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 契诃夫小说
苦恼读后感(优秀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一

《苦恼》是契科夫小说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代表作。评论家普
遍认为，这篇写于1886年的小说，标志着契科短篇小说主题
从早期幽默讽刺风格走向更严肃深刻风格的重大转变。

从年初到现在，这篇小说读了很多遍，每一次读完心里都隐
隐堵得慌。也不由对契科夫更加崇敬，他对人内心真实情感
的深刻洞见真是举世罕见。小说写的深邃而动人，延续了契
科夫小说一贯的淡化情节的路子。通篇文字充斥着淡淡地忧
伤，当结尾主人公不得不向瘦马倾吐心事时，这种忧伤化为
巨大的悲伤，把小说推向高潮。有一种直击人心的震撼。

这篇小说让我想起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祥林嫂和约纳
多像啊，同样是经历了丧子之痛，痛彻心扉，但他们又很不
同，约纳是无人可诉，祥林嫂念叨阿毛被狼叼走的事见人就
说，成了鲁镇人人皆知的八卦旧闻。然而，他们的结局是如
此相似，都是无人理睬，约纳最后只能对自己的瘦马讲述，
祥林嫂讲了一遍遍之后，连最心软的女人也听烦了，弃她而
去。一个人的的悲伤不管多巨大，最后都不免沦为别人嘴里
无关痛痒的谈资。有句话说“你以为的，那只是你以为的”。
套用这个句式，其实“你经历的，那只是你经历的”、“你
难过的，那只是你难过的”……所以，我还是相信，人与人
之间不可能真正相互理解，除非你走过和ta一模一样的路。
话说回来，即使走的路一样，个人内心感受也未必一样。更



别提走不一样的路了。是的，你的悲伤只属于你自己。就像
约纳和祥林嫂的悲伤也只属于他们各自一样。快乐幸福可以
共享，孤独悲伤却无法共担。这是人性使然，没什么对错之
分。武志红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活着的意义在于让别
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并收到对方的反馈（大意如此）。
如果人对着空气讲伤心事，恐怕只会更伤心。因为得不到任
何回应。其实，约纳和祥林嫂的悲伤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只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罢了。

陶渊明有首诗把这种人性深处的孤独写地很透。他写道：亲
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样看
来，还是古人站得高看得远。哪怕天大的悲伤，几十年后随
着肉身被黄土掩埋，什么痛不痛苦的，一切都跟着黄土堆去
见阎王他老人家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因为我深信，每个人
心底深处，都隐藏着某种不能言说的痛。契科夫只是用他的
慧眼发现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这个规律，并用他细腻的笔端
把它写了下来。仅这一点，就足够伟大了。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二

从我一出生开始，妈妈就觉得我很聪明，很可爱，很有气质。
可就是妈妈对我的期望值太高，给我带来了许多苦恼。

我刚上小学，每次考试不是95分，就是96分。可是妈妈却一
丝笑容都没有，觉得我考试门门都是100分才顺理成章，当看
到别的孩子考到100分回家，而我只考了95分，她就会引发暴
风骤雨，不停地数落我。

为了不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我就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让
妈妈的脸上挂出笑容，让妈妈满意。苍天不负有心人呀！就
在一次期中考试里，我数学考到了全班最高分dd99分！这时，
我心里是多么开心呀！觉得妈妈一定也会开心的。放学回家，



我满怀希望地等待妈妈下班的归来。6点钟到了，妈妈也回来
了。我迫不及待地把考试卷给妈妈看。我看到妈妈脸上一丝
笑容还没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妈妈气愤地对我说：我的宝
贝儿子呀！你为什么总是拿不回那最后一分呀！这句话犹如
晴天霹雳一般把我惊呆了。我垂下头伤心地哭了。

妈妈，您为什么总是不满意我的成绩？尽管我努力了，可是
您还是没有笑容，这是为什么呀？妈妈，这就是我那九十九
分的苦恼！

文档为doc格式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三

此文是经典的契科夫风格，讽刺。讽刺主人公和他身边的人，
充满时代性，平民式的幽默下隐藏着对现实的不满和犀利的
抨击。也同样令人读了爱不释手并内心自省。

小说的主人公“我”有着鲜明的个性。对于所见的一切都有
自己明确的看法，譬如认为自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认为
姑娘，爱情是愚蠢的。可是看看现实呢?“脾气暴躁”是文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可“我”的坏脾气却是一次也未向外人
显露过，甚至直到最后莫名其妙同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姑娘结
婚还不发作，不可理喻。这说明“我”在生活中缺乏反抗精
神，“我”本身或许以为自己并不缺乏，因为脾气暴躁。可
殊不知将所有的坏脾气统统藏于心中才是最大的怯懦。可同
时骂“我”又是高傲的，从他对于自己的评价“我”是一个
严肃的人，到他的职业——哲学，财政学，还有他那个令人
忍俊不禁的论文题，无不如此。这些有的本是优点，可他却
硬要把自身的精神强加于人。譬如在日食时，“我”说：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其实他想说的是应该。于是便给每个
人安排了任务，却不知道理论科学对于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吸
引力的。从此看出，他对于人性没有足够的了解，只知道以
自己的意志为基准。他对于姑娘和爱情的厌恶同样反映了这



一点。

接着，便说到了文中一个着重表现的团体—女人。文中的女
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愚蠢、缺乏修养、不自重和脑中只
有那无聊到不能被称为爱情的爱情。瓦连卡或是玛宪卡，娜
坚卡，是花花绿绿的女人中的典型代表。她自以为是，硬式
觉得“我”喜欢她，在约会时极其程式化。还有一点就是不
能理解他人，在“我”想趁着日食抓紧工作时，她竟
说：“你看看我!”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应当是契科夫对于这
种层次女性传统道德的缺失不满到极点的体现。

说到这里，再评价一下文中的一些小手法。走过卡烈林
家“我”看见一条大狗，使“我”想起了狗税。文中这些小
小的幽默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文章中的“我”和女人们站在了两个极端，“我”不近人情，
女人们则毫无头脑。作者此文是希望“我”这样的人可以对
人性多点理解，而女人们则可以增加自己的修养。总而言之，
读契科夫先生的小说，能饭后消遣，更能获益匪浅。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四

论及叔本华之前，想到了被人为推得很高的鲁迅。官方形容
这个斗士的论述是：两面作战。指向不同，但这个词组恰好
也能概括在我的眼中对鲁迅的定义：他能可贵地本着知识分
子的良心对自己所在的精英阶层提出过一些指正，但是，这
星星点点的闪光很快就被埋没在他代表精英阶层挟太山超北
海般对草根进行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中。

鲁迅，不能免俗地，和他所在的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将中
国近代贫弱的屎盆子一股脑扣在草根身上——国家的落后在
于阿q想得到一张宁式床。这群精英们在总结祸是草根闯的之
后，自己栖身上层的合法性似乎就是不言自明了。



鲁迅是从一个没落的旧上层阶级废墟走出、渴望重拾认可、
穿着新学知识精英外套的落魄户，是本没能够“货与帝王
家”的边缘知识人。然而，时局变化，危、机并存。谁能痛
心疾首地指出社会弊病，谁就能迅速转正、中心化。暴发户
的气息是我对鲁迅的刻板成见。

四百字赘言之后，叔本华以一个与鲁迅对立的文化贵族的身
份闪亮登场！的确，有人指责叔本华不言社会、寻求僧侣式
的说教，而没能给出一个活脱脱的、所谓积极的救世良
方——那么，鲁迅给出了吗？鲁迅的劣根性说教至多是另一
种消极的鞭策。

叔本华的贵族气质简明两字：坦诚。

这段才华与不寂寞的妙语同时指明，美酒佳肴、声色犬马的
狂欢或许能获得一时的感官欢愉，但是在这些娱乐程式化之
后，人们难免会觉得贴得很近的个体间难以派遣的生疏。相
聚狂欢的每个人都感到一丝寡淡、一丝无趣。于是，叔本华
将思想放在人自我实现的重要位置，将知识与理性的哲思视
为实现自我、不断超越的工具。人因为“心灵财富”而挤出
有损于自己的“厌倦”。

更进一步，叔本华将天才定义为探寻知识的无畏者。他
说：“他能投入全部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表达他对生命的看
法。这类人将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他们只要有真正的自
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无所谓。”主观上，人是自利的、
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的，在公共利益中消解个人价值是一种违
反人性的病态心理。客观上，每一个个体又是有限的，“除
了眼前现在的这一点点生命之外，我们其他一无所有”，宝
贵的生命应当首先不让自己懊悔。因而，将人类这个沉重的
概念压在某一个个人的身上是不公的，即使是一个人文学者。
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表象，对于个
体而言，依照个体的期望实现超越才是最为重要的。知识的
需求是为了超越的需要，知识和知识带来的充盈、自我的满



足或许是叔本华所认为莫大的幸福。

若是叔本华看到鲁迅之流看上去要为大众谋取福利却只是流
于形式、只探讨到问题的皮相、将治愈社会病症的责任推给
后人的伪善行为，定要贬斥其虚伪。鲁迅向铁屋子首先或者
说是自称首先呼喊，告诉大众他们有病，但是却说自己一个
人势单力薄没能力治愈大众——似乎暗示自己是一个与这群
病夫们对立的、健康十足、带着殉道精神、不怕感染来到你
们中间的先锋，将病例分析的头头是道后开不出一张药
方——就算勉强说是有，也需要这一代人的自我消解后期待
新生的、无菌的新一代人拥有璀璨的明天，最后好似武侠小
说中将七十年功力尽数注入徒子徒孙体内的世外高人一般，
相当“隆重”地将这一副重担交由给一群“希望之星”。

叔本华说：“……冒险犯难、刻苦努力、奉献生命抬高他人
对自己的评价……就连知识、艺术一切努力都为了获得尊
敬……人类愚昧的极度扩张”。叔本华若是了解鲁迅，定当
将其归类到自己不满的“为了争取荣耀而牺牲了宁静与和平、
财富与健康”的一类人。当然，财富这东西鲁迅对胞弟等家
人十分慷慨、对外人略施恩泽就偏要记下一件“小”事。

哪怕给了车夫几个银元，就是莫大的阶级关怀？鲁迅本来就
是一个在巨富中死去的人，他损耗的大多财物不是因为慈善，
而是因为不善理财。当然，鲁迅也有相当完美的投资，诸多
文化活动都有他的赞助。但是，或许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在
新生一代文艺青年尚未发迹之前做了垄断性的投资。果不其
然，他资助的一群有所成就的新生一代成长起来自然而然将
其做为前被高人捧上了天。没有直接受惠的，也从他的文学
遗产中寻得养分，比如五四之子毛泽东。鲁迅果不其然，生
前便为自己攫取了巨大的荣誉。但是，他的内心无疑是让大
多数人陌生的、感到凉意的，他不觉得革命只是一个手段、
生活的进步才是目的，于是为了一个大而空的“革命”，如
果想要摆脱劣根性，好，阿q成家的念头是万恶的、割好了米
与麦不能自己享用，赶快撑着船送给那个宏伟远大的理想、



然后回到土谷祠饿死。

诚然，叔本华不见得是悲苦民众多难的。但起码，他不会昧
着自己的良心非要模糊自己的阶级属性，做出一副悲悯的超
越阶级的博爱嘴脸，实则暗中巩固自己既得利益。提出问题
绝非解决严峻事实，鲁迅不过提出问题、甚至毫不思考精英
阶级提供的现实环境允不允许草根们为伟大空乏的理想效劳、
甚至淡化是谁奴化、愚化大众。然而，因为他提出了中国有
问题，所以非理性的盲从者欢呼找到了病根，却在群体的庆
祝中忘却了应该去解决这个毛病。即使有，鲁迅的孝子贤孙
也马上会发觉这个问题太尖刻、力所不能及，于是马上缩回
狂欢的人群中继续嘟噜：伟大的鲁迅！问题被我们发现了！
好像发现了就能迎刃而解。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因为
趋利避害，所以鲁迅们获得了先觉者的名声后就见好就收或
者发动着各种文体与写作技巧、变换着农村乡镇都市海外多
个视角旧事重提。因为趋利避害，所以鲁迅们静默了，他们
明白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是他们无法撼动的东西，权衡
投入与收益，他们选择了最多嘴皮子上抱怨一下不公秩序，
选择了饱含感情怀想一下柔石那样失去的“战友”，然后继
续过着远远优于一般劳动者的日子乐活。

鲁迅也承认尼采不是太阳所以疯了。但是他无意识地还是将
自己定位于一个太阳。我说，叔本华是一束从阴郁的泥潭飙
出的光。他虽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但至少，他不说昧良心的
话粉饰太平。他坦诚地表明外物都是浮云，他坦言自己寻求
的不是一群人的幸福而是自己的超越，他坦言自己仅有能力
也只想获得自己的乐——并且，他不会要别人的痛苦铺垫衬
托自己的乐。漠视草根总比洗钱般推脱精英们的历史过错，
盲目贬低着草根攫取生前身后名强。

且在这静默中体味自我的高贵。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五

读完契柯夫的《变色龙》之后，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
现实生活中的“变色龙”并不少见。

《变色龙》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街上的小事。首饰匠赫留金
被一只狗咬伤了，奥丘梅洛夫警官在处理这件事。一开始，
警官答应要处死这只狗，严惩狗的主人。但一当人群中有人
说这是将军家的狗时，警官立刻换了脸色，指责赫留金故意
伤狗在先。后来又有人说那不是将军家的狗，警官马上又变
了嘴脸，又说要严惩这只狗和它的主人。这只狗的主人到底
是谁，人们观点不一，警官的脸色也随之像变色龙似的变来
换去。

故事的情节与描写颇为有趣，其中奥丘梅洛夫警官那变色龙
似的两面派嘴脸更是叫人难忘。有人说那不是将军家的狗时，
他摆出一副警官的威严；有人说那就是将军家的狗时，他
有“和颜悦色”，说小狗乖巧，赫留金惹事。井官表面上看
似在不断为自己开脱困境，实际上与小丑的滑稽表演没有多
大区别。遇到上级便“和颜悦色”，阿谀奉承的两面派作风
显得是如此虚伪，像见了主人伸出流满口水的舌头，晃悠着
尾巴装出一副“可爱”相的狗一样遭到人们的鄙视与嘲笑。

但可悲的是，两面派的人并不是某个时代独有的产物。以前
在读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的时候，就看到了十八世纪
德国宫廷中的一些两面的寄生虫。对上，他们极力讨好。以
为王公夫人衣服上的带子掉到地上，几个臣仆立刻趴在地上
焦急寻找，争取第一个得到夫人的赞赏。对下，他们残酷剥
削。为换得一颗讨好公爵夫人的钻石，有人不惜卖几千农奴
去战场当炮灰。即使在现代也不乏此类人。

记得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班上已有两面派了。老师在时规
规矩矩，老师不在时破坏纪律。虽说小学生的这种行为的性
质不会很恶劣，但这种风气一但养成便很不好。从小做事两



面派，长大还得了？在现代社会中，两面派的人不仅会遭到
周围人的鄙视，还难以得到上级的信任。两面派的人要么为了
“明哲保身”，要么为了飞黄腾达，这些他们或许可以做到，
但他们却要为此扣上“伪君子”的帽子，难以得到他人的正
视与信任。

不用说，《变色龙》是一出成功的黑色幽默，一出暴露小丑
般的“变色龙”可笑嘴脸的故事。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六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也经常流露出淡淡的苦味。

读完了《苦恼》，不经意地想到了立交桥下的衣着不整、穿
戴破烂、脸面肮脏的神经病，街头的`卖菜人和那些孤寡老人。

看到他们总让人心酸。

和他们一样，《苦恼》的主人公马车夫尧纳.波达波夫也属于
这一类的孤寡人。他儿子死了，不明不白就死了。白发人送
黑发人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他有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苦恼
全都憋在心里，可是没人愿意听他倾诉，都不想放下手头的
杂事，于是尧纳十分苦恼。确实，当你憋着一肚子事却没有
倾诉对象时，是最难受的。

尧纳驾车时，乘客不理他甚至讥笑他，而他却全然不在意---
-因为他的苦恼已胀满了他的脑子。他回马车大店时，同行们
也不理他，都一心一意地睡觉，他只有喂马时，把心中的苦
恼、烦心事全部说了出来。马像是听懂了似的，十分专心的
样子，看着主人，把鼻息喷到主人手上。

这是个十分伤人心的故事，看过后仿佛自己也十分苦恼，好
像自己也是马车夫尧纳，心中也十分憋得慌，总想说点什么。
那时，就体会到了那一种感受。让人不想、不敢再看下去了，



于是赶紧合上书，想摆脱这种感受，因为你知道，它本不该
让你来承受的。但你很快发现，他已印在你的脑里了。我想
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最好解释吧！

实在憋不住了，就讲给别人听吧！让他也帮你分担些忧愁，
让他也领略一下契诃夫的精妙文笔吧！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七

这本短篇小说的十五篇都可以鲜明的看出契诃夫创作思想民
展的脉络，越到后来越深刻。这些作品刻画的人物形象也是
不同的。

在这些作品中，我认为反应了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有《万
卡》、《苦闷》，例如《苦闷》里一个马夫约纳的悲惨形象。
和《万卡》里一个没有人收养孤儿小万卡。

而《小官吏之死》、《胖子和瘦子》写出了小人物的战战兢
兢的心态，与卑躬屈膝的面貌，像《变色龙》则鞭挞了见风
使舵的汗颜媚骨，烘托了主题，有的刻画了专制制度卫道士
的嘴脸，如《普里什别夫中士》。有的针砭了追求虚容，鼠
目寸光的人生哲学，如《跳来跳去的女人》等，都反应了当
时的俄国的社会现状。

契诃夫从小生活艰难。父亲对他非常严厉，经常打骂，尽管
如此，契诃夫对父母始终孝顺.1876年他父亲的商店破产，一
家人只好迁到莫斯科谋生。由于家境困难，进大学的第二年，
契诃夫开始以文学活动为主。我们也可以从他早期的作品里
读出一些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世态人心的事件，如《变色
龙》，《胖子和瘦子》等这几部作品尤为突出。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还是《变色龙》，这个题
目与文章相应，以一只小狗为中心，烘托出了和奥楚蔑洛夫
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爱吹捧，爱讨好人物的一个人，例如，



当别人说那条咬人的狗是将军的时候，奥楚蔑洛夫则是怪那
被咬的人，然后又夸那只狗娇贵、不错、小机灵以及小巧玲
珑……，而得知那只狗不是将军的狗，马上又骂那只狗疯、
野狗，并要处死它，而又听说那只狗是将军的，接着，又说
它名贵……契诃夫用这个故事讽刺了俄国当时的社会风气。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的心态可以用文学作品表达出来，使
人物更生动，故事更鲜明。

假面契科夫短篇小说篇八

我特喜欢契诃夫的小说，因为常常寥寥几笔，他就能把人物、
事件刻画、交待地清清楚楚，而且语言生动、辛辣、幽默，
揭示的主题却深刻，寓意深长。今天，读了他的《苦恼》，
引人入胜。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小说就是这样一语中的的展开，主人公一出场就让我们感到
他的孤凉，瞧，时值隆冬，暮色晦暗，湿雪纷纷，"出租马车
的车夫姚纳周身发白，像个幽灵。他坐在赶车座位上呆呆不
动，把身体弯到了活人的身体所能弯到的最大限度。哪怕有
一个大雪堆落在他的身上，那他也好像觉得用不着抖掉它似
的。"他和站在他身边的瘦骨嶙峋的小母马，一起被遗忘在"
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闹声、熙攘的行人的漩涡里。"
他的儿子刚死不久，他需要把心中的苦恼向人倾诉，小说的
内容就是他接连四次想向别人诉说苦恼而无人理睬的过程。

第一位乘客是一位军人，他一心赶路，无心听诉；第二位，
是三个年青人，他们根本不愿关心他的苦恼；第三次是扫院
子的仆人，还没等他开口就被赶走；回到店里想对他的同事
一个年轻的车夫（第四个人）诉说，可年轻人急急的寻到水
一饮而尽后倒头蒙被就睡熟了。"他一心想说话，他儿子去世
快满一个星期了，可是他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讲一讲呢。



应当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讲一遍。应当讲他儿子怎样得了
病，怎样痛苦，临死以前说过些什么话，怎样去世的。应当
描摹一下葬礼的情形，以及他到医院里去取亡人的衣物的情
景。""听到的人应当喊’啊呀’，叹气，哀哭。要是能跟娘
们儿谈一谈，那就更好，她们虽是些蠢东西，可是听不上两
句话就会放声大哭。"

可是没有人愿意听他诉说，"既没注意到他，也没注意到他的
苦恼。那苦恼是广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纳的胸膛裂开，
苦恼从中滚滚地流出来，那它好像就会淹没全世界似的，然
而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谁也没看见。它居然藏在这样一个
渺小的躯壳里，哪怕白天举着火把也看不见它。"最后，他只
有回到马厩里，对着他的小母马喃喃而语、滔滔不绝，"姚纳
讲得着了迷，把心里的话统统都对它讲了出来。"小说也就是
在这意味深长中结尾。人在同类中已找不到知音、知己，只
好到异类中去寻找，而非人类的马儿，居然似乎比人类更具
有友善，"小母马嚼着草，听着，对它的主人的手喷气。"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可是我们
可曾真正关心到那些渴望关心的人，有时这种渴求的标准很
低很低，只是给他一对耳朵，听他倾诉，给他一种目光，关
切、同情、理解。我才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心理咨询
师助人的本质和技能，正是善于倾听，善于分担和化解来访
者的苦恼和困惑。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太忙碌了，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谁真正关心谁过得怎样，心情如何呵？！即使许久未见的朋
友寒喧问个"过得好吗？近来如何？"，也不过是哈哈呀呀、
之乎者也的虚词套话罢了。再者说了，对于你自己是了不得
的大苦恼，"滚滚地流出来，似乎会淹没全世界"，而对他人
来说，"关我屁事"，到处都是赶路的人，契诃夫选了那么多
的赶路人，作为无暇心的听众，一定是独具匠心的。

我有苦恼宁肯自诉而不愿他诉。苦恼所带来的痛苦烦恼往往



是一个人内在的深度，没有任何苦恼是真正能被别人所了解
的。向别人诉说苦恼，苦恼就会减轻吗？就像是姚纳已经预
见到的那样，说给那些蠢娘们听，她们听不上两句话就会放
声大哭，苦恼就会因此而释然了吗？所以，解除苦恼还是在
自己的心境，换个角度看问题，一切就会大不同了。

契诃夫这部小说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呢？正像一位评论家给我
们指点的那样：他揭示了，人生的最大苦恼与其说是人人皆
有苦恼，毋宁说是在于人不愿理会别人的苦恼。看到姚纳到
处诉说碰壁，可怜兮兮的样子，我都不禁跑向前去，"姚车夫，
别着急，我来矣！我真的愿意听你细细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