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逝读书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我们写心得
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伤逝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梦想的旅程带着很多的感伤，情感的开始更于心中感悟，一
副隽永幽远的画卷，几许别样浪漫的人生。

子君，两副面孔出现的子君。会馆时期的子君是恋爱时期的
子君。这个子君在小说中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果敢，有见
识，有主见。而吉兆胡同时期的子君——即同居时期的子
君——却是一个旧女性的形象，怯弱和无知，带有中国旧时
代烙印的传统女性。不管怎么说，子君这个女性，代表的是
不只自己。世上最能打动人的是悲剧，这是很残忍。《伤逝》
是一部彻彻底底的悲剧。子君死了，为涓生而死了，那是时
代的悲剧，更是子君把爱情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痴情女子的
悲剧。

涓生，一个拥有感情却又时时被时代所要挟的知识分子，他
面对帝国主义的罪行可以义愤填膺，而面对情感却畏首畏尾，
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却是那样的脆弱却又那样
的坚固：“她却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一般，
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看不见的影片挂在
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
的电影的一闪。夜阑时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常是
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运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她
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这，是他对子君的
理解，更是他对爱情的理解子君的悲剧在于把爱情当作人生
的终极目标，真的无法承受失去。子君选择和涓生一起生活，



她的压力在那个时代肯定比涓生大得多。在那“五四”初期
的时代里，子君的执著，却给她带来无数鄙视的目光。“我
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种绝然的态
度，已经注定她把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的悲剧的开始。

《伤逝》是一种超越视觉和人生的冲击，们分析的永远都只
是别人的爱情，而我们自己此时此刻正经历着的、心碎着的
爱情却是我们自己也不愿去分析，不愿去推敲的。个中原因
是经不起。

在爱情理想的追求过程中，涓生从浪漫走向实在，从幼稚走
向成熟，而子君则从果决刚强走向平庸懦弱，从希望到满足
进而走向失望和绝望。在与生活所作的悲剧性抗争中，子君
是弱者和牺牲品，而涓生则作为一个强者终于站起来，“向
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
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不能说他一
定会成功，至少，他还没有失败。

伤逝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也许是涓生发现了自我的自私，最终导致子君的死.如果能重
来，也许涓生会选择珍惜，但始终避免不了杯具的结局。

从我含泪握着他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再到因为因为
我已经不爱你了，其实并不是偶然，而是涓生的自私，目光
短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的自私改变了子君原本的勇敢、
思想的先进、新潮。削去了子君原本的锐气。得甘于屈服旧
社会，对生活现状的无奈，可涓生也不想想造成这一结果的
原因，也不妨想想解决问题的办法。

也许是涓生过分要求对方，其实，感情也如友情。彼此之间
都不能少了沟通，少了理解，生活中更是少不了误会。所谓
误会，可是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阻碍。放低姿态，况下心来，



之间的误会也便可迎刃而解，对于子君的角度而言，子君承
受的更多是旧社会的压力，更多的是对于生活的无奈。涓生
的便如“压死骆驼的最终的一根稻草”，如果彼此的心灵能
有更好的沟通，这段情才能长久，或是说是可能的白头偕老。

我仍然仅有歌唱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这是涓生对子君的离去的深深忏悔，这又变如我们对我们所
拥有并不懂得珍惜，直到真正失去才后悔莫及，以往我拥有
过一段友谊。从无话不谈到相顾无言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
起初应篮球的兴趣而结识彼此而后，也因种种矛盾导致分裂。
从这段友谊结束以后，才顿时察觉有一个兴趣贴合又有话可
说的人是多么的困难。越能够发现他身上的优点，远超于他
的缺点。不妨去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学会欣赏他人，学会
多包涵对方的缺点亦能够经过共同的努力，去将缺点转变成
优点。对于作者而言，这部作品中的涓生、子君事，那时封
建社会追求自由、感情的男女。但我看到的更多是人与人之
间如何更好的相处。

关于情皆可化为一句话，且行且珍惜，珍惜与我们所拥有的
多包含对方的不足，学会欣赏与对方学会理解，关于情也仅
有做到以上的才能够长久、绵长。

伤逝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引导语：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看些范文，
一定对您有帮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书心得体会400
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舍先生的《茶馆》，并不像曹禺先生代表作《雷雨》一样，



在舞台上演了半个多世纪，《茶馆》低调的很，仅有一个电
影演员剧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也只演过
一两场。因为《雷雨》写的是贵族家庭，而《茶馆》则是市
井社会，三教九流，恰巧《茶馆》在上演时，又正赶上文化
大革命，更是由于作者老舍的原因被舞台“排挤”。可真的
艺术，无论何时，都会散发光辉。现在的《茶馆》已经成为
人艺的经典保留节目，同时也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希望
多年以后，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一句“我们吃下午茶去!”。

《茶馆》真的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通俗易懂的语言，各色
各式的人物，描写的是那么的丰满。读《茶馆》，让我更加
的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悲情，知道了在乱世里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活都不会好过，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让我知道
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不同的时代去读《茶馆》，我
想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这是一个艺术品，在每一个不同的时
代总能发出不同的光芒。

在一个冬日的深夜静静读完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变》。

台灯昏黄的光弥漫在四周，灰尘上下纷飞，似乎是挣扎的魂
灵，却始终无法逃脱那无形之手的束缚。始终无法逃脱，那
种涩涩的压抑紧紧压迫在心头，窒息，深深的窒息。

其实这是一本相当轻快的小说。语言平平淡淡中略显起伏，
仿佛单调平直的高速公路，忽然转了个弯，其实只是一个小
小的温柔的弯，只需你轻轻拨动方向盘，座驾变优雅地飘过，
若它穿着长衫，或许还可以听到衣摆畅快的呻吟。语言虽然
平淡却不失特色，或许说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是过分了，但
是那种随意甚至会粗俗的语言，哪里是书中的文字，分明是
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从小时候的天真无所畏惧到长达后的成
熟稳重。

是了，自言自语，这本就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莫言用轻松调
侃的腔调，从一九六九年缓缓陈述到二零一零年，大约四十



年的岁月。那四十年的岁月，就在这轻松调侃中平平淡淡的
流逝，似乎，似乎这四十年，就像那嘎斯汽车从村头驶向村
尾，刺溜便要踩下车刹，可是不要忘记一地的鸡飞狗跳，甚
至不要忘记那汽车的饱经沧桑。

冰心写的散文风格清新，文体秀美。在散文《寄小读者》中，
冰心通过描写她儿时幼稚的`欢乐和天真的泪水，尽情歌颂母
爱、童真、大自然和祖国。

《寄小读者》是冰心“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作品，因而最
能表现出冰心率真的个性，塑造出冰心纯真的自我形象。
《寄小读者》体现出冰心的性格、气质、才情和思想风貌。
通讯中无论是描写母亲的慈爱，姐弟的情谊，或是大自然的
每秒，无不映射出冰心的鲜明的自我形象。

冰心在《寄小读者a》中不停地在纯洁的孩子面前忏悔，许多
事情是她的灵魂受了隐痛。在《通讯二》中，冰心会想起自
己因“杀死”小生灵而悲痛。而现在的我们，不正像那时的
冰心，又何尝不会为了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
黄雀呜咽。我们也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
的，我们也许也做过不仁爱的事，但毕竟我们的心灵是纯洁，
是善良的。

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时，为的是打击、讽刺胡编乱造、
情节离奇的骑士小说及其在人们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本打算
写成几个短篇故事，后来写着写着，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
人生理想都写进去了，思想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
越现实，直至描绘了西班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成为我
们了解和研究西班牙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
的一部百科全书。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一方面针砭时
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
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颂了黄金世纪式的社会理想
目标。



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感情，它可以穿越时空，对每个
时代，每个民族，都具有现实感。相隔四个世纪之后，仍感
动着每一个读者。《堂吉诃德》中出现了近700个人物，描写
的生活画面十分广阔，真实而全面的反映了16世纪末到17世
纪初西班牙的封建社会现实，揭露了正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
王国的各种矛盾，谴责了贵族阶级的无耻，对人民的疾苦表
示了深切的同情。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这部作品被世界54
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名作家推选成为最优秀的经典文学名著。

伤逝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鲁迅先生的作品《伤逝》选自他的小说选《彷徨》，是鲁迅
唯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做作品。

“五四”以后的青年普遍关心的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伤逝》写的就是子君和涓生的恋爱以及其破灭过程。

小说以涓生的口吻和切身感受来描写两人曾经的热烈的爱情
和最后爱情破灭的悲痛以及悔恨。涓生和子君冲破了重重的
障碍，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爱情和所谓的自由，然后在处
处受到排挤的封建社会现实面前，这两个知识分子并不能仅
仅依靠他们的勇气和“盲目的爱”好好地生活下去。面对着
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两个人各自的思想和性格方面的弱点，使
得两人越走越远，最终出现了“所谓真的隔膜”，使得涓生
对子君的爱情消失了。

事实上，涓生爱上的是他眼中的那个勇敢的、果断的子君，
是他想象中美好化了的子君，他从这样的“分明的、坚决
的”子君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希望，这样的“轻飘飘”的
爱是很不牢靠的，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幸福，然而那
幸福那么虚幻，还夹杂着不安，一旦生活起来，幻想破灭，
爱情也随之消失。子君大概是真爱着涓生，所以她能够为了
爱走出封建，奔向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也只是这



样而已，面对涓生的变化和生活的压力，她渐渐的不安起来，
以至于用不停的“考验”来给自己以信心，然而涓生最后到
底还是对她说了爱情的“消失”，这对于子君来说就是希望
的幻灭，最终子君被父亲接了回去，在他人的冷眼中死去。

涓生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要去寻找新的出路，可是，
并不成熟的他面对着黑暗的社会，也只能是摸索着前进，他
对于子君的去世感到强烈的自责和悔恨、悲哀，小说的最后
写到“我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
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
导……”，虽然所说的是，他不想面对黑暗，只想用遗忘和
谎言来掩盖，不让自己的真实露出来，事实上却是对于黑暗
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控诉。

小说一如鲁迅的一贯作风，及其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问题，
在黑暗社会中，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它的最终解决，不能仅靠着个性的解放，它只能是整个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

伤逝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没有物质的保障的爱情终是不可靠。它，不知何时起，会悄
悄地令入迷者失望。

子君就是一个为了追寻爱情，却被她所选择的人涓生抛弃的
一个例子。子君孩子气的眼，天真无邪，对爱情充满了渴望。
为了追寻自由的爱情，不惜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是呢?因为没
有物质的保障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她被涓生抛弃。在那个
压迫成风、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年代，提倡自由恋爱是
何等大逆不道的事情，且不说与家人脱离关系，单是作出如
此之行动且还被抛弃是如此的令社会所不容。最后，子君只
有一个结果----死。

在子君与涓生刚接触时，他们是如此的合拍。他们有共同的



爱好，一起谈雪莱、谈泰戈尔、谈伊索生、谈男女平等。可
是呢?最后呢?分了手。她没有选择，只能接受，接受的结果
就是自己的命。他们住在一起的开始，我相信，我们有必胜
的信念----向家族向社会反抗的信念，我也相信他们自信能
过得很好。是的，他们一开始很幸福很安宁，子君在家为涓
生操持家务，涓生在外维持生计，然而经济问题却在慢慢地
来了。女人是个敏感的动物，一点的风吹草动就能引起他们
的不安怀疑，尤其是对自己所爱的男人、所依附的男人，子
君从涓生的晚回家、对自己的敷衍中查出点端倪，可是她却
不愿相信，宁愿自我欺骗，所以她一遍又一遍地“开始了往
日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将
温存示给她”，而且，她早就不看书了。

终于，涓生告诉了子君，他已经不爱子君了，他的心地有些
轻松了、舒展了，却将重担给了子君。“我没有负者虚伪的
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她爱我之后，就要负
这重担，在威严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道路。”漫漫黑夜路，
寒风凛冽，没有温暖的房舍，没有同行者，只有子君一个人。
其实，子君的不幸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涓生，既是当初双方相
互信任做出的选择，选择的失败都有责任，只是，子君的结
果却是如此之不幸、如此之凄惨。

没有物质保障的爱情太廉价，是涓生教了子君一堂重要的课。

可是，一切都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