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蛙读后感(精选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莫言蛙读后感篇一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
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2009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他的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等相比，《蛙》延续
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
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
了极高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
力作之一。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
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
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
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
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说结构新颖而缜密，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
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
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
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
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揉为一体、拓宽了
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作品；是莫言创作中的又一次具有开创
意义的艺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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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蛙读后感篇二

作为一本“新世纪和谐文学”的代表作，莫言花了大半笔墨
描写了一个高密县东北乡的普通妇产科女医生——我的姑姑
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而记叙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身
份，又能微言大义，通过“姑姑”内心的挣扎，反映时代的
变革堕落，人内心的矛盾变化，无疑在选题上已经获得了巨
大的成功。

书本的题目叫《蛙》，如果没有看过书，光看这个题目，想
必是怎么也不会和妇产科医生联系到一块儿去的。但莫言取
这么个貌似奇怪的题目显然有着深刻的寓意，这在作品中也
作了充分的阐释：首先，蛙和“娃”读音相同，而主人
公“姑姑”从一个受人敬重、人见人爱的“送子娘娘”到计
划生育实施后，被无数人唾骂和诅咒的“杀人魔头”，说到
底，她的一生都在和娃娃打交道，她的爱恨情仇，都和孩子
有关；其次，青蛙和叫声和孩子的哭声狠相似，都是“哇
哇”的声音，这让后期的“姑姑”一听到蛙声，想起那些还
未出生就被自己扼杀在子宫里孩子，立刻变得毛骨悚然，神
神叨叨，备受煎熬。就像“姑姑”独白说的那样：我的双手，



一半是芳香，一半是腥臭。

作品中，“姑姑”性格非常鲜明，一个敢作敢当，雷厉风行
的女子。她是一名光荣的党员，她果敢地执行着国家政策，
忠实于党的方针战略，甚至为了这一点，牺牲了自己的声誉，
甘心被他人唾骂。“姑姑”强行让张拳的老婆、让蝌蚪的妻
子王仁美，让陈鼻的妻子王胆强行去做人流的一幕幕，至今
时刻在我的脑海浮现，但“姑姑”显然不是一个泯灭人性的
人，她爱孩子，喜欢自己的事业，事实上，她做这项残酷的
工作，受到的折磨肯定要比寻常人去做多得多。从迎接新生
命到扼杀新生命，“姑姑”内心实有不忍，但坚决执行“计
划生育”的信念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莫言蛙读后感篇三

作为文学院的学生，我不得不拜读一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当我读《红高粱家族》、《蛙》、
《食草家族》、《十三步》等作品的时候，我为其充满速度
的叙述、斑斓的意味、锋利的究诘和卓越的语言才华而兴奋
不已。

小说的名字叫《蛙》，如果没有看过书，光看这个题目，想
必是怎么也不会和妇产科医生联系到一块儿去的。听说莫言
取这么个貌似奇怪的题目显然有着深刻的寓意，这在作品中
也作了充分的阐释：首先，蛙和“娃”读音相同，而主人
公“姑姑”从一个受人敬重、人见人爱的“送子娘娘”到计
划生育实施后，被无数人唾骂和诅咒的“杀人魔头”，说到
底，她的一生都在和娃娃打交道，她的爱恨情仇，都和孩子
有关；其次，青蛙和叫声和孩子的哭声狠相似，都是“哇
哇”的声音，这让后期的“姑姑”一听到蛙声，想起那些还
未出生就被自己扼杀在子宫里孩子，立刻变得毛骨悚然，神
神叨叨，备受煎熬。就像“姑姑”独白说的那样：我的双手，
一半是芳香，一半是腥臭。



这是部直面中国近几十年来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小说。说起
计划生育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下。

以前有个澳大利亚网友，他说，每10个加他的好友，就有4个
中国人。我说，大概你特别受中国人欢迎吧。他说，我不这
么认为，我认为，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当时，我几乎
忘了中国人几十年来为计划生育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读罢该书，犹如在中国人的心灵长廊进行了一番巡礼，禁不
住重新探寻一下人类的孕育到出生的生命旅程。正如书中所
说，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
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
筑下面的累累白骨。

小说中一个最典型的人物。这个人是全书的主人公——姑姑，
名字叫做万心。万心卫校毕业，一辈子跟妇女打交道。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她是接生员，无论多么困难的分娩，只要经
她接手，就会转危为安，就连母牛难产，大家都请万心出马，
那时候，她是四里八村妇女的大救星，活菩萨。到了八十年
代，她一下子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张拳的老婆因她溺死水中，
她侄子万足的老婆王仁美被她大义灭亲引产失败大出血死了，
袖珍美人王胆在被她追赶的途中所幸生下女孩陈眉，但王胆
的命也没保住当时人口膨胀得厉害，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
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万心就是计生工作的推土机，开到哪儿
都压死一片，虽然讲法不容情，但我还是极端地厌恶这个时
期的万心，以至于厌恶到要放弃读下去的地步。万心那种惨
绝人寰的围追堵截实在是太血腥了，有谁愿意欣赏这样一个
灭绝师太赶尽杀绝的表演呢？妇女工作本是最神圣的，可是，
万心却被时代扭曲成了一个杀人恶魔，后来她途经芦苇地，
被无数的蛙围攻，撕碎衣服，咬破耳朵，喷射黏液甚至是精
液，再后来，她夜夜失眠，猫头鹰的叫声被她幻化成蛙的惨
叫，她觉得这是那些无辜的生灵来讨债了。“蛙”，就
是“娃”啊，万心的这双手，接生了上万个娃，又残害了多
少个娃啊！如果她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工作者，如果她能在当



嫁的年纪嫁掉，在该生的年纪生产，她的心就不会这么硬，
这么冷。可惜，她年轻的时候与那个英俊的飞行员擦肩而过，
后来在她徐娘半老的年纪里，戏剧性地嫁给了郝大手，一辈
子接生了上万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属于她，这也许就是对她
作恶的报应吧？万心，愿你来生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小说中一段纠结的感情。这段情不是秦河对万心的忠诚，不
是陈鼻对王胆的呵护，不是万足对王仁美的愧疚，而是王肝
对小狮子的单恋。十二年的时间，王肝给小狮子写了五百多
封情书，可以想象，王肝是怎么把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装进信
封，等待小狮子的回信，可是，没有，直到小狮子嫁给万足，
也没有给王肝回过只言片语，因为王肝的信小狮子一封也没
看到，信全被万心扣下了。没有回信，王肝依然痴痴地写下
去，从第一封到第五百多封，这是怎样的痴情啊！令人费解
的是，头发蓬松，塌鼻方口，满脸粉刺的小狮子，在王肝的
眼里竟然是“小狮子真美啊！”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灰
姑娘，让王肝远远地看见就激动地眼含泪花浑身颤抖，让王
肝情愿跪在地上亲吻小狮子留下的脚印，当他得知小狮子嫁
给万足之后，他没有痛不欲生，反倒很冷静地说：“爱情就
是生一场重病，现在病好了！”看来，爱情是不拘于形式的，
比如婚姻。

小说中一场无法忘却的过往。这部作品是从上个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高密东北乡写起的，农村的落后贫穷，虽然我生在90
年代，没有亲身经历那时艰辛的种种，但从长辈的口中我也
了解很多。比如吃，爷爷奶奶说他们那时候几乎顿顿吃煎饼，
能抹点猪油或者卷点红糖白糖，就算是十分奢侈了，至于钙
奶饼干，那更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了。如果能捡到飞机上
投下来的压缩饼干，真是好运气了，更多的时候，见到的是
印刷十分精美的传单，飞行员降落伞，还有在手腕上画手表，
每家每户发布票。还有那个时代村里的一个接生婆，会安胎，
会接生，会打针，还会算卦，巫婆一样神乎其神。



莫言蛙读后感篇四

刚刚看完，现在还无法描述看后的感受，就像莫言的写作速
度一贯很快一样，我读书的速度也丝毫不逊色，这本书大概
用了三天时间吧，在这三天里我每天只抽出不到半天左右时
间来读，我觉得这样的速度应该算是快的了。

在这之前和刚才这短暂的时间空隙里我看到过许多关于这本
书的评论，原谅我可能看得太快还没有来的及消化或者有些
消化不良，我还想不出那么精妙绝伦或褒或贬旁敲侧击冷嘲
热讽的让人读了肃然起敬的话来写一篇评论。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读得很愉快，非常愉快，而且是欲罢不
能。怎么说呢，简直就像吃了一顿美食，大快朵颐啊。

这就足够了。至少我觉得是足够了。我向来不认为小说甚至
于其他任何文学形式应该背负上沉重的历史的道德的甚至是
政治的枷锁，也不认为文以载道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章也
不能只是文章，它应该有它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这些价
值我认为都应该是一件艺术品的附庸，我觉得文学也是一种
艺术，和一切其他艺术一样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如果它
让人愉悦，让人感受到欣赏到美的满足就已经足以成为一件
传世精品，至于其他道德，批判，还有什么灵魂，那是附加
价值，如果有那是锦上添花，没有那也无关大雅。当然，我
在这里并不想和大家探讨文学到底是不是艺术这个命题，也
不想研究什么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开始也是一切艺术的终结之
类的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命题。

还有一些人跳出来说莫言就是一讲故事的。那些人看不起讲
故事的，他们觉得讲故事的就好像旧社会里的戏子，或者说
评书的，说相声的，是下九流，不入流，上不了台面，无法
跟他们心中那些伟岸的大师什么乔伊斯啦，什么博尔赫斯拉，
什么卡夫卡拉相比。我承认，他们没有错，他们都是有着很
高鉴赏力的上等人，而我们这样的下等人自然只耽溺于故事



的波澜起伏，就好像我们听评书的时候跟着说书的人一起嬉
笑怒骂，一起臧否人物，为了评书里那些莫须有的英雄或者
小人物贩夫走卒们的苦难而感到难过，为了他们的喜事而欢
欣鼓舞一样。我知道这样的上等人同样是看不起《故事会》
的，他们也看不起《读者》，那是他们眼中的垃圾，是废品，
毫无价值。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书让好多人在蒙昧之初知道
了善与恶，美与丑，良心与道义，责任与担当，同样是这些
书最广泛的影响着一个个平凡普通的小人物，然后这些小人
物们联手创造着历史，展示着人类社会的良心。我当然不敢
不承认《尤利西斯》的经典性与其无与伦比的价值，也不敢对
《等待戈多》妄加菲薄，因为我承认我的无知，我的浅陋，
我的粗俗，我读不懂他们，我所拥有的那些如果算得上是教
养和道德的美好品质，没有一点来自于他们，而我也没有从
他们身上感受过丝毫的美，汲取到哪怕一丝丝的营养，我只
是像供奉价值连城的青花瓷一样将他们束之高阁，顶礼膜拜，
只因为那么多人都崇拜他们，那些我崇拜的大人物说他们是
经典，我永远读不懂得经典。但是我知道，我读不懂他们也
没有耐心读完他们因此他们也从未影响过我。

我想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我们的道德与良知，我们的知识就
是来自于类似于莫言这样的作家，来自于他们的故事，那些
被别人嗤之以鼻的“只会讲故事”的故事。但是我就是喜欢
这些故事，就像我喜欢《故事会》一样，我还要用《故事会》
去教育我未来的小孩，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顶天立地的在这
个污浊的世界上活着，与那些馆阁里打着饱嗝衣着优雅无所
事事的批评大师们一起活着，并且比他们更多的为这个社会
的前进出自己的一份力。

这里其实涉及到了我一个粗鄙的认识，我觉得曲高和寡的大
雅不是好东西，也丝毫不值得人们尊敬，当然那些下里巴人
的大俗也并非好东西，甚至是毫无可取之处。我心目中认为
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乃是雅俗共赏。而我觉得在雅俗共赏这
一点上《蛙》完全做到了，俗人取其故事，那些惨烈的生死
虚幻莫测的人生，雅人研究他的语言结构文学探索甚至书写



形式属于什么主义，因此我觉得完全应该给五颗星。

莫言在这本书里讲到了一个故事，关于铁拐李的故事，他说
面对神迹，我们应该沉默，不要大惊小怪，所以我觉得我应
该闭嘴，不要说话，该用这张嘴去吃饭了。

莫言蛙读后感篇五

“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
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能让自己的
书充满气味的作家是好的作家，能让自己的书充满独特气味
的作家是好作家。”——莫言《香水》无疑是这样一本书，
聚斯金德无疑也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以气味为线索，以追逐
气味为情节，这位德国作家为我们展开了一段充满罪恶
的“芳香之旅”。

小说讲述了格雷诺耶传奇的一生。格雷诺耶出生后就被遗弃。
在当时的臭气之都巴黎，他在充满丑恶肮脏的环境中成长。
奇怪的是，虽然他自身毫无人类的气味，他却拥有极为发达
的嗅觉，可以分辨超过10万种以上的味道。于是终其一生，
他都在追求一种味道，一种能征服世界的奇异之香。为此，
格雷诺耶谋杀了26个少女，最终他把自己也推入了地狱。无
疑，气味，是格雷诺耶唯一的生存形式。他没有社会意识、
道德意识和丝毫的情感意识。他就是为香水而存在的。为了
获取绝世奇香，他费尽心机，不惜一切。然而当他研制成功
他梦寐以求的香水后，在他微笑着看着世人被他的香气所迷
惑屈服后，他却选择了自我毁灭。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个人
的所有生命追求是找寻自我。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他一
直处于被人疏远、鄙夷、厌恶的心理状态，他没有身份，没
有归宿，缺乏尊严，缺乏温暖，缺乏爱。

他的内心只剩恐惧，孤独和迷惘。他唯一拥有的是他自己的
气味世界。因此，对于香气，他热爱、痴迷甚至疯狂，为了
制香他还夺走他人生命。然而，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个体，



格雷诺耶真正追寻的是对自我存在，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其
实现形式就是通过香气。在他独居七年的'时光里，他尽情地
沉浸在神奇的香水中，发现追寻的过程让他充实而幸福。最
后，他享受到了成功的荣耀，走到了顶峰。然而，此时的格
雷诺耶发现，就算世人任他摆弄，世界由他操控，一切看似
都臣服于他，自己仍是一个孤魂，仍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和真
正的快乐。他重新陷入了彷徨和失落，他最终还是得不到解
脱而毁灭。人类追寻自我的过程正是如此，最初的我们对一
切感到恐惧和茫然，于是，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存在和自我
价值的证明，渐渐的，我们沉浸于探索中，而当我们处于追
逐的顶端时，往往又会陷入了再一次的自我反思和心灵空虚，
又将进入一场追寻，最终，我们才会体会到，结局依然绝望。
格雷诺耶的疯狂和所犯下的罪恶是极端化的，这是对自我追
寻的欲望的反面的后果，展示的是在此过程中人类可能犯下
的错，包括对美的掠夺，对道德的破坏，甚至是对他人生命
的无视。但是生命的意义到底在何处呢？我认为就该是这一
场场追寻中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或快乐，或痛苦，或宁静，
都是活生生的，都是内心不可抹灭的印迹。

我想这就是作者创作这个血腥糜烂的悲剧所要给予我们的某
些启示吧。《香水》一书确实是气味十足，弥漫了存在与死
亡，散发着美丽与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