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建党百年读后感(精选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建党百年读后感篇一

1.自从报了文科班之后，就把北大作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心
里顶礼膜拜，但也自知北大是才子之地，自己没有这金刚钻。
每当听到有关于北大的消息，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崇敬之
情，不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读罢这篇文章，北大又在我
的心目中进一步的明晰起来。此文最妙一句就是“我的躯体
是父母给的，精神世界却是母校给的”，这句话师大毕业两
年的我没有太多的感悟，因为我从来都不认为师大是一个好
学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师大的四年，我的精神世界确实
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在中文系还有几个很值得尊敬的老
师，应该说他们教给了我很多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正如北
大给大家的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殿堂而是精神圣地。于是会想
起汤化老师的孔孟之道、陈节老师的治学严谨、朱以撒老师
的淡然不羁、颜纯均老师的如狮子般的醇厚内涵等等，如果
没有了他们，那么大学对于我来说，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一个好的大学，关键在于他的人文积淀，而人文积淀
又是靠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在默默地支持着，如果没有了他们，
北大就不再是北大了。

2.23号的'推介会虽然人多，但相信对户型满意的人并不多。

作为华润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规划设计的质量应该是要有保
证的。



但是设计看，也许设计师是海龟或者南方人，几乎没有北京
生活经验。

设计师口口声声的各种理念，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需求呢?

其一、鼓吹的南加州风格，运用了很多室外空间和柱廊。可
是北京是南加州么?北京的气候能像南加州一般阳光明媚么?
房子能盖得和南加州一般低么?既无天时又无地利，南加州风
格实现了也只是一层华而不实的皮。

其二、花厅设计，完全来自南方的理念。好朝向肯定做不成
花厅，不好的朝向作了花厅也养不活花呀，这里可是北京不
是深圳。以三居为例，让设计师现在去住住朝北一整面落地
玻璃的房子试试吧，恐怕能看到的只有枯枝败叶、感受到的
是阵阵寒气。花厅有顶么?有顶就不可能有阳光，其实就是一
个去掉一面墙的朝北大房，而且是要算面积;没顶，那就只能
是顶层户型，不就是屋顶露台么。

其三、校园情节、挂羊头卖狗肉——说的是北大清华中科院、
做的却是北美校园。看看你的客户群，他们心中的校园情节
是美国校园么?喜欢美国的人，出国了就不再回来;回国工作
的，大多是不适应或不欣赏美国文化;还有没出国的，也绝对
不会对美国文化有太多热情，如果有的话，当年就已经出国
了。钟楼、拱廊这些东西都是舶来品，如果设计师去看看北
大清华，他总结出来的特性应该是西式大树草坪+中国传统园
林的混合体，北大的未名湖和清华的荷塘月色，才是中国校
园自然与文化环境的代表。

当然，平心而论，华润的规划和设计，相对于周边的项目，
还是下了很多功夫，还是希望能有追求有理念有创新有卖点
的。但是住宅不是公建，理念要落地，卖点要实在，功能性
和经济性始终是住宅规划设计的基矗了解生活，尤其是了解
当地的生活，了解当地生活的各种需求和习惯，是设计师的
必修课。



最后还是要说几句好话，我很欣赏华润敏锐的市场触觉，提
出的1+2、2.5和1.5的套型，都是很有市场针对性的，目前能
做出这种设计的开发商并不多。但是，到底控制在多少面积
才是市场切入点，需要进一步精心研究，如果做好了，应该
能在市场错位开发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建党百年读后感篇二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
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
后感而烦恼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百年孤独》读后感，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百年孤独》的作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
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名誉院士
称号。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这样评价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
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其中喧
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映射了一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
足与贫困。”

的确，《百年孤独》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全书讲述了布恩
迪亚家族的兴衰。书中人物众多，却又独具特色。有坚毅的
奥雷里亚诺上校，性格孤傲的阿玛兰妲，墨守成规的费尔南
达以及神秘的梅尔基亚德斯。这一大家子人都有着与祖辈相
似的性格、相似的经历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在马孔多建了这栋豪宅，可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他们，
让他们变得麻木、冰冷、做作。他们只能在孤独、忙碌之中
寻找安宁。

战争，战争，战争。战争对这个家庭的破坏是巨大的，使他



们变得没有人情味。

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迈进，马孔多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
这儿的人却在逐渐失去淳朴的本性。四年的阴雨，十年的干
旱在不断考验着这片土地，最终它在风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中那近亲结婚就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的古老传说在最末
代子孙中应验。

这个神秘的家族中人丁兴旺，甚至让人哭笑不得。因为不知
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个孩子。就像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十七
个儿子一样他们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到来，又在同一天全部
被杀。

这一家人奇特的经历让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
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精湛而细腻的笔触所折服。

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笔下的百年孤独！

建党百年读后感篇三

《百年孤独》风格独特，既气势恢宏又奇幻诡丽。粗犷处寥
寥数笔勾勒出数十年内战的血腥冷酷;细腻处描写热恋中情欲
煎熬如慕如诉;奇诡处人间鬼界过去未来变幻莫测。轻灵厚重，
兼而有之，被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称为
“20世纪用西班牙文写作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下面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说实在话，我挺同情布恩地亚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孙一
代又一代被取名为奥雷良诺和阿卡迪奥，“他们尽管相貌各
异，肤色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
一眼便可辨认出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



神情”。孤独已经变成了这个家族的代名词，这种孤独持续
了将近百年，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排遣
自己的孤独：奥雷良诺上校周而复始地制作他的小金鱼，做
了化掉，化了再做;阿玛兰塔为自己织裹尸布，日织夜拆;雷
蓓卡闭门风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死亡;俏姑娘雷梅苔丝
每天在浴室里整小时整小时地消磨时间。而这所有的一切，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都是不可想象的，令人感到恐惧，
甚至是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窒息感，让人想要逃离。这个家族
之中，夫妻、父子、母女，甚至是兄弟姐妹之间，始终没有
心心相印的感情沟通，没有推心置腹的切磋商讨，相互之间
缺乏信任和了解，缺乏关心和支持。尽管他们为打破孤独，
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或许是这
一百年的孤独，使布恩迪亚家族最终在一阵狂暴的飓风中彻
底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
社会现实，我没有看明白，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一本自
传，或是一本预言书。一个人在为一个家族近百年的历史所
作的预言，记载于羊皮卷上，并且没有遗漏，全部实现。而
这个人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少，但他的影子却无处不在，他
名叫墨尔基阿德斯。

20年来，我在孤独中体会其中的孤独，并饱受折磨。为了排
遣孤独，我不断地向我的朋友推荐《百年孤独》，分享孤独，
理解孤独。

孤独是可怕的。自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
多世纪，拉丁美洲几乎都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下。政客
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拉丁美洲
百年的历程不断重复着怪圈，不是前进，而是徘徊。在《百
年孤独》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
受专访时对孤独的解释意味深长：孤独就是不团结。作者著
书的目的是希望拉丁美洲的民众要团结起来，走向文明，走
向开放，走向繁荣。



孤独是自闭的。《百年孤独》描述的是霍塞·阿卡迪奥·布
恩迪亚家族的一部兴衰史，其脉络就是自闭到开放，开放到
繁荣;再由开放到自闭，自闭到毁灭。马贡多文明的创始人霍
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与妻子乌苏拉以非凡的胆识和开放的
精神，开创了马贡多的繁荣。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曾向
妻子抱怨说：“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咱们旁边，
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
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因为马贡多隐没在宽广的沼泽地
中，与世隔绝。他决心要开辟出一条道路，把马贡多与外界
的伟大发明连接起来。可惜的是，他却被家人绑在一棵大树
上，几十年后才在那棵树上死去。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
死了，连同马贡多的文明。之后的几代人，夫妻之间、父子
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几乎如出一辙的没有感情
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孤独、苦闷、猜忌，导致了马贡多
狭隘、落后、保守直至没落。于是，书中结尾是：那个长猪
尾巴的男孩，也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七代继承人，他刚出
生就被一群蚂蚁吃掉。

孤独是需要反省的。读完书本，掩卷深思。《百年孤独》的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书的涵义无疑是深远的：他是要通
过布恩地亚家族7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哥伦比
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要求读者思考造成
马贡多百年孤独的原因，从而去寻找摆脱命运摆弄的正确途
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是文章架构，还是内容选择;无
论是叙述方式;还是表现手法;无论是典故引用，还是故事编
排，无不采用其极，令人匪夷所思。内容庞杂，人物众多，
情节曲折离奇，再加上神话故事、宗教典故、民间传说以及
作家独创的从未来的角度来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等等，
可谓是眼花缭乱。作者的匠心独运，文章的跌荡起伏，俨然
是对读者最大挑衅。在不可思议的奇迹中，在现实交错的生
活中，在血淋淋的现实中，在荒诞不经的传说中，使读者体
会到最深刻的人性和最令人震惊的情感，进而理解孤独的本
义，理解《百年孤独》的奇特。



孤独是需要摒弃的。“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是魔
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照《百年孤独》的现实与背景，我
们不难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由此，我们想起了晚清政
府闭关锁国以至惨遭蹂躏的结局和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而
重新崛起的历程。《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完成巨著后曾有一个夙愿：希望一百年孤独的历史永远消失
并再也不会出现。但愿，作者的苦心和夙愿梦想成真。

建党百年读后感篇四

我不知道孤独象征着何物，也许是精神，也许是肉体。人类
生而孤独，死后灵魂也无法幸免。也许这个世界给予人类的
唯一的一生务必背负着的沉重的烙印，便是如影随形的孤独。
从这一点上来看，无人不孤独。肉体、外在与表面是停留在
这个繁华热闹的世界，与无数人打着交道，生活在群体中。
灵魂、内在、却是活在独自、只有唯一的世界里，精神是独
立于肉体而存在的，思想能与外界分享、交流，可灵魂务必
得到独立的思考才能得以更高层次的深化。

有时候身边的人越多，与外界的沟通越多，得到的信息与反
馈越多，就越能体会到内在世界精神的唯一与独立。外表理
解阳光，内心处以安静、幽深的黑暗；外界流经时光岁月，
内心的自我则得以一片凝固的永恒的时刻。在此间隙，肉体
与表面光滑无损，思想与灵魂历千锤经百炼、在无数思考疑
问中打磨淬火、最终到达片刻的成熟。

世间本无对错，只有不一样的明白与不一样的见地。成熟与
不成熟，界限十分模糊，无所谓何谓正确，不一样的人以不
一样的解释获得不一样的支持。本无善恶，取人性命，报以
恶果，若失去性命之人本就为罪大恶极之人？杀人者无心、
有心；失手、蓄谋，各样状况交错，以何为标准、准则？有
信仰与有无信仰的人，生活方式也翻天覆地之变化，若以对
方为正确，岂不是杀人至于无形，否定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唯



一的好处，倒比扼杀了这人的性命更加残忍。

学习有各种方法，以为融会贯通最佳，并不需反复询问知识
深浅。分数可衡量某个时期的付出，却得不出此人品行、智
慧的丰富程度，为蚁群所用，多中取少之时，才为体现分数
考试价值之时。知识永无止境，断章取义、以小断大、舍远
贪近、求分弃才需改善。

对待人生，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态度、人生观与原则。

自认为，温婉的细涓长流的为最惬意但是的生活方式。正是
这种理想生活，简单而又难得。书本，单人，细笔，空房独
处一下午。房外倾泻阳光，房内静聆阅书，感受文字的世界，
享受独处的快感。刹那间，能听见平凡渺小的生命中，心灵
的深处，身体里，灵魂在亘古持久的孤独中永恒的巨大的轰
鸣。

我的生活态度，也便是独立且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无论是应
对过去，此刻，或是未来。

建党百年读后感篇五

在拉美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流派：
智利诗人聂鲁达对人性的思考，委内瑞拉文学家卡斯帕斯对
自然和谐美德的赞叹，都曾深深地感染过人们。而哥伦比亚
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以其对现实世界魔幻般的思索和
诉说，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而作者也因此获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刚刚开始阅读《百年孤独》时，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有两处
奇怪的地方，其一是书中诉说的故事大都荒诞不经；其二是
作品中人名的反复出现和相同故事的重复发生。在现实生活
中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
了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死者更不会因为耐不住寂寞就



重返人间……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边。

更令人奇怪的是，书中这个绵延了百余年的世家中，男子不
是叫做阿卡迪奥就是叫做奥雷良诺，而家族中各种奇怪的事
情，在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阿卡迪奥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守
护者奥雷良诺的身上反复地发生着。联系到作者的创作年代
和生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这象征了什么。

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创业的艰辛，
文明的出现，繁衍与生存，爱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资本
主义的产生，内战的爆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民主与共
和之争等足以影响拉美的大事，却让他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小
小的名叫马贡多的乡村中。

把布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都深深的牵扯了进去。在故事的结
尾时。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阅读了记载这个百年
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这里面所有的一切，我都曾经
看到过，也早已知道！”作者正是借这个总结性的人物之口，
表达了自己对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看法，即近代拉美百余年
的历史是重复的，拉美的发展和历史进程都停滞不前。

老布恩迪亚，即家族的创始人，和他的妻子乌苏拉，带领他
们的亲眷和朋友历尽艰辛来到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那个时
候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尚未命名，而这片新天地的主人，也
从未想过要确立统治者来管理这里，他们过的是一种类似于
自给自足的生活。

他们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也体验到了收获的欢乐，他们为这片
土地带来了文明并为他取了名字：马贡多。但是随着时间的
流逝，老布恩迪亚渐渐的丧失了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的勇气。
不只是由于自己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只是单纯的无意义行为，
老布恩迪亚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起了金属金鱼，但是他
每做到二十条就熔掉他们重做。这象征着他所开创的马贡多，
乃至整个拉美的近代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循环的怪圈中。



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是家族的第二代，可是这两个人却走上
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阿卡迪奥幼年时即与马戏团出海，十余
年不归；而奥雷良诺则走上了军人的道路，并掀起了几乎影
响全国的内战。而内战的起因则是由于f将强行管理马贡多这个
“世外桃源”。

这象征着在文明的初创后，即开始了对压迫的反抗。奥雷良
诺，即书中的布恩迪亚上校，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他
带领部下经过无数次战斗，终于使f坐在了谈判桌的对面。可
是他所争取的和平很快即葬送在下一代手中。当他发现这一
切时已经垂垂老矣。他打算再次战斗来捍卫人们的自由却发
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终于他也陷入了循环烧制金鱼的怪圈
中。

家族一代代的承传着。每一代的成员都经历了历史长河中波
涛汹涌的时刻，又渐渐的老去，第三代的阿卡迪奥曾见证了
垄断资本的兴起和剥削的凶残。而之后的奥雷良诺则见证了
自给自足的农业在这片处女地上最后而短暂的繁荣。原始的
繁荣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侵入和自
给自足的消亡。

当家族的男子死去时，这个百年世家很快陷入了衰败，直到
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在羊皮书卷中发现这一切只
不过是家族不可避免的宿命，是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才恍
然大悟。而这个百年世家也终于在这个世界中完全消失并再
也不会出现。

家族中的另一个贯穿始终的人即是乌苏拉，她从未看过羊皮
书卷，却远比所有人都先知先觉。早在羊皮书破译之前，她
就曾经在内心中对自己说“这些事情在他们发生之前我就曾
经见过，也早就知道”。这个智慧的人象征了什么？是普通
的人有着永恒的智慧，抑或是历史循环的真谛？只有作者知
道。



《百年孤独》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
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但当你读完他，掩卷长思，你却
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重复。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
并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如此引人入
胜的原因吧！

建党百年读后感篇六

第一，如很多人所说，文章里面的名字实在是太类似，甚至
完全一样的。当然理解这是一个家族几代人，但是还是想吐
槽南美人的名字真的太贫乏了。这直接影响了阅读体验。

第二，故事性缺乏。读了半本，几乎没有觉得有什么精彩的
故事情节。也许是文化差异，总觉得故事的逻辑太简单，或
者说里面人的逻辑太简单。两个人遇见对上眼，之后没有铺
垫，没有逐渐的升华，两个人就至死不渝了…再比如，吉普
赛人和那家人的感情也让人觉得不能理解。总之就是大家做
事的因果关系都让人觉得简单到不能相信。有人说，这书是
南美的红楼梦，我实在不能苟同。红楼梦里面那么多复杂的
关系，每个人说的话，掕出来都能细细的品半天，细腻又含
蓄的感情也比这本书里那些简单粗暴的感情更加抓人。

第三，文学性的角度好像也没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描写。不知
道是不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读了半本，对我而言，整个村子
的情形还是很模糊，或者说只是一个素描。而红楼梦读完，
大观园的亭台楼榭，雕梁画栋几乎跃然于眼前。

哪怕同样拿翻译的书对比，每当读到基督山伯爵的出海的时
候，地中海蓝天白云，孤舟白帆也能马上在脑海浮现。而这
本书的感觉就是自始至终都在一片朦胧中看一批人来来回回
的做一些逻辑简单的事情，让人提不起阅读的兴趣。

当然了，最后再次强调，这只是我浅薄的读后感。有几乎百
分百的可能性是我没有看懂，然而我却实在提不起兴趣再去



看了。谨以此文做个了结。

建党百年读后感篇七

到此刻为止，算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不过依旧做不到很清
楚，好歹是个大众评价极其高的名著，总该需要留给自己一
点此刻的感受方好。

也是因为机缘吧，前几天看德川家康的空隙间随意翻找，找
到这本书，不是有人说什么一辈子只读一本书还是书架上只
放一本书，不管他是怎么说的吧，我也懒得去查，不就是一
个人说的话嘛，没必要让我如此执着！就是这本百年孤独了。
既然有缘，我也接受，这本书起初其实并不令我喜欢，没什
么感觉，人名字老长，感觉远古开荒一样，直到快到中程时
方进入状态，才知道他写了个啥，这老马也怪有意思的啊！

对于什么百年，孤独啥的评价，书友们一针见血，长篇大论
得多了去了，我没那个才能，也就懒得说这个了！说点别的
感觉，读这本书，在这里读，最好的就是有这么多书友，大
家都相互帮助，扶持，解惑，真的蛮有意思！大家都在读，
有读的.快的，信手写下自己的感悟和想法。后来读者看到了
去回答，讨论，他们又会看见了反过来回答，讨论！这是我
自己的实体书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进益收获良多，在此感谢
书友们！

本来个人的看书速度很快的，没想到这么一本书读的如此之
慢，只是因为驻足查看书友们的评论，并对感兴趣的加上自
己的一点浅见，和他们互动一下，哈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