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活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复活读后感篇一

篇一：复活读后感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以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是
他思想、宗教伦理和美学探索的总结性作品。它是以一个真
实的案件为基础构思而成的小说，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灵净
化'过程，同时揭露了沙皇专制官僚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以及
教会的丑恶罪行，是最全面、最充分反映托尔斯泰世界观的
终结作品。小说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以托翁
晚年炉火纯青的老辣笔法，比其任何其他作品都更为深刻地
反映了男性与女性在'灵与肉'之间的痛苦挣扎。这部史诗般
的经典着作，被誉为'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聂赫留道夫为什么会从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成为以后不思进
取的人，其中也有他的姐姐和他在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曾经
善良、讲义气的谢列宁最后都变成了惟利是图的、庸俗的、
不思进取的人。这不能不承认他们所处的环境对他们真的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处在一个黑暗，麻木不仁的上层社会，
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渐渐的原来在他门身上的美好品质
就退化了，消失了，而他们自己却全然不知！

有句话说：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我并不认为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人是主观的，有自己的思
想和认识，虽然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也有'出淤泥而
不染'。我觉得一个人的自制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不得不



重视环境在一个人的成长乃至成材中起的重要的作用。比如
说在幼儿成长阶段，环境的影响十分明显：一个人的性格表
现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千差万别。假如一个孩子所处家庭环
境，父母经常发生争吵，常常充斥着紧张与对抗，这样他往
往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封锁起来，慢慢变得不爱与人交流，对
任何人都缺乏足够的信任，甚至孤立使他在个别时候遇到某
些敏感问题时会采取对抗的心理，情感变化无常，不能自己，
甚至有攻击倾向，这是幼时情感受到压抑的结果。听起来好
像有点可怕，但这里我没有一点夸大其词的说法。这是有关
专家研究的结果。

由此看来，一个良好的环境对自己的成长非常重要。举个简
单的例子，你处于一个和谐温暖的家庭中，大家之间互相关
心，平等相待。这种待人处事的态度会很自然的影响到你在
学校与同学的交往中，将来走向社会对待他人的态度中，这
样的人更容易与周围的人产生良好的关系，有一个融洽的人
际关系。久而久之会养成好的性格。

后天的环境和条件对人的塑造也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个人而
言，复杂一些的环境对人的锻炼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
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身，困乏其身'也可以看出艰苦环境对有大成人的磨练。然而
有时自己周围的环境自己是无法选择的，一个优越的环境如
果利用好了，是一个人发展的优势，若只是安逸于里面，不
思进取，那么就会不知不觉地丧失自己的斗志与追求，迷失
自己。

人生常常是苦和乐同行，悲和喜携手，挫折和顺利与我们的
相伴。环境锻炼人，环境塑造人。让我们以微笑面对生活中
的苦难，以微笑面对挫折。严酷的自然环境锻炼人的意志，
增强人的体质。艰苦的环境锻炼人，它使人发愤，使人振奋，
使人不得不调动起全部精力为生存和发展而斗争。其实还有
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千万别让安逸的环境宠坏！舒适良好的
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成长进步的基石，在这样的路上我们应该



走的更快，而不是沉迷于路边的风景，忘记自己前进的路还
很长很远。

篇二：复活读后感

文章第一句就这样说：“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
管他们把石头扔进地里去，不让任何植物在地上长出来，尽
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是春
天。”描述了一片万物生机勃勃的情景。可是第二句“唯独
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
自己也折磨别人。”为马斯洛娃将受的苦难作了铺垫。

本文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开始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后来
变成一个冷漠麻木的人，致使马斯洛娃走上了一条她不应该
走的路，后来被别人陷害，男主人公开始良心发现，经过重
重挫折，终于把马斯洛娃从那艰苦的生活中救了出来，女主
人公为了不使男主人公再奔波，同时，男主人公也做起了有
意义的事。

我们的许多同学也像这样，本来纯洁的心灵变得污浊黑暗，
但有谁能像聂赫留朵夫一样复活呢？我们现在做的事，抄袭
作文，考试作弊，欺骗得了父母、老师，也不能欺骗自己，
也许需要多一点时间，希望那些同学能从此复活，去过自己
的新生活，用全新的态度去学习。

我想聂赫留朵夫已经去过新的生活，去让更多人复活，
为“大同”社会而努力。

篇三：复活读后感

小说中的主人翁卡秋莎·马斯洛娃原本是一个贵族地主的养
女，贵族地主的侄子是一个大学生和家财豪富的公爵，这个
侄子在奔波战场的旅途中顺便到他姑姑们家住了四天，他在
临行前夜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给她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



在过不就他发现自己怀上了地主的侄子的孩子后，不久她就
被赶走，四处漂泊，后来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住，在过
不就他就要分娩了，刚好那个寡妇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
她分娩顺利了。可是很不幸的是那个接生婆给村里有病的女
人接生，把产褥热病传给卡秋莎，卡秋莎生的是小男孩可是
他感染了产褥热必须把孩子送到育堂，在送到育堂时小男孩
就死了。

后来卡秋莎恢复健康后身边已经没有钱了，非找工作不可了，
她找了几份工作都做几天就走了，是因为那几份工作的男主
人调戏她，结果就辞职了。直到她被姨母设寡款，灌醉约她
到本城一家最好的妓院做妓女。马斯洛娃照这样生活了七年，
这期间她换了两家妓院，进过一次医院，在她失身以后的第
八年，她二十六岁那年，她出事，为此下了监狱，如今已被
关押六个月了，也在法院受审。

在法院她遇到当初诱奸她的偌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出现在
法庭，十年后他以陪审员身份出现在法庭审理马斯洛娃的案
件。涅赫柳多夫后来认出被告就是他十年前诱奸的后抛弃的
马斯洛娃，他受到良心的自责。为了给他的灵魂赎罪，他四
处奔波为她减刑，当所有的付出都无效时马斯洛娃已经被押
送到西伯利亚，这时涅赫柳多夫也与她同行，在途中收到减
刑通知，苦设改为流放，这时马斯洛娃还有点爱他，但为了
他的前途他拒绝了他的求婚。

这两个主人翁的经历可以表现出他们在道德精神上的复活，
小说揭露了那些贪色贪桩法官，触及了旧法律的本质。和贵
族中的贪色无责的行为。

篇四：复活读后感

《复活》是19世纪末，俄国文坛上出现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
的长篇小说。作者列夫？托尔斯泰出生于俄国一个大贵族家
庭，本人是伯爵，早年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在



他的前期创作中，既不满于农奴制，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
的“文明”，幻想通过温和的的手段调和矛盾，获得社会
的“和谐”。可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俄国的现实，社会的激烈
变动，加上他本人紧张的思索，使他完全否定了他所属的那
个阶段，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农民群众思想
情绪的表达者。同时，他又提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
我完善”主张，“博爱”被他当作了救世新术。这方面，恰
好在《复活》中都有所体现。

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塑了一个丰满而复杂的形象――涅赫？
柳多夫公爵，这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涅出于贵族阔
少的劣性，诱奸了天真纯洁的农奴少女玛丝洛娃，从此把她
推入堕落和不幸的深渊。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恶行，
而是贵族阶级对他影响的结果。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
恶习，贵族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风气又使他堕落，因此，他
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体现者。

他由于青年时期受过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个人
身上的善良天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加上他有寻根究底的好
思索的性格，所以十年后，当他“再见”到玛时，才被她的
悲惨遭遇震惊，产生了忏悔之心。他先是承认自己“犯了
罪”，决定替被冤枉判刑的玛上诉，申冤，借以挽救她，也
为自己赎罪，当他奔走于各级政府机关时，看到了统治的黑
暗，他愤怒起来，揭露了法庭、监狱、社会的黑暗。这个时
候，他又成了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不但如
此，他还对革命者产生了同情心，决定交出土地，到西伯利
来亚去，有了投向人民的意愿和倾向。

他的忏悔和对本阶级的背离，表明贵族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崩
离析。他的这些活动成了反映俄国社会黑暗现实的一面镜子，
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本质。

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悲惨身世在旧俄社会里很有代表性，她
是一个被凌辱的下层人民的典型。托尔斯泰第一次在作品里



采用普通人民作为主人公。这与他的世界观转变有关。玛是
农奴的私生女，三岁成了孤儿，受地主太太的收养，有了半
婢女半养女的身份，但是在严酷社会里仍然逃脱不了下层人
民的悲惨命运。先是受到贵族少爷涅赫柳多夫的诱骗和抛弃。
继而被主人驱赶，无家可归，孤苦无依。她走投无路，终于
沦落为妓女，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了八年。一个平民妇女，
本来也有善良的天性和纯洁的情感，却不能获得正常公平的
生活权利。黑暗的社会一步步地逼她走上堕落的境地，使她
完全成了这个社会的牺牲品。

后来，由于涅的忏悔感动了她，她终于逐步转变，由戒绝烟
酒，不卖弄风情到悔恨自己的堕落。最后，她没有和涅结合，
而是跟着革命家西蒙松走了，说明她已接受革命者的思想感
情，获得了新生。达到了精神和道德“复活”的过程。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是怎样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形
象来体现自己的思想主张的，也能看出当时沙皇专制是怎样
的黑暗。

复活读后感篇二

写于19世纪末的长篇小说《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三大代
表作中最晚的一部，被世人认为是其创作作品中的“最高
峰”。

《复活》是以一个农民的眼光来描写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是
列夫·托尔斯泰与当时社会彻底的决裂，对其完全否定的宣
言。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上流社会的聂赫留朵夫，社会的现实，把
聂赫留朵夫变成了一个与其他贵族一样的人，从而使他把玛
斯洛娃逼良为娼。他是一位名气很高的法庭陪审员，在上帝
布置的充满黑暗的“陷阱”里，他在审理一件杀人案件的时
候，他见到了一位被指控为“杀人犯”的女子，而这位女子



正是曾经被他给侮辱和践踏过后，又抛弃她为妓女的玛斯洛
娃。他看到玛斯洛娃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
他决心去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他的内心受到谴责，开始
忏悔自己，想方设法地弥补自己的过去，他逐渐走上“灵魂
进化”的道路，他开始发觉自己与周围的人都是可耻、又可
憎的恶人。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俄国农民的痛苦与贵族们
无情的压迫。

由于玛斯洛娃被陷害，聂赫留朵夫为她伸冤、奔走、上述。
甚至在判决后，放弃了家庭和财产，随她一起去了西伯利亚。
另一方面，通过妓 院老鸨在法庭上的供词，和对在法庭上的
法官、院长、律师以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人物的会议的描写，
说明这些大人物才是逼良为娼的罪人，即使这样，结果依旧
令人失望。当聂赫留朵夫表示愿意与玛斯洛娃结婚时，她拒
绝了，为了不阻碍他的锦绣前程，后来，她在西伯利亚的流
放之旅上结识一位革命者，并与革命者建立了爱情。

作为故事的女主人公玛斯洛娃，她的遭遇与种种不幸让人怜
悯，更加让我们对俄国当时的社会风气厌恶和痛恨。玛斯洛
娃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姐妹的牛场上工
作。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在她3岁时，母亲便归天堂了。
女主人索菲亚看她长的清秀，便把她收养了下来，因此，她
过着一半小姐一半婢女的生活。16岁时，与女地主的侄儿聂
赫留朵夫陷入了深阱，无法释救。那时，聂赫留朵夫是
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到姑姑家来度暑假。两年后服兵
役，顺路经过姑姑家，索性就住了4天，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
他和玛斯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临别，他塞给她一百卢布，
便到部队里去了。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有捎给她，
可是令人愤怒的是玛斯洛娃怀上了他的孩子。当被女地主索
菲亚发现时，她被无情地驱赶了出去，她为了生存，受尽了
凌辱与调戏，生下的孩子也死了，沦落到基达叶娃妓 院，成
了一名供人玩赏的“妓女”。她是那样爱着聂赫留朵夫，却
被这位高高在上的贵族青年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她不再相信
任何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与谎言。



读到这里，我从内心憎恨这位贵族青年，但是《复活》中
的“复活”却无处不在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草管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与
衣衫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落魄的农村与豪华奢侈的京都，
茫茫西伯利亚与手铐脚镣的政治犯，突出了列夫·托尔斯泰
对现实社会做的激烈的打击，揭露了社会制度的腐朽问题。

作为世界经典名著《复活》，它揭示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和做人的良心问题，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生活。书中体现
了卑劣的德行，镇静的智慧和博爱的怜悯。全部是生活的本
身，它把人心里最肮脏的东西拿出来了。人心很复杂，好人
与坏人，善与恶都很复杂，而《复活》诠释了他们。

“精神是肉体的支柱，有些人虽仍活在世上，却只是行尸走
肉，受人唾骂。相反地，有的人虽已死去上百年，然而即便
再过千万年，他的精神依旧存于世间，受到世人敬仰”。只
有走出精神上的空虚，才能够真正的活，名曰“复活”。

复活读后感篇三

年轻时代的聂赫留朵夫有着年轻人独有的对于世界的天真的
善意，他因为年轻而纯洁，因纯洁而高贵。这种高贵是一种
无所失去的一往无前，父母留下的财产不是他们的财富，相
反他们最大的资产是青春与理想，在那个年纪，这些是挥霍
不光的。那一时期的聂赫留朵夫让我感到惊奇与快乐，因为
他并没有像许许多多别的在贵族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样沾染上
富态的恶习。但我觉得，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行在很多情
况下是不会一直存在的，因为在染缸中保持纯洁的底色是困
难的。于是，聂赫留朵夫内心中的人代替精神的人掌控了自
己的身体。堕落是很迅速的，而获得新生般的重拾美好品行
却是艰难的，但总有一些契机可以使复活发生。譬如说爱。
在爱情的洗礼下，聂赫留朵夫在小镇的复活节夜里重焕了精
神的我。聂赫留朵夫在成长，他在前往彼得堡周旋，去乡下



将田产归还农民，与犯人们一同前往西伯利亚的路程中学会
了怎样去爱人。他学会了博爱，我看书时时常觉得他为陌生
人付出太多了，就算萍水相逢也会竭尽全力。

玛丝洛娃相较而言，就简单得多了。我感觉到她在精神上是
不曾堕落的，死亡的是她心中的爱，她身体上的堕落即使生
活所迫的无奈，又是爱消磨殆尽以后的报复与放纵。于是当
她对于聂赫留朵夫的爱意复萌以后，她内心的纯洁与高尚又
复活了，她为了他而拒绝求婚。托尔斯泰也曾表示过他最先
构想的结局其实是幸福大团圆，然而最终还是选择了最真实
的一种。于读者来说这或许不是最美满的结局，但于玛丝洛
娃来说，不与聂赫留朵夫在一起，不背负致使他身份受损的
内疚或许会更加幸福。

列夫托尔斯泰所看到的那个社会是一个极其腐烂瘫痪的社会。
上层官僚主义严重，人与人之间来往做作、讲究利益。官员
只关心自己仕途与财富，漠视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在乎也不
理会有人在他们的所谓找规章办事之下陷于无尽的痛苦之中。
而许多原意良好的制度却往往起反作用。就像当初的王安石
变法，没有人否认它的初衷，但因为制定者与实施者与受用
者的隔阂，往往不仅达不到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将许多人推
入更深的深渊。

聂赫留朵夫凭借自己的身份救助了许多人，然而不是人人都
有机会与上一位愿意帮助自己的贵人从而走上原本就属于他
们的道路。大多数的百姓受到冤枉以后都就此毫无悬念地越
陷越深，永不见天日。反观底层社会，农民贫穷而愚昧，小
市民市侩而计较，听差暴力而冷漠，罪犯凶恶而肮脏，他们
活在一个吃人的世上。人们互相影响互相诱惑，致使大多数
人一旦加入某个团体就会急速地被改造的面目全非。底层人
民无力改变，上层人视而不见事不关己，于是社会呈现出书
中所描写的模样。



复活读后感篇四

一个纯真美好，曾经对生活和生命充满了美好期盼的。在混
混沌沌的上流社会中堕落于花天酒地。一个美丽纯洁的姑娘，
在长达八年的生活中堕落。他们似乎是可以就这样生活下去
的，他们也许可以满足生活中自己那种种简单的快乐。但当
两人在审判玛斯洛娃的法庭上相遇时，涅赫留朵夫再也不能
够心安理得地面对他曾经伤害过的玛斯洛娃直视他的眼神。
似乎是灵魂的反省，两个人在重逢时，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那个少年，成为了一个漂浮在上流社会中的“老爷”，那个
姑娘，成了一个出处卖弄风情的“窑儿姐”。涅赫留朵夫此
时感受到了他曾经给予他多么大的伤害，他的灵魂背负了沉
重的罪恶感。在一次次探访监狱的过程中，他见证了太多的
不公平。当他把自己的土地廉价分给了农民的时候，他收获
的是农民怀疑的眼神，贵族们疑惑的言语;当他决定与玛斯洛
娃结婚以洗清自己罪恶的时候，他的得到的是亲友们鄙夷的
眼神，众人以为不可理喻的回应。他面对这一切困惑了，所
有他的精神世界里认为正确的事务无一例外的遭到了鄙薄。
然而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却只是花天酒地与吃喝嫖赌。一百多
个年轻力壮的只因为把身份证弄错了就被关押到臭虫漫天，
疾病四溢的牢房中。

但涅赫留朵夫在茫然中也看到了希望，玛斯洛娃的改变。让
他足以抛弃官场的地位与金钱的诱惑，他的精神复活了。玛
斯洛娃也改变了，她为了不连累涅赫留朵夫，接受了政治犯
西蒙林的求爱。

爱过，懊悔过，反思过，最终，他决定，他复活，他重生，
他在纷杂的社会中找到了他道德的衡量准则。也许涅赫留朵
夫追求的不仅仅是玛斯洛娃，在这条寻求重生，精神复活的
道路上，他见到了，他做了，他去积极的改变了。那夜，涅
赫留朵夫花了一整夜读福音书，那曾经是他看不懂的教训。
经历了这一切，他这次突然看懂了圣经的教训，并且发现在
其中有他必须的、重要的、且是喜悦的东西。



去追寻，也许受用的不知是追寻最终得到的。还有这一路上
看到的。

他们复活之后，带动着心灵巨大的轰响。我们的生命是否也
该苏醒。复活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灵魂。

复活读后感篇五

《复活》一书如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境况;描绘了形形色色
官僚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教会欺骗的实质。
表现出深厚的人性，宣扬了人性。

弘扬人性，歌颂人性，不管是过去的人，还是现在的人都需
要人性的关怀。在当今社会，人们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精神
却徘徊不定。因此可贵的人性，更为我们所重视关注。书
中“聂”一次又一次战胜人性的弱点，唤醒起精神的人，就
是在让人性复活。而所谓精神之人就是有良知、有此文来源
于文墨星河、有正义感的有人性的人。

我认为拥有人性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原则。要让精神的自
我永存，就要“行得正，坐得直”，有自己的主见与谦虚的
心和勇于自我审视、检讨的勇气。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行事之
前都扪心自问自己的良心，那世上许多错误和不幸都不会发
生了。

善与恶往往只在人的一念之间。此书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它
让我感受到了失去本性的可怕与人性的光辉、美好。希望更
多人能找回自己的本性，发扬自己的善心，多做善事，使自
己变得更加人性化，让整个世界充满此文来源于文墨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