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优秀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
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一

呼兰河是北方的一座小城。当它被严寒笼罩时，出行的人们
就会窘态百出。卖豆腐的人一不小心，盛豆腐的方木盘就被
冻在地上了。卖馒头的老头儿走在街上，时不时就会摔一跤。
馒头就从推车上滚了下来，旁边的人就趁机拿走了几个。

小城十字街聚集了呼兰河的精华，虽不繁华却称得上热闹。
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
牙的洋医生。

在东二道街上，有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时不时就要闷死
动物。无论谁从这里过，难免要费一些周折。在城里，经常
会听到类似“那泥坑又闷死狗了。”之类的话。

虽然那个大泥坑经常给呼兰河的人们制造麻烦，但人们宁愿
与它斗智斗勇，也不愿把它填平。人一旦习惯于一种无所谓
好坏的状态，就很有可能陷入麻木的泥潭。有时候，我们只
有敢于跳出惯有的思维，才会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和意义。

在呼兰河，豆腐是一种特别可口的食物。人们都很欢迎卖豆
腐的，小孩子也想开个豆腐坊，因为那样就能自由自在地吃
豆腐了。

豆腐不但是人人都想吃的东西，更是呼兰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人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会有一些意料外的坎坷
或磨难，只要我们乐观面对，总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呼兰河



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看似平凡又充满趣味的生活中，走过了一
个又一个春秋。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二

读完这本书，在我脑子里一幅极为简单的画作：在一片茫茫
的灰色之中，有两道极为鲜艳的色彩：一道是温暖的橙色，
一道是充满希望的绿色;一个是慈祥的祖父，一个是乐观向上
的冯歪嘴子。他们的出现、陪伴，使作者懂得了许多，也使
她在这麻木、沉闷的气氛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祖父”似乎在萧红的童年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幼年时，她经常与祖父一起在后院玩耍。有一次，她故意把
一些玫瑰花插在了祖父的帽子上。祖父发觉后，并没有因摘
花以及恶作剧而不高兴，反而与“我”一起哈哈大笑。这时，
另一个形象与祖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祖母。书
中描绘出了一个旧社会时期的刻薄的老婆婆。有一次，因为
萧红的淘气，婆婆用针往萧红的指甲里扎。她有洁癖，不许
萧红摸自己屋里的任何东西……萧红一直怀恨在心，她十分
讨厌祖母。而祖父却恰好是一个老顽童、老小孩，能与任何
孩子玩在一起。祖母的刻薄反而衬托出了祖父与其它大人的
不同之处。童年时，祖父教萧红念诗，她对诗很有兴趣，因
为觉得诗写得很美，当时只注重读音，并不知道意思。而又
大了一些后，祖父才慢慢教导她，让她知道了每一首诗表达
的情感和意义。可以看出，祖父的教导十分有方。注重事情
的本质，而不是表面华丽的一层。这最初的启蒙教育，在萧
红以后的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祖父，就是这样一个“老小孩”，他用一颗温暖的心呵护着
萧红，用淳淳的教导启迪着她。他正是萧红生命中那一抹最
温暖、最重要的橙色。

“冯歪嘴子”在本书中最后一个出现。作者把他描写得看似
是一个被时代折磨得悲凉、不幸的人。他的妻子备受争议，



且在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就不幸死去，留下了一个哺乳期的
婴儿和一个一岁多的小孩。他们出生在草窝里，生下来也没
有好饭吃，一年瘦似一年，还不太会说话……但在冯歪嘴子
的眼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得病的小驴可以去拉
水了;大儿子可以牵着毛驴了;小儿子可以拍手、接东西
了……正是他这种乐观的精神，使长大后的萧红回想起来，
仍为之感动、敬佩。

“冯歪嘴子”的精神像一盏灯，在萧红的内心昼夜长明。他
也不愧是那一道最亮丽，最充满活力的绿色。

除这两条主色彩之外，还有一些小人物反映出来的色彩也很
突出。比如有二伯——紫色。作者认为他的行为很古怪：偷
东西，自言自语，夜里哭着、骂着……作者当时只是觉得奇
怪，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她终于懂了，有二伯其实是她身
边最悲凉不幸的人之一——被时代扭曲的人，带着一点复杂
的紫色。

《呼兰河传》的画作中，虽然背景是一大片灰，但每个人都
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颜色。这丰富的七彩斑斓的色装点了萧
红如梦一般的童年。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三

有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有人说书是人类的.精神粮食，
有人说书是通往成功的一座桥……总而言之，书是我们每个
人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即使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三天不
读书。

我认为的好书是能够让人们懂得道理的，是能让人们学到知
识的，是一看就能让人沉迷的。如：《骑鹅旅行记》、《狼
王梦》、《草房子》、《呼兰河传》……而最让我动心的就
是这本《呼兰河传》了。



这本书向我们讲述了作者张乃莹（萧红）在呼兰河城的童年
往事、与邻居的趣事等等。

作者用朴素的笔调，真实而动人的向我们讲述了她童年时代
东北农村黑暗、落后的社会生活。并且向我们揭示了传统意
识对人们的束搏和危害，表达了作者对穷苦人民的同情。

这本书共七大章，前四章写出了呼兰河城的风景和风俗，后
三章描写了三个人物，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冯歪嘴子这个人
物。他的生活环境十分贫苦，即使他遭受着人们的唾弃和讽
刺，他的生活态度也并没有任何改变，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努
力活着。

他让我知道一个道理，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无论别人怎么
骂你、说你都不要去理会，和往常一样生活，才能坚强的活
着。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还使我迷恋，如果你们想看
一看作者的家乡的风景和习俗，就去买来读一读吧！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四

本书写小城里的故事，整篇文章的内容就像一盘颜料，赤橙
黄绿青蓝紫全部都混在一起，令人琢磨不透，却又别有一番
风韵。

《呼兰河传》中有寂寞、有美好、有悲伤、有希望，这故事
没有优美的句子做装饰，没有华丽的词藻作为点缀。只有简
单的文字叙述那些人儿，那些事儿。

作者用一个安静的笔调来呈现一个平静的世界，当一个中年
人推开往事的门窗，用一个初涉人间的孩童的眼光，再一次
经历那令人心颤而又向往的童年时，平静下依旧是汹涌潮流。



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那时人心愚笨，
把别人寻死的事当做茶余饭后的新鲜话题，把对自家媳妇的
虐待叫做管教，这一切一切的变态心理真是令人发指，而在
意识中反抗着几千年来传下来的习惯，而思考而生活的作者，
所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

呼兰河传里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作者的惋惜，我深
感体会，而对我来说也不能永久停留在童年，时光总会走，
那就用一颗善良，热情，奋进的心来好好珍惜，感受这如花
的大好时光吧！"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
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五

她，是东北大地的女儿。19岁那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她，背
井离乡，颠沛流离，客死他乡……父亲是冷酷无情的官僚，
唯有祖父给予她爱与暖。她有着一个熟悉的名字——萧红。

童年，如诗，如画。

“采一朵倭瓜花，捉一只绿蚂蚱。”童年，祖父的园子里，
一切是自由自在的，毫无拘束的。“花都开了，就像花睡醒
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
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萧红用悠闲轻松的笔调，为大自
然增添了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一次认识萧红，是在呼兰河边通红的火烧云里——“这地
方火烧云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金灿灿的，一会儿半
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白合色。葡萄灰，茄子紫，这些颜色
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那
时幼稚的我真怀疑她是为画家——杰出的画家，因为，只有
画家才能写下那么多美丽的颜色。



儿时的生活记忆犹新。

她与祖父一同在园子里度过的那一段时光，是她一生最美好、
最难忘的那段时光，着实令人羡慕。你跟着祖父学诗，可以
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房盖被你抬走了”；你让祖父在井里为
你捞鸭子烧了吃，直嚷：“一只鸭子怎么够？”；你偷偷在
祖父头上戴一朵儿玫瑰花，笑得在炕上直打滚儿……多么美
妙的童年，多么好玩的祖父啊！

她，萧红，一直忍受着命运折磨，寄居哈尔滨，避难青岛，
成名上海，蛰居东京，重返上海，转移武汉……几经周转，
最终客死他乡。

生命固然短暂，童年却着实美好。

成语豆蔻年华：豆蒄：多年生草本植物，比喻处女。指女子
十三四岁时。如：唐·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
豆蔻梢头二月初。”又如：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
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
爱”。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六

到十年的创作中，为祖国文学宝库留下了近万字的作品，具
有深远的影响。

《呼兰河传》创作始于 1938年武汉，定稿于1940年12月的香
港。1940年9月1日开始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至12
月27日截止，《呼兰河传》为萧红在历经重重变故，在寂寞、
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的。

《呼兰河传》开篇就是呼兰河城严冬的场景，仿佛为整篇作
品奠定了灰白色的基调。当我初次看《呼兰河传》时，被首
页中“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以及卖馒头老头所说



的“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等生动有趣的言
语所吸引，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以快乐、明朗的心境回
忆自己童年生活的作品，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书中存在许
多调皮、可爱的文字：“天空是发灰的，云彩也失了形状，
好像被洗过砚台的水盆，有深有浅，混洞洞的。”“有二伯
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一掀动他的褥子，那所铺着的毡片就
一片一片地好像活动的地图似的一省省的割据开来。”但是
仍不能掩盖字里行间透出来的荒凉、寂寞。

〈呼兰河传〉中的文字如同被萧红从冰冻的水中取出一般，
那种冷到骨头的寒意正是诉

说着他的寂寞无奈。

他笔下的呼兰河城像一部黑白的电影，镜头不停地在镇上的
不同人家，不同角落里移动着，似乎是杂乱无章，每一个镜
头里看不出确切的冷暖，透过他们却有着萧红的荒凉。

十字街上没有招牌的店铺，潦倒的牙医，东二街上没有声息
的小学，以及唯一引起人们波澜的大泥坑，小胡同里寂寞，
冷清的人家，使几个孩子最平常的争抢食物成为注目的焦点。
这些“卑微平凡的实际生活”在萧红笔下显得没有一丝生气，
毫无色彩。而一些热闹欢腾的场面：跳大神，唱秧歌，放河
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 ~~~~~原本对于孩子是
值得期待，令人欢欣的活动在她眼里也成为“为鬼而做，并
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
很难再考究当时的萧红以童稚的目光看待这一番热闹欢腾是
怎样的心境，却有着她创作时“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悲
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的感慨。

勃于心的真切感受。

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



就是她无上的快乐。

处时带上了敏感、忧郁。

和其他处于革命浪潮中的作家一样，萧红对封建传统思想有
着批判揭露，而不同在于她的笔触是如此平静、漠然，让人
心悸于那种平静，沉默下的麻木。

闹的冷漠邻居。

了喜怒哀乐似的活着。透过萧红的平静、无奈，我仿佛又能
感觉到恻隐，同情。

击的寂寞的女子。

〈呼兰河传〉给予我的是一份萦绕心头不去，却又不会造成
沉重的叹息，一份酸苦却令

人留恋的回味，一份灰白，沉闷却又放不下的吸引。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七

这几天天我读了一本叫《呼兰河传》的书，书里讲了好多萧
红和祖父有趣的故事。

我记得这本书里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故事，讲了萧红与她的祖
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生活充满了乐趣。如：萧红在后园
里摘了一束玫瑰，给祖父戴在草帽上，而祖父却浑然不知，
还说：“今年春水大，花香二里都能闻见。”从这能看出祖
父非常疼爱萧红。其中，这个小城的东二街道的六七尺深的
大泥坑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
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在那个大坑里淹死过许多人、猪、
狗、猫、马。那个大坑家家户户都知道，就是没有说把这个
坑填平。



在那个年代，人们不管多么善良，心里也有那些百害而无一
利的旧思想和土方法。文章的开头觉得还是非常轻松的、非
常好的。但是，读到后面，会觉得越来越沉重。在结尾的时
候，萧红写了她的祖父已经死了，而后花园的主人也不见了，
让我读了，觉得更加难过、悲伤。

读《呼兰河传》感悟和启示

《呼兰河传》这本书讲述了萧红住的这座小城——呼兰河和
萧红童年的故事，呼兰河这座小城是荒凉的、寂寞的，萧红
的童年是同样寂寞的。

她19岁时逃出了家庭，漂泊在外，这本书中让我唯一感受到
快乐的，就是萧红和她的祖父在一起的时候，祖父慈祥的面
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和萧红一起在后园里玩，一
起念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萧红和祖父的园子。

她在里面哪个快活，看见一个黄瓜熟了，抓起来就啃，这时
又看见了蜻蜓，便丢下黄瓜抓蜻蜓去了，要睡觉便睡觉，要
玩便玩，非常自由。

还有那家里的储藏室，两间黑乎乎的屋子，里面有无数的蜘
网蛛丝，那么多的耗子，可那里却成了小主人的天地，她在
里头翻找着，找出了许多“宝贝”，她用小刀和墨汁在墙上
刻着、画着，也没人教育她。

她还干了许多傻事：有一次，她们家一只鸭子落井了，祖父
便把它用黄泥裹起来烤了。萧红十分爱吃。有很长时间鸭子
不落井了，她便把鸭子赶向井里，这时祖父说不用，直接抓
了烤就行了，但小主人不干，她说落井的好吃。

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知道了在原来城市里的生活是
怎样的了，平平凡凡的过日子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无忧无虑，
是我们最向往的一种生活了。



读《呼兰河传》感悟和启示

童年，在我们眼中，它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幸福，所以人们
常说，童年是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日子，我想作家萧红也是
这么觉得的吧!

我们现在的生活，十分快乐，幸福，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宠
着，爸爸妈妈呵护着，老师教导着，同学帮助着，和呼兰河
传里的孩子们比较，我们的生活丰富得多，可是呀，我们并
不知道如何去珍惜这一美好的时光，反而，动不动开口大骂，
甚至动手，她们害了你似的，我想读完这本书你应该会有所
启发。

让我们好好珍惜自己正拥有的东西：快乐幸福的生活。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八

《呼兰河传》这本书，我早就看过了，现在借着学校的要求，
我又读了一遍。

《呼兰河传》由第一称讲述，像是有一个淘气可爱，却还不
懂世事的小女孩在和你说话，所以全书几乎没有什么特别难
懂的词语，语言十分质朴。而这个讲故事的小女孩，就是小
说中我最喜欢的人物。

《呼兰河传》书中还有许多像“我”一样，个性鲜明的人物。
譬如很慈祥，也十分“溺爱”我的祖父；不要脸，爱偷东西，
又贪生怕死的二伯；爱管闲事，爱开玩笑的老厨子；还有对
我十分严厉，总黑着脸的祖母，以及十分冷漠的父母……在
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读出了北方人的迷信和小气，也读出了
他们的善良和大度，要是没有他们，《呼兰河传》可能就不
会成为经典了。

《呼兰河传》中，还有许多生动的细节。譬如小说中“我”



和祖父在后园的一段对话。“我”问祖父樱桃树为什么不结
樱桃，祖父回答说因为没有开花，就不结樱桃。“我”再问
为什么樱桃树不开花，祖父开起玩笑说，因为你嘴馋，它就
不开花。“我”似乎很生气，祖父却哈哈一笑，后来“我”
也大笑起来，笑声“搅乱”了整个后院。我从祖孙这段对话
里，读出了“我”的天真可爱，也读出了浓浓的祖孙之间的
亲情。

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塑造了许多个性独特的人物，主
题更是鲜明。作家萧红，可谓写尽了人情冷暖、世俗丑恶。
在她笔下，有嘴脸丑恶的两面派，有贪生怕死而又愚昧迷信
的亲人们，还有一个让人心生怜悯但痛苦绝望的乡村少
女……也许正是这些人情世故，才是《呼兰河传》能吸引一
代又一代读者去阅读的魅力所在。

读完《呼兰河传》，我还沉醉于小说之中。真是难以想象，
作家萧红所在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竟然有这么多难以想
象又不可思议的事情！

呼兰河转的读后感受篇九

我刚从书店里出来，手上还拿着《呼兰河传》，不由又想起
了萧红阿姨写的《祖父发园子》 ，那 时的萧红是多么调皮，
可爱呀！于是，今天上午我再次翻开了《呼兰河传》，再次
去探索呼兰河 这座小城的奥妙。

这本书共分为七个章节，分别是：小城风貌、城中盛事、我
与祖国、荒凉的院落、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每
一个故事都特别让人有轻松之感。越往下读，心头就会沉重
一些，让我置身于书中，流连忘返。

呼兰河这座小城的人们是多么迷信呀！人们跳大神、糊阴宅、
放河灯......利用这些来保佑一生平安,他们却浑然不知这一
切都是假的;东道二街的泥坑,曾淹死过多少条鲜活的生命,比



如:鸡、鸭马......却没有一个人去填那个坑,因为人们认为
一切都是天意，呼兰河的人们还是愚昧的。人们居然认为跳
大神可以治病，放河灯可以让野鬼投胎，糊阴宅可以让人们
在阴间拥有一切，人们所谓的“盛宴”就是让十二岁的女孩
洗澡，人们还用“治病”的跳大神当成“表演”当地人民是
多么愚昧、麻木。

呼兰河这座小城的生活是多么刻板单调呀！人们一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工作，每一年必有跳大神，放河灯、庙会......

这些重要的活动有一个人多么渴望吃豆腐，但家里没有钱，
他说他以后要卖豆腐，这样也行是人穷志短吧！

呼兰河的人民还是自欺欺人的，他们知道他们生活贫穷，无
法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只能自欺欺人地说“没事儿”

合上书，脑中浮现出呼兰河这座小城。啊！呼兰河！你是一
个充满如此世俗气息的地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