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巴金家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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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
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巴金家读后感篇一

读完这本书，我有许多感悟。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十分喜
爱它。相信大家都明白并且都读过这本书，故事的资料就不
需要介绍了。

看完这本书后，异常是了解了巴金的生平后，我真的觉得书
中的觉慧与巴金本身十分相似。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
“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她学
到了许多封建“妇道”，明白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
一切。那本书里，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
便把自我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
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
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祖父生日的三天后，她的生命就结
束了。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十分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
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可是这门亲事之后没有成
功，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
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但也没有反抗，也从
不曾想到反抗。之后祖父死了，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
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
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
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



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
越远越好。

大哥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
能理解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提议。他最终还
是拿着衣被陪着自我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
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
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
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巴金是觉慧吗？高家的杯具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杯具；鸣凤、
瑞珏、梅表姐这些杯具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杯具生活
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
人的杯具，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杯具。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
庭中经受了很多的心灵折磨以后，最终才演化成了小说《家》
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能够说巴金的《家》是他对自我的家族生活的记叙和讽刺。

这些便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巴金家读后感篇二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刻了解了家的重要性。有的人有家却不懂
得珍惜，有的'人没有家却盼望有家，家不就是一家三口快快
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吗？看了《家》这篇文章，我大概明白了
一些道理。家是爱的居所，只有在那里才有最动人的真情。

巴金家读后感篇三

他的光彩是耀眼的，像一片强烈的白光，掩盖过一切后通透
彻底。所以直到捧起《春》，我才看到觉民的光。他是薄暮
的晨光，一点一点地射放，越来越强大。



如果对觉慧是爱是叹，那么于觉民则是敬是佩。同样的家庭，
他的抗议是逃婚，他的抗争是留下来，留下去拯救，留下去
承担。

我敬佩的就是这么一份敢于担当的魄力和责任。像觉慧那样
洒脱决绝地转身他也会，也许他也会走上这条路，但与觉慧
不同的是他做不到那么干脆，那么不计一切。不是舍不下家
的富贵，说实话他巴不得生于平凡人家。金丝雀是关在笼子
里给别人看的。他还有大哥和妹妹需要他，他的走与留不只
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代人的命运。再潇洒的转身都不过是逃
避而已，而他却是面对，从当下开始抗争。正是他的无比清
醒，所以他一定要帮淑英在那条通往死亡的路上走出一个拐
点。女人不应当是封建礼教的祭奠品，更不是一个毫无思乡
心绪的木偶或砝码。他要这些人在一条女人毫无自主与地位
的路上走出一个拐点。

他是一个强者，他留下来了，这是证明;淑英飞出了囚笼，这
是证明;报社办的风生水起，这是证明。

叹往事隔不过昨天。觉民看着觉慧与淑英飞远，下一个人也
在蓄势待发，而他，他还不打算先逃离，他还有更远的路要
摸爬滚打，还有更难的前方需要他的晨光去照亮，一丝一缕，
微弱的，强烈的，都是力量。一个强者的光芒。

巴金家读后感篇四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叫《巴金》的书是巴金写的短篇小说，
很好看，都很令我我感动，我最喜欢的.是《长生塔》。

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很伟大的
皇帝，他有很多的大臣和妃子，他一直过着很快乐的生活。

皇帝也避免不了衰老。不长时间，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觉



得自己老了。就命令各位大臣，给他找长生秘方。

他们找遍了各个地方，都没有踪影。有一个老臣说：“有一
个叫长生塔的建筑，站在上面就可以长生，但是这座塔已经
倒了。”但是皇帝并不生气，他下令让全国的百姓都来建这
个长生塔。

长生塔就像长城一样，为了建塔，死了很多人，最后终于建
成了。皇帝一上去，塔就倒下了，皇帝也被埋在下面了。

我认为这个皇帝真是个恶毒的人，死了很多的人呐！反正他
害死了百姓，自己也得死，世界上没有不老药。

巴金家读后感篇五

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都是正义派，可是决心是“不反
抗主义者”，觉民觉慧确实新势力派，敢为正义与旧势力反
抗。琴于觉民情投意合，可是却分别被父母许配给不同的人，
但他俩不妥协，最后成功了。

但觉新却是个反例。他和梅表姐情投意合，可却因为双方母
亲发生矛盾闹不愉快，所以双方被拆散了。多年以来，两人
仍忘不了对方，每晚都伤心流泪，撕心裂肺的痛。最后梅表
姐死了。

觉新懦弱到最后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这种男人太懦夫
了，应该拉去打靶。明明心里知道对与错，却口口声声说要
听从长辈尊重长辈的`，去甘心做一条服众的令人唾弃的狗。
但觉会就不同了，敢闯敢说，坚持正义，这种人活着才会有
意义啊。

巴金家读后感篇六

本人有幸参加了农工党市委组织的读书节活动，获赠龙应台



写的《孩子你慢慢来》一书，假期看完该书，深深被书中流
淌着的温情细腻的`母爱所吸引。

书中主要写的龙应台陪伴两个孩子华飞和华安的成长中的点
点滴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华飞能在不同场合上变换着说四
种语言，这让我想到了我儿子，他现在六岁半，跟爷爷奶奶
交流时讲普通话，跟外公外婆说苏州话。孩子是在潜移默化、
不知不觉中慢慢成长的，在不经意间你会发现孩子又进步了。

读完整本书后，我感悟到陪伴成长是最好的教育，不急不躁，
等待那些生命的自然成长，等待花儿慢慢的绽放。我不由的
想到早上起床后的场景，“快点刷牙”、“快点换鞋
子”、“快点吃早饭”，其实说与不说结果都差不多，每天
还是八点左右到幼儿园，我也要改变下自己的方式方法了。

好了，我要回家拥抱我的儿子了!

巴金家读后感篇七

最近有幸读到了作家巴金先生所著：《激流三部曲》中的第
一部《家》,这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发表的作品，充分的
体现出十九世纪中国旧式家庭的生活情境，那时的家庭处于
封建及半封建时期，社会上各种启蒙思想及新事物层出不穷，
自然会与旧的封建生活发生最本质的冲突。

主人公觉民与觉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旧式的封建家庭中，
祖父是一家之长，拥有无上的权力；不客气的说是把握着全
家的生杀大权，这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是很普遍的，而子
女则失去了自由并论为这种旧式礼教的牺牲品，而觉民和觉
慧不同，他们勇于对封建家庭的束缚作反抗，这种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

觉民和琴，这是一对反抗旧礼教的成功例子，觉民为保护琴
而离家出走，公然反对祖父的＂父母之命＂；然而这也保护



了琴的安全，最终由于觉民和琴的勇敢改变了命运。而祖父
在将要离开人间时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含泪与儿女告别。
觉慧最终离开了这个家，代表放弃旧的生活方式而找到了重
生。

这部名著在某种程度上与呼啸山庄类似，都深层次的分析了
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光辉，并且肯定了人由恶转变为善的可
能性，也告诉我们对于自己的束缚要勇于反抗！

巴金家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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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