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角地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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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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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地读后感篇一

我被《三角地》这本书中主人公的天真、纯洁打动了，它向
我们展示了在一个家庭中的老大为了维护家庭的尊严而自强
不息的故事。

一开始只是一个破败的家。爸爸酗酒，妈妈赌博。他们家五
个孩子。大弟，学习很好，但是痴迷于踢足球常常把校园的
玻璃踢破；二弟，学习很差，但是会扮可爱，常常让人心软；
三弟，偷东西，让人恨的牙痒痒；只有小妹，最可爱；对大
哥的介绍只有一个字：混！但是最后因为大哥改变了整个家
庭。

之后，在他的影响下，他爸不喝酒了，他妈妈也不赌博了，
弟弟们都变好了，他们家还开了一个咖啡馆！

透过他们一家的改变，让我明白了：要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
生活就会变的更完美！

三角地读后感篇二

作为曹文轩《金茅草》文集中的最后一篇收官作品，是这部
文集当中长度略长的小说。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成长
带有家长式的焦虑，奋斗的历程只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同感。

主人公是个16岁的少年。父亲终日酗酒。母亲沉迷赌桌。而



他管理着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各有各的性格。
大弟是一个热爱足球的聪明孩孩子。只是常常把球踢到学校
的窗户。二弟，这是大弟的另一个反面教材。学习成绩从来
不及格，却有一张甜甜的嘴巴，是个小滑头。三弟有着小偷
小摸的毛病。最可爱的是小妹妹。长得好看又讨人喜欢。而
他是他们的大哥，是弟弟妹妹当中的王。由于父母对孩子们
缺乏关心。从某种意义上他代替了父母的角色。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认识了跳舞的女孩丹妞。弹得一手
好吉他男孩，也深深地吸引着她。哪个少年不动情？哪个少
女不怀春？两个少年少女。享受了无数美好的时光。但是少
年却在少女面前有着一股深深的自卑。这种自卑感来自于他
的家庭。酗酒的父亲。常常会在大众面前丑态百出。而他却
不得不收拾这些丑态。在他收拾这些丑态的时候，却不敢和
父亲相认。因为自卑，也因为自尊。在丹妞的面前，他只能
把自己的父亲当做一个陌生人。把父亲当成一个陌生人来照
顾的他，却莫名获得了丹妮的好感。

少年人不敢坦诚布公的把自己的家庭展现在少女面前。他的
家庭在三角地这个人情小社会，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风评。因
此他在与少女的这段恋情当中是处于卑微的地位的。他不敢，
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家庭情况。总是小心翼翼藏着掖着。

直到有一天，他的三弟偷了丹妞的东西。他在少女面前的形
象无法继续维持了。少女丹妞在明白真相后离他而去。终于
在这个时候与他结束了关系，不再来往。在这种家庭中失恋
的男孩儿，终于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这个家庭。他大喊：是
的，我爸是酒鬼，我妈是赌徒，我弟是小偷，我，又是一个
骗子。

第一次，他觉得一时那么的消沉，开始恨起了自己的家。父
母依然没有察觉到孩子的异样，酗酒的依然终日酗酒，赌博
的依然沉迷赌桌。失恋带给少年的创痛使他无所适从。少年
把这些痛苦发泄在对弟弟妹妹苛刻的惩罚上。但是弟弟妹妹



却对他表现出了关心和理解。

少年能走出失恋的阴影，却是得益于他的弟弟妹妹们对他的
关心。他出走了一夜。这一夜当中家人在到处寻找着他，全
家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团结。这种团结唤醒了
他心底对家庭和亲人的爱。

这个时刻，他终于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于是开始发愤图强，
改变目前家庭的状况。他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三角地有
一个伟大的人家。尽管父母依然放任着他们不管。少年奋发
图强的第一步是要对家里进行大扫除。每个孩子各司其职。
各自做着自己的任务。这个过程既是清扫家里的杂物，也是
对心灵的涤荡。

最充满温情的小事是几个男孩儿合力凑钱给自己的妹妹买了
一件漂亮的裙子。她代表了他们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当众人
的眼光都集中在妹妹的身上，哥哥们的脸上充满了光彩。

少年改造这个家庭的旧面貌，就从自己的三个弟弟开始。他
鼓励大弟把足球踢出了成绩。拼命攒钱，为二弟聘请家庭教
师，把二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用了一些狠手段，把三弟的
小偷小摸的毛病改了。这一切的努力，只为了让他的家在三
角地这里享有一个好的名声。

每个孩子的个性各不相同，也一天天成长着。当这些孩子变
得越来越少越好的时候。父母关注起了他们过去不太留意的
孩子们。得到重新回归家庭的父母们的关注，久违的家庭温
暖又回来又回来了。

小说的结尾是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我家利用三角地在街角
交汇的优势，开起了咖啡馆。一片母慈子孝、欣欣向荣的景
象。

最后，曾经的女孩，丹妞也回来了。



一切都刚刚好。

三角地读后感篇三

轻轻合上书本，细细品味着曹文轩文集《三角地》，这本书
令我回味无穷...

书中有不同风格的小故事，但是最令我铭记的就是书中代表作
《三角地》。

文章开头就介绍了“我”的家境：父亲沉迷与喝酒，母亲心
灰意冷，也去赌博。在这样的环境下，主人公兄妹五人更是
惨不忍睹：大哥，也就是主人公，只会一手吉他；二弟，学
习好，可是经常惹麻烦；三弟，学习成绩差，不好好学习；
四弟，才十岁，却是个老牌“三只手”；只有小妹，长的水
灵灵的，招人喜爱。

之前，他们兄妹五人很自卑，自甘落后。可是一天，“我”
却被敲响了警钟：不要放弃，我能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整个快要破碎的家也被这个大哥给挽救回来了。

玩世不恭的他，是怎样挽救了家？靠的是什么？没错，是强
烈的自尊心。每个人都有自尊，它们或许被所谓的荣誉所覆
盖，让你忘却了它。

如果说，主人公还是没有醒悟，后果会怎样？他们这一家子
不会欣欣向荣。大哥不带头，那弟弟妹妹何尝会重新做人？
请大家不要忽略它，强烈的自尊，时刻把它铭记在心。

有了大哥这个好榜样，如果兄妹们不紧紧跟在大哥后面，不
出几天，大哥一定也会放弃。就像刚出身的花骨朵儿，继而
又被残忍地杀害了。大哥的行动，感人的语言，唤起了兄妹
们的自尊心。



曾经读过一则短文：很久以前，路边有个可怜巴巴的老人，
他两只眼睛失去了光彩，脸颊消瘦，眉毛头发全白了，胡子
已垂到胸口，手柱着拐杖，衣裤上下粘满了泥土，正慢慢地
在人行道上走。一个正和他对面走来，这看他不惯瞥了他一
眼，当和老人擦身过时，难过地拍拍自己的衣着，接着把手
伸进裤袋里，掏出一块硬币，转身扔向老人。老人捡起这块
硬币扔向，生气地说：“你们可以损坏我的一切，但不可以
损坏我的尊严！”听了连忙道歉：“真对不起，老汉，原来
你是那么有骨气的人，我太不礼貌了。”

他，作为大哥，有自尊心和醒悟能力，令人赞佩。他们，有
自尊，虽然是经过大哥的提醒，但精神可嘉。

再说一则历史典故：春秋时期，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有一
回，齐王派大夫晏子出使到楚国去，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
想乘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
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晏子来到楚国，
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让晏子从这个洞钻进去。晏子看了看，
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
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
楚王只好吩咐大开城门，把晏子迎接进去。

古今中外，有多少名人经过挫折，靠着自尊心重新站起？很
多。同学们，让我们的自尊心不被覆盖！就像斯特那夫人说
的一样“自尊心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若失去了自尊心，一
个人的品德就会瓦解。”

自尊心伴我成长！

三角地读后感篇四

阅读，是我最喜爱的课外活动之一，它给我的课余生活带来
了许许多多的乐趣。



《三角地》是一本短篇小说，里面有许多个不同的小故事，
令我着迷。可在这么多的故事中，最让我回味无穷的还是一
个名叫《阿雏》的故事。

阿雏的父母在阿雏六岁时，轮渡去看电影，结果返回的路上，
船翻了，阿雏的母亲掉入了河里。阿雏的父亲当时死死抱着
大狗爷爷的胳膊，大狗爷爷自己会游泳，他为了保命，把手
电筒塞给了阿雏的父亲，让阿雏的父亲松手抓手电筒，这样
大狗爷爷便得以脱身，可阿雏的父亲却因此沉入了河底。

阿雏没有了父母亲，从此就跟着祖母生活。因为父母的离去，
他变得很凶，眼睛里时常闪着凶光。他开始喜欢捉弄人，甚
至把老师上厕所时用的板凳砍断了一只脚，害老师掉进了茅
坑。更过分的是，阿雏把周五爷的一个大西瓜挖了个小洞，
里面的肉都吃了精光，还往里面撒了泡尿，弄得周五爷气打
不出一处来。

本来因为大狗的爷爷害死了阿雏的父亲，他十分憎恨大狗，
但经过了一次荒岛生活，他竟然和大狗成了朋友。可惜，因
为一次阿雏为了给大狗捉只鸭吃而沉下了水底，当时阿雏是
光着身子的，他把唯一的裤衩和背心都给了大狗。原来村里
人都恨不得阿雏死，但此时，方圆几十里，只听到人们呼唤
阿雏的声音。

读完这个故事，我很感动。人不是生来就是坏人的，每个人
都有善良的一面，如果这个世界多点爱，相信会更美好！

三角地读后感篇五

鲁原先生的散文集命名为《人生三角地》，为什么是“三角
地”呢？他在书的后记中有释：“一条边是审美理想，一条
边是生活现实，另一条边是个人的生活经验。三条边的张力，
形成我的散文区域。”书中编目，也分为人生、审美、社会
三辑。但这三者又难以截然分开，不少篇章是相互交叉的。



我的阅读习惯，常取随便翻翻的信马由缰，所谓读书的“随
意派”，轮到要谈点心得体会和阅读感悟的时候，便也只能
够以篇为单位，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拉杂琐碎，难成系
统。好在鲁原是老朋友，或可原谅的吧。

鲁原虽小我不少，毕竟也是经历过复杂的社会变革，阅历颇
丰。那场惊天动地的“文革”，亦有幸亲历了。所以，翻开
书我最先阅读的，便是他在有名的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蒙受
洗礼的记忆篇章。那里是文化人集中的地方，臧克家曾写过
热烈歌颂的诗文，鲁原的回忆与大多数作家艺术家一样，是
充满酸辛的。他回忆了和萧乾、牛汉、郭小川等先生交往的
往事，都让我神往，尤为感人的是《鬼戏人情》，那是关于
孟超的“故事”。孟超在青岛生活、工作过，他因鬼戏《李
慧娘》而备受磨难。在干校时，受命在营区巡夜，一次鲁原
上厕所，在雨后的红土坑洼中艰难寻觅路径，忽然一道手电
光照到脚前，一看那人，“矮小、瘦弱的身影，花白的头发，
布满皱纹的脸，还有那突出的唇吻”，此人便是孟超。“被
打成鬼的，还有心保护着人”。鲁原笔下的孟超，让我感到
十分亲切，是由于难忘的细节。躲在小屋中，“一闪一闪的
烟火”照亮的那个“佝偻的身影”，正在偷读《宋词选》。
一听脚步声，赶忙把书藏到枕下去了。这个细节多么深刻地
反映了那个时代！另一篇使我感兴趣的散文是关于萧红的
《寂静呼兰河》。那年我去哈尔滨，原已说好要去呼兰瞻仰
萧红故居的，临时因事没去成，是我一直引为遗憾的。这回
从鲁原的笔下，我仿佛见到了那个幽暗的小城，鲁原细致入
微地描绘使我如同亲历其境：“古老院落里萧红的塑像静静
地坐着，眼神充满忧郁和沉思。这是早醒者的忧郁和沉
思。”鲁原写到：“文学的价值也许永远在于它的早醒，听
到鸡叫就要等待黎明，望穿黑夜是在憧憬未来，它没有那些
安睡者或美梦者的幸福，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强大的
活力。”

再如《爱情感觉：老鼠爱大米？》，从一首流行歌曲的流行，
敏锐地联系当今社会爱情观的转变，直至对无爱的“爱情”



的揭示和批判，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文气酣畅，真可以说是
淋漓尽致。对于那些玩儿爱情游戏的人，这篇文章可作为一篇
“檄文”来读。

另一篇《一箭中的》提出的问题意义更为深远。他看了上海
京剧院演出的《洪羊洞》，对舞台上流行多年的众多“杨家
将”戏提出了新的思考，即其中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的封建
意识”不容忽视。“杨家将死光了才完成对‘忠’字的解构，
这是多么惨痛的经验。然而许多戏曲、小说一直没完没了地
歌颂这个忠字，只有《洪羊洞》显示出它的不凡，这正是这
出悲剧的深刻性。”我想说的是，岂止一部《杨家将》，多
少提倡忠君、将忠君和爱国混为一谈的小说戏曲，在现代人
阅读观赏中熟视无睹以至受到热烈称赞，影视屏幕上也还源
源不断地炮制着。鲁原提出了异议，这便是这篇随笔的深刻
性所在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鲁原学养深厚，阅历也广，这些年走
过不少地方，书中有关旅游行踪的不少篇章都是很耐读的，
它是书中又一个“看点”。不同于有些人那些走马观花、人
云亦云的名为“游记”、其实不过是“导游图”似的文章，
他以扎实的文学功底、细致的观察体验、独特的艺术发现、
真挚的思想感情，将记游写成散文，其中总会有一些思想亮
点。有对历史的独特感悟，有对现实的热情礼赞，有对文化
的深刻思考，有对人生的细微体验，诗性的光芒构成游记的
灵魂。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是《月牙梦》。我读过好几篇有
关敦煌的散文，对鸣沙山、月牙泉已相当“熟悉”了，鲁原
的描绘使我倍感亲切。“一湾清水，形如月牙，静静地躺在
那里，像是闺中少女。水湛蓝湛蓝的，若大海，若青天，在
一片黄色的沙漠里有这样一湾清水，这不是神话又是什
么？”这样的文字不仅美，而且有现实的“张力”：“月牙
是容易产生梦的，月牙泉更是一个梦境，是生存的彼岸，是
心灵的家园，愿在纷纭尘世中沉浮的人，愿在灯红酒绿中痴
迷的人，愿在利益得失中懊恼的人，都做一做梦，做一做月
牙的梦，去一去月牙泉。”他以诗意的生存理想，吸引着人



们。

另一篇是写油田的《太阳的摇篮》。他以充沛的热情，歌颂
了渤海湾边那“太阳的故乡”，歌颂了辛勤劳动的石油工人。
《孤东日出》的描绘实在出色：“天边出现了一条红线，是
谁用画笔不经意地一抹，红线变粗变长向周围渗开。此时并
不呈现弧形，慢慢才从地平线上冒出一个鲜红的大蘑菇。蘑
菇长高着，长大着，带着酣畅淋漓的火焰走出地平线，开始
边缘并不整齐，还滚动着火和烟，显示着巨大的生命热
力。”鲁原是将天上的太阳和人间的太阳并置于一起来描写
的，“那光彩却又那样令人欣喜，一如石油工人，一如胜利
油田。这里是太阳的故乡，太阳的摇篮。”对新时代，对新
事物，对工人兄弟的出自内心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生活的
诗意被鲁原感受着，传达着，诗性的光芒洋溢在他的《人生
三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