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死场读后感悟 生死场读后感(模板10
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
的心得感悟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
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一

《生死场》，一部浸透着悲凉的小说，出自萧红，能得鲁迅
为其写序言，胡风为其作读后记，这样的一本书，也许真的
需要好好品读。

一本《生死场》，让我读到了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
挣扎，一股悲意贯穿始终。现实的残忍，悲凉，生活的.无奈，
艰辛，每多一分的苦难，就给我们的心里加上一分哀意。萧
红用她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为我们展现了生活底层人
们的煎熬。

《生死场》中，生场的悲凉，死场的沉重，都在那生活中体
现出来。王婆，一个饱受磨难的妇人，为着生存，改嫁，隐
忍，年老的时候，儿子被枪毙，而她自觉生活无望，服毒自
杀，却在最后活过来。金枝，未过门先怀孕，受到人们嘲讽，
最终也只得到一个女儿被活活摔死的结局。原本村里最美丽
温和的月英，最终也因患瘫病被丈夫冷落直至死去……这是
乡村里人们的无奈，也是他们人生的无奈。在这样的黄土地
上，生活本就凄凉，却又受到了日本军队的凌掠，阴霾笼罩
村庄，人们最终站了起来，“在苦难里倔强的老王婆固然站
起了，但忏悔过的‘好良心’的老赵三也站起了，甚至在那
个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底一匹山羊的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
了……”，投入义勇军，参加战斗……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
他们写着无奈的人生。



记得在书中有那么一些话，“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
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无奈涌上心头，在黄土
地里，他们贫苦无靠，受尽压榨，对他们来说，温饱大概是
最最重要的事情了。“王婆自己在厨房里炸鱼。为了烟，房
中也不觉得寂寞”，女人的一生，大都为着家里的柴米油盐，
为着生活，寂寞?那大概是可感不可言的吧。“在乡村，人和
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淡淡的一句话，就这样道出了
人生的无奈。“坟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
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
死者永久的寂寞”，生命逝去也只是如此悲哀，如此寞落。

用生命贴近现实，诠释生命的悲凉，读《生死场》，体会到
的是无法言说的悲，生与死，本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是在这
本书上读到的，却是无奈感伤。

也许，感伤过后，会是坚强吧……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二

疫情当前，重读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其中滋味与幼年
时读后有很大不同。

尽管我与女作者生活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萧红那奇
特的笔锋描绘展开了一幅落后的，混沌的，残酷的北方农村
画面给幼年的我以极大地刺激。那些场景似乎离我很远又似
乎很近。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们，麻木中有着深深地困
惑，痛苦中有着觉醒。让人看了沉重又有所思考。

萧红笔下一再强调的是农人生命价值的无意义与丧失。“在
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农家无论是颗菜，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母
亲在风暴中呼喊着孩子，为的是从他脚上扒下一双旧棉鞋，
因为那是孩子父亲唯一一双出门穿的鞋，而让孩子赤着脚走



在雪地里，“乡村的母亲仿佛与孩子是仇敌。”“妈妈们摧
残孩子永久疯狂着。”

一切都出自“本能”。

萧红的生死场不仅是天地，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体表现了一种
生与死的大场域。作为女性我最关注的是文中女性的命运，
所以年轻的金枝，年老的王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

五姑姐姐的难产，金枝的早产，李二婶的小产。王婆服毒和
小金枝被成业摔死，王婆生病。月英，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
毫无声息地死掉了。不同年纪的女性共同面对的相同命运。
从少女金枝到老妇王婆，漫长的受难图。年轻时的金枝和成
业有着青春狂热的爱，但也有着面对生活困惑的愤怒，小金
枝被成业惨惨摔死。愚昧之下，人性，时刻是魔鬼；流落到
城市的金枝更是无根的浮萍，她无路可走。在贫困的荒芜的
乡村，在夫权的重压下，在文化的荒漠中她无路可走。王婆
年老困顿，但是她有不屈的灵魂，她是文中最富于反抗精神
的代表，她是北方女性中最可贵的人物。

我生活的时代已经与文中时代有了千差万别，但是年幼时的
我也曾经看到笼罩在北方农村的落后与愚昧。年幼的我在农
村的姥姥家做客时，在大人暗搓搓的闲聊中偷偷听过好多农
村女性的悲惨故事。有被雪天打在雪地里罚跪致死的农村小
媳妇，有在农村鳏寡孤独的自杀的老人，这些故事成了我最
早的女性独立的启蒙。

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的变化很大了，但是女性真正
的独立道路仍然很远。女性的独立应该是独立于物化之外的，
精神的彻底的自由。这是女性的生死场。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三

在季节性情绪失控的影响下，我在燠热的夏天傍晚翻开萧红的



《生死场》。

这本书的内容是相当沉重的，而作者的文风言语则是相当洗
练的，没有过分的抒情。对于那些残酷现实当中的生存与死
亡，作者常常只是用几行文字一笔带过。读这本书很难一目
十行，这是因为文字过于精简，以至于每行字都可能有很大
的信息量，如果用跳跃式的读法，那么就会错过很多信息。

作者笔下的农人们将物质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不
乏辛辣与讽刺地写下他们只有物质、没有灵魂这样的句子。
但是看到他们生存的困境，谁又忍得苛责那些可怜的生
灵。“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
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
也要超过人的价值。”记得曾经的我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
情，在朋友来找我玩的时候，因为我囊中羞涩，根本没有办
法招待他，只好告诉他。带他充分领略当地的旅游景点。我
知道这样的行为对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伤害，我当时
也是于心不忍，可是我实在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满足两个人的
娱乐需求。

“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但活着的
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提着小孩，从
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这就是作者笔下在封建势力
压迫之下生存的人们。一贫如洗的农民们没有办法奢求灵魂
与精神生活，他们光是为了生存就已经竭尽全力。卖鸡笼的
农民赵三一开始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丝商机，能够让家里的经
济状况变得好起来，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市场的方向变了，
他又失去了原本赚钱的途径，只好把孩子送去当学徒小工。

在经济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地主依旧要收更高的地租，这
就引起了人民的反抗，但是人们迫于生存压力，反抗终究是
不彻底的，所以最终也没有产生出能够推翻封建统治的力量。

女人在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地生活，最终走向死亡。王婆



服毒了，丈夫没有多少触动，只是麻木地为她寻一片坟地。
后来她死里逃生，仿佛象征着在旧社会与男权的压迫下，普
通的女性只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不知这本书之外的世界里，还有多少生存的沉重。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四

生死场是一本生命之书。

在这个仿佛隔绝于我们所熟知的文明世界以外的乡村，生与
死犹如一扇旋转门，日夜旋转不休，从这个门进去，从那个
门出来。小说中反复出现生死交替的描写，最令我难忘的莫
过于接生，五姑姑的姐姐生孩子，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
时就死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
着”，窗外，阳光洒满窗子……田庄上绿色的世界里，人们
洒着汗滴”。二里半的老婆和李二婶子同时生产，麻面婆的
孩子刚露出头顶，五姑姑进来说李二婶子小产了，人快死了，
王婆赶过去，另一个产婆来时，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坑上哭
着。王婆再次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小猪也正在
生小孩。”一片乱七八糟的景象，生与死你方唱罢我登场，
对于生并无过多的欢欣，对于死并无过多的悲戚。正所谓生
亦何欢，死亦何苦。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同样十分微妙，有时候动物被提升至一
个极度尊贵的地位，如二里半和他视若命根的老山羊，亡族
灭种都不如其来得重要；如王婆牵马入屠宰场，哀恸如犹太
人亲手将亲友送入煤气房。而有时候人被践踏至一个极度卑
贱的地位，在金枝母亲的眼中，女儿的价值竟不如麦苗；王
婆说起过去摔死了自己的孩子时，也说道起先我心也觉得发
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
滴眼泪都没淌下”。又如之前所提细节，孩子生下来了，不
知谁家的小猪也在生小孩，无论人还是猪，在生育这件事情
上很自然而然地相提并论了，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



死……”

在萧红笔下的这样一个时空里，生与死，美与丑，人与兽，
它们之间并无界限，不是好与坏的对比，不是高级与低级的
差异，而是硬币的两面，是同时存在的，是相生相随的。这
是个一片混沌的世界。而生命不正是这样吗？生命赋予一切
以平等的意义，如同白天和夜晚，我们称之光明与黑暗，可
是对大自然而言，无非是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

生命无所谓生与死，美与丑，人与兽，它存在了，它拥有一
切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生命不作任何评判，它只让一切发生。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五

生了死，死了生。难怪萧红以“生死场”为之命名。

九一八前的十年，九一八之后的东北农村，忙着生，忙着
死——薄薄的一册子存在之思。书本再现了历史，一幕幕晃
过眼前，我看到的是人处于极端状况时退化成为原始的野兽，
剩下的只是病态的灵魂，再也谈不上高贵。

蒙昧之中生存着——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样样去做，完
成了也就结束了，没有一句为什么的疑问。在物质条件极度
匮乏的时候，生存尚且来不及，顾着填饱肚子的求生本能完
全淹没了情感的追求，人性的光辉也成为一种遥远的奢侈。

活着，不为什么，也许是为了继续存在，也许只是为了抗拒
那死的恐惧。在生与死之间，毫无理由的迷惘着挣扎着，没
有谁想过要自行了断了那没有意义的余生，苟且活着。

成业三番两次的强暴了金枝，我看不见美丽的爱情，却看见
金枝像一只无助的羔羊，她是成业泄欲的生殖工具。在窘迫
的生计面前，成业认为妻子和女儿是自己的累赘和负担，竟



然在怒气之下把女儿小金枝活生生的摔死了。老王婆服毒自
杀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作最后的挽救，甚至连丈夫赵三也
无动于衷，巴巴的盼着老婆快点死掉好上棺材。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沉
重的文字背后藏匿着的是彻底麻木的生命意识。冷漠，残忍，
没有一丝人情的温暖。这就是当时的现状。

想要疯狂的呐喊吗？那些珍贵的东西——譬如爱、温暖，都
到哪儿去了？！战争、贫穷、落后、愚昧，是凡夫俗子命定
的原罪和劫难。什么民主、自由、和谐亦或关爱，那是一些
太派不上用场的虚无的东西，死守道德良知的人必定遭到人
们的嘲笑，死于清高，死于饥饿、病痛或是战斗之中。

当生存的底线在一步步可怕的倒退，朝不保夕的人们只求自
保活命，高尚不顶饭吃，谁还来得及顾着谁？人，一个个的
少了，倒是动物血淋淋的本质渐渐暴露了出来——自私、冷
漠、先己后人。僧多粥少，不得不展开一场无情的窝里斗。

金枝的母亲曾是那样坚决的劝说女儿洁身自重，可是当女儿
真的迫不得已出卖肉体换回票子时，她贪婪的眼睛亮了，连
清洁也忘记得一干二净，甚至怂恿着女儿赶快回城，多赚一
点钱。毕竟，维持一个不算坏的肮脏躯体总比死了好。在那
兵荒马乱的年代，活着不容易，不择手段才算有本事。

“十年过去了，老百姓还是那样生老病死，就这样过了十年。
”在残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蹂躏了村民的土地后，大家似乎才
有点清醒过来。就连满脑子里只有那只老山羊的二里半，也
在犹豫和畏缩中走向反抗。要站起来，要团结，要揭竿而起，
不做敌人的奴隶！即使是死，也要日本鬼子陪葬，也要死得
光荣！

生是死的延续，死是生的祭奠。这生生死死的宿命仿佛一幕
亘古不变的场景，屹立在人们的面前，高远而不可动摇。在



没有理清生存与毁灭的意义之前，所有的挣扎都像是一个巨
大而廉价的玩笑。

战争摧毁文明、孕育罪恶、玩弄生死，贫穷则催化人性的扭
曲和沉沦，凸显人类野蛮的本性和动物的欲望。然而在与战
争和贫穷的斗争中，人类用生命的屈辱和毁灭提出严正的抗
议，却没有一个胜利者。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存困境和永
在的苦难。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乡村，永远也
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如果你问他们，人
生是为了什么，他们会不加思索的说，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
再问，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这由生死交织而成的网，将所有生命的悲欢苦乐吸收、消泯，
网罗其中的生命挣扎或反抗，但最终一切都化为虚无，化为
死寂。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六

萧红在序里说，这篇文字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而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灯光下，任手指在被窝外面冻
得僵冷，也无法坚强着对她的文字无动于衷。

对于那遥远的农村，是陌生而熟悉的，也许东北和南方有着
一片不一样的天空吧。只是同样的落后，同样的朴素，同样
的贫穷仿佛一股暖风，直吹进心里，感觉到亲切的来自土壤
的芬芳，遥遥远远的，仿佛记忆，在异乡的城市里若隐若现。

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南方的春天，由于连日的雨，潮湿、阴
冷得出乎意料。也许冷洌的不是萧红的文字，而是生与死的
轻易和沉重。只是，她“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
迅)”，用她的率性和敏感，用她的才情描绘着世间的悲欢，



力透纸背。

“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聂绀弩)。在新年到
来之前，我敲下这些拼凑的文字，算是为萧红默哀。萧红说
自己“是《红楼梦》里的人”，于是，只好“留着那半
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关于喜欢萧红的文字，也由别人写去吧!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七

《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
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
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鲁迅先生评论“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
物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
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也许是因为萧红是女性，从女性角度出发的缘故。生死场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女子。她们没有反抗的'凄惨的命运，
似乎也没反抗的意念，仿佛生来就是男人的奴隶。那里的人，
拼命的要活着却无视别人的生命。就像月英的结局，结束于
她男人给她弄来的砖上面，身体成了蛆虫的家，与那些同他
一样命运凄苦的女人相伴，长眠荒山。

读完该作品，虽说未能真真切切领悟文章真谛，但是对于生
与死的意义有了些许的感悟：生死的界限，在于你是否存在。
没有生命是卑微的。活着，是我们最大的恩赐。我们活着，
也应该让被人知道我们活着。如同生死场里的人那样活着，
没有意义。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八

萧红在序里说，这篇文字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而我，在这个料峭的春夜里，灯光下，任手指在被窝外面冻
得僵冷，也无法坚强着对她的文字无动于衷。

对于那遥远的农村，是陌生而熟悉的，也许东北和南方有着
一片不一样的天空吧。只是同样的落后，同样的朴素，同样
的贫穷仿佛一股暖风，直吹进心里，感觉到亲切的来自土壤
的芬芳，遥遥远远的，仿佛记忆，在异乡的城市里若隐若现。

“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聂绀弩）。在清明
节未到来之前，我敲下这些拼凑的文字，算是为萧红默哀。
萧红说自己“是《红楼梦》里的人”，于是，只好“留着那
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更多关于喜欢萧红的文字，也由别人写去吧！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九

萧红的《生死场》中的乡村，真实的展现着中国的面貌，与
国人的面貌。萧红笔下的人物是那么的真实，金枝，麻面婆，
赵三……我们看过了，认为我们的农民就是那样，乡村就是
那样。其实鲁迅也会用文字来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国民性，
但萧红与鲁迅是不同的，萧红曾经谈到过与鲁迅的区
别：“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
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
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
恐怕他们倒应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
也不能旋之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
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很少。”

但我认为萧红十分真实的写到乡村，剖析国民性。萧红并没
有将自己的家乡写的有多么美好与和谐，相反，她写出了当



时乡村的真实的情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这与沈从
文是不同的，沈从文的文章展现了一个美丽的纯净的湘西世
界，用家乡的美好来抵抗外在世界的喧嚣与浮躁，而萧红，
用文字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东北乡村。

如《生死场》中的一个片段：“母亲以向是这样，很爱护女
儿，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
菜棵，或是一块茅草也要超过一个人的价值。”这是很真实
的，庄稼是农民的命，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生存，是命。

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萧红的文章，尤其是《生死场》
中，对生的坚强描写的淋漓尽致。乡村农民的生，如胡风所
说：“蚊子似的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的'死
亡。”《生死场》中有句话：“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
生，忙着死。”生之坚强，中国农民是体现出来了的，为了
中国，为了祖国，他们奋起反抗。

萧红还有一句话；“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
天女人们预备夏季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
”

就是这种的生生死死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正是反映出人的
最内在的，最本质的东西。在生生死死中，有一种美，永恒
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生命，生命一定是生生死死的。但这种生
生死死中，渗透着大喜，大悲，大爱，大恨。

萧红的作品中你会感受到萧红的心在跳动，血在奔涌，真切
的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张力，人性的光辉。

生死场读后感悟篇十

这几天在百忙之中我抽空粗略的看了一下萧红的《生死场》，
看过之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比不上人
与动物之间的感情，也许这脱离了作者写作的本意，但《生



死场》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种情感！无论
是二里半与他的老山羊，还是老王婆与她那匹瘦弱的老马！

二里半与老山羊的感情可以说是贯穿全文的。小说一开始就
写二里半去寻找丢失了的`山羊，为了找回山羊，他不惜被人
追打，丢了那顶常年跟随他的草帽。后来日本侵略村子的时
候，村里组织的民兵因找不到公鸡祭旗，就打着那只老山羊
的主意，二里半也同意了，可是当就要杀它时，他不知道从
哪里找来一只鸡换下了那只可怜的老山羊。再后来，二里半
的老伴死了，家里只剩下他与老山羊了，这时，这只和他一
样年老的山羊就是他的“老伴”了，当最后二里半移动着他
那双腿一瘸一拐的参加革命军时，那只老羊还跟随他身后，
而他将老羊托付给了赵三，自己拿着一小撮羊毛，流着泪离
开了。

小说在描写王婆与那匹老马时，是选取了几个场景，在去屠
宰场的路上和在屠宰场里。为了耕种，老马瘦的只剩下骨架
了，而这时它却不得不被送进屠宰场里，位的只是那张马皮。
即使王婆有万般的不舍，那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她必须
那么做。当王婆拿过钱准备回家时，那匹老马却跟在她的身
后，而那些人却将它抬了回去，最终倒在地上了。王婆是哭
着回家的，两只袖子完全湿透了。当看到这个场景时，我想
起了小时候我家的那头老牛，那头牛和这匹老马的命运是一
样的，我还清楚的记得老牛在被送走的那天早上，它的眼里
是流着泪的，妈妈说老牛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是有人性的！

在一个缺乏人性关怀的年代，人们就会去寻找另一种精神寄
托，而动物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