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小说读后感(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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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莫言小说读后感篇一

1.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
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
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2.俺对着那面水银玻璃镜子，悄悄地那么一瞅，里边是一个
水灵灵的风流美人。俺自己看了都爱，何况那些个男人。尽
管因为爹的事俺心中悲酸，但干爹说心中越是痛，脸上要越
是欢，不能把窝囊样子给人看。好吧好吧好吧好，看吧看吧
看吧看，今日老娘要和高密城里的女人们好好地赛一赛，什
么举人家的小姐，什么翰林府里的千金，比不上老娘一根脚
趾头。

3.我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其实，
舅舅的死活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还是我自己。我的热泪盈
眶，是因为我想不到白天的梦想很快地就变成了现实。我也
想做一个可以不动声色地砍下人头的人，他们冷酷的风度如
晶亮的冰块，在我的梦想中闪闪发光。

4.嗨，都说是人活一口气，还不如说人活一口食儿。肚子里
有食，要脸要貌;肚子里无食，没羞没臊。

5.他想起自己的恩师余姥姥的话：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
执行台前，眼睛里就不应该再有活人;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一



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

7.一群如痴如醉的观众，犹如汹涌的潮水，突破了监刑队的
密集防线，扑了上来。疯狂的人群吓跑了吃人肉的凶禽和猛
兽。他们要抢那只耳朵，也许是为了那只挂在耳垂上的金耳
环。师傅见势不好，风快地旋下失足妇女的另外一只耳朵，
用力地、夸张地甩到极远地方。疯狂的人群立刻分流。

莫言小说读后感篇二

那棵最小的白菜是和莫言他们有很深的感情的。莫言非常讨
厌那个老太太，我觉得莫言这种讨厌很正常，那个老太太不
凭良心说话，本来很好的白菜一下子就毁在她的手中，弄坏
了又还回来了——太不讲理了吧！

莫言的母亲其实也很舍不得那棵白菜，那棵白菜是他们及时
拯救、小心呵护才得以长成的。她表面对老太太很客气，但
肚子里面的那股火可想而知。可莫言也应该体谅母亲，并不
是她不讲信用，只是实在没有东西卖了，只能卖那三棵白菜
了。

而莫言用草棒在地上划算白菜价钱，是就地取村，还是当时
穷到连纸和笔都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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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读后感篇三

康有为和梁启超与光绪皇帝一起商讨“戊戌变法”时，袁世
凯正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人称袁大帅。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变法派们，就是想学习英国和日本，走
君主立宪的道路，放弃皇权，把权力交给内阁，内阁首相由
议会选举产生。



要走这条变法之路，慈禧太后是坚决不能允许的。所以光绪
皇帝和主张变法的康、梁同党只能发动宫廷政变，软禁慈禧
太后，实行变法。光绪皇帝手中没有武装力量，康、梁变法
派就想到了袁世凯。如果能让袁世凯合作，这次政变就能稳
操胜券。官场上的人，总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
变法派就和袁世凯取得了联系，起初，也得到了袁世凯的同
意。

后来，袁世凯想，如果变法成功，自己的功劳也不过是在康、
梁之间，能不能当上内阁首相，还要看选举情况，自己的前
途命运实在是个未知数。如果向慈禧太后告密，把变法派一
网打尽，自己就是天大的功劳，那自己将来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贵人物。因此，他下定决心，向慈禧太后告密。

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软禁了光绪皇帝，抓捕变法派，除康
有为和梁启超逃脱外，其余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都被抓
起来，未经审问，就推到菜市口砍了脑袋。

六君子的行刑刽子手就是赵甲。赵甲和刑部衙门的刘光第有
些个人私交，有一次刘光第和赵甲开玩笑说，有一天我要是
落到你的手里，可要给我痛快一点。没想到，竟然一语成真。
所以，赵甲在行刑时手法极其利落，连其他五个人也都跟着
沾了光，他们的脑后就像吹过一股凉风一样，人头就落地了。
赵甲觉得，那些人头落地后的刹那间，似乎还在想着一些什
么。这也许并非耸人听闻，在过去，有的西方学者就研究过
这个问题，人的脑袋被切掉以后，在短时间内有没有思维存
在?有一个学者就和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约定，如果他的脑
袋在断头台上被切掉以后，学者就去大声喊他的名字，如果
他能听到，就眨几下眼睛。通过实验，那个被切下来的脑袋
果然眨了几下眼睛。

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个重要历史转折点，从而决定了
中国的命运。



第一个历史转折点就是袁世凯出卖了“戊戌变法”，使本来
可以走上英国和日本一样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而变为不可
能。

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就是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没
有“西安事变”，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国。

袁世凯出卖了“戊戌变法”以后，果然红极一时，权倾朝野。
他被慈禧太后封为军机大臣、直隶总督。

这时候，有一个人要为“戊戌变法”六君子报仇，要刺杀袁
世凯。这个人叫钱雄飞，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是
以前由康有为介绍给袁世凯的。此人英俊神勇，是一个神枪
手，深得袁世凯喜欢。袁世凯把德国人送给他的两只金色手
枪送给钱雄飞，并且让他当了自己的骑兵卫队长。

当钱雄飞对袁世凯行刺时，两只手枪都没有打响，原来早就
被人偷换成哑弹，而使行刺失败，可见袁世凯老奸巨猾。

钱雄飞因刺杀朝廷大员而被判处了“凌迟处死”，行刑地点
就在天津小站袁世凯的军营里。行刑操刀者就是北京刑部的
首席刽子手赵甲。

莫言小说读后感篇四

莫言，因诺贝尔文学奖而被国人所周知，引起了一股”莫言
潮”，而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的《檀香刑》给我带来深
深的震撼。

这本书，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
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
背景，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
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尽心动
魄的爱情。



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确实这书中描绘的两种清代的刑罚，
凌迟和檀香刑。这两种刑罚在如今看来是多么的残忍，令人
不寒而栗。但是刽子手却更让人感到恐惧和蔑视。他们在每
一次行刑之前，他们的脸上便涂满鸡血，以热热的鸡血涂在
脸上，而蒙蔽自己的肮脏罪恶的内心。如此，残忍令人发指
的行为，并且屠杀自己的同类，怎么肯尼个毫无恐惧，他们
就以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祭奠自己的内心超度自己的灵魂，这
真是可笑之极。

这样的仪式就能弥补自己的最爱，祈求上天的宽恕吗?不，也
许，他们连一点的羞耻、恕罪的心都没有，这样的做法只是
一种仪式罢了。这样的人丧事了做人最基本的良心，令人痛
恨，蔑视。然而我们更应该看清那时的黑暗社会，腐朽的清
朝政府内对外勾结，甘愿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对内却镇压人
民，竟然还想出了这么残忍的刑罚，如此地对待自己的同胞
让人失望至极。

再看看那时的社会环境，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相互攀附，
相互勾结却不段

提防着，人人自危，那是怎样的清净。我不想去想象，也不
敢去想象，更不愿去想象，不去回味那段不堪的历史。也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出现了一批批热血男儿反抗这
儿不公不平的世道，为了这样的理想，他们一次次地拼搏，
滴血、流汗，但绝不流泪。成功的道路上，倒下了一个又一
个热血男儿，但在不久后又再次出现了向成功终点跑向的革
命青年，这也是令人欣慰的。

莫言小说读后感篇五

其实第一次读这本书，是莫言得诺贝尔奖前夕。

那时候《白鹿原》电影正火热，激情的床戏海报，吸引了很
多眼球。谁料评论都说不如小说写得好看。联系到山楂树之



恋的失败移植，我觉得有必要看看《白鹿原》小说。

不读不要紧，一读就彻底上瘾。开头一句话就扣人心弦，层
层相扣，结合国共两党的故事，写得非常引人入胜。

那时候对茅盾奖有了全新的认识，看来这帮评委不是吃白饭
的，好歹能慧眼识珠。于是遍历了所有的茅盾奖，一个个下
载下来看。

怀着白鹿原的期待，结果对很多小说开头很失望。尤其以蛙
难读，前两页几乎有数十人登场，看得头昏眼花。于是作罢。

偏偏这人，又得了诺贝尔奖。我擦，我的品味总不见得无法
品味出诺贝尔奖吧。于是又翻出来看。

这次慢慢的发现，这小说跟lost一样，一上来n多人看似无趣，
其实是铺垫，围绕他姑姑讲了很多60年代的事情，红卫兵的
故事，饥荒的事情，计划生育。

其实很多年轻人对一些政策很愤青，往往纸上谈兵。可是用
小说，人性的眼光去审视过去的现象，才知道这些政策真正
达到了什么效果，什么反作用。

小说也很残忍，把他老婆活灵活现的形象描述好，然后把她
弄死。

这是不是事实不要紧，但是只要是偶然的，就必然会发生。
这让人深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务必要思考尽可能的全面。

虽然现在是新时代，老陈旧的思想依然很有市场。我们要时
刻铭记，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法治国家的大趋势不会变。
就像故事里，姑姑拼死咬牙要为党牺牲一样，她只是过去式，
她只是拿着党的大旗去干非法的事儿。



所以，任何都不要超越法律，人不能指挥一切，人人都要遵
守法律制度下行事。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挺满意党的觉悟的，现在的社会虽然很
乱，经济不好，可是一直都在往正确的方向进步。愿咱们国
家越来越开放、包容、自由、民主，也愿咱们将来有生之年
能亲手推动国家往这个方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