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 欧也妮·葛
朗台·高老头读书心得(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一

《高老头》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这本书的精妙之
处在于，作者把这个庞大的社会纳入小说的狭小框架中，并
使现实世界复杂纷纭的面貌井然有序地从整体上得到再现。

故事的是主人公拉斯蒂涅，讲述的是他步入社会后闯荡的经
历，以及心理思想的变化。在主人公思想性格的发展中，对
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三个人：鲍赛昂夫人，伏脱冷，还有
那个被女儿榨干了财产，然后像柠檬一样被扔出门外的高老
头。

气概非凡，才情过人的鲍赛昂夫人，因敌可是二十万法郎年
息的陪嫁的竞争，而不得不悄然退隐。她的失意与退隐，使
主人公看到了金钱的威力，也看到了感情、友谊的虚
伪。“一切都是虚情假意，仅有钱才是真正的、无敌的。”

高老头之死对作者来说是最深刻的一课，也是全书情节的高
潮。在高老头奄奄一息之际，被他一向溺爱的两个女儿一个
也没来，直到他去世也只是派来两个空车随着灵柩到墓地。
这幕惨剧再形象可是地印证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
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

伏脱冷代表的并不是正义，他只是对社会的非正义有极透彻



的了解。他用赤裸裸的语言为主人公揭露了社会的真相。虽
然这使主人公吓得胆战心惊，但他讲的却是真情实理。使读
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现象：钱是一切之关键。

经历了这样的现实，对社会还能存有什么幻想呢?主人公再自
我周围看见的，只是人世的残酷和人心的坠落。有多少人为
了金钱而犯罪，又有多少人由于欲望而出卖人格和良心。金
钱的魔力是无止境的享乐与欲望，摧毁了一切人类的感情，
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使人变得连禽兽不如。

除了这几个主要人物外，作者还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令人眼花
缭乱的巴黎社会。从贫穷寒酸的小街陋巷，到富丽堂皇的贵
族府邸。巴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带着各自的
独特风貌纷纷出场，为这部小说组成了一个喧闹的、真实的
全景画卷。

伏盖公寓的众房客虽然大多着墨不多，但也各有特点，言谈
举止都脱不开多年构成的习惯、职业和身份的影响。伏盖太
太并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但这个形象从头到脚都透着吝啬、
贪婪和势利，连她的房屋和陈设也处处体现着她的性格。由
于这个人物的刻画，才把高老头从富到贫过程中，在伏盖公
寓的地位一落千丈表现得分外强烈。使资产阶级中以“财”
取人的状况表现出来。

当时的巴黎社会是被金钱和欲望所充实的最恶的深渊。在那
个社会中，只要有钱你就能够平步青云，无人可挡。无论你
的出身如何，干过何等恶事，钱就是你的通行证。

此刻的社会虽然较为和谐，但并不是不存在这种现象。其实
当我们步入社会之初，也会像主人公一样，但随着周围环境
的影响，心理也将随之变化。

人人应保有一份良知。即使社会再黑暗复杂，也是存在光明
的。正如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



找光明。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读书心得范文五篇

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二

故事讲述了葛朗台老头的发家史和他对金钱的狂爱。有人评
价这一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
形象之一。

太太平静地死去。太太尸骨未寒，葛朗台便请来克罗旭要欧
也妮在财产文契上签字，放弃登记，全部财产归父亲管理，
女儿只保留虚有权，欧也妮一点也不明白，就在文契上签了
字，父亲这才放了心。”自我的妻子还才安息，他却为了遗
产到处奔波。“晚上，葛朗台来到太太房间，正巧碰上母女
俩在看查理母亲的肖像，葛朗台一见金匣，就像一只老虎扑
向一个睡着的婴儿一样抱住不放。”贪婪、狡黠、吝啬，金
钱是他唯一崇拜的上帝的品质在此表显得无疑。

与父亲相比，欧也妮表现得十分慈爱，善良。办了不少公益
事业：建了1所养老院、8处教会小学和一所图书馆。

书中的人物都有着自我的个性，可是从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
当时社会的影子。贵族阶级日趋衰落，”一切封建的、宗法
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全都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飞扬跋扈
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金钱势力。以及
柔弱的妇女，她们安于现状。读完此书我不得不感叹资本家
的发家史，是一本糅合着血泪的屈辱史。

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三

《欧也妮葛朗台》是由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
克写成的，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欧也妮是葛朗台的女儿，美丽温娴、天真单纯、善良多情。
到二十二岁都没有出去见过别的世面，成天在家缝缝补补。
之后暗地与堂弟夏尔·葛朗台相爱，但夏尔又抛弃了她。因
为悲痛，欧也妮嫁给了他不喜欢的德·彭封庭长。欧也妮可
谓一个孝子，父亲以往只让她吃清水面包，与她母亲的死也
有着莫大的关系，更是父亲供给很大的条件使夏尔变心，她
却依然待父亲那么好。父亲死后，她虽在生活上继承了父亲
的吝啬，但她把钱用在公益事业上。心地善良的她还替背叛
他的夏尔还上了他夏尔父亲两百多万法郎的巨债，当夏尔明
白欧也妮有一千七百万家产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出他是多么
的吃惊与懊悔!欧也妮是伟大的!她的那颗高尚的心，只为最
温良的感情而跳动!

这部小说，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活动中赤裸裸的金钱关
系。生活中，我们做人做事要大方，不要太吝啬，不要被金
钱牵着鼻子走，否则你的朋友都不会喜欢你。仅有活得坦然，
才会欢乐!

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四

拉下晚霞的帘，推开黄昏的窗，深吸一口气，感慨人生沧桑。

伟大的父爱在金钱下是那般一文不值。

在那个年代，金钱是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标记，而父爱只是过
了时的宗法制残留的感情。

对于金钱所腐蚀的父爱，剩下些什么?叹息……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我未尝想过，在金钱与
父爱的抉择中她们毅然选择的是金钱。极端利己主义淹没了
一切道德原则。高老头的财物被榨干，终被抛弃，落得家破
人亡。原来，金钱下的溺爱如此令人心碎。



他生前的光辉带着痛苦与回忆，永远藏在那座孤独的坟墓中。

一味的顺从只是悄然的放纵，换回的也终究只是背叛。

高老头依旧坚持着，坚持一如既往爱着她们，没有理由，也
不存在是否值得，也许，在他心中，这便是爱。

故事发生在过去，而却影响着未来。

人们常说，这是社会风气的产物。是呵，社会源于人，用于
人，归根到底这依然是人自身的问题!人性在某个方面的缺失，
才是导致一切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我曾在杂志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金某出生在一个同龄人羡慕的富裕家庭中。父母前些年开金
矿，积攒了万贯家财，成为村里的首富。父亲开的是奥迪a6，
母亲开的是捷达王，出门到村里哪家去玩都驾车。家庭的富
有，使金某从小娇生惯养，同时养成了好逸恶劳、任性不羁
的性格。她学会了抽烟、喝酒，并大把大把花钱，在农村，
她的月开销是两千元，让别的孩子望尘莫及，。没有钱，便
找父母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一次，她撒谎买东西，向
父亲开口要钱，父亲顺手便给了她一叠百元钞票，数了数足
足有两万多块，不到两个月，她便花得精光。母亲多次为此
训斥她，她变因此怀恨在心。可后来要不到钱了，她竟伙同
男友残忍地用铁锤将母亲砸死。

我想，社会，这两个普通的字眼，不该是那黑暗的替罪羊，
是那悲惨的垫脚石!

还记得那年我七岁。周末如往常一样，去姥姥家看望。也许
小孩子毕竟幼稚，我匆匆吃完午饭，赶着下楼和小朋友们做



游戏。当时一楼有位爷爷，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养了许多花卉，
那时又恰值春季，可谓“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
开”。花儿鲜艳得刺眼，早已无心再游戏的我，凑到花儿边，
感受着淡淡的花香，细数泥土的芬芳。

不知为何，占有欲疯狂充斥着我的内心。心头几番波澜，终
究没有战胜心中那个贪婪的恶魔。不再犹豫，不再胆怯，我
不以为然地伸出了双手，托住那最耀眼的一朵，一点一点地
用力，生怕触破花儿那层薄薄的肌肤。看着花蕊渐渐脱落，
丝丝喜悦挣扎在“罪恶”的双手中，伴随着最后一缕花丝的
断裂。

蹑手蹑脚回到家，怎料这异常的举动更像是欲盖弥彰。迫于
母亲的严厉，几番回避后，还是一五一十道出了整件事。本
以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却被母亲片刻的沉默所取代。她起
身拉我，随后便往那位爷爷家走去。我当时真想双脚灌满铅，
不再有片刻的移动。但对于母亲的坚决，怎样赖着不走都显
得无济于事。她轻敲开那为爷爷家门，把事情完完整整说给
了他听。我一直没抬头，我呆呆望着手心间散落的花粉，不
知为何，心中竟还有点点窃喜!?一番交涉，母亲让我想爷爷
认了错。我没想到，爷爷只是摸了摸我的头，轻轻笑了笑，
便转身进屋了。

回家的路，似乎格外漫长。一路上，母亲对我说了好多，我
不停点着自己的小脑袋，其实心里想的，还是那花儿妖娆的
身子。我只依稀记得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要诚实，要
有有责任心;不可贪，不可虚。

后知后觉，我才明了，这句话的意味深长。比起“高老头”
的儿女们，我是幸运的。当我在走向歧路的前奏里，被母亲
的孜孜教诲唤醒。而没有被一味的溺爱，一味的纵容，落得
愈发堕落，愈发沉沦。

也许，这是爱。



爱与被爱，始终微妙地并行着。错误的给予，将永远无法收
获真切。当爱与被爱真正协调统一时，你才会明了亲情的滋
长。

何苦握住不放，而一味放纵换得曲终人散的惆怅?

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五

《欧也妮﹒葛朗台》它的故事没有骇人听闻的事件，没有丝
毫传奇色彩。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是一出“没有毒药，没
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杯具。”但对于它，我却始终留有
深刻的印象。

当初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喜欢那个美丽善良的欧也妮。她
温柔隐忍，对于自我吝啬的父亲，她始终是顺从的态度。但
为了感情，她勇敢地把自我全部的金币给了表弟查理，在父
亲例行要她展示自我的金币的时候，她因拿不出金币，被父
亲关进房里，只给冷水和面包。因为此事，她胆小而贤淑的
母亲被吓得一病不起，而最终，她等来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
心汉。

欧也妮是个让人心疼的女子，她的父亲，视财如命;她的母亲，
懦弱胆小，在关键的时候保护不了她;克罗旭一家和格拉桑一
家把她作为继承万贯家财的跳板;而她深爱的表弟查理，在发
财后，为得到新贵头衔，日后挤进官场，和奥勃里翁小姐联
姻，最终负了她。

那时候，觉得这样一个女子，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为了感
情，敢于把金币给自我爱的人、不怕所以同自我一向顺从的
父亲起冲突，真的很勇敢。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不再单纯
地因为喜欢这个女子而喜欢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
更深层次的东西，能够更为客观地来评价书中的人物形象，
尤其是老葛朗台这个形象。



葛朗台这个人物形象很异常。一般人的吝啬，大多是对于别
人，而葛朗台却不止如此，他对自我的家人吝啬不说，对自
我，也是吝啬得很。葛朗台称雄一世，积累了万贯家财，但
他们一家人却过着近似穷困潦倒的生活，“他从来不买肉、
蔬菜和水果，这些都由佃户替他送进柴房。他什么都节俭，
连动作在内。每顿吃的食物，每一天点的蜡烛，他总是亲自
定量分发;每年十一月初一堂屋里才生火，到3月31日就得熄
火，不管春寒和秋凉;他给妻子的零用钱每次不超过6法郎;多
年来给女儿陪嫁的压箱钱总共仅有五六百法郎。”

金钱于他，只是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他抱着大把的金币，看
金币发出的金晃晃的颜色，听金币碰击的声音，所以而产生
满足感。他大把地囤积金钱，不使用它们，只是为了欣赏，
为了满足自我的敛财癖。在巴尔扎克看来，葛朗台的聚敛癖，
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情欲，仅有人性已经异化，完全为贪欲所
支配的人，才会将金钱视为人生的最高需要。

他因为钱，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在明白女儿把金币都给了
查理后，他认为金钱比亲情重要，固而将女儿关起来。妻子
因为此事一病不起，在即将离世的时候，葛朗台不是没有悲
痛难过的，这个时候，他的人性得到了些许的流露，可是，
当妻子死后，尸骨未寒，葛朗台便请来克罗旭要欧也妮在财
产文契上签字，放弃登记，全部财产归父亲管理，女儿只保
留虚有权。在他心里，金钱最终战胜了人性。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主宰一切的是金钱，葛朗台老头的形象
便体现了金钱的主宰力量。

然而，巴尔扎克虽然以很多笔墨描绘金钱的威力，但画龙点
睛的一笔却是指出金钱拜物教的荒谬，指出金钱固然给人带
来权势，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至少，在人类的感情领域，
金钱是无能为力的。

葛朗台为了金钱，一辈子花尽心思，甚至为了钱连亲情也不



顾，但最终一分也带不进坟墓，除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感，能
够说是一无所获。葛朗台这样的人，表面是金钱的主人，其
实是金钱的奴隶。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读书心得范文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