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芙蓉镇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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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镇读后感篇一

古华的《芙蓉镇》，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虚构
出来的湘西芙蓉镇为环境，以革命的萌芽、发展、结束为时
间线索，以胡玉音等人的遭遇为代表，是一部时代特色鲜明
的长篇小说。

全书共分四章，每章七节，每个章节都有标题，结构紧凑，
框架鲜明，作者的逻辑性很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致能够分
成两类，分别是作者跟着作品走，或者作品跟着作者走。前
者的优点是局部好看，但易输于整体；后者整体思想性强，
但局部不够精彩。《芙蓉镇》属于第三种，即，全局上，作
品跟着作者走，局部上，作者跟着作品走，所以，《芙蓉镇》
在故事上文字上即清晰又精彩。大局是框架，没有规矩则不
成方圆革背景下，国民的代表。基于此，读者会看到，古华
先生在描述某个人物遭遇时，忽然笔锋一转，转向当时的中
国有同样遭遇的那些同胞们。作者只是借题发挥，《芙蓉镇》
是古华先生抒发感伤的窗口。所以，虽然全书字数不多，人
物不多，可是全书的表现力极强，读者仿佛能听到作者的心
跳，与作品人物共同回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

所谓阶级斗争，可是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谓革命，可是
是人革人的命。在本书中，革命本身已经成为了书中人物打
击报复的工具，供给了发泄的机会。这就使得这本书人性十
足，一切故事，都是人事，革命造成的破坏，也是建立在人
的劣根性这一基础之上的。《芙蓉镇》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



对文革的批判，而是更深入的剖析被卷入文革的那些人物，
使读者随作者一齐反思人性。

芙蓉镇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算是我首次对于那个时代了解的这么详细吧，之前从
来没有过，其实仔细想想讨厌李国香也好，王秋赦也好，甚
至是黎满耕也好，终究不过是一种无奈，看见在巨大时代车
轮面前他们是被反复来回碾压的一颗螺丝钉，是很可悲的一
件事情，李国香王秋赦作为的是无意识的那一批极具政治色
彩的工具，命运随着整个时代的巨变而沉浮，已经丧失了人
性。而胡玉音桂桂秦书田代表的是善意和坚韧，又有多少胡
玉音活下来了呢，人太渺小了。

还有的感触就是文化水平的普及，我对当下的生活感到庆幸，
之前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也写到里面的主人公孙光林不
懂生理问题，总觉得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似的，这里老谷不也
一样，桂桂也一样，叫他们脱光了检查身体，不可能的吧，
那种羞耻心和不接受让他们承受了太多，可是仔细想想，几
千年以来男男女女不都是这样过来的，把脉还要隔层纱，虽
然我们现在对性教育也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你再往那些年看，
简直是另一个天了。

最后是生命的力量，这本书其实挺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惨法，但是在这翻来覆去的悲剧里，有老谷和黎大哥的关爱
之心，有玉音和秦书田的爱，无爪辣的恻隐之心，那个风雨
交加夜晚玉音和书田的爱欲在我看来就像是压抑之下的觉醒，
老谷为军军出生所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

芙蓉镇读后感篇三

暑假期间，我阅读了一篇长篇小说《芙蓉镇》，作者是古华。

这些真实的生活画面，虽写风俗的变异，实是写社会的变易，



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社会内容和人生真谛。如今，改革开
放已经三十周年，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现代化的大型企业，
时尚发展的人民生活。社会鼓励劳动，积极扶持个体，大家
互帮互助，和谐和睦。

了解过去，更让我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感怀历史，现在更
有沉甸甸的责任感去创造历史。“小社会”的动新社会的飞
速发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豪情满怀建设一个更为强大的
中国！

芙蓉镇读后感篇四

《芙蓉镇》这本书是以革命为历史背景的，书中的女主人公
胡玉音则是文革中饱受冤屈的一个典型。

胡玉音在芙蓉镇上开了一家米豆腐摊子，因她待客热情，米
豆腐好吃，所以生意兴隆，于是遭到了另一家饮食店经理李
国香的嫉恨。此时正值文革时期，李国香利用职务之便将胡
玉音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批斗。但胡玉音并未屈服，她在
心底常说的话就是活下去，为了我们的后人，像牲口一样地
活下去。胡玉音坚强地活了下来。文革最终结束，芙蓉镇又
恢复了勃勃生机，胡玉音成为了街办米豆腐店的服务员。

从另一个角度看，胡玉音是坚强的，这点让我十分钦佩。应
对挫折、坎坷，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她没有丧失活下去的
信心，她把痛苦埋在心底，顽强地等待着这一畸形时代的结
束，永远进取、乐观、向上。十年大革命，多少人经不起挫
折的打击，最终自杀。而常常挨斗埃打得玉音，始终相信混
乱的社会终将过去，新的时代终将到来。

芙蓉镇读后感篇五

古华的《芙蓉镇》，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虚构
出来的湘西芙蓉镇为环境，以文化g的萌芽、发展、结束为时



间线索，以胡玉音等人的遭遇为代表，是一部时代特色鲜明
的长篇小说。

《芙蓉镇》是以写时代为目的的小说，人物是古华先生表现
时代的工具。或者说，芙蓉镇是浓缩了的---背景下的中国，
《芙蓉镇》上的人物，是---背景下，国民的代表。基于此，
读者会看到，古华先生在描写某个人物遭遇时，忽然笔锋一
转，转向当时的中国有同样遭遇的那些同胞们。作者只是借
题发挥，《芙蓉镇》是古华先生抒发感伤的窗口。所以，虽
然全书字数不多，人物不多，但是全书的表现力极强，读者
仿佛能听到作者的心跳，与作品人物共同回到了那个疯狂的
年代。

所谓阶级斗争，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谓---，不过是
人革人的命。在本书中，文化g本身已经成为了书中人物打击
报复的工具，提供了发泄的机会。这就使得这本书人性十足，
一切故事，都是人事，文化g造成的破坏，也是建立在人的劣
根性这一基础之上的。《芙蓉镇》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对---
的批判，而是更深入的剖析被卷入---的那些人物，使读者随
作者一起反思人性。

文学作品不是胡侃。优秀的小说是来自作者灵魂深处的呐喊。
一字一泪，一字一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