恐惧、虚幻世界里的幻像，都随产
生他们的夜消失了，而一旦太阳光芒四射，敌人出现在眼前，
他便斗志激昂，再也无恐惧可言。”牛虻所有的一切，在监
狱执行死刑的士兵则是这样认为的：“他那直剌人心的雄辩，
他那无休止的狂笑，他那光明磊落、感人肺腑的勇气，曾像
太阳的光芒一样在他们死气沉沉的生活中闪耀。”牛虻变得
成熟了、坚强了，成为一个为国家命运不顾个人安危的真正
的革命者。

坚强的牛虻在牺牲前一夜给他深爱的人琼玛的遗书里这样写
道：“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好像一个小学生
放假回家一样。我已经做了我应做的工作，这次死刑判决就
是我忠于职守的证明。”

与牛虻关系密切，给他巨大影响的人是他的忏悔神父主教蒙
太尼里（其实是他父亲）。主教蒙太尼里欺骗了牛虻，从而
使牛虻对上帝产生了怀疑。从此，牛虻开始恨蒙太尼
里，“上帝是—一只泥巴做就的东西，我只需一锤就能够把
它砸个粉碎;而你呢，却一直用谎言欺骗我。”出走前牛虻这
样说道。

用牛虻自己的话说，他从死亡那里走来，也就不怕死亡了，



他对人民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对朋友的坦诚、对爱情的
忠贞、对生活的投入、对死亡的蔑视，永远是我们可以借鉴
的一个楷模。虽然生命已尽，但爱与希望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