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呼兰河传书读后感(实用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呼兰河传书读后感篇一

在东北作家群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女性作家，她的天赋大于
努力，她仿佛印证了那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
上百分之一的努力”，她的名字叫做萧红。

《呼兰河传》这部作品里萧红的气息很浓厚，几乎想当于萧
红前xx日落前的火烧云，连绵一片，还有那个一下雨就就积
水很深的泥塘，天气晴时，它就变得黑稠稠的每年还淹死一
两个猪、牛、骡子等，等淹死了猪牛附近的人就享福了，主
人会低价出售淹死的动物的肉，有时病死的猪也会假借淹死
的猪售卖，这些写的很真实，就像日常发生的事一样。开头
写吃的也非常生动，就像写一块豆腐，别的写豆腐可能从它
的色、香、味开始，这里写豆腐是从人们对它的珍惜开始，
原文是这样写的“这时候，卖豆腐的又出现了，赶上吃晚饭
的时间里卖上一波豆腐。所以卖豆腐的一来，男女老少全都
欢迎。豆腐加点辣油，拌点大酱，实在美味，触一点点豆腐，
就能吃下半碗饭，再触一点，又下去半碗饭。所以买了豆腐
的人家，那一顿总是能多吃上两碗饭，没吃过的人，是不能
够知道其中滋味的。而买不起豆腐的人，总是羡慕人家卖豆
腐的，就想着，要是自己开个豆腐坊。每天都能吃上豆腐多
好。甚至有的为了吃上一块豆腐，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不
过了。”让那时候看书的我垂涎欲滴，可当我真正吃到时，
也明白了这只不过是文字效果而已。

《呼兰河传》就像我们每个人童年的回忆，这让我想起林海



音的《城南旧事》，纯真而残酷的童年，悄悄的从我们手边
溜走。

《呼兰河传》前半部分写呼兰河的温馨，或者说表面的平静，
后半部分以小孩子的视角写残酷无情的现实，你不能从字里
行间看出来这些暗流涌动，整体读下来却是感到越来越沉重
的悲哀，细腻的笔法描写、人物轻飘飘的话语、不经意间显
露的愚昧未开化，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声幽远的叹息。

前半部分的温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庙会的时候，各家老小出
动，庙会上插上鸡毛的小玩意儿、小姑娘和小伙子不经意的
邂逅、回娘家的媳妇儿……太多太多，好像人生百态，人间
烟火，这一番美好的场景让人对呼兰河心生向往。

后半部分撕裂了这一切。首先是小团圆媳妇儿，也就是主人
公邻居家买来的童养媳，她来时活泼好动、勤劳能干，赢得
了很多人的好感，只是她的婆婆看不顺眼，认为她也太好动
了些，于是开始打她，不出三个月，小团圆媳妇儿病了，这
里让我感到第一个悲哀的点是，小团圆媳妇儿好像没有名字，
她好像生来就叫这个名字，好像生来就被卖了，生来就受磋
磨，离开贫穷的家，十岁九岁？就来到买她的人家里，她活
泼，她好动成为她的“婆婆”打她的理由，可明明是这个年
纪的天性。

后来小团圆媳妇儿被婆婆各种偏方治病，什么罪都挨过一遍，
最终来到这个家，来到这里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小团圆
媳妇儿死后，后山就流传了一个传说，说小团圆媳妇儿变成
一只大白兔，在桥边问路人能不能带她回家，如果说不，她
就会哭的不能自已，如果说好，她就会消失，这个传说最后
不了了之，就像小团圆媳妇儿一样泯灭在年复一年没有变化
的呼兰河城里。

最后一个故事，磨坊工也就是冯歪嘴子和脸庞像葵花一样的
王大姑娘的故事。磨坊工磨糕、磨豆子，磨各种吃的，一向



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他有天被人看到磨坊里有个女人，
还用白面口袋捂着一个小孩子，于是大家知道了磨坊工竟然
有了媳妇儿还生了孩子，一问才知道是同院老王家的大姐，
王大姑娘可能有点傻气，同院的人以前说王大姑娘各种好，
说她身材高大硬朗，手脚勤快，直到她跟了冯歪嘴子，院里
的开始暗地里说她的坏话。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王大姑娘再次生产中难产死去了，只留
下两个孩子和冯歪嘴子，在冯歪嘴子还算尽心的照顾下两个
孩子都活的好好的，只是我想没有娘的孩子x终究是苦的，何
况小的那个孩子好像有些想她母亲，傻气，我不由担心起来，
他活的到成年吗？那个温柔又冷酷的呼兰河城能容纳下这两
个生命吗？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大家发现王大姑娘后，合力
将他们赶出原来的磨坊，如果不是冯歪嘴子来哀求祖父租给
他们栖身之所，如果不是祖父的恻隐之心，那冯歪嘴子一家
可能就冻死在那个冬天了，后来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关注冯歪
嘴子，关注他的孩子x，好像这件事从没发生过。

小团圆媳妇儿和冯歪嘴子总让人想起呼兰河这座城，或者说
这里的人们是如此残酷，他们生在这里，死在这里也埋在这
里，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蒙昧无知不开化，他们幸福地麻木
着，知道死去，这就是呼兰河。

呼兰河传书读后感篇二

萧红那时只是一个孩子，有着短短的头发，总是在陌生和惊
恐的认识整个世界，小时候她经历了他人的死亡，和困惑，
她保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天真的以为世界的一切都是自己看到
的。如今小红在成人后，带着怀念和思念，来回忆这一切的，
翻开呼兰河传，眼前出现了那个二十世纪的那位孩子有关发
生的人和事，冯拐子，有二伯，备受折磨却依然乐观地团圆
媳妇，他们在呼兰河这个小地方备受苦难，却依然坚持快乐
的的仰望。



这本语言朴实的书，文字就像孩子稚嫩的童声，不加一丝一
毫修饰，就像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一样，平白的语言蕴含了
无数的场景，我好像坠入了长河，回到了萧红的童年。萧红
的家是荒凉的，但她也感到了人间的温暖，带给他快乐的是
她那七十多岁，已经年老身体却依然壮实的老小子祖父，祖
父带他种花，种白菜，还给它教诗，在她尚未播种的心田里
种下温暖和关怀。祖父是这样，但是她那同样年老的祖母和
和祖父的性格截然不同，他是典型的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祖
母总是对萧红恶言相对，当他和祖母玩的时候，祖母却狠心
的那纸砸他手指，所以童年的她对祖母毫不喜欢，当祖母去
世时，萧红也不是特别关心，也许长大后会对自己童年产生
后悔，但童年的小红显然没有这样做。

除了祖父和祖母外，有二伯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说他奇怪
吧，总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不奇怪的话，有二伯喜欢和大黄
狗说话，和天空的雀鸟说话，他挺喜欢萧红，却又不善于表
露，有二伯也喜欢偷东西，当被发现时，总央求他，可在生
活中有二伯对小红并不好，小红也对有二伯这个人迷惑不解，
长大的小红，对有二伯留下了怀念。

冯拐子是萧家大院租凭人家中的一户，他一拉磨字为生，当
自己的妻子去世时，他独自承担了抚养孩子的的任务，他每
天都是乐呵呵的，从来没有烦恼，至少在表面上。

最可怜的就是团员小媳妇，听他的婆婆说，小媳妇是从很远
的地方买过来的，花了几吊银子。初来到胡家，就一口气吃
了三碗饭，满园子的人都议论纷纷，可是小红却和小媳妇非
常合得来，从在他初来打水的时候，和他说上几句话。可是
渐渐地，小媳妇的脚上多出了几个又大又红的疤，这都是他
的婆婆用铁烙出来的，但他还是很乐观，小红长凑到小媳妇
一旁，和他小声的说话，他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萧红却在
大人们的口中听到了小媳妇病死的消息。原因是这样的，小
媳妇常常挨打，到了最后竟在半夜哭起来了，封建和迷信害
了她，又是拿开水烫又是抽贴，原本大大咧咧，快乐的小媳



妇就这样死了。小红很是悲伤。我猜，成年后的萧红写这本
书就是为了纪念她吧。

除了这几位，呼兰河传还有几个让人乐得发笑的地方，比如，
街上的大泥塘子，自古以来就没有然人好受过，每年发大水
的季节，行人都要和猴子学，在墙头荡来荡去，才能过，竹
马成天爹在泥塘里，都是路人把这些牲口救上去。呼兰河虽
是一个小地方，但他的乐趣却很多。

呼兰河传书读后感篇三

《呼兰河传》有一点非常吸引我，那就是文章的各个故事之
间是分开的、各成一体，这是我想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读下
去的原因，就像读故事书一样有趣，也许就是这种吸引力是
我开始了阅读。

第一个画面就反映了人们的无知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
六七尺深，人们和家畜无论是在晴天，还是在下雨天都会遭
受到灾难，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
鸭也常常死在这里边。我想大家第一个想法就一定是填坑吧，
但是他们的想法却五花八门，可笑又引人深思，比如说拆墙，
种树，却没有想到了最直接的方法！

暗淡灰色的社会的画面，平静的描述把我们带到了呼兰河一
个并不繁华的小城，呼兰河传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对当
时社会的讽刺，看完这本书我真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感到痛心
疾首，我仿佛看到了小团圆媳妇在热水中的挣扎，仿佛看到
了婆婆抽贴时的满脸心疼，又看到了云游真人拿着那些所谓
的驱妖道具在哪儿瞎摆弄。与其说团圆媳妇是被烫死的还不
如说是被封建迷信思想害死的。那个时候的社会完全都是灰
色的，那儿的人真的很善良，但为什么就抛不开那些封建的
思想那？也许在他们的思想里只有顺应天意吧，这难道不是
她们的悲哀吗？看这本书的开头我感觉十分轻松，全是一些
童年趣事而到后面却感觉有点沉重！在这里到处可见人们的



无知，他们只是因为活着而活着，为了死去而死去，一个又
一个画面，一个又一个悲剧发生，让我无法评价到底哪个该
同情，哪个该痛恨。

这本书也彻底反映了当时的地位的重要，从有二伯来说吧，
和书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有真名，但为什么要使用假名呢？
每当掌柜的叫他有二爷，有二伯，二掌柜他便喜笑颜开，这
是因为他觉得伯，爷这个字地位辈分高。而小孩子叫他小有
子他便开始追打他们，这说明他还是十分有自尊的。

其实他也十分值得同情，他的一系列上吊，跳井，最后还念
念不忘柴堆上的小洋蜡，在别人看来这纯粹是滑稽戏，但也
说明了他的无奈，这也许是为了表示他的存在把！还有就是
他十分平穷致使他的偷窃行为，这是一种可悲的方法，也说
明了他在我家的地位低下。他也十分勇敢，犹如他在晚上念
的一样：“毛子在街上跑来跑去，那大马蹄子跑得呱呱地响，
我正自己煮面条吃呢……”“杀又怎么样！不就是一条命
吗？”说明他的勇敢，还有一次他被祖父毒打一顿而他却跟
个没事人一样呢！

这本书不仅形象生动，还有大量的讽刺意义呢。

回忆童年不但使自己得到久违的快乐，也是众多的读者得到
快乐。

呼兰河传书读后感篇四

灵溪镇第一中学七年七班/李卓彬

呼兰河，一片长殇之地，一场漠然故梦。旧忆如窗，推开便
难使人合上。更何况萧红，但她以女子的细腻加上才女的灵
气，便糅合做了这一回思乡，但又沾染了些许讽笔。无可奈
何，她并不是那些愚钝的乡民，她是具有觉醒意识的。



冰封之所，雪花纷飞，她最先带给人的是活泼的生气与爽朗
的人民。我写文章喜欢运用细致烘托温情，要不就使严寒紧
逼大军。可萧红没有，她笔下的冬就是豪放，豪放一如这里
的居住者们。

开始是较欢快的语调，但很快反讽出来了。可能会让走马观
花的读者笑笑就过了，却会使细心之人重视起，并迅速掀起
了盖在沉重面孔上的小丑面具。

语调让人读者很顺溜，可是在这文字下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
呢！

比如跳大神。

神附在大神身上，大神就会站起乱跳，二神交给她圆鼓，便
一唱一和起双簧来。有时大神还可以拿鸡，得布，估计那时
大神可幸福呢，顶多算半个戏子，演一回，唱一回，跳一回，
就有钱啦。心情不好多闹一回，还得鸡呀，有布呀。说不定
那时有大神日日吃着鸡肉，喝着鸡汤，啃着鸡骨。衣也不愁
呀，红布染完了，做衣裳穿便好了呀。天天有人围观我演戏
哟，爽呀，估摸着我成了戏台子上名角那样人物啊！

可笑可悲的幸福日子，哈哈……

这种愚昧多得是，如天上明闪闪繁星，数不尽数不清哟！

但萧红忆起的，还有美好。念诗，烧鸭子、储藏室，都是美
妙的。但美妙是在当时哟，长大了之后回忆起来，她也变得
悲切切了。

可是书中，还不是哀伤到了极点，也有鲜明，也有快乐。

苦中乐，乐中苦。



这究竟是苦是乐啊？谁都不清，恐萧红更不清了。

但也只有萧红，带着殇去了他乡，遗忘。

（二）：苦多乐少的生活

龙港镇第五小学五年八班/陈凯琪

轻轻合上《呼兰河传》这本书，心久久不能平静……

《呼兰河传》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独特的，没有完
整的情节的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

小说以一位小女孩的回忆起笔，以"我"的思绪跳动和变化来
谋篇布局，以"我"的视觉来摄取众生相，借"我"的内心感受
来透视作者对生活，对事物的评价，写得格外真切，细腻，
自然。

呼兰河这座小城是荒凉的，寂寞的。萧红的童年也同样是寂
寞的，她19岁因实在不想结婚而漂泊在外。

《呼兰河传》这本书唯一让我感到温馨、快乐的，就是萧红
和她的祖父在一起的时光。祖父慈祥的面孔深深地印在了我
的脑海了，他和萧红一起在后园玩耍，一起念诗……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萧红和祖父的园子。

园子里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植物是自由的、动物是自由的、
人也是自由的。萧红在园子里很快乐，这可能是她一生中快
乐记忆最多的一个"天堂"吧！萧红在这儿可以忘记一切不高
兴的事。玩腻了，就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栽花，
她就栽花；祖父铲地，她就铲地。年幼的萧红竟然往往把韭
菜当做野草一起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祖父教她，
她又不仔细看，又玩其他的了，这一章是这本书最能感到温
暖的。



但最悲惨的，就是小团圆媳妇了。小团圆媳妇，这个只有十
二岁的乡村女孩是非常健康、快乐、开朗的。就是这么一个
开朗、纯朴、机灵的乡村女孩，却被身边的恶风旧习的周遭
加愚昧之人慢慢折磨而死。由拧大腿、刺手指到吊在大梁上
用皮鞭抽打，由用烧红的铁烙脚心到跳大神，由画花脸到吃
全毛的鸡……这些都还不够，还被滚烫的开水烫的撕心裂肺
叫喊……在这一连串的折磨下，小团圆媳妇终于死在了半夜。

正如矛盾所评价的，是"一篇叙文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
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书读后感篇五

假期我读起了《呼兰河传》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只觉得平
铺直叙地描绘作者家里的点点滴滴，甚至有些琐碎。而等我
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才愈发觉出它的特别之处。

看着作者小时候的身影，我仿佛回想到了小时候的我自己。
本书里的作者天真无邪，生活处处充满了童趣，让我认识了
一个纯真无邪的“小萧红”。本文的地点是呼兰河城，这是
一个封建城市，里面的人贪图名利，卑鄙无耻，整天过着平
淡的生活，显得枯燥乏味，缺乏有趣的色彩。跟随作者的脚
步，我也走进了这个封建落后的小城市，灰色的街道上人山
人海，到处张灯结彩，卖糖的人面带微笑，到处招揽顾客，
生怕自己的糖卖不出去。卖豆腐的似乎天生就深受大家的亲
睐，不费吹灰之力就卖了四五块，生意兴隆，一眨眼，一车
豆腐就被顾客一扫而空，卖豆腐的便喜滋滋地推着车扬长而
去。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了，这肯定是过节时候的情形。
平常，街道上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小孩你追我赶，在街
道上奔跑，其他地方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大门紧闭，像是
城里来了强盗似的，显得整个城十分凄凉，死气沉沉。

作者的祖父去后花园里浇花，作者也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
祖父拿出水壶，将花园里的花浇了个遍，而作者则依葫芦画



瓢，四处乱浇，玩累了，作者便瘫坐在草地上，漫不经心地
玩弄着狗尾巴草，东张西望，一看到了蜻蜓，便嚷嚷着去追，
追累了，便停下来休息一下，又去追野兔，体力像源泉一样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呼兰河城在作者眼中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小城，祖父的花园就
是她的娱乐场所之一，她每天在花园里嬉戏打闹，一玩就是
几个钟头，乐此不疲，作者花了很多笔墨来写这个令她十分
快乐的花园，从中我可以看出作者对外祖父深深的喜爱，也
反衬出她对祖父的思念之情，让我很受感动，仿佛身临那个
童话般的美丽花园。

作者用高超的写作技巧把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让我印象深
刻的莫过于小团圆媳妇了，她和萧红一样大，才十二岁，却
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小团圆媳妇身体十分瘦弱，她的婆婆脾
气火爆，三番五次地虐待她，导致性格开朗的她发生了三百
六十度的惊天变化，她开始变得茶饭不思，变得孤僻，家人
都说她是魔鬼。她的婆婆在她身上花了很多钱，比如跳大神，
就是几个汉子在台子上装神弄鬼，打鼓地打鼓，一个老巫师
手舞足蹈，嘴里念念有词，场面十分隆重，左邻右舍的的人
都来看热闹，觉得很新奇，巫师在台上像变魔术似的变来变
去，引得大家拍手叫好。但这些还是无济于事，小团圆媳妇
最后死了，真是令人感到万分惋惜。

读完《呼兰河传》，我不禁感叹时间的千变万化。它的脚步
飞快，带走了童年，在五彩斑斓的童年里，有苦也有乐，有
喜也有悲，酸甜苦辣我们都体验过了，而现在，我们应该正
视前方，怀着美好的憧憬，在接下来的大好时光中勇往直前，
不给自己的人生留遗憾，在自己的光辉岁月里一站到底！

呼兰河传书读后感篇六

寒假里，我读完《呼兰河传》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要属小
团圆媳妇的那一段了，那可真不是一段好的回忆。



小团圆媳妇常被她的婆婆打，因为小团圆媳妇只有十二岁可
却像十四岁那么高。等她把小团圆媳妇打病了，就花五十吊
钱给云游真人来医。后来可怜的小团圆媳妇被她折磨死了，
太不像个婆婆样了！

我觉得小团圆婆婆才真是愚昧无知。她太可恨了，把小团圆
媳妇折磨死了还认为婆婆打媳妇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不妥，
小团圆媳妇有这样一个婆婆真是不幸啊！

我看到过一个新闻。一名初一的女学生家里，只要她做错了
事，她的妈妈就会卡着她的'脖子解气。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也是拿她来出气，几乎每天女孩都是鼻青脸肿的。警方发现
时，女孩已经被打死了。于是警方给这位妈妈判了刑。

我很幸运，爸妈从没打过我。我想和各位父母说：“别总轻
易打孩子们，给他们一些认识错误的时间，这样家暴孩子太
可怜了。”我也替小团圆媳妇感到悲哀，希望全天下的家庭
都是幸福美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