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读后感(通用5
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读后感篇一

所有人读完《九三年》，都认为该书是雨果的写作艺术和人
道精神的不朽杰作。在我用历时半年的时间读完后，不仅领
会了前人总结的，更是体会到“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思
想，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深刻的含义。小说中主要的三
个人物，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
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
尔登，我最喜欢的是郭文，带给我的感情冲击是一波又一波。

革命军司令郭文年近而立，高大魁梧，“爱沉思，善哲理，
是位年轻的贤人。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谈吐像苏格拉底一
样深刻”，不抽烟也不喝酒，有一颗“英勇无邪的心灵”。
作为百战不殆的军人，他又是宽大仁慈的，他不对女人作战、
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他说：“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
的兄弟。”但是共和国政府的命令是：对敌人“决不宽恕，
毫不留情!”有优点的坏人，有缺陷的好人，不合时宜的完人，
郭文一个纯爷们是我喜欢的!

《九三年》结局确是让我荡气回肠，击碎我心，眼睛肿肿的
好几天。最后一章写郭文上断头台详细的刻画，我感受到的
是一种豪壮的、浓重的感情，我爱上了这个男人，郭文终于
被送上了断头台，也就在那一刹“另一种声音也响当了起来，
一下手-枪声回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从腰带里拔出了一把



枪，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盒子里的时候，西穆尔登用一粒子
弹穿透了自己的心脏，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他倒
下来，死了!”郭文死的时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切都
是那么的美。郭文对未来的憧憬亦感染着我，那也正是雨果
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构想。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
《九三年》里最著名的一句话，也反映了雨果的重要思想，
即人道主义。“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
孩子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我看到了人性
的美丽，读到这样一些哲学的话语会让我用很长时间去理解
其含义，而后又去反思生活反思生命。雨果认为：“慈悲心
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
也有。

我被郭文所深深吸引，并且爱上他!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读后感篇二

一直以来，雨果被称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本书也被誉为
为他经典的作品之一。

书中的理想人物，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雨果的父亲是拿破
仑手下的将军，母亲却是个王党，雨果早期是一个保守主义
者，后来成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保护过巴黎公社的起义
者。他的那部悲惨世界里的马吕斯正是被保王党的祖父姨母
抚养长大，而后在了解了他的那位英勇的父亲之后，脱离了
保守家庭参加了革命。这也正是雨果本人的精神历程的转变。

我觉得他的中心思想是要调和社会与阶级矛盾，和所有19世
纪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揭露了资本对人肉体与灵魂的
侵蚀，对劳工阶层表达了深厚的同情，这也是狄更斯和马克
思所做的。



正是有这样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以对欧洲后来的政治和福
利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和《双城记》一样，这本书也是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并且提
出了两难的问题，贵族确实可恶，但是革命也太过于血腥，
民众是受害者，都以人道思想作为调和的办法。

对于法国革命，甚至英国革命，我记忆中的历史教材都没有
深刻的印象，反而是先前对于苏联革命，后来对美国独立和
南北战争有丰富的了解途径。

而近几年，一直有个思潮，就是从反思到否定革命，包括法
国大革命。

假如提起人类历史上最壮观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就是法国
大革命。因为他彻底的不但砍了国王的头，还建立了共和国。

因此对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后来随着苏联的
事件，又开始否定十月革命，只有美国的革命是完全被肯定
的。

这让我感到很奇怪，莫非只有美国革命是完美的革命?

后来我想，这是否由于美国独立战争没有杀国王的事件。

拿破仑说过，假如他在美国就没有必要做皇帝。那里没有称
帝的必要。

美国人所做的只是赶走了英国的税吏官员，没有跑到伦敦把
国王宰了，因为没必要。

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革命都经历了复辟。

即使把国王送上断头台。



革命者，克伦威尔被扬尸，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儿都掉了
脑袋，拿破仑捍卫了大革命的果实并且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
帜传播欧洲大陆，但是却最让人憎恨，被叫做暴君。

路易十六倒被人认作是软弱的好人，查理一世被勃朗特叫做
糊涂的好国王。这个被很多青年奉作精神解放楷模的女人是
个保王党，奥斯丁却没说过一句挖苦拿破仑的话。

之所以被怨恨的原因是杀了国王。

这是个可怕的罪。

革命这个题目太大了太深了，不是我能够讨论的，我发现的
只是杀死国王。

但是，国王究竟是否该杀，贵族是否要被镇压?

叶利钦好象说过要为沙皇一家追封圣徒，后来没有了下文。

那么要为沙皇平反，是否那些革命者的血就白流了，

革命就是复仇，向上的复仇。

当然革命这个词现在被很多人与暴力鲜血联系在一起，不准
革命的声音也很大。

自然，你对一个开着豪华车的老板没有必要讲革命，和对一
个每天挤公车上班的人讲革命，当然效果不一样，这就是阶
级，人的阶级客观存在。

讲人道也一样。

和黑心厂主讲人道有用否，只能讲法律，法律不通，或者没
有法，就要革命。这是个简单的推理。



不斗争无所得。

所以，法国革命的领袖也好，拿破仑之所以遭人非议，就在
于他真的去革命而没有做在那里只谈论人道，谈论人道，把
两边各自打20大板很容易。

知识分子的喜欢在事后议论革命与人道的价值，但是真革命
来了，就害怕。做事的和说话的，就是不一样，最聪明的就
是只说人道，让别人去做革命。因为革命是要掉脑袋的。

人为什么革命，不是因为吃饱了撑的，当然相反。所以革命
是有原因的，不是游戏，有良心的地方才有革命。

革命这个词语好象以为以前讲的太多被人忘记了，所以要适
当的提一提才好。自由，民主，人权不是天上的馅饼。革命
也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这是事实。

说人道很容易，革命不容易。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读后感篇三

所有人读完《九三年》，都认为该书是雨果的写作艺术和人
道精神的不朽杰作。在我用历时半年的时间读完后，不仅领
会了前人总结的，更是体会到“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思
想，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深刻的含义。小说中主要的三
个人物，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
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
尔登，我最喜欢的是郭文，带给我的感情冲击是一波又一波。
革命军司令郭文年近而立，高大魁梧，“爱沉思，善哲理，
是位年轻的贤人。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谈吐像苏格拉底一
样深刻”，不抽烟也不喝酒，有一颗“英勇无邪的心灵”。
作为百战不殆的军人，他又是宽大仁慈的，他不对女人作战、
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他说：“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



的兄弟。”但是共和国政府的命令是：对敌人“决不宽恕，
毫不留情!”有优点的坏人，有缺陷的好人，不合时宜的完人，
郭文一个纯爷们是我喜欢的!
《九三年》结局确是让我荡气回肠，击碎我心，眼睛肿肿的
好几天。最后一章写郭文上断头台详细的刻画，我感受到的
是一种豪壮的、浓重的感情，我爱上了这个男人，郭文终于
被送上了断头台，也就在那一刹“另一种声音也响当了起来，
一下手-枪声回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从腰带里拔出了一把
枪，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盒子里的时候，西穆尔登用一粒子
弹穿透了自己的心脏，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他倒
下来，死了!”郭文死的时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切都
是那么的美。郭文对未来的憧憬亦感染着我，那也正是雨果
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构想。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
《九三年》里最著名的一句话，也反映了雨果的重要思想，
即人道主义。“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
孩子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我看到了人性
的美丽，读到这样一些哲学的话语会让我用很长时间去理解
其含义，而后又去反思生活反思生命。雨果认为：“慈悲心
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
也有。
我被郭文所深深吸引，并且爱上他！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读后感篇四

自从从雨果的《悲惨世界》感受到那份震撼以来，我就笃定
他是我目前最崇拜的外国作家，雨果与托尔斯泰经历了同一
个世纪，托尔斯泰的作品呈现给人一种更为宏旷的视角，是
站在人类命运制高点上挥动着更加理性的手笔。而雨果说他
是浪漫主义文学领袖头衔一丝也不虚妄，他能把历史和文学
结合的那么好!



从开篇落笔，整个大的文章结构和轮廓就已经开始呈现，他
把历史艺术化的同时丝毫不减轻读者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他
善于把人物隐藏在文字里，看似消失，却又在故事中途冒出
来。更让人佩服的是，即便这样仍能做到环环相扣，我真的
觉得能这么运用文字的“蒙太奇”很神奇，也很了不起!

让·瓦尔让变到马德兰老爹已经差点让我差点上着课喊出来
了，没想到同样的手法在《九三年》这本书中又重现，读多
了同一作者写的书，你会嗅到属于他独特的味道。如果说擅
用手法只是伎俩，那能通过文字展现人性的光辉绝不是轻易
可做到的。保王派和共和派较量了大半本书，誓死要拯救法
兰西。把对方送上断头台的两个人因三个孩子的救赎互相原
谅，而并肩作战情同父子的两人却因对法兰西未来道路观点
相悖，西穆尔丹一票把郭万送上断头台之后开枪自杀。终此，
三个人都有了自己从没有想到的归途，比武器更残忍的是信
念，武器可以结束他人的生命，信念的颠覆却可以让人自尽。

将历史拉长，你会发现本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战争也没有
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角度不同观点不同。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类
发展必须经历的，没有谁的死是为真理的牺牲，真理一直都
在。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走向文明的脚步，只是这一路有太
多否定的声音而已。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读后感篇五

看《九三年》，久违的感动涌现。

在《九三年》的世界里我看到了人性的美丽，读到一些哲学
的话语让我反思生活反思生命。

《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写作艺术达
到炉火纯青底部的产物。在这部小说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
义两种艺术方法的完美结合。在一部三十万言的小说中生动
的再现了一七九三年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描绘了宏大的充



满革命激情的历史宏图。 米舍勒 佛莱莎为了找寻自己的孩
子，不顾战火的纷乱，路途遥远，几乎陷入一种痴迷状态。
她的傻傻举动，时常让我怀疑她是不是智力上有什么问题 ，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文中，她很好了阐释了自己存在的
意义，作为一个母亲，出于母性的悸动，她疯狂了，迷茫了，
又清醒了。

古治—勒—布里昂，也就是伊曼纽斯，为了保护爵爷和其他
战友顺利通过石道，脱离危险。自己留下来对抗几千敌人，
仅为争取一点点可怜的时间，为其他人的逃离创造条件。他
英勇的对抗着敌人，然后去了。这一系列的情节，勾起一丝
回忆。在很小的时候，看到电影《英雄儿女》的一个情节，
满脸是灰的王成，站在高地，紧锁眉头，对着阵地上的战友
高呼“向我开炮”。不同的是，伊曼纽斯像英雄般战斗过，
而当死神降临时，他成了个“杀人犯的临死的人”，崇高在
一霎那变得渺小了;而我们的王成，在临死前肯定会大放光彩，
从人世间一粒浮沉，变为宇宙间超级无敌大勇士。不一样的
艺术创作方式，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真实与虚假。

感动于朗德纳克公爵为了救三个贫民的孩子，重新回到被敌
人包围的堡垒，看自己落入牢狱。

西穆尔登最后跟着郭文去了，因为他放不下那个让他不放心
的孩子，因为他想要陪在孩子的身边，依然教他认字，教他
做人;因为他想要继续把自己的爱像位父亲一样付出。他也许
想要跟郭文一起去构造、去想象郭文走之前一直在思考的未
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