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芙蓉读后感(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野芙蓉读后感篇一

复活节，比较悠闲的几天，翻看了大陆小说“芙蓉镇”。

小说情节并不复集，是描写一个山区小镇的几户人家在文革
前后十几年的不同遭遇。对於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和那种生
活的人来讲，是十分沉闷的。记得十几年前，由这部小说改
拍成的电影来香港上影，我们一大幚朋友去看。不同的人有
完全不同的感受。几个香港长大的年轻人大叫很闷，看到斗
争牛鬼蛇神的场面又哈哈大笑。而那几个从内地来的朋友却
看得心情沉重，久久不能言语。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做豆腐小
贩，勤劳致富的女主角被人批斗，没收财产，而好食懒飞的
人却可以不劳而获，靠斗争他人好食好住，飞黄腾达。今天
再看这部小说，印象最深仍然是这些。

我不敢再想下去，但愿在“芙蓉镇”发生过的故事不要在香
港再重演吧。

野芙蓉读后感篇二

复活节，比较悠闲的几天，翻看了大陆小说“芙蓉镇”。

小说情节并不复集，是描述一个山区小镇的几户人家在文革
前後十几年的不一样遭遇。对於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和那种
生活的人来讲，是十分沉闷的。记得十几年前，由这部小说
改拍成的电影来香港上影，我们一大幚朋友去看。不一样的



人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几个香港长大的年轻人大叫很闷，
看到斗争牛鬼蛇神的场面又哈哈大笑。而那几个从内地来的
朋友却看得心境沉重，久久不能言语。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做
豆腐小贩，勤劳致富的女主角被人批斗，没收财产，而好食
懒飞的人却能够不劳而获，靠斗争他人好食好住，飞黄腾达。
今日再看这部小说，印象最深仍然是这些。

我不敢再想下去，但愿在“芙蓉镇”发生过的故事不要在香
港再重演吧。

野芙蓉读后感篇三

读了这本书后，书中几个主人公的形象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
里，经久不忘。

小姑娘弗恩活泼可爱，心地善良；蜘蛛夏洛，身体虽小，却
完成了伟大的惊世壮举题目：她牺牲了自己，用生命织
出“夏洛的网”，拯救了小猪威尔伯;威尔伯聪明善良，以他
的方式回报为他而死的夏洛，使夏洛的孩子有了新家。

这个故事教育我们题目：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为人善良，
互相帮助。人人都这样，我们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学校班
级会更加美好。

野芙蓉读后感篇四

暑假期间，我阅读了一篇长篇小说《芙蓉镇》，作者是古华。

这些真实的生活画面，虽写风俗的变异，实是写社会的变易，
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社会内容和人生真谛。如今，改革开
放已经三十周年，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现代化的大型企业，
时尚发展的人民生活。社会鼓励劳动，积极扶持个体，大家
互帮互助，和谐和睦。



了解过去，更让我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感怀历史，现在更有
沉甸甸的责任感去创造历史。“小社会”的动新社会的飞速
发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豪情满怀建设一个更为强大的中
国!

野芙蓉读后感篇五

这个学期我看的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古华先生的《芙蓉
镇》了。这篇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古华先生只用了不到一
个月的时刻就创作完成，而我，也只用了三天的时刻就看完
了这部小说，可见这部小说的魅力之大，我也确确实实被它
引人入胜的情节与生动的人物形象给深深地吸引住了。

谈到《芙蓉镇》，我们就先得了解一下它的作者——古华。
古华先生生于1942年，原名罗鸿玉，湖南嘉禾人。据资料记
载：古华先生的家乡是着名的民歌之乡，那些饱和着痛苦、
忧伤、欢乐和憧憬的民歌，给了古华最初的艺术熏陶。从农
业专科学校肄业后，作为农业工人和农村技术员，古华在五
岭山区一小镇旁生活了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
由己被卷进各种各样的户外洪流里，经历时代风云变幻、大
地寒暑沧桑。遥远的古老的山区小镇，苍莽的林区四时风光，
淳朴的民风，石板街、老樟树、吊脚楼、红白喜庆、鸡鸣大
吠。对古华有一种古朴的吸引力和历史的亲切感。与农民长
期的共同生活构成了古华创作的深厚基础，也是他获得的最
有价值的东西。古华阅读兴趣广泛，中外古今、文野雅俗，
文史哲均在涉猎之中。古华虽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学习写
作，1962年开始发表短篇习作，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却是
在“三中全会”之后。他认为正是全会精神提高了他“认识
生活的潜质和剖析社会、人生的胆识”。《芙蓉镇》就在这
个时期内创作的一部佳作，而他的创作成功也与他早年的生
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他曲折而又多彩的人生丰富了
他的创作、成就了他的作品。

《芙蓉镇》描述了1963—1979年间我国湘南农村的社会风情：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农村经济刚刚复苏时，胡玉音在粮站
主任谷燕山和大队书记黎满庚支持下，在镇上摆起了米豆腐
摊子，发了点儿“小财”，并用积攒的钱盖了一座楼屋，但
却被被李国香和王秋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查封，胡
玉音被打成“新富农”，丈夫黎桂桂自杀，黎满庚撤职，谷
燕山被停职反省。之后“文革”开始，胡玉音更饱受屈辱，
绝望中她和得到了“右派”秦书田的同情，两人结为“黑鬼
夫妻”，秦书田因此被判劳改，胡玉音管制劳动。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胡玉音、秦书田、黎满庚、谷燕山等人最后都摘
掉了帽子，生活又回到了正轨。而王秋赦发了疯，每一天凄
凉地喊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时
代的尾音。《芙蓉镇》情节曲折，矛盾突出，在丑陋中反射
出人性的完美，并揭露了左倾思潮的危害，歌颂了十一届三
中全会路线的胜利。

《芙蓉镇》的人物描述也相当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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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感情的胡玉音，以“癫”狂方式对抗这
个“癫”狂时代的秦书田，“政治闯将”、灵魂扭曲的女生
李国香，无知无能，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品行恶劣的“户
外根子”王秋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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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芙蓉镇的小人物的
典型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完美与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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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描述与整个时代大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齐，让人觉得这是
贴切，具有风格的社会内涵。

其次，古华先生的取材也个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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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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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理解的，不仅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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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之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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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生动的语言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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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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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索性算它个球，门角落的锄头、镰刀都生
了锈。”这生动的语言描述将王秋赦好吃懒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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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描述都是值得称道的。
正是这成功的情节刻画与人物描述，使得《芙蓉镇》不愧为
一部文质兼美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