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小说有感 余华活着小说心得体会
(模板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读小说有感篇一

应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仅肩上多了一份职责，而且身边少了一个
一同承担的人。

福贵当年是个二世祖，每日挥霍家里的积蓄，不知哪修来的
福气讨了个贤惠的好老婆，是米行的千金，可福贵依旧吃喝
嫖赌，不仅仅输光了家产，还气死了爹，老婆连同肚子里的
孩子也被娘家接走了，只剩下他和年老的娘、年幼的女儿凤
霞相依，这时的福贵才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万幸的
是，家珍在产下福贵的第二子之后带着儿子有庆回到了他身
边。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贵在为病重的母亲抓药的途中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
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
不幸聋哑，儿子虽机灵活泼，之后也正因县长夫人输血而意
外死去。

之后福贵经历、大跃进、自然灾害，凤霞和其丈夫先后死去，
凤霞产下的一子苦根也没有逃过命运的魔爪，最后只剩下福
贵一个人，和一头与他同名的牛作伴，其中寓意深远，颇有
些孑然一身的萧瑟。夕阳的余晖里，已然垂暮的老人驾着牛



渐远，沙哑的歌声在土地的尽头缓缓升起——“少年去游荡，
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人生至理名言合上这本沉重的
蓝皮书，泪已湿眼眶，让我感慨万千的不止是主人公经历的
种种悲惨，更正因他经历了这么多，却依然卑微地活下来，
他所承担的已远远超出普通人能够想象的范围。

应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仅肩上多了一份职责，而且身边少了一个
一同承担的人。但是，正正因如此，生者才要更坚定地生活，
那是正因他们背负的，不仅仅仅是自己的明天。

《活着》小说心得2

读小说有感篇二

第一段：导论 (200字)

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它通过情节和人物的描写，让读者跳
出现实的束缚，进入作者构建的虚拟世界中。而当小说情节
中涉及到伤逝的主题时，读者常常会因为情绪的共鸣而感到
心灵受到触动。在我阅读的各类小说中，其中“伤逝”这一
主题一直是我心中最为深刻且有启发的。

第二段：伤与逝 (200字)

伤逝的主题在小说中常常体现为人物在爱情、友情或家庭等
关系中的离别和失落。这种失去带来的痛苦往往会引发人物
内心深处的伤感。作家们通过对此类情感的描写，使得读者
感同身受，进而引发对生命和人际关系的思考。《红楼梦》
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离别，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中白玫瑰因丈夫红玫瑰的不辞而别而感到的伤感，这些作品
都将伤逝的主题展现得震撼人心。



第三段：解脱与宽容 (200字)

伤逝并不仅仅是一种痛苦，它也是一次成长和解脱的机会。
通过对失去的反思、接受和宽容，人们可以超越伤痛和留恋，
继续前行。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宽容地面
对一次次打击和伤害，用自己的善良和宽大来回应。这种宽
容和释怀，对于每个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第四段：与人共鸣 (200字)

伤逝的主题使人们产生共鸣，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
痛苦和挣扎。通过共情，读者可以更加关心和理解他人的思
绪和情感，从而建立更为深厚的人际关系。茨威格的《别了，
武器》中，主人公弗雷德里克经历了战争的痛苦和创伤，他
的内心世界不再幸福，这种痛苦不仅仅影响到他自己，也影
响到了他周围的人。通过读者的共鸣，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
一点，从而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理解和照顾身边的人。

第五段：人生的意义 (300字)

伤逝的主题提醒着我们，生命是脆弱而可贵的。在小说中，
每个人物的经历都是一次次的教训和反思，他们在经历了痛
苦和悲伤之后，逐渐学会珍惜当下，坚定自己的人生理想。
读者通过对他们经历的共鸣，也会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
值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角安娜逐渐
走向自我毁灭，这一过程中她对人生和道德的思考引发了令
人深思的讨论。

总结 (100字)

无论是伤逝的痛苦还是解脱的宽容，小说中的这些情感与思
考都给予了读者深刻的启示和思索。读小说不仅是娱乐，更
是一次对人生和人情的思考和探索。通过阅读小说，我们可
以更好地理解情绪、感受人生的美好和痛苦，更好地塑造自



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读小说有感篇三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
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

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
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
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
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
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
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
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
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
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
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
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
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
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
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
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
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
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
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
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
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
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
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
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

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
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
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



什么要后悔。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
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
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
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
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
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

故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住母家，钱财被骗，又为兄
嫂不容，只得寻求再嫁，苦无姻缘，便抢异母妹妹的对象范
柳原，范是个老尖精滑的留学生。一个不诚娶，一个但求嫁。
两个人都不愚钝，很有些小聪明，可谓真正的凡人，凡心热
炽。张爱玲站在白流苏的背后，让两个人的灵魂跃上纸面，
斗来斗去。白流苏大家闺秀般的矜持，不时挑逗，范柳原穷
形尽相，甚至挪用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
之手，与子携老”来做假。满篇你来我往的小技巧。一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而换取一段感情的最
终结果看似壮观但其实又如何呢?也许张爱玲从来不认为爱情
是可靠的，爱情在她心里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本无什
么大不了，两个人因为城市的陷落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
和固有的洒脱，突然间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获得最大限度
的温暖，于是就有了倾城之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了，可
是张爱玲却不说是爱情发展到婚姻的自然结果，反而
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其中充满了悲剧意味。那时
女人的地位太低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悲剧性地依
靠男人。所以，白流苏虽然自私，小家子气，但是也还情有
可原。

其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另一种世事动乱吧，爱
情也像《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角样，苟合着。

张爱玲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
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



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金琐记》里那个贪婪的
七巧，一生的快乐和幸福早早地被腐烂的空气埋葬。

在文章的一开头，是通过两个丫头的对话，让我们初步的了
解的曹七巧。同时两个丫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曹七巧很
可怜。如文章中写到“凤萧道：‘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
冷笑道：‘她也配!’”丫头即如此轻蔑地看待她，再加上她
的身份与姜家并不算门当户对，且当初是以“姨太太”娶进
门……而且她的丈夫是个躯体残疾，“没有生命意义的”姜
家二少爷，对于一个正常的女人，能忍受，坚持下去么?还有
她娘家哥哥的索取……“不承情也罢!我也惯了。我进你们姜
家的门……谁见我的情来?谁有半点好处到我头上?”这样的
环境怎能不叫她不暴躁，不尖酸刻薄?甚至最后到达性格
的“扭曲”呢?曹七巧的命运本是不幸的，但她并不从自身的
不幸中滋生出可贵的同情心，而是以制造别人(确切的说是她
亲身儿女，而且也只能是她的亲骨肉，因为那是她所唯一能
接触到的人)的更大的不幸来获得快感。如小说中说道“有时
她也觉得牺牲得有点不值得，暗自懊悔着，然而也来不及挽
回了。她渐渐地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
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的跟怒亲
怄气，可是她的言行举止越来越像她的怒亲了”。再如儿子，
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一个女人
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
陪她通宵聊天。最后使得媳妇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
太做了"替身"。不到半年，也吞鸦片烟自杀了。其实，人性
中本来就有卑劣的一面，它所呈现的姿态完全就由它所处的
环境而决定，在一个美好，自由、相互尊重的环境中人性中
善的一面被全面激发，时刻体会到爱意的人，才有能力将爱
传递下去，而在被压抑被摧残的环境中，人性中恶的一面被
煽动起来，一个处于充满危机、敌意气氛中的人，怎么会具
有爱的能力呢，它只能出于本能的自卫，而自卫的方式也是
具有攻击性的。所以，当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个人物时也
许更多地是寄予同情，更犀利的批判这个使人变成鬼的社会
吧。



读小说有感篇四

《复活》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小说主要讲
述了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以下是
小编收集整理的有关《复活》小说读书心得体会，欢迎大家
前来阅读。

复活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作品，而且它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托
尔斯泰的著作。

复活这部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
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
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产的农村
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
突出托尔斯泰虽然对现实社会做了激烈的抨击，揭露了社会
制度的本质。

复活的主人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本来
是一个单纯，热情的少年，爱上了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卡秋
莎，并与其发生了关系。但后来他背叛两人的承诺，而怀孕
的卡秋莎被赶出家门。

由于社会的现实，把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变
成一个跟其他贵族一样的人，而把卡秋莎逼良为娼。由于德
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一次偶然的机会作为
陪审员参加审理一个毒死人的命案。而被告者是卡秋莎，看
到玛丝洛娃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
庭长、律师设法补救。他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
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

最后经过他的帮助，卡秋莎沉冤得雪，对德米特里·伊万诺
维奇·聂赫留朵夫的怨恨也消失了。



看完这篇小说再看看题目，我觉得这两个主人公的经历，表
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

这部小说让我知道人性的本质，但是它也是暗示真托尔斯泰
的经历，他本来也是一个贵族人士，也是过着蹂躏奴隶的生
活，但他后来慢慢思考，发现这样自己并不快乐，最后他放
弃一切，解放奴隶，寻求真正的快乐。他这样的行为却被别
人认为他疯了，甚至是家里人也觉得他疯了。

这体现的是当时的以贵族为首的社会，但现在不一样了。虽
然现在不算是大同社会，但有很人不管是有钱还是贫穷，他
们都愿意帮助别人。作者应该是希望这样一个社会吧。

看名著看的是种内在的精华，如果你深入了这本书里面，其
实会发觉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里面。阅读是种精神的享
受，是灵魂的升华。对于名著尤其如此，希望大家多学习，
多多阅读名著，对自己提高修养都很有帮助！

《复活》是托尔斯泰三大代表作中最晚的一部，被认为是其
创作的"最高的一峰"。它没有《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恢宏
气魄和明亮的诗意，没有《安娜卡列尼娜》的波澜与不安的
骚动。它，完全是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暮年心灵的稳健和悲天
悯人的大气！

我一直认为，一生中曾经破碎的人，一定真正的活过。其实，
在生活中，破碎的东西更为真实、深刻。而在列夫·托尔斯
泰的《复活》中，我们不仅品味到一份真挚刻骨铭心的感情，
而且了解了女主人公卡秋莎在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的帮助和
鼓励中从破碎到重新开始生活的一段人生历程。

读过此书之后，或许有人认为是涅柳多夫促使卡秋莎破碎，
但我认为，是涅柳多夫促使卡秋莎体味了人生的种百味。虽
然在卡秋莎的记忆中，涅柳多夫给了她把辉煌借给昨日的今
朝。但毕竟，是她的爱心和同情心让她再次重新生活——复



活。毕竟，在破碎之后，她真正的活过。

我感动涅柳多夫敢于面对错误的那颗忏悔之心，敢于面对自
己的错误的弥补，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唤醒了一颗孤寂的心。

我喜欢断树残枝萎叶，也喜欢旧寺锈钟颓墙；喜欢石阶倾斜
玉兰拆裂，也喜欢残月流星云重雾冷……因为当我看见人们
为一个凄惨的故事结局而叹息时，我常常遗憾人们没有领悟
到惨局背后的种种震撼之音，而在《复活》中，一个出乎意
料的结局，展现了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天下无双的决心。生
活中，每个人都需要爱心，而且都应该有爱心，让每一个世
人，在心灵的牧场上，悄悄开始用心放牧身边的一切，让世
界充满美好、温馨、活力。

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巨著，似乎很深奥。又却读懂
了什么。精神的复活，似乎比失去了的一切更感到有意义。

一个纯真美好，曾经对生活和生命充满了美好期盼的青年人。
在混混沌沌的上流社会中堕落于花天酒地。一个美丽纯洁的
姑娘，在长达八年的女生活中堕落。他们似乎是可以就这样
生活下去的，他们也许可以满足生活中自己那种种简单的快
乐。但当两人在审判玛斯洛娃的法庭上相遇时，涅赫留朵夫
再也不能够心安理得地面对他曾经伤害过的玛斯洛娃直视他
的眼神。似乎是灵魂的反省，两个人在重逢时，眼神中充满
了疑惑。那个少年，成为了一个漂浮在上流社会中的“老
爷”，那个姑娘，成了一个出处卖弄风情的“窑儿姐”。涅
赫留朵夫此时感受到了他曾经给予他多么大的伤害，他的灵
魂背负了沉重的罪恶感。在一次次探访监狱的过程中，他见
证了太多的不公平。当他把自己的土地廉价分给了农民的时
候，他收获的是农民怀疑的眼神，贵族们疑惑的言语；当他
决定与玛斯洛娃结婚以洗清自己罪恶的时候，他的得到的是
亲友们鄙夷的眼神，众人以为不可理喻的回应。他面对这一
切困惑了，所有他的精神世界里认为正确的事务无一例外的
遭到了鄙薄。然而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却只是花天酒地与吃喝



嫖赌。一百多个年轻力壮的青年人只因为把身份证弄错了就
被关押到臭虫漫天，疾病四溢的牢中。

但涅赫留朵夫在茫然中也看到了希望，玛斯洛娃的改变。让
他足以抛弃官场的地位与金钱的诱惑，他的精神复活了。玛
斯洛娃也改变了，她为了不连累涅赫留朵夫，接受了政治犯
西蒙林的求爱。

爱过，懊悔过，反思过，最终，他决定，他复活，他重生，
他在纷杂的社会中找到了他道德的衡量准则。也许涅赫留朵
夫追求的不仅仅是玛斯洛娃，在这条寻求重生，精神复活的
道路上，他见到了，他做了，他去积极的改变了。那夜，涅
赫留朵夫花了一整夜读福音书，那曾经是他看不懂的教训。
经历了这一切，他这次突然看懂了圣经的教训，并且发现在
其中有他必须的、重要的、且是喜悦的东西。

去追寻，也许受用的不知是追寻最终得到的。还有这一路上
看到的。

小说在激烈地揭露和批判俄国社会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
两个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涅赫留朵夫公爵和妓女玛丝
洛娃。涅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小说通过这
个人物在思考和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人物
思想的发展，来刻画人物的。在整个小说中，他的贵族阶级
旧性不断死灰复燃。因此他每走一步都要经过痛苦的斗争。
这一切都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显得丰满和真实可信。不过，最
终他的心灵复苏是给人以强烈震撼的。

用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话说：《复活》是歌颂人
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书中体现了卑劣与德性，
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

聂赫留朵夫，是一个贵族青年。他有一次在法庭上做助手的
时候，发现受审人正是自己十年前诱__并抛弃的少女卡秋莎。



十年里，她已经被沦为妓__，如今又被人说是毒死一位商人。

卡秋莎被一群无耻的法官判处了四年牢狱，并流放到西伯利
亚。聂赫留朵夫良心上受到谴责，决定和她一同前往西伯利
亚，并把自己的田地分给穷人。他向卡秋莎求婚，为赎他曾
经的罪过。卡秋莎拒绝了。她在流放当中和革命者西蒙松走
在了一起。

最后，聂赫留朵夫放弃了对卡秋莎的追随，过起了自己的日
子。他复活了，因为他活出了自己。卡秋莎也复活了，她同
样活出了自己。

这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可是，按照卡秋莎自己的理由就是，聂赫留朵夫娶她从中透
出了一种宽宏大量，而西蒙松娶她是因为爱她而爱她。虽然
我的脸部表情有点点苦笑的滋味，但是心里想想，还蛮有道
理的。

前面真是太让人伤心了但结尾结的确实很妙。不会透出聂赫
留朵夫的伤感，也不会透出聂赫留朵夫的无所谓，写的还蛮
阳光的，把聂赫留朵夫这个堕落的人物写成了个伟大的人物。
也好像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小说。这种风格我很是喜欢。

本小说中透露出一种优雅和安静的感觉，在聂赫留朵夫忏悔
的时候充分的把聂赫留朵夫的真诚描写出来，在卡秋莎被聂
赫留朵夫抛弃之后把卡秋莎的忧伤与愤怒的亮点和高度描写
的非常的厉害。

在结尾里暗示人们堕落的人只会这样堕落下去，如果堕落的
人想开一点，从光明的角度看待生活，就算再怎么堕落也会
成为光明、伟大的人。

或许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的善于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所以



写出来的文章比别人的更鲜明一些。

读小说有感篇五

作为一名即将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我在近几年的学习与生活
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感触。其中，阅读与创作小说的经历对
我影响最为深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小说创作的
体会与心得，希望能够对身处同样路径上的读者有所启示。

第一段：小说，不仅仅是故事

在初学小说创作时，我一直拘泥于“故事”的本质。我的笔
下有了许多的人物、情节和冲突。我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
该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故事，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结构与完整
的情节线。然而，当我进入更深层次的创作时，我逐渐意识
到，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小说是刻
画人性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文字展示生命与世界的艺术。

第二段：好的小说不是有答案的故事

在阅读一些经典的小说时，我发现它们并没有直白的答案或
结论。小说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是用来刻画问题的。它
提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但不会给你提供固定的答案。读者
应该自己去思考问题，从中得出自己的答案。在创作方面，
我意识到，好的小说不是被“解决”过的故事，而是那些仍
在读者心中发酵的作品。

第三段：人类是复杂而矛盾的

小说刻画的主题是人类与世界，大部分的作品都意图通过展
示人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来告诉读者我们都有那么多的内
在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恰恰是激发我们创
造力和前行力的源泉。这种创造力与前行力，都是需要对自



身和他人有更深的理解、认知和包容的。

第四段：小说是一份责任

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写作不是一件孤独的事情。读
者会根据我们所写的内容，感受到当下社会的氛围、价值观
与风向等东西。因此，作为一名小说作者，我们要为自己的
作品负责，要有审核自己文字的责任感。我们应该将社会中
美好的精神价值，通过我们的文字传递给读者。 因此，我们
在创作小说时，不能忽略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的文字要有
思考性和启迪性。

第五段：小说的意义在于启示

小说让我们可以穿梭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境遇中，感受和
领悟人性的本质。它让读者随着文字，体验并思考人生。小
说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方式，也是一个思考和启示的媒介。通
过创作甚至是读写小说，我从中汲取了很多的力量和勇气。
做一个有思想的年轻人，在创作和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也
收获了成长和启示。

总体而言，小说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给了我启示和
力量，也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当然，我在写作的
路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成长的地方，但我相信，通过不停
的探索和尝试，我会越来越接近自己所追求的那种“成熟和
优秀”的状态。写作是一件极为愉悦的事情，我希望我自己
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读小说有感篇六

当我们沉浸在小说的世界中，我们通常会被故事情节、角色
演绎以及心理描绘所吸引。然而，有时候小说中的悲剧情节
也可以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甚至让我们与角色产生了
共鸣。如今，伤逝小说越来越受欢迎，不仅是因为它们引起



了我们的共情，更是因为它们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认
识自己的内心世界。

第二段：对伤逝小说的解读

伤逝小说具有普遍的主题，比如爱情、家庭、友情、工作等
等。在这些主题中，人们经常探讨他们与角色之间的相似之
处，并从中学习如何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如何应对世界
和生命中出现的挑战。在伤逝小说中，作者通常会以一种感
性的方式描述人物情感和矛盾，在此过程中，读者很容易被
深深地打动。伤逝小说不是简单的描写悲伤，而是探索悲伤
的源头以及面对悲伤后的心理建设。

第三段：伤逝小说对人生产生的影响

伤逝小说不仅是故事，更是教育。通过了解悲伤的源头和面
对悲伤的正确方式，人们可以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人生。伤逝
小说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如何控制
自己的情绪。通过伤逝小说，人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生命是
有限的、珍贵的，并帮助他们珍惜和爱护所拥有的一切。

第四段：伤逝小说对读者的启示

伤逝小说不仅可以启示读者面对人生的挑战，更可以让他们
对悲剧产生一种积极的反应。当我们遇到悲伤的事情时，我
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逃避或者迷茫。然而，在阅读伤逝小说
时，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地了解角色心理和面对悲剧的方法，
使自己更加清醒和冷静地面对各种情况。

第五段：结语

总体来说，伤逝小说的确具有深度的意义。它们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以及更好地面对人生。伤逝小说
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它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娱乐和享受，



更可以给我们带来启示和独特的体验。阅读伤逝小说时，让
我们不仅是跟着角色的情感走向，更是要从中领悟一些关于
人生的哲理。

读小说有感篇七

金钱，名利，长生……相信答案会有很多很多，然而，有一
个人，他在追逐的，是死亡，以自己的身躯给予自己死亡，
也就是自杀。他的名字是太宰治。

而太宰治先生带给我更多的震撼，则是在他的经典之作《人
间失格》中。

《人间失格》描写了主角大庭叶藏从青少年到中年，为了逃
避现实而不断沉沦，经历自我放逐、酗酒、自杀、用药物麻
痹自己，终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在自我的否定的
过程，同时也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以及渴望被爱的情
愫……透过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太宰治可说巧妙地将自己
的一生与思想表达出来，因此也可算是他半自传性作品，并
且藉此提出身为人最真切的痛苦问题，从滞涩的文中更可体
会其内心深切的苦楚，在完成本篇作品之后，太宰治终归还
是选择了投水的方式，为自己划下最后的句点。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什么呢?

“与其纪念他的生，不如纪念他的死。”是后人对这位一生
多次求生直至1984年结束生命的无赖派大师的评价。亦或许，
死亡是太宰治先生的一种重生吧。

人间失格，即为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小说从虚拟人物大庭叶
藏的一生去体现着太宰治先生眼中自己那“充满羞耻的一
生”，是一篇半自传体小说。



《人间失格》是一部滴血的灵魂自白。

读小说有感篇八

最近我们学校举办了一场小说讲座，我很荣幸参加了这次活
动。在听到讲师的讲解后，我对小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
解。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为小说是一种以笔触和语言为媒介表现生活的艺
术。通过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人、事、物和情感，
深入了解他们的本质和内心世界。小说是一面镜子，反映出
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的环
境。

其次，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
传承。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形象和作者的思想都是无法替代
的文化资源，是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小说，
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不同文化和思想的价值观，有助于拓宽
我们的视野和思考方式。

最后，小说也是一种思想启蒙的工具。通过小说，我们可以
了解到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思想观念，从中汲取精华和营
养，启发我们的思维和感觉。读小说不仅能丰富我们的想象
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更能够培养我们的情感和思维。

总之，我认为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表现生活
和传承文化的艺术形式。通过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不
同的思想和文化，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开阔我们的视野。
希望我们能够更加重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从中汲取更多的
营养和思路。



读小说有感篇九

《彷徨》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
爷爷写小说多用辛辣笔调讽刺当时的反动派。这部小说集有
十个小故事，每个故事都蕴含深刻的意义，都让我叹为观止。
因为本人水平有限，不宜篇篇俱到，所以挑选自己印象最为
深刻的一个故事来谈点自己的感受。

故事名叫《祝福》，主人公为四十多岁的女长工祥林嫂。故
事起初阶段，祥林嫂在鲁镇还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后遭
不幸——丈夫得瘟疫死了，儿子也被狼叼走了，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毁了。于是她被鲁镇的人视为丧门神，没有人愿意接
近她，更没有人同情她。她无依无靠，对人世间没有了半点
念想，最后自杀了。

为什么祥林嫂在遭遇不幸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反而会不
受欢迎呢?为什么祥林嫂要自杀呢?这便是我要探究的问题了。

但是，故事中的鲁四老爷可不这样想——祥林嫂丧了家室是
不吉祥的，有些事是不能让她做的，祭祀是一项神圣的作业，
再看祥林嫂笨手笨脚，万一打破用具可不得了。既然这个祥
林嫂碍手碍脚干不了什么事，还得白吃我的粮食，不如重新
找个干活的好手。

祥林嫂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鲁四老爷这正人君子厌恶了。封
建礼教使她相信自己是肮脏的。于是糊里糊涂去捐门槛，想
要赎回一个清白的名份。孰不知被寺庙里一群贪财好利的小
人，榨干了所有的积蓄，名声还是臭的。

当祥林嫂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寺庙走向她的“家”——鲁四老
爷的宅院时，这个家的大门已经被鲁四老爷严严实实地关上
了。

终究，祥林嫂被鲁镇上她以性命相托付的、唯一的“亲



人”——鲁四老爷抛弃了!

活人对这个问题实在很难理解，鲁迅在祥林嫂强大的眼神力
量逼视下，慌张地搪塞道：“应该可以吧。”就急匆匆地离
开了。

对祥林嫂而言，活着已经没有任何念想了，死就是一种解脱。
死后是怎样的生活无从考证。读到此处时，我由衷祝福祥林
嫂在九泉之下能与家人团聚。

祥林嫂的悲剧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祥林嫂是封建等级制
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好像不可
思议，但事实就是那样。

读了《祝福》这篇故事，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很幸运也
很幸福。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姿态，来珍惜当下这自由、平
等、公正、法制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