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百年孤独高中读后感 百年孤独读后
感高中(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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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百年孤独高中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以马孔多这样一个曾经安静而又单纯的小村落为端点，
讲述了生活于其中的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历史。奥雷里亚
诺·布恩迪亚上校是村落组建人之一阿尔卡蒂亚的儿子。父
亲老布恩迪亚曾是一位极富进取心，勇于开拓的有志青年，
直到吉卜赛人踏入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落，并带来了外面的
世界不可思议的发明。

他与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成为密友，将一腔热忱在磁石、
天文、炼金几件事世界奇观上消耗殆尽，这或许就是布恩迪
亚家族百年孤独的先兆。此后相同的命运又一次次地在布恩
迪亚家族人身上不断重演，他们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命运
轮回之中，直到一个世纪后家族最后一个孩子死去，奥雷里
亚诺·巴比伦翻译出了梅尔基亚德斯在一百多年前所写的关
于家族历史的预言。

看似只是一个设计精密、情节波澜的悬疑神秘故事，实际映
射了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

阅读这本书，似乎是在梦境中穿越了那个纷繁复杂的初始世
界，看着它渐渐在时光流转，命运的往复中失去光彩，看着
百年孤独的布恩蒂亚家族销声匿迹于此，看着命运将本来纯
粹的感情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是无穷的爱和无法战胜的胆怯之间的殊死较量。”这句
话给我的映像最为深刻。布恩蒂亚家族为什么会百年孤独?我
想读完这本书，我已经有了答案。正是胆怯战胜了所有的爱，
使布恩迪亚家族的人永远缺乏了一颗无所畏惧的心，脱离了
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永远活在怨恨和迷茫之中。

在这个家庭中，岁月的痕迹已经磨平了所有的回忆，将他们
变成废料，垃圾和污物，让这个无数辛劳换来的家庭破碎，
堕落。且造且毁，且毁且造，固执于自我，孤独的宿命不断
重演。

奥雷里亚诺上校发动的几十次战争，不是为了理想，而只不
过是为了他那纯粹的、罪恶的自大。他视高傲为力量，所有
的成功或是失败都会让他迷失，他经逼近过权利的极致，为
此他放弃了许多东西，而最终，他也像放弃那些一样，坚定
的放弃了权利和荣耀，终其一生周而复始的在祖父的炼金房
里铸造小金鱼。而最后才发现，战争已经将生命中最美好的
部分永远的夺走了，在临终时，那些无法删除的百年记忆俨
然成为了无法避免的折磨，就如同他将会无法避免的死去一
样。

还记得马尔克斯上校“悲伤地敲击发报键”说“马孔多在下
雨”，他俨然已经认识到了战争摧毁了太多，而换来的只是
奥雷里亚诺的冷言冷语“别反混了，八月下雨很正常。”本
性忧郁，生来孤独的上校对下雨毫无感触，绝对理性地劝说
革命同僚别犯浑。权利、战争已经改变了他，没有“爱”，
没有“回忆”。

百年孤独高中读后感篇二

从本书的背景去看，又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孤独。当时恰逢哥
伦比亚内战，数十万人丧生，主人公布恩迪亚上校也是在这
个时代造就的英雄。战乱必将使人流离失所，孤独随之而生。



那个时代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在作者的刻画中以另一种形式，
无形地抗议着这一切，然而最终无法摆脱的还是孤独。在那
个时代，尽管有人挣扎着去打破这份孤独，但终因无法凝聚
成一股力量而告终，走向失败。诚然，孤独是导致一切恶果
的导火索。作者希望广大拉美人民可以团结起来，战胜这份
孤独，让团结的力量促使拉美地区也投入现代文明的顺流之
中，顺流而上，并非逆流而下。不被世界所孤立，傲立于文
明发展的大潮之中，打破封闭，展开新生活。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唯有孤独永恒。
作者所说的这句话并非绝对，放眼未来是正确的，而孤独并
非永恒。竭尽所能，摆脱孤独，纵使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
难敌全军万马。在整体的推动下促使个人的前进，是中国传
统思想的一部分，也正有了整体，个体才不至于太孤独无助。
这也正是中国不断向前迈进的原因之一。

这是否是你对两性的看法?而马尔克斯则回答，我认为，妇女
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推
倒历史。到头来，人们是会明白究竟哪种做法不够明智的。

百年孤独高中读后感篇三

《百年孤独》是一本措辞简单的书，甚至简单到带一点冷酷
的味道，《百年孤独》中浸淫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应该
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
愤懑和抗议。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高中生百年孤独读后
感8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这是一本饱含孤独的书，厚厚的书页承载着厚厚的孤独
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孤独是一开始就注定好的，在那本羊
皮手稿中，从第一代人传至第七代，一直没有被研究透，而
正因为家族中无人，也就不能知道家族的命运走向，我觉得
这是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独具匠心的安排。一开始读



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被一连串看
似一样的名字弄得眼花缭乱，再去看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是
要通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
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个社会现实。

虽然我并不太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但是通过这本书，我能
够感受到在那个年代，那片土地，那一群人类的'内心。我想
我是难过的，因为能够确确实实地感受到那份孤独与无奈。
我想我又是幸运的，通过这本书，我学到的是该如何把握自
己的命运，过好自己的生活。

“妄图在虚幻中寻找真实感的人，脑子一定有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这句话时不禁一笑，右手边是看了一半的《百
年孤独》。这本诺奖得主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声名远
扬，但此刻，我只是借翻阅它来消磨一个长长的无聊的下午。
亦实亦虚的魔幻故事，庞杂的网络虚拟世界，以及虚拟世界
里的一句话，和真实的我凑在永恒的时间里，就发生着奇妙
的化学反应。

我看了很多遍《百年孤独》。最初的观感是晦涩痛苦的，因
为一长串反复出现的名字、人物癫狂而奇怪的行为、神秘而
混乱的环境。作为一个学着“三观端正”现实主义课文长大
的学生，这种将与真实生活毫不相干的灵异传说放在极具真
实感的现实里的叙述，实在别扭难过。但不可否认，故事非
常精彩。当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这个苟延残喘的家族永远
地消失不见，一群啃食着血肉的蚂蚁，一棵被绑着“疯子”
的大树，我心中空落落的，意犹不止，也好像“大雪白茫茫
真干净”的惘然。我可能自己也没有发现，我正走向一条不
那么普通的文学之路。伟大的作家布下隐形的指示，指示着
每一个读者，去虚幻中寻找真实。

我曾一度认为自己的阅读是肤浅的，因为富有特色的文学表
达相较于它的内核仿佛更能吸引我，这种隐蔽的羞愧在阅读



《百年孤独》时尤甚。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实在太迷人了，
幻想现实碰撞，重彩写实融合，争锋相对的矛盾，水到渠成
的和谐。而我这才发现，正是这种独特的写法，让虚幻的文
字处处体现着真实的张力。比如奥雷良若上校的孤独。他整
天埋头于作坊中做小金鱼，他的头发上可以长出蘑菇，口中
长满青苔，明明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却感觉“空气中浸满雨
水的潮湿”。这是上校行将死亡之前的感受。我知道现实中，
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头上长着蘑菇口中长着青苔，但是这并
不妨碍我感受、触碰他的孤独，一种隔绝与世的荒芜，一种
压抑到窒息的孤独，就好像生活在充满雨水的空气中一样。
故事是虚假的，但孤独一样沉重。

美丽的姑娘微笑，人们真正动心于一瞬间灵魂的美好，而不
是皮囊的功劳。

很难相信自己能看完这部人物名字又长关系又复杂的小说，和
《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从来都让
你猜不中开头，也猜不到结局，直到最后一刻才解开疑惑。
如果说前者是我看过最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那么这部作品
则是一次深入人心的精神之旅。

静谧安宁的马孔多小镇映射着这个时代的缩影，勤劳的乌苏
娜尽其一生也没能挽回家族衰落的命运;奥雷连诺的宿命在他
的后代身上不断重演;猪尾巴孩子的咒语并没能阻止布恩迪亚
和他的姑姑相爱;"家族中的第一个人将被绑在树上，家族中
的最后一个人将被蚂蚁吃掉",吉普赛人的预言最终实现，伴
随最后一个人的离去，经历了兴衰荣辱的马孔多小镇也被一
阵飓风卷走，只留下笼罩百年的孤独。

剧情虽然荒诞不经，却给人无限遐想。在最迷茫的时期读了
这本书，用了很长时间来思考，从小说回到现实，关于放弃
和坚守，逃避和面对，突然就释然了很多。我们何尝不是马
孔多小镇的居民?我们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驻足在各自的小
镇，有人安于现状，有人拼命逃离，有人被吉普赛人的魔术



勾起不安分的灵魂，有人永远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而最
终，所有人仍旧不可避免的孤独的离去。无论怎样的人生，
最后都殊途同归。如果我们能够活过百岁，或许真的能够看
见命运的惊人复制，而我们穷尽一生去追求的结果其实也早
已注定。"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
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
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一切都会逝去，唯有孤独永恒。这一生中，陪伴我们时间最
长的，不是父母，不是爱人，也不是孩子，而是自己。可是
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能真正静下心来享受孤独?曾经也害怕一个
人，吃饭都要找个伴。直到那一年，独自休婚假去南方，经
历了一次从害怕孤独、适应孤独到享受孤独的过程。一个人
的旅途，自由的呼吸，自在的行走，和内心对话，与自己相
处，带着怜悯出发，心怀感恩回家，感谢没有人陪伴的十八
天，让我看到更加坚强的自己。

现在每天忙碌的生活，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于是在
下班后，选择一条风景最美的路回家，在周末的清晨慵懒的
坐在窗边晒太阳，心情低落时听温暖的音乐，失去方向的时
候读一本好书。享受孤独，成为我犒劳自己的方式。后来看
到一篇文章：如果你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孤独是你的必修
课。每个人都避免不了孤独，与其逃避不如面对，真正能平
静自己的只有自己。

感同身受，我们都只是旅客，暂时住在此生和此身。如果不
能在孤独中找到答案，那么当答案昭然，我们往往措手不及。
因为吉普赛人的预言实现的那一刻，便是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人生短暂，不过百年。孤独始终，如影随形。

最后，用张楚的歌作为结束：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
能让自己枯萎。孤独的人，他们从不寻找，从不依靠，非常
的骄傲。



这已是我第二遍读完《百年孤独》了，读的.时候废寝忘食，
深深沉浸与作者的文字之中。可是读完之后心中却充满了荒
凉的悲寂感。我惊叹于马尔克斯的叙述能力，在他的小说里
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
有生动可信的现实，不仅展现一个家族的起源、兴盛和慢慢
走向毁灭的历史更映射了一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足与贫困。

布恩迪亚家族一百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
物。有精力充沛平凡而伟大的乌尔苏拉;有高傲果敢轰轰烈烈
的奥雷里亚诺上校;有纯洁如天使的雷梅黛丝......但是其中
最让我感到唏嘘和难忘的却是那个不服输，勇敢地对抗过命
运但又最终失败的丽贝卡。

丽贝卡11岁时带着父母的骸骨来到了布恩迪亚家里，她刚来
的时候的样子仿佛活生生的的出现在我的眼前——青绿色的
皮肤，圆滚紧绷如一面鼓的肚子......这是长期体弱多病，
忍饥挨饿才会出现的状况。看到她，我仿佛看到了世界上千
千万万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儿童们,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老师经
常教导我的话语“成功永远是在历尽艰险之后方能获取，不
要迷茫，不要纠结。现在有多么艰苦，恰恰就代表着将来会
有多么的幸福。”在她儿童时期已经经历了常人所无法承受
的厄运——父母去世，跟着皮早商人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才
来到了马孔多;以泥土和石灰墙皮为食;失眠症的折磨......
可是幸好，生命中的苦难并没有打倒她，反而让她浴火重生。
当她脱去孝服的那一刻，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白皙明净的
面容，冷静果敢的内心。此时此刻，我的心慢慢展露出一丝
笑颜，我为这朵盛开在困难之中的花由衷的感到欣慰。

当她和皮埃特罗互相相爱时，我以为作者终于散发了他的慈
悲之心，让这个没有布恩迪亚家族血统的女子能够摆脱宿命，
获得幸福。但是我错了，因为她的宿命也是归于孤独，然而
她的孤独与布恩迪亚家的孤独，特别是上校和阿玛兰妲这样
的孤独有本质的区别，上校和阿玛兰妲最终一个选择彻底失
去回忆以消除个人独特性来结束孤独，一个选择抱着高傲的



羞怯和处女之身下葬，他们都没有超脱孤独得到真正的平静。
而丽贝卡的孤独是个人选择而不是宿命，她虽然因为阿玛兰
妲的种种阻拦和意外难以成婚，可是她突然间又爱上了回家
的浪子第一代何塞并闪婚。在这一过程中，她的孤独短暂的
消失了，但是无情的意外残忍的剥夺了丽贝卡的爱情，她于
是投降认输终于回到孤独的本性，开始孤僻的吃土。

乌尔苏拉曾在内心中对丽贝卡有过独白。其实这独白也是作
者所真正想要展示给读者——“拥有冲动心性和炽热情欲的
丽贝卡，才拥有无限的勇气。”从克雷斯皮到阿尔卡蒂奥，
丽贝卡的判断更多出于本能，这也是乌尔苏拉所认为的布恩
迪亚们缺少的最重要的品质，他们不像丽贝卡如此敢于表达
自己，甚至具有一种永不回头的桀骜。丽贝卡的存在本身指
出了关于孤独的一种不同可能性，或者说是存在形式。

但是无论是丽贝卡，布恩迪亚家族甚至是整个马孔多小镇，
都是命运悲剧的实践品。经过对其的挣扎、反抗后最终还是
屈服了命运的安排。在后来的人生中丽贝卡依旧有可以走出
那件小房子的机会。可是她却一直把自己紧紧地锁在房里。
这大概就是作者最想传达给读者的吧：她的命运就是这个家
族和小镇的浓缩。孤独充斥着她的内心，对孤独的反抗是徒
劳的，反而会使自我更加封闭。直至一场飓风将其抹去，至
此命运悲剧终结。

拉丁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蕴含着无穷的神秘，创造过辉
煌的古代文明，但拉美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耻辱与压迫，血腥
和悲剧。自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多世纪，
这片神秘的土地经历了百年的风云变幻。在作者进行创作的
七十年代，几乎整个拉美都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作
者凭借其深刻的政治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拉丁美洲百
余年的历史，并不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只是一个
不断重复的怪圈。这也就是为什么书中的那些人那些事情总
是在不断重复的原因。



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创业的艰辛，
文明的出现，繁衍与生存，爱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资本
主义的产生，内战的爆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民主与共
和之争等足以影响拉美的大事，却让他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小
小的名叫马贡多的乡村中。把布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都深深
的牵扯了进去。在故事的结尾时。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
雷良诺阅读了记载这个百年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这
里面所有的一切，我都曾经看到过，也早已知道!”作者正是
借这个总结性的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拉丁美洲百年历史
的看法，即近代拉美百余年的历史是重复的，拉美的发展和
历史进程都停滞不前。

百年孤独高中读后感篇四

大一时，闲来无事，发现舍友书柜上摆着一本《百年孤独》，
便借来读读。我陆陆续续地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
读完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解脱，我解脱了，布恩迪亚家族
也解脱了。

《百年孤独》讲述的是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
沿海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说实话，这本书的确难懂，光
是书中理不清的人物关系以及相似却又不同的人物姓名就够
让人头疼的。但是，好书就是有让你硬着头皮读下去并且自
虐式的想去读第二遍的冲动。当你真正走进布恩迪亚家族中
去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想摆脱孤独但却死也离不开它
的纠结，矛盾和痛苦。

我认为大多数中国读者被马尔克斯的作品吸引的原因，不外
乎是独特魔幻的写作手法和另有深意的主题内容。先从写作
手法上来看，马尔克斯已然被打上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标
签，但是魔幻是表，现实才是里，这种表里如一的结合使得
《百年孤独》从小说的一开始，吉普赛人带着磁铁观像仪来
到马孔多的时候，这种现实与魔幻的结合就已经让读者陷入



了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中。从主题内容上
来说，由小及大，《百年孤独》被看做是拉丁美洲奋斗历史
的完结。《百年孤独》中浸__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应该
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
愤懑和__，是作家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这块大
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想象力进行独特的研究
之后形成的倔强的自信。

很多人对于《百年孤独》都只是望而却步，很想去读，却无
法深入到作者描绘的那个触手可及但又不敢触摸的世界。

百年孤独高中读后感篇五

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我有些懵懂，也许是第一
遍阅读的缘故。

它到底想表现什么?作者因这本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这
本书的应该很深刻，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家族兴衰的过程及结
束的原因?还是告诉读者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无法逃避?抑或
是拉丁美洲一个世纪的真实再现?布恩地亚家族延续了100多
年，但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孤独中，并在其中终其
一生。虽然布恩地亚家族历经六世，也有过繁华与鼎盛，但
自始自终没有人能逃离孤独。每一个灵魂都在孤独中游荡，
家庭成员中没有情感，没有交流，没有沟通与理解。每一个
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没有人关心他人，没有人关心身外
的世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忙碌着，却不知道为何忙碌。
他们在忙碌中体味孤独，甚至享受孤独，最后在孤独中离开
这个世界。

虽然他们孤独的表象一样，但孤独的缘由却不尽相同。乌苏
拉的孤独是理性的，这个百岁老人历经沧桑，却一门心思为
家族的兴旺而努力。她孤独地奋斗着，争取着，看管着，但
直到老死，仍是一个人在努力。没有人感谢她，没有人支持



她，没有人继承她，没有人关注她，她的努力空前绝后，她
的孤独也成为布恩地亚家族中唯一理性的孤独。乌苏拉的丈
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二儿子奥雷良诺的孤独是人性
的孤独。霍塞整天忙着搞科学试验，发誓要让愚昧、闭塞、
落后的马贡多小镇富裕起来。他倾其财力、智力，但从未得
到过任何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也从未想过要得到他人的理解
和支持。他孤独一生，最后因发疯被绑到栗子树上孤独地死
去。奥雷良诺一生发动了32次战争，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
物。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也不明白不关心自己声
名显赫，他最终把自己困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间结束了一生。
乌苏拉的大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的孤独是兽性的孤独。他的生
活里除了情欲和霸道的占有，什么也没有了，他身上没有人
性的痕迹。乌苏拉的女儿阿玛兰塔的孤独是爱情的孤独。她
心里有如岩浆般炽热的爱情，也多次与爱情相遇，但每次都
坚决地拒绝，用冰封住火热的心，让自己陷入深深的孤独中。
在诅咒与怨恨中，在渴望与拒绝中结束了可悲的一生。布恩
地亚后代们重复着前人的故事，亦重复着先人的孤独。

虽然是初读这本书，虽然书中情节琐碎，故事亦魔亦幻，亦
真亦虚，虽然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小说的脉搏，不能很好地领
悟它的宗旨，但还是感受到了布恩地亚家族的孤独之魂，这
也应该是书中马贡多小镇的孤独，是哥伦比亚的孤独，是拉
丁美洲的孤独。读着它，总是不由自主想起《红楼梦》，想
起它的繁华、热闹，但这繁华、热闹的背后是否也有孤独在
叹息?林黛玉清高寡合的孤寂，贾宝玉享尽荣华的孤寂，薛宝
钗圆滑于世故的孤寂，贾元春表面荣华、内心卑贱的孤寂，
王熙凤两面三刀的孤寂，贾氏家族表面兴盛、实则腐朽的无
奈，不都是真实地存在着吗?不同的著作，不同的故事，不同
的国情，却有着同样的灵魂——孤独。也许孤独对每个人而
言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永远无法走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