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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读书心得(实用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一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可憎的吝啬鬼形象——老葛朗台，他
以积累财富为乐趣，他家财万贯，但却穿着破旧，居室简陋；
他能言善辩，有一套套理论，但当他谈生意时，却狡猾地装
成一个结巴；他说渴望亲情，但当他妻子病危时，他却舍不
得花钱去请医生。他的一生，没有享受过，也从没欢乐过，
因为他研究的只是怎样算计别人，怎样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为了金钱能够放弃一切，这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悲。他临死
前还念念不忘自我的万贯家财，在垂死挣扎的一刹那还不忘
将手伸向神父的金十字架。在金钱面前，幸福简直一文不值。
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他仅仅是一个缩影，经过他我们
看到一个唯利是图，互相算计的社会。他的一生，深刻暴露
资产阶级家纯粹的金钱关系。

她的生命中也曾出现过一道波澜，她企图冲破家庭社会的束
缚，去追求自我的幸福，然而她的'社会不允许，她的感情在
这样的社会终究成为虚幻。他们看中她的只是她的金钱。这
样一个天真纯洁的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注定只能成为杯
具。

看完作品，我的心境是沉重的，书中的一个个人物给了我强
烈的内心震撼。人生究竟为了什么？联系当今社会，许多人
为金钱，权利，名望，欲望奔波劳碌，勾心斗角，互相压轧，
比如一些官员，某些人抢劫犯罪，一些奸商制造假冒伪劣商



品，他们与葛朗台，查理又有什么区别，他们得到了他们想
要的，然而他们欢乐吗？不要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只能
使你暂时的满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明白，那条道路
是多么肮脏、丑陋，而你终究也会明白这些毫无意义。人生
是充满黑色调的。那么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只是几个
知己，几个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一些够用的钱，一份对得
起自我的良心，一个适合你的目标和一段充实的生活就足够
了。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能做到问心无愧，那么你的人生
将充满乐趣，生活将更加精彩！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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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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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三

在葛朗台的家中，整个屋子都笼罩在阴冷的气氛中，这凄冷
更多的是由于葛朗台对金钱的病态痴迷，以及由于金钱而对
家人的苛刻引起的葛朗台对家人毫不讲情面，他不追寻亲情
的温情，有的只是对金钱无止境的欲望，一切都以金钱作为
衡量标准。

葛朗台一个十足的吝啬鬼，不仅对自己吝啬，对妻子和女儿
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别人了，那简直是一毛不拔，冷酷至
极。因为吝啬，即使密室里库存的金子对成山，也要求全家
人缩衣节食，过得窘迫不堪，连吃多一块方糖，他都会割肉
般心疼。营养不良使得体弱多病的葛朗台太太虚弱不堪。对
金钱的病态痴迷，使得葛朗台变得无情无义，一个十足的守
财奴，他的眼睛只会因为金钱的存在而发亮，为积攒金钱，
他不择手段，投机取巧。

他靠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致富。葛朗台不同于传统的守财奴
形象，他不仅守财，更善于发财。为了赚钱，他敢于投入所
有的金钱积蓄；他精于计算，能审时度势，平时不动声色，
机会到时，他必将金钱最大限度地抓到手中。索漠城里没有
一个人未曾尝过他的利爪的厉害，反而把他看成是索漠城的
光荣。

金钱之上的意识成为当时社会的主体意识，金钱具有着无边
魔力，对金钱的追逐成为一种顽固的意念，这是一个金钱的



世界，也是一个可悲的社会。对照老葛朗台，葛朗台太太的
形象散发出光芒，她贤淑温顺，对丈夫百依百顺，疼爱女儿，
死对苦命的她来说意味着苦难的终结。纵使葛朗台如何如何
地狂热地追求金钱，他都无法摆脱两手空空奔赴死亡的最后
结局，他带着对毕生苦心积攒的金钱的眷恋死去。

文档为doc格式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四

星期日下午，我读了一本外国名著《欧也妮·葛朗台》，这
部小说的作者是巴尔扎克，书里的主要人物欧也妮葛朗台是
一个狡猾、贪婪、吝啬的典型人物，读后我有很多感想。

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一座小城里有一个大富翁——欧也
妮·葛朗台，他虽然很富有，但却十分冷酷，包括对自己、
对家人。弟弟破产了他不予理睬，如果不是怕分割财产，妻
子生病的时候他是不打算为她医治的，他更不想让女儿出嫁，
那样的话他还需要“损失”大笔的嫁妆费，当他即将离开人
世时，他还念念不忘让女儿把金子看好。

这部名著对主人公经过艺术加工以后讽刺意义极强。但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在个别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发现小说主人
公的一点影子。有些人有时会被金钱的诱惑迷失双眼，因为
对金钱的享用太过在意，在他人危难之时表现冷漠，有的为
了贪图享乐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被
金钱主导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更不会享
受到人生中因为关爱他人、因为付出而收获幸福的快乐。

再比如今年年初甘肃省发生了严重旱情、新疆玉树发生
了7。1级地震，为了帮助灾区人民重拾信心，有的同学写下
了感人至深的慰问书信，在学校组织的爱心捐助活动中，同
学们纷纷捐出自己的零用钱。虽然是只言片语和很少的零用
钱，但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表达我们小学生对灾区人民的同情



和关心吗?我想这些对于他们来说也将成为莫大的鼓舞。

消失宾妮经典语录

葛武老师去世追悼词

目送读书心得

《呐喊》读书心得

读书主题心得

中学读书心得

暑假读书心得

关于读书心得

边城读书心得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五

莫里哀写的《欧也妮·葛朗台》是自《悭吝人》后又一描写
吝啬鬼的巨作。小说讲的是拜金主义者葛朗台大胆利用了大
革命的好时机，一举成为地方上的首富。即使成为首富，他
也不放松任何一毛钱的去向，刁钻刻薄，贪婪吝刻，是第一
代资产阶级中吝啬者的典型。读完后，给我很大触动。

了解了葛朗台的故事后，相信你会和我最初的感受一样，会
认为人怎么可以这样小气，压根就不应该小气，仔细品味一
下，我却有了另一番见解——做人“小气”点好，日日夜夜
思索着如何节省、余钱是不好，但如果我们一味地大方、不
小气，失去的将会有多少？就拿国家来说我们国家到底有多
富有，到底经得住13亿人口的多少次大方。每个人都不小气，



若干年后，也许中国将不再是谋求什么发展，而是如何解决
中国的资源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小
气一点好。

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到理财，葛
朗台先生兼有老虎和巨蟒的本领。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窥
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堆金币，然
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徐
徐消化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在理财方面，葛朗台这个吝啬
鬼，自然是一切金币收入囊中，别想有再见光的机会。那么，
我们国家的财富我们会理吗？对于这笔偌大的财富，我们如
何将它理好呢？有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小气”点。虽
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可人口数目也不是个小数字。
这么多人在吃饭穿衣（也就是消耗资源）资源总有用尽的一
天，人能不能有一天不吃饭穿衣呢？归根结底，大家“小
气”点吧！别轻易大方地送出心爱的财富。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走到学校的水笼头旁，看到水
笼头不住地哗哗流水时，心底油然生出一种真切的不舍；了
解到每一节电池埋到泥土里，这一平方米的土地将永久性地
失去价值，心中有莫名的伤口在隐隐作痛；知道人们用的一
次性物品一年消耗几亿吨木材，耳旁清楚地听到了树木的抽
泣声……如今，只要我们伸手多关一次手笼头，少用一节电
池，少用一次性制品，也就是在资源用量上小气一点，完全
可以多节省一些资源。

最后，我想用这样一句话结束本次特殊旅程，千言万语只为
国，“小气”一点又何妨？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六

葛朗台公馆——“孩子，幸福只在天上，你将来会知道
的。“母亲的临终遗言验证了欧也妮葛朗台的一生。欧也妮
葛朗台最后也体会到了母亲说这句话时的的无奈与沉痛。



葛朗台，贪婪、自私、狡诈、吝啬，对金钱有着常人无法理
解的狂热，他就是一条冷血的巨蟒，把大把的金钱敛入那张
永远无法满足欲望的血盆大口。“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
是葛朗台的执着”。临死前还要女儿推着轮椅来到保存全部
家产的密室前反复端详确认钱财都还安安静静地存在。神甫
为他做临终法事，葛朗台半眯的老眼看见银质圣器顿时精神
焕发，当神甫要他亲吻金十字架时，他甚至想做出拿到它的
举动，欲望立刻断送了他的生命。生前格朗台虽然富甲一方，
却蜷缩于一所黑暗阴森、楼板都被虫蛀坏了，踩在上面吱呀
作响随时有可能坍塌的的老房子里面，这让从初来乍到的夏
尔百思不得其解。他还实行家庭专制，每人每天的口粮按量
分配，谁能想象腰缠万贯的老葛朗台甚至会为女儿为了招待
亲戚自费买白蜡烛而怒不可遏。这位精于计算的守财奴善于
运用一切手段用来敛财，他假装口吃耳背，几乎全城的市民
都上过他的当。

纵使他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于其何益？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儿女情长、伦理道德在他的眼中贬得一文不值，妻子和女儿
的情感被他践踏得灰飞烟灭，惨绝人寰的老头为了几千法郎
软禁女儿把胆小而贤淑的妻子气得晕死。财富使他丧尽天良，
人格被金钱玷污扭曲变形，贪婪成癖，又吝啬成鬼，内心的
空虚、禽兽的本能，早已将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摧残殆尽。
因为他拥有在那个社会具有无限法力的金钱，他成为人们心
中的上帝，人们敬佩他，恭维他，称赞其为索缪城的光荣。
金钱造就了葛朗台，也毁灭了葛朗台。

可是对金钱的渴求如痴如狂的又何止老葛朗台一人？背信弃
义，为了爵位放弃爱情的负心汉夏尔、一直对葛朗台家族虎
视眈眈的庭长德·蓬丰、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银行家德·格
拉桑……他们无疑是那个社会的佼佼者，他们很好的学会了
立足于社会的一切尔虞我诈刁酸刻薄。就连忠心不二的女佣
娜农最后也可见免不了有了老葛朗台的影子。

总算故事的结局尚且能够给予我们一丝安慰。欧也妮在数不



尽的善举义行的伴随下走向天国，离开这个欲望无限膨胀的
年代，离开了这个败坏的世道。除了欧也妮自己，谁还记得
曾经有对纯真的情侣坐在一起发誓永远相爱的木板小凳？谁
还记得那幽暗的过道？那黑色的客厅？爱情的悲剧，家庭的
破碎，在这个人人都对金钱视如神明的社会，眼泪是卑贱的。
或许离开，才能摆脱人世的污秽。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七

这个暑假，我读了《欧也妮葛朗台》这本书，看到了一个吝
啬鬼——葛朗台。

葛朗台、夏洛克、阿巴贡、泼留希金是四大吝啬鬼，葛朗台
是第三，葛朗台是个超级吝啬鬼，他一生只喜欢金钱，从来
只是认钱不认人。侄儿查理为父亲的破产自杀而哭的死去活
来，他居然说：“查理是个无用之辈，而不是钱。”在葛朗
台看来，查理应该伤心的不是父亲的死，而是他不仅从一个
公子哥成了一贫如洗的破落子弟，而且还得为死去的父亲负
四百万法郎的债。对葛朗台来说，金钱是他唯一的朋友，法
郎是他唯一的亲人。

葛朗台是个吝啬、抠门、但会节省东西的人，他为了钱六亲
不认，有一次，欧也妮用他给的压岁钱买了一个盒子，葛朗
台当着全家的面，把欧也妮关了起来，要不是娜农给了她一
个肉饼，欧也妮就饿死了。

最可以突出这个老头吝啬的时候是：连快死了时都惦记着钱，
最后为了将用白银裹的十字架抢到手，耗费了最后一点力气，
死了。

葛朗台一生为钱奋斗，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得到，金钱乃
身为之物，金钱换不来生命。

大家要知道，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钱，是幸福。



欧也妮葛朗台读后感篇八

早在五年前，我的书架上就有一本《欧也妮·葛朗台》。当
我得知这是一本关于“吝啬鬼”的书后，就没再翻过。因为
我在这之前已读过一本叫《悭吝人》的书，领教了阿巴公。
今年寒假，我偶然地翻开了它，就再也没轻易合上。

阿巴公是个贪婪至极的人。如果葛朗台仅仅是贪婪，那也不
会写出什么深刻的东西，我也就不会如此感兴趣。重要的是，
葛朗台的形象概括了整整一段历史，他的吝啬也包含特定的
历史资料。

葛朗台老人是位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人物。从书的开头我们便
可看出他具备第一代资产阶级的一切特点，没有多少文化，
却精于盘算。他的每笔投机从没失败过，至使财富不断膨胀。
随着情节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葛朗台本人的性
格——吝啬。尽管家财万贯，却几乎无消费。我们甚至不能
说他“爱钱如命，”因为在他眼里，钱比命重要。“把死人
看得比钱重就叫做没出息”。把兄弟的死讯告诉侄儿没让他
犯难，可要说出“你一点家产都没有了”倒让他感到难于启
齿，因为这句话“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

在事故中，我更看到了葛朗台老头的“朋友”，个个都是唯
利是图的人。很显然，这是当时社会的杯具。在拜金主义横
行的世道上，一切权利的中心就是金钱，金钱是万能的，它
使人的灵魂扭曲变形。巴尔扎克正是捕捉到了这一点，才写
下了发人深省的《欧也妮·葛朗台》。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欧也妮的感情。而
在这样的家庭中的感情必然是苦涩的。欧也妮爱上了夏尔，
却受不了来自各方包括父亲葛朗台的反对。夏尔由于家中破
产，被迫与欧也妮分手。这一切的祸根就是金钱与迷恋它的
人们。以至于当葛朗台死后，可怜欧也妮守着他巨额财产，
却既无家庭也无幸福。只能成为一帮利欲熏心之徒追逐围猎



的对象。

写到那里，在我脑海中已不仅仅是葛朗台老头的吝啬与欧也
妮的纯真，这简直是一个杯具。并且是没有毒药、没有尖刀、
没有流血的杯具。它平凡而其惨烈程度却不亚于古典杯具。
可是在古典杯具中主宰一切的是命运;在《欧也妮·葛朗台》
中则是金钱。

我曾反复地问自我，这是为什么。我甚至想写一篇续文论改
变欧也妮的命运。我想过，这有时代的因素在内。法国革命
后，日益膨胀的资产阶级中势必会出现拜金主义，这同封建
社会出现人剥削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人
的贪婪导致了这样的一场杯具。不看从前，就拿此刻的人来
说，难道没有一个人跟葛朗台有相似点。我们扪心自问，自
我就从来没有像葛朗台相似的经历吗不是，我们有。此刻的
人并不强于以前的人多少，只是社会强于以前的社会。人，
似乎总是这样，自我取得了多少，就想得到比这更多的;自我
失去或将要失去多少，就想失去更少的。难怪比尔·盖茨还
在不断地积累自我的财富，也难怪他会为几美元的停车费而
嫌贵了呢!这——就是人的贪婪。可怕，但挥之不去。

也许有一天，一本名为《大方人》的书会成为世界名著，与
《欧也妮·葛朗台》、《悭吝人》同名。但也许这不可能，
因为人的贪欲还在。或许随着社会的提高它会减少，但不会
消亡。或许还会有许多未上演的杯具已经彩排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