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 呼兰河传读后感(优
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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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一

寒假里我看了一本叫《呼兰河传》的书，作者是萧红。

其实，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反对封建。她向往自由，觉
得老百姓与地主阶级是平等的。写这本书，也反映了作者悲
惨但又自由的童年生活。萧红的童年很悲惨，在失去外祖父
之后，萧红因为家境败落而退学，但她并没有放弃，仍然坚
持学习，终于在1934年出版了《生死场》，得到了鲁迅先生
的赞扬。

在第三章中，作者写了自己和祖父在园子里尽情自在的玩耍，
我觉得那时候是半封建社会，人民不自由，作者写这一章，
背后也反映出了对封建制度的反抗。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二

五月份，我读了《呼兰河传》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十分好，
它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见的词语都用了上去，让人有
一种很亲密的感觉。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萧红住的呼兰河小城，那是一个美丽而
又温馨的地方。萧红的祖父和萧红总是在家里的后花园中，
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嬉戏，玩耍，那园子里有着许多的昆
虫，蝴蝶，蝴蝶有很多种，有白蝴蝶，大黄蝴蝶……萧红最



爱和祖父玩了，而却非常讨厌祖母，因为祖母对她管教颇为
严厉，有一次萧红在墙上贴了个东西，祖母便拿了一根针，
去戳萧红，萧红疼的“哇哇”叫，这时祖父看见了，马上将她
“救出”，从此，祖父变成了她的“好朋友”。

在这本书中，景色描写萧红她十分的注意，几乎在每一页，
都有一两处是在描写景色的，可见，“景色描写“在作文以
及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占有一个”银牌“的位置。而且，萧
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以一种悲伤的情感来写的。

在这本书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祖父了，因为祖父是一
个“老顽童“，无论萧红怎么调皮，祖母怎么批评，他总是
笑呵呵的，在与萧红在后花园中，他总是表现出一副无所顾
忌的样子，与萧红一起玩耍，简直是个“小孩子”！

我非常喜欢《呼兰河传》这本书，茅盾对这本书的评价
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
谣。”

回味童年的画卷——读《呼兰河传》有感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梦幻的，童年是自由的。在这份短暂
的时光中，留给我们最多的回忆，便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对
一切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读完《呼兰河传》后，我对童年有
了新的感触。

《呼兰河传》所描述的都是作者萧红对童年的回忆。在萧红
的笔下重现了当年的情景：热闹的十字街，愚昧的跳大神，
有趣的放河灯；可怜的团圆媳妇，胆大的二伯……每一章都
充满着童心和诗趣，当然还有无尽的寂寞，让人看后深有感
触、难以忘却。

全书共七章，第五章令我印象最深，它讲述了拥有不幸遭遇
的团圆媳妇。一开始团圆媳妇刚到老胡家，还是好好的一个



人，但没过几天家里人便打起她来，而且越打越厉害，劝了
也没用。打了好多天，团圆媳妇病了，他们又玩起了愚昧的
跳大神的把戏，但不管用什么所谓的秘方团圆媳妇的病就是
好不了。

老胡家又准备了开水、大缸和公鸡，把团圆媳妇放进开水中，
连烫了三次，不但病没好，反而把人给烫死了。看到这儿，
我不由地感叹，这老胡家哪里是给媳妇看病，简直就是想把
她折磨死。这真是愚昧的一家人，无知的一家人呀。我真为
自己生活在新中国，成长在知识年代而感到庆幸与骄傲。

通读整本书，正如矛盾先生所说的那样《呼兰河传》是“一
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全文字
里行间都流露出萧红童年的自由与寂寞。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三

抱着一堆从书店买的书回到了家里，喜欢泡上一杯茶走进书
中与人物对话。记忆中脑海里仍然浮现着《我和祖父的园子》
中那个名叫萧红的小女孩的调皮可爱，一直想去认真地读读
她写的那本《呼兰河传》，我也把这本书放在了最后的阅读
中。带着这样一种美好的印象，深切的渴望，我在一个星期
天的午后翻开了这本《呼兰河传》。

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人们和家畜无论是在
晴天，还是在下雨天都会遭受到灾难，淹死过小猪，用泥浆
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里边。人们说拆
墙的有，说种树的有，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过把泥坑填
平。这是在文章的第一章所出现的一个镜头，它让我感慨：
多么愚昧的人民呀！在他们的脑海里就要顺应社会，顺应天
意，人是不能违抗天命的，这不能不是他们的悲哀！

作者在文章中一直写到“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就为



里面人物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文章中的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
可爱的小姑娘，她才十二岁，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
漫的年龄，而她却被过早地卖给了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刚来
时是那样的健康、活泼，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
境里，尽心尽力地做事，可动不动就会遭受到婆婆的打骂，
在人们眼里，婆婆打她是为了让她更听话、更懂事。没多久
她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让她的家人辛酸的不是她的死，而
是自己为了她用了那么多的钱，使了那么大的劲，这是一个
赔本的买卖。与其说团圆媳妇的死是被吓的，还不如说她的
死是被封建社会害的。我不知道在这个村庄里，在这座城市
里，在旧中国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像团圆媳妇这样受到迫
害的人，一个团圆媳妇死去了，还有更多的像团圆媳妇这样
的女人在受着迫害！王大姑娘的死，胡家媳妇的死……在那
个年代里，她们的遭遇在人们看来是司空见惯的，是自作自
受的，是没有人可以挽救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新
社会，人们在知识中变得更加的睿智，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自己美好的生活，没有男女的不平等。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她
的活动地就是后院的那个大花园。在这座大花园里，作者和
祖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这也不
由得使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充满温馨的一段时光。在每
个人的记忆里，童年像一幅画，像一首诗，像一曲歌。在童
年里，我们可以自由地玩耍，没有烦恼，没有纷争。春天，
我们可以在三月春风的吹拂下去放风筝；夏天，我们可以在
游泳池里去享受水的清凉；秋天，丰收的季节来到了，我们
可以品尝美味的水果；冬天，我们可以和雪人去亲近，享受
那晶莹的世界。相比较，我们的童年更是幸福的，我们更是
幸运的。这更让我感受到了萧红在离开家乡来到香港后，她
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用自己那轻盈的文笔写下了这
篇文章，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处处是故事。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四

无意中在书店的一个小角落看到了这本萧红的《呼兰河传》，
就深深的被她吸引，在书店里转了一个大圈，兜兜转转了好
一阵子，出来时手里终是多了一本书——《呼兰河传》。

深夜里，一盏孤灯相伴，等身边的人儿都进入了酣眠，将这
本书悄悄拿出来细细读。

如果把白落梅、雪小禅的文字比作一袭华丽的袍子，在夜色
中熠熠生辉，那萧红的文字无疑是一件破旧的衣衫，上面落
满了时光的尘埃，隐隐散发着一股岁月苦涩的味道。

初读时，诙谐，幽默，常常会忍俊不禁。而后，却是越看越
悲凉。心底升起丝丝疼痛，犹如一只只小虫在噬，麻麻的痛，
悲伤梗在咽喉，眼泪在眼中打转，又硬生生给咽回去的感觉。
萧红的文字是朴素的，书中没有主角配角，每个人都是主角，
一群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拥有良善、勤劳但却愚昧的可怜
人们。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王寡妇一年一年地卖着豆芽菜，
平静无事，过着安祥的日子，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独子到
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这事情似乎轰动了一时，家传户
晓，可是不久也就平静下去了。不但邻人、街坊，就是她的
亲戚朋友也都把这回事情忘记了。再说那王寡妇，虽然她从
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
活着，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
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

读到这里，心里一阵刺痛。虽然独子死了，王寡妇疯了，但
是日子并没有因为她的哀痛而停止，小溪还在流淌，日子还
在前行，生活还是照旧。虽然丧子之痛会在某一个时间触动
她的心弦，她并没有寻死觅活，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黑暗
的社会里，人们只是随波逐流，没有任何的依托，如寒风中



一支枯蒿，随风摇曳，流离失所，只要极少的水份，土壤，
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

呼兰河的人们是良善的，可是他们在黑暗而残酷的社会里，
又是那么无辜的愚昧着，蛮横着。小团圆媳妇，一个十二岁
的小女孩，出嫁到老胡家。就因为街坊邻居无知的罔
评：“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
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就遭到了
婆婆的严加管教，狠狠毒打，吊悬梁，烧的红红的烙铁烙脚
心。十二岁的小女孩，在将近一个月的折磨下，奄奄一息。
却是被这群无知的人们，请骗子云游道士来跳大神。到最后，
用五千吊钱，终于将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送回
了”自己的老家。

读到这里，我心底的悲伤已被另一种情绪所取代，恐怖。黑
暗落后的年代，愚昧而无知的人们，真的是很恐怖。大概萧
红在写这一群活灵活现人们的同时，亦是将自己的那份苦痛
赋予了笔端。

萧红出生于一个当时条件还是上等的地主家庭，初看应该是
一个不错的家庭。母亲，多么温馨的字眼，应该是伟大和崇
高的化身，满心怜爱的护着自己翅膀下的小雏鸟。而萧红笔
下的母亲则是将罩在身上那一层华丽的光辉撕碎，暴露出了
华丽掩盖下的丑陋、冷酷和残暴。所以，萧红的童年没有母
爱。有洁癖的祖母亦是同样的冰冷。同样令萧红讨厌的人物。

所幸，萧红的祖父，一位如向日葵般阳光温暖慈祥的老人。
他是萧红童年冬季里的那一抹暖阳，将萧红暖暖的拥在怀里，
百般的恋爱着。春夏秋三季，草长莺飞的日子里，只有祖父
陪着寂寞的萧红，在仅有的小院子里，玩耍嬉戏。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
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
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



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
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
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
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
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
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
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然而，孙女的一系列荒唐行为并没有引来祖父的呵斥或埋怨。
祖父只是站在那里哈哈大笑，孙女也哈哈大笑，大小两个人
儿站在院子里笑的如同两个开心的孩子，笑声在寂寞的童年
里欢快的洒落。虽然这样的生活是单调刻板的，犹如一幅黑
白的图画，没有五颜六色，就只有冷冷的白和寂寂的黑，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祖父，后园，童年的萧红，他们
如同一个连体儿，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
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
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
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
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
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
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
了。”

虽然童年生活单调，可是祖父的离去，唯一一个可以给自己
带来温暖的人的离去，无疑让颠沛流离的萧红更加的哀痛、
孤单。从此，世上唯一疼爱自己的亲人逝去了，永远。

《呼兰河传》，一曲凄婉的歌谣，一个寂寞的童年，一段可
怕的回忆，一抹无法释怀的痛。

此刻，我真的无语，心里纵有万千心事，亦是无法赋予笔端
了。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五

寒假，我读了萧红写的《呼兰河传》，作者以一个小女孩的
视角描绘出呼兰河小镇普通人民的生活百态，这本书由很多
故事构成，我的心弦也被故事牵动着，我时而忧伤，时而疑
惑不解。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东二街道上的那个大泥坑的故事，这个大
泥坑淹死了很多家禽、牲口，甚至小孩子也曾掉到了里面，
人们都纷纷出主意来对付大泥坑，有的说种树，有的说拆墙，
可是没有人有实际行动，结果，还常常发生抬车、抬马、淹
鸡、淹鸭的事情。不仅如此，自始至终，也从来没有人想过
用土把大泥坑填平的办法。呼兰河小镇的人民好像都是大泥
坑的“看客”，说长道短，甚至还能获得吃淹死猪肉的福利。
就连最基本、最科学、最简单易行的填坑方法，都没有人去
想，我不禁为小镇的人民感到深深的担忧、悲愤，就像鲁迅
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故事给了我深刻的触
动，就像学习中，我们做错了题，如果放在那里不管，就会
一错再错，应该认认真真地去思考和订正，彻底地掌握知识
点。

还有，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本来是可以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
却被订去当团圆媳妇，又被“好心”害死了，作者生活的时
代的封建礼法把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弄死了，多么可怕的吃
人社会啊！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但也不能要求孩子只按照自己认为优秀的标准去
做，久而久之，也许会扼杀孩子的灵性，阻碍孩子健康成长，
而是应该因材施教，发挥他的特长，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呼兰河传》的作者用平静、平淡的语气描述着触目惊心的
场面，批判着极其愚昧且可怕的人的劣根性。透过文字，不
仅能体会到作者的忧伤，更能给人以思考和感悟，值得我们
细细品味，一读再读。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六

本文讲述了作者萧红她小时候在呼兰河时发生的事情，首先
是老胡家上演的家破人亡、鬼神与人的生活童话。

第一女性人物是小团圆媳妇。小团圆媳妇经历了挨打、跳神、
热水驱鬼到奄奄一息却无人问津这四个阶段，人们以为小团
圆媳妇会好起来，但迎接她的却是命入黄泉这一悲哀的事实。
他的死给我们展现了封建社会的一幕，她成了封建社会的牺
牲品。

第二个女性人物是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她是人们心中典型
的能干、聪明、温顺的好儿媳妇，她经过小媳妇死了以后他
也就失踪了，他干什么去了呢？原来她是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去了。

第三个女性人物就是老胡家的婆婆，她后来也成了个半疯子。

第四个人物是作者家的‘有二伯’他虽然也偷东西，但他是
善良的。

文中的最后一个人物是"冯三歪字"，他疼爱自己的妻子，他
的妻子生产完后太虚弱他就尽量让自己的妻子少干点活多吃
一点鸡蛋。但是她的妻子在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就已经去世
了，人们都以为他会自杀，但是他虽然很悲痛，却坚强地挺
了过来，独自带了他的两个孩子长大。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七

寒假里， 我读了一本名叫的书，《呼兰河传》看完后，感触
颇深。

这本书的作者是萧红，是本“回忆式”的长篇散文。主要写
了萧红童年的点点滴滴，有快乐、有悲伤、有孤独……从字



里行间我也读出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愚昧，生活也
是很单调的。

在萧红的记忆中，她最快乐的是与祖父在一起的时光。在萧
红眼中，祖父是一个慈祥、温和、宽容的老人。祖父允许她
随便玩闹，教她念诗。在她闯祸的时候，祖父总是安慰她，
从不责怪她。萧红也最喜欢与祖父一起到菜园子里玩闹，祖
父干什么她干什么。有一次，萧红不认得哪个是狗尾草，哪
个是谷穗，便把谷穗拔走，把狗尾草留下，还振振有词地与
祖父争辩谷穗和狗尾草的区别。（看的我禁不住笑出了声。
书中还写道，）每当萧红玩累了，（她便）找个阴凉地，不
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着了。可见，萧红
儿时是自由的，快乐的。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虽然我的童年生
活没有萧红那么自由，无忧无虑，（每天在补习班之间来回
奔波，）也有大量的作业要做，（但我觉得还充实，）也有
小伙伴一起玩，相比萧红的童年生活我觉得自己要丰富多彩
的多。所以，我一定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茅盾曾评价过萧红的这部《呼兰河传》，说它是一篇叙事诗，
一幅多彩的风物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我也深有同感。
但我更喜欢那“叙事诗”里的童年生活。）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八

在这本书中，萧红向我们讲述了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她的童
年时光，以及她对呼兰河的爱和对当时封建社会制度的很都
跃然纸上，使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最悲惨的就是小团圆媳妇的遭遇。年仅12岁的小团圆媳妇被
老婆婆烙脚心，吊在扇子上被抽打·····结果小团圆媳
妇被打怕了，得了一种怪病，老婆婆找了个土房子：用热水
烫三次，整个身子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可怜的小团圆媳妇，



在热水中极力挣扎着，可那些迷信而又无情还是把她摁在水
中，三次都是如此，小团圆媳妇晕了过去。就这样，小团圆
媳妇被折腾死了。

有悲就有喜，作者把她小时候和祖父学诗写成了“一颗颗笑
豆”，让人一“吃”，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萧红小时候真可
爱真好玩，让人禁不住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么无忧无虑。

读读《呼兰河传》吧，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滋养我们的
精神生命！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九

第一次全面地了解萧红的人生经历，是通过电影《黄金时
代》，个人认为汤唯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立体丰满的。萧红
女士一生桀骜不驯、倔强自立，一路追寻理想。然而这样的
斗士必定是颠沛流离、孤独悲凉的，她在异乡冰冷的病床上
悄然离逝时年仅31岁。

我一直在思考，这位左翼女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究竟从何而
来，直到读到《呼兰河传》。呼兰县，这座她出生、成长的
东北小城，夏季短暂温暖，冬季漫长严寒，这座城里的人闭
塞、守旧又市侩。

童年的“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以孩童单纯无邪的
视角描摹了呼兰县里的人情世故，而其中的世态炎凉由读者
细细品味。初来乍到天真可爱的童养媳“团圆媳妇”被婆婆
生生折磨死，可在夫家人的眼里，婆婆打媳妇天经地义，不
打怎么懂规矩明事理？婆婆更是理直气壮，儿子小时候踩死
了一只小鸡，一只鸡仔值三块豆腐呢，她打了他三天三夜，
不照样长大成人了吗？这媳妇怎么就经不得打呢，不就是把
她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抽了几顿、用铁棍烙了她的脚心而已？
团圆媳妇死了，全家人真心疼了，心疼了娶媳妇花掉的银子，
心疼给媳妇寻偏方、请神婆花掉的铜钱。



团圆媳妇死了，街坊邻居很长时间没得热闹可看，直到看磨
坊的冯歪嘴子忽然有了儿子。那孩子出生在大冬天的磨坊里，
身上盖着面袋子。磨坊主老婆勃然大怒，来路不明的野婆娘
生的野种也配盖面袋子？她毫不犹豫地拿走了婴儿身上的袋
子，不忘说了句“可冻死我了”。被赶出磨坊的冯歪嘴子一
家只能住在茅草棚里，新生的婴儿浑身盖满茅草御寒，日夜
哭闹。街坊们就等着看那孩子什么时候冻死，可他偏偏不死，
还长大了，能帮着做事了。

冯歪嘴子的老婆生下第二个儿子就死了，于是他们又打赌猜
测第二孩子的死法，看他是冻死呢还是饿死。可是冯歪嘴子
硬是把他养活了，尽管这孩子严重营养不良，七八个月大了
只会拍拍手，可他会笑了，微笑的时候露出了新萌出的乳牙。
这世上最深的悲哀，莫过于能用钱换的东西都比人值钱、别
人家的悲剧都是自家的乐趣。

“我”从小就想渡过呼兰河，去看对岸的世界。可是祖父说，
你怎么过得了河？祖父是萧红回忆里的一抹亮色，是她眷恋
家庭的唯一原因。可是祖父也不全懂她的心。她是女孩，长
大了要嫁做人妇，相夫教子，怎么可以出去闯荡世界？祖父
没了，她彻底不再留恋这个守旧的家庭，不再留恋这座冷漠
的城市。

正是这样一个冷酷的时代造就了萧红的黄金时代。她用纸和
笔高声呐喊，为着平等，为着自由，为着光明！

呼兰河转读后感受篇十

这几天，我连续读了一本书——《呼兰河传》，这本书再现
了当地老百姓卑琐，落后的生活和愚昧的精神。

本书作者是民国时期的.四大才女之一，30年代的文学洛
神——萧红。



在萧红的著作《呼兰河传》中，有一个故事让我记忆犹新：
小团圆媳妇是封建愚昧思想与恶俗的牺牲品，她是老胡家花
钱买来的童养媳。初进家门是一个"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
的"孩子，后来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直入等
不同人不断折磨，摧残，最终离开了人世。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那健康，活泼，天真可爱的女孩去哪儿
了？她的青春和童心呢？对，是她的婆婆，她的婆婆迷信了
跳大神的鬼话，亲手一步一步地将这姑娘送上黄泉之路，
使12岁的女孩子永永远远地合上了眼。看到这，我多么想冲
上前，一把救下那可怜的团圆媳妇，让她不在饱受痛苦。可
是——我，不能！为什么人们只顾看，他们怎么这么没人性
呢？这便是他们的愚昧！

还有冯歪嘴子，他是生活中的强者，不合理社会的抗争者。
在封建思想意识浓重的小城中，他勇敢地和王大姑娘恋爱。
他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他爱着自己的孩子，体贴
妻子，当他的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不久死后，他没有绝望，
仍然坚强地活着。他身上闪耀着鲁迅先生所赞颂过得战斗的
韧性精神。

《呼兰河传》告示我们：不能愚昧的迷信和自私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