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雨果悲惨世界读后感(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雨果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一

——读悲惨世界有感

黑暗的牢房里，一个衣衫褴褛的囚犯独自痛苦而茫然的坐着。
在他25岁时，只因为贫困和饥饿打破了一块玻璃偷拿了一个
面包而被判了19年的苦役，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只有墙缝中
露出的一缕微光照在他绝望的脸上。

当他曾经是一个拥有无数财产的市长时，他却把绝大多数的
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和穷人们，以至于他出门时往往口袋里
装满了钱，回来时又都空了。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把面包送给
挨饿的人，把衣服送给挨冻的人，到处访贫问苦。对于穷人
而言，他就是一顶保护伞，一个正义的化身。

有一位老人被压在车下，整个车子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胸口上，
此时除非有谁去把车子从下面撑起来，否则无法把他救出来。
谁有那么大的力量呢?人们都知道：只有一个正在被通缉的苦
役犯——冉阿让，才有那么大的力量。当时身为“马德兰市
长”的冉阿让正在旁边，可他要是去救的话，等于承认自己
就是冉阿让;可要是不救或是再犹豫几分钟的话，那位老人就
会死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还是冒着可能被认出来
的危险救下了老人。

又有一位老人，他只因长相像冉阿让被别人冤枉顶替冉阿让
被捕。当身为“马德兰市长”的冉阿让知道后再一次犹豫了，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冉阿让就是他自己!但如果他不承认的话，
没有第二个人会知道，况且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市长”，
而那位老人只不过是个年过半百、毫无用处的人而已。可就
在宣布那位老人有罪的时候，他竟公然承认自己就是冉阿让!
为此他放弃了一切已得到的地位与荣华，以再一次进了那个
已经呆了19年的牢房为代价，救下了那位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为了实现一个可怜的妓女芳汀临死前能见一面自己的亲生女
儿的愿望，他不惜再一次越狱(而这一次越狱，对他来说则是
终身苦役犯的代价)。虽然最后芳汀还是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死去了，可他却始终坚持不渝地完成他对芳汀——一个毫
不相干的死人的承诺，最终救出了珂赛特，并用毕生的精力
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细心地照顾着。

读完这本书，感动之余，我突然感悟到：原来在那样一个黑
暗和冷酷的世界里也有光明和温暖啊!尤其不能让我忘怀的是：
当革命的起义者安灼拉发现了黑暗政府的忠实走狗沙威，让
冉阿让杀掉他时，冉阿让却为他松了绑，放走了他。对此，
我即敬佩又疑惑。沙威的追踪使冉阿让东躲西藏，在担惊受
怕中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什么不借此机会除掉这个罪恶的人
呢?直至读到最后：沙威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认识到那个黑白
颠倒的社会，并不是他所维护的，在善与恶的冲击下绝望的
跳江自杀，我才明白，他是在通过自己的博爱、宽容及其高
尚的灵魂，重新唤回生活在那个悲惨世界里的人们内心深处
的良知!

也许我们很难改变别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让自己的心
中拥有一片光明，用善和爱来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用心灵
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的阳光!<

雨果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二

也许是心静不下来，我并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也许是兴趣的
原因，很少去细看一本书。也许我能够说，没有什么好书，



但有了这所谓的网络，正如某个在遥远哨所的战士所言，那
里有你读不完的好书。你能够尽情的看，只是对眼睛有些不
好，看书，应当是补充心灵营养的方式之一。

那次偶然在收音机里听到梁冬和吴伯凡谈到一本书--《悲惨
世界》。于是之后从网上下载来看了，两个月，才看完了这
本不明白有多少页的巨著。文化有限，此刻写写感想。

首先，是关于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他不愧为文学巨匠，
《悲惨世界》是一部恢宏庞大又细腻入微的巨著。他能在一
本书里将历史、人性、感情、救赎等等，全部包罗，而又衔
接的很完美。

一个作家笔下小说中的情节就像一个电焊工人手里一件铁器，
他把各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情节很自然的连在一齐，不留焊缝。
很难想象，这是一本250年前的书，就像2000多年前孔子的
《论语》一样，到今日仍能在于丹教授的理解下与你我的心
灵对话，并且丝毫不觉得它古板、无用。

其次，《悲惨世界》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一个苦役犯的心灵
救赎，以及这期间他所经历的和法兰西经历的一切。

书的开始写了一位很有爱的主教，就是他给了苦役犯“冉阿
让”重生！冉阿让因姐姐的孩子们饥饿，成了一个偷盗犯，
被判刑，后又几次越狱，刑期又几次加重，他整整做了十九
年的苦役犯。人性快要泯灭，仇恨社会，残暴凶狠。

他从监牢里被释放的时候，即便有他在牢里挣的钱，也没有
旅馆敢让一个苦役犯留宿。而那个主教很好的接待他，他半
夜逃跑，还偷走了主教的银烛台。警察又抓到他，主教说，
那烛台是他送给他的，并相信他能够做一个好人！这期间他
还抢一个小男孩的钱，但又懊悔不已。

之后，他竟然换了身份，靠着发明一种仿玉的琉璃扣子的加



工，在一个地方做了市长。他办学校、招无家可归的人做工、
资助贫困，使当地经济繁荣。然而，他的身份又面临被拆穿，
他苦苦挣扎，决定自首。但想起这么多人需要他，还有一个
可怜的女工“芳汀”，托他找回自我的女儿“珂赛特”，看
着她快要死去，他决定继续做市长。

可是，他没有做到让她见到女儿，她死了。警察已经来了，
并要逮捕这位以往是苦役犯又抢了孩子钱的市长。于是他逃
跑，还好他有很大一笔存款，他把可怜的珂赛特救出可恨的
德纳第家。

他把珂赛特养大成人，他把她看成自我的全部，他不能想象
没有她的日子。但珂赛特却遇到了感情，她和马吕斯相爱了，
这让冉阿让很痛苦，他感觉自我要失去自我的幸福。

在一系列悲惨的事发生后，他允许他们结婚，他经过了痛苦
的挣扎，告诉了马吕斯自我曾是苦役犯。他不和心爱的珂赛
特住在一个家，他不再让她叫父亲。之后，他快要死了，我
看到那里，很不想让他有高老头一样的结局。还好，他在珂
赛特和马吕斯的怀里死去。

雨果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三

“夜，没有星光，一片漆黑，在黑暗中，可能有一个站着的
天使展开着双翅，在等待着这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
一书的结尾，“这个灵魂”指的就是书中的主人公——冉阿
让。故事最后，冉阿让与那个悲惨的世界告别了，但他在书
中的形象仍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悲惨世界》这本书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一部传世之作。这一
整篇故事都是围绕着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展开的：冉阿让生
活穷苦，因偷了一块面包而被抓进监狱，他多次尝试逃狱，
却被延长刑期。出狱后，冉阿让受主教的关照而感动，立志
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他来到了海滨蒙特勒伊，改善了那里的



一种轻工业的发展，他也因此变得富裕，当上了市长。冉阿
让当上市长后，认识了一个可怜的女人——芳汀，她把自己
的孩子珂赛特托德纳第夫妇抚养，却没有想到德纳第夫妇内
心狡诈，并把小珂赛特当成家里的仆人使唤。德纳第夫妇还
从芳汀那里骗了许多钱。特别是有一次令我记忆深刻，德纳
第夫妇谎称珂赛特得了一种严重的病，需要芳汀寄钱，而此
时的芳汀也十分贫困，最后，出于自己的伟大母爱，芳汀让
一个牙科医生拔掉了自己最漂亮的两颗门牙，换了两个金币，
寄给了德纳第夫妇。其实，这也是一个残忍的骗局。当我看
到这儿时，不禁怒发冲冠，心里恨透了德纳第夫妇，但同时，
我也为芳汀感到难过，因为她的伟大母爱被骗了。后来，芳
汀希望见珂赛特一面，可还没见到，就在病魔的折磨中死去，
命运十分凄惨。冉阿让也因人们的不理解，又一次被捕，但
他逃了出来，领养了珂赛特，并抚养她成人。最后，这位一
心从善的主人公冉阿让在一个夜晚离开了那个悲惨而又黑暗
的世界。

这个故事中其实还有一个人物叫沙威，他相信法律，是一个
出色的警探，他一心想抓到冉阿让，但每次陷害他都没用。
有一次，沙威去侦查反政府人民军，却被当场抓住，冉阿让
正好也在那儿，就让军队给他枪决沙威的机会，军队同意后，
冉阿让把沙威带到了一个军队看不见的地方，把他放了，并
朝天空开了一枪，表示已干掉沙威。这个情节使我很感动，
沙威一次又一次地陷害冉阿让，如果是我，肯定恨透了沙威，
但冉阿让却在可以干掉沙威的时候，饶恕了他，并且放了他，
实在是宽宏大量!

说起这个情节，我就想起了自己在学习中的一次经历。在我
上四年级的时候，有几天我一心想着玩，没有认真听讲。结
果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原本觉得很简单，可考卷发了下来，
我看到自己只考了70分。这张考卷上有因粗心大意而错的题，
也有因没有认真听讲而错的基础题，画满了刺眼的红叉叉。
看到这张试卷，我立刻意识到这几天自己没有认真学习。晚
上，我一见到爸爸，心中立刻紧张起来，犹豫着该不该告诉



他我考了70分，因为如果我考这么差，一定少不了一顿揍。
可一想到我那丢人的成绩，我也顾不了犹豫了，后悔的眼泪
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此时，我只好吞吞吐吐地告诉爸
爸：“我······我数学只······考
了······70分······”爸爸见我在流泪，居然
没有火冒三丈，而是想了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哭是不能改变现实的，它只能说明你还是要好的。你
考这么差是因为你没有认真听讲，这是肯定的。一个人总会
犯错误的，只要他重视这些错误，分析犯错的原因，以后注
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爸爸的话令我深受感动，我
长大后也要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在我正在阅读《悲惨世界》时，我并没有把这本书读完。但
是，其中有一个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他就是主教——米里
埃。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称职的主教，一个善良的人。他并
没有因为自己的主教身份而自以为是，而是竭尽自己的所能
去向富人筹款，为了救济穷人。在他眼里，并没有所谓“坏
人”，他总是尽力去救赎他们的灵魂。书中的几个片段，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米里埃看到医院里人满为患时，他与院长有一次谈话。“你
们有二十六个病人，却只有五六间小病房。我们只有三个人，
却占了五六十人的地方。我告诉您，这是个错误。你到我这
里来，我住到您那里去。把我的房子还给我。这里是您的医
院。”就这样主教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医院，他宁愿自己住的
差一些，也要帮助别人。

米里埃作为主教，从国家领取一万五千法郎的年薪。就在他
迁居医院的那天，他对这笔钱做了一劳永逸的分配。

通过清单，就能看出主教有多么无私，他宁愿自己过的苦一
点，也要帮助他人。数字就是最好的说明。

还有一次，主教到乡里巡视。当地有一个土匪克拉瓦特，他



之前曾抢走教堂里的所有圣器。人们派宪兵去围剿，可他次
次都逃之夭夭，有时还拼死抵抗。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主
教来到此地。他坚持不带护卫，一个人动身，去山里的贫困
小镇。当他到达之后，土匪克拉瓦特将圣器献给了他。可见，
用自己的的宽容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回报你。

最后，本书的主人公——让 。瓦让从监狱里出来时身无分文，
他偷走了主教的银器，逃之夭夭。后来，他被宪兵抓住，扭
送到主教这里。主教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把银烛台送给他，
让他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无疑是，改变主人公的直接原因。

读完了《悲惨世界》，我的心仍然不能平静下来。我为一心
从善的冉阿让感到激动，又为拥有伟大母爱的芳汀感到难过;
我对内心狡诈的德纳第夫妇感到痛恨，又对可怜的珂赛特感
到怜悯······总而言之，书中描绘的那个悲惨世界已
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这本书，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作者在创作它时的心情;这本书，
使我仿佛身临其境，来到了当时的世界;这本书，使我的心情
跌宕起伏······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使我与作者雨
果都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才可以医治社会灾难，以爱制恶。

此时，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夜，没有星光，一片漆黑，在
黑暗中，可能有一个站着的天使展开着双翅，在等待着这个
灵魂。”这句话。读完《悲惨世界》之后，我才发现这句话中
“漆黑的夜”正表示了当时那个悲惨而又黑暗的世界。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心怀大爱，宽宏大量，共创美好的家园!

雨果悲惨世界读后感篇四

大概上中学时就听说过世界名著《悲惨世界》，可是许多年
来一直都没读过，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读外国小说，里面的
描写、叙述和议论太啰嗦，让人生厌，简直不像小说。



而这次促使我看这部名著的，是三十多年来耳闻目睹的许多
人和事。

这部名著向我们比较全面地展示了100多年前法国底层人民悲
惨的生活画卷，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勤劳而穷苦的老实人，因不忍外甥和外
甥女挨饿偷了一块面包，居然被判5年刑;狱中因担心寡姐一
家生活无着而多次越狱，被加刑至19年。长期的牢狱迫害使
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思想。出狱后就偷了好心留他宿的米里
哀主教的银器，还强占了一个小孩子的钱。而主教不仅没告
发他，反而又送他一对银烛台，还劝他以德报怨，广济厚施。

在主教的教诲下，冉阿让被残害多年的善心萌发，脱胎换骨。
流浪到一个城市后，由于他对一项技术的革新，发了大财，
建了工厂。发财后，一心一意周济穷人，受到广泛好评，被
提拔为市长。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珂赛特的母亲芳汀，因为失
去工作，养不起孩子，被迫做了妓女，也受到了冉阿让无私
的救助。然而好景不长，他偷盗主教银器和强占小孩子钱的
事终于案发，又一次被捕入狱。当然结果就是，被他周济的
穷人又开始过起了悲惨的日子。

本书的作者雨果认为，这是可恶的法律造成的。

他在本书的序言里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
迫还存在一天……”雨果认为，造成社会悲惨的原因是法律
和习俗的压迫，即使是正义的法律和正义的执法者，也是造
成社会悲惨的原因。雨果在书中试图告诉我们：如果不因一
点盗窃行为逮捕大慈善家冉阿让市长，这个社会就是另一个
样子——正义的法律在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同时，却制造了更
大的悲惨。这样的认识我们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
们也不能不说，这是作者在认识上的局限。

雨果是一个追求自由，赞美革命的人，他还认为，没有自由



平等也是造成社会悲惨的原因。他有点浪漫主义的幻想，他
乐观地认为，如果社会给人以自由平等，再加上慈善，那么
这个社会就将非常美好，不再悲惨。我们还得说，这也是作
者的局限。

实际上，造成社会悲惨的不是法律，不是坏习俗，不是没有
自由平等，而是经济制度，根源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关系不
大。

悲惨不悲惨是经济上的事，经济上的事就应该从经济制度上
找原因，不要从政治上找原因。张三有病，不要治到李四身
上。

经济制度分为私有制和公有制两种，私有制是私有制社会的
根本制度，公有制是公有制社会的根本制度。

私有制恰恰是造成私有制社会悲惨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制
度存在的地方，社会就是个悲惨的社会，世界就是个悲惨的
世界，无论发生不发生民主革命;只要这个根本原因不除，世
界就会永远悲惨下去，不管人民是不是自由平等。2000年前
的专制社会，私有制是存在的，所以2000年前是个悲惨的世
界，并不是只有100多年前的法国是悲惨的世界;100多年前的
丹麦，私有制是存在的，所以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并不
是只有100多年前法国的珂赛特是个可怜的小女孩;今天……
一千年后，如果私有制仍然存在，这个世界仍然是悲惨的，
一模一样的事情仍然会发生，与有没有民主，有没有自由平
等无关。

雨果在本书的序言里还说：“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
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句话正确吗?当然正确。

如果年青的冉阿让不因贫穷就不会去偷面包。然而，雨果并
没对这句话深究下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贫穷、饥饿和黑暗?
怎样消灭贫穷、饥饿和黑暗?他没深究。或者他深究下去了，



但是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他认为自由平等和慈善可以
消除贫穷、饥饿和黑暗。

他不知道，造成贫穷、饥饿和黑暗的是私有制，不消灭私有
制，贫穷、饥饿和黑暗就会永远存在下去，悲惨的故事就会
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私有制里，固然也可以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自由平等固然
也可以被做得有模有样，但是没有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平等
是无本之木，是空中楼阁，是虚空的。

私有制里，在民主革命之后，专制等级虽然被废除了，虽然
没有法律规定的等级和各种限制了，但是自由平等是受金钱
限制的，有一分钱就有一分钱的自由平等，有两分钱就有两
分钱的自由平等。五星级酒店，穷人可以进吗?虽然法律允许，
但是穷人仍然不能进。尽管在等级制度下，法律是不允许下
等人进的，这个制度很可恶，可是民主革命后废除了等级制
度，穷人仍然不能进，这样的自由平等难道不是虚空的，口
号式的?私有制里的民主革命，固然能废除不合理的法律，但
是废除不了富人的金钱。

不要说所有的资本家并不是都有善心的，即使都有善心，也
是做不到的。

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在财富的分配上，一直有一个不为人
知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是：不允许劳动者富裕。为什么?
因为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劳动者报酬高了，一年的工钱两年
都花不完，一辈子挣的够两辈子花的，那么劳动者就会失去
劳动的动力，他们可能要去旅游，要修养等等，这样就没有
人创造财富了，资本家也招不到工人了，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只能给劳动者极低的报酬，让他们仅够养家糊口的，花
完还得挣，只能不断地劳动。大家都知道放鱼鹰的，放鱼鹰
的人，是不给鱼鹰饱食吃的，鱼鹰吃饱就不捉鱼了。而鱼鹰



也是这么认为的吗?当然，放鱼鹰的人绝对不可能站在鱼鹰的
立场上考虑问题。所以，一些人干脆就明目张胆地高
喊：“贫富分化利于社会发展”“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最美
好的”。

因此，私有制社会是不允许大家都富裕的，是不允许人民在
经济地位上平等的，或者说，一部分人的贫穷和悲惨，是有
识之士或私有制这个社会，早就规划好了的，是必须存在的。
开头本文就说过，冉阿让是一个勤劳而穷苦的人，为什么说
他勤劳而穷苦?30多年来我们一直受到的教育都是勤劳致富，
按理来说勤劳是不能和穷苦挂上钩的，应该只有吃喝嫖赌、
游手好闲和穷苦才能挂上钩。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广
大勤劳的工人和农民都是穷苦的，为什么?就是鱼鹰原理。这
样，我们还能指望私有制消除悲惨吗?它抹粉似地救助的悲惨
没有它制造的多。

今天来看，这部名著虽然有一些局限，但是进步意义还是很
大的。它用现实主义手法给我们描绘了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并积极探索解决办法。仅仅它的现实主义，仅仅它对底层人
民悲惨生活的描写这一点，就足够许多作者学习的了。我们
都读过很多小说，也看过许多戏剧、电影，但是以底层人民
为主题的，反映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我们很少见过，我知
道我，只在30多年前看过几本。四大名著是不是?不是。尤其
是现在，言情的、玄幻的、搞怪的、搞笑的、打斗的，汗牛
充栋，可是就没有这方面的。作者都没有社会责任感，都只
想赚钱发财了，总是迎合低级趣味。底层人民占大多数，为
什么就没有写他们的现实的书?请作者们多些现实，少些浪漫，
有点社会责任感。当然，出版不了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雨果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著名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

这本书主要讲了主人公冉阿让悲惨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被卞



福汝感化后所做出的改变，通过讲述冉阿让的悲惨一生，从
而反应映出了法国当时的一个社会情况。

这本书中淡到了许多人物：有悲惨的冉阿让;有可岭的芳汀;
有正义的顽固者一沙威;还有相爱的珂赛特和马吕斯等等。

其中，主人公冉阿让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乐善好施、善良、诚实。在被感化后，他改名为马德兰，
帮助穷人，并且毫无条件、毫无怨念;在芳汀向他求助后，他
花钱去帮芳汀赎回珂赛特，还把芳汀安置到了医院;而且，在
政府抓走了个叫尚马秋的人，认为他就是冉阿让，准备给他
治罪时，马德兰市长(真正的阿让)为了帮助这个人，在法厅
上承认了配的真实身份;还有在他们战斗时，抓住了一直想要
将冉阿让抓回局的沙威，并将他交给冉阿让处理，而冉阿让
却放走了这个追着他几年的人。

但是，他也是个悲惨的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关进监狱
十几年;在出狱后被一名叫沙威的警官穷追不舍;只因他承认
自己的身份，他只前所作的贡献，一切的好全都灰飞烟灭;在
告诉马吕斯真实身后，被误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才被理解。

雨果《悲惨世界》的观后感700字大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