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静静地感悟(实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好的心得感悟对于我们
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心得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静静地感悟篇一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中，
描写了顿河两岸哥萨克人在战争时期的生活和命运，葛利高
里是他们的代表。在战争中，他在红军和白军中间摇摆不定，
从一个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暴躁偏激的军官。在经历了红军白
军的多次选择后，在经历了几次抗争和逃避后，这位平民英
雄变得凶残放荡，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

肖洛霍夫用他那炎炎的南方色彩，为我们描绘着从第一次世
界大战到苏联国内战争期间顿河两岸哥萨克人的生活画卷。
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以麦列霍夫的家庭为中心，反映
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另一条则以布尔什维克小组活
动所触发的革命与_的较量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斗争为轴心。
两条线索，纵横交叉，层层展开，步步推进，将读者带进了
风起云涌的哥萨克乡村生活，与书中的人物共尝悲欢。肖洛
霍夫经历十四年创作了这部卷轶浩繁的史诗式长篇小说。小
说发表后，肖洛霍夫声誉鹊起，并于1965年赢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这部作品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同样宏大的构思，磅礴的气势;同样深厚的生活内涵;
同样丰满多样的人物;同样生动感人的描写，使这两部作品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以上层人士眼光
来叙说的史诗，那么《静静的顿河》无疑是以下层参与者感
受来体验的史诗。它残酷地剥开每一个英雄表面的粉饰，真
实的告诉我们，在伟人们挥斥方遒时，将有多少悲剧发生，
无论是历史前进的代价，还是无谓地牺牲。大地上真正让人



动容的是来此最底层的咆哮。

静静地感悟篇二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肖洛霍夫1905年5月11日(24日)
生于顿河畔维奥申斯卡亚镇(在今罗斯托夫州维奥申斯卡亚
区)克鲁日林村的—户农民人家；父亲是梁赞州人，靠在买来
的哥萨克土地上种粮食为生，他还是地主管家，管理着一家
蒸汽面粉厂。肖洛霍夫在教会学校和普通中学学习。参加过
国内战争，在征粮队服过役。

肖洛霍夫凭借小说《静静的顿河》获得一九六五年诺贝尔文
学奖。作品描写顿河边马背上的哥萨克（鞑靼人），在上个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悲惨命运。

当时的哥萨克没有出现一个民族英雄，处在群龙无首的状况，
整个民族就像一群无头苍蝇，东突西撞，在动乱的战争中屡
次选择错误，年轻的哈萨克（青壮年男人）几乎都失去了生
命。

他们几次都站错队，大部分人都丢掉性命。

后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总结说：“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
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双方都不经审判的滥杀俘
虏等等。

葛利高里由敌人而变为迷路者，再变为英雄的戏剧性过程。
书中的描写都表现出马背上的哥萨克粗鲁野蛮、单纯幽默，
保守和卑微，他们是一群奴隶的后裔，一群不屈的战士，一
群小农意识支配下的农民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性的魅力
贯穿全篇，使得小说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战争还没有打响的时候，顿河的哥萨克们过着多么惬意的幸



福生活。村里的人民，虽然还是贫富有差，但都能自已自足
地过着令自己还算满意的生活。随着一战的爆发，井然的秩
序被打乱了，村子里的哥萨克越来越小，人们变得越来越穷，
心也变得越来越硬了。

在这场持续了几年的战争里，找不出哪一方是明显的正义的，
慢慢地，随着以格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多次摇摆不定的足
迹，让人明白了，在战争里，并没有哪一方是真正的正义的，
也并没有哪一方就是邪恶的。真正的正义，永远属于人民，
属于那些善良的热爱生活的人们；而真正的邪恶，也并不是
所谓的“敌方”，却是那些在战争中所有的对人类存在以及
文明和理性的践踏。

不看这本书，不会想到这些。其实，贫民百姓才是最终的受
害者。书里的多少哥萨克们，他们都只是些那么普通的人，
只不过想在这场战争中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他们没有文
化，不懂得政治，更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但是，他
们和所有的人，不管是和贵族们，士官生人，还和是苏维埃
者们都一样，他们有权利在这个尽管可能不那么尽善尽美的
世界上活下去。母亲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儿子；妻子随时可
能失去丈夫；孩子们则随时可能失去父亲...最不可理解的是，
那些可爱的，热爱生活的，大字不识的哥萨克们，在“白
军(帝制政权)，红军(苏维埃政权)，哥萨克队伍”这样的一
个奇怪的三头天平之间来回摆动着。他们是真正的弱者，先
是被白军宰割，后来又被红军清洗，后来还会被肃反。

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历史都能看到：“清算、肃反”，
都是不可避免的，有血债终究要偿还。

静静地感悟篇三

《静静的顿河》一部宏篇巨著。这本书再现了俄国十月革命
前后，俄国人沉痛的生活。看完我在想，这部电影到底在向
人们诠释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一、感情。感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葛利高里执着的爱着，
已为人夫的婀克西妮亚。为此他们两次私奔。第二次时，他
们乘着满天云霞上路了，还没走几步，婀克西妮亚就被子的
弹击中了。血从她的嘴里无情的流出来，葛利高利把自己的
棉衣脱下来，枕在心爱的人头底下，赶忙查看她的伤口，然
后把自己的内衣撕下一块，塞进还在沽沽流血的胸口，抱起
她的头悲痛欲绝的喊：“你倒是说句话啊!”曾不顾一切和他
私奔，虽不是妻子却爱他胜过妻子的心爱的人，没有再说一
句话，就此撇下一生的挚爱撒手人寰。葛利高利悲哀到了几
点，他用双手沉痛的掩埋了自己的爱人。虽是畸恋却如此感
人至深，我想只有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才会如此的打动我们
的心。

二、战争。战争也好像是人类不变的主题。只要有人存在，
就不免要强取豪夺。有些人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让许多无辜
的人们卷入这场死亡游戏。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不需要战争
的，战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死亡、恐惧、饥饿、穷困，人民
不能安居乐业，而是颠沛流离;夫妻不能长相厮守，而是聚少
离多，或是从此阴阳两隔。每次政权的更跌，都是血泪交流，
横尸遍野。人民只想过个安生日子，却是如此的难。想想家
人的团聚，温馨的饭桌，自由的来去，安逸的睡眠，该是多
么的舒服满足。珍惜和平和安宁，才不会轻易陷入战争的漩
涡。

静静的顿河，却是如此的不平静。那里曾演绎了爱的欢歌，
那里以前历了弥漫的硝烟，那里曾撒下了数不清的血泪，那
里曾有一批人日落而息日出而做，那里曾有铁骑踏过的一条
静静流淌的顿河。

静静地感悟篇四

我成长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战争对我来说，仅仅
存在于小说中或环球新闻报道中，但静静的顿河看完，我觉



得自己随主人公格里高利一起走过枪林弹雨，冒着炮火向着
未来迈进，多么沉重的一段旅程!心灵和身体都疲惫不堪，再
也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考验人性的了。

主人公第一次在战场上杀第一个敌人的场景让我永生难忘。
他本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心里还怀着纯洁火热的爱情，可是
他在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而战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杀人
了。一旦战争的巨轮往前滚动，谁也不会有空或有胆去想为
什么而战，只是本能地让自己避开死亡。主人公没有文化，
没有见识，一心只想打完仗回家跟心爱的女人厮守，为此他
麻醉自己的心灵，尽量不去想那一张张死去的脸孔和他们身
后的父母妻儿，他不得不这么做，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前进，
在战场上心软的人就是死神最爱光顾的人。

战争把他的心揉碎了，掰开，慢慢又长合，长合之后又撕开，
扯坏，再长合的心就完全变形，很硬很空了，随便一敲就支
离破碎，再也拾不起了。他失去了两个最爱他的女人——妻
子和情人，尤其是他深爱着的情人，勇敢无畏的跟着他逃难
的阿克西妮亚，他亲眼看着她中枪死去，连最后的道别都没
有机会说。

埋藏完情人，就像埋藏了他自己的一生。他的父母，兄弟，
妻子女儿相继死去，在这世界上的唯一牵持就是幼子，他就
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抓住了这个信念，勇敢的面对了自己
一直在逃避的现实。战争中，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在
历史的洪流中有很多像主人公这样被迫前进分不清该如何选
择立场的人，他们只能依着本能随大流前进，而他们的本能
往往和历史背道而驰，悲剧就此而生，对此我们毫无办法。

虽然本站不能挽救格里高利的悲惨人生，却能深刻认识到战
争的可怕，从而更珍惜现在拥有的安宁生活，我要竭力看清
自己的命运，在需要抉择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

永别了，静静的顿河，我不忍看第二遍了。谁也不想经历两



次战争，看着美好的东西再次被毁灭，看着善良纯朴的人再
次被战争摧残，看着不计其数的无辜生命再次消失，这真是
最最残忍的事了。我再也承受不起。

战争的时候，上帝不存在。

读后感——《静静的顿河》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以上层人士眼光来叙说的史诗，那么
《静静的顿河》无疑是以下层参与者感受来体验的史诗。

它残酷地剥开每一个英雄表面的粉饰，真实的告诉我们，在
伟人们挥斥方遒时，将有多少悲剧发生，无论是历史前进的
代价，还是无谓地牺牲。

大地上真正让人动容的是来此最底层的咆哮。

该书是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力作。此书共分为四部，
从1928年开始直至1940年，共用了的时间才创作完成。肖洛
霍夫这部处女作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的瞩目，被人称作
“令人惊奇的佳作”，“苏联文学还没有遇到同它相比的小
说”。此书于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1965年肖洛霍夫因此书
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苏联作家。

流淌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肖洛霍夫用他那炎炎的南方色
彩，为我们描绘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国内战争期间顿
河两岸哥萨克人的生活画卷。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以
麦列霍夫的家庭为中心，反映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
另一条则以布尔什维克小组活动所触发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
量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斗争为轴心。两条线索，纵横交叉，
层层展开，步步推进，将读者带进了风起云涌的哥萨克乡村
生活，与书中的人物共尝悲欢。

读后感——《静静的顿河》



为什么有的文学作品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深深地打动如此
众多的读者?再读《静静的顿河》，感觉依然强烈，它里面弥
漫着一种东西，深厚且迷人，久久挥之不去。

麦列霍夫家的二儿子葛利高里，把家里人的脸给丢尽了。这
愣头愣脑的小子，居然跟邻居斯杰潘的老婆阿克西尼娅热乎
了起来。两人像魔鬼附身一般，总是找机会凑在一起。宁静
的鞑靼村，一时间气氛变得有些异常。村子里的人们议论纷
纷，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而他俩却毫不忌讳。大家都知道，
斯杰潘9天之后就要回来，他可是一个非常暴戾的家伙。人们
等着看好戏，等着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斯杰潘回来的时
候，那场面可想而知，几个人打成一团，几个人都留下了伤
痕。那个夜晚，阿克西尼娅的哭叫声，半个村子都听得到。
出乎大家的预料，几天之后，人们又在河岸上看见了他俩的
身影。

顿河在静静地流淌，村子里升起了白色的炊烟，间或可以看
到哥萨克的骏马，在村道上奔驰而过。

爱情是其中一条线，作品所描绘的是一幅广阔的画卷：战争、
杀戮，红军、白军，是非、善恶，离合、悲欢，逃亡、追寻
等等。在纷乱的社会表象下面，作者探寻的是人类的生存精
神，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现在读来更加清晰。人类生存
的伟力，在历史发展的血与火中铸就，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书中展现的哥萨克的野性与坚韧，那种不屈不挠的倔强，在
我看来，正是人类生存精神的生动体现。

看看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娅吧，这一对被村里人叫做野小子
和母狗的家伙，他们置各自的婚姻而不顾，私奔到外村去生
活。当葛利高里从战场上回来时，发现阿克西尼娅跟东家的
儿子有染，葛利高里就用马鞭子分别把他们狠狠地抽打一顿。
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娅分分合合，始终难以割舍。最后，战
火纷飞中葛利高里出逃，他抛弃一切，就带着阿克西尼娅。
不幸的是，阿克西尼娅中弹倒下。葛利高里扔掉枪支回到自



己的村庄，在门口抱起了年幼的儿子。四卷小说就在这里怅
然而止。

作者肖霍洛夫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前年也就是，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肖霍洛夫年”。

听说，在俄罗斯的维申斯克，朝着南方继续前进，可以找到
顿河边的鞑靼村，河岸上矗立着一组雕塑：阿克西尼娅挑着
水桶正要回家，葛利高里骑在马上拦着去路。

我未来的愿望之一是，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看看。

静静地感悟篇五

《静静的顿河》是一本这样的书，他囊括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几段历史的历史与一个人的历史，但它不是一本历史小说，
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下里巴人——虽然作者从头到尾都是用最
通俗的话写作，但它是一本厚重的书——我相信，形式永远
只是装饰。

作者肖洛霍夫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了俄罗斯最有史性的
三个年代，经历了一个民族从生到死再到生的过程，经历了
史家所谓之乱世，经历了如笔下主人公葛利高里般矛盾的自
我斗争。

能够这么讲，没有哪部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是不具
有哲性的。如这本书，从哲学上的时间(一个人、一群人的由
生到死再而生)进而演进成为空间上之繁复的过程。我相信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人译出的这四卷本《静静的顿河》
会带给每一个灵性的人以震撼。

金人的译本流传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准确地说，那是我
们的祖国和这本书的故事交叉的集合，一个集合包容了多少
相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能带给故事里的人以什么?翻译永



远都是再创作，他是拿着肖洛霍夫的笔，写他的事而孕育着
自我国土上河流的波涛。

主人公葛利高里不是英雄，他也没有办法成为英雄。他懦弱，
他简单，他空虚，他孤陋寡闻，他郁郁寡欢，他拥有一个平
凡人所有的一切弱点，然而永远是平凡人写就历史，作者也
许不太想告诉我们这一切，而葛利高里却一向在讲给我们听。

历史是站在高层建筑上的人玩弄的把戏。每一个偶像(或更细
致的称为“寄托”)的矛头指向何方，无数平凡的人便冲向何
处。死亡是一个人的历史，历史是一群人的死亡。这样的一
群人总以为在矛头指向的那个地方有着期望，然而期望总为
我们所知的那样“那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就有人在那里守
卫……”

历史造就了一群人，也毁灭了一群人;政治解放了一群人，而
抛弃了更多的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在近一百年还有什么更
加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只在于它予作品以肯定，而肯定的那
些作品必然是政治娼妓后每一个“受难者”的产物。《静静
的顿河》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不敢于明言，因为他所在
的那个国家、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给每个平凡人以期望，而
期望是牢笼，是政治的宠儿，斯大林绝对明白这一点，可他
是玩弄把戏的那个人，同许多政治家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无法
摆脱干系)，谁不想让马戏团里的动物仅且仅仅只作为娱乐
的“宠物”?诺贝尔奖在那个时代是囚笼里的一粒珍珠，而
《静静的顿河》把它向笼子的边缘推近了一步。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余华所谓的“活着只为活着本身
而活着”的论断，我不信了他，因为更高层次的“活着”同
样存在：你不能够吃不饱，而你吃饱了，你就不能像没吃饱
的人那样无休止地希冀食物的存在。所以人生而为之的意义
与价值，是在抗争的希冀中得来，是在失望的绝望中得来，
是在深思的顿悟中得来，但丁在他的地狱的门口放置了一个
令人深思的话语：“进入这个门，你就要放下一切期望”。



《静静的顿河》讲述的每一个人都是罗丹的那个思想者，那
个坐在地狱门前赤身裸体的人，他的绝望与希冀只停留于哪
一瞬间，他向人赤裸的证明活着的价值：不在于过去，不在
于未来，而在于此刻。

所有人都是迷茫的，在这本书里，在这本热烈的、沉郁的书
里，他们的绝望与期望如他们所热爱的河流一般飞腾在他们
的土地上。

这种期望与绝望是一种逃避，是对于政治的迷茫，他们关心
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个人的生活——这是多么质朴
与诚实呵!然而沙砾注定要顺河流而去，静静的顿河刷去了几
千年平凡人的生活的印记，伴随着人类的绝望与期望继续流
淌，直到不再拥有绝望与期望——他永远都是如此安静。

在我的这篇读后里并没有大段的讲述这部大书的资料，因为
那是投机者的行为，我认为，资料永远都是类同的，如果只
为了拼凑字数，我能够选择远离那些严肃的书籍。我没有把
这部作品当作一本小说来读，更懒于像某些“专家”那样字
斟句酌的“死”读。我可能某一天会忘记这本书的资料，甚
至此刻我竟然忘去了这本书的主人公到底叫什么名字，但我
抛下这一切想法仅仅虔诚的阅读后，我想到我们的国家，我
毕竟是一粒沙，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大河中，同样的期望与
绝望让人在百年内生而死死而生的国家，我踌躇满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