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 巴金家读后
感(模板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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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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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一

《家》这部书是以中国封建礼教下的大家庭为背景，阐述了
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们如何被摧残。

巴金是以自我的大家庭为背景完成这部小说的。在高家这个
大家庭中，主要人物有高老爷子，他是整个家庭封建礼教的
主人，也是整部小说杯具的创造者。高觉新是高家的长孙，
是一个拥有现代思想的进步青年，无奈却因要继承家庭，顺
承父辈的意思，而断送了大好前程，成为封建主义的奴隶，
并在进步思想与封建思想中间夹缝求生。高觉慧是高觉新的
同胞弟弟，他同样是爱国的进步青年，他厌恶自我的家庭，
并且支持自我的二哥觉民逃婚，去追求自我的幸福，同时他
也干预追求自我的幸福，大胆的同丫头鸣凤谈恋爱。或许这
样的事发生在现代是很正常的，但在那个时代的婚姻都是讲
究门当户对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便可看出高觉慧
的确是一个用于冲出封建礼教的进步青年。

当然，高觉慧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但在封建社会下，更多的
是悲惨的例子。比如高觉新，他的婚事原本能够很顺利，不
想高觉新的继母和梅的母亲在牌桌上发生矛盾，于是梅的母
亲一气之下就退了这门亲事。而高老爷子居然用抓阄的方式
来决定觉新的婚事。而觉新的人生杯具并没有就此停止。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遇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梅，觉新便在梅
雨现任妻子瑞钰之间十分矛盾，结果梅却因为觉新而含恨而
终，而瑞钰却因难产而死，他纵有万般无奈的怒火却不敢发
泄，这一切都因为封建礼教与他自我的不反抗主义而造成的。

觉慧并不像他大哥那样软弱，他决定挑战象征封建主义的爷
爷，支持并帮忙二哥觉新逃婚，并在他的撮合下，他的二哥
觉民最后反抗成功并能够与表姐琴在一齐。他自我加入新青
年的社团，与社团成员一齐出版《新青年》这本杂志来指责
所谓的政府军队对学生与百姓们的伤害。尽管他们到处受到
政府的打击与排挤，还几次被警告务必要停止出版，但他们
并没有停止与恶势力的斗争。继续想办法出版《新青年》，
但命运似乎也与觉慧开了一个玩笑，他的恋人鸣凤要嫁给一
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为妾，而鸣凤因为觉慧而不愿嫁给别人为
妾。无奈之下选取投河自杀。觉慧因为鸣凤的死，大受打击，
一气之下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家族。所幸的是在他
的大哥和二哥的帮忙之下，他离开这个家，走向一个新的天
地，上海。

巴金以自我的形象创造这个人物觉慧，我十分喜欢他，有自
我的思想，敢于创造机会，去追求自我想要的生活，这才象
我们现代人一样，有蓬勃的生命力。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二

读完巴金的《家》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好比在严冬
里往身上浇了一盆热水，好比在炎夏中赤脚逛街，心中一向
有股劲头在不停的上升。书中构成鲜明比较的两个人物，同
时也是兄弟两——觉新和觉慧，他们虽然出生在同一家庭，
可是两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觉新的“作辑主义”和“不反
抗主义”使我义愤填膺；觉慧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追求自我
的梦想，使人感到一点欣慰。

因为懦弱，因为封建礼教的传统旧思想，断送了觉新这个有



为的、年轻的生命。觉新虽然有过向往“五四运动新潮”的
影响，可是在封建家庭的“孝”道的感染下，在全家的封建
思想的带动中，他放弃了不敢说“不”字。当父亲决定用抓
阄的方法决定婚姻时，他默认了，当家人要让瑞钰到城外生
孩子时他更默认了……当他意识到家庭的腐败，正想追求自
我的梦想时，却在忧郁中死去。不久，觉慧又离家出走，这
不仅仅没使他放飞梦想，却让他在腐败的家庭中更加讨好每
一个人，更加细心翼翼。因为他在懦弱中更加懦弱。

相反，觉慧这个封建礼教叛徒，这个胆大妄为的青年却在不
平中走向光明的大上海。离开了这个关着他18年的恐怕的笼
子。

正因为有了觉慧，才使这个生气沉沉的大家庭中带来了一丝
朝气，一股清风。“无论如何，我不跟他们一样，我要走自
我的路，甚至于踏着他们的尸首，我也要向前去。”这是觉
慧对封建礼教，对旧制度发出的一声警告；“我们是青年，
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把自我的幸福争过来！”这句话
证明了觉慧追求自我梦想，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虽然他没
有和鸣凤结合，虽然他努力的想把腐朽的家庭变朝气，可是
他失败了，而他在失败中选择了离开和放弃，去追寻自我的
梦想。

许多人在谴责与犹豫中一向没有正确的选择。可你要明
白“走自我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坚持自我正确的梦
想，不要管别人是如何指责，相信自我，向胜利之门冲啊！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三

《家》作为巴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中国现代最杰出的长篇
小说之一，标志着巴金思想、艺术的最高成就。

《家》主要讲述了拥护新思想的青年人与封建大家长的斗争



和以高觉新为代表的既接受新思想又逆来顺受，奉行“作揖
主义”的矛盾群体在社会转型期中的艰苦挣扎，以及封建家
长制的不断没落。

《家》里的感情激流之所以特别能扣动人们的心扉，那是因
为作品里许多悲惨的情节，大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其
中浸染着作者强烈的爱和恨。

看过《家》的人以及了解巴金先生生平的人都隐约感觉到
《家》是巴金老先生根据自己青年时期的背景经历写成的，
高觉慧的身上有巴金先生的影子，而高觉新则是巴金先生因
破产自杀的大哥的缩影。

其次，在情节结构方面，小说擅于把众多的人物、自相的矛
盾和纷繁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幅富有时代特点的生
活画面。

再次，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里的青年大都有见月伤怀、感
花流泪的时代忧郁症，但作者却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
中，写出了他们绝不相同的风情神采，从而表现了鲜明的性
格特征。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免不了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个性鲜
明，充实饱满的典型形象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故事情
节的不断发展使典型形象不断丰满起来，《家》——不是以
跌宕起伏取胜，而是从各个细节，各个侧面去塑造人物的典
型性，让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从纸上走出来，归位于真实
环境中的各阶层人群。

在对比中刻画人物性格，是《家》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最显
著的特点。

作品通过不同性格的反比，相近性格的类比，以及同一人物
在不同境况中的自比，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和复杂性，



以及人物性格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这种对比，常常通过在同一事件或场面中各人的不同表现得
到展现，这就使不同的性格或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在映衬中
更加鲜明。

比如，写三兄弟都不相信“血光之灾”的鬼话，但觉新“担
不起那不孝的罪名”，只好含泪依从;觉民要觉新去讲道理，
对长辈还有所期待;觉慧态度坚决，主张不能屈服，“应该反
抗”。

三人的不同性格，表现的多么明晰。

又如，写士娼出生的连长太太到高家借住，克明维护家庭的
和自己的尊严，大胆卫道护法;克安明哲保身，溜之大吉;克
定却想入非非，意欲引狼入室。

刻画同是卫道者的不同面目和心态，入木三分。

《家》在刻画人物方面最显著的特点，还在于对于人物心理、
情绪的剖析和内心活动的挖掘。

这方面充分体现了巴金心理描写的才能。

《家》的心理描写，主要采用了四种方法:

一是有浓郁抒情色彩的长篇独白。

最精彩的是描写鸣凤投湖前哀诉无门的心理活动。

作家透入鸣凤的内心看她起伏的思绪，又投过鸣凤的内心看
周围的世界。

这篇字字含泪、句句含情的独白，清晰的展示了这个美丽、
善良、真诚、纯洁的少女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其变化活动的脉



络，揭示出她即将告别人世时最为恸人的情绪和心境。

二是人物之间倾诉衷肠的大段对话。

这种对话不是独白式的自语，而是在特定情势下急于让人了
解的倾诉。

比如，梅对瑞珏带泪啼血的诉说。

这个绝望的青年寡妇对知己敞开了她那心死意灭、凄凉酸楚
的内心。

三是梦境、幻想等潜意识的展露。

写鸣凤死后觉慧做了一个梦:衣着华丽的鸣凤，已成为富家小
姐，仍爱着自己，但她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中年官吏。

他俩划着小船逃走，但风急浪高，难以前行，鸣凤的父亲又
开着汽艇追来。

鸣凤被抢走，小船破碎，自己溺入水中。

这个梦意味深长地显现了隐蔽在觉慧心灵深处的思绪。

梦中的大河、巨浪、小船、汽艇都含有象征的意义。

四是动作、神态等细微变化。

作家不直接写人物的内心，只描写他的外在表现，从中反映
心理的变化。

比如写觉慧因参加学潮遭祖父囚禁，他在天井的梅花旁“伸
手折了短短的一小枝，拿在手里用力折成了几段，把小枝上
的花摘下来放在手掌心上，然后用力一捏，把花瓣捏成了润
湿的一小团”。



这情不自禁的动作，使他得到一种毁坏的满足，表现出他内
心极度的愤怒、痛苦和由此产生的茫然的反抗情绪。

《家》中的这些人物，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渗透了作者
的爱憎感情，寄托着作者的美学理想。

觉新、觉慧、鸣凤、高老太爷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有口皆碑的
艺术典型。

其中，“觉新性格”已成为失去自我、具有双重性格的现代
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高觉新，用巴金先生的原话说“觉新在一房里是长子，在这
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
时候，他的命运就决定了。

”这介绍觉新的第一句话就奠定了觉新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或许愈是如此，愈让人觉得深刻，他的前程断送，他的幻梦
破灭，让人为之扼腕，更为之气愤，因他的懦弱，因他的逆
来顺受。

“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
头，可是后来回到自己的方间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头哭”，
这样委屈自己的一个人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气，而正是这样的
性格特质也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高觉新是高家唯一一个的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矛盾体:一方面
他是一个旧家庭里暮气十足的少爷，一方面又是一个接受新
知识的青年。

而正因为他本身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当他处于分界点上而
又无法把握平衡时，便会给他招来更多的痛苦和挣扎。



当旧家庭和新思想发生冲突时，他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受到
长辈的讥讽和压迫，又要忍受兄弟的责难和不解。

正是因为这种不幸，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

紧接着所谓的祸不单行的事情在高觉新的身上发生了。

梅在唤起了他的痛苦记忆后，因为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
心力交瘁而死。

诚然，无法再寻找到另外的幸福，只能在自怨自艾中香消玉
殒。

封建制度这个罪魁祸首将责任推到了觉新头上，觉新为了他
早年的懦弱坦然的接受了，他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反抗，他痛
恨自己，他向梅忏悔，我们暗自窃喜，觉新终于觉醒了，我
们由衷的期待着他与封建家庭决裂，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等到
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心爱的人接连死去，只是让他轮流替换
着后悔罢了。

自始至终，所有的读者都被觉新无奈的矛盾牵绊着。

总之，觉新是一个渴望进步但又缺乏斗志的新旧重叠的少爷。

《家》之所以能刻画出生动丰满的人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巴金熟悉他描写的那些人、那些生活。

他曾说:“要是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写不出这样的作
品。

……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

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除人物塑造的特点外，《家》的情节结构也很有特色。



全书头绪虽繁但脉络清晰，主次分明。

以高家内部为主，又穿插着青年们的社会活动。

高家内部以觉新三兄弟的遭遇、命运，特别是婚姻爱情为主
要线索，又交织着其他人物、事件、习俗，构成一幅严谨而
又丰富的生活画面，生动地展示出封建家庭的丑恶和腐朽，
倾轧和迫害，反抗和斗争。

前六章中主要人物或直接出场，或着重提到，主要情节线索
初见端倪，或埋下伏笔。

此后各章，波涌浪叠，不断掀起浪峰，直到瑞珏之死，形成
高潮，最后以觉新初步觉醒，觉慧出逃终篇。

显示出大家庭的没落和新一代力量的生长。

巴金是现代语言艺术大师之一，他为青年而写作，他的语言
散发着青春的新鲜气息。

《家》能赢得无数青年读者的心，也得力于它那充满抒情气
质的语言。

它的语言，有别于鲁迅的清峻简约，也不同于茅盾的细致缜
密，更异于老舍的幽默机趣，其主要特色是清丽、流畅、明
朗、自然。

《家》的'语言渗透着作家浓烈的爱憎之情，真挚的感情随着
流畅自然的文字跳荡，扣击着读者的心扉，使读者情不自禁
地为书中人物的命运痛苦或快乐，忧郁或悲愤。

家，可以让你想到什么?家，在人们的眼中，都是爱的代名词，
是避风的港湾，是永恒的栖息地，但无论如何形容，家就是
一个能给你幸福温暖的处所，它就是爱。



然而，巴金先生的小说中，“家”却是一个明争暗斗却不见
硝烟的战场。

《家》主要讲述了一个旧社会封建礼教的大家庭中所发生的
故事，展露出旧社会大家庭所犯下的种种可笑又可恨的恶行。

“家”是指高家，是当地的首富，全家上上下下共有几十
人(仆佣除外)，都靠老太爷打下的江山吃饭，而在老太爷
的“统治下，高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却没有发现这个曾
经辉煌的名门望族在逐渐衰败，当老太爷刚一离世，这个家
族便全都乱了套。

整日吵闹声不断，各种状况不断，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没有人会相信，曾经外表那么辉煌的金陵高家，内部竟是如
此腐朽，不堪一击。

生活在公馆里的每个人现在都感到陌生，感到恐惧，他们想
反抗，但他们不敢，也不能，他们凭借自己薄弱的力量是无
法将旧社会的牢笼给挣脱的。

所以，现在，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将每件事，每
一天应付过去。

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我相信小说的素材一定是来源于生活，
我相信作者是希望用《家》来激励奋斗中的人们的，激励他
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与封建的恶势力做斗争!

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
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前他屈服了，接受了，忍
受着别人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
对待，但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被迫与所爱的梅分离，
娶了另一个少女，梅却被嫁到赵家受气，不满一年即守寡回
娘家，最后含恨而终。



他也热烈地爱着她的妻----一个善良贞静的女子，但他却不
能保护她，让她任人摆布，听着她在为他生第二个孩子时的
痛苦的呻吟声却不能进房看她，知道妻因难产而殒逝却不能
与之见最后一面，却只能够忍受。

他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后，
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终于帮助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
的”家”!

我讨厌觉新这样的人，他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无能，他不
去争取他所爱的梅，也不能保护他所爱的妻，他还是一个男
人吗?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他一直维系的家扼杀他最爱的两个
女人的生命，是他的懦弱害了她们啊!他的顺从扼杀了他自己，
也摧毁了她们。

然而，他却是最值得人同情的，前途失去了，美景幻灭了，
一切都在黑暗中挣扎，没有幸福可言，更没有希望所在!这是
多么可悲的一个人物!这是怎样一个吃人的世界!我诅咒这个
黑暗的世界，但对于觉新，我就能够憎恨他吗?他是最大的牺
牲者啊!我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二哥觉民，拥有进步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进步
之间，然而，就是这样，他凭自己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
的帮助，赢得了琴——一个进步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他可
以说是《家》中最幸运的一个了!

三弟觉慧，不但拥有进步的思想，而且意坚定，他最初与俾
女鸣凤相爱，但无情的长辈把鸣凤迫得投湖自尽，这成了觉
慧心中一道永远的痛!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讨厌觉慧，因为他
的自私，连鸣凤向他诉说一切的机会都给扼杀了，他还曾想
过放弃鸣凤，让这样一个十七岁的纯结少女嫁给六十多岁的
老头做姨太太，任人糟蹋，然而，鸣凤为他牺牲了，她为他
留下了一具清白的湿淋淋的尸体，和一个苍白的吻。



觉慧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终于摆脱了这个家，
然而，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爱情，或许在那个
时代，爱情的位置是何其次要的，但在今天，在我看来，没
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满的。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四

加查，汉盐，文成公主路过此地的时候曾在这里施盐。山南
地区南与印度、不丹相接，西是日喀则，西北是拉萨，东北
是林芝。

来加查做生意的一般都是甘肃人。原来冬虫夏草那么贵啊。

拉姆拉错胡是神户，可以看到前世今生和未来。从加查到拉
姆拉错胡要经过雅鲁藏布江的加查大桥，就是掉在上面的吊
桥。拉姆拉错，在这里大声喧哗，上面会下冰雹或者下雪，
清澈汉揽，平静，前程得凝望，现实楚未来的景象，寻找历
代转世神通必来观湖的地方，更加神秘。神湖被一层薄雾笼
罩，风马旗飞风吹得猎猎发响。身体的地狱，眼睛的天堂。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神湖传递着自己的`美好心愿，这一
幕延续了上千年，从未中断。

哲巴卓舞，是西藏卓舞的一种。只能是男孩表演，圆圈形式，
节奏慢，动作大，显得很豪放。

不喜欢周雪梅这个记者，没有我的谭文颖那么棒。身体又不
好，普通话显得很老土。为什么我觉得周雪梅很做作呢？？
谭文颖身体那么瘦弱能够在昌都，她连上个拉姆拉错都传奇，
而且觉得她说话很没有一个主持人的风范，当地的藏民说这
个泉水有种铁的腥味，她就很嫌弃得捂着嘴巴，然后问当地
藏民说这个会拉肚子吗。。。你就不应该这样子好吗。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五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刻了解了家的重要性。有的人有家却不懂
得珍惜，有的人没有家却盼望有家，家不就是一家三口快快
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吗？看了《家》这篇文章，我大概明白了
一些道理。家是爱的.居所，只有在那里才有最动人的真情。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六

家，一个爱、温暖、避风港的象征，但在巴金笔下的这个旧
社会中的家却是恶魔、监狱、刽子手。

小说中，有很多情节让我感到悲愤，感到惋惜，感到痛心！
但我暗暗为自己庆幸，因为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人埋葬，
我应当感谢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生命做了陪葬品后，一些
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个崭新的
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我们不会重蹈，这
是最大的幸运！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梅、琴、鸣凤、瑞钰都有不同的性格
和结果。梅，因母亲的态度而与觉新擦肩而过，并早早地做
了寡妇，在与觉新重逢后，又因自己的感情不能抒发而抑郁
成病，吐血而死；琴，读了几年书，积极地与觉民反抗“父
母之命，媒妁之约”的婚姻，在觉新和觉慧的帮助下最终取
得了胜利，真心地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鸣凤，好一个
烈女子！为了自己纯洁的爱情，不惜抛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
毁了自己，我真佩服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毅然选择这种壮
烈的方式反抗；瑞钰，一个善良贞静的人儿，任人摆布，因
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众人的排斥，被赶到城外的一间阴暗潮湿
的房里，而他的丈夫觉新太懦弱，导致了她在生下云儿后离
开人世，这使我憎恨迷信，憎恨懦弱。这些女性人物表现出
了在封建社会里有太多的人做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品。

三兄弟的性格大不相同。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



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
前他不敢背负不孝的罪名，他屈服了，接受了，忍受着别人
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对待，但
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失去了所爱的梅，失去了贤惠
的妻子，失去了无数个反抗的机会，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
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后，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
终于帮助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可怕的“家”；觉民拥有进
步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进步之间，然而，就是
这样，他凭自己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的帮助，赢得了
琴——一个进步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觉慧，不但拥有进步
的思想，而且意志坚定，他带着一个单纯的信仰，不放弃，
向目标大步走去，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有一丝遗憾，觉慧
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终于摆脱了这个家，然而，
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爱情，牺牲了一个原本美
好的.生命。高老爷的封建思想、整个社会制度、整个迷信夺
取了多少人年轻的生命！

“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
来！”我会和巴金一样记住：青春是多么的可爱，我们正处
于美好的青春岁月中，我们充满了激情，我们的心里洋溢着
爱！那么就让它作为我鼓舞自己的源泉吧！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七

从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两兄弟回到自己的公馆，到最后那
一艘缓缓驶向与远方的行船，《家》已经读完，一幅幅经典
的画面却在我的心中久久地徘徊。

《家》讲述了一个封建的家族——高家慢慢由辉煌走向衰落
的故事。高老太爷是这个家族的统治者，一个封建礼教的代
表。他做了不知多少年的“四世同堂”的好梦，及梦想成真
时高家却沦落到了堕落的边缘。

觉新与梅被分离，梅抑郁而终，而觉新的妻子瑞钰却因为



避“血光之灾”难产而死。鸣凤因为将要被嫁给冯乐山，忍
痛与心爱的觉慧告别，投湖自尽。因为老太爷的逼迫，与琴
相恋的觉明离家出走……封建的礼教，摧毁了一对又一对年
轻人的幸福。高老太爷的两个儿子克安和克定不务正业，坐
吃山空，欠债无数，把老太爷气得病倒。高老太爷病死之后，
他的三个儿子因分家产而争吵……终于，觉慧醒悟了，离家
出走。

一出又一出的闹剧，让人彻底认清了摧残生命的封建礼教。
高家的人接连成为封建的牺牲品，甚至连高老太爷也没有幸
免，高家堕落了。

我最不能忘记鸣凤的死，只是读着这一段，心中不免充满了
悲哀，同情与愤慨。最后投湖前的那一声“三少爷，觉慧”
仿佛穿透纸张，清晰地传到读者的耳边。这是鸣凤第一次直
呼觉慧的名字，但也成为了最后一次。这是下等人第一次与
上等人平等的告别，可惜这告别的背后是无尽的悲哀。天地
悠悠，可惜觉慧和鸣凤生错了时代。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青
年人的爱情注定是悲剧。

这就是旧社会！这就是封建家长制！这只不过是众多悲剧之
中的冰山一角，谁能想象得了，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如此悲剧重复了多少次！高家的落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终
于，年轻人们纷纷觉悟，开始了与旧社会不懈的斗争。

《家》已经读完，让我来评价，它不只有黑暗沉重的一面，
它也是一支青春的赞歌。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我看了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了，但是却迟迟没有写一
点读后感，一方面，是最近时间比较紧，另一方面，也是其
中的主要原因，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我不知道写什么，
因为这本书太无聊了。今天稍微有点时间，那就写点吧。



像所有的红色的小说一样，我看之前对《家》没有任何兴趣，
我会去看它，完完全全是因为我那段时间没有找到好看的书，
而那时候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它，为什么会出现它，因为高考，
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指的是什么这类题目，反反复复，做得
都快吐了。

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看好无聊，最后坚持了两个星期，终
于把他看完了。支持我看下去的信念说来可笑，我自己的观
点是，任何一本书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等我看完后，我也不知道我学到了什么。

像我以前看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看完后，我不知
道作者写了什么，作者要表达什么，只隐隐约约知道作者在
批判，在反抗，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大概是因为它没有引起
我的共鸣吧。

似乎作者对他自己的这本书有着极深的感情，反反复复对它
做了很多次的修改。但是这只是他自己的感情，它的感情没
有办法引起我的任何共鸣，我是现在的负二代，我根本无法
理解他那种近代富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说个题外话，关于
共鸣这个东西，我也在苦苦思考与寻找，如何才能引起读者
的共鸣，但是好像，我一直没有找到。

鸟的天堂巴金读后感篇九

寒假在家，闲来无事，靠着巴金先生的《家》，度过了这个
漫长的冬天。回味至此，甚是有些感触。

昨夜风雪弥漫，如客忽至。总算是有了点冬天的模样。

雪花零星，又像什么呢，纷纷扬扬地。阴冷的天气莫名地好
心情。如果是几年前，或许尚有心情为自己沏一壶茶，算一
算积年的过往。可如今，也只是一杯开水，呆怔几秒罢了。



你们，早已不需我的牵挂与惦念。

想起《平生欢》最后的句子：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
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无端念起那些执笔为你写信的日
子，无论和如何现在也静不下一丝一毫的心绪去花费大量的
时间去描摹那些平凡到极致的琐事，并企图还原了。但，终
归有过那样的经历，也不枉，这些年。

是个太没耐心又冷淡的人吧，一如你所言，果真是“十分冷
淡存知己”。连鼓励的话说多了也觉矫情。毕竟许多事只能
自己经历自己走出去，但那时的自己却也是盼望着轰轰烈烈
的救赎，却终不知到底在企盼些什么。如同我知道你需要，
却不知你需要些什么，很是纠结，安慰也变得有气无力。

如同我想念你们你们却也不会出现，索性连思念也省去。是
这样倦怠。当年那些费心费力收集的许多聱牙诘鉏的词语也
通通消散在空气中。只剩下最平实的诉说。

多希望你们还在，多庆幸你们不在了;多想要把你们忘记，多
害怕有一天会再也记不起。我出现的季节不对，一开始便走
了相反的。但许多当时刻意的喜好经年累月，却蜕变成了习
惯。就像在身体里播种了一粒种子，经年累月，藤蔓与血肉
紧紧缠绕，难舍难分，变得看不清彼此。

我有一碗酒，可以慰风尘。终归是要启程的吧。就这样好了，
把你们装进密封的小翁，再经年累月，或许就有了几分香醇
的味道。待到客至，聊以，慰风尘。

家人，无论何时最挂念的那个家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这样一段话：“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
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现在细细想来，心中难免伤痛，我们总是走的太快，以至于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父母正在老去。年幼的时候父母
总是想将我们推出去，让我们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去学会独
立，学会自强。现在我们长大了，父母有心让我们留下陪伴
他们，却发现已经追不上了。只从我们的背影中读出了，我
不必追。

在我的印象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以前回老家，每次离开钱前，
自己在门前低头穿鞋，偶尔谈起头，总看见姥姥穿着围裙用
衣角不停的擦拭眼睛。那时候自己还小很不以为然，又不是
再也不见，为何搞得如此伤感。但是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太
小，真的难以理解老人心中的情绪，假如真的有一天这简单
的分别成为了最后一次。不管我如何离开，都不再会有一人
在门口因你留恋，为你挂牵，为你等待，待你消失在街角，
默默拭去眼角的泪水。就算有千万次的回头，又有谁会一直
目送着你的离开。我们的这一生，被父母目送着，然后我们
会目送着我们的孩子蹦跳着离开。但是我们都很难去回头张
望，只因我们知道那份可以依靠的爱一直坚实地存在着。

我们这些做小一辈的要明白，在长辈的有生之年，让他们的
眼睛多点落在我们的面孔上，而不是含泪看着我们的背影，
渐行渐远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虽然我们不听的长大，知道有些事情总要一个人去面对，但
也不要忘了，不时的回头，给背后目送你的亲人一份安慰。
告诉他们，我还好，勿念！这种眼神的转述胜过留给他们一
个孤单的背影。

无论何时，家都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巴金先生笔下那个黑
暗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了，抽出时间多陪陪
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