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舍断魂枪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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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舍断魂枪读后感篇一

《断魂枪》是老舍著名的短篇小说，是属于武侠。武侠、科
幻、侦探、奇幻等小说都是当今流行文学常见的体裁，而一
篇好的武侠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功夫不在武，而在侠。
也就是文章的内涵。《断魂枪》的内涵是开放式的，老舍自
评过《断魂枪》没有，不知道。但就算评了，小说也是读者
的，不属于作者了。看小说，看文学，推而广之——看艺术，
看一切。是一看创作者的心，二是看自己的心。所谓“相看
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我在《断魂枪》里读到是那种骄傲
与矜持。是贵族末路下有尊严的死去，而不是在没落谢幕。
武功是杀人的术，对于洋枪来说没有用了。沙子龙不甘把武
功像小丑一样转变，一步也不妥协。

沙子龙是《断魂枪》着力描写的一个“过去时代的人物”。
小说着中刻画了他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的复杂心态。沙子
龙开镖局，练就“五虎断魂枪”的绝技，威震西北无敌手，
创出“神枪沙子龙”的英名，镖局的兴旺发达可想而知。但
是，这种古老中国的事业与文明，都被时代的狂风吹走
了。“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和恐怖”，走镖的已没有饭
吃。沙子龙的“东方大梦”醒了没有？现实是他不得不把镖
局改为客栈，他不谈武艺，不再与人争强斗胜，甚至别人打
上门来也不与别人比武，他是痛心的知道五虎断魂枪已不会
再替他增光显胜，知道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走了。只是，他
对时代变化表现的是一种消极没落的心态。他在夜间独自一
人熟悉他的五虎断魂枪，表现他内心深处对过去世界的留恋、



眷恋、欣赏而又无可奈何；他“不传”断魂枪绝技，是一种
与时代抗衡的保守心态，表现他孤傲倔强的性格。沙子龙这
种复杂的心态，在社会发展急剧变化的时代，既有一定的代
表性与典型意义，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烘托和对照的手法。王三胜的
鲁莽气盛与沙子龙的深藏不露相对比；孙老者的刚直锐进又
与沙子龙的保守愚顽相映照。在对同一个人物的描绘中，或
用反差极强的对比，或用先扬后抑等手法去刻划其性格特点。

由此，我想到，在当今的时代，新知识日新月异，作为我们
小学生应该怎样做呢？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知识，首先自己不要落伍。等我们
年轻一代有了丰富的知识后，服务于国家，那么我们的国家
也不会落伍。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落伍者永远是悲哀的。

永远不要当一个落伍者。

老舍断魂枪读后感篇二

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以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
了。

-------题记

除了这篇《断魂枪》是清明放假回家读的，这一段时间读的
文章都是在学校看完的，所以对这篇文章记忆犹新。记得那
天天有点阴，我就站在书店把这一篇不算很长的小说一口气
读完了。读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心里很压抑，而且还有点悲
凉，那时还没有考虑到上升至传统文化的高度，只是单纯的
为沙子龙悲哀，为他那套在社会上已经没有用的，也即将失
传的"五虎断魂枪"悲哀。



悲哀过后细细品味，曾经"短瘦，利落，硬棒，两眼明得像霜
夜的大星"的沙子龙，在火车代替马帮，快枪代替神枪，炮声，
镖旗，钢刀，口马逐渐消失的时代，把镖局改成了客栈，把
身上的肉也放了。因为他明白在这样一个时代，曾经属于"他
的世界已经被狂风吹走"了，行走于荒林野店里的豪放的事业
一去不复返，江湖不再。

再留着镖局也是一种摆设，所以沙子龙作了最理智的判断，
做出了最坚决的行动，为了不传给别人这套没用的枪法，他
放了身上的肉，整天白天躺在床上看《封神榜》。可人们看
到的只是沙子龙白天的情形，却不知在深夜他锁上大门，对
着天上的群星一气刺出六十四枪的无奈。难道他不想让自己
的枪法传下去吗？想，肯定想。可是在他心里已经认定这套
枪法现在是无用的，既然是无用之功，当然无需留传下去。

不传绝学，不传后人，只在苍月下摸一把滑亮的枪。顺流而
行，可至千里；若逆流而上，死守镖局，必将惨淡经营，无
处立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的生存智慧沙子龙做到了，
而且做的坚决果断。可沙子龙走了一辈子镖，怎么可能说放
下就放下呢，他身上仍然有着一股义气。在外自称是他徒弟
的人若在金钱上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但就是有一条，不传枪法。

读完之后我也会有疑问，为什么沙子龙不去像别人一样把耍
枪当做一种赚钱的手段，也就是在街上卖艺？后来看到他两
次在群星下耍枪才顿悟，尽管在当今他的枪法没有用，但是
这套枪曾经给他带来过无上的荣耀，他不容许任何人玷污它。
或许沙子龙正是考虑到若把这套枪法传给别人，那些人保不
定就会在大街上卖艺，做给那些围观的百姓看，顺便赚上几
个钱，够每一天的吃饭钱。沙子龙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曾经带
给他威名和荣誉的"断魂枪"沦落到这种境地的。，与其让它
成为逗乐的玩意，倒不如让它和自己一起进棺材。

所以在孙老者两次用略带命令的口吻告诉沙子龙："教给我那



套枪。"后，沙子龙才说出："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
一起入棺材。"看到这儿心里泛起一阵阵的悲凉，沙子龙这个
末路英雄，还是免不了这样悲剧的结局。

沙子龙无疑是清醒的，他认识到了现状，但却无能为力，由
现实这么发展下去，而孙老者则还存在于自己的幻想的世界
中不肯出来。他深藏不露的性格和沙子龙比较相似，但他靠
着坚持，为学习传统的武林绝技而风尘仆仆地奔走江湖，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大梦未醒或者是一个本该醒来却
不愿醒来的沙子龙的形象。他悲壮的努力中终究是无果的，
他也注定和沙子龙一样是一个末路英雄。

也许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像沙子龙一样的末路英雄，他们有
的放弃了，有的在坚守，那些传统的记忆也随着那个时代的
消逝而销声匿迹了。那些挣扎在传统边缘的文化，最终是不
是都得落得和断魂枪一样的下场，我不得而知。但单看这一
枪就知道情形不容乐观。老舍先生写下这一篇《断魂枪》也
正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状希望唤起人们的意识。不知道别
人读完是怎么想的，但我确实是有把那支枪和那套枪找回来
的冲动，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篇小说。

断魂枪，断魂枪，到底是断了沙子龙的魂，也断了这支枪自
己的魂，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只能独自站在墙角，等着自
己老去。

我想沙子龙最终也明白了生命是闹着玩的，他就这样被命运
戏弄了，明明这枪给他带来无上的荣光，到头来却还是一无
所有，还是都得放下，回到原点。但不同的是，至少沙子龙
在进棺材的时候，有那条枪和那套枪法陪着他，谁也带不走。

这不是在用断魂枪来给沙子龙殉葬，而是在用沙子龙给断魂
枪殉葬。



老舍断魂枪读后感篇三

读老舍的《断魂枪》，开头蝇蝇小字便如此说——“生命是
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
了。”这一语道破了老舍写作本文的意图，表达出了他对此
深深的无奈。“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此句仅寥寥数
字，却又独立成段，应承小字部分的基调，又对此作出具体
的展开。道出辉煌不再，光荣梦想没落的惋惜，痛苦之情。
历史的进程是不顾人心而义无反顾的前进的，但人却因不得
不改道掉转步伐而深觉苦痛。可以说，下文的写作均在此感
情基调上做出充分的描写，为的是表达在时代进程中那
如“梦忆前身，江湖再见”的落寞与惆怅。

老舍于1935年写下此文，联系此前的社会环境，正如文中所写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
已失去了作用，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国门也随之洞开，汹
涌而入的是火车，工厂，机器。旧时代的镖旗，钢刀，口马，
连沙子龙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如此惨象，一方
面刺激着国人救亡图存的神经，不停地兴起一系列革命运动，
但另一方面也撩动着国人那敏感的心弦，遥想当年繁华而今
不再的伤感。

文中的沙子龙便是这样一位怀梦者。他只在夜间熟习他
的“五虎断魂枪”，这枪曾为他赢得“神枪沙子龙”五个字，
他也因此从未曾遇到能够旗鼓相当的敌手，现在他只能摸摸
这凉，滑，硬而发颤的杆子，使他心中少一些难过。无论是
徒弟的激将法还是孙老头的恳求，他都说：“不传！不
传！”他心中有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留恋，但面对这混沌世界，
他宁可将那些往事留在梦中，而不愿现实的污浊弄脏了回忆。
他的武艺只为绿林，为荒野，为的是江湖。若传授给别人，
终会沦落至街头卖艺杂耍的玩意儿。他的镖局成为客栈的那
一天，他已经决定让那绝世武艺死在旧日江湖中了。

而本文的语言恰如老舍自己所讲的那样，是“从从容容，不



多不少正合适”。文章着重只讲了这一件事，在事件的语言
叙述中又加强了艺术修辞，因此文章又可见他自己的风格，
言辞中有特殊的美感。如在人物塑造上，则带有明显的江湖
气-----“还得练哪，伙计！”“别走！”王三擦着汗，“你
不离，姓王的服了！可有一样，你敢会会沙老师？”由于这
样的江湖味道，又使得文章通篇读来时，隐隐有些传奇的意
味。你可看见世俗风情，如民间的杂耍，各种街头的吆喝，
但是对于沙子龙这样的人物，却如同世俗中隐居的高人，是
不见庐山真面目的。此外，在文章的感情上，他选择了以厚
重的苍凉为底蕴，浮于表面的是弟子，沙子龙，孙老头之间
犹如打太极一般互推的矛盾。

以这样特殊的笔触，构成了老舍对此文匠心独具的安排，表
面的黯淡与疏离表现沙子龙离开江湖的决心，但处处可见的
回忆又勾起沙子龙深处对于过往那光辉岁月的感叹与无奈。

老舍断魂枪读后感篇四

小说将故事背景放在晚清，以“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这样一个看似模糊，却已经十分清晰的社会状况拉开序幕。
在帝国主义的火枪利炮中，“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在
这样的社会中，有一位名震西北，“没遇见过敌手”的“五
虎断魂枪”的传承者---“神枪沙子龙”.

昔日“短瘦、利落、硬棒、两眼明得像霜夜的大星”的沙子
龙，没遇见过敌手，威震西北，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
英雄。而这条枪与这套枪法，陪了他二十多年的时间，使他
获得了“神枪沙子龙”的称号，这早已不同于一般的兵器，
断魂枪有着自己的尊严，而这种尊严是体现在“野店荒林的
威风”里，离开了这个，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是
在“国术还没有被革命家与教育家所提倡”的时代中，断魂
枪没必要传了，同时也无人可传。

断魂枪应该传给谁呢?是那些学了点武艺，就打着沙子龙徒弟



的旗号，摆场子，出风头的一介武夫?如果传给了他们，断魂
枪就只不过是赚掌声，得银子的花拳绣腿而已。这对于一
个“夜晚要将断魂枪拿起”这样一个爱枪如命的人，他又如
何舍得如此糟践呢!

孙老者，诚心求艺，但却不知武术有何用处，如果要传给他，
他有断魂枪的“童子功”吗?在“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
恐怖”中，他又如何将断魂枪发扬光大呢?断魂枪的尊严又将
如何继续保持呢?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沙子龙才会成
为“撤换招牌，养养楼鸽，看看《封神》，就连身上的肉也
放松了”的清闲人。

但是“夜深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
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
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
笑，‘不传!不传!’”而在这叹声和微笑中，包含了对社会
的无奈和绝望，又体现出一个英雄对于尊严的坚守和对于社
会的反抗。

小说中的题记“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
么想过，现在我懂了。”这是沙子龙的无奈和绝望，也是他
的坚守和自尊。

老舍断魂枪读后感篇五

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

这是开头第一句话。一句话道尽无尽的`沧桑。何为镖局？那
是刀口上舔血的活儿。奔走于大江南北，受人钱财，为人保
镖。洋溢着男儿的热血与激情。与客栈，简直是八竿子打不
着。

可是走镖，已经没有饭吃了。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
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
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
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
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
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
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
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
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
皇帝的头呢！

外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摧毁了沙子龙原本的信仰
与认知。

这条枪与这套枪，二十年的工夫，在西北一带，给他创出来：
“神枪沙子龙”五个字，没遇见过敌手。现在，这条枪与这
套枪不会再替他增光显胜了；只是摸摸这凉、滑、硬而发颤
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
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
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于是沙子龙他，沉默了。在白天，他已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了，
只有在晚上，把小院的门关好，才独自熟习熟习他的“五虎
断魂枪”。连号称他的大徒弟的王三胜在卖艺场上受辱，他
也无动于衷。打败王三胜的孙老者随后登门向他讨教绝技，
他却绝口不提武艺和枪法。从此昔日神枪沙子龙的威名一落
千丈，连以他为荣耀的徒弟们也不再理睬他。

但他无半点愠怒。他只是沉默着，在白天安安分分的开着客
栈，只有在晚上才拿出当年那万夫莫敌的气概来，一遍又一
遍的熟习着那套烂熟于心的枪法。

这是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哀。外国的文明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
身边熟悉的东西渐渐脱离自己的认知。连当年那打遍天下无



敌手的“五虎断魂枪”，也在洋枪铁炮下无力的叹息着。所
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沙子龙他收起了枪，把镖局改成了
客栈。或许那套曾经名扬西北的“五虎断魂枪”，也会因此
而绝迹。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假若沙子龙再早生一个世纪，或晚生
一个世纪。这种“收山”与“不传”的事情或许就不会发生。
可是偏偏他处在了这种，新旧时代的夹缝中。

五虎断魂枪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