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精选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篇一

这个城市的夏天漫长而闷热。随手翻开同学送的一本书——
《心是孤独的猎手》。

无数次的打开，又无数次的放下，几乎没有办法连贯地读下
去，只因为其中那些凶猛的孤独比闷热的天气更加令人无法
呼吸。

这是一本像洞一样的小说，既清晰可见，又深不见底。五六
个人物，若干种生活，若干个深深的隐藏着的自我，却都有
着相同的孤独。同样做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想到她23岁就写
出这样的小说，自己难免有些绝望，但是有些东西是文字意
气以外的东西。我合上书，久久的凝视着封面上麦卡勒斯那
双清洌而孤独的眼睛，一个身患残疾的又瘦又高的有着一张
娃娃脸的女人，一个双性恋者，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
糟的女人，她所有的故事，描写的都是四个字：永远孤独。

谁能画出孤独的样子？这是阅读麦卡勒斯之后，久久在我心
里徘徊的一个问题。孤独原来总是有着不同种的颜色：梵高
的孤独是流光四溢的灿烂星空，马尔克斯的孤独担负着的是
一个民族，海明威的孤独总带着硬硬的壳。而麦卡勒斯的孤
独却是木质的，仿佛我心中的孤独，它早已随着我的年华老
去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它笔直的冲向天空，向着那虚无生
长，什么也无法将它阻挡，直到有一天，我们和死亡相逢，
它使你强大，但它和任何人无关。它深深的扎根在你的生命



中，永远不会退场。

辛格飞快挥舞着的双手，闪闪发亮的眼睛，最终的沉默。而
在他的阁楼里，醉鬼和医生却无止境的诉说着。那些话语和
情绪那么的悲伤、沉重、热烈，却在说出的瞬间就完全消失，
没有得到任何理解，也不具有任何意义。

是的，倾诉，整本书里的人都在发疯般的渴望着倾诉。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的这样的孤独。我们的灵魂
像一团火，生发出无数的想法和念头，却只能在黑暗中说给
自己听，而在那种自我倾诉之后，却只有更深的孤独。从何
时开始，我们变的如此的暴烈，我们的心像饥渴的猎手，四
处捕猎着一双倾听的耳朵，我想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变的无
比脆弱。可能只因为一点点的理解，一点点的倾听，就可以
投靠一个完全不爱的人，甚至，爱上他。

辛格之所以被大家所爱着，正是由于他从来不向他们倾诉，
永远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唯一不爱他的人，就是他的倾听
者安东尼，这几乎是一个悲伤的讽刺。更悲伤的讽刺在于辛
格是个聋哑人。据我所知，能够读唇语的聋哑人所能读懂的
只限于极慢的语速和夸张的口型。因此他们那些飞快热切的
倾诉，其实辛格是完全不可能听懂的。但他们却认为，他在
听，并且懂了。其实他们的倾听者，从来只有他们自己。

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和喧嚣的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疏离。

我们无法真正体会到别人的痛，即使是一位很优秀的倾听者。
毕竟，伤口在别人身上。所谓感同身受，我是不大相信的。
只是身世相同者抱在一起互相哭泣诉说，究竟是还是只有自
己在揭开自己的伤疤给自己看。

网络时代给了我们倾诉的契机，于是我们更加滔滔不绝的，
翻来覆去的申明自己的主张，描述着自己的灵魂。有时，我



们甚至挖空心思的去想个绝妙的标题，千回百转的用一些华
丽的词句，来捕猎着读者的目光，渴望着人们的倾听。整个
世界像一张喋喋不休的大嘴，无止境的倾诉着。而那些文字
和话语，字里行间那些真挚的孤独和热情也许始终没有人能
理解，甚至没有人愿意倾听。每个人，关注的，只是自己的
孤独。

曾经读到过一个故事：一只受伤的小猴，伤心地把自己的伤
疤给朋友们看，朋友们也都很关心它，关切的问它伤口是怎
么来的，并告诉它怎样处理伤口，可是后来还是死掉了，死
于伤口发炎感染溃烂全身。它不停地展示伤口不顾一切地诉
说痛苦，赢得朋友们的关心，而不去抚平它。溃烂是迟早的，
害死他的是他自己。

即使得到了别人的倾听，得到了别人的关注，那又能怎样呢？
伤口终究在自己身上。怎样才能不孤独，怎样才能不受伤？
或许，我们的孤独是和我们的存在一样与生俱来，这是宿命。
这种感觉无论在谁身上总是能找到的。或许，我还是抱有幻
想，最亲最爱的人，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的心可以贴得很
近，我们可以很快乐，可是孤独不会因为你爱或被爱，倾诉
或者倾听减少，只是那些东西能让你有孤独减少的幻觉。

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篇二

一开始接触这本书，是因为妈妈特别喜欢看，后来一直说拿
来看呢，由于各种原因就抛之脑后了。这次单位为大家创办
这个图书阅览室，我觉得非常好，正好借来看看。

开始读《百年孤独》时，就被书里面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以
及人物名字弄得思绪混乱，在看了将近五十页后无奈宣告放
弃，一直放在抽屉里。最近看了网上的好多评价，整理了相
关的人物关系图后，终于勉强看完，并理清了一丝头绪。这
本书深刻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社
会现实，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本预言书，一个人在为一个家



族近百年的历史所作的预言全面记载在羊皮卷上，最后全部
实现，这个家族在一个世纪中的崛起与衰落的整个过程。

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拥有自己的信仰、自
己的理念、行事的标准、动机与准则，每个人都有光明与阴
暗，并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族付出一生。他们在马孔多生
活，在这里他们完成了生命的升华，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以
及执着的信念，履行着他们从生下就担负的职责，为一些荒
诞可笑的理由，匆匆的完成他们认为必须非做不可的事情。
他们每个人是独立的，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他们是
家族的一份子，又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家族，他们最大的相似
点，就是孤独二字。

说实话，我挺同情布恩迪亚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孙一代
又一代被取同样的名字，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不同，脾
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这
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神情。孤独已经变成了
这个家族的代名词，这种孤独持续了将近百年，这个家族的
每一个成员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的孤独：奥雷里亚诺
上校周而复始地制作他的小金鱼，做了化掉，化了再做;阿玛
兰姬为自己织裹尸布，日织夜拆;贝丽卡闭门风窗，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直到死亡;蕾梅黛丝每天在浴室里整小时整小时地消
磨时间。

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都是不可想象的，
令人感到恐惧，甚至是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窒息感，让人想要
逃离。这个家族之中，夫妻、父子、母女，甚至是兄弟姐妹
之间，始终没有心心相印的感情沟通，没有推心置腹的切磋
商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了解，缺乏关心和支持。尽管他
们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最终均以失败而
告终。或许是这一百年的孤独，使布恩迪亚家族最终在一阵
狂暴的飓风中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

从有人类开始，人就是群居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必



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人拒绝与他人交流，一味地闭关自守，
那他所要面对的将是永远的孤独与黑暗。也有人会说，要学
会享受孤独，在孤独中寻找自己，了解自己，可是，在空虚、
黑暗而封闭的世界里又怎么能真正的看清自己呢，有的也许
只是胡思乱想和莫名的猜忌吧。我觉得，还是要加强交流沟
通，使我们可以融入到社会，家人亲缘之间需要交流与沟通，
血脉在交流和沟通中才越发的浓厚，朋友间需要沟通，友谊
才会长存，同事间需要沟通，工作才能更好的完成。当今，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不同和"代沟"一词的不断夸大，可交流
的人际越来越小，交流和沟通就显得更为重要，它是人与人
之间的真诚相处，不仅是思想与意见的交换，更是生活与情
感的交流，对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当然在交流中也许会因为生活成长环境的迵异，对
待事物的角度，对事情的理解，人生阅历的不同而难以达成
共识，但这正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合作共进、不断提高
之际。最低限度，我们不奢求他人接受与否，但至少可以互
相理解，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除却隔阂，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事业才能腾飞。

有了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守着孤独不肯放手，一直孤独
也就真的成了百年孤独，对待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
人生观与原则。合上整本书，如卸重负。这本书使我饱受头
痛，说实话，其实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作者的深刻含义，这本
书的伟大之处是让我看到了一种写作手法，构思巧妙，庞大
的结构如此贯穿始终，想象力丰富，却也不失现实的残酷，
社会问题的映射，我想，这便是著作的独特体现吧。

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篇三

阅读建议：可以随着自己的时间安排阅读；

作者在这本小说里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即：布恩迪亚家
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情爱描写也占据了不少的篇幅：夫妻的你侬我侬、和情人的
依依相惜、爱到海枯石烂不能自拔等。通过这些爱情的描写
片段，作者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不管曾经是多么的你侬
我侬、如漆似胶，最终的结局要么是孤独相伴，要么是分道
扬镳，就是说生命中的绚烂和美好不是热热烈烈的过程，最
绚烂的生命可能是能够和孤独相伴，不管他有没有爱人、爱
人在不在身边，并且真正的融进了自己的孤独里，有了自己
的兴趣爱好或事业并以此为支柱，这一点，是阅读这本书时
能够时刻感受到的。

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篇四

诺贝尔文学奖给《百年孤独》的颁奖词上写道：这本书映射
了一个大陆人民的贫穷与富足。不可否认，《百年孤独》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社会角度上来看，它的确可以称之
为“拉美的圣经”，但于我而言，它只是一本“孤独”的书，
仅此而已。

书中说：“生命从来不曾离开孤独而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
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
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似乎的确如此，我们
赤裸地来到这个世界，精神混沌，唯一能感知的或许只有自
我和孤独，等到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归于黄土，唯一能
知道的未来或许只有孤独。

小说中布恩迪亚尔族的每一个奥香里亚诺和阿尔卡蒂奥的.存
在好像都是为了印证这一点。他们都继承了布恩迪亚家族奇
特的吸引力以及莫名的孤独，或疯狂、或执着、或暴力、或
独裁。他们凭借着这股吸引力获得异性以及一切的物质和享
受，仿佛这些都是武器——抵抗孤独的武器。

他们或翻越荒岭，建立新乡；或发动32场内战，屡战屡败；
或欢饮达旦，暴饮暴食……但最终都失败了。他们终于深陷
孤独的泥沼，一切都与梅尔加德斯的预言一般无二——“家



族中的第一个人被绑在树上，家族的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吃
掉”。

故事的最后，马孔多这个蜃景般的乌托邦，被飓风从地面上
一扫而光，而“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陆上第
二次出现了”。

我想，马孔多早已被迷惘所笼罩，被欲望所吞噬，才会降下
《圣经》中所提起的飓风，而这一次的根源，或许还在
于“孤独”二字吧！人们寻求着各种方法企图消灭孤独，却
最终在欲望之中迷失了自我，直至“长着猪尾巴的怪物”诞
生，一切也都成了过眼云烟。

诚然，我在自以为最孤独的时候，读了这本“孤独的书”。
正如马尔克斯所说，“很多人选择了向虚拟现实的魅力屈服，
寄情于自我幻想，这纵然不切实际，却更能给人安慰”，但
安慰终究只是安慰，孤独仍需面对，而我们能做的，不是因
为它斗争，而是学会与它相处。曾听过一句话：“人生总有
些黑夜只能独自通过，如果实在没有热闹，不必悲伤，无须
盲目，一个人也要灿烂地穿行。”

寂寞是造化对群居者的诅咒，孤独才是寂寞唯一的出口。

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篇五

读完《百年孤独》，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尔克斯为了准确
表达而使用的近乎残忍的手段。

比如要描写一个老人的苍老，现实主义的作者可能会刻画老
人深邃的皱纹，浑浊的眼睛。但是马尔克斯不会这么循规蹈
矩，他的做法可能是让老人的皱纹的沟壑之间长出青苔，或
者让老人的鼻孔爬上蜘蛛网。

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不需要用现实世界的逻辑来解释，



所以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有了“胡作非为”的自由。虽然
魔幻离不开现实的框架，但是单调的现实也正是因为有了天
马行空的魔幻色彩而增添了无限可能。

这样的手法在表现人物情绪的时候可以充分的施展，因为在
超越常理的力量的作用之下，他可以轻易的让读者看到尽头、
无穷这种现实世界里不着边际的概念，也可以更轻易地让读
者感觉到彻骨的绝望。

比如表现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的时候，他让何塞阿尔卡蒂奥
布恩迪亚绑在栗树底下，每天就这样一动不动一直到死去；
让乌尔苏拉不但双眼失明还每天只能听见没完没了的雨声，
让她被遗忘直到有一天后背爬满水蛭；让丽贝卡关在小黑屋
里直到身上爬满蛆虫。他近乎变态的手法就像是给读者眼上
蒙上黑布，并且把钟表消音，抽离了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
让读者在没有边际的黑暗中感受最高级的孤独。

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篇六

《百年孤独》是我比较喜欢的外国小说之一，我在读这本书
的时候和读其它书都很明显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本书的特点
之一吧。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就是全书几乎没有任何向上的积
极气息，有的只是孤独和颓废。

这部30万字的《百年孤独》，很好看，你会时而放声大笑，
时而眉头紧锁，当时重复率最高的表情是“瞪大的双眼”因
为据说本书是公认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马尔克斯对于生活也许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笔下的人物，
不管是性格开朗还是封闭，是坚毅向上还是堕落腐化，不管
他们的生活是积极向上还是纸醉金迷都给人一种深深的孤独
无奈感，他们都不可避免坦然淡定的走向死亡。他笔下的世
界虽然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却还是愚昧落后没有任何进步相
反还逐渐走向没落。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旦遇到悲凉的心境就需要有人出来安慰，
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孤独，你那善意的劝解反而更加刺痛他
孤独的感伤，使他倍感孤独，适宜的离开也是一种默默的关
怀。也许他需要一首悲伤的乐曲，也许他需要一段文字，他
需要的无非就是将他的孤独表达出来的艺术，而这期间只有
他自己明白。

孤独希望与安静和黑暗为伍，但人却要面向阳光，否在会在
无限的孤独里被黑洞吞噬。

百年孤独读后感第一章篇七

第一，如很多人所说，文章里面的名字实在是太类似，甚至
完全一样的。当然理解这是一个家族几代人，但是还是想吐
槽南美人的名字真的太贫乏了。这直接影响了阅读体验。

第二，故事性缺乏。读了半本，几乎没有觉得有什么精彩的
故事情节。也许是文化差异，总觉得故事的逻辑太简单，或
者说里面人的逻辑太简单。两个人遇见对上眼，之后没有铺
垫，没有逐渐的升华，两个人就至死不渝了…再比如，吉普
赛人和那家人的感情也让人觉得不能理解。总之就是大家做
事的因果关系都让人觉得简单到不能相信。有人说，这书是
南美的红楼梦，我实在不能苟同。红楼梦里面那么多复杂的
关系，每个人说的话，掕出来都能细细的品半天，细腻又含
蓄的感情也比这本书里那些简单粗暴的感情更加抓人。

第三，文学性的角度好像也没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描写。不知
道是不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读了半本，对我而言，整个村子
的情形还是很模糊，或者说只是一个素描。而红楼梦读完，
大观园的亭台楼榭，雕梁画栋几乎跃然于眼前。

哪怕同样拿翻译的书对比，每当读到基督山伯爵的出海的时
候，地中海蓝天白云，孤舟白帆也能马上在脑海浮现。而这
本书的感觉就是自始至终都在一片朦胧中看一批人来来回回



的做一些逻辑简单的事情，让人提不起阅读的兴趣。

当然了，最后再次强调，这只是我浅薄的读后感。有几乎百
分百的可能性是我没有看懂，然而我却实在提不起兴趣再去
看了。谨以此文做个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