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芙蓉渡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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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芙蓉渡读后感篇一

初次见到这本书的名字，我就十分感兴趣，当亲自阅读后，
也发现，这本书的内容也像书名一样，精致朴素，让人一看
就喜欢上了，美，心善之美；丑，歹毒之切，字字句句将人
物的性格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让人读起来如身临其境，时
而感天动地，时而咬牙切齿，这是一部写历史的书，但语言
却不乏趣味，引人入胜，但是，作者为什么可以写的这么好
呢？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知道看到书后的“后记”我才
知道，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是以原型描写的。所以才可
以那样栩栩如生，引起读者共鸣，这也启发了我：写作文也
要学会以原形写，用最真实的事写出来的才有说服力，才更
吸引人。

书中给我影象最深得人物是买米豆腐的老板胡玉音。胡玉音
不仅长的很好看而且心地也很好，她待客热情，性情柔顺，
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分穿着优劣，都笑脸相迎，她
肯吃苦，肯干活，她和她的丈夫黎桂桂，苦吃勤做，抓死抓
活，总算生意兴盛。发了一点小财，这不是什么“好人有好
报”，而是她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我很敬佩这个看似柔弱，但却能凭一己之力撑起半边天的女
人，我想，她的吃苦耐劳，一视同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芙蓉渡读后感篇二

刚开始看书名《芙蓉镇》，本以为和沈从文的《边城》一般，
娓娓道来是那淳朴至真的山水人情，令人无不向往的宁静致
远的生活，读前一章前一节前一段，一览芙蓉镇风物，山水
环绕，民生安定，人情味十足，正想细细品味这民俗情暖，
却不想这风云万变，世事难料，是好是坏，是悲是喜，时代
不同，人物不同，看法不同。芙蓉镇的风土人情一览而过，
接着主要人物一一登场，在每一圩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胡玉
音，还有和她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镇粮站主任谷燕山，干
哥黎满庚，“运动分子”王秋赦，“秦癫子”秦书田，女经
理李国香。这几个人物的命运起起落落，跌宕起伏，是是是
非，是善是恶，自知之明。

一部历史变迁和政治风云交集的著作，一点点风吹草动，也
能牵扯着小小人物的性命安危。虽说不太倾心那个时代，什
么五类分子，什么灭资兴无，什么革命批斗，整得民不聊生，
人防我，我防人，无人情，批判“人性论”，嬉笑怒骂，疯
狂疯狂！但它也在历史长河里涌流，也是一个缩影，一个见
证，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是真真切切存在了的！

其中，我最敬佩的人物是老谷，他原是北方大兵，随南下大
军来到芙蓉镇，并扎下来做地方工作。他面相凶，却是一颗
菩萨心，镇上的人们敬他爱他，心善人缘自然广。然而正是
这样一个好干部，却被诬陷，被冤枉，一个上过战场，英勇
杀敌，玉音说：这个天下就是他们这些人流血流汗打出来的，
难道他还会反这个天下？看到这里，不禁落泪，怎忍心看他
落得如此田地！可悲可悲！令我欣慰的是，他的义气豪情始
终如一，醉眼看世情便醉罢！

话说秦癫子，这可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啊！他原是剧
团编导，不料反右斗争中，从剧团开除，被扣了个右派分子
的帽子，后来他请求改成了坏分子帽子，还成了五类分子小
头目，颇有些光荣之意，确是个乐天派！书中这样描写



他：“当了五类分子，做了人下人，还总是那么快活，积极，
好像他的黑鬼世界里就不存在着凄苦、凌辱、惨痛一样。游
街示众他总是俨然走在前头。接受批斗总是不等人吆喝、挥
动拳脚，扑通一声先跪下，低垂下脑壳。人家打他的左边耳
光，他就等着右边还有一下。 ”他明白：“活下去，像牲口
一样活下去。”当他被罚扫青石板街，还讲究一点姿态步伐，
合着拍子，像划桨一般，一摆一摆地挥洒自如，动作轻捷协
调，这个场景让我实在佩服，他的个性我很是欣赏啊！

悲情的女人玉音，观音赐的玉女，也是作者一开始动笔的初
衷，她有原型可追寻的。她朦胧羞涩的情窦初开，她安宁的
小夫妻生活，还有她惊心动魄的爱情。和三个男人的恩怨情
义，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社会，孕育什么的爱情果子。
作者这样说道： 只有畸形的生活才有畸形的爱。

而李国香，王秋赦，他们一时的小人得志，结局如何，相信
一句：因果报应。

一开始，进入书中，是期待，慢慢读下去，是揪心无奈，还
生出些许厌恶，导致中间拖了几天，才看了屈指可数的页数，
而后再看，却是入神入味，紧紧看着他们的命运，时而痛心，
时而悲愤，时而拍手称快，时而因一线生机反而战战兢兢，
世事变化太快了，这时痛痛快快，下一刻指不定被游街示众
呢。

后记古华先生说《芙蓉镇》，他写作发端于一个寡妇平反昭
雪的故事，之后具体设计四个年代，每个年代写一章，每一
章写七节，每一节都集中写一个人物的表演。每一节，每个
人物紧密相连，经纬编织。这种“土洋结合”的情节结构，
我看的挺痛快，生活本来就不会一直那么平平淡淡的，历史
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风水轮流转啊！

最后，古华先生还提到金圣叹在《水浒》悟出的有关小说创
作的道理：“然而经营与心，久而成习，不比必伸纸执笔，



然后发挥。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
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确实值得你我借鉴！

芙蓉渡读后感篇三

《芙蓉镇》是高中时候读了的小说，当时就是冲着追溯第一
届茅盾文学奖去的，一边读一边嗅着那扑鼻的乡土气息一边
心情起起落落，时代沉浮，命途多舛，人也是，镇也是，然
而这种虚华的对于苦难的形容词在面对我们国家那个年代变
革中百姓所受的剧痛总是显得贫乏无力，被批斗，被打压，
被折磨，太多的文学作品在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都有着不逊于
《芙蓉镇》的描写。余华《兄弟》里面那颗钉入脑门的长钉，
张之路《第三军团》中红小兵的叫嚣痛殴，都以接近真相的
方式让我们见到了所谓之革命的残酷性，“有命不去革，活
着等于零”，那个年代，很狂热，很可怕。

《芙蓉镇》的笔触应该说是跨越了70年代，连通了60与80年
代的，它将芙蓉镇的美，恬淡在过去搭建了起来，又在风暴
中将它彻彻底底地焚毁，坠之于无明的深渊，直到风雨过去，
天光乍现，万籁复苏，有激起了小镇的生气。如同汪洋小舟，
芙蓉镇在泱泱大国中算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镇，它仿佛
远离政治却被政治氛围的转换折磨得死去活来翻来覆去，一
方面展示了所谓革命之普遍广泛性，一方面，也是种以小见
大的感官刺激，一个芙蓉小镇有多少个真正的野心家，黑五
类，走资派，反革命?然而风暴一来，什么都有了，成分一划
便是忠奸乍现，大会一开就是黑白分明，然而这不是一种愚
昧而粗鲁的鉴别，而是一种关乎信仰的辩论，当我们信仰的
真理与国家意志所违背时，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做什么样
的人，各个说法各态人生，《芙蓉镇》都能寻到一些典型。

芙蓉渡读后感篇四

《芙蓉镇》的人物描写也相当成功，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
的典型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勤劳美丽、



热爱生活、渴望爱情的胡玉音，以“癫”狂方式对抗这
个“癫”狂时代的秦书田，“政治闯将”、灵魂扭曲的女人
李国香，无知无能，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品行恶劣的“运
动根子”王秋赦等，都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
社会的`变迁，并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芙蓉镇的小人物的典
型故事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丑恶。

首先，人物是小说的灵魂。芙蓉镇虽小，但它是各种人物性
格相交汇的一个小社会。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决定着作品
的思想深度。因而，每人人物的个性愈突出，性格愈丰满，
小说就愈能广泛深刻地再现社会复杂面貌。古华先生把人物
的描写与整个时代大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人觉得这是
贴切，具有风格的社会内涵。

其次，古华先生的取材也特别好。《芙蓉镇》紧扣当时的时
代主题，充分地反映了人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那场浩劫
的态度。古月先生在对这段历史的再创作时以批判为主，但
也不乏客观理性。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中国大地上出现
的这场现代迷信的洪水，是历史的产物，几千年封建愚昧的
变态、变种。不能简单地归责于某一位革命领袖。不要超越
特定的历史环境去大兴魏晋之风，高谈阔论。需要的是深入
细致的、冷静客观的研究，找出病根，以图根治。”除此之
外，他的选材也是读者所感兴趣的、愿意接受的，不仅不向
某些历史题材的小说那样较之无味，而且还能让像我这样
的90后觉得耐人寻味。

当然，小说之所以吸引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写作技
巧之高超。古华先生的语言生动、幽默、丰富、形象，在
《芙蓉镇》中运用得恰到好处。“乌龟不笑鳖，都在泥里歇。
都是一样落难，一样造孽。”、“王支书，我们，我们总还
算是人呀！再坏再黑也是个人……就算不是人，算鸡公、鸡
婆，雄鹅、雌鹅，也不能禁我们婚配呀！”奉书田这些话，
有着鲜明的个性，通过生动的语言描写，一个备受磨难，混
世、乐天，任打任罚，玩世不恭的小知识分子活生生的呈现



在我们面前。“他生成就不是个正经八板的作田佬，而生成
是个跑公差吃活水饭的人。

两三年下来，他田里草比禾深，土里藏得下鼠兔。后来他索
性算它个球，门角落的锄头、镰刀都生了锈。”这生动的语
言描写将王秋赦好吃懒做、不事农桑、坐吃山空的特点写得
淋漓尽致。另外，像“挖挖你的思想根源”、“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这些那个时代的标语，运用在文章内，使读者不
仅不就得“过时”，反倒是作者语言幽默的一种表现，让读
者在笑过这些无知、愚昧的话后，更是笑这个时代的无知与
愚昧，起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

总之，《芙蓉镇》的风雨是一个历史缩影，无论是它的主题
思想还是人物塑造、情节构思、语言描写都是值得称道的。
正是这成功的情节刻画与人物描写，使得《芙蓉镇》不愧为
一部文质兼美的小说。

芙蓉渡读后感篇五

前几天看了谢晋导演，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电影《芙蓉镇》，
在看的过程中心灵受到一些震撼，看完后久久不能平静，感
觉电影里面总是有些东西在启发的激励着自己，让自己从中
要得到一些什么感想什么的，思来想去，这可能是自己的思
想与影片中产生某些共鸣，以致于产生一些小火花的缘故吧，
如果能清理一下思路，把它整理下来，或许对我们是一件不
错的事情。

一是表现人的软弱性。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满根和贵贵，
这两个人都是与胡育英直接相关的人；作为胡的初恋情人的
李满根，在胡最需要的时候，为了入党他背叛了她；在她在
受到工作组追查的时候，让他帮着藏钱，结果他主动上缴了，
这无疑对于胡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可能如果在正常的情
况下，他们两个可能结为夫妻，可以设想一下，即使是结为
夫妻之后，如果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也很难说能够



坚持到底的。所以说，胡的错误在于对于一个曾经背叛过自
己的人，还去相信他，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李满根来
说，他也有自己的困难，面对一家的人，他的压力是可想而
知的，对于妻子的不理解也是正常的，对于他我们也无法对
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能够帮助胡渡过难关，我们是又手
赞成的，但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要对其进行过多的谴
责，但在道德上总是有些不足的地方。对于贵贵，他是一个
勤劳的人，和胡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但其软弱性也是其不
足的，没有足够的韧性，所以在关键时候能够走上极端。

二是一个能干、坚强的胡育英。这是影片的女主角，事件的
发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她展开的。她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一是
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一些特定的行为。对于她来说，生
活对其是不容易的，能够吃苦耐劳，但由于其经济的收入受
到一部分人的羡慕，为后面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埋下了伏笔。
在胡身上体现了一种坚强的精神气质，对于他的丈夫被杀之
后，她所要面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她毅然的坚持下
来，直至等到秦书田的爱情。多少的苦难和不幸压在她的身
上，有种几乎快要崩溃的感觉，但是她还是坚持了下去，坚
持等到了自己的幸福。胡可以作为中国劳动妇女的一个典型
的代表，代表了她们身上的优点，同时也具有一般人所不具
备的那种韧性，这可能是最后等到幸福的重要原因。

三是苦心孤意、豁达乐观的秦书田。从一个文化馆馆长被打
成了黑五类，并且还要进行学习和运动，他的乐观和豁达使
他的生活还不至于那么的阴暗。这种精神为他的生活注入了
一缕阳光，他还是能够利用一切的机会帮助别人，这是人的
本性的光辉。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加上他的学识，为其的
精神种划定了一个底线，以此为基础，精神得到了延伸。他
有句话说：像牲口一样的活着。是呀，活着是最重要的，只
有活着才能渡过眼前的困难，以后的生活才会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