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巴金读后感(优质6篇)
征文可以让大家分享自己的见闻和体验，促进交流和思考。
征文的语言要简洁明了，避免冗长和啰嗦，让读者容易理解。
下面是一些经典的征文案例，希望能够对你的写作有所启迪
和借鉴。

春巴金读后感篇一

家，是将无情岁月装点成温馨时光的心灵归宿；家，是把冻
在心头的坚冰用温情融化的人生暖炉；家，是风中雪中远程
归来的游子们心中坚定信念的来源之地。家这个字，无论何
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都是诗般的美好，它是一种信念，
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在漫漫人海中敢于开拓。但在那个年
代，那个社会，家这个字对于青年来说却是一道真实可感的
枷锁，它不停地压制着“她们”那颗鲜活跳动的心，就像一
个巨大无比的网，笼罩出一片阴影，令人窒息。

在巴金先生写的《家》中，让我最有感触的不是高家祖孙几
代之间不同思想的激烈碰撞，反而是活跃在字里行间的那些
俏丽的身影――那些个性鲜明的女孩们，梅，瑞钰，鸣凤的
遭遇让我深深为生活在那个黑暗封建的时代的少女感到同情
与惋惜。她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阶层，拥有不一
样的人生轨迹，但都逃不过封建思想对她们的残害与压迫。

梅，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她就像绽放在白雪中的一朵清冷孤
傲的梅花，不争不抢，但也从来没有能力与勇气为自己的未
来争取什么，她只是默默忍受着漫天飞扬的大雪，只能拖着
早已被折磨的虚弱不堪身体计算着自己还能在无穷无尽的雪
中熬多久。最后，她走了，她带着怨恨，离开了人世。而这
场悲剧的一切，开端竟幼稚的可笑――她的母亲，在决定她
终身幸福的前夕，与高家太太，即与梅情投意合，青梅竹马
的高觉新的继母发生一次无谓的争执，两家太太抹不开面子，



拆散了他们。这也是梅婚姻悲剧的开始，也是梅痛苦的根源。

而瑞钰，高觉新后来的妻子，这个拥有亲和力的善良女子，
她真心的对身边的人好，从不像其他太太一样苛责下人，宽
厚待人，对待她爱的丈夫，更是将所有的少女情怀倾注于他。
爱屋及乌，对待被勒令待着家里不准参加学生运动的高觉慧，
她也用女性细腻的关怀顾及了他，让他来下棋，怕他一人待
着心里烦闷。但顺从与善良没有给她带来好结局，高老太爷
死去后，快要临盆的她被陈姨太一句“在家里生产，怕冲撞
了，会有血祸”就被要求搬到城外偏僻潮湿的小屋去住，丈
夫早已被环境压迫的无力反抗，她只能流着泪点头，最后难
产死去也看不到丈夫最后一眼，因为“男人进了产房会走霉
运”，觉新这次拼命反抗也无用了。

这两位女子都没有做错了什么，相反，她们用自己的天性与
纯真为那个黑暗社会增添一丝不一样的光辉色彩，但她们错
就错在不幸生在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她们的悲剧，不会是
旧中国的个别现象，而是无数女子悲催命运的缩影。她们拥
有富足的生活，但她们同时也被无数繁文缛节所约束，甚至
她们连未来也不能自己决定。她们也拥有一定的学识，在新
旧思想冲击的社会，她们也有渴望自由的思想，因为懂得，
所以想要反抗，因为反抗无力，所以反而加剧了她们的痛苦。
家带给她们的，既有短暂的温馨也有长久的悲剧人生。家的
意义，早已失去了光彩。

庆幸我们生活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一往
无前的奋斗。家的意义重新被镀上光辉温暖的精神。

春巴金读后感篇二

《家》是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
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读书是一种提升自我的艺
术，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



维过程。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巴金的家第二章读书心
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时隔八-九年再次读《家》，内心仍旧是排斥的。开了五六次
头，终于忍耐着读完了。上次读的痕迹就只剩这是一本压抑
的书。果不其然，读的过程中那种浓郁的悲哀化不开，仿佛
是点燃了悲哀的火把，甚至连迸溅的火星都那么灼人。停在
瑞珏即将悲惨死去之处，真真是不忍卒读。美好的人物被毁
灭总是令人扼腕叹息，尤其是明明可以避免的。鸣凤投河了，
婉儿被逼出嫁了，梅表姐抑郁成疾，最后连瑞珏也这样惨死
了。觉慧在忍受不了这些，最终决定出走。对，觉慧的离开
只能称之为出走，而不能说与这个封建大家族高公馆的决裂。

觉慧是新一代受五四运动影响的觉醒的青年，热情接受新思
想，热心创办新刊物。然而不得不说觉慧的思想革新和进步
更具有浪漫主义，具有妥协性和不完全性，或者确切点说是
觉慧的成长反映了一个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族的青年觉醒的
过程。笔者想从以下几个事件来谈一谈觉慧的反抗意识与其
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是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被高老太爷禁足的事情。觉慧和
高老太爷间的直接冲突其实并不太多，或许是中间还隔着一
个担负着父亲责任的觉新，所以高老太爷的气更多的是撒在
他身上。所以觉慧是同觉民和觉新等同辈人开展的抗争。 当
他发现自己被无数无形的栅栏所包围，无法摆脱这样的生活
时，他诅咒起所有人：“为什么你们都不说话?……你们，你
们都该诅咒!”“你们没有胆量 ! ……你们是矛盾的，你们
都是矛盾的!”对于觉新，觉慧不是嘲笑就是怒骂。 当觉新
劝他听从祖父的话，暂且不要出去参加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时，
觉慧愤愤地骂起来，好像要把他在祖父那里受到的气向觉新
发泄。“好，你的无抵抗主义又来了。 我想你还不如规规矩
矩地去做一个基-督徒。人家打你左脸，就马上把右脸也送上
去。 ”觉慧在批评觉新的同时，很少将矛头指向自己，而是
将所有的愤怒都洒向觉新。 在怒骂觉新时，却唯独不骂高老



太爷。 从觉慧的逻辑来分析，这是否也是一种懦弱呢?而且
他权宜之计的违抗高老太爷之后，不断默念的“我是青年，
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
有点如同做错事心里没有支撑的孩子赶紧喝两口心灵鸡汤来
安慰自己空着无落的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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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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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鸣凤，温顺善良地吞咽着旧礼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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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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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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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这本书后，我感受到汤姆的勇敢与机智，虽然他学习上
不是好学生，但他在生活中决不是差生。从他的这些经历上
我知道了一些他在做事上的机敏与灵活性。

汤姆的那种在各种情况下都能灵活运用脑子的能力值得我学
习，还有他在危险面前毫不退缩而是用办法解决问题的精神
也值得我学习。

汤姆。索亚历险记同时也反映出孩子们有时在面对事情上比
大人的能力还强所以我们学会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

读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让我知道了很多道理与体验到了一些
感受，因此读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后让我受益匪浅。



读了这本书，连对冒险嗤之以鼻的我都有点心动了。

本书中的小故事生动有趣，为我们刻画出一个顽童汤姆的成
长过程。汤姆是个纯朴、善良、爱梦想的人，所以我非常喜
欢他。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在汤姆的故事里，找到与自己梦里
相同的画面，让自己的想像畅游“世界”吧!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我读过的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描
绘的是汤姆和他的朋友的冒险故事。汤姆是个淘气鬼，不爱
读书，为了不想上学而装病，经常搞的鲍丽姨妈很头疼。但
是他非常聪明，有一次姨妈罚他刷墙，可他却巧妙的想出
了‘出售刷墙权’的点子，结果不但不用自己亲自刷，那些
小伙伴为了得到刷墙的机会，还给了他一些好玩的东西。

还有一次他鼓动一些小伙伴离家出走，跑到一个小岛上过了
几天，把自己想象成海盗，这样的生活太刺激了，我也好想
体验一下啊!最惊险的一次是他们半夜去墓地，看到一个人被
杀害的现场。虽然他很害怕，担心怕报复，但是后来汤姆鼓
起勇气在法庭上检举了真正的凶手，救了被冤枉的人。

这里的文字很美，作者马克·吐温用文字塑造了一个调皮孩
子汤姆·索亚。汤姆·索亚虽然很调皮，但是他是很富有爱
心、同情心，他还特别勇敢，不然他不会拯救波特;他不会在
坏人印第安·乔饿死的时候同情他;他不会带着贝琪走出迷宫
般的山洞……故事的最后，汤姆开导哈克，称强盗们都
是“上等人”。

汤姆和他的朋友有一次迷了路差点把命送掉，最后他们得到
了宝物，成了小镇的名人。

春巴金读后感篇三

在我国现代文学，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



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
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
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
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
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占有着重要
的地位。

觉新是这部小说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由于他处在长
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界同堂大家庭的“和
睦相处”，他凡事都采劝不抵抗主义”。他与他的梅表妹有
一段美好的恋情，但是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大事是不
由得他们作主的。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亲，他没有反抗，有的
只是默默地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虽然他的内心十分痛
苦，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而后他与妻子瑞钰成了亲。
祖父死后，陈姨太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钰在家生孩
子，叫觉新送她到城外去。这事对觉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但他还是接受了，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她的生命。而在这之
前，他的梅表妹也因为他，郁郁寡欢而死。然而对于这一切
悲剧的发生，他无力反抗，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
生活。小说中的另一个典型角色觉慧，觉新的弟弟，却有着
与他哥哥完全不同的性格。小说典型地塑造了觉慧这个大胆
幼稚的叛逆者的人物形象。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
的反帝反封建活动，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在婚姻问题上，他
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对于长辈们
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
顾地走出了家庭。《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
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
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
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
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
道德对弱孝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家》这部作品从思想内容上，对摧残人的青春、生命的封



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对那些在封建礼
教的重压下受苦、挣扎最后作了牺牲品的人们寄予了无限的
同情，对那些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而奋斗的人们进行了大力的
歌颂。

《家》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巴金创作成就和风格的优秀作品，
它充分显示出了巴金在现代文学小说创作领域中所取得的卓
越成就。

春巴金读后感篇四

读过巴金的《家》之后，虽然对那个年代的事不是很多的了
解，但是可以看懂，而且书中有一个特别显着的气息:到处闪
耀着青春的色彩。这种单纯而自然的环境就是作者本人所写
的那样:“永生在青春的原野”，“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
的东西。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源泉。”巴金老先生笔下的
《家》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家》的那些子弟们正代
表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例如:高家中专横、衰老、腐朽
的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他代表的正是政府机构中腐败、贪
婪的官员。那些官员仗着自己的官职，随意支配人，在无形
中，人们对他产生了怨恨，对他也产生了无形的威胁。

还有像狡猾贪婪的四老爷克安的贪官，他们运用自己的小聪
明，毫无顾忌地从公家手中“榨钱”，行-受-是样样不缺。
社会中也有像腐化堕落的败家子五老爷克定的青少年，他们
整日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他们由于承受不了社会各方面
的压力自甘堕落。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乌云”，但它永远遮
挡不住“太阳”的光辉。

总之，《家》这部作品从思想内容上，对摧残人的青春、生
命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对那些在封建
礼教的重压下受苦、挣扎最后作了牺牲品的人们寄予了无限
的同情，对那些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而奋斗的人们进行了大力
的歌颂。



这个社会永远都是在进步的，并不会因为有什么不进步的羁
绊而停止，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时代
的潮流。在走过的途中，它会喷发出应由的水花，这就会形
成一股股奔腾的不息的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
流去。

春巴金读后感篇五

在大学期间在新华书店购买一套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就
在本月的读书专题月，我再次把他们从书柜里拿出来读时，
似乎这一次解读得到了升华。就像当时读《水浒传》一样，
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三本书，仿佛亲眼看到了那个旧时代，
那吃人的礼教，同时还有新时代的光明。

读巴金的这三部小说，就完全没有读书的那种感觉，那种封
建和新文化交替的斗争和矛盾，都有如亲身经历，我感觉自
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正与封建势力做斗争，为了争取人的
自由!也许，只有巴金能把读者的心整个地拴住，忘了自己，
忘了这个年代。

通过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来描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
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
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小说中的每一个突出的人物都是那个时代一类人的鲜明的典
型。高家老太爷是封建势力的代表，高老太爷的儿子中的克
定、克安代表了当时靠祖上家财而挥霍无度的公子类人物。
而书中的梅、珏、蕙、淑贞和枚少爷代表了当时在封建礼教
下的牺牲品。觉民、觉慧则是当时的革命人士代表，他们有
的是新的思想;而琴这样的女子代表的是当时渴望革命的女革
命先驱。对于那些旧势力的代表，有时真的会恨得咬牙切齿!
觉慧和淑英的逃跑让他们觉得“丢脸”，淑华与觉民和他们
的对抗，也每每使我觉得无比痛快!他们都是反抗恶势力的新
人类。



书中，最痛苦的是觉新。我个人认为觉新是《激流三部曲》
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很多人都认为觉新是个懦弱
的人，因为他的软弱他的逆来顺受，让身边的妻子儿子以及
几个知己间接地死去。他也被称作“无抵抗主义者”、“作
揖主义者”。但对于他的行为我们必须给予理解和同情。由
于他受到封建的家族式的思想毒害太深，使他成为一个被封
建思想和革命思想相互斗争的牺牲品。

但我们还看到了新时代的希望!觉慧和丫头鸣凤的爱情虽称不
上轰轰烈烈，却也是对封建制度的挑战。即使他们没能拥有
好的结果，但那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爱情!觉民和琴，他们俩
在旧势力面前毫无畏惧，共同走过的风风的大胆和奋斗让我
不由自主地为她们拍手叫好!

其实，我们生在今天是很幸福的，起码自己的命运可以掌握
在自己手中.虽然说现在社会竞争很大，但是我觉得，只要自
己懂得知足，懂得珍惜，幸福其实是很容易得到的。

翻开旧社会的古籍，历史的烟云又舒展在我的眼前，悲泣的
芳魂已逝，悲瘁的芳华宛在，一曲曲悲歌在岁月的烈火中涅
盘。

这，是一条路，一条浸淫着无数女性血和泪的路，一条满是
冤屈的路。

《激流三部曲》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旧社会的摧残下消
逝，她们有些就像一朵花苞，还未盛开在最美的芳华中就已
凋零。淑贞，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孩，在父母的打骂和制
度的束缚下选择用一口深不见底的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
那小小的身体里究竟藏着多少哀愁，在跳井的那一刹，那到
底有几分愤怒，几分幻灭在她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心，在瞬间
轰然坍塌。古代的女子们让三寸金莲剥夺了自由的权利，让
愚昧的思想成了限制思想的枷锁，更是被制度摧残了原本能
生活在沃土雨露中的芳华。



一个个女子重蹈覆辙，一缕缕芳魂随风而逝。愿天堂，是你
们的一方净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青年们
睁开了自己蒙蔽的双眼，尽一己之力推动历史的车轮，迎接
早春的来临。书中梅的时代即将泯灭，取而代之的是琴的时
代，是许倩如的时代。

惊鸿照影的窈窕身姿只是她的附属，而渊博的才学在她的身
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那一颗早已埋下的种子，在她心
灵的沃土上逐渐萌芽：不顾周围人的冷嘲热讽，选择和男学
生们一起读书;加入周报社，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畅所欲言;
与周围的人齐心协力，共同把即将面临泯灭的淑英于水深火
热之中及时拉出，将她送入了光明的春天。在琴的身上，映
入眼帘的是她敢于拼搏的奋斗精神，她的未来必然一片光明!

悲泣的芳魂在孤寂的乱葬岗哭诉着自己命运的不公;燃烧的芳
华长久地炙烤着华夏儿女的心扉。如今，世界已走向平等，
但制度的余烬还未彻底的毁灭，梅和蕙的经历给世人敲响了
警钟，在新的时代，就让我们用智慧的泉源去浇灌梦想的种
子，用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光芒，照亮世界上黑暗的角落
吧!

巴金的小说非常重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塑造了众多鲜活生
动的人物形象系列，尤其以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者和叛逆者
最为出色。在读完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深深感受
到觉新、梅等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的同时，又完美
地塑造了觉慧、觉民淑英姐妹等一系列青年叛逆者形象，却
又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巴金在写《家》时不断指出“要控诉”，他说他要为一个垂
死的制度写一首挽歌，甚至后来的《春》、《秋》也不断揭
露封建旧家庭、旧礼教的血腥罪恶。但是从作品看，巴金并
没有仅仅停留在控诉层面上。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20世纪



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猛烈冲击，打开了
高宫管紧闭的大门。高家年轻一代不甘专制统治者的重压，
蔑视封建家长在大家庭中淫威，勇敢地喊出了“应当给自己
把幸福拿过来”的响亮呼声，纷纷投入了反封建专制的斗争。
作品便塑造了这样一组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形象。这组人物都
是在“五四”新思潮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勇敢地向封
建专制制度挑战，代表的是民主主义思想对整个封建制度的
对抗。他们身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叛逆性，具有反抗
意识。

觉慧作为高家走出的第一个觉醒者，他的反叛仿佛是一把燃
烧的火炬，在黑沉沉的家里发射出耀眼的光亮，成为封建家
庭内部瓦解过程中一股最直接的冲击力量。最后，他冲破封
建家庭的束缚，与旧家庭决裂，离家出走，踏上了革命的道
路，与社会上的民主革命斗争合流。他的行动反映了革命潮
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和旧家庭内部新力量的成长，并为当时的
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作者巴金出生于一个官僚封建地主家庭。五四的爆发，使巴
金接触了更多的新思想，他开始憎恨那个封建大家庭对青春
和生命的摧残，开始把封建家庭的存在与罪恶的社会制度联
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其性格的反叛倾向，为觉慧、琴等叛逆
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生活原型。叛逆者形象作为一种人物类
型，作为巴金人格结构的投影，表现出了巴金性格的复杂性，
使巴金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融合，有着现实的生活基础，
个个栩栩如生，我认为《激流三部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爷爷的代表作，它分为《家》、
《春》、《秋》三部。

这三部书讲述了民国时期高家三兄弟——高觉新、高觉民、
高觉慧的故事。高家原本是个和睦的大家庭，但是最终却分
开了。其中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气氛。



祖父刚刚过世，瑞珏又即将要生产了，陈姨太、四嫂等人说：
“老太爷刚过世，会有血光之灾的。产妇必须搬到城门外去
住，还要再过一条河才可以。”瑞珏便照做了，但是觉新却
无法经常去看她。就在瑞珏刚生完孩子时，便因为难产去世
了。当我看完这一段时，不禁想：民国时期的人们怎么这么
迷信?那些读过书的人到底还有没有一丝良知!同时，我也可
怜起了瑞珏，没有了家人的陪伴，你却依旧如此坚强，都是
那些迷信的人才害了你失去性命啊!

看完这本书，我对高家那些无知的人感到羞耻。你们知道什
么叫“孝”吗?你们败坏了祖父的毕生的心血，将它化成了灰
烬。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德”，你们身为富家子弟，却如
此不知颜面。你们将祖父的颜面丢尽了。你们更不知道什么叫
“关心”，对待下人从来没有关爱的心，只因为你们的身份
比他们高了一等，就慢待他们，其实人与人是平等的。

我不禁反思：为什么那时候祖国会遭受各国入侵?就是因为我
们的祖国不够强大。为什么祖国不够强大?因为那些道德败坏
的人太多，几乎没有清廉之人，而且他们只知道索取，不懂
得担当。让我们都来做一个有担当的人，让悲剧不再发生!

一百多万字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看
完了，很有写些文字的冲动。近来却诸事缠身，一直未曾动
笔。

昨晚与一朋友通电话，她把自己比作《谁动了我的奶酪》中
的一个人物。巴金的这三本小说源于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
也曾多次遇到亲人对号入座的烦恼。其实，我现在想来，这
也怪不得他那些亲人们。在读《激流三部曲》的过程中，我
也一直在找寻我自己的影子。

我更象故事中的哪个人物呢?觉新?肯定不是。我无法分清我
更象故事中的觉慧还是觉民。



我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而心潮澎湃，或兴奋，或揪心，或愤
怒。我为他们向命运的奋力抗争而欢欣鼓舞，为他们的命运
担忧，为他们所受的不平愤慨。也许，在那样黑暗的时代，
更能激起热血青年的抗争。

在深夜中，沉浸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风风雨雨之中，真的有种
“心游万仞”的畅快感觉。

我不是一个豪气冲天的人，或许我更象故事中的觉民，追求
一步步扎扎实实的进步。我相信，只要有向前的加速度，不
论大小，总有一天会达到成功的顶峰。

春巴金读后感篇六

在巴金的《家》中，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逆来顺受
的孝顺子弟，一种是思想前卫反抗封建的子弟。就拿“觉
新”来说，他就是那些逆来顺受孝顺子弟，他“父亲”自作
主张让他和现在的“大嫂”结婚，他心中虽不愿意，因为他
爱的是“梅”表妹，但他不敢为自己的爱情去争取，只是惟
命是从，结果最终还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分开了。思想前卫反
抗封建的莫过于“觉慧”，他积极参加学生会，参加游行，
敢于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敢于做出反抗。即使他爷
爷不许他外出，他也并没有就此放弃了学生会的工作，而是
在家看书读报，了解当天的时事新闻，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反
抗封建社会的统治，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再看看今天，家
家户户和和睦睦，极少存在家庭的明争暗斗，都是民主制度，
家和万事兴，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和家人合伙商量解决，小孩
子也有发言权，有时还能提出一些家长不能相处的解决方法，
并不是一味的不分对错的唯命是从;和那封建社会的那种“我
是长辈，我说了算”的封建专制家长，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
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截然
不同。



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像《家》里面的“觉民”、“觉慧”
那样，有着先进文明的思想，勇敢的反抗着以强凌弱，以大
欺小的行为以及家长的封建思想意识，为自己所认识的真理
去奋斗。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反封建社
会(现在我们不是在封建的社会里)，而是勇敢的反对社会上
错误的腐败的思想意识，要敢于开拓创新，坚持遵纪守法，
相信科学，坚持科学真理，反对迷信。就拿文中的例子来说
吧!文章中的“鸣凤”是一个丫鬟，她喜欢了“三少爷”，但
后来她被“老太爷”卖给“冯老板”做小老婆，她心中不愿，
但她身份低下，无选择的权力，最后跳湖自尽。再比比我们
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社会人人平等，不分贵贱，没有主仆之
分，一视同仁，而且每一个人都受到最基本的尊重，不像封
建社会那样，身份低下的人，可以随便给有钱人家的公子少
爷老爷当作礼品或物品用金钱买卖，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

《家》向我们充分的展现了封建社会家庭的面貌，封建的思
想意识把人们一个个逼上了绝路：大少爷“高觉新”终日思念
“梅”;“鸣凤”因被迫婚自尽;“觉新”的表妹因大人思想
保守，有病不能及时医治，最终死了。当今社会，新的思想
意识层出不穷，现在的思想是开放的，并不局限于传统的观
念，新的资讯通过各种渠道传送到我们面前，开拓了我们的
视野，给我们灌输了最新的有益的思想意识;变封建为开放，
变传统为创新，变专制为民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巴金的
《家》中，在那封建社会中，不敢像我们那样开放，不敢创
新，没有民主;但现在有了，还有了互联网，有了电视，有了
计算机，有了……有了很多可以让我们了解最新资讯的渠道，
这一对比，证明了社会在发展，人类文明在进步，精神境界
在不断的提升着。我们可以向《家》里面的“觉民”、“觉
慧”学习，接受更多的资讯，敢想敢做;还要以《家》中
的“觉新”为借鉴，不要一味的盲目的顺从，否则到头来还
是苦了自己，要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家》描写高氏官僚地主大家族在“五四”后的日趋没落。
通过一个家族的分崩离析，深刻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而今天我们的家，家里面我们成
为了中心，父母长辈为我们而日益忙碌操劳，我们经常是坐
享其成。更有的孩子连家务活都不懂得做，不懂得为父母分
忧，甚至还常常抱怨父母“没有给最好的条件”。但是事事
父母征求和尊重我们的意见，宠爱并且溺爱我们，我们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即便在如此幸福的生活中，我们并没有意
识到应该满足，应该回报他们。看了《家》以后，我们为之
反思，我们生活在如此幸福的今天，是否应感觉到庆幸，感
到快乐，感到幸福，并不断努力，用自己最完美的成就来回
报父母长辈们为我们的付出呢?不管怎样，今天的我们比过去
的他们要幸福，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硝烟、没有战争、没有奴
役、没有饥饿……尽管生活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是
我们已经比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好了很多，很多，我们应该
好好珍惜这如此不易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