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百年孤独读后感(实用10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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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一

在拉美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流派：
智利诗人聂鲁达对人性的思考，委内瑞拉文学家卡斯帕斯对
自然和谐美德的赞叹，都曾深深地感染过人们。而哥伦比亚
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以其对现实世界魔幻般的思索和
诉说，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而作者也因此获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刚刚开始阅读《百年孤独》时，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有两处
奇怪的地方，其一是书中诉说的故事大都荒诞不经；其二是
作品中人名的反复出现和相同故事的重复发生。在现实生活
中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
了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死者更不会因为耐不住寂寞就
重返人间……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边。

更令人奇怪的是，书中这个绵延了百余年的世家中，男子不
是叫做阿卡迪奥就是叫做奥雷良诺，而家族中各种奇怪的事
情，在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阿卡迪奥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守
护者奥雷良诺的身上反复地发生着。联系到作者的创作年代
和生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这象征了什么。

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创业的艰辛，
文明的出现，繁衍与生存，爱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资本
主义的产生，内战的爆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民主与共
和之争等足以影响拉美的大事，却让他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小



小的名叫马贡多的乡村中。

把布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都深深的牵扯了进去。在故事的结
尾时。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阅读了记载这个百年
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这里面所有的一切，我都曾经
看到过，也早已知道！”作者正是借这个总结性的人物之口，
表达了自己对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看法，即近代拉美百余年
的历史是重复的，拉美的发展和历史进程都停滞不前。

老布恩迪亚，即家族的创始人，和他的妻子乌苏拉，带领他
们的亲眷和朋友历尽艰辛来到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那个时
候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尚未命名，而这片新天地的主人，也
从未想过要确立统治者来管理这里，他们过的是一种类似于
自给自足的生活。

他们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也体验到了收获的欢乐，他们为这片
土地带来了文明并为他取了名字：马贡多。但是随着时间的
流逝，老布恩迪亚渐渐的丧失了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的勇气。
不只是由于自己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只是单纯的无意义行为，
老布恩迪亚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起了金属金鱼，但是他
每做到二十条就熔掉他们重做。这象征着他所开创的马贡多，
乃至整个拉美的近代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循环的怪圈中。

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是家族的第二代，可是这两个人却走上
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阿卡迪奥幼年时即与马戏团出海，十余
年不归；而奥雷良诺则走上了军人的道路，并掀起了几乎影
响全国的内战。而内战的起因则是由于f将强行管理马贡多这个
“世外桃源”。

这象征着在文明的初创后，即开始了对压迫的反抗。奥雷良
诺，即书中的布恩迪亚上校，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他
带领部下经过无数次战斗，终于使f坐在了谈判桌的对面。可
是他所争取的和平很快即葬送在下一代手中。当他发现这一
切时已经垂垂老矣。他打算再次战斗来捍卫人们的自由却发



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终于他也陷入了循环烧制金鱼的怪圈
中。

家族一代代的承传着。每一代的成员都经历了历史长河中波
涛汹涌的时刻，又渐渐的老去，第三代的阿卡迪奥曾见证了
垄断资本的兴起和剥削的凶残。而之后的奥雷良诺则见证了
自给自足的农业在这片处女地上最后而短暂的繁荣。原始的
繁荣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侵入和自
给自足的消亡。

当家族的男子死去时，这个百年世家很快陷入了衰败，直到
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在羊皮书卷中发现这一切只
不过是家族不可避免的宿命，是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才恍
然大悟。而这个百年世家也终于在这个世界中完全消失并再
也不会出现。

家族中的另一个贯穿始终的人即是乌苏拉，她从未看过羊皮
书卷，却远比所有人都先知先觉。早在羊皮书破译之前，她
就曾经在内心中对自己说“这些事情在他们发生之前我就曾
经见过，也早就知道”。这个智慧的人象征了什么？是普通
的人有着永恒的智慧，抑或是历史循环的真谛？只有作者知
道。

《百年孤独》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
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但当你读完他，掩卷长思，你却
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重复。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
并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如此引人入
胜的原因吧！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二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
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作品讲述了布恩
迪亚一家七代人充满神奇色彩的传奇故事，以及马孔多这个



小镇一百多年以来从兴建、发展、鼎盛及至消亡是历史，反
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被誉为“再现
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百年孤独》中的一家七代都是主角。第一代：好奇心旺盛，
富于冒险精神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与精明能干的
乌尔苏拉。第二代是为人鲁莽大胆，好奇心重的何塞·阿尔
卡蒂奥和性格寡淡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等。其余的人也
各具特点。一致的却是“可怕”的孤独。

初次看这本书，立刻就被书里面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人
物名弄得思绪混乱，唯一清晰的是整个布恩蒂亚家族的性格，
就如这本书的题目一样，“孤独”好像成为了整本书与所有
人物的一种基调。整个布恩蒂亚家族，都是不会表达情感的
人，他们有的沉默寡言，可以整日不与人说话，有的只执着
于一个目标疯狂地表达，并不考虑到彼此的感受。他们渐渐
地使得整个家族与世隔绝，疯狂致死。家族的第一人被绑在
树上，家族中的最后一人被蚂蚁吃掉。虽然他们孤僻，但他
们却有着坚毅的眼光，不经意言败的态度，可以用他们独特
的魅力来吸引体态美丽、性格丰满的女性。

我对家族的第一个女性——乌尔苏拉印象最深刻。但孩子们
却无一幸免地走向孤独的深渊，拥入孤独那冰冷无情的怀抱。
最后她仍然无法战胜这种孤独，死不瞑目啊。她的坚强使我
震惊。家族中每一个人都被孤独蛊惑着，慢慢地走向孤独，
一个个迷迷糊糊地走向孤独的怀抱。可她并没有放弃。直到
她死，她也没有放弃要把家人从孤独那冰冷的怀抱中唤醒，
帮助家人挣脱孤独的怀抱。家族中其它女性也慢慢走向孤独，
只有她一直保持着乐观坚强的信念。而不是被卷入混乱的生
活当中，迷失方向，找不到自我。

说到孤独，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孤独在生活中应该是无所
不在的，不管外表多么开朗的人都会有孤独的时候，只是每
个人处理孤独的方式不同。孤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有的人



想抵抗，但却不能让它完全消失。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在每
天的灯红酒绿、喧嚣繁华之后，人们总会在某一时刻感受到
一种难以抗拒的孤独。无论怎样借由其它的活动来抗拒逃避，
无论是《百年孤独》里面那些极端或疯狂的方式，或是转换
成现实生活中，游戏也好，电视也好，钱也好，楼盘也好：
各种各样的方式，虽然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渐渐也从
这每天重复的形式中找不到那种感觉，或者说是找不到真实
的自己。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能让我们认清自己，孤独时就像是我们
与自己的对话，能够听清自己的心，能够在繁华之中有那么
一刻的清静，好像全世界只剩下自己心跳的声音，这样我们
便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心境。孤独使得一个人完善，更加有
深度与厚度。享受孤独，享受与自己对话的每一秒钟，为自
己留一方空间。

很有趣啊，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
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了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没有人
会被绑在树上直到生命终结……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村
落里面。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家庭反反复复给孩子命同样的
两个姓名，死者不会因为太寂寞就重返人间……但这一切都
发生在了这个家族之中。故事是荒诞不经的，仿佛透过一层
教堂彩绘玻璃窥视着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

一个人如果没有孤独这类东西，就像植物缺少土壤一样，少
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每样事物都有它的双面性。有阳光开
朗的一面，也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诺贝
尔文学奖——《百年孤独》就是这样一本书，他向我们展示
了孤独的另一面。

最令我感动的是奥利弗遇到强盗集团的那段经历。奥利弗在
路上走上了七天七夜，饥饿难耐，疲倦不堪。他遇到杰克一
个小偷，杰克把奥利弗带到了贼窝，小偷们想把奥利弗训练
成一个小偷。但奥利弗受尽折磨也不愿意，逃了出来。读到



这，我心中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他只有10岁，可他的坚强、
勇敢、正义是我们难以相比的！奥利弗承受着痛苦，宁愿过
着流浪的生活，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小偷。他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对生命的向往，是支持他前进的力量。

看似荒诞的一个家族其实正折射出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这一
个家族的孤独与苦难也正是拉丁美洲人民的病苦与血泪。拉
丁美洲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历史悠久的古代神话，原始古朴
的印第安习俗，混杂的种族和宗教，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
现代时髦的都市文明雨季激烈动荡的政局，所有这些因素都
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梦幻的历史与神奇的现实巧妙地融为一
体。而正是这种神奇的不可信的现实，让拉丁美洲处于独孤
的氛围之中。

当你真正了解那一段历史，你会发现《百年孤独》是一本透
过哈哈镜的折射的南美洲史诗，他所揭出的不是单纯的生活，
而是表层下面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不被理解的人，无法联合
的力量。这种孤僻贯穿了这本书。正如书中最后所说，“遭
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出现第二次了。”这正
是作者对自己的出生地的希望或应说是绝望。

孤独不可避免，不如把它看成一个朋友，一个能够让我们时
刻认清自己的朋友，足够用一生去珍惜，珍惜能与它共处的
每一寸时光。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三

在读《百年孤独》之前，我还问了多少人这本书怎么样。很
多人告诉我，很好看，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但是他们的评
价只有三个字好看。我试着看了好几次，每次一开始都看不
下去。几年后，当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本书很好时，他举了一
个例子，说：多年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会想
起他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遥远下午。好吗？事实上，我很
早就听说这句话很有名，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朋友解释说：



这句话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尔克斯创造了一种新的叙
事方式，使小说回归叙事的本质，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许多人都遵循这种叙事方式。那一刻，我突然
决定重新开始阅读这部伟大的作品。

百年孤独，什么是孤独？

奥雷连诺晚年一直在做金鱼。共有26条金鱼。当他每天做两
条，达到25条时，他把它们融化在坩埚里，重新开始。

阿玛兰塔晚年生活在缝制殡仪馆。她白天缝，晚上拆，直到
死。

乌苏娜失明后发现，当其他人在房子里漫不经心地来来去去
时，乌苏娜会用剩下的四种感官来关注别人的活动，这样没
有人会突然撞到她；她很快就发现了，但家里的每个人都没
有注意到。他们每天走同样的路，重复同样的.动作，几乎说
同样的话。

重复几乎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事情。起床、洗漱、上学、
上班、回家、吃饭、睡觉……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重复
生活。如果你仔细回顾，你会突然发现几周几个月几乎都是
这样的日子，没有特色。

忘记初心，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机械麻木的重复，这就是孤
独。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说，对年轻人来说，三年五年就是一
辈子。但对于中年以后的人来说，三年五年只是弹指之间的
事。

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浮躁。这种冲动无处不在。当我年轻的
时候，每个人都想过上温暖而激动人心的生活。但这也很累，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无法忍受，想要稳定。但一旦稳定，寒



冷，日子开始重复，感到无聊，甚至无聊，可怕的精神空虚，
坐着吃，等待死亡。

有时候我会想，是温暖澎湃的生活好，还是平淡稳定的生活
好？每个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不一样。但我认为，无论是
热情澎湃，还是平淡稳定，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想走的路。沿
着你选择的去，走出自己的精彩和意义。

《百年孤独》中有一句话：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应该记住，
过去是假的，记忆是一条无尽的道路，所有过去的春天都不
复存在，即使是最顽强和疯狂的爱最终也只是一个转瞬即逝
的现实。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困惑，都不要停下来。只有不忘初心，
才能继续前进，最终找到人生的意义。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四

在现今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但其实在
以前大部分的人都是和平相处、乐于助人的，只是因为现在
的时代变了，一些网络的便利让人以人的接触少了，坏人本
是小部分的，经过网络传播让人们认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坏人，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也就变成了冷漠，这在《百年孤独》这本
书中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这本书的作者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
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1982年获诺贝尔
文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幻想与现实的`
巧妙结合，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审视人生和世界，创
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
史。

这本书主要讲了布恩迪亚家族的故事和马共多镇的故事，在
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布恩迪亚家族有七代人，每一个人与其他



亲戚之间的关系都混乱不已，就连自己的家人间关系也十分
混乱，不管是父母、父子、姐弟等亲人间都十分的冷漠，没
有感情，所以人人孤独终老，孤独百年。

读完这本书，我们会为他们叹息，对他们那恐怖的欲望，愚
蠢、自私而感慨，他们中不缺少聪明的人，不缺少有创造力
的人，也不缺少坚持不懈的人，但他们都在路中失败了，有
的迷了路丧失了初心，有的对自己的梦想产生了怀疑，自己
放弃了，这一出出事件，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悲剧。

文中作者把人性的罪恶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在这一本书
中，作者完全没有刻画哪怕是一个的“好”人，对我们现在
一些思想比较幼稚，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的人带来内心
的感触，帮助他们更好地认清现实，同时也告诫我们一个人
可悲起来到底有多可怜，是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这样我
们更加坚信我们国家千百年来的制胜法则：团结就是力量！
正是这一条法则，我们国家解放到发展再到战胜新冠疫情和
天灾，没有对比就不知道优劣，我想我们也会通过这一本书
知道自己该以何种态度与他人相处。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五

这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孤独，逐渐的，有人在孤独中失去
自我，比如第一个何赛阿卡迪奥、梅梅；有人在对抗孤独中
失去自我，比如丽贝卡；有人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孤独，可却
无能为力，比如阿玛兰妲；有人孤独一生却不自知，比如乌
尔苏拉，比如俏姑娘蕾梅黛丝；还有人在生命的最后幡然悔
悟，可惜为时已晚，比如上校奥雷里亚诺。

有人说，那个家族中，每个人都深刻得令人难以想象。孤独
其实也分种类：有如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般理性的
孤独；有如乌尔苏拉般人性的孤独；当然，也有如何塞·阿
尔卡蒂奥般的孤独。最后的那场飓风，终于将整个村庄一起
带走了，同时带走的，是不会再重演的那个家族百年的孤独。



文为时作，作者安排这个结局，自然也是希望这个家族的孤
独不要再重演。同时作者在文中充分利用了象征的手法，如
那段关于不眠症的描写。马孔多全体居民在建村后不久都传
染上一种不眠症。严重的是，得了这种病，人们会失去记忆。
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例如他们在牛身
上贴标签道：“这是牛，每天要挤它的奶；要把奶煮开加上
咖啡才能做成牛奶咖啡。”前事勿忘，后事之师。人们啊，
切莫像那个村庄的人那样，患上失忆啊。遗忘，就意味着背
叛。

再回到现实生活，如果你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被生活弄得
很抑郁。不妨看看这本书，让书中孤独人的鲁莽激起你无畏
抗争的勇气。也许，我们可以活得更牛逼哄哄，至少在别人
眼中。奥雷里亚诺上校死去的时候，我心中一阵痛楚，就是
这么想的。就像很多故事那样，到头来主人公都无法摆脱宿
命，可是他们挣扎过了，奋斗过了，就够了。很多时候，我
们没法改变什么，每个人都注定孤独，可是我们试图去改变，
有此足矣。

马贡多百年的变迁和布恩地亚家族的兴衰荣辱，是整个拉美
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小说的'结局布恩地亚家族连同小镇马
贡多消失在一阵飓风中。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结尾写道：“就在奥雷良诺·布
恩地亚译完羊皮纸手稿的最后瞬间，马贡多这个镜子似的
（或者蜃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一扫而光。将从人
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
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
了。”

作者对于落后和愚昧的态度是彻底否定的，于是安排了一场
飓风队旧事物来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百年孤独”，既是说
拉美落后的时间之长，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的心态：对
进步和先进的漫长等待。百年孤独，百年的等待。至于这以



后，落后和贫穷还会不会出现，没有明确答案，但是马尔克
斯的愿望是美好的：“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
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以荒诞的形式反映现实，不管马贡多发
生的一切有多离奇古怪和扑朔迷离，都是取材于马尔克斯对
拉美现实的观察和感悟。

对梦想与光荣的向往，对独立与自由的憧憬，在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中，现实中的追求和希望超越于形式的虚幻，
找到了最终完美无缺的结合点。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六

在与世隔绝的马孔多里，浓缩着一个世界，浓缩着世界上的
各类人，也浓缩着世上所有的孤独。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但更
像是空虚的灵魂。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从书中的人物身
上读到了我们在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孤独。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个屡败屡战的、不屈不挠的
科学家，他有无穷的想象力和毅力。他是所有科学先驱的反
映，狂热而冷漠，鲁莽而冷静，探索的欲望和放弃的念头，
各种矛盾的性格一个接一个地反映在他身上。

他试着用磁铁挖金子，他试着用望远镜当武器，他试着把水
银熔炼成金子。他的努力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甚至他每天
和他住在一起的妻子乌尔苏也反对他的努力。

但当他揭露了生活中的所有秘密，他被当作疯子，绑在一棵
栗树的树干上，很快就被遗忘了。

昔日的炼金梦想在看透生命的他的眼里已成虚无，他只能忍



受着生与死之间横亘的痛苦——无尽的孤独。马尔克斯似乎
用这句话来表达对所有拓荒者的深切同情。

乌尔苏是个勤奋的工人。在这个偶尔混乱的家里，她是家里
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柱。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唱歌的乐趣，也没
有享受过玩耍的乐趣，她的劳动把她紧凑而孤独的生活像拼
图游戏一样拼在了一起。

她无处不在。她的身影出现在家具迷幻的反光里，出现在朴
素的世界里，出现在糖果小作坊的喧闹声里。她是空灵的，
就像一个亡灵来到地球上，通过劳动来赎罪。最后，随着她
的`死亡，她的名字掉进了记忆的深渊。

作者写出她冗长的一生，同时也是对哥伦比亚所有孤独的劳
动着的赞歌。

至于最孤独的先驱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他一生发动了
大大小小的三十二次起义，结果却毁了他为恢复往日生活而
创造的战争果实。

他逃脱了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处决，被任命为
革命军队的总司令，却只换来在马孔多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
街道。他的生活像飓风一样强大，像静水一样孤独。就像那
些在哥伦比亚为自由而战的人一样，无论他们生前做了多少
事，大多数人死后都会忘记。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七

对科学的诚爱，对情人的疯爱，对生活的浊爱，对家族的任
爱，几代人，一直努力着，追寻着那个时代的自己，为想要
的东西，或生或死，到最后，一切却又回归到原始的.起点。

请及时的享受当下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生活一直在继续，
只是走着走着，有些人回到了原点，有些人走到的峰顶，有



些人还继续走在前往或者回去的路，那又怎样，不论发生什
么，路还在我们的前方，请继续走下去。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
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再现拉丁
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
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
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
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
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
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故事也很简单，但是几代人加起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情感很简单，但是几代人加起来就不是简单的情感。

阅读之后，生命到底是什么?信仰又是什么?没有人会告诉我
们答案，我也不能给自己一个确切的答案，活着，好好的活
着也许就够了!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八

读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直打算写篇读后感，苦
于无从下笔。一方面是对作品本身有一知半解之感，一方面
想的太凌乱以至于理不出头绪。

说到孤独，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孤独在生活中应该是无所
不在的，不管外表多么开朗的人都会有孤独的时候，只是每
个人处理孤独的方式不同。孤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有的人
想抵抗，但却不能让它完全消失。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在每
天的灯红酒绿、喧嚣繁华之后，人们总会在某一时刻感受到
一种难以抗拒的孤独。无论怎样借由其它的活动来抗拒逃避，
无论是《百年孤独》里面那些极端或疯狂的方式，或是转换
成现实生活中，游戏也好，电视也好，钱也好，楼盘也好：
各种各样的方式，虽然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渐渐也从



这每天重复的形式中找不到那种感觉，或者说是找不到真实
的自己。

《百年孤独》的叙事结构不同一般，马尔克斯采用了连环、
环环相套、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来展现小镇马孔多的历史。
仿佛一个循环向上的气流。这种环环相套的结构恰如其分地
表现了小说的一个主题：人的孤独、封闭以及由孤独封闭而
造成的落后、消亡。作者对“孤独”这一具有民族特性的问
题作了深刻的揭示。

马尔克斯在谈及作品中人物孤独性时，他说过：“孤独的反
义词是团结。”这是以这个家族的命运来反映整个拉丁美洲
的命运，他希望于整个民族的团结。“布恩地亚家族都不懂
爱情，不通人道，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他们的孤
独并不是拥有真理的灵魂而具有的高洁峭拔，因不能与人分
享智慧的快乐而孤独寂寞，而是由于与愚昧并存的感情的匮
乏所造成的日常生活中的心与心的离异与隔膜，这样的孤独
竟可以将一个昔日曾经繁华的小镇最终消失。在此，马尔克
斯是告诉人们，孤独的实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存哲学，它
意味着冷漠、消极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事实上，你以怎样的
态度去对待生活，生活同样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回报你。

整本书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从家族第一个何赛
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到最后一个具有家族明显特征的奥雷
里亚诺。从高傲果敢轰轰烈烈的奥雷里亚诺上校到精力充沛
平凡而伟大的乌尔苏拉老妈妈，从纯洁如天使的俏姑娘雷梅
黛丝到喜欢热闹的奥雷里亚诺第二。

这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孤独的，逐渐的，有人在孤独中失
去自我，比如何赛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梅梅；有人在对抗
孤独中失去自我，比如丽贝卡；有人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孤独，
可却无能为力，比如阿兰玛坦；有人孤独一生却不自知，比
如乌尔苏拉，比如俏姑娘雷梅黛丝；还有人在生命的最后幡
然悔悟，可惜为时已晚，比如上校奥雷里亚诺。



如果说百年是一种悲哀的现实，那么孤独就如同冥冥中主宰
的命运。家族成员，不可避免的与孤独缠绕，可以看做是一
种病，禁锢家族成员的精神，折磨人的心灵，扭曲人的行为，
表现是不近人情的行为和野兽一样的情感。极端的冷酷，疯
狂的纵欲。前者，可以称为奥雷里亚诺病，后者，可以称为
阿卡蒂奥病。例如奥雷里亚诺上校，一个伟大的斗士与高超
的工匠，却对家人与战友麻木不仁，连蕾梅黛丝之死与乌尔
苏拉的教诲都无法融化他的铁石心肠，他晚年封闭在实验室
里，制作小金鱼，然后融化掉，如此循环往复。与此孤僻寡
合的性格相反，他的父亲何塞。阿卡蒂奥。布恩迪亚是一个
狂热，激进，生命力旺盛的人，不仅被吉普赛人弄得神魂颠
倒，更在探索知识之路中走向疯狂的深渊。家族其他成员，
大抵不是沉默寡欢，封闭钻研，就是性欲旺盛，尽情挥霍。
这种孤独，不仅是人的悲剧，更是社会封闭隔绝，阻碍发展
的诱因。

孤独不仅仅表现于人，更表现于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代背景
决定了孤独的特质是马贡多代表的文明难以摆脱的特征，无
论是作为原始社会的马贡多，还是作为殖民地的马贡多，虽
然与外界进行交流与沟通，虽然经常受外界影响干扰，但仍
然改变不了封闭落后的现状，总是处在悲哀的下坡路上。究
其根源，还是因为文化经济没有独立健康发展，社会制度没
有深远持久的进步。马贡多，往往任人掌控，被动挨打，外
部得不到支援，内部也面临分裂。马贡多实际上处于自生自
灭的状态，被人操纵与利用。这是一种悲哀的现状，也是难
以改变的现状。两次大的反抗，一次是奥雷里亚诺的内战，
一次是香蕉工人的罢工，结果都失败了，而且当事人都遭遇
了极其残酷的对待。奥雷里亚诺丧子，工人被屠杀抛尸。民
主，自由，平等，团结，这些希望都破灭了，更可悲的是，
居民似乎忘却了，只留下淡淡的血痕。马贡多宛如世界文明
之洋中的一个小岛，一直处于孤立隔绝的悲哀状态，并且这
种状态难以被彻底有力的打破。

叔本华的哲学认为，人生注定是无聊的，如果实现了理想，



那么就会觉得无趣，如果无法实现理想，又很挫折，总是就
是很郁闷无聊。解决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在宗教中寻求解脱，
另一个是通过欣赏高雅艺术。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旦遇到悲凉的心境就需要有人出来安慰，
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孤独，你那善意的劝解反而更加刺痛他
孤独的感伤，使他倍感孤独，适宜的离开也是一种默默的关
怀。也许他需要一首悲伤的乐曲，也许他需要一段文字，他
需要的无非就是将他的孤独表达出来的艺术，而这期间只有
他自己明白。

孤独希望与安静和黑暗为伍，但人却要面向阳光，否则会在
无限的孤独里被黑洞吞噬。

孤独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它有时更是一种动力，让我们用于
体验人生，勇于面对一个人时挫败的感觉。如果说有一样东
西，能让我们认清自己，孤独时就像是我们与自己的对话，
能够听清自己的心，能够在繁华之中有那么一刻的清静，好
像全世界只剩下自己心跳的声音，这样我们便能更好地了解
自己的心境。孤独使得一个人完善，更加有深度与厚度。享
受孤独，享受与自己对话的每一秒钟，为自己留一方空间。

孤独不可避免，不如把它看成一个朋友，一个能够让我们时
刻认清自己的朋友，足够用一生去珍惜，珍惜能与它共处的
每一寸时光。

我相信，这本书能给我的，远远不止于此。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九

时光如梭，岁月飞逝，一转眼就到了暑假，漫漫长假中我觉
得不能浪费，我看了一些书，虽然寥寥数本，但是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百年孤独》。这本书是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
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



代表作。被誉为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
著”。

《百年孤独》内容庞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离奇，再加上
神话故事、宗教典故、明间传说以及作家独创的从未来的角
度来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等等，令人眼花缭乱。但阅毕
全书，读者可以领悟，作者是要通过布恩地亚家族7代人充满
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
变和社会现实，要求读者思考造成马贡多百年孤独的原因，
从而去寻找摆脱命运捉弄的正确途径。

读第一遍的时候，我被完全雷同的姓名，无数的倒叙、插叙
给弄晕了，根本不解其义；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把七代人进
行了排列，终于使书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读第三遍的时候，
我连同《百年孤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世进行了了
解，于是，我被深深地震憾了，为作者，为书本，为拉丁美
洲。20年来，我在孤独中体会其中的孤独并饱受折磨。为了
排遣孤独，我不断地向我的朋友推荐《百年孤独》，分享孤
独，理解孤独。

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理解。

同时，我很喜欢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
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将现实主
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
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

希望大家能去欣赏一下，这本书会让你终身受益。

读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十

到此刻为止，算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不过依旧做不到很清
楚，好歹是个大众评价极其高的名著，总该需要留给自己一
点此刻的感受方好。



也是因为机缘吧，前几天看德川家康的空隙间随意翻找，找
到这本书，不是有人说什么一辈子只读一本书还是书架上只
放一本书，不管他是怎么说的吧，我也懒得去查，不就是一
个人说的话嘛，没必要让我如此执着！就是这本百年孤独了。
既然有缘，我也接受，这本书起初其实并不令我喜欢，没什
么感觉，人名字老长，感觉远古开荒一样，直到快到中程时
方进入状态，才知道他写了个啥，这老马也怪有意思的啊！

对于什么百年，孤独啥的评价，书友们一针见血，长篇大论
得多了去了，我没那个才能，也就懒得说这个了！说点别的
感觉，读这本书，在这里读，最好的就是有这么多书友，大
家都相互帮助，扶持，解惑，真的蛮有意思！大家都在读，
有读的.快的，信手写下自己的感悟和想法。后来读者看到了
去回答，讨论，他们又会看见了反过来回答，讨论！这是我
自己的实体书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进益收获良多，在此感谢
书友们！

本来个人的看书速度很快的，没想到这么一本书读的如此之
慢，只是因为驻足查看书友们的评论，并对感兴趣的加上自
己的一点浅见，和他们互动一下，哈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