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说的读后感 莫泊桑小说的读后感
(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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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说的读后感篇一

1850年，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小贵族家庭。

据说他的父亲生性放荡，最终导致家庭败落。

莫泊桑幼年时，父母便已分居。

小莫泊桑跟随母亲迁到诺曼底乡下生活，在农村度过了自己
的童年。

十三岁时，莫泊桑进入一所教会学校。

天性自由、缺乏父教的莫泊桑，非常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1868年，他故意以一首诗挑衅学校，遭到开除。

同年，他进入鲁昂中学，并从那里毕业。

中学毕业后，莫泊桑赴巴黎攻读法律专业。

一年后，普法战争爆发，他随即应征入伍，投笔从戎，成为
一名法兰西士兵。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他转业留在巴黎，成为海军部的一



名职员。

不久，他重新注册继续学业，直到成为一名律师。

1878年，在父亲帮助下，他转到巴黎国民教育部工作。

这一年，莫泊桑已二十八岁，整个青年时光都是在普法战争
士兵和巴黎工薪阶层小职员的生涯里度过。

时有惊心动魄，却又平凡普通，就像许多默默无闻的法国青
年一样。

简略回顾莫泊桑的前半生，会觉得他这二十几年，夹裹在家
族、国家和时代的潮流里，平平淡淡、不足为奇。

但如果我们熟悉莫泊桑的小说，就会知道，这二十八年的生
活，正是他日后不尽才思、几百篇作品的灵感源泉。

他自幼受母亲熏陶，喜欢诗歌文学。

早在中学阶段，他便与诗人布耶通信，向他请教诗歌写作。

到巴黎后，母亲将他引见给了自己的朋友—福楼拜，这位当
时已声名赫赫的法国文豪。

福楼拜很欣赏莫泊桑，不仅在写作上给予他指导，还将他带
入了巴黎文学圈。

一个外省文学青年作者，就此结识了包括屠格涅夫、左拉在
内的一代文学家。

他写了一些并不出色的诗歌、戏剧、小说，虚心请教福楼拜
等人，而他们，也以无私的态度，接纳和引导着这位年轻人。

灵感之源本已具备，写作技法日渐成熟，天才展露的时机终



于到来。

1880年，以左拉为首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结集了一部描写
普法战争的小说集《梅塘之夜》，其中收录了莫泊桑的小说
《羊脂球》—一位爱国妓的生动形象，击中了尚处在战争创
伤中的法国人，莫泊桑以此名闻。

此后，他找到了自己灵感的闸门，掌握了才思的密钥，许多
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汩汩而来。

他成为巴黎报纸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

名声和财富，也随着一篇篇小说，向他涌来。

天才也是世中人，我们为莫泊桑的小说所感动，毫不怀疑地
相信，他是一个多么纯粹的作家，唯有纯粹和心无搅扰，他
才能对他笔下的人物精准刻画，入木三分。

然而，毕生的经历、性情的缺憾，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
的生活。

成名的负面影响，也如洪水猛兽。

他享受着书写小说而带来的名闻利养，任由物欲享乐侵蚀着
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他融入上流社会，成为有钱阶级，购买别墅和游艇，花天酒
地，追逐女人，成为巴黎文学圈里的风流名作家。

1876年，莫泊桑开始陷入心绞痛和偏头痛中，后来更出现了
精神分裂的症状，随着病情恶化，他的写作也日渐颓废。

从前那个冷静、不动声色就可以打动人的作家，正在生命的
尾声里备受折磨、苦苦挣扎。



因为疾病和情绪的困扰，他曾经四处漫游，无所安处，又企
图自杀。

他时而清醒，时而犯病，直到被送入巴黎的私人精神病院，
并在那里不幸去世。

时间是1893年，他将满四十三岁，成名不过十三年。

因为那些我们熟悉的小说，莫泊桑身陨名不灭，他被称为法
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在世界上和契诃夫、欧·亨利齐名。

多年来，人们曾说莫泊桑在揭露、在讽刺、在痛恨，在无情
地鞭笞那些小说里看起来坏事做尽的人物，但是莫泊桑自己
不这样看(参看莫泊桑《论小说》)。

莫泊桑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家，也不承认自
己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也不太像浪漫主义作家。

去掉这些“主义”，他只是一个笔触自然、现实、浪漫的作
家。

或者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写真”的作家。

他写生活的真、生命的真、战争的真、人性的真、灵魂的真。

他将自己隐藏在小说之后，真实冷静地描写、刻画着人物的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他写他们的好，也写他们的坏，他不曾跳出来赞美，也不曾
忍不住批判，他只是如实呈现。

这种真实无为的状态，抛却了情绪干扰，只是作家在展现、
并且观照着那些他熟悉的生命、生活。

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悲悯情怀，超越爱憎。



在他最精彩的小说里，莫泊桑都真诚而不做作地对待每一个
人物。

阅读莫泊桑，认识一些19世纪法国社会里各形各色的人物。

我们能从文字里看到这些人的优点与缺点，体会他们的可怜、
可笑或可敬。

其鲜活生动，甚至比我们现实生活的人物来得更令人触动。

我们都知晓在生活中应真诚无私与人相处，那么我们该如何
对待生活里的人，就应该如何对待小说中的人。

反之，省观我们是如何看待小说里的人，就会明白，我们本
应如何对待生活中的处境。

如此，我们的阅读于个人成长才有真实的意义。

文学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写照，这里从来没有完美
的人物。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真诚地、毫无偏见地看待不完美的作家
莫泊桑。

他用他纯粹的笔，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自己的面目—他是人性
模样的记录者。

所以，他伟大不朽。

小说的读后感篇二

想象之都

――《5月35日》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书如一位老师，使我们
向着正确的方向，勇往直前。书像一个世界，每翻开新的一
页，它便在你脑海中浮想联翩。书像开矿一般，沙里淘金，
又似良药，善读医愚，又似阳光，无比温暖。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书籍，喜好的类型。书在人们生活中
是不可缺少的，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在等待着人们的欣赏，
当然，我也有我的喜好，它是一本充满十足想象力的书，叫做
《5月35日》。

一听到题目，有些人就开始发笑了，5月哪里有35啊！是的，
是没有，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它的题目会让你眼前一亮，
来吸引你那一双仿佛有磁力的眼睛，让你脑海里充满一个幻
想的世界，会让读者思绪连篇，想要十分渴望的去读书，如
饥似渴的吞噬着这本书籍。而不像有些书籍，长篇大论，死
死板板，让读者眼花缭乱，囫囵吞枣的去读书。因此我推荐
《5月35日》这本书，它富有娱乐，与童快感。

《5月35日》是由德国，埃里希-凯斯特纳所写的，译者则是
刘冬瑜。《5月35日》的大概提要，由我来讲述：在5月35日
的一天，是个非常普通的星期四，可是主人公康德拉与他的
叔叔林格尔胡特却碰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他们在家里
先遇到了一匹要糖的黑马，在黑马的带领下，他们从一个柜
子里出发，踏上了去南太平洋的路，他们在路上经过了人人
都是大胖子的懒人国；走过住着趾高气昂的'大将军古堡；有
经历过大人上学，小孩上班的颠倒世界；有历经过一切都是
全自动的自动城，遇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最后终于到了
南太平洋这一事件。

听了这本书的大概内容，是不是特别想走进它的世界，回忆
起自动城；懒人国；趾高堡。甚至还有糖果城；音符世界，
千千万万，应有尽有。在我们世界没有的，它却有了。我们
所想不到的，作者却想到了。书是灵活的，笔也是灵活的，
它们可以记下与众不同的事物的千千万万，书是知识，值得



去看！

《5月35日》它虽然是一个想象故事，与人正常生活没什么关
系，但是别忘了，他可是超有想象力的书，能让人思维活跃，
写作流畅，让读者浮想联翩，趣意丰富。

《5月35日》是一本能够开发个人思维想象的书，在这本书里
能得到许多有益的知识，能在书的海洋中，寻找乐趣，找到
书的奥秘。这本书是值得我们收藏、观看的《5月35日》是我
推荐之书，希望大家多多去看，观察它的所有乐趣吧！

想象之都――称号――为它所有――《5月35日》。

七年一班学生――姜宇翔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写

小说的读后感篇三

它是一支湘西山村生活的牧歌，它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
赞歌，它是一首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无韵之诗，绘就的无彩之
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氛围，更没有波澜
曲折的情节，给我们的只有真实环境中的真实的人物，这就
是边城。翠翠，一个一直生活在一种梦幻中，只能在梦中品
尝到爱的甘露的一个女孩，她只能凄凉地守候，孤独地等待。
从翠翠身上，我看到了苗族青春少女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与追求。

祖父，一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他称得上是苗族古
老历史的象征。在他的身上，同样流淌着炽烈的爱，也存在
着难以排遣的矛盾与孤寂。他对翠翠的爱寄托着对不幸的女
儿的哀思，他的后半生是为翠翠而活，他的惟一的生活目标
就是要使翠翠快乐。



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孙女儿内心的情感躁动，他只能用一些不
切实际的空洞的话语来安慰孙女儿：“不许哭，做一个大人，
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不许哭泣。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
活到这块土地上。”直到最后他还是带着满心的不舍与无奈
离开了她的孙女，那种无尽的忧虑与担心，还有那汹涌的爱，
都随着那一夜的大雨哗啦啦的下着，下在了那小孙女的心里，
会永远的甜着的吧!

天宝，一个爱翠翠，但无法让翠翠同样爱上自己的老实男孩，
当得知弟弟也爱着翠翠，便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退出了角逐，
浓重的手足之情，失败的落寞在那一刻主宰了他。他对老船
夫的冷冷的神情和生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
的矛盾和痛苦。为了爱，他孤独地外出闯滩;又为着爱，孤独
地客死他乡。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

小说的读后感篇四

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能
力——《态度胜于能力》。无论我们在任何岗位，都不能轻
视自己的工作，而要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来担负起工作的责任。
能力，永远由态度来承载，虽然有时我们只是在一个平凡的
工作岗位，但是表现出的积极工作态度，却能成就一个最不
平凡的未来。

二、联系实际

常常听到有人说："你是老师啊!不错呀!一天就那么几节课，
动动嘴就行了，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一年还有寒暑假…"。
每次听到这些，我只是一笑了之，我明白，只有从事了教师
工作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份工作的辛苦。"老师吃得是良心
饭!"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教师精神的实质。是啊!在这个平
凡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英雄，但我们更需要千千万万，实实
在在，脚踏实地于平凡岗位的有责任心的人。



教师，固然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艰辛，但也同样有着别人无
法体会到的幸福!当毕业多年的学生还会时不时的打电话问候
你，那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衡量的，这是教师所特有的
一种幸福。当一些暂时落后的学生渐渐的找到目标，改变人
生方向的时候，这是一种比发工资更加让人愉悦的心情。所
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真心付出的回报，是教师责任心的最好
体现。

三、反思与重构

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也常常会用我的经验去处理一些问题。
咋看之下，问题是解决了，但对自身来说，往往没有得到提
高。我们经常教导学生，不要拿过去的成绩来掩盖现在，做
事不能想当然，说实在，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教师是一项特殊
的职业，每一届、每一个的学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
挑战，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就是一个真理：世上有很多东
西，给予他人时，往往是越分越少，唯有一样东西却是越分
越多。那就是爱!教师的爱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付出时，
我们没有想到工资，没有想到回报，这就是一种责任的驱使。

要成为一个好教师，就要当好四种人。一是"兴趣人"，要对
教育工作真正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热爱之情;二是"智慧
人"，要对所教学科的钻研及在此基础上对相邻学科知识点之
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把握。毕竟，只有智慧才能唤醒智慧;三
是"有心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影响学生。
有心才能用心，用心才能动情，情动然后行动;四是"榜样人"，
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为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榜样。

小说的读后感篇五

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想必都有自己的看法，
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剑梅女士。刘剑梅教授长期从事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其著《狂欢的女神》《革命与情爱》《彷



徨的娜拉》，都是相关主题方面值得研读的作品。不过，以
现代文学研究著称的刘剑梅教授其实是在美国接受的学术训
练，因此有深厚的西学功底。鉴于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的
影响力，参考她这样的学者的观点显然不无裨益。

在《小说的越界》中，刘剑梅教授分享了自己阅读西方作家
作品的心得，包括但不限于博尔赫斯、波拉尼奥、布鲁
诺·舒尔茨、卡夫卡、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玛丽莲·罗宾
逊等人。在其有学术水准但摆脱了学院式晦涩的文章中，她
不仅精湛地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文学师承，
而且点明了其在小说文体创新上的贡献。此外，她还就小说
的边界与定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举例来说，在《家的忧伤——女性的写作》一文中，她将玛
丽莲·罗宾逊的《管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
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进行了主题相关性对读，从空间诗学
的角度对女性与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家如何构成了对女性
的束缚与压迫，女性又如何逃离。类似地，在《灵动婉转的
散文体小说》一文中，她对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小说中的时
间书写、文体并置、、女性话语予以分析，指出它们如何相
辅相成将小说的内涵不断深化。

她认为，“因为‘变形’具有无穷的多元性的象征意味和叙
述张力”，所以，即便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充满创意和想象
力的文学表现形式”。而在《文学如何面对暴力》一文中，
她对不遗余力地书写并批判暴力的波拉尼奥的推崇，不仅表
现出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体现出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

在刘剑梅教授那里，小说或文学或艺术可以被定义为梦，一
如博尔赫斯的观点，而梦很显然“跟艺术家的心灵创作过程
紧紧相连”，拥有各种可能性、情绪和状态。至于小说的边
界，与其说是某个有形的约束，不如说是没有边界。就像乔
治·斯坦纳，刘剑梅教授也认可一种叫作“毕达哥拉斯文
体”的样式，即综合各种形式，突破人为框架，追求小说形



式上的自由，放飞想象力的翅膀。

小说的读后感篇六

荞麦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可能因为同为80后，也有相似的经历，荞麦对于都市生活的
洞察及女性主义共情总能引起我诸多感触。非常推荐大家关
注荞麦的微博，才华横溢且有趣，这在写作者中十分难得。

《普通婚姻》是去年底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读来有些心惊，
它撕破了某些看似安稳的婚姻上那层心照不宣的面纱，大部
分人得过且过，而理想主义者却注定会出走，尤其是有着自
我意识的独立女性。

从大学毕业到开始工作，80后尤其是85前的人经历了社会快
速转型的时期，即使起点相似，但有人站在了风口一飞冲天，
有人却被时代抛下，成为了面目模糊的中年人。

其实，抛开关于婚姻的探讨，荞麦本人的这句话我觉得才是
本书真正的主题——

“一个女性，只要不停下来，或许就能越走越远。”

小说的读后感篇七

这两年虽然看书写评，却一直在舒适圈里择书，一直想尝试
跳出却发现自己欠缺太多，尤其是看别人的文字以后。直至
遇见了刘剑梅教授的这本《小说的越界》。这是一本文学评
论集，但是我更喜欢作者的说法“补课笔记”，因为听起来
会让读者更能感到亲切，也不至于抬高心里的期许去阅读，
放平了自己的心态反而能发现惊喜。

作为女性评论家，刘剑梅教授一开始就选择了充满女性



的“家”这个主题作为本书的切入口，家我们都熟悉，但是
当家里的人跳出了家这个框架而越界了的时候，家又不一样
了。有句话说得好能伤到你的往往都是你最亲的人。在“家
的忧伤”这个标题下，作者挑选了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
《管家》、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以及韩
国女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这三部女性关于家的作品。
这三部作品风格不一，叙述手段不同，但是却都构建了女性
为了追求自由生命的空间而逾越传统家庭的界限相同行为，
而书名中越界这个词一路见证了主人公女性的不同表达方式
和行为。

《管家》里西尔维和茹丝的越界是选择自由流浪，这是一种
精神层面的东西，尤其是当她们烧毁房子，彻底流浪的时候，
等于是跳出了传统家庭观念里对“母爱”“家”这两个词的
固有框架，在向世人宣布母爱和家可以是西尔维母亲那样的
传统家庭模式，也可以是她和茹丝这样的追求突破自身的限
制，舍弃一切踏上以往只有男子才选择的流浪旅程，开始她
们新的家。

同样是描写违背伦理人常，逃离男性主义社会的掌控的小说，
《微物之神》的女主越界了“爱的律法”，爱上了贱民男子
维鲁沙，传递和留下的是各种气味，有象征个体的创伤性记
忆的微风中即将凋谢的玫瑰的味道，也有代表集体式的种族
的气味，更有代表贱民身上的味道那种被社会规定和想象的
味道。

而《素食物主义者》的韩江则选择用隐喻的方式，采用了吃
肉和树这两个词来隐喻女主英惠向往自由想逃离男性社会掌
控的一个思想和心理变化。你会发现就算国度不同，男性专
制的是一样的。我们总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在两部作品里
体现的很充分，母亲，姐姐，姑姑甚至其他女性虽然受着挨
打，虽然事业有成却依旧遵守着男尊女卑的观念，只要有人
试图打破她们就会出手阻扰，指责这个破坏者。借用作者的
话她们是这个男性专制社会的维系者，这些女性形成了一个



共犯圈。所以当阿慕违背了以后，她的姑妈选择处理掉阿慕
爱的贱民，所以当英惠选择吃素的时候，母亲姐姐都指责她
的行为，帮着父亲强制她吃肉。不同的是，英惠的姐姐突然
有了顿悟，开始觉醒了。

是韩江为女性话语找到的一个富有深意的隐喻，也是英惠最
后反抗男权压迫、甚至逃离“吃肉”的男权社会的唯一方式。
阅读本书的时候，一边阅读一边佩服，感叹这本好书的出现，
借用刘剑梅教授对于洛伊的《微物之神》的评价：洛伊的
《微物之神》最吸引人之处，是她的叙述语言的那种精确和
尖锐的女性感觉。在看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何描述我心
里，但是刘剑梅教授却早已将我要说的写出，书中她对作品
的解析精确，来自女性感觉的尖锐，更是精确精准。刘剑梅
教授在书不仅引用原文，解说隐喻，更是借用国内外的相似
作品来做比较。

这本书值得一次次的阅读，去理解书中的那些隐喻，给自己
时间投身其中在书海的这个水里进行属于我的女性水上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