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巴金读后感(通用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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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巴金读后感篇一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叫《巴金》的书是巴金写的短篇小说，
很好看，都很令我我感动，我最喜欢的.是《长生塔》。

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很伟大的
皇帝，他有很多的大臣和妃子，他一直过着很快乐的生活。

皇帝也避免不了衰老。不长时间，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觉
得自己老了。就命令各位大臣，给他找长生秘方。

他们找遍了各个地方，都没有踪影。有一个老臣说：“有一
个叫长生塔的建筑，站在上面就可以长生，但是这座塔已经
倒了。”但是皇帝并不生气，他下令让全国的百姓都来建这
个长生塔。

长生塔就像长城一样，为了建塔，死了很多人，最后终于建
成了。皇帝一上去，塔就倒下了，皇帝也被埋在下面了。

我认为这个皇帝真是个恶毒的人，死了很多的人呐！反正他
害死了百姓，自己也得死，世界上没有不老药。

家巴金读后感篇二

在大二的'时候，看过《家》，以作者的自身经历为原型讲述
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的种种矛盾，呈现了拥有民主思想的



青年主人公高觉慧与封建家长的专制统治相抗争，最终离家
出走，争取到独立自由的故事。在《家》中，觉慧与聪敏伶
俐的丫环鸣凤相恋，但是觉慧的爷爷封建大家庭的权威却要
将鸣凤许配给一个封建专制旧学的殉道老儒做小妾，鸣凤以
沉湖自尽来同命运抗争，觉慧也因此受到重大打击，经历了
之前的种种家庭矛盾，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而觉醒，看透
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毅然抗拒婚约，离家出走，去
追求自我的独立与社会的民主自由。

《春》是续集，觉慧到了更加开放的上海，而家庭中的兄弟
姐妹们与封建家长们的矛盾斗争仍在继续。封建旧学的i卫者
高克明、冯乐山等熟悉旧学、坐井观天，将封建吃人礼教视
为圣经，对家庭成员实行残酷无情的专制统治，对妻女无理
管制，重男轻女，表面上谦和爱人，实际上对至亲骨肉都薄
情寡义，甚至送入火坑；对男丁教以顺从虚伪的礼教，实际
上培养出要么懦弱卑怯者如枚少爷，要么教化出如孔教会会
长冯乐山那样的披着仁德的外衣，却干着养戏子、取小妾、
坑人钱财、欺负孤寡的丑恶勾当。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往往呈现畸形的不良性格特点，冯乐山、
高克明表面上谦和仁德，实际上虚伪、自私，表面上威严持
重深刻，实际上轻薄浅陋，在这种封建吃人势力的压迫下，
造就出懦弱、顺从的一类服从者，如软弱悲观的觉新、如苍
白羸弱的枚少爷、如香消玉殒的蕙（嫁给旧学才子郑国光为
妻）和备受压迫的婉儿（嫁给冯乐山当小妾）、如顺从退避
的王氏（克明之妻）、周氏等女眷们，封建专制思想就像传
染病，淫威与卑怯都是它的症状，这一对症状也是相生相伴
的。所以服从者中也有如克安、克定之妻、冯乐山之子等一
类的顽劣暴徒，压迫者中也有如克明、蕙的父亲等对封建文
化权威的唯唯诺诺。

小说中呈现了这几类矛盾，青年人对婚恋自由的追求与父母
的利益联姻之间的矛盾，如鸣凤跳湖自尽、觉民抗婚约、淑
英离家抗婚约；有青年人对人身自由、新知识文化的渴求与



封建家长i卫落后保守礼教之间的矛盾，如觉慧离家加入进步
团体、觉民抵制克明的教训、众兄妹随琴和觉民游公园、淑
英学英语看进步书刊戏剧直至离家等；有先进科技与落后思
想之间的矛盾，如因忌讳男女关系而耽误蕙的西医膀胱炎手
术、因忌讳西医而导致丧命等。还有觉醒的青年人的价值观
念与封建制度消极价值观念的矛盾，如觉慧对仆人的平等对
待与尊重、淑英淑华觉民等对父辈贬低女子、薄情寡义、道
貌岸然下的丑陋勾当的排斥和批判、以及对封建家长们固步
自封、夜郎自大、控制人压迫人的腐朽权威的蔑视和反抗。

好在我们看到了希望，觉慧、淑英、觉民的抗婚成功是对蕙、
婉儿的悲剧的有力反抗打击，觉慧、觉民、均社新青年们的
蓬勃朝气与善良正义是对枚少爷、觉群的萎靡、暴戾悲剧的
最好反击，而在这些敢于向命运反击的新青年的未来里，一
定会实现更多更大的健康与自由、更美更幸福的生活。

最后，还想说一说觉新这一人物，在之前，觉新是两面的，
他对封建思想的顺从是导致他婚恋不幸的原因，是他人生悲
观低沉基调的原因，心爱之人的梅的离散，妻子瑞珏因长辈
的迷信而致分娩丧命，心爱的蕙的凋零，这些悲剧的主要原
因是客观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主观上来说，也是导致他退缩
避让、迁就顺从的内因，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内因，而
他在民主思想与封建思想中间徘徊，新生分化缓慢，但是现
实的悲剧却是无情地接踵而至，这也使他在加重伤痛情绪的
同时开始认识到封建专制的腐朽，并开始对其绝望，开始与
之抗争。觉新的新思想使他成为新与旧的交叉地带，成为联
通旧与新的桥梁，这桥梁是历史绕不开的，也象征着每一个
人、社会的蜕变过程，然而，这个桥梁是痛苦的，站在希望
的门口用新生的快乐的情感承受着失望的伤痛，这个桥梁也
是麻木的，站在丑恶的门口漠视着希望的挣扎。我们只希望，
这个桥梁是短的，这个蜕变的过程是迅速而鲜明快乐的。



家巴金读后感篇三

巴金在一九三七年曾在他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
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他做到了。在这封
建大家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他赤裸裸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国
民的麻木愚昧和社会的吃人本性真实一面。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觉新，无疑是全书最“华丽”的悲剧。他
是处于时代转折点的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牺牲品，他是新思
想和守旧势力之间抗衡的矛盾产物，他以自己无数次的无奈
悔恨委屈求全演绎了自己彻头彻尾令人声泪俱下的悲剧人生，
也注定成为旧时代千万陪葬中之一。他欠梅的，欠瑞珏的，
欠给海儿和刚出生就永失母爱的新生儿的，该拿什么偿还?可
怜的人啊。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公明的审判即将开始，阳光
刺穿阴99zuowen霾，撕裂开一条口子，他分明地看见了，那
些腐朽不堪处处散发糜烂气息的旧事物迅疾化成一股汹涌的
激流席卷而来，他退缩了屈服了，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接受
了，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带走了梅和瑞珏。如果当初他勇敢
些争取和梅的幸福或许一切都会迥乎不同。

觉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纵览全书，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最
后的不同境遇，正是由他们不同的个性决定的。作者不就在
借此表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愤恨，“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的死刑”，以及为青年一代呼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牺牲
者喊冤，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还
有多少鸣凤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波澜不惊的湖水，含泪纵身
了结了短暂而辛酸的一生，萧瑟了月夜;还有多少梅用忧郁的
眼光望着觉新渐行渐远的背影，苦叹“往事依稀浑似梦，都
随风雨到心头”;还有多少瑞珏屈于郊外潮湿的小瓦房，躺在
床上嘶声力竭地发出凄厉的喊叫，临死也无缘见丈夫孩子。
还有多少生命可以浪费，还有多少血肉被肆意践踏。人果真
能够如此绝情，鸣凤的抽泣，梅的落泪，瑞珏的恸喊，尽湮
没于千百年来的忠孝礼义。她们的眼前“是一条很长很长的
路，上面躺满了年轻女子的尸体”，“这条路是几千年前就



修好了的.，地上浸饱了那些女子的血泪，她们被人拿镣铐锁
住，赶上这条路来，让她们跪在那里，用她们的血泪灌溉土
地，让野兽们撕裂、吞食她们的身体。”这里面不知道埋葬
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但是终于出现了一个“旧礼教的
叛徒”，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他寄托了我们的希望，带
给我们一点新鲜空气，尤其是在自己房间门口义正词严义愤
填膺地痛批要来他房间捉鬼闹事的陈姨太克明一群人，令人
眼前一亮并为之热血沸腾。那个时代正是需要这种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精神，更何况还是一只风雨飘摇中自位难保的纸老
虎。觉慧，他终于冲破了黑暗，踏上了光明，他在身先士卒
地宣告“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
把幸福争取过来。”

如今再通过此书穿越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不由地为觉慧倩如
存仁喝彩，他们奏响了旧制度的葬歌，奏起了那一整代进步
青年所梦想着的新社会的催生曲，他们向旧礼教灭绝人性的
罪恶，令人齿寒的污秽发起了强有力的控诉。“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他们是勇敢的新生代!

家巴金读后感篇四

最近有幸读到了作家巴金先生所著：《激流三部曲》中的第
一部《家》,这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发表的作品，充分的
体现出十九世纪中国旧式家庭的生活情境，那时的家庭处于
封建及半封建时期，社会上各种启蒙思想及新事物层出不穷，
自然会与旧的封建生活发生最本质的冲突。

主人公觉民与觉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旧式的封建家庭中，
祖父是一家之长，拥有无上的权力；不客气的说是把握着全
家的生杀大权，这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是很普遍的，而子
女则失去了自由并论为这种旧式礼教的牺牲品，而觉民和觉
慧不同，他们勇于对封建家庭的束缚作反抗，这种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

觉民和琴，这是一对反抗旧礼教的成功例子，觉民为保护琴
而离家出走，公然反对祖父的＂父母之命＂；然而这也保护
了琴的安全，最终由于觉民和琴的勇敢改变了命运。而祖父
在将要离开人间时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含泪与儿女告别。
觉慧最终离开了这个家，代表放弃旧的生活方式而找到了重
生。

这部名著在某种程度上与呼啸山庄类似，都深层次的分析了
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光辉，并且肯定了人由恶转变为善的可
能性，也告诉我们对于自己的束缚要勇于反抗！

家巴金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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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巴金读后感篇六

《家》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写的一3部关于批判迷信，旧制度，
旧礼教，鼓舞人们勇敢地向腐朽与落寞作斗争的影响深刻的



小说。书中大胆地刻画了鸣凤，琴，梅，瑞珏，许倩如等诸
位性情迥异的女性形象，在这几位女性中作者又用独运的笔
端让鸣凤，梅，瑞珏以及其揪心的悲剧收场，在其中我对鸣
凤这个人物形象印象极深。

一、鸣凤出场

在第二回里作者就安排鸣凤出场，在此之前仅交待了觉民觉
慧二人。鸣凤在觉民觉慧下课后喊他二人去吃饭，作者接着
就来个人物肖像描写。“瓜子脸庞”，“苗条的身
子”，“明亮的眼睛”，“脸颊上的两个酒窝”。简单几句
就刻画出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形象，接下来，作者又加了
句“觉慧笑了笑，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里消失了，才走进自
己的房间”这是作者的暗示手法，上来就给读者一个提示，
提示觉慧与这位婢女的不同寻常。

鸣凤第二次出场是在这天夜里，琴和觉民在房间里谈心，觉
慧在堂屋里自我发泄，他不自觉地叫鸣凤去倒茶，然后在鸣
凤端茶前后就有了二人精彩的相遇。觉慧在鸣凤出门时故意
将两只脚放开站在门中央堵住她的路，“三少爷，让我过
去”“三少爷，太太要我去做事，去晏了要骂的”鸣凤低声
说。“你告诉太太你在我这里有事要做”觉慧笑着淡淡
说。“笑”字在这里用的太妙了，一位三少爷为何要对一位
普通的婢女言笑，为何又逗她开心？为何为了安慰恐惧的婢
女用了“淡淡地”一词？作者经过两次出场，一次暗示，几
句细节描写已经向读者坦白：三少爷喜欢上了婢女鸣凤！

三少爷喜欢上了鸣凤，那鸣凤是什么态度那？是欣喜，是恐
惧，还是什么？接着读下去，作者又安排第四回用全篇的笔
墨采用鸣凤自述身世和精细的心理细节描写又向读者进一步
描绘出她的善良，她对主人的忠心，甚至她的屈从，还有她
迷人的身体，加之她对自己的担忧。到此回结束时鸣凤又想
起了觉慧，她一想到他心灵就舒展开来，内心也感到了一丝
温暖，她甚至在盼望觉慧向她伸手，但她似乎又意识到有些



不太现实，她意识到她的婢女身份，她有些退缩，但毕竟是
她也已经喜欢上了三少爷了！

二、花园折梅

三、窗前立誓

再有对鸣凤比较细致的描绘时已经是第十六回了，晚上鸣凤
听婉儿说要在她俩中间挑一个去给冯老太爷做姨太太，两个
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在房间里探讨起来了，恰巧觉慧经过鸣凤
窗下时给听到了这件事情，觉慧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想问个
究竟，就在跪在鸣凤窗下的椅子上小声的跟鸣凤探讨起来。
觉慧激动的问“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那又怎么
办？”觉慧想要鸣凤的一个誓言，看作者是怎么写的“鸣凤
痴痴地望着她，半晌不说话，忽然眼里淌下泪来，她也不去
擦它们，却把心一横，十分坚决地说道：我不去！我决不去
跟别人。我向你赌咒！”

四、投湖殉爱

当作者的笔勾勒到第二十六回，我知道悲剧终于要来临了。
她被周氏给唤去并被告之她被老太爷选中了要去给冯乐山做
小老婆去了，鸣凤伤心地哭，绝望的哀求周氏希望能放过她。
周氏同情她但又帮不了她，因为周氏也是老太爷的一颗棋子
而已。到最后鸣凤不哭了，她累了，她无力去哭了，她希望
平时待她可以的周氏可以救她，但她失望了，这是她求助的
第一次破灭。

她从周氏那出来，又燃起了第二次求助的欲望，她要去找曾
给她许诺的觉慧，她要去找她最爱的男人去救救她，她想进
他的房里跟他说求他救她，但刚要跑进去的.瞬间觉慧房里的
灯熄灭了，她的求助第二次破灭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里，痛苦的哭着，伤心地哭着，这么一个弱



女子这么一件巨石自己一个人扛着扛着。就这样她过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想到了那个曾许诺给她幸福和家庭的男人，她必
须要对他说，因为明天她就要去给别人做小老婆去了……她
鼓足勇气冲进他的房间，他在忙在写他的文章，他没有时间
搭理她，他打断了她的话，他还贪婪的夺走了她的初吻，后
来觉民回来了，鸣凤还没来的及说觉民就回来了。她的求助
欲望第三次破灭了。

她带着觉慧给她的一个吻绝望的朝着花园深处走去，她站在
湖边回想她受过的苦，她流过的泪，她想她那场朦胧的爱情
她的男人曾给她的承诺，她的卑微的身份又必须去给人家去
做小老婆让一个老头子吞噬自己的身体而没有一个人去救救
她，爱她的男人也不能！她绝望了，她听到有人在呼唤她，
但接着又消失了，这是她幻想的第四次破灭。

作者用四次情节的起伏安排最终使她选择了冰冷的湖水……

五、鸣凤鸣凤

刚烈的鸣凤走了，但她只成了一个牺牲品，那个公馆里就像
任何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连以前喊着要让她做三少奶的
觉慧似乎也淡忘了她，他是内疚的，他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
他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第二十八回中觉慧又在梦中梦见她，
他俩在枪林弹雨中私奔他俩向着自由逃跑————-但这有何
用处？纯情的鸣凤宁愿以死殉情也不愿给别人做小，她的刚
烈令我折服。

家巴金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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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巴金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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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