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为了和平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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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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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一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了。

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读它，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年，我读了一
遍又一遍，最终才发现，这本书是我永远也读不完的。

有人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契机是为了探寻俄国
社会的出路，我却始终觉得这种观点过于片面。我认为，一
部真正伟大的小说，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
个小小的目的。从《战争与和平》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甚至宗
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既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说它主观，是因为
他来源于托尔斯泰的思考与总结，很多地方都打上了“托氏
烙印”；说它客观，则是因为他并不强加于人，而是对人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在“托化”的同时又逐渐凸显出自
己的个性来。

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以托尔斯泰的眼界之高、目光之远，
他未必会把人类的所谓政治放在眼里。从根本上讲，托尔斯
泰所关心的，应该是更广阔的精神与永恒。《战争与和平》
里面，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地借皮埃尔、安德烈的大脑来探
讨这个问题，探讨的最终结果，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也正是
其客观之处。他似乎希望我们去独立思考，并找出答案来。
然而，人的思想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所以，凡是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在心里构造了一部
属于自己的《战争与和平》。

应该说，《战争与和平》这部书最大的成就在于其思想性，
那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其它方面，它的成就也同样不凡。

托尔斯泰都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是很多人无法理解
的，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站在这么一个伟人面前指手画脚。
尽管他不抵抗，偏向农民，但这毕竟是他自己的个性，像很
多其他人的个性一样，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而且，我更认
为，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个性，托尔斯泰才成其为托尔斯泰，
否则他只是一介庸夫罢了。

《战争与和平》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托尔斯泰曾经
说过：“它不是传奇，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记事。《战
争与和平》只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
达内容的那种形式。”他说的是实话。孟子也曾有过类似的
言语：“吾辞达而已矣。”辞能达意，就这么简单。托尔斯
泰认为，文学只是表现思想的一种形式，作为形式，它远不
如内在的灵魂重要。后人读《战争与和平》，往往呼为史诗，
那样其实正好违背了托翁的意愿。真正读懂《战争与和平》
的人，最终会发现，这是一部思想的结晶，却非文学。而小
说的作者托尔斯泰，则纯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二

今日，我向大家介绍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
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生动地描述了1805
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列宁曾说：“《战争
与和平》当之无愧的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



读了这本书，我的感触很深，以前，我曾很天真的想，战争
多好呀！战争既能够掠夺国土，又能够增加威名，真是一举
两得！《战争与和平》使我明白了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完美，
和平是最可贵的，当和平的土地上硝烟袅袅升起时，也就意
味着战争的开始——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孩子眼
中也都流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人们断水断粮，食不裹腹，一
切都是那么的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和平，多么神圣的名词！

利用寒假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我最终读完了列夫？托尔斯泰
长达一百二十万字的著作《战争与和平》，不禁松了口气。
这部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的恢宏巨制的主要情节是围
绕着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
庭的生活展开，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
映了当时一系列的大事件。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能够学到很
多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甚至
宗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
系。

看完整本书，我习惯性地闭上眼睛，脑海里却仅有那么少数
的几位如此真实和鲜活主角让我无法忘怀。这几个人物贯穿
整本书的情节，他们各自拥有不一样的思想和性格，在他们
各自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中，都经历了一场身心战争与和平的
洗礼。

我忍不住想说说皮埃尔这个人，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读罢《战争与和平》，你真得会了解、联想到很多很多……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三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需
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战争与和平》读后感，欢迎大家分



享。

我们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言警句都表示金钱乃身外之物，我们
不能将它太重视，地主，贵族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是丑恶无比，
应该斩尽杀绝的人物。

看到《战争与和平》这本书的书名，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讲
述一个有名战争，是一种战争反思的文章，但细读品味却发
现这并未如此，剧中的很多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理想
主义者，关心人民国家的大富人皮埃尔，命运悲惨的安德烈
公爵，热情任性却单纯天真的娜塔莎，牺牲自我的玛利亚，
惩奸除恶的尼古拉和不误正事，花天酒地的阿纳托尔等，在
法国强力入侵之下他们有的怀着报国的梦想，参军战斗，有
的落魄逃难，还有的深谋远虑，企图刺杀拿破仑……，其中
有的人幸存了下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比如说玛利亚和骑
兵上校尼古拉战后结婚，经营田庄，获得巨大成功，过着意
想不到的幸福生活，有的过着悲惨的单身生活，没有爱情，
没有钱财，就像索尼娅，她显示被罗斯托夫夫人逼得不得不
跟深爱的尼古拉分手，同时也被迫失去了雇佣保姆的.工作，
最惨的是最后直接死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安德烈公
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最后负了重伤，离
开自己的宝贝儿子死了，但在这本书的许多故事中，金钱似
乎当了主人公。

金钱是好东西，应该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我们不能视金钱太
重，因为哪怕你前世有多少金钱珠宝，死去也带不走一个子
儿。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四

初中语文六册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选自《孟子告
子下》，历来都把这篇短文作为励志类的文章，激励那些在
困境中的人们。教参上的分析是这样的：本章讲的是造就人



才和治理国家的问题，孟子认为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造就的，
所以说“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有了这样的磨练，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
他又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提出了“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的
观点，这样就把造就人才的主、客观条件都说到了。短文由
个人说到国家，提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的论断，这是针对国君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执法
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君就会胡作非为;如果没有邻国的
侵扰，国君就会耽于安乐。由此自然导出这一章的中心思
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固然
可以，但并不是孟子的本意。孟子好辩，注重逻辑，这是公
认的事实。《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的
最后部分，是孟子的自述，论述的应该只是一个问题：个人
怎样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为了方便论述，我把教材中的短文
抄在下面：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
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
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
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由前文六个事
例得出的结论，还是对这六个人被“发”被“举”之后所做
事情的概述?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关系到对整篇文
章的理解。课文开头的六个排比句分别指出舜、傅说、胶鬲、
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人在被“发”或被“举”之前的
身份，在被“发”或被“举”之前，舜是一个农民、傅说是



一名建筑工人、胶鬲在做着小生意、管夷吾是一个政治犯、
孙叔敖在海边隐居、百里奚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市场换来
的奴隶，他们的出身都很卑微。如果说是对前文的论
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适合前面的所
有人。舜、傅说、胶鬲、孙叔敖等四人“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说得过去，种地、做建筑工人、
做小生意、隐居，生活可能都很清苦，吃不饱饭、很劳累也
可能是正常的事。但说他们“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有点说不通，难道这些人不满意自己的生
活?舜种地的时候、傅说修筑房屋的时候、胶鬲做着他的小生
意的时候、孙叔敖在海边过着他的隐居生活的时候，整天报
着鸿鹄之志，时刻想着成为王侯将相?管夷吾与百里奚，这两
个人动心忍性，还说得过去。据《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
管夷吾这个人出身卑微，做过生意，当过兵，但都做得不好，
后跟随公子纠。但在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王位过程中，公
子纠败。管夷吾作为囚犯本应被斩，后经鲍叔牙极力引荐。
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不但不斩他，还封他为相。在管夷吾的辅
佐下，齐国日益强大，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
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百里奚被秦穆公用五张羊
皮赎到，在被“举”之前，动心忍性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
而且一个人被“发”或被“举”后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伟大的
事业吗?这也不一定。历史上多少人被“发”或被“举”后，
仍然名不见经传。像赵匡胤这样黄袍加身以后就成为一代开
国君主的人实在太少，很多黄袍加身的人最后落得个叛臣贼
子、身死人首。被“发”或被“举”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
这后面的路还很长，这路怎么走，能不能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这不仅需要个人的素质，更需要你作出更为艰苦卓绝的努力。
因此这句话与前面的六个排比句应该都是对这六个人一生的
概述，前六个句子讲他们出身卑微，“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也”是说“上天把成就一番伟业的机会给了这些人”，后面
的句子概述他们被“发”或被“举”后历经磨难，他们“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但通过这些磨难，使他们的内心惊动、性情坚韧，竟然完成



了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伟业。“曾益其所不能”中
的“曾”作“竟然”讲更为合理一些。“竟然”有出乎意料
的意思，他们成就的事业，也出乎“发”或“举”他们的人
的意料。这样讲，更能体现孟子的逻辑。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文本的第二段“人恒过然后能改”。一
般的理解是：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按这样的理解，
有点鼓励犯错误的意思。难道错误也是成功之母?一个总是犯
错误的人，很难成就大事业。这有点说不过去。“困于心衡
于虑而后作”，心情困顿、思虑堵塞，然后才能振作。这在
第一段中的“动心忍性”已经作了论述，如果还这样论述，
显得重复。“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一个人的想法只有通
过自己的脸色或声音表现出来，别人才会了解。如果不是这
样，这些人又怎么能被“发”或被“举”呢?这在第一段中这
些被“发”或被“举”时，这些人的过人之处应该已经表现
出来了，不然也不会被“发”或被“举”，这样的论述也显
得多余。对于“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
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这些人在后来的
成就伟业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但他们都能及时改正;遇到困
难时，也会心情沮丧，但他们坚信自己一定能成功;更为重要
的是，他们能从别人的言行举止中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人们
是否满意，进而采取更为恰当的方法与措施。这样一来，文
句之间的联系就更紧密了。文本第一段是说这些人被“发”
或被“举”后成就了一番伟业，紧接着孟子深入一层，论述
他们为什么就会在被“发”或被“举”后成就了一番伟业?这
里有他们的主观条件，有他们的过人之处。这些人在
被“发”或被“举”后，在成就伟业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
也会有心情沮丧的时候，但他们能够从中解脱出来，能够看
到希望，他们能从别人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到事情做得怎样，
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进而按规律或人们
的意愿办事。这是这些人成就一番伟业的个人因素，这一点
尤为重要。不然的话，每个人都会成就一番伟业，可事实却
并不是这样的。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话，
普遍的理解是：孟子由个人成就伟业谈到治理国家的问题。
而我认为，这仍然是谈论个人成就伟业的问题。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君就会胡作非为，
如果没有邻国的侵扰，国君就会耽于安乐，时间一久，这个
国家就会灭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孟子在这里用了大
家都知道的道理来打了个比方，仍然是论述个人成就伟业的
问题。“入”是个人内心方面的因素，“法家拂士”就相当
于个人的主观条件、个人的过人之处，“出”是外部的艰难
险阻，“敌国外患”就相当于成就伟业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
艰难险阻。这样一来，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正如一个国家国
内没有执法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外没有邻国的侵扰一
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没有能够改正自己错
误、没有坚信自己一定能成功的信念、没有能透过现象看本
质的能耐，没有成就一番伟业的各种艰难险阻，这个人就不
会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人也就只能平平庸庸地过完
自己的一生。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孟子在末尾得出了这样的论断：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而这一句话应该是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
应该是：生死于忧患，生死于安乐。这样一来，这句话就可
以这样理解：艰难险阻能让那些不怕困难、迎难而上、有过
人之处的人成就一番伟业，如果安于现状，一个人只能是平
平庸庸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对于《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这篇
短文，这样的理解符合儒家出世的思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理念，我想这也许才是孟子要表达的意思。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五

利用寒假的空闲，我读完了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如果
说当我手捧《战争与和平》这本书时，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的
话，那么，当我读完《战争与和平》这本书时，我的心却久
久不能平静。因为，在此之前，关于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
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已经听说不少，今天，当我完整



地学习了《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后，对小说及其作者有了
更深的认识。

《战争与和平》以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华西
里四大贵族家庭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里的生活为情节线索，生
动地展现了1805年至1820年间，俄奥联军同法军在奥斯特里
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溃退等
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战士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精神，歌颂了俄国人同仇敌忾精神和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
场面壮观，结构清晰，具有强烈时代感。体会最深的是，这
部小说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富有个性。如安得烈性格内向，
意志坚定，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
感情，缺少实际活动能力，更侧重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女主
人公娜塔莎则是个情感丰富，生机勃勃，热爱大自然，接近
人民，具有民族气质的女人。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得到
了锻炼和成长，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和审美价值。而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的贪婪、虚伪和
堕落的个性，也被赤裸裸地刻画出来，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我觉得，《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对我来说，虽然有点
深奥而新鲜，但通过这次学习，我对这样的世界名著有了初
步的认识和学习欲望。这部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的恢
宏巨制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
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
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当时一系列的大事件。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
济学、军事学甚至宗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
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
还有贵族家庭的带头充军和捐钱给俄国，使军民们士气大增
和老百姓同仇敌气，浴血奋战。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
武装的强大是可以打败的，打不败全国人们同仇敌气，团结
不屈的精神。这本书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别祖霍夫—彼埃
尔，他心直口快，易动感情，见义勇为，出手大方，他在一



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但他却不重视钱财，在最后他为了帮
助俄国的胜利变卖了自己的所有的家产，并鼓励人民投入到
战争中去，还带头参军，为俄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最后
世界名城——莫斯科落入拿破仑手中时，他坚持不走，准备
为了国家的胜败，牺牲自我去刺杀拿破仑，我对他十分敬佩，
我要学习他这种牺牲自我，完成大我的牺牲精神！！！！！！

看完整本书，脑海里却只有那么少数的几位如此真实和鲜活
角色让我无法忘怀。这几个人物贯穿整本书的情节，他们各
自拥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
都经历了一场身心战争与和平的洗礼。

我忍不住想说说皮埃尔这个人，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以前，我曾很天真的想，战争多好呀！战争既可以掠夺国土，
又可以增加威名，真是一举两得！《战争与和平》使我明白
了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美好，和平是最可贵的，当和平的土
地上硝烟袅袅升起时，也就意味着战争的开始——人们纷纷
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孩子眼中也都流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人们断水断粮，食不裹腹，一切都是那么的触目惊心，惨不
忍睹，和平，多么神圣的名词！

我愿是一名和平使者，使各国都建立起友谊和信任；我愿是
一只洁白无暇的和平鸽，带着和平的使命飞向四面八方！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六

无论你的理想有多伟大，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去探索，你最
终都会回到平凡的潮流中，被大潮裹挟着消失在这个时代的
潮流中。下面就来说说《战争与和平》读后感，大家千万别
错过。

托翁反复强调，历史不是英雄史，英雄也不是时代的操纵者，
而是时代的产物。所谓成功者能看透时代的本质，懂得潜在的



“力量”，顺应时代潮流。

战争是一项具有不可估量的、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太
了解它的静态，更别说它处于动态变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
下，合理的分析往往不能带来预定的效果。

安德烈和比埃尔一样，对现实生活并不满意，却一直在努力
给自己生活一个理性的解释，让自己能够接受当下的生活，
并给生活赋予丰富的意义。

安德烈死前接受了上帝的救赎，比埃尔沉浸在日常生活的幸
福中，以政治改革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最终没有找到“理
性的解释”，但也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在寻找的过程中，安德烈发现了“真相”，就是娜塔莎的纯
真，但这种纯真间接性地导致了他的死亡。而比埃尔首先发
现的是“善”，并且加入了教派，妄想通过“善”来实现自
己的价值，但是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

安德烈临死前意外的与阿纳托利和娜塔莎重逢,这些曾经给他
带来伤害和痛苦的人,也同样面临着痛苦。当安德烈感觉它不是
“恨”,而是“爱”时，那正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并
用“美”去拥抱生活。

失去一切后，比埃尔遇到了天真乐观的普拉东。比埃尔放弃
了对理性思维的盲目追求，开始学着去感受生活中的“美”。

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切的努力，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
变吗?不!最终，我们只能与生命达成一种理解，而获得内心
的平静，这也算是一种投降吧!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七

这本书是围绕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华西里



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展开的。记载了1805年至1820年拿破仑
统治的法国与亚历山大统治下的俄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歌颂
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取得的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书中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性格内向、意志坚定
的安德烈，有较强的社会活动本事；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的
彼埃尔，缺少实际活动的本事，侧重于道德梦想的追求；女
主人公娜塔莎则是个情感丰富，生机勃勃，热爱大自然，接
近人民，具有民族精神的女人。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得
到了锻炼和成长。而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的贪婪、虚
伪和堕落的个性，也被赤裸裸地刻画出来，并进行了无情的
鞭笞。

其中，有两个人物异常耐人寻味，他们的性格变化得十分快。
彼埃尔——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
富翁和社交界的宠儿。获得遗产后的彼埃尔一开始贪图享受，
之后献身于慈善事业，最终又想当兵打仗。娜塔莎——罗斯
托夫公爵的女儿，她起初喜欢保尔。康斯基的儿子———英
勇善战的安德烈，之后又爱上了阿那托里，最终又跟彼埃尔
结婚。

《战争与和平》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值得我们咀嚼回味，
如罗斯托夫一家因战乱迁出莫斯科时娜塔莎与皮埃尔告别的
场景。娜塔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到穿着邋遢匆匆走过的
皮埃尔，就向他打招呼。他们简单聊了几句，皮埃尔因为痴
恋娜塔莎又研究到自身的处境而显得漫不经心，最终他向娜
塔莎挥手道别：“明天，不！再见，再见了。”随即停下脚
步落在了马车后面。娜塔莎则好一阵子还把头伸出窗外，对
渐渐远去的皮埃尔露出亲切、欢乐的微笑。

《战争与和平》让我第一次感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和平
是多么重要！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多么得幸福！



为了和平读后感篇八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巨著，它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
库拉金、保尔康斯基、劳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
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
级的生活，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作品中的
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景物如临眼前，虽是19世纪的小说
作品，但流传至今，却没有任何隔阂感，其中流露出来对人
性的悲悯情怀，穿越时空背景，仍旧撼动人心。

以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
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里的生活为情节线索，生动地展现了1805
年至1820年间，俄奥联军同法军在奥斯特里茨的会战、法军
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溃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
事件，表现了战士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歌颂了俄
国人同仇敌忾精神和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场面壮观，结构
清晰，具有强烈时代感。体会最深的是，这部小说人物形象
非常鲜明、富有个性。如安得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定，有较
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缺少实际
活动能力，更侧重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女主人公娜塔莎则是
个情感丰富，生机勃勃，热爱大自然，接近人民，具有民族
气质的女人。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而
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的贪婪、虚伪和堕落的个性，也
被赤裸裸地刻画出来，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有人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契机是为了探寻俄国
社会的出路，我却始终觉得这种观点过于片面。我认为，一
部真正伟大的小说，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
个小小的目的。从《战争与和平》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甚至宗
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既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说它主观，是因为
他来源于托尔斯泰的思考与总结，很多地方都打上了“托氏



烙印”；说它客观，则是因为他并不强加于人，而是对人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在“托化”的同时又逐渐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