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名篇名著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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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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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篇名著读后感篇一

-----读《追风筝的人》有感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
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
后面，窥探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

书开篇就是这样的简单直白，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小巷能够
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主人公的故事可以说冗长无
趣，若不是那些罪恶，那些战争，这不过就是一个富家少爷
和仆人的儿子的友谊，可是，这个故事竟然还包含着对亲情、
友情、爱情、家国情甚至人性的深刻剖析。

风筝，一个用绵纸、胶水和竹子做成的玩具，却承载着阿米
尔一生的罪恶与救赎。父亲深爱的妻子因生他而死亡，他以
为父亲因此恨他。为了赢得风筝巡回赛弥补与父亲的鸿沟，
他背叛了那个说出的第一个字是他的名字与他一起长大为他
追风筝的哈桑。看着他在那个阴雨密布的寒冷冬日的小巷里
被人强暴侮辱，他没有挺身而出，甚至为了让自己安心生活，
他陷害并赶走了哈桑父子。愧疚让他夜不能寐，罪恶感与他
相伴一生。他痛恨死自己的懦弱与虚伪、自私与丑陋。后来
当他知道哈桑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时，他选择了救赎，他不
能继续懦弱，于是带着自己与父亲的罪行在阿富汗的枪林弹
雨中救回了哈桑的儿子，他也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找回了二十年前未能拥有的勇气。

诚然，风筝是象征性的，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对阿米尔而言，风筝是对父爱的渴望、是对哈桑的愧疚、是
对自我的救赎、是能够融化一切寒冷的太阳，更是他一生的
追求，他必须拥有正直勇敢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成为自己期
许也是父亲期许的那类人，”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
大以后什么都保护不了”这是父亲在童年时对阿米尔无奈的
评价，而成年的阿米尔最终带着救赎踏上了那条成为好人的
路。是的，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对哈桑而言，风筝代表着忠诚、忠心、善良与牺牲。“为你，
千千万万遍!”铭刻在心底的声音是永恒的忠诚誓言。他知道
阿米尔看到了小巷里面的一切，知道他袖手旁观，可事后是
他在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在阿米尔陷害他时，他依然没有
揭穿他丑恶的嘴脸。甚至在阿米尔父子逃亡美国时，他又回
到喀布尔守着阿米尔的大房子，他是阿米尔忠心的仆人，更
是他忠诚的朋友，从说出来的第一个字是阿米尔的时候开始，
就注定他要为这个朋友牺牲奉献直至献出生命。是的。为你，
千千万万遍。

对阿米尔的父亲而言，风筝代表着能力、忠诚、正直与勇气，
可他也曾卑劣的欺骗了阿里的忠诚，剥夺了阿米尔了解真相
的权利，偷走了哈森得到父爱和社会地位的权利。拉辛汗说：
“当恶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救赎“，阿米尔的父亲一生
都在行善，修建恤孤院，帮助穷人，就算流落异国他乡仍心
系祖国。

而对于侮辱哈桑的阿塞夫而言，风筝是权利、是法西斯的统
治、是希特勒式的残暴，他的种族歧视根生蒂固，他的残暴
卑劣远近闻名，他的理想是清除哈扎拉人。可他到底不过是
欺软怕硬的小人，阿富汗的败类。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那样一块连自己都厌恶的阴暗面，它指引
着我们犯罪，可良知又让我们在悔恨中痛不欲生从而自我救
赎。可是如果，一旦连自我的良知都丧失了，那谁也无法拯
救你堕落的灵魂!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里，多少人丧失了良
知，走向了深渊。从平民百姓因琐事而大打出手，到身居高
位因贪污巨款而落马......诚然，从计划到市场，从血缘家
族到个人意识，从道德感化到法治社会，时代转型太快，势
必留下后遗症。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洗脱我们自己
的罪恶。

惟其艰难，才愈加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社会所前进
的每一步，无不得益于迎难而上，无不功成于化危为机。让
我们去追我们心中的风筝，去追回心中的那份纯真。

那曾经的罪过，会随着风筝的翱翔，放逐天际，而握在手里
的，是救赎。

看名篇名著的读后感范文4

从一个富家子弟到普通农民，我们可以说福贵的人生是大起
大落的。人们经常会认为活着会需要什么理由，但在余华笔
下，活着不需要什么理由，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

理由是什么?或许没有人会对这个微小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别人提出问题，你会给出一个答案。可是当人们询问你的理
由是什么时，大部分人会说：“我不知道。”在你看来，这
个答案理所应当。或许你不知道这个答案如何产生，但你坚
持自己的选择。而我相信，信念正是活着的理由。

命运对于福贵来说是残酷的。他在赌场上输掉了自己祖上传
下的所有田产，妻子离他而去，双亲因其赌博悲愤离世。福
贵甚至还被抓去充军。一个之前家财万贯的富家子弟哪里做
过这种苦差事?但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他必定会为你打开
另一扇窗。在那个失望落迫的日子里，命运对于福贵来说是



幸运的。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那些
连饭都吃不上的日子里，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的死亡，一个被
迫充军的人是什么感受?无奈?悲伤?无助?还是感到生活无望?
我不知道。但福贵没有!想着他深爱的亲人，他选择活下来，
拼尽全力也要活下来。没有什么理由，有的只是他内心中的
那一丝信念。

不知道你是否体会过挨饿的滋味，我相信零零后是不可能体
会到这些问题的。我们能体会到的只有被两代人所精心照顾
的幸福。中国七十年代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换句话说，那
个社会离我们太远，那时的贫穷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福贵生
活过的年代或许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又是那
么深刻。福贵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这无疑给这个本就贫困的
家庭又一次带来巨大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相信
作为一位父亲，他一定会对没有照顾好儿子而感到愧疚，甚
至还会痛恨自己的无能。那时的他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但
他放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就像在战场上他时时刻刻期盼
着回家一样。有人总说：“已经晚了。”但对于福贵来说任
何时刻都不会晚，因为每时每刻都有他想要守护的东西。实
际上，这正是他信念的体现啊。

读过此书，我想到了身残志坚的作家史铁生。年轻时因一次
意外，双腿残疾，之后便频发重病，生活坎坷。然而他在
《我与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
可以辩论的问题了，而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
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
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他还说，“活着是自己的一种选择，既然选择了活着，为什
么还要痛苦地活着?”是的，既然选择了活着，那就应该为自
己的信念而活。或许我没有福贵那样的经历，或许我还没有
明白活着的真正含义，但我希望自己可以用福贵的方式活下
来，不再吊儿郎当，只为信念而活。也许这样的生活很痛苦，
但终有一天你将会破蛹而出，成长的比他人还要美丽，有时
候还会觉得有些灰心，但这确实是生命的一部分，做好现在



能做的，然后一切都是好的。

其实，自己的生活别人难以懂，别人的生活自己也不需要刻
意去懂。在这个时代中，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无需惧怕死亡
和时代的局限，无需什么理由，坚持自己的信念，活在当下
就好!

名篇名著读后感篇二

年前曾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
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
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
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中早已是
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
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
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我一直想拜读这本让夏丐尊先
生如此感动的书《爱的教育》，这个寒假终于如愿以偿了。

《爱的教育》，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我没有流泪，可是
我的心已经承认这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吸引我的，似乎
并不是其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那平凡而细腻的笔触中体
现出来的近乎完美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
之恋这部处处洋溢着爱的小说所蕴涵散发出的那种深厚，浓
郁的情感力量，真的很伟大。《爱的教育》在诉说崇高纯真
的人性之爱就是一种最为真诚的教育，而教育使爱在升华。
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但是你会从《爱的教育》中，
体会到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类似的情感，可我们对此的态度行
为可能不同。它让我感动的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于爱的一些思
索。

首先《爱的教育》的书名使我思考，在这纷纭的世界里，爱
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思考，我与这个意大利小学生一起跋
涉，去探寻一个未知的答案。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在一个学年
十个月中所记的日记，包含了同学之间的爱，姐弟之间的爱，



子女与父母间的爱，师生之间的爱，对祖国的爱使人读之，
尤如在爱的怀抱中成长。

名篇名著读后感篇三

远航：

在你走后的一个月，我读完了你所钟爱的毕淑敏的《精神的
三间小屋》。这几天总是若有所思，终于按捺不住，给远方
的你写信。

毕淑敏说：精神有三间小屋。第一间，盛放我们的爱和恨;第
二间，盛放我们的事业;第三间，安放我们自身。我觉得在我
们心中也有三间小屋。

第一间，盛放我们的爱恨情愁

“有一颗大心，才盛得下喜怒，输得出力量。”人生十有八_
不如意。但我们仍然要相信明天，相信爱比恨更强大，毕竟
决定你人生的不是八_而是那一二。“给爱留下足够的容量，
使希望永恒在眼前。”

我们的一生，经历过的所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仿佛以木
石制作的古老乐器，铺设在精神小屋的几案上，当你用它们
去为需要帮助的人演奏一首美妙的曲子时，你的第一间小屋
就会散发出阳光的暖意。

即使生活是一块苦胆泡过的黄连，长久地咀嚼，也会使它的
苦涩慢慢淡下去。

无论一生遭受多少困厄欺诈，请依然相信人的光明大于暗影。

第二间，盛放我们的梦想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
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我们的梦想是我们勇往
直前的动力，是我们哭泣时最大的安慰。

还记得那个夏季的夜晚，你拉着我去天台。我们晃着脚坐在
天台上，我抱怨你将我拉出来喂蚊子，你什么都不说，只是
笑着望向天空。你说你愿做一颗流星，虽然转瞬即逝，却可
以瞬间划破黑暗，照亮整个星空。我抬头望着你温柔而又坚
定的侧颜，只记得那时你的眸子清澈明亮，似有万千闪烁的
星子坠落其中。远航你知道吗，我也愿做一束烟花，不一定
是最美的，但必须是最灿烂的。每一道放射出来的光华里，
都掺杂着不为人知的辛酸，每一个设计新颖的图形中，都糅
合着不为人知的劳碌。

等他日两鬓似雪时，回首前尘，知道我所绽放的小烟花曾经
在人世间闪过亮丽的火花，那么，我对自己也算是有个交代
了。

远航，远航，为梦启航。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我们一
定要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
相信手掌加手指的力量。

我们可以不去留恋途中的星星与月亮，但我们一定要张开双
臂，拥抱终点处的太阳!

第三间，盛放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完满，但我们
努力。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读到第三间时，我
忽然就想起了《哈利.波特》中，邓不利多的冥想盆。我突然
明白邓不利多说的“抽出几捋思维放入其中，有朝一日进入
去思考自己”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的小屋中，住着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唯独没有我们自



己，我们把我们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汽车驰骋的高速公路，
却不给自己的思维，留下一条细细羊肠小道。我们把世界万
物保管的好好的，偏偏弄丢了开启自己的钥匙。在自己独居
的房屋里，找不到自己曾经生存的证据。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完善自我，弘扬个性。

晋朝时代黑暗，朝廷腐败，却自有“竹林七贤”在一片乱世
之中吟唱自己的生命价值观。于是有了嵇康的竹林打铁、广
陵绝唱，有了阮籍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高呼，有
了刘伶抱栏而舞，把盏而歌的吟唱。

每个人都是五线谱上看似杂乱无章的音符，但都是一首成功
的曲子不可缺少的元素。

精神的小屋，需要以能够承受爱恨情愁的心灵为柱，以梦想
为梁，最后以自我为墙，建成窗明几净，阳光四溢的三间小
屋!

远航，读完《精神的小屋》，我不敢说我豁然开朗，但我知
道它确实给了我很大影响。我们都爱文学，爱好阅读，爱好
写作。远航，千万不要放弃你的文学梦，我们要一起努力，
去建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小屋。

既然已经决定更远地飞翔，就不要收回已张开的翅膀。

愿安好!

子帆

名篇名著读后感篇四

“为你，千千万万遍。”



本书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个阿富汗男孩曲折坎坷的友谊。
12岁的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次
风筝比赛中，阿米尔由于懦弱，眼睁睁地看着哈桑受欺而袖
手旁观。事后哈桑的宽恕和奉献让阿米尔感到自责和痛苦，
于是他逼走了哈桑，自己则跟随父亲去了美国。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美丽国家，尽管是建立在灰
暗阴沉的基调上，但从字里行间依然能够体会出人性的真善
美。书中有出售义肢来换取食物的男人，在足球赛中场休息
期间被石头活活砸死的通奸情侣，被居心叵测的塔利班赶出
家门当街毙命的哈扎拉人，为贫穷所迫不得不卖掉几个孩子
来维持生计的孤儿院……一切被时代、环境、命运压迫着、
摧残着的人们的遭遇，都在书中得到了体现。而阿米尔与哈
桑的友谊、与索拉雅的爱情、与哈桑儿子索拉博一起放风筝
的快乐则是这黑暗背景中为数不多的几抹暖色。在作者笔下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阿富汗，看到了一个残酷而美丽的阿
富汗。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细腻地勾勒出一个残忍美丽到令人心
碎的故事，扣人心弦。它牵涉出一系列的思考：爱与恨、恐
惧与勇气、自责与宽恕、背叛与救赎……它像一部史诗，描
绘了那个时代阿富汗的沧桑经历;又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塑
造了一个在变革狂潮中时而随波逐流、时而奋起反击的凡夫
俗子。它将镜头放在主人公阿米尔身上，却间接地引出了整
个阿富汗的历史全景，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

阿米尔和哈桑的友谊是贯穿全文的主线。这段友谊双方的付
出并不对等，误会和分歧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分道扬镳，但最
初最美好的部分却得以永久留存。哈桑近乎愚昧的忠实、不
记恩怨的真诚的奉献，令年少自私的阿米尔痛苦自责，无法
面对哈桑，最终导致了友谊的破裂。成年以后的阿米尔终于
深深地体会到了友谊的可贵：“哈桑明知我背叛了他，然而
还是再次救了我，也许是最后一次。那一刻我爱上了他，爱
他胜过任何人。”而和哈桑一起放风筝、追风筝的美好时光，



也成为了阿米尔最怀念、最珍视的回忆。哪怕多年以后，他
依然能熟练运用哈桑最得意的猛升急降方法来割断风筝线，
也许这已经成为了他血液的一部分。而每当他放起风筝，怀
念起哈桑，心里除了苦涩和自责，更多的是甜蜜的心酸吧。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会义无反顾地冒着生命危险从塔利
班手里抢回索拉博吧。最后，阿米尔终于赎清了犯下的罪过，
解开了困扰多年的心结，重新找到了“成为好人的路”。

书中还有一个主题，是轮回。多年前哈桑为了阿米尔勇敢面
对小混混的挑衅，如今阿米尔也为了索拉博鼓起勇气面对塔
利班的暴力。相似的场景、如出一辙的巨大危险，阿米尔选
择了应对，而不是落荒而逃。这样，他终于能够不再愧对哈
桑。受到猛击让他的身体感觉到剧痛，但他的灵魂得到了救
赎。而当阿米尔被打倒在地，奄奄一息的时候，索拉博也像
他父亲一样勇敢地举起了弹弓。同样的场面、同样的对手、
同样的侥幸逃脱，几乎就是历史的重演。唯一不同的是，这
一次，阿米尔不再懦弱，他救了索拉博，自己也受到了一次
心灵的洗礼。

书中自始至终反复出现的一样东西是风筝。它对于阿米尔来
说，是勇气、正直、友谊的象征，他用尽毕生精力来追逐这只
“风筝”。也只有把它追到了，他才能获得救赎，完成蜕变，
成为自己一直期望能成为的人，一条让人尊敬的汉子，一个
真正的阿富汗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许，风筝具有不
同的含义。我们应该和阿米尔一样，锲而不舍地追逐我们各
自的“风筝”。

在这个故事里，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为你，千千万
万遍。”它是哈桑对阿米尔的承诺，后来成为阿米尔对索拉
博的承诺。在我看来，这句普普通通的话承载了太多：友谊、
责任、诚信、牺牲……这个承诺表示愿为对方无偿地付出，
而它的期限，是永久。共同拥有这样一个承诺的两人，无论
最后如何形同陌路，他们之间的情谊不会轻易消逝，反而会
随着时间流逝愈来愈坚不可摧，互相羁绊着度过余生。这样



的友谊早已不只是友谊，而是一种类似亲情的纽带，将他们
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情感超越了友谊而存在，即便隔着
千山万水，即便已经失去联系，依然可以历久弥新。情绪、
猜疑、误会、隔阂，全都会随着时光烟消云散。再怎样处心
积虑地企图逃避，内心深处终究还是无处可逃。从喀布尔到
加利福尼亚，多少经纬飞跃，光阴流转，阿米尔早已有了新
的生活，却还是不能忘却。只要他一回头，哈桑就在那里，
带着他早已不敢试探的真诚，永远在那里。

最后，这个黯淡绝望的故事里渐渐透出几线光明和希望。索
拉博来到了美国，他因悲惨经历厌倦了一切的干涸心灵开始
慢慢复苏，阿米尔也终于获得了真正的救赎。当又一个风筝
被割断，两人跟着尖叫的孩子们向着风筝坠落的方向追去，
阿米尔感觉到了久违的欣喜和激动，索拉博也终于露出了笑
容。或许此时此刻，他们都在泪光中看到了哈桑，看到了那
双熟练地操纵着线轴、指甲破裂、长满老茧的手，看到了那
双狭长的绿眼睛、那张圆圆的脸蛋、那副和蔼的笑容，听见
了那句熟悉的话语：

“为你，千千万万遍。”

亲爱的，你听见了吗?

名篇名著读后感篇五

《罪与罚》这本书已经在书橱里摆放了两年多，这次最后能
够在寒假里去细细地品味它了。

书的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年出生在一个俄国贵
族家庭，是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充满传奇，28
岁时因参与农奴解放运动而获刑，出狱后重返文坛继续写作，
被人们公认为是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驾齐驱的俄国文学
巨匠。



每次读完一部小说，心里都会百感交集，这部小说也一样，
结局很好，一个人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却深深的被小说中的
人物震撼。小说描述了贫困交迫的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因
痛恨放高利贷的老板娘的盘剥，愤而行凶，却自认为是伸张
正义。然而良心的谴责，使其饱受心灵煎熬，最终在朋友、
家人和警官的帮忙下，投案自首。

小说中写的最多的就是“罚”，“罪”只仅仅占了全书一小
部分，但“罚”却贯穿整个文章的中心，这不仅仅仅是身体
上的惩罚，还有的是比这更严厉的道德上的惩罚。所以法律
只是一种惩戒犯罪的一种途径，而另一种就是人内心心灵深
处的谴责。有时候法律不能使人真正认识到自已所犯的罪，
但是心灵深处的谴责则会让人更明白自已所犯下的错误，并
为之深刻地忏悔、自责。这本优秀的世界名著还包含了很多
东西有待我们去理解，或许等以后我再去读它时，又会有一
番见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