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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心得体会(通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通过记录心得体
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
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百年孤独的心得体会篇一

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故事，是现实世界及其困境、迷
信的一面镜子;它也是一个充满虚构的世界，吸引每一位读者
步入浮想联翩的幻境。这部作品采取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
法，把现实和幻想、直叙与讽喻、写实和夸张结合起来，加上
《圣经》和印第安人的一些神话和传说故事，无异绘出“一
幅巨型壁画”，但却再现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部《百年孤独》是一本人类心灵孤独的苦难史。小说其实
一直在交错两个主题：孤独和宿命。一方面，以乌苏娜为代
表的几个长寿的女人，代表一种神秘力量，一种历史的见证，
一种家族的延续;另一方面，第三代阿卡迪奥为对称，第四代
的孪生兄弟简直就是第二代的兄弟俩的翻版，这象征着一种
命运的轮回，一种注定无法改变的轮回。而这种烙自家族徽
记和生理本能的内驱力还鲜明地表现在这个家族人之间的乱
伦冲动和论理规范的禁忌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即使是看上
去最高尚最理性的奥雷连诺上校，也在数十年颠沛流离的战
争生涯里留下十七个私生子;而第四代奥雷连诺第二更是将这
种情欲发泄到及至，并且神秘的引起了牲畜繁殖力的亢奋。
到了最后，这种盲目的本能冲动到第五代阿玛兰塔·乌苏娜
和第六代小奥雷连诺身上彻底的无阻挡的爆发出来，这种被
压抑了几代的乱伦冲动如决堤的洪水淹没了家族的一切。马
尔克斯自己在解释这部作品的人物的孤独性时，曾认为“布



恩蒂亚整个家族都不懂得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
和受挫的秘密。”作者的观点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正确的。

但是时间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拥有孤独，我们让孤独流淌在
时间中。

然而，小说的一切悲惨结局皆源于马孔多居民的落后、愚昧。
他们不是面向过去，追怀昔日的宁静与淡薄，就是关在小屋
里，沉湎于毫无意义的“制小金鱼”、“织裹尸布”、“修
破门窗”、“洗澡”等等。因此，他们只能等待着“猪尾
巴”的重现。

看似荒诞的一个家族其实正折射出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这一
个家族的孤独与苦难也正是拉丁美洲人民的病苦与血泪。拉
丁美洲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历史悠久的古代神话，原始古朴
的印第安习俗，混杂的种族和宗教，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
现代时髦的都市文明雨季激烈动荡的政局，所有这些因素都
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梦幻的历史与神奇的现实巧妙地融为一
体。而正是这种神奇的不可信的现实，让拉丁美洲处于独孤
的氛围之中。当你真正了解那一段历史，你会发现《百年孤
独》是一本透过哈哈镜的折射的南美洲史诗，他所揭出的不
是单纯的生活，而是表层下面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不被理解
的人，无法联合的力量。这种孤僻贯穿了这本书。正如书中
最后所说，“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出现第
二次了。”这正是作者对自己的出生地的希望或应说是绝望。

这也是一部极具现实批判意义的小说。译者的后记中写
到，“这部小说是一部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保守的作
品。”作者把时间写的很混乱，让读者从一个个的片段里找
寻故事的连接点。书的一开头就连用两个很多年，把读者拉
到沉重的历史面前。让人看书的心情变得沉重。我不知道作
者描写布恩地亚家族的时候有没有一丝同情。他们七代人没
有一个人懂得爱，最后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爱的结晶，却是整
个家族毁灭的开始。作者在书中作了很多这样的描写。这些



带有真实性的夸张，读来不免让人陷入深思。也就觉得作品
充满了无限的凄凉。

“多年以后……当……准会……”这就是马尔克斯向我们展
示的时间魔法。

读《百年孤独》，从来只有一个感觉：但愿长醉不愿醒。

百年孤独的心得体会篇二

因为书中无可抗拒的悲剧结局，我躺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
布恩迪亚家族百年兴衰的历史，每个人无可排解的焦灼与孤
独，冥冥中无可抗拒的宿命都让我无法入眠。这是一部拉美
历史的兴衰史，伴随着城镇的建立，科技的发展，殖民者的
入侵，自然灾害的肆虐，原著民的反抗、挣扎、屈从乃至安
于命运的安排。整部书充溢着灵异鬼魅的色彩、异于西方现
代文明的情调。文字富有写实性，生动逼真的再现生活的同
时，又不乏诗意、幽默与浪漫，许多段落读下来津津有味，
忍俊不已。

人们习惯于把《百年孤独》看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我更
赞同马尔克斯自己所说的：“我写的都是现实。”我相信超
自然自量的存在。而在越是落后的地区，灵魂与鬼神都是与
人类同在的。譬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我想极少人不相信人
死后是有灵魂的，所以灵异的事件总是频频出现，你把它看
做是迷信也罢，只是人的意识也好，它就是存在着，在现实
中，或者在脑海里，反正总有一个所在。你可以把它看做魔
幻，也可以把它当做现实。

这本书的译者是范晔，是我们的同龄人，00后。他的中国文
学的功底也是相当好的，语言华美、幽默、又满是无可奈何
的忧伤。我真以为自己在读中文原著呢。一个翻译者能够让
读者有废寝忘食读下去的冲动，就已经是成功的了吧。哎，
跟人家比起来，我们真是惭愧。人家年纪轻轻，翻译起来竟



是大家手笔，我辈读此书，竟然还有不认识的汉字，惭愧惭
愧啊。唯一困惑的是，根据网友的介绍，好象别的版本里出
现的猪尾巴是个女婴，范晔的译本里却是个男婴，真想赶紧
找到其它的版本看看，或者如果自己懂西班牙文，找来原文
看看也好。

不知道是不是阅历增加了，我读此书，倒是没有太多时光错
乱或者身在魔幻或者异国的感觉。相反，我倒觉得布恩迪亚
家族的百年历史跟中国的历史有相近之处，难道是书中有东
方的元素?还是因为同样曾经遭遇外敌的入侵?或者是经历了
从落后到文明的苦难过程?包括书中人物的命运我在今日的农
村依然可见。

这样一部作者倾其心血写了一年多的巨著，当然不是我三天
就可以领略其精髓的。这也是我读书的习惯。对于喜爱的书，
第一遍往往是要焚膏继晷通读，了解故事梗概，知道其结局，
方可安心;第二遍则是理清人物脉络，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
景;之后则不知道是不再读或者是若干遍地咀嚼，取决于对作
品的喜爱程度及作品对我的影响。

又是凌晨了，明天继续“孤独之旅”。

百年孤独的心得体会篇三

前几天读完了两遍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直打算写篇
读后感，苦于无从下笔。一方面是对作品本身有一知半解之
感，一方面想的太凌乱以至于理不出头绪。

《百年孤独》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
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担当你读完他，掩卷长思，你却
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重复。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
并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如此引人入
胜的原因吧！结尾处，面对飓风卷走的那些百年七代生活过



的痕迹，画音静止，无声无息地消散，承载太多重量的历史
灰飞烟灭。

那种心境不是武侠世界高手谢幕时的荡气回肠，不是穆斯林
葬礼孑然身影的喟然叹息，也不是余秋雨笔下历史文迹毁失
时的憾恨。而是对理应如此，也只有如此这样时的平静，是
如果再重来一次，也改变不了的结局。

小说描写的是布恩蒂亚家族的一代一代，情节离奇令人迷惘。
在小镇马贡多，布恩蒂亚家族上演着百年的兴衰史。由盛转
衰，又由衰转盛，一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切都逃不出一个诅
咒。这一切是因为怕近亲结婚担心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的原
因。主人公因为邻居的嘲笑他被乌苏拉拒绝同房而杀死了邻
居。结果死者的鬼魂不断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使得布恩蒂
亚一家日夜不得安宁，终于被迫迁移到小镇马贡多。

最初布恩蒂亚的人丁兴旺，但随着战争一系列的原因，家族
的命运一代不如一代，然而第六代奥雷良诺·布恩蒂亚的时
候，因为与姑妈乌苏拉通婚，结果生下了一个带尾巴的男婴，
而这一切又刚刚好应验了一百年前吉普赛人用梵语写下的密
码，这破译着就是奥雷良诺·布恩蒂亚。充满着讽刺的意味。
而这个带尾巴的男婴是被蚂蚁拖入了蚁穴。随后，这件事消
失。

当年迈的乌尔苏拉走了，整个布恩迪亚家族也走向了衰老。
梅尔基亚德斯，这个智慧与先进的代表虽然与布恩迪亚家族
有着不解之缘，也影响了家族中重要的成员，他预知着一切，
可是他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家死去，家族衰败，为什么？
直到现在也没能明白这一角色的作用，是在表现人类的无奈
吗？乌尔苏拉算是这个家族的精神支柱吧？作为马孔多第一
代的移民。

布恩迪亚发现了马孔多，他们在那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引
进文明，但也随之衰落，也带来了战争，流血，瘟疫，或许



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吧，微缩的世界，历经一切，还有人类
特有的不安分的心。或许还应该说说奥雷里亚诺·布迪地亚
上校，直至他死去，我也仍旧未读懂他。

我不懂阿玛兰坦-乌尔苏拉为什么要回来，过着与马孔多格格
不入的生活，她是想改变他吗？还是她也拥有者何她高祖母
类似的精神力和意志力，但她始终不是乌尔苏拉，所以她失
败了。

最无法理解的应该是他们“变态”的爱情吧，我不知道是否
这样说恰当。布恩迪亚家族最后的爱情还是让这个曾经辉煌
但也孤独了百年的家族结束了。正如那卷神秘的羊皮卷所预
言：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住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或许我无法读到书中更大的，更宏远的意义，一本书，一百
个人读，会有这一百种理解。我只看到了他们极力想拥有者
一些感情，可是他们未能作出相应的努力，或许他们是自私
和冷漠的，或许我们也一样，但是他们应该也一直在努力，
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百年孤独的心得体会篇四

我无法像他们一样，那么深切的去歌颂《百年孤独》。任何
一本书，在我这里，就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的同时，也照
见了我们习惯漠视不见的事实。我在想，那些人他们悲戚的
命运。他们曾经那么努力执着、那么夺目，却有一个那么荒
诞和无聊的晚年。我由此又产生了害怕，怕我有生之年，来
不及真真切切的保护我的父母，在物质上满足他们，在精神
上支撑他们。

我也深深的了解到一个现实。一个人，在有了爱和理想的时
候，就有了孤独。我们愈爱，便愈发孤独。

那么，今天这个日子，于我，虽然是一年中的唯一，但终归



不会圆满。《百年孤独》的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一个人，他们
的人生全部由童年决定，某一幕某一瞬间，就已经影响到了
他们这丰富而漫长的一生。走到最后，能忆起来的，也不过
是那一瞬间的景象，只不过那一刻，已不带任何情感，就好
像，那一刻一直跟在他身边，而他，才是一直迷失的人。

我希望我能不像他们一样，在生命的进程中，执着于最初的.
不圆满，一直迷失下去。

打开那颗心，拥抱这世间的`好，做个注定不圆满，却满足幸
福的人。

这就是生日的感言吧。不祝自己生日快乐，却祝自己豁达知
足。

百年孤独的心得体会篇五

我始终都记得这样一段短小却深刻的句子，在小说的开篇带
着我们走入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世界的未来、过去和现在的三
个时间层面，庞杂纷扰，眼花缭乱。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
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映射了一
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足与贫困”。这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给
《百年孤独》的颁奖词。《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
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
表作，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百年孤独》通过革命军总司令奥雷里亚诺布恩地亚上校一
家七代人的经历，描述了整个家族百年的兴衰、荣辱、爱恨、
福祸和文化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孤独。当第七代继承人被蚂
蚁吃掉时，他的父亲终于破译出了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的
手稿。手稿卷首的题词是：“家族中的第一个人将被绑在树



上，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将被蚂蚁吃掉。”这手稿记载的正
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在他译完最后一章的瞬间，一场突
如其来的飓风把整个儿马孔多镇刮走，从此这个村镇就永远
地消失了。

像七代人循环往复使用同一个名字一样，循环出现的情节与
叙述，整个马孔多被严密的包裹成一个环形废墟。然而，每
个人的内心都是孤独的，没有一刻感受过家庭的温暖，这个
家族实际上是分散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
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每个人
都在用自己独特的办法抵抗孤独，参加革命，反复做手工活，
沉迷情欲，读书翻译……却始终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
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逃不过家庭分崩离析的命运。这个家
只是一个家，一个房子，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给人以心灵
安慰和温暖的港湾。除了贯穿全文的灵魂人物乌尔苏拉，所
有的人都不懂得爱与被爱，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填满自
己的空虚和私欲，以致终身活在执拗与孤独中。

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交错的生活之中，就是
一部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那血淋
淋的现实和荒诞不经的传说，最深刻的人性和最令人震惊的
情感。这之中始终浸_着的孤独感，是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
排斥在现代文明世界进程之外的愤懑和_，又是拉美大陆独特
的生命力和生存状态的认知和渴望走出孤独的倔强。这不仅
仅是叙述一个家族，更是对一个民族的自我反省。

作家是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
家园。

如同我们现在，在高楼林立，速度多元的时代，我们失去了
方向，陷入了百年孤独。越发感觉到一种冷漠在蔓延，侵蚀
着我们脆弱而敏感的心，爱与美好，成了奢侈的字眼。

然而真正的孤独，不是寂寞、无助等浅显的意义，是停留在



人内心的冷淡。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真正
意义上的孤独，无论是我们出生、成长、相爱还是成功失败，
直到最后的最后，犹如影子一样存在，时不时地出来提醒你
一下它的存在。孤独的存在，提醒我们珍惜眼前，督促我们
体验人生，让我们在成功的时候可以清醒，在失败的时候淡
然一笑。

抬头仰望星空吧，去审视自己，去认知社会，去拥抱他人，
向阳而生吧!

如果你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周期性的抑郁，不妨看看这
本书，让书中孤独人的鲁莽激起你无畏抗争的勇气。也许，
我们可以活得更牛逼哄哄，至少在别人眼中。奥雷良诺上将
死去的时候，我心中一阵痛楚，就是这么想的。

我相信，这本书能给我的，远远不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