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观书有感读后感(精选10篇)
梦想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它给予我们无限的希望和动力。
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互相支持。以下是一些实
践证明有效的梦想实现方法，供大家参考。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一

四十个温暖心灵的真实故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是有一
位好老师，给你方向，给你温暖，给你难忘的回忆。而你可
能不知道，你也是老师生命中永恒微笑的星星……《教室里
的心灵鸡汤》通过40篇温馨感人的故事，为你打开一扇全新
的教育之窗。这是一本所有老师都应该阅读的好书！结束了
一天的教学课程后，读一篇感人的故事，好好犒赏自己。遇
到挫折的时候，这些充满爱与希望的故事，会使你对自己的
创新能力恢复信心，并且鼓励自己面对明天的挑战。

创设关怀的环境教导孩子绝不只是排定课程或教学计划，教
师还必须付出耐心、包容和爱。教师对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力，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教师对学生的关怀。案例：伊蕾的
母亲患有抑郁症。她自己对学习没有兴趣，同时也缺乏自主
生活的能力。老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将伊蕾的照片拿给学
校里所有可能见到伊蕾的人看，请他们在看到她时“叫她的
名字，告诉她你们很高兴看到她来上学，问她对学校的感
想”。此外，老师还主动去家访，和她的母亲建立对话关系。
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老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伊蕾开始认识学校里的成年人，慢慢学着和他们相处，她的
母亲也开始配合学校，让伊蕾按时起床，到校上课。这个案
例告诉我们：创造一个充满关怀的学习环境是多么重要！学
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摆脱眼前诸多不幸的束缚，自由发展。
学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获得满足，为自己的前途奠定良好的
基础。如果没有家长、教师的关爱，孩子将无法发挥自己的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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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书有感读后感篇二

本作文是关于初中初一700字的作文，题目为：《观《建国大
业》有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看了《建国大业》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现在
幸福生活是多么地来之不易，他是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用自己
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爱惜这来之不
易的和平生活。

这部电影讲述了1946年到新中国如何成立这段历史，这期间
许许多多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成立进行了不懈的斗
争，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来自：作文大全影片
中最令人感动的是：淮海战役结束，毛主席听到胜利的消息
后，在庆祝晚餐上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一直喝醉为止，他
静静地躺在一旁，脸上挂着胜利喜悦的笑容。而周恩来、朱
德、刘少奇、任弼时这四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紧紧地拥抱
在一起，那一刻，他们不禁唱起《国际歌》，“英特那雄
布……”那一声声气壮山河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的心
久久不能平静，那份胜利的喜悦同样也感动着我。还有那两
位被凶恶特务所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他们那震撼人心的演讲，
为了和平他们失去宝贵的生命，这一切让我情不自禁地流下
佩服及伤心的眼泪。郭师傅是多么一个尽职的厨师呀，他为
了能让主席吃上可口的饭菜，不顾自身安危冲进厨房就为了
锅里的一点红烧肉而没有逃出死神的魔掌被敌机活活地给炸
死了……我心里叹息：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多么艰苦呀!

来源：作文网海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极度疲劳，他们需要
休息，在胜利面前，他们也决不打挠老百姓，他们宁肯整整
齐齐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看到这“**”宋庆龄明白了：共



产党为什么能取得了这历史性的胜利。

我部影片中其他的故事同样也深深地感动、鼓舞着我。今后，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长大了多为祖国作贡献。最后，我祝愿
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更加伟大、更加昌盛。

《观《建国大业》有感》这篇优秀的“四年级作文”由作文
网收集，来源于互联网和会员投稿，仅供参考和学习，请注
明出处。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三

答谢词报告，教学模式叙事鄂教版写人，批复建议书创业项
目名句词语：颁奖词疫情歇后语职业道德调研报告，竞选规
范课件话语苏轼我启事新课程了普通话感恩信模板简报职责，
营销策划复习题，检测爱国评议，广播稿聘书急转弯。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四

轻轻地掩上《家》，一股寒意袭来，高家四代，太爷下令，
孙子反抗，火光四射，将人灼伤，兄弟爱情，一次想爱，两
人心伤，三起波折，四人反抗，最终夭折无人成双，泪雨婆
娑欲断肠，品(家)，亦是品社会，品人生，在《家》中，我
领悟到了社会是个巨大的矛盾体，有的人痛楚，有的人快乐，
有的人富裕，有的人平穷，有的人付出的不过是玩乐得心态，
却能够天天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得生活;有的人起早贪黑，
战战兢兢地努力工作，到头来一无所有。

有得人看不见问题所在，只怪老天不长眼，让自己活的那么
苦，那么累，祈求漫天神佛，大发慈悲，给自己一条活路。

这样的人，在(家)——觉新靠着酒精，麻醉自己，淡忘痛苦，
他面对现实，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但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
的 ，对谁都没有好处，不过是把旧家庭得寿命延长了罢了，



觉慧给他带来了新的思想，使他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得真
面目，却增加了他的痛苦，这正像使死者看见自己得腐烂一
样。

我们不能像觉新那样，在挫折面前麻木自己，怨天尤人，到
头来腐败不堪。我们要积极得找出问题所在，去勇敢的面对
它，即使不能战胜它，我们也会为曾经付出过而笑逐颜开。

这样得人，在《家》利——鸣凤爱上了身边是少爷得觉慧，
用她纯洁的心灵默默支持，祝福他。在出嫁和死亡面前，她
毅然选择了死亡，虽然时消极得抵抗，却是她一生最勇敢，
最值得称赞得一件事。

对既定的不幸说不，为爱人守护她的纯洁，她也算得到了另
一种幸福，对既定得不幸，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要奋起反抗，
不能逆来顺受，要勇往直前，逃避只会让你堕入失败的深渊，
选择勇敢也许会峰回路转。

这样得人，在《家》利——琴一直希望念“外专”，希望像
许清那样勇敢果断的剪短发，但勇气不足，压力太大。她奋
斗，她挣扎，她苦苦的追求，才得到一点点得结果，然而这
个结果显得那么脆弱，只在一刹那就毁坏了她十几年来得苦
心惨淡经营造就的一切。她是个脆弱的女子，也免不了像猪
羊一样在哪里等待别人宰割，连一点抵抗的力量也没有。

琴时一个有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到投来还时任人宰割，理
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时残酷的。我们不是没有奋斗的决心，
不是没有这样得激情，不是没有那样得意志，只是理想离现
实太远。

我不知道开拓前路得人会得到怎样得报酬，但是我们所能看
到的，是血与肉铺成得大道。这条大道还有太多太多的缺陷
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改进。给我们一双眼睛，让我们去挖掘;给
我们一支笔，让我们去书写;给我们一个喇叭，让我们去呼



吁;给我们一对耳，让我们去倾听。但我们仍要有人去牺牲，
去为这也许在未来看来是非常寻常但现在看来却是惊世之举
得事物“流血”。

你是不是那个愿意站出来奋起反抗得人?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五

“亦已焉哉!”

被丈夫遗弃的妇人终于对曾经的爱情作出了决断,这个在王子
与公主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结果——抛弃和被
抛弃。只是这一声的叹息“究竟是对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妥协
还是女子以大度原谅负心男子的洒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懂得“我们追求爱情，但不需要怜悯。，在这个千
年以前的追求爱情的女性面前，我们有的只是尊重，而不是
同情。

爱情在回忆里生根，那曾经的风花雪月啊!“对逝去情人的思
念像法国秋天的梧桐树，那落叶一层堆着一层，像秋天的水
一样，悲婉凄美却带着一丝丝的幸福。 “生命是一场华丽的
葬礼，而最美的陪葬品，莫过于一份无怨无悔的爱。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都有这么奢侈的陪葬。

斑鸠吃多了桑葚，情人陶醉在爱情的海洋中。

在爱情浸泡中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在她们眼里，爱情就
是一切,她们相信只要守着爱情,守着丈夫,那么她们的一生都
将是幸福美满,但她们从来没去想过,一旦她们的爱情不再新
鲜,自己的青春不再时,她们的男人会怎样,她们自己又会怎
样? “女子的痛苦,女子的欢乐,女子的情感为何在爱上一个
人之后,总被别人所控制和主宰呢?，这也许就是爱情对女人
的魔力吧。



“爱情不是一番海誓山盟就可以，而应当共同去扶持，让生
死来证明爱情的伟大，而不是给爱情的失败做替罪的羔羊。
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烛光晚餐”你们间的爱情真的可靠
吗?“没有经历风雨的爱情，结不出甜美的果实，没有海枯石
烂的爱意，没有忠贞不渝的誓言，婚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
幌子。 也许只是因为结婚以后，男女双方“走的近，难免看
的清，长年的四目相对，终于热情不再。。所谓的“七年之
痒”，也许真是如此。

爱情离我远去，我应该如何回忆你的好?

我有千万种理由为男子开脱，但是女子终究是受害者。

社会是原因，“都说男女平等，农村里那一条条的标语穿越
大街小巷，大家的观念中却是谁都想生男的。(12班邱悠
璇)”男子有的是经济基础，有理由压迫女子的自由。这已经
不公，可是“把女子的地位置于社会的最底层，这种思想上
的根深蒂固，才有了弃妇这一个个悲惨的遭遇。

可是生活总要继续。

不要相信海誓山盟，“承诺只是因为没把握。不要相信哀叹
的力量，我们要看清楚，婚姻中“夫妻不合不可怕,我们可以
选择离婚结束悲剧。但是如果女方靠男方生活,而没有独立的
能力,那离婚只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女人应该靠自己，
只能依靠男人的女人是不会得到幸福的。这是千年前留下的
爱情箴言。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男人女人都要小心呵护你们
的爱情。而女人，更要谨慎。 在爱情中，不仅仅只是沉
醉。“在感情中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还有，“女人啊，
要自强，要那理性下的感性。最后，我们只能说“放弃应该
放弃的是无奈，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无能，不放弃该放弃的是
无知，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着。大胆放手，寻找新的幸福。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六

咏剑

近段时间，读过周牵连老师的两本书，一本由他主编的《白
驹过濑》，一本他的新著《窗读半旅》。两本书各走马观花
了一遍。发觉有一首散文诗《人在茶间》一直在笔者的脑海
里挥之不去，感人至深，特摘录如下：“一撇清香，一捺浓
烈，一叶思念，一杯寻觅。用你铁的青枝，擎起叶的天空，
用你灵动的汁液，写下诗意的香茗。”周作家写出人，茶人
坦荡的胸怀，也在赞颂香茗，令人似乎看到了顶天立地的茶
人。

峰回路转，“我踩着田埂，撷一叶铁观音入怀，揽一山茶田
入梦，醉了春的懵懂，享了家的和煦。”文中动词撷比摘比
采更为小心翼翼，揽比拥比抱更为贴切更为亲切，和煦又包
括了和谐，幸福，阳光的温暖，足可见，周作家精雕散文诗
的不凡文字功底。

周牵连的诗意香茗，如“您的乳汁，茶油，温润了山的苦涩，
丰富了水的滋味，也染白了山路的颜色，滋润了乡村的生活。
”

周作家的老家在寨坂，乡愁令他创作了组诗《篱壁间物墨写
我的思念》，颇含哲理，格言警句，如“家的'山，当仰视，
当亲近。”“走在小路上，心有翅膀，风一样飞翔。”“有
山的存在，才有归家的欲望和方向。”

“团聚，一种温暖；相望，一种和谐；思念，一种情长。秋
雨，淋湿了眷恋。”也许是感情的缠绵，也许有许多思念，
抒发了同学间多年未晤面依依不舍的友情。

香茗诗意，周作家的散文诗意境美，美得如身临其境，美不
胜收，如“一朵两朵三四朵，千朵万朵赤如火。三角梅花开，



河滨处，姹紫嫣红。夏装裸露，激情澎湃，艳正浓。俯仰绽
放，绿叶羞藏其中……”

写晋江源，周作家充分发挥他的笔力，想象的张力，唯美地
描绘，“……晋江源，清泉水，我的情人，拥你在怀，惬意，
酥骨，柔情。我真的把你带回了家。你，温润如玉，你芳香
四溢，我把你轻轻放在冰箱里，你轻轻地躺在冰箱的阁楼上，
微微闭上双眼，舒展你的四肢，尽情享受清凉。而我享受你
那沁人心脾的清莹，享受你那被我拨动的涟漪，享受你那丝
丝缕缕的柔情……”

诗意香茗也有茶膳，那文字足令人生津，如“一叶铁观音，
飘香茶膳里。

想盘上碟间，念嘴里心间，思茶始渊源，或留香唇齿，或暖
心润胃，或清淡甘甜，或清脆芬芳。……”

《窗读半旅》一书，笔者称他诗意香茗。作者想家写家抒发
了爱茶乡的情怀，祝愿他在培育桃李的同时，有佳作迭出，
还用他的散文诗作为结尾，“静静地聆听一曲茶声，放爱在
茶上，独守那份无微不至的温暖。”

2018,3,10,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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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书有感读后感篇七

《家》读后感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巴金老先生写的激流三部曲
之一《家》。长大后闲来无事随手还会翻翻这本书。

《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富有典型的形象。每
个形象都写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人物有七十来个，其中既有专横，衰老的高老太爷，
荒淫残忍的假道学冯乐山，腐化堕落的五老爷克定，又有敢
于向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刚烈丫头鸣凤，温顺驯良的梅芬，
善良厚道的长孙媳瑞钰等;以及受新潮思想、向往自由平等的
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悟者和叛逆者的形象。其实，《家》
一书是写在中国社会剧烈大变革时期一代青年走过的历程。
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性格，他们出身
在四世同堂，黑洞洞的大家族公馆中。因为性格的不同所走
的人生道路也就完全不同。

觉慧应该是巴金老先生笔下具有一个代表性的新青年的一个
典型人物。巴金曾在他的这个第十版序中这样写到：“一个
旧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
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个旧家
庭里面我们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觉慧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他有着新思想，看到了社会的弊端，他反对旧礼教。同时，
他也很幼稚。但是，他敢于反抗，并且最终冲出了那个封建
礼教的大家庭的束缚，乘着不停东流的绿水走入了他向往的
新生活。

书中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气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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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
受贿是样样不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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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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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八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曾这样说过。是的，书
是精神上的食粮，书是小船，带我们遨游知识的海洋，书是
一剂可以医愚的药，今天，我就来谈谈我对“小王子”的感
受。

《小王子》，是一本以飞行员的视角来描写的，里面的小王
子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孩子，他在访问行星的这一路上，也
反映了各种人性:有高高在上，一心想要统治一切的，有虚荣
的，还有故作正经的…也说出了孩子心中的一份疑惑，“为
什么大人都那么奇怪？”

《小王子》，中的“我”从小受到大人的管束，从小就失去
了宝贵的想象力，不停的学习各门功课。在现实中,有的父母
望子成龙过于心切，却往往在不经意之间伤害了孩子，后
来,“我”遇到了小王子，才渐渐找回了那份童心，有了更浓
的感情…小王子的玫瑰虽然很普通，但当小王子开始照料她
时，她就开始独一无二了。我们要珍惜我们生活中的这
些“独一无二”，不要白白浪费。



《小王子》，这本书告诉了我许多，比如:人有许多不同的性
格，要珍惜眼前的美好，看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重要的
东西，有时候用眼睛是看不见的，从中我明白了许多。

这本书，令我受益匪浅，你有什么感受吗？

文档为doc格式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九

李白小时候是一个性情活波、好动，经常坐不住的人。有一
天，他趁先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跑回家了。在回家的路
上，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手里拿着一根铁杵用力地
来回磨。李白好奇的问：“老婆婆，您磨这个干什么?”老婆
婆说：“我要把它磨成针。”李白说：“铁杵磨成针，那得
磨到什么时候啊?”老婆婆回答到：“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
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有一天会摸成针的。”李白
一听，恍然大悟，这和读书不是一样的吗。只要天天认真地
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有一天会把天下的好书读完
的。他对这几天来自己的行动扪心自省，他决定要加倍努力
学习，再也不偷偷跑掉了。由于李白的勤奋努力，终于使他
成为一位著名的大诗人。

现在，正是我们读书的好时光，要像李白一样具有铁杵磨成
针的毅力。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有这
样，才能终成大器。

观书有感读后感篇十

《家》,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
生动地展示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忽然封建势力的没落，是文学
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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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凡事都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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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无辜、善
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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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新的悲剧



觉新是巴金先生笔下的《家》中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
个性极其鲜明的人物。巴金先生也曾说：“我应当在觉新身
上花费更多的笔墨。”可见，觉新这一人物在作者心中的分
量以及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以简单分析一下觉新这一人物形象。觉新这个人物可以分
作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他从小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
段的觉新，还没有感受到命运的残酷，而且又是那样的出众。
“他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颖，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锺爱，
在私塾得着先生的赞美……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
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
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
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在一番顺境中成长，憧憬着
美好的未来。正如书里所写：“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
的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如
果没有大的变故，觉民将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走上
人生的坦途。

可是命运却在此时跟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的未来从此
改变。从中学毕业开始，觉新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仅
仅因为长辈间在麻将桌上的矛盾，他痛失了青梅竹马的爱人，
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而这段婚姻竟是由抓阄来决定的，
如此荒唐的做法改变了他的一生。出国留学也随之化为泡影。
接着他在父亲的安排下过上了大少爷应有的生活，也开始承
担起了大少爷应负的责任。他不是只知道吃喝享乐的花花公
子，而是在父亲去世后努力撑起这个家，虽然他的肩膀还是
那样稚嫩，可是他已被剥夺了青春。他必须要面对的大家族
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
他射来。”“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
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开始的他并没有选
择沉默，“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
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他
的斗争毫无结果，反而会把他拖得更加疲惫。于是他选择敷
衍家人，“他牺牲了一部分时间去讨她们欢心，只是为了想



过几天安静的生活。”他苟且度日，把曾经的梦想抛弃，直
到有了孩子，他才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可是，
无法回避的是，他还要在那个大家族内周旋。他采取“作揖
主义”“无抵抗主义”，其实这并非他的初衷，而是他在复
杂的家族斗争中所作出的无奈之举。而觉新的悲剧正是在这
种种无奈中展开。

觉新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而是由整个家族和社会造
成的。

首先，觉新的自身原因。他在面对事情时过多地选择了逃避、
忍耐、顺从。即使是牺牲自己和所爱的人，也要去遵从旧传
统。为此，他出国留学的梦想破灭了，他心爱的梅嫁与他人，
最终他深爱的妻子也因此惨死郊外，连在她临死前二人都没
能见上最后一面。觉新曾感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只有牺牲的资格。”可是，他那毫无原则的苟且顺从，牺牲
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幸福，更有别人的幸福甚至性命。这完全
是懦弱的表现。“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如果说是出于无
奈，那么“没有反抗的意思” 则完全是因为他性格的懦弱，
懦弱到毫无疑义的听从着家人的摆布。觉新的悲剧，他自己
的懦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家族原因。第一，觉新的家族地位。他是家里的长房
长孙，他从一出生便注定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任。他是整
个家族的未来，他承载着家人的希望。家庭就是他整个生活
的中心，他的一切都要以家族为重。因此，他很难把视野投
向整个社会，也就不会针对社会弊端做出抗争。这一特殊地
位注定了他不能像觉慧那样激进，不能勇敢地做出反抗。第
二，觉新的思想根源。这一点是由第一点衍生而来的。作为
一个封建大家庭的长子长孙，他自然被寄予了厚望，接受良
好的教育，当然这教育也是封建伦理的教育。儒家思想的孝
悌观念自然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里。这也在思想上给他戴上
了沉重的枷锁。在他的思想里他已不是简单的为自己而活，
他活着就是为了整个家族。它完全是封建礼教的奴隶。恪守



着长房长孙的规矩。他完全成了一个傀儡，被人玩弄，任人
摆布，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

最后，社会原因。在封建社会日趋瓦解的时代，像高家这样
的封建大家族也注定走向腐朽和堕落。家族的逐渐腐化令觉
新认识到它所严格遵守的旧传统再也无力支撑起这个家，现
实的巨大压力使觉新变得迷茫不知所措。他始终认为封建秩
序是不可动摇的，因而在纷乱的境况中他只有选择墨守。

觉新是处在新旧制度之间的人，矛盾的境遇也造成了他矛盾
的人格。

觉新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封建礼教的思想，是完全从他的祖父、
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同时他又处在社会转型的时期，与弟
弟们一起如饥似渴的阅读进步刊物。“每天晚上，他和两个
兄弟轮流的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
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他的思想虽不
如觉民觉慧激进，被称作“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拥护
者”，也常说自己“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可
他的思想毕竟超越了封建礼教的范围，是一大进步。而且他
这样又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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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并不觉得
矛盾。”他正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寻找理想与现实的交叉点。
或许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找回那颗年轻的心，自己才不至过早
的老去。

觉新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两位至爱的人的离去。

当瑞珏的声声苦叫从窗里飞出，闯进他的耳朵，他又是怎样
的心情?一扇破旧的木门最终使他们阴阳两隔，至死都没能见
上一面，在门外狂吼的他又是怎样的痛苦?那两扇破旧的木门
最终“拦住了最后的爱”。



直到此时，觉新才悔悟到：“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
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
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
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开始
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他想把它摔掉。他在挣扎。”这如果
说算作思想上的觉悟的话，那么他帮助觉慧离家便可称作是
将这一觉悟付诸实践。他是真切的感觉“这个家需要一个叛
徒”，真切希望这个腐朽家族的改变。

觉民这一典型形象揭示的是懦弱的个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
饱受煎熬和摧残，最终葬送自己及他人的幸福的悲剧。他与
觉慧构成鲜明的对比，也让人们看到了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背
景下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