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巴金月读后感 巴金家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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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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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月读后感篇一

《家》是巴金最杰出的作品，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到的四川
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
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揭露了封建专制的
腐朽本质，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
恶，颂赞青年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

《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段，塑造了众多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
形象。书中人物不下七十个，既有专横、衰老、腐朽的封建
家族最高统治者、封建家长只代表高老太爷，荒淫残忍的假
道学和刽子手冯乐山，腐化堕落的败家子克定，狡猾贪婪的
克安等等统治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又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
教的受害者，如敢于以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鸣凤，温顺善良
地吞咽着旧礼教俄国的小姐梅，善良厚道柔情的长孙媳瑞珏
等等；以及接收新思潮影响、向往自由平等、大胆争取个性
开放、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醒者和
叛逆者的`形象。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觉新，他虽然接受过五
四新思潮的激荡，但是处于“长房长孙”特殊地位，深受封
建伦理纲常特别是“孝”道的熏染，铸成他委婉求全的懦弱
型顺从的性格；他既同情支持弟妹们反封建的抗争，有屈从
于封建势力的压力，维系着封建统治的权威。这些人物都写
得血肉饱满，个性鲜明，富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阔大的现实
包容。



在这个家里发生的故事也让人感觉到气愤与悲哀。第一个悲
剧发生在鸣凤身上。已经六十岁的冯老太爷要在高公馆的丫
头中选一个去给他当小老婆，而这个灾难恰恰降临在十六岁
的鸣凤头上。鸣凤和觉慧之间有一段爱情，但是因为两人一
个是婢女，一个是少爷，身份悬殊，才导致这段纯洁的爱情
别成了一个悲剧。刚烈的鸣凤在他新婚前夜跳湖自尽。梅的
命运更加悲惨，她死得比鸣凤懦弱多了。梅是觉新的表妹，
他们二人之间也曾有过爱情，本来两家都同意结婚了，却又
因为二人的八字不合而不得不散。觉新娶了李家的瑞珏，重
新获得了爱情；而梅也另嫁他人，却当了寡妇，又回了娘家。
两人依然对对方念念不忘。后来没得了肺病，却因为父亲守
旧，不肯看西医，耽误了治疗，最后她怀着遗憾，软弱的死
去。高老太爷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快要走到了生命的
尽头，医药已经不起作用了，在陈姨太的提议下，人们开始
求助于封建迷信。最开始找道士在大厅里做法念咒，深夜陈
姨太又在天井里拜菩萨。后来克明、克安、克定三兄弟又祭
天。最后居然找巫师到家里来捉鬼，把老太爷吓得够呛，陈
姨太等人被觉慧说了一番后羞愧地散了。又过一天，老太爷
死了，临死之前他醒悟了，同意觉慧等年轻人接收新思想了，
可是已经太迟了。死得最令人悲愤的就是瑞珏了。老太爷死
后，封建的思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严重了。葬礼就办得
充满封建色彩，这还不够，长孙媳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太
太们说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就会有“血光之
灾”。所以按照封建理念，瑞珏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后来
瑞珏难产，却不能与觉新相见，她在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含
恨离开人世。

这是四个悲剧，虽然发生在了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的身上，但
是却都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梅和瑞珏都是觉新曾经爱过
的女人，而她们也都是封建主义的悲哀，她们同觉新一样，
太软弱了，对于别人说的，哪怕自己知道是错的，也要把痛
苦埋在自己心里，只会服从，不会反抗，他们的所谓“作揖
主义”哲学纯粹是给在封建社会白白做出牺牲。高老太爷在
临死之前能够醒悟也称得上是一种庆幸吧，不过他醒悟地太



迟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不能给这个家庭，这个
社会带来丝毫的改变。而鸣凤，她与常人不同，她性格刚烈，
虽然她的死也是白白牺牲，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封建主义）
的任何注意，但是她宁死也不屈服于封建主义，至少她死得
不窝囊。总之，封建社会给人们的痛苦远不只这些，所以年
轻人才要推翻这个社会，让人们看到新社会、新生活的希望。

巴金月读后感篇二

20xx年距离我国全面达成小康还有3年时间，在经济和科技迅
速发展中，我们也不能忘了“本”——传统文化精神。为了
号召开展的“书香中华”的活动，我品读了巴金的《家》。
所谓一入好书深似海，看完它后，我感慨颇深。

《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高家长房的觉民觉慧这两
位“新青年”为了自己所追求的而去反抗斗争。觉民为了和
琴的爱情敢于反对高老太爷与冯乐山私自订下的亲事，为此
还离家逃婚，打响了高家反抗封建家庭和封建礼教的第一枪。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他的斗争和决不妥协下，获得了高老太
爷在临死前的理解。同样与觉民是受过思想熏陶的觉慧是高
家最具批判与斗争反抗意识的一个人，他支持并帮助觉民抗
婚，反对并怒斥带有极重的封建迷信色彩的“捉鬼”闹剧，
反抗对人的不平等。最终的觉民和觉慧都有了不错了结局。
然而缺少了斗争了反抗精神与意识的觉新大哥，失去了曾经
深爱过的梅和给自己生了孩子的瑞珏。而巴金之所以写出这
些对比，不也是为了告诉我们只有斗争才能胜利吗。

读完《家》后我陷入了沉思：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就有的精神品质，可以追溯到大禹与自然进行斗争，陈胜为
了自由而与秦朝斗争等。而不同的'时代，斗争精神有着不同
的体现和意义：在原始社会，斗争是人与自然为了生存了斗
争；在封建时代，斗争即为进步人士奋起反抗封建制度和腐
朽的习俗，追求平等，就好比《家》中的觉民觉新两兄弟一
样；而在当代，斗争即需要我们同破坏社会和谐的人或事去



斗争。

好的传统文化精神不仅要铭记于心还得去发扬和践行。身为
高中生的我们，践行斗争精神可以从小事做起，就好比：制
止身边人在时破坏文物，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伸出援助之手，
生病时与病魔斗争，不放弃生的希望……。就来说说我亲身
体验过的事情吧。记得那是小学的时候，我们班的某位女因
为身材太过粗壮而被男同学嘲笑，刚开始因为害怕帮助了她
自己会被报复，所以没敢向那位女同学伸出援手。后来一次
偶然的机会，听了一节人性开导课，使我决定要去帮助那个
女生。在一次那个女生被欺负的时候我走过去安慰那个女生
并对那些男生说了道理。虽然不是那么的有效，但是我对男
生那种不公平看待他人的行为作出了我 应有的斗争，给予了
同学援助。

在自己践行了斗争精神的同时，也不要忘了给同样斗争过的
人点赞和支持，让斗争过的人得到一丝欣慰。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美好的精神文化如同瑰丽的，永远长
存。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不仅
仅只是发扬斗争精神。不同的人做事风格各有异，但我们必
须保持一致的是有一颗爱国和尊重中华传统文化的心。

最后我将布鲁斯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
大的乐趣。

巴金月读后感篇三

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走马观花中，我很快
地把它读完了，在读这部名著时，我的心充满了悲愤与怜悯，
即使现在读完了，我的心还是被其中的主人公占据了，我的
心在燃烧，我的思潮在翻滚，我是在悲愤，是在惋惜，是在
痛心啊！但我暗暗为自己庆幸，因为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
人埋葬，我应当感谢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生命做了陪葬品



后，一些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
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我们不会
重蹈。这是最大的幸运啊！

作为大哥的觉新样貌清秀，品学兼优，本有着大好的前程与
美满的梦，但在吃人的封建礼制面前他屈服了，接受了，忍
受着别人难以明了的苦衷，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
对待，但他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被迫与所爱的梅分
离，娶了另一个少女，梅却被嫁到赵家受气，不满一年即守
寡回娘家，最后含恨而终。他也热烈地爱着她的妻——一个
善良贞静的女子，但他却不能保护她，让她任人摆布，听着
她在为他生第二个孩子时的痛苦的呻吟声却不能进房看她，
知道妻因难产而殒逝却不能与之见最后一面，却只能够忍受。
他甚至还做过封建礼教的刽子手，逼二弟觉民完婚，，但最
后，他有了一点觉悟了，他终于帮助三弟成功地逃出了这个
可怕的”家”！

我讨厌觉新这样的人，他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无能，他不
去争取他所爱的梅，也不能保护他所爱的妻，他还是一个男
人吗？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他一直维系的家扼杀他最爱的两
个女人的生命，是他的懦弱害了她们啊！他的顺从扼杀了他
自己，也摧毁了她们。然而，他却是最值得人同情的，前途
失去了，美景幻灭了，一切都在黑暗中挣扎，没有幸福可言，
更没有希望所在！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人物！这是怎样一个
吃人的世界！我诅咒这个黑暗的世界，但对于觉新，我就能
够憎恨他吗？他是最大的牺牲者啊！我是在”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啊！

二哥觉民，拥有进步思想，但不坚定，他是处在守旧与进步
之间，然而，就是这样，他凭自己的力量，得到大哥和三弟
的帮助，赢得了琴——一个进步的充满自信的新女性，他可
以说是家中最幸运的一个了！

三弟觉慧，不但拥有进步的思想，而且意坚定，他最初与俾



女鸣凤相爱，但无情的长辈把鸣凤迫得投湖自尽，这成了觉
慧心中一道永远的痛！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讨厌觉慧，因为
他的自私，连鸣凤向他诉说一切的机会都给扼杀了，他还曾
想过放弃鸣凤，让这样一个十七岁的纯结少女嫁给六十多岁
的老头做姨太太，任人糟蹋，然而，鸣凤为他牺牲了，她为
他留下了一具清白的湿淋淋的尸体，和一个苍白的吻。觉慧
的反抗为他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终于摆脱了这个家，然而，
他不是成功的，他为了事业失去了爱情，或许在那个时代，
爱情的位置是何其次要的，但在今天，在我看来，没有爱情
的人生是不完满的。

那个黑暗的年代永远地过去了，但家在批判那个时代的同时
正昭示着青春的可爱，对啊！青春是多么的可爱，我们正处
于美好的青春岁月中，我们充满了激情，我们的心里洋溢着
爱！

只要心中还有梦，就能忍住多少痛。

只要心中还有爱，那就离快乐很近，离幸福不远了！

巴金月读后感篇四

我想这书最适合青春的人去读，十八岁，刚入世事，见的不
多，有活力有激情，这书最能激起这样的人的兴趣。他们或
许会像觉慧一样反抗旧的东西，去追寻理想和新生事物。

而我现在读来确实已经对觉慧有了自己的判断，我有时不能
完全赞同觉慧。我有时很同情觉新，甚至觉得觉新的做法并
没有什么异常。而对觉民，更是觉得他成熟、冷静，对世事
有自己的判断，又能够忍耐自己所厌烦的东西，有能够追求
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才是正确的。人或许只有积极抵抗与
消极抵抗相结合，才能活得更好，最后觉民不是活得了幸福，
并在家中长期生活下去？或许这样的结局更适合普通人。



但我想作者并不是我以上一段的意思，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奋
起反抗，去接受新思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就是
一个人的三方面。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矛盾体，而对于任何事
情的做法，都有着三种不同的计划，恰是三兄弟身上所体现
出的性格与行事方式。看书时，会觉得有时自己是觉慧，想
要反抗，却困难重重，又对社会抱怨多多，有时是觉新，虽名
“觉新”，却很“守旧”，逆来顺受，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有时又觉得自己是觉民，可以对他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可是
试着用语言抚慰每一个人心灵的伤。

我想我或许是被书本毒害太深的一个人，终究不能如觉慧一
样。

再来说说这本书。

这本书很难说是悲剧还是喜剧。因为瑞珏、梅、鸣凤、爷爷
的死、大家庭的没落，不得不说是悲剧。而最后觉慧去上海
追寻新思想，觉民得到幸福，这又给此书留下了希望。但不
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部厚重的书。

此书的语言很简练，却又很深刻。作者在书中有大量评论的
话，并将这些话与叙述将结合，这是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过
提炼的话，将这种深刻有理的话语寓于具体事情之中，更显
出其深刻见解。正如有一段是即将睡觉，便将人的性格与世
事和睡觉联系起来，有一段是将花园里的湖，便说这个家就
像湖一样，表面平静而内里波涛汹涌。

而总体来说，语言叙述性很强，并有张有简，很流畅，点到
为止。详略恰到好处。

我想这部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值得一读的，你会看见厌烦的有
趣的上一辈人，看见积极反抗的下一辈人，还会看见在社会



之中漂浮着的这一辈人。你会看见这个社会，或许还会看见
你自己。

巴金月读后感篇五

巴金说：“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庭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
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
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
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
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
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写《家》
的动机也就在这里”

巴金月读后感篇六

黑色的雪夜，黑漆漆的门伫立在寒风中。像瘦口一样大开着，
吞噬着无尽的黑暗。

你可曾记得鸣凤惨淡的哭声?可曾记得她最后一次来找觉慧时
的样子——“极力忍住泪”、“声音异常凄惨”?可曾记得她
抱着周氏的腿哭的昏天黑地?也许，鸣凤只是一个女佣，但她
有尊严，有人格！她宁死也要维护自己的清白，敢于以死向
封建专制抗议，但又有谁会听她的话呢?曾经觉慧与她的那段
往事真真切切成了往事，一个女卑怎么可以和公子少爷相提
并论呢?这样一个刚烈的女子，却换不来旧社会统治者的半点
同情，冷若冰霜的心，少爷少奶奶们除了觉慧还有谁会考虑
到鸣凤呢?正如作者所说的——要为那无数的无名牺牲者“喊
冤”，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是掉了青春的青年！这样
一个纯洁的女子，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就这样以一个宁可
投湖自杀也不屈服的背影，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怀想。

还有觉慧。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下的觉慧，显得独树一
帜，他同情底层的工作者(如鸣凤)，他向往自由平等，而不
是像觉新一样对一切都懦怯顺从，他总是有很多的主意，他



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本质，唯有他，敢于反抗封建统治，在
那样一个旧社会里，他觉醒了，“叛逆”了，是新青年中的
一个，没有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是做了一名开拓者。爽
朗的性格，让他不会像大哥那样矜持，充满矛盾，又不会像
梅一样多愁善感。他向往自由，敢于创新，大胆争取个性解
放。他似乎什么都不怕，不懦弱，不胆怯，不肯服从，有自
己的思想。我敬佩他，佩服他的骨气。这样的青年在当时真
的是不可多得！陈腐的文化和嘈杂的社会没有玷污他的双眼，
他有自己的打算，有对社会的新认识！

从《家》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当时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男
女交往的不平等，和所谓封建伦理“孝“道的熏染，这一切
都加强了悲剧的氛围。

这一部传奇的著作，给予了我震撼，和对社会的感慨，还有
对现在这难能可贵的和谐世风有了更深的了解。

巴金月读后感篇七

《家》是我十分钟爱的一本书，虽然书中面写的年代已经远
去，可能我永远也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事，但是这本书却给
了我很多的感触。《家》也是巴金杰出的作品之一，以五四
户外浪潮波及到的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述了高公馆这个
“诗礼传家”、“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
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封建礼
教和封建迷信的罪恶，颂赞青年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

《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段，塑造了众多富有典型好处的文学
形象。书中人物不下七十个，既有专横、衰老、腐朽的封建
家族最高统治者、封建家长只代表高老太爷，残忍的假道学
和刽子手冯乐山，腐化堕落的败家子克定，狡猾贪婪的克安
等等统治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又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
受害者，如敢于以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鸣凤，温顺善良地吞
咽着旧礼教俄国的小姐梅，善良厚道柔情的长孙媳瑞珏等等；



以及接收新思潮影响、向往自由平等、大胆争取个性开放、
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醒者和叛逆者
的形象。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觉新，他虽然理解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
但是处于“长房长孙”特殊地位，深受封建伦理纲常个性
是“孝”道的熏染，铸成他委婉求全的懦弱型顺从的性格；
他既同情支持弟妹们反封建的抗争，有屈从于封建势力的压
力，维系着封建统治的权威。这些人物都写得血肉饱满，个
性鲜明，富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阔大的现实包容。

在这个家里发生的故事也让人感觉到气愤与悲哀。第一个杯
具发生在鸣凤身上。已经六十岁的冯老太爷要在高公馆的丫
头中选一个去给他当小老婆，而这个灾难恰恰降临在十六岁
的鸣凤头上。鸣凤和觉慧之间有一段感情，但是正因两人一
个是婢女，一个是少爷，身份悬殊，才导致这段纯洁的感情
别成了一个杯具。刚烈的鸣凤在他新婚前夜跳湖自尽。梅的
命运更加悲惨，她死得比鸣凤懦弱多了。梅是觉新的表妹，
他们二人之间也曾有过感情，本来两家都同意结婚了，却又
正因二人的八字不合而不得不散。觉新娶了李家的瑞珏，重
新获得了感情；而梅也另嫁他人，却当了寡妇，又回了娘家。
两人依然对对方念念不忘。之后没得了肺病，却正因父亲守
旧，不肯看西医，耽误了治疗，最后她怀着遗憾，软弱的死
去。高老太爷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快要走到了性命的
尽头，医药已经不起作用了，在陈姨太的提议下，人们开始
求助于封建迷信。

最开始找道士在大厅里做法念咒，深夜陈姨太又在天井里拜
菩萨。之后克明、克安、克定三兄弟又祭天。最后居然找巫
师到家里来捉鬼，把老太爷吓得够呛，陈姨太等人被觉慧说
了一番后羞愧地散了。又过一天，老太爷死了，临死之前他
醒悟了，同意觉慧等年轻人接收新思想了，但是已经太迟了。
死得最令人悲愤的就是瑞珏了。老太爷死后，封建的思想不
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严重了。葬礼就办得充满封建色彩，这



还不够，长孙媳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太太们说长辈的灵柩
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就会有“血光之灾”。因此按照封
建理念，瑞珏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之后瑞珏难产，却不能
与觉新相见，她在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含恨离开人世。

这是四个杯具，虽然发生在了几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的身上，
但是却都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梅和瑞珏都是觉新以前爱
过的女生，而她们也都是封建主义的悲哀，她们同觉新一样，
太软弱了，对于别人说的，哪怕自我知道是错的，也要把痛
苦埋在自我心里，只会服从，不会反抗，他们的所谓“作揖
主义”哲学纯粹是给在封建社会白白做出牺牲。高老太爷在
临死之前能够醒悟也称得上是一种庆幸吧，但是他醒悟地太
迟了，没有任何的好处和价值，根本不能给这个家庭，这个
社会带来丝毫的改变。而鸣凤，她与常人不一样，她性格刚
烈，虽然她的死也是白白牺牲，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任何
注意，但是她宁死也不屈服于封建主义，至少她死得不窝囊。
总之，封建社会给人们的痛苦远不只这些，因此年轻人才要
推翻这个社会，让人们看到新社会、新生活的期望。

巴金月读后感篇八

激流三部曲，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家》、《春》、
《秋》，我读的，是其中一部《家》。它讲述了二十世纪初
期的一个封建大家族高家的故事。

高家有三位少爷，大哥高觉新，二哥高觉民，三弟高觉慧。

大哥觉新的性格与二哥三弟迥然不同。他虽然善良，却从骨
子里透出怯懦。他视祖父的话为律法，却又对有新思想的青
年充满同情，并给予帮助。他帮助觉民逃婚，帮助觉慧离家
出走。他痛恨封建制度，但这该死的思想却早早的深深的在
他的脑海里扎根，他虽然接受新思想的启蒙但却不敢过多的
接触。他在祖父和弟弟们之间的夹缝之中生存，我喜欢他的
善良，却讨厌他的怯懦，两种性格在他身上如同阴阳两极一



般契合。最终，他的“不抵抗”主义却造成了他与妻子瑞钰，
表妹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

二哥觉民和三弟觉慧的性格倒是十分相似，但是相比于觉慧，
觉民要成熟稳重得多。他们受到新思想的启蒙，勇于参加学
生青年运动，热心创办刊物，宣传先进思想。

觉新的性子有些激进、叛逆，他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
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
尽……爱情的悲剧让他彻底觉悟，离家出走，投身革命事业!

高家，是一个旧社会常见的封建大家族，它表面上看起来光
鲜亮丽、井然有序，但是实际上它处处遍布着黑暗，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两个有思想、有抱负、有理想的新青年出生
在此，他们没有被封建旧制熏陶成行尸走肉，而是勇敢地冲
出牢笼!

觉慧最终冲出了牢笼，他挣脱了束缚，成为了真正的勇敢者、
革命者!

巴金先生以成熟尖锐的文笔狠狠地戳穿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
恶与黑暗，揭露了在温馨和睦掩盖下的大家庭的勾心斗角与
险恶。此外，他还描写了在新思想的推动下，新一代青年逐
渐觉醒和反抗。陈旧的封建势力虽然强势，但那毕竟已成为
过去，和现代社会必然的发展道路相悖，陈旧的制度始终会
被社会所淘汰和遗弃，如同生物，物竞天择！

巴金月读后感篇九

《家》里面我最喜欢的人物是琴，不仅因为她有才华，更因
为她是封建社会里剩下的唯一希望。

我佩服她。她与觉民的爱情不是利益的纽带，不是遵循父母
之命，不是谁想攀附谁。他们仅仅情投意合，仅仅因为爱而



单纯地想要相依相偎一辈子。

有人认为《家》里德觉慧才是新时期的希望，但以我之见，
琴乃唯一的光。觉慧是青年，有着青年的朝气与不羁。但他
在爱情面前，选择了退却。因为鸣凤毕竟是婢女，而他是少
爷啊。也许在他心里，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

但琴的爱情不是软弱。当她知道觉民被迫定亲，她气，她恨，
她没有哭。也许她是在怨为什么觉新不去反抗，不去拒绝那
亲事。她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所以她愿意为他咆哮似的追求
自己的幸福。

高觉新一家却是每天都在明争暗斗，是为了争夺那点家产，
正面以笑脸对着家人，转身却是在暗地里说对方的闲话……
这样的家，还是家吗? 在巴金的《家》中，大概可以分为两
大类：一种是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一种是思想前卫反抗封
建的子弟。就拿“觉新”来说，他就是那些逆来顺受孝顺子
弟，他“父亲”自作主张让他和现在的“大嫂”结婚，他心
中虽不愿意，因为他爱的是“梅”表妹，但他不敢为自己的
爱情去争取，只是惟命是从，结果最终还是和自己所爱的人
分开了。

梅和瑞珏都是觉新曾经爱过的女人，而她们也都是封建主义
的悲哀，她们同觉新一样，太软弱了，对于别人说的，哪怕
自己知道是错的，也要把痛苦埋在自己心里，只会服从，不
会反抗，他们的所谓“作揖主义”哲学纯粹是给在封建社会
白白做出牺牲。

看完后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个人吃人的年代，我暗自
庆幸还有琴的存在。

小说的最后，觉慧终于离开了他厌倦已久了的家，要到上海
去，寻找那个属于年轻人的新的社会。文中的最后一句
话“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



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走进新社会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