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永别了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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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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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永别了读后感篇一

初看完《永别了，武器》觉得意犹未尽，有一种再看一遍的
想法。等到自己回想起才发现这本书场景和人物竟然只有这
么几个。

我读过很多场面大气、人物众多的战争小说，有些小说对战
斗的描写细致入微，战斗一场接着一场。后来深受影响觉得
战争小说就是要靠大气的场面、众多的战斗场面，看了海老
爷子的《永别了，武器》才发现有些悲惨只需要几个人几个
地方就可以了。

这让我想起武侠小说中的绝顶高手，真正的高手已经超脱正
常规范。需要表现什么只是信手拈来，想到就写到就表达到，
无需庞大的世界、纷繁的人物。

在学校时老师总是告诉我们某些手法可以表达什么感情，每
种感情都对应的一些手法。那时自己从来不考虑自己想法就
是用规定好的手法对应填写就可以了。以前觉得就像开锁某
种钥匙开某种锁。但看完这本书我才知道真正的大师已经可
以用一把钥匙开任何锁了而且比我们开的'更好更舒服。这也
许就是境界，之前的自己想写什么东西总是用定好的手法来
写，虽然很简单就写出来了但总是不怎么满意。或许这就是
境界，这本书表达的已经也许不是最深刻的，但是看这本书
让我看到一个老人信手拈来的大气，这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永别了读后感篇二

我从未经历过战争，战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敏感也不可怕
的词。可读了海明威笔下的战争，我发现战争并不像电视剧
中演的那样好玩，相反它令人毛骨悚然，它冷酷无情到极致。

战争中的人们，是身不由己的。战争一旦被挑起，不打得你
死我活生灵涂炭，谁也别想从中脱身。它像一个黑洞，吞噬
着人们的生命。一个个家庭被无情的战火拆散，一条条生命
被混乱的战争毁灭，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无法决定战
争的停止，人们像是洪水中的泥沙，随着激流，被随意的冲
刷，漫无目的，毫无方向。

战争是冷酷无情的。在战争中，生命是多么不值钱的东西，
死亡又是多么平常的事情。海明威在文章中用平淡冷酷的笔
调描写死亡——当伤员的血一滴滴打在他身上时，他并没有
恐慌，也没有担心，他镇静平淡地移开自己的身体，免得那
血液弄脏自己，当他说出“大概是死了”时，那语调又是多
么的平淡，而这正是战争对待生命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战
争中的人仿佛只是一件不打紧的物什，坏了就被丢掉，再换
新的。

这就是海明威笔下的战争！这也是我海明威的小说中看到的
真实战争。愿世界绝不要这样的战争，愿世界永远和平！

永别了读后感篇三

这个是我读的第一本英语小说——《永别了武器》。我也不
太明白这个书名的意思，完全是一种好奇吸引我去阅读的，
本来打算用英语来写这个读后感，但是怕一些感想与想法自
己用英语表达不了，算了还是用中文来写吧。年前看了不少
中国古典小说，以及古龙的武侠小说。不过说实在的，看了
古龙的武侠小说之后，对于里面不少矛盾的地方并不认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是那个幕后黑手，我为什么要手下留情，



矛盾太多了，所以就没继续看了。说远了，还是回到正题吧。
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这个作家我听说
过，知道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不少有名的作品，如老
人与海等等。但是我没有看过他的任何作品，自己也没有刻
意去寻找，为了更多的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有必要看看英
语写的小说了。不过完全的原版是看不懂的，至少目前是这
样的。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好同志会把原著改写，让更
多的人能够理解阅读。我看的这个英语小说就是一个改写本
吧，里面没有多少我不认得的英文字。大约只要认得3000英
文字就可以很好的阅读这个小说了，所以我自认为自己英语
的单词量应该大于这个数字吧，所以就拿这个小说来读了，
不过里面还有很多固定用法，以及一些表达我是不明白的，
不过不影响自己的理解，也就没什么大的影响了。

前段时间陆陆续续的看完，因为是一个短篇小说，也就100来
页，很短，比我看的中国古典大部头要瘦身的多了。这个小
说是描写了一个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意大利军
队做了红十字救护队的汽车驾驶员，但是在救人的过程中爱
上了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女护士，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民众
不断的反战，士兵和警察到处抓这些意大利战争官员，要反
战，而男主人公作为一个救护队的小队长，自然要受到通缉，
没办法只好带着他的女朋友逃到瑞士，在那里他们一起度过
了一段快乐的生活。随着女主人公的怀孕，难产导致大小不
留而故事就如此结束了。主要内容就大致如此吧，如果要知
道的更加详细可以自己去看或者去贴吧看看也可以了。本书
我认为有两条线吧，一条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一条是
全世界人民的反战。而这两条线互相交织互相缠绕在一起了。
通过男主人公的视野可知意大利人民反对战争，大家都不想
打仗了。而男主人公又是在战争过程中爱上了女护士，如果
没有战争也就没有他们的爱情故事了。因为这些都是作者本
人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所以没有什么地方显得生硬，宛如作
者在讲述一件往事，娓娓道来。

断断续续最终看完了第一本纯英文小说，自己感觉还是不错



的，以往自己总认为自己看不明白，看不明白。当我看的过
程中，我发现不少英语的表达法我是知道的，一些不知道的
的，我能略过德尔就略过，还有不少单词，我认识但是书上
还是给了注释。总之，这本书的内容大致是明白了，就不用
再看中文版本了，慢慢的如果有时间就多多看看世界各地的
各种小说了。

永别了读后感篇四

文学就是这样，你没法摆出公式列出解来佐证作者确实不对，
这意味着所有的故事都有自己的道理。回头细看，结局的悲
怆不是突然的，这样的忧郁无奈始终贯穿着作品。阴沉的空
气、绵绵不绝的寒雨、泥泞的道路、冷清的城镇街道，整个
战时欧洲在作者笔下都被描绘成了冷色系。女主角作为战争
的受害者，深深恐惧着战争，也正由于这恐惧她极度渴求依
靠渴望爱情，希望能在爱人那儿得到远离战火的温暖港湾。
女主看似火热奔放的爱情背后，隐藏的依旧是忧郁和不安，
同背景色一般的冷色系。主人公的`情绪在阴沉的基础上蒙上
了一层冷漠逃避。他打从心底里不抱希望，所有的工作都是
例行公事，所有的判断都是为了最小化损失，他明白战争会
越来越糟而且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他干脆不去认真理会。这
样看透一切而悲观绝望的主人公，无论多睿智多勇猛对爱情
多执着，总也没法逃开命运安排给他的冷清结局。也许，战
争带来的正真恐怖不是那些伤亡的数据那些破败的城市，而
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绝望。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些能理解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
等被称为战后作家的那样一批人了。所谓战争这种东西，确
实有着摧残人心智破坏人希望扭曲人人性颠覆人本质的可怕
能力的。满怀悲观情绪的老一辈作家们的过分忧郁矛盾不是
因为他们天生古怪，而是因为战争真切的加害。

故事结尾处，主角推开医院门茫然走进夜雨时，海明威残留
身体里的弹片一定也在隐隐作痛。愿战争随着前辈们的伤痛



一同被永远埋葬，永别了武器，留下吧和平。

永别了读后感篇五

读罢《永别了，武器》，感想颇多。我看到了主人公亨利作
为一个战士的笑与泪，也看到了亨利的理性与果敢，为了挣
脱不义之战的枷锁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作为战争文学，它颇有些“另类”，其他的作品在描绘战争
时，都在歌颂那些冲锋陷阵的英雄。而这本书写的却是一位
一战时期逃兵的故事。主人公亨利，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理
性的思考，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后毅然选择逃离战场，选择追
求和平安宁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吗？事实证
明是正确的。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亨利经受着死亡的威胁。战争的枷锁
束缚着他的身心。他没有钢铁之躯，却有着爱好和平的坚定
信念信念。一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同盟国和协约国为了一
己之利，将本过无数年轻的生命绑上了他们的战车，让无数
祖国的未来，葬身在他们共同制造的战争——这个巨大
的“绞肉机”里。他们开动宣传机器，企图将军国主义的毒
素灌输到青年的头脑中。在他们的鼓动下，许多懵懂无知的
男儿开赴前线，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化为炮灰，死得毫无
意义。

但人终归是人，不是机器。在本书中多次表现了战士们强烈
的厌战情绪。在战争的末期，许许多多的士兵哗变，天天喊着
“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家！”。甚至有士兵绑架了自己的
长官，不顾宪兵的追捕，逃离前线。 许许多多人清醒的青年
人看清了这场战争的本质。他们为帝国主义感到失望，为自
己的人生感到彷徨和失落。“在战争中我观察了好久，并没
有看到所谓神圣，光荣的事物。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
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就地掩
埋。”战争给他们所带来的，不是所谓的功名利禄，而是悲



伤，死亡，无家可归和痛失亲人的痛苦。他们不想成为无谓
的牺牲品。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捍卫和平，不为侵略战
争白白流血是对的，给帝国主义当炮灰是不值得的。他用逃
离战场的实际行动向帝国主义抗议，这也是一种宣战！

这部作品用一种消极的情绪，表现了一种对和平的向往。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积极的。

亨利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不是帝国主义驯
良的奴才，他们有血有肉，他们厌恶战争，他们爱好和平。
他们没有被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蒙住双眼。他们选择了冷静，
远离武器。在那个战争的晕笼罩着人们的年代，他们的精神
是那一束穿破黑暗的耀眼的阳光。他们是战场上的逃兵，但
这恰恰证明了他们不是生活中的逃兵。他们选择远离战场，
远离杀戮，是为家庭负责，为自己负责。亨利在挣脱精神枷
锁的过程中，自己也成长起来，对自己，对感情，对这个社
会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一个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愚蠢，
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
的。”亨利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对战争，对帝国主义，产生了
这样一种认识，一种清醒的认识，一种真正属于年轻人自己
的声音。

亨利是理性的，果断的。而他对待自己的爱人则充满了温情。
守护自己的爱人是一个男人的本分，在血与火的历练中，男
儿本色得到彻底显现。“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对方做些什
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为了爱，亨利甘愿当一名
战场上的逃兵，和爱人追求平静自由的生活。亨利想尽办法
躲开宪兵的追捕，只为了给自己的小家找一个温暖的爱巢，
只为了与未婚妻巴克利享受在瑞士湖畔泛舟的惬意，只为了
追求心灵的解放和自由，去寻觅他们渴求的阳光。亨利带着
未婚妻逃离了战场。只有追求心灵的解放，拥有自由的环境，
才能把爱守护好。

现在的我们，没有战争的摧残。可年轻的我们，面对未来，



却总会迷惘和不知所措。这种青春期的心理状态是跨越国界，
普遍存在的。亨利作为一个摆战争枷锁的自我救赎成功者，
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挣脱了精神的枷锁，拥抱了属
于自己的自由。当今社会各种思潮不断的激荡着，面对纷繁
复杂的声音，我们要像亨利一样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勇于
做出理性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