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巴金家读后感(模板8篇)
编辑需要积极关注行业动态，及时掌握并应用最新的编辑技
巧和工具。在编辑过程中，可以对文章的字数进行控制和调
整，使之符合要求和约定。以下是一些编辑的技巧和经验，
供大家参考。

巴金家读后感篇一

家中精彩的情节很多，例如“克定受罚”精彩的展示了封建
礼教的虚伪和必然消亡。“捉鬼**”表现了青年人敢于斗争
的无畏勇气，使人读来感到畅快淋漓。“血光之灾”中瑞钰
在难产中死去，使觉新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
夺去了他所希冀的一切。小说笔调沉重，感人肺腑，揭示
了“不抵抗主义”的破产。我最喜欢的情节是“鸣凤投湖”。

当鸣凤知道逼她出嫁的消息后，在深夜来到了觉慧的窗下，
她希望能看到觉慧，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和爱情。鸣凤几次
敲窗的细节逼真的写出了这位少女痛苦焦急的心情，以及他
对觉慧的强烈的期待和希望。进了屋子，他看到觉慧只顾忙
于写稿，鸣凤只想和他讲两句话，把此事告诉他。可觉慧却
被蒙在鼓里告诉她两天以后才能陪她说话。鸣凤没有希望了，
因为她过了这一夜就不在人世了。她不怨恨觉慧，他看到觉
慧真的很忙所以怀着留恋绝望的心情离开了觉慧，走到了湖
边。“她一路上摸索着，费了很大的力，才走到她的目的
地——湖畔。…她茫然地立在那里，回想着许许多多的往事。
他跟她的关系一幕一幕地在她的脑子里重现。…为什么人们
单单要蹂躏她，伤害她，不给她一瞥温和的眼光，不给她一
颗同情的心，甚至没有人来为她发出一声怜悯的叹息!她顺从
地接受了一切灾祸，她毫无怨言。后来她终于得到了安慰，
得到了纯洁的、男性的爱，找到了她崇拜的英雄。她满足了。
但是他的爱也不能拯救她，反而给她添了一些痛苦的回忆。



他的爱曾经允许过她许多美妙的幻梦，然而它现在却把她丢
进了黑暗的深渊。她爱生活，她爱一切，可是生活的门面面
地关住了她，只给她留下那一条堕落的路。她想到这里，那
条路便明显地在她的眼前伸展，她带着恐怖地看了看自己的
身子。虽然在黑暗里她看不清楚，然而她知道她的身子是清
白的。…她要把身子投在晶莹清澈的湖水里，那里倒是一个
很好的寄身的地方，她死了也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她要跳
进湖水里去。…她太爱他了，她不能够失掉他。在生活中她
所得到的就只有他的爱。难道这一点她也没有权利享受?为什
么所有的人都还活着，她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
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在她的脑子里盘旋。…她死了，对这个
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地就忘记了她，
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般。“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她
想着，她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她完全明白了。
他是不能够到她这里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们两个人。
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她
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
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
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
永久地去了。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
一阵心痛。她紧紧地按住了胸膛。

她依旧坐在那里，她用留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切。她还
在想。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
的微笑，但是眼睛里还有泪珠。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
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
往湖里一跳。”鸣凤投湖前的心理描写非常细腻，语言清新
自然，明快流畅，充满着烈火一般的激情。这样的描写不仅
使鸣凤在这特定的环境下的感情，情绪，心理状态，跃然纸
上，而且像散文诗似的给人以意境美的艺术享受。

《家》是不朽的，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它的主要缺点在于通
篇缺乏艺术锤炼。小说中叙述和描写参半，许多对话太急于
表达思想，以至于失去了口语的语气和韵味，读来好像听演



讲。但这些缺点并不能遮盖它的不凡之处。其中小说的开头
和结尾就颇有匠心。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地公
馆：“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
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
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
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
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
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
”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地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
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
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
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
而未见面的热情的年轻朋友。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
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
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后，让人思
绪随水而流，不能立即离开书中的世界。觉慧的离家出走标
志着他与封建大家庭的彻底决裂，是激流中的激荡的浪花。

巴金在1980年4月4日《激流》总序中写道“这激流永远动荡
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
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
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
奔腾的激流，具着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
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
够确定地知道了。”在今天，激流仍在奔腾，社会制度仍然
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希望这激流之水能够洗涤掉社会的
糟粕，还我们一个理想的世界。

巴金家的读书心得2

《家》是巴金最杰出的作品，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到的四川
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



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揭露了封建专制的
腐朽本质，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
恶，颂赞青年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

《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段，塑造了众多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
形象。书中人物不下七十个，既有专横、衰老、腐朽的封建
家族最高统治者、封建家长只代表高老太爷，荒淫残忍的假
道学和刽子手冯乐山，腐化堕落的败家子克定，狡猾贪婪的
克安等等统治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又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
的受害者，如敢于以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鸣凤，温顺善良地
吞咽着旧礼教俄国的小姐梅，善良厚道柔情的长孙媳瑞珏等
等;以及接收新思潮影响、向往自由平等、大胆争取个性开放、
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醒者和叛逆者
的形象。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觉新，他虽然接受过五四新思
潮的激荡，但是处于“长房长孙”特殊地位，深受封建伦理
纲常特别是“孝”道的熏染，铸成他委婉求全的懦弱型顺从
的性格;他既同情支持弟妹们反封建的抗争，有屈从于封建势
力的压力，维系着封建统治的权威。这些人物都写得血肉饱
满，个性鲜明，富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阔大的现实包容。

在这个家里发生的故事也让人感觉到气愤与悲哀。第一个悲
剧发生在鸣凤身上。已经六十岁的冯老太爷要在高公馆的丫
头中选一个去给他当小老婆，而这个灾难恰恰降临在十六岁
的鸣凤头上。鸣凤和觉慧之间有一段爱情，但是因为两人一
个是婢女，一个是少爷，身份悬殊，才导致这段纯洁的爱情
别成了一个悲剧。刚烈的鸣凤在他新婚前夜跳湖自尽。梅的
命运更加悲惨，她死得比鸣凤懦弱多了。梅是觉新的表妹，
他们二人之间也曾有过爱情，本来两家都同意结婚了，却又
因为二人的八字不合而不得不散。觉新娶了李家的瑞珏，重
新获得了爱情;而梅也另嫁他人，却当了寡妇，又回了娘家。
两人依然对对方念念不忘。后来没得了肺病，却因为父亲守
旧，不肯看西医，耽误了治疗，最后她怀着遗憾，软弱的死
去。高老太爷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快要走到了生命的
尽头，医药已经不起作用了，在陈姨太的提议下，人们开始



求助于封建迷信。最开始找道士在大厅里做法念咒，深夜陈
姨太又在天井里拜菩萨。后来克明、克安、克定三兄弟又祭
天。最后居然找巫师到家里来捉鬼，把老太爷吓得够呛，陈
姨太等人被觉慧说了一番后羞愧地散了。又过一天，老太爷
死了，临死之前他醒悟了，同意觉慧等年轻人接收新思想了，
可是已经太迟了。死得最令人悲愤的就是瑞珏了。老太爷死
后，封建的思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严重了。葬礼就办得
充满封建色彩，这还不够，长孙媳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太
太们说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就会有“血光之
灾”。所以按照封建理念，瑞珏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后来
瑞珏难产，却不能与觉新相见，她在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含
恨离开人世。

这是四个悲剧，虽然发生在了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的身上，但
是却都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梅和瑞珏都是觉新曾经爱过
的女人，而她们也都是封建主义的悲哀，她们同觉新一样，
太软弱了，对于别人说的，哪怕自己知道是错的，也要把痛
苦埋在自己心里，只会服从，不会反抗，他们的所谓“作揖
主义”哲学纯粹是给在封建社会白白做出牺牲。高老太爷在
临死之前能够醒悟也称得上是一种庆幸吧，不过他醒悟地太
迟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不能给这个家庭，这个
社会带来丝毫的改变。而鸣凤，她与常人不同，她性格刚烈，
虽然她的死也是白白牺牲，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封建主义)
的任何注意，但是她宁死也不屈服于封建主义，至少她死得
不窝囊。总之，封建社会给人们的痛苦远不只这些，所以年
轻人才要推翻这个社会，让人们看到新社会、新生活的希望。

巴金家读后感篇二

最近正在重读《家》这部经典著作。初一的时候只读过一半，
这几天正好借着电视剧《家》的热播重读经典。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
《秋》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



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
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
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家》这部分以“五四”的浪潮波
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
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巴金老先
生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
的一幅图画”。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掩
盖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
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
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高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
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
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
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
表姐的抑郁致死，瑞珏的悲惨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
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
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
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的不同命运也是作品的一条主线，
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

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
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
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
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
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
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
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原著中作者对他是有
一些批判的，大多是通过觉慧，批判他的怯弱、“作揖哲
学”和“无抵抗主义”，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
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
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

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



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
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
掌握自己的命运。

“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
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
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
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
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
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
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
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因为“五四”时代对
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
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
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
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
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
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
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
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
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
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

作品中四位女主人公不同的命运中又有着某种相同——

巴金在回忆自己写下这些文字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熟悉
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
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
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
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我写梅，写瑞珏，写鸣
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
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的年轻女人叫出
了一声:冤枉!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
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是啊!“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
源”……

巴金家读后感篇三

最近几天，我“拜读”了著名作家巴金的“激流三步曲”之
一—《家》。

这本书主要描写了在封建时代一个大家族中许多人的无知懦
弱，一些人的悲惨遭遇以及少数人的奋起反抗。

高家的三个少爷也有着不一样的命运，老大觉新的性格用现
在的话来说就是懦弱，而在书中则称他为“无抵抗主义者”，
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身边最亲的人死的死，走的
走。虽然他对此感到无比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却并没能让他
改变自己的性格，他还保留着那分懦弱，因此他始终生活在
痛苦中。三兄弟中的老二觉民痛恨旧社会旧制度，他有着沉
稳的性格，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积极主动的争取幸福，最后和
自己心爱的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老三觉慧是一个对前途
未来充满信心的人，他痛恨旧社会，希望能够打破旧制度，
因此从一开始他就看“禁书”,传播新思想;后来写文章,办报
纸;但是他没有老二觉民那么稳重，他性格激进，因此当他所
做的这些事遭到那些愚昧无知的人的责骂和阻止时，最后他
选择了比较激进的方式反抗——他愤然出走…….

巴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愚昧无知,当我读
完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梅的抑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
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
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
过这些描写，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

在整个大家庭中，只有觉民和觉慧站在与封建社会和旧制度
做斗争这一阵线上的，其他人则全是旧社会，旧体制的拥护
者，这体现了当时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毒害和当时人们的无知



与麻木。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好书可以让人受益一生，安心捧
读一本好书，你会发现一些平时从未有过的想法悄然浮上心
头，你会产生一些深刻的感悟。在阅读中，你会发现生活的
美好，你会学习到学校中学不到的东西，你会明白老师讲不
明白的道理......所以，选择读好书吧!

巴金家读后感篇四

读完这本书，我有许多感悟。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十分喜
爱它。相信大家都明白并且都读过这本书，故事的资料就不
需要介绍了。

看完这本书后，特别是了解了巴金的生平后，我真的觉得书
中的觉慧与巴金本身十分相似。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
“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她学
到了许多封建“妇道”，明白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
一切。那本书里，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
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
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
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祖父生日的三天后，她的生命就结
束了。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十分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
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可是这门亲事之后没有成
功，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
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但也没有反抗，也从
不曾想到反抗。之后祖父死了，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
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
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
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



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
越远越好。

大哥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
能理解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提议。他最终还
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
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
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
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巴金是觉慧吗？高家的杯具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杯具；鸣凤、
瑞珏、梅表姐这些杯具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杯具生活
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
人的杯具，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杯具。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
庭中经受了很多的心灵折磨以后，最终才演化成了小说《家》
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能够说巴金的《家》是他对自己的家族生活的记叙和讽刺。

这些便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巴金家读后感篇五

锲而不舍的终于看完巴金先生的名著《家》，下面来谈谈我
的感受吧!

对于结尾，我是始料不及的，感觉就像是吃到一块很美味的
蛋糕，很想再吃第二口的时候就突然没有了，不见了!原以为
还能看到觉慧独自去了上海后能等来觉民和琴相聚，然而，
巴金先生就这样停笔了，或许故事还没有结束，看着先生写
的后记，他说他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想我也不是一个冷
静的读者!

《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



对待这本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
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
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愤，
我也有喜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 青春毕竟是美丽
的东西。 不错，我会牢牢记住： 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
那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泉源吧。

先生二十七岁写下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我这个小小的读
者在二十七岁被他的精神所鼓舞着!

没错!!我是爱阅读的! 书不是胭脂，却使人心颜常驻。书不
是棍棒，却使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能带人飞翔。你
在阅读上花的每一秒都不会荒废，某一天，它会以你意想不
到的形式回报于你。读书，为了遇见更好的世界!

巴金家读后感篇六

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的《匆匆》，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
踪迹，表达了作者对虚度时光感到无奈和惋惜之情。

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一天都是
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一天都不是二十四小时。
”你是否觉得这句话自相矛盾呢?不，不矛盾，我们都知道一
天有二十四小时，这是时间的公平之处，那为什么时间又是
偏私的呢?因为这些人随意浪费时间，任凭时间飞快地流逝，
一天一事无成，他抛弃了时间，时间也抛弃了他。因此，他
的二十四小时是短暂的。而有些人合理安排时间，珍惜时间，
不虚度时光，利用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并且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率，他们用二十四小时做了平常人需要二十五小时，
二十六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他们的二十
四小时是漫长的，充实的。



朋友，每当你打电脑的时候，日子从键盘上过去，看电视的
时候，日子从屏幕里闪去。朋友，人生虽短暂，但细细地算
一算，一生中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工作、学习上呢?无论往
后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挫折、怎样的委屈，不要动摇，不必
辩解，走你自己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时
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自己的行程。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
谢了，有再开的时候，而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我不禁想
起了一句话“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
间等于慢性自杀呀!”同学们，珍惜时间吧!时间就是金钱!就
是生命!

巴金家读后感篇七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杯具”——这是巴金在读完了小说《复
活》之后的一声感慨，而我觉得这恰是觉新一生的写照。

整部小说以“五四”运动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有
昌盛至破亡的过程。这个家庭拥有着华美的外衣，貌似是豪
门大家世代书香，其实在这层光鲜的外表下，以高老太爷为
首的那些所谓的“卫道”“护法”者早就受了封建思想荼毒
至深，他们不追随时代的发展趋势，固守旧制，压制一切反
抗，竭力维护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亡，
不亡不孝”这一类的旧话。有这样一个封建的大家庭，这对
于期望新生活却身为长孙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的觉新来说无
疑是道枷锁，将他的身体心灵牢牢禁锢着，在矛盾，挣扎，
痛苦，懊悔中艰难过活。

书中这样写道：“‘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
有很大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
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
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
去，自我并不觉得矛盾”，所以，他坦然地以便读者新思想的



《新青年》，一边继续地过旧式的生活。

觉新自我也曾说过：“我的一生就这样完结了。我不反抗，
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我做一个牺牲者……我跟你们一样
都做过美妙的梦。可是都被人打破了，我的期望没有一个实
现过，我的幸福早就被人剥夺了，我并不怪别人，我是自愿
地把担子从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

连他都认为自我是一个牺牲者了，又何来反抗一说》所以，
在祖父母亲的安排下，他放弃了青梅竹马的梅表姐，娶了另
一个少女瑞钰；所以，他放弃自我喜爱的化学，开始了上班
生涯；所以，在他的妻难产而死时却不能见她最终一面……
他只能忍受，忍受，再忍受，可到头来他又得到了什么？什
么也没有，却是失去了两个他爱的女人。

他心里不是不痛，只是从来都没有在人前流过泪。他是令人
惋惜的，因为他的身份——长房长子，让它失掉了反抗的资
格，只能忍受精神上的折磨。

属于那个时代阴霾下的青年，都拥着一颗劈开黑暗见日明的
心。他们在反抗和斗争中，有的是一段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往
事。只因为心中仍有梦，所以他就能忍住痛，只因为他的心
中仍小小地希冀着幸福，所以，他能坚强地活下去，而不轻
易轻贱性命。

觉新觉新，你最终还是，觉醒了吧。

巴金家读后感篇八

真善美在生活中处处皆是，它伴我行，伴你行!

——题记



真善美是什么?大家可能对这三个字不是挺了解。是的，我何
常不曾认识?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有幸地阅读到关于真
善美的书，我明白了这三个字的深刻含义。

何为真?我认为真就是求真，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当今社会，
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那一种求真的精神。若每个人有求真
精神，那么世界会更美。回想吴文俊伯伯因为有求真的精神，
所以在数学领域中极为突出。联想自己，在学习方面，只要
一遇到难题，我就会不思索，马上放弃，思索一下都不愿意。
在求真的路上，我的确不太合格。

何为善?善心是人生路上的灯，照亮了迷茫的人的路;善心是
那灿烂的阳光，温暖了自己心窝;善心是一把火把，给身处寒
冷的人雪中送炭。善是我们青少年所追求的优秀品质。善是
人格之美，灵魂之美!如今的社会热门话题是遇到街上有人跌
倒，应不应该扶起来!确实在这社会上，难免会有一些碰瓷的
事件发生。有的人因为怕碰瓷，不敢行善。若每个人都这样
想，那世界将会怎样。

何为美?生活中处处有美，就要看你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看
了这一本关于真善美的书籍，最令我感动的是芭蕾舞公主李
月，她即使身有缺陷，当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最终这
个梦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李月这个小公主是美的，她的灵
魂是美的。

真善美是美好事物的一面，阅读了这一本关于真善美的书，
我想真就是求真，善就是善心，美就是美好。真善美!真!善!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