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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巴金的家读后感篇一

我在20xx年2月第二遍赏析了中国文学巨擘巴金的代表作
《家》，体会到了在旧社会封建思想影响之下那些青年人为
了改变而做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当代人能幸福的生活，是
靠一辈又一辈的付出和拼搏得来的。

《家》主要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的的性格。高老太爷是旧势
力和封建思想的代表，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个家族奉行的是
服从主义，一切逆来顺受。

觉新、觉民、觉慧进学堂，接受了新的思想，在于觉新，对
理想的生活只是很向往，但行动上碍于高老太爷，所以他没
有实质性的改变，在于觉民，他曾经一味的逃避，对生活充
满了幻想，最终成功跨越出思维囹圄。只有觉慧，他去了上
海，去争取自己的生活。

文章通过对高家以及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族发生的故事，讲述
了旧的势力几欲破灭，只有不断的争取才能换来希望中的光
明。

巴金的《家》文字细腻，对人物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巴金的家读后感篇二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
《秋》三部，内容是写了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
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真实地写
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用巴金老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
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
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高克明为代表的那
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从而压迫了青年人。

在《家》中，梅表姐的抑郁致死，瑞珏的悲惨命运，鸣凤的
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
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
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觉新、觉
民、觉慧兄弟三人的不同命运也是作品的一条主线，是始终
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 觉新，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
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
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但他无力挣扎，只
能伤心地痛哭，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
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原著
中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大多是通过觉慧，批判他的怯
弱、“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
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
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 觉
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
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
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
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
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
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
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



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
开的。但因为“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
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
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
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
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
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
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
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对觉新的
“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

鸣凤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说她死于封建礼教会让我觉得她的
没有任何的价值。巴金在回忆自己写下这些文字时，说过这
样一段话：“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
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
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
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我
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
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
牺牲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
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巴金的家读后感篇三

黑色的雪夜，黑漆漆的门伫立在寒风中。像瘦口一样大开着，
吞噬着无尽的黑暗。

你可曾记得鸣凤惨淡的哭声?可曾记得她最后一次来找觉慧时
的样子——“极力忍住泪”、“声音异常凄惨”?可曾记得她
抱着周氏的腿哭的昏天黑地?也许，鸣凤只是一个女佣，但她
有尊严，有人格！她宁死也要维护自己的清白，敢于以死向
封建专制抗议，但又有谁会听她的话呢?曾经觉慧与她的那段
往事真真切切成了往事，一个女卑怎么可以和公子少爷相提
并论呢?这样一个刚烈的女子，却换不来旧社会统治者的半点



同情，冷若冰霜的心，少爷少奶奶们除了觉慧还有谁会考虑
到鸣凤呢?正如作者所说的——要为那无数的无名牺牲者“喊
冤”，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是掉了青春的青年！这样
一个纯洁的女子，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就这样以一个宁可
投湖自杀也不屈服的背影，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怀想。

还有觉慧。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下的觉慧，显得独树一
帜，他同情底层的工作者(如鸣凤)，他向往自由平等，而不
是像觉新一样对一切都懦怯顺从，他总是有很多的主意，他
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本质，唯有他，敢于反抗封建统治，在
那样一个旧社会里，他觉醒了，“叛逆”了，是新青年中的
一个，没有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是做了一名开拓者。爽
朗的性格，让他不会像大哥那样矜持，充满矛盾，又不会像
梅一样多愁善感。他向往自由，敢于创新，大胆争取个性解
放。他似乎什么都不怕，不懦弱，不胆怯，不肯服从，有自
己的思想。我敬佩他，佩服他的骨气。这样的青年在当时真
的是不可多得！陈腐的文化和嘈杂的社会没有玷污他的双眼，
他有自己的打算，有对社会的新认识！

从《家》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当时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男
女交往的不平等，和所谓封建伦理“孝“道的熏染，这一切
都加强了悲剧的氛围。

这一部传奇的著作，给予了我震撼，和对社会的感慨，还有
对现在这难能可贵的和谐世风有了更深的了解。

巴金的家读后感篇四

我想这书最适合青春的人去读，十八岁，刚入世事，见的不
多，有活力有激情，这书最能激起这样的人的兴趣。他们或
许会像觉慧一样反抗旧的东西，去追寻理想和新生事物。

而我现在读来确实已经对觉慧有了自己的判断，我有时不能
完全赞同觉慧。我有时很同情觉新，甚至觉得觉新的做法并



没有什么异常。而对觉民，更是觉得他成熟、冷静，对世事
有自己的判断，又能够忍耐自己所厌烦的东西，有能够追求
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才是正确的。人或许只有积极抵抗与
消极抵抗相结合，才能活得更好，最后觉民不是活得了幸福，
并在家中长期生活下去？或许这样的结局更适合普通人。

但我想作者并不是我以上一段的意思，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奋
起反抗，去接受新思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就是
一个人的三方面。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矛盾体，而对于任何事
情的做法，都有着三种不同的计划，恰是三兄弟身上所体现
出的性格与行事方式。看书时，会觉得有时自己是觉慧，想
要反抗，却困难重重，又对社会抱怨多多，有时是觉新，虽名
“觉新”，却很“守旧”，逆来顺受，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有时又觉得自己是觉民，可以对他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可是
试着用语言抚慰每一个人心灵的伤。

我想我或许是被书本毒害太深的一个人，终究不能如觉慧一
样。

再来说说这本书。

这本书很难说是悲剧还是喜剧。因为瑞珏、梅、鸣凤、爷爷
的死、大家庭的没落，不得不说是悲剧。而最后觉慧去上海
追寻新思想，觉民得到幸福，这又给此书留下了希望。但不
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部厚重的书。

此书的语言很简练，却又很深刻。作者在书中有大量评论的
话，并将这些话与叙述将结合，这是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过
提炼的话，将这种深刻有理的话语寓于具体事情之中，更显
出其深刻见解。正如有一段是即将睡觉，便将人的性格与世
事和睡觉联系起来，有一段是将花园里的湖，便说这个家就
像湖一样，表面平静而内里波涛汹涌。



而总体来说，语言叙述性很强，并有张有简，很流畅，点到
为止。详略恰到好处。

我想这部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值得一读的，你会看见厌烦的有
趣的上一辈人，看见积极反抗的下一辈人，还会看见在社会
之中漂浮着的这一辈人。你会看见这个社会，或许还会看见
你自己。

巴金的家读后感篇五

我想这书最适合青春的人去读，十八九岁，刚入世事，见的
不多，有活力有激情，这书最能激起这样的人的兴趣。他们
或许会像觉慧一样反抗旧的东西，去追寻理想和新生事物。

而我现在读来确实已经对觉慧有了自己的判断，我有时不能
完全赞同觉慧。我有时很同情觉新，甚至觉得觉新的做法并
没有什么异常。而对觉民，更是觉得他成熟、冷静，对世事
有自己的判断，又能够忍耐自己所厌烦的东西，有能够追求
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才是正确的。人或许只有积极抵抗与
消极抵抗相结合，才能活得更好，最后觉民不是活得了幸福，
并在家中长期生活下去？或许这样的结局更适合普通人。

但我想作者并不是我以上一段的意思，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奋
起反抗，去接受新思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就是
一个人的三方面。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矛盾体，而对于任何事
情的做法，都有着三种不同的计划，恰是三兄弟身上所体现
出的性格与行事方式。看书时，会觉得有时自己是觉慧，想
要反抗，却困难重重，又对社会抱怨多多，有时是觉新，虽名
“觉新”，却很“守旧”，逆来顺受，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有时又觉得自己是觉民，可以对他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可是
试着用语言抚慰每一个人心灵的伤。



我想我或许是被书本毒害太深的一个人，终究不能如觉慧一
样。

再来说说这本书。

这本书很难说是悲剧还是喜剧。因为瑞珏、梅、鸣凤、爷爷
的死、大家庭的没落，不得不说是悲剧。而最后觉慧去上海
追寻新思想，觉民得到幸福，这又给此书留下了希望。但不
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部厚重的书。

此书的语言很简练，却又很深刻。作者在书中有大量评论的
话，并将这些话与叙述将结合，这是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过
提炼的话，将这种深刻有理的话语寓于具体事情之中，更显
出其深刻见解。正如有一段是即将睡觉，便将人的性格与世
事和睡觉联系起来，有一段是将花园里的湖，便说这个家就
像湖一样，表面平静而内里波涛汹涌。

而总体来说，语言叙述性很强，并有张有简，很流畅，点到
为止。详略恰到好处。

我想这部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值得一读的，你会看见厌烦的有
趣的上一辈人，看见积极反抗的下一辈人，还会看见在社会
之中漂浮着的这一辈人。你会看见这个社会，或许还会看见
你自己。

巴金的家读后感篇六

《家》一书写的是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一代青年的历
程。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他们
出身在四世同堂，黑洞洞的大家族公馆中。这里，我只想谈
谈最耀眼的觉慧。

我猜想，这个形象的出发点，是巴老在十版代序中“一个旧
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



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个旧家庭
里面我们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

诚然，觉慧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有着新思想，他看到了社
会的弊端，旧历新年夜，他救济讨饭小孩，并思考“你以为
你这样做，你就可以把社会的面目改变吗？你以为你这样做，
你就可以使那个小孩一生免掉冻饿吗？……你，你这个伪善
的人道主义者”最后蒙住耳朵走进房里，颓然道：‘吃醉了，
吃醉了。’”

无论是觉慧的心灵的蜕变历程,还是在大家族阴影下有着令人
惋惜结局的凤鸣等人物对命运无声的抗争，透过巴老的笔，
我们能看到两个字：反抗。“是的，我要反抗这个命
运。”“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 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满
溢着纯洁浓厚的青春气息。这种单纯而自然的气息，如巴老
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即便文章有着一个沉重的主题，字里间仍表现了青年人所特
有的活力、困惑和斗志。“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
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
的东西。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