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精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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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一

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都是正义派，可是决心是“不反
抗主义者”，觉民觉慧确实新势力派，敢为正义与旧势力反
抗。琴于觉民情投意合，可是却分别被父母许配给不同的人，
但他俩不妥协，最后成功了。

但觉新却是个反例。他和梅表姐情投意合，可却因为双方母
亲发生矛盾闹不愉快，所以双方被拆散了。多年以来，两人
仍忘不了对方，每晚都伤心流泪，撕心裂肺的痛。最后梅表
姐死了。

觉新懦弱到最后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这种男人太懦夫
了，应该拉去打靶。明明心里知道对与错，却口口声声说要
听从长辈尊重长辈的.，去甘心做一条服众的令人唾弃的狗。
但觉会就不同了，敢闯敢说，坚持正义，这种人活着才会有
意义啊。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二

其实并不十分喜欢《家》这部小说。虽然无论写作手法还是
情节设置都十分出色，但我并不喜欢它对于思想内容的表现
过于直白。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明显是那个时期三类最
具代表性的青年人物形象。觉新的“无抵抗主义”、“作揖
主义”是对封建势力反对却不反抗的懦弱表现。觉慧则显得
有些过于激进，觉民则摇摆不定、立场不明。



小说在很多方面映射封建社会对人的压迫。例如钱梅芬的死。
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封建社会迷信思想对人的思想的毒
害。例如瑞钰的'死。小说中的人物要么引人同情，要么引人
厌恶。鸣凤刚烈的性情和纯洁的爱情仿佛是有意地映射觉慧
的寡情。

或许因为同样身为女子，鸣凤的爱情无法换来觉慧同等地对
待让我由衷地愤慨。觉慧以事业、理想作为自己轻易摧毁一
个美好女子生命与爱情的借口。我发自内心地唾弃这种行径。
另一方面觉慧虽参与许多先进组织，如办报社等，或是坚持
不坐轿子，但骨子里仍是由封建残余。他虽然赞美鸣凤的爱
情，却不是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接受那份爱情。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三

家”本是一个温暖、和谐的词。可在主人公心中家不过是一
个监牢，他自己则是那其中的囚犯。他迫切的期望能冲出旧
家庭的囚困。于是在“新5·4”运动下，他和青年们抛下了
一切，开始了自我创造的新生活。在读《家》是我从一度的
认为那是一个悲剧。我为主人公觉慧，他的.家人、爱人感到
悲哀。他们身不由己，完全要听上一辈的指挥、安排，然后
再去指挥少一辈。长辈训他们他们只得唯唯诺诺的应着，生
怕一个不小心惹怒了长辈。最可怜的就是那些中年人，他们
只能打牌解闷，他们完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群名副
其实的傀儡。文中的大哥就是一个例子，他和爱人被拆散，
他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接过来了父亲给他的责任，他只能听
长辈的，只能当一个傀儡！

《家》作为激流三部曲中的首部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四

加查，汉盐，文成公主路过此地的时候曾在这里施盐。山南
地区南与印度、不丹相接，西是日喀则，西北是拉萨，东北



是林芝。

来加查做生意的一般都是甘肃人。原来冬虫夏草那么贵啊。

拉姆拉错胡是神户，可以看到前世今生和未来。从加查到拉
姆拉错胡要经过雅鲁藏布江的加查大桥，就是掉在上面的吊
桥。拉姆拉错，在这里大声喧哗，上面会下冰雹或者下雪，
清澈汉揽，平静，前程得凝望，现实楚未来的景象，寻找历
代转世神通必来观湖的地方，更加神秘。神湖被一层薄雾笼
罩，风马旗飞风吹得猎猎发响。身体的地狱，眼睛的天堂。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神湖传递着自己的`美好心愿，这一
幕延续了上千年，从未中断。

哲巴卓舞，是西藏卓舞的一种。只能是男孩表演，圆圈形式，
节奏慢，动作大，显得很豪放。

不喜欢周雪梅这个记者，没有我的谭文颖那么棒。身体又不
好，普通话显得很老土。为什么我觉得周雪梅很做作呢？？
谭文颖身体那么瘦弱能够在昌都，她连上个拉姆拉错都传奇，
而且觉得她说话很没有一个主持人的风范，当地的藏民说这
个泉水有种铁的腥味，她就很嫌弃得捂着嘴巴，然后问当地
藏民说这个会拉肚子吗。。。你就不应该这样子好吗。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五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刻了解了家的重要性。有的人有家却不懂
得珍惜，有的人没有家却盼望有家，家不就是一家三口快快
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吗？看了《家》这篇文章，我大概明白了
一些道理。家是爱的.居所，只有在那里才有最动人的真情。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六

当时巴金作此文，意在最封建主义的抨击和控诉。而今时的
我，又得到了新的`领悟：每个时期都会有一定的矛盾存在，



如果这种矛盾是祸及大家利益的，我们当努力克服；对于某
些权威，他们的思想、知识，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存在新的
想法，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即便是权威，我们也有可能向之
提出质疑；要有所追去求，做个有血有肉的青年。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七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
《秋》三部，内容是写了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
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真实地写
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用巴金老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
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
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高克明为代表的那
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从而压迫了青年人。

在《家》中，梅表姐的抑郁致死，瑞珏的悲惨命运，鸣凤的
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
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
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觉新、觉
民、觉慧兄弟三人的不同命运也是作品的一条主线，是始终
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 觉新，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
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
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但他无力挣扎，只
能伤心地痛哭，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
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原著
中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大多是通过觉慧，批判他的怯
弱、“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
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
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 觉
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
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
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
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
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
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
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
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
开的。但因为“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
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
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
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
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
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
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
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对觉新的
“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

鸣凤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说她死于封建礼教会让我觉得她的
没有任何的价值。巴金在回忆自己写下这些文字时，说过这
样一段话：“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
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
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
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我
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
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
牺牲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
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八

《家》一书是写在中国社会剧烈大变革时期一代青年走过的
历程。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性格，他
们出身在四世同堂，黑洞洞的大家族公馆中。因为性格的不
同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就完全不同。



觉慧应该是巴金老先生笔下具有一个代表性的新青年的一个
典型人物，他有着新思想，看到了社会的弊端，他反对旧礼
教。同时，他也很幼稚。但是，他敢于反抗，并且最终冲出
了那个封建礼教的大家庭的束缚，乘着不停东流的绿水走入
了他向往的新生活。巴金老先生笔下的《家》是当时社会的
一个缩影。而《家》的那些子弟们正代表了社会中形形色色
的人物。例如：高家中专横、衰老、腐朽的最高统治者高老
太爷。他代表的`正是政府机构中xx、贪婪的官员。社会中也
有像腐化堕落的败家子五老爷克定的青少年，他们整日沉迷
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他们由于承受不了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自
甘堕落。《家》这部作品从思想内容上，对摧残人的青春、
生命的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对那些
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受苦、挣扎最后作了牺牲品的人们寄予
了无限的同情，对那些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而奋斗的人们进行
了大力的歌颂。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九

我在20xx年2月第二遍赏析了中国文学巨擘巴金的代表作
《家》，体会到了在旧社会封建思想影响之下那些青年人为
了改变而做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当代人能幸福的生活，是
靠一辈又一辈的付出和拼搏得来的。

《家》主要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的的性格。高老太爷是旧势
力和封建思想的代表，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个家族奉行的是
服从主义，一切逆来顺受。

觉新、觉民、觉慧进学堂，接受了新的思想，在于觉新，对
理想的生活只是很向往，但行动上碍于高老太爷，所以他没
有实质性的改变，在于觉民，他曾经一味的逃避，对生活充
满了幻想，最终成功跨越出思维囹圄。只有觉慧，他去了上
海，去争取自己的生活。

文章通过对高家以及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族发生的故事，讲述



了旧的势力几欲破灭，只有不断的争取才能换来希望中的光
明。

巴金的《家》文字细腻，对人物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巴金写的虎读后感篇十

家，一个爱、温暖、避风港的象征，但在巴金笔下的这个旧
社会中的家却是恶魔、监狱、刽子手。

小说中，有很多情节让我感到悲愤，感到惋惜，感到痛心！
但我暗暗为自我庆幸，因为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人埋葬，
我应当感激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生命做了陪葬品后，一些
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个崭新的
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我们不会重蹈，这
是最大的幸运！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梅、琴、鸣凤、瑞钰都有不一样的性
格和结果。梅，因母亲的态度而与觉新擦肩而过，并早早地
做了寡妇，在与觉新重逢后，又因自我的感情不能抒发而抑
郁成病，吐血而死；琴，读了几年书，进取地与觉民反
抗“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婚姻，在觉新和觉慧的帮忙下
最终取得了胜利，真心地在一齐，过着幸福的生活；鸣凤，
好一个烈女子！为了自我纯洁的感情，不惜抛弃自我的生命
也不愿毁了自我，我真佩服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毅然选择
这种壮烈的方式反抗；瑞钰，一个善良贞静的人儿，任人摆
布，因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众人的排斥，被赶到城外的一间阴
暗潮湿的房里，而他的丈夫觉新太懦弱，导致了她在生下云
儿后离开人世，这使我憎恨迷信，憎恨懦弱。这些女性人物
表现出了在封建社会里有太多的人做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品。

三兄弟的性格大不相同。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
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
前他不敢背负不孝的罪名，他屈服了，理解了，忍受着别人



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对待，但
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失去了所爱的梅，失去了贤惠
的妻子，失去了无数个反抗的机会，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
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终，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
最终帮忙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的“家”；觉民拥有提
高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提高之间，然而，就是
这样，他凭自我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的帮忙，赢得了
琴——一个提高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觉慧，不但拥有提高
的思想，并且意志坚定，他带着一个单纯的信仰，不放弃，
向目标大步走去，要做自我的主人，不要有一丝遗憾，觉慧
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最终摆脱了这个家，然而，
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感情，牺牲了一个原本完
美的生命。高老爷的封建思想、整个社会制度、整个迷信夺
取了多少人年轻的生命！

“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我把幸福争过
来！”我会和巴金一样记住：青春是多么的可爱，我们正处
于完美的青春岁月中，我们充满了活力，我们的心里洋溢着
爱！那么就让它作为我鼓舞自我的源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