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檀香刑读后感(优秀8篇)
环保宣传语是指通过言语、文字等方式向公众传播环保理念
和知识的表达方式。提升环保宣传的效果，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从日常生活做起，用绿色和平呵护地球！"

檀香刑读后感篇一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对他只有依稀和零星的印
象，甚至从未拜读过他的任何作品，我并未对此感到惭愧，
只略微有些遗憾，好似每天在案上镇书的石头忽然有一天被
宣告为传国玉玺，而你甚至都不知道那上面刻的是什么。

荣誉似乎较少地发挥他们作为评审的作用，至少对于像我这
样的小老百姓，对于我们从来都起着一种导向的作用，说得
更简单一点，起码最近一段时间里，不太可能闹书荒了。

就是冲着这名字的古朴、神秘之感买的，听朋友说从中你可
以了解一些满清酷刑，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阴暗心理倾向的对
吧。

拜读途中几次不能前行，而是必须将融入书中的灵魂拉回现
实来，否则一个不小心，便有可能随着那刽子手刀把的起落
昏厥，随着猫腔的一声转调，咪呜咪呜地化成猫仙。

书中十八个章节，分为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凤头部和
豹尾部是书中主角自叙情节，猪肚部则似普通小说娓娓道来，
山东高密县在清末年间的一段传奇故事。

整部书由于采取了倒叙和插叙的形式，加上叙述者轮流更替，
穿杂着戏文内容，形式上显得繁琐、自成章法，然而好在情
节并不如《白鹿原》般复杂跌宕，故而第一遍就能看懂，当
然，这部书并不是为情节而生，这是前提，这也解释了文笔
看似混乱却少有纰漏。



贯穿始终的是非常神奇的当地戏——猫腔。与秦腔类比一下，
天下戏曲本是一家，大悲腔、娃娃腔、醉调、鬼调像模像样，
莫言在文中借孙丙与山子死牢中交心之嘴交待了猫腔的历史，
后来查证了一下，指代的确实是山东一带的茂腔，莫言变之
于一个猫字，是否有意将其幻化，用猫这种神秘而诡异的动
物作为图腾，也不得而知了。猫叫“咪呜~咪呜~”亦能成戏，
初读称奇，再读入味，细品就觉得诡异如在耳侧，竟也如书
中描写的乡民一般，和着“咪呜~咪呜~”为主角帮腔补调了，
似有神力。戏本来自民间，借用别人给他的评价——莫言将
其魔幻化，在描写一个地域一段历史时采取其最具有代表性
的事物，本身就很巧妙，加之改写的韵文朗朗上口，通俗却
不粗俗，民间的东西本就让有倍感亲切，再融入民族一段包
含屈辱的悲壮，似乎也给予了这自娱自乐另外一种华丽的意
义。个人感觉，猫腔戏文是小说是最最精彩的部分。

作家出版社的这本书里附有莫言后序，他说他在这里是写声
音，胶河的水声、胶济线火车的汽笛声、婉转的猫腔，我不
想说太多关于书的酷刑，于我尽是科普性质而无较多心思欣
赏，虽然我读完凌迟钱雄飞之后出门说话有点啰嗦。。然我
在聆听莫言所述的声音里，同时也看到了被刽子手提着辫子
绅直好下刀的脖子、凌迟刀下精雕细琢的艺术品、阎王闩后
惊恐的眼睛、菜市口前戊戌君子磕头谢天的迥异情形、还有
檀香刑恢弘的场面和敲橛入背肌肤之下的油血相融。

文学就是平摊在书桌上的一部电影，毫无疑问莫言为我们呈
现了这样一部视听盛宴，战栗、恐惧、肆意、荒.唐，除去怜
悯和悲痛的人性角度不提，我认为，读这本书是一种汗流浃
背、酣畅淋漓的享受。

檀香刑读后感篇二

刚读完莫言的《檀香刑》。趁着一腔热血还没冷却，记录下
我最直观的感受。



很久没有读到过这么有血性的作品了，最近充斥着我的阅读
空间的不是飘渺的理论典籍，就是主人公形象高大全的革命
历史经典。回顾之前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些个人
化的写作、心灵上的宣泄。而这部带着血腥气的《檀香刑》，
让我真正体会了一场“民间的狂欢”。

故事是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德国人强修胶济铁
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
仓皇出逃……而故事的主人公却是实在的小人物：民女孙媚
娘，丈夫是傻子，亲爹闹义和团，公爹是刽子手，情夫又是
知县。情节围绕刽子手公爹奉命以传说中的极刑“檀香刑”
来处决亲爹而展开的，各个主人公以自己的口吻将这个故事
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层层剥开，同时将历史上那些真实的风
云人物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出来，袁世凯、刘光第、慈禧、光
绪，如活生生般重现。

然而莫言描绘的最出色的还是这些小人物们。在他的笔下，
冷酷的刽子手也有了性情，傻子也能道出真理，女子怀着的
是最最真诚的爱情。而在我看来，最值得品鉴的还是知县一
角，他高大潇洒，胸怀壮志，却又龌龊至极。我觉得他是自
恋的，总给自己的行为找出一大堆热血充怀而冠冕堂皇的理
由，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看到百姓哭号叫嚷就要为民出
头，袁世凯一句不经意的允诺就能送他一个黄粱梦，请愿过，
上吊过，纠结过，还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帮凶的位置上，而最终他觉醒了，结束了众人的性命，自己
的性命等着被终结，可最终化身为一具铮铮铁骨。

檀香刑读后感篇三

故事叙事看似杂乱无章，但莫言以孙眉娘、赵甲、小甲、钱
丁四人的视角分别讲述故事。这一多视角转换的叙事手法是
小说的一大特点，更是一大亮点。在小说中，作者在大部分
叙述中并没有采取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以几个主要人
物的叙述来一步步逼近事情背后的真相。小说以四人在孙丙



抗德事件上各自主观视角差异性展开叙述，这体现在主观行
为上，孙眉娘不择手段地救父，刽子手赵甲衷心于完成檀香
刑这个自认为的伟业，小甲唯父是从，而县令钱丁则最为复
杂。一方面深爱着眉娘，同时关爱东北乡的村民，内心深处
并不想抓眉娘的父亲孙丙，而且还能为民请命，但同时又迫
于上司的压力与对官位升迁的迷恋，不得不抓住孙丙。这二
者矛盾始终在后者冲撞，一开始释放了孙丙，但之后却迫于
朝廷与列强的压力，再次逮捕孙丙，并协助赵甲完成这一其
自认为伟业的檀香刑。这样，几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也由此凸
现出来。孙眉娘热烈、坚定、执着，赵甲阴险、毒辣、狡诈，
小甲懦弱无能，但最后舍己救父却体现了其孝的一面。对于
县令钱丁而言，痴情、正直、爱民体现了其善良的一面，但
另一面却是追名逐利，惟命是从，可见多方面的冲突，造成
后者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最后他刺死孙丙，阻止檀香刑的阴
谋。可算是其良心未泯灭，从利欲中复归。

孙丙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性情耿直好爽，才情卓越，猫
腔技艺无与伦比，德国人高密县修建铁路。年轻时刻不务正
业，迷恋青楼，列强入侵，害其家破人亡。一幕幕惨剧激起
了孙丙的仇恨，忍无可忍的他，加入义和团，走上反抗的道
路。带领村民抗击德国侵略者，拆毁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
可谓英勇无畏，执着至死方休。但同时也充斥着其农民阶级
不脱其局限的愚昧无知、食古不化。

小说将腐朽的清王朝与列强的惨绝人寰表现的淋漓精致，也
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之上的历史机制，成功折射出专
制权力赖以生存的阴暗法则。将檀香刑的渲染表现的淋漓尽
致，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页，也暗示着腐败
的清王朝的两面性——对内压迫百姓，对外惧怕列强侵略者。

《檀香刑》更深层次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
小说中的三位主要人物——赵甲、孙丙、钱丁分别代表着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刑罚文化、民间文化和官场文化的“隐”性
内涵。莫言用批判的眼光对此做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檀香刑读后感篇四

一个人的午后，宁静、慵懒，阳光透过落地窗投在沙发上，
烘得我全身酥酥的。端着一杯冰咖啡，倚靠在沙发上，手自
觉不自觉的摸到了数，盯着书封面看了好久，眼皮好
重......

仿佛间，我身袭青袖长衫，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一个陌生的县
城，看样子是清末。忽然从巷弄里出来，看到一架官轿朝南
抬去，我跟在后面，整个县城都那么冷清，人都不知道到哪
去了，只有稀少的人家烟囱里有袅袅炊烟。来到了南门前，
忽然听到了喧闹的声音从城外传了进来。跟着轿子穿过南门，
发现原来所有人都聚集在这城外的空地上呢，这也难怪城里
那么冷清。

远远的望见一人在荡着秋千，越荡越高，像是在所有人面前
表现自己一样，那是一个女子，我看见她的眼神向我这边看
过来，原来看的是轿子里的人。我向人群中走进，离秋千渐
近。那女子面容光鲜，脸型小巧，长发及腰随风飘。“大哥，
这秋千上的女子是谁呀?”我问一个看起来憨实的人，“你是
从外地来的吧，这是俺们县赵屠户的妻子孙氏。”我在心里
嘀咕起来，赵屠户?孙氏?难道......“这赵屠户可是叫赵小
甲，他的妻子叫孙媚娘?”“你认识啊!”果真如此，我来到
了清末的高密县城，“那这孙媚娘不是背着赵小甲和县太爷
有私情?”“哎哟哟，说不得啊，”他急忙捂住我的嘴，环顾
一下，又靠过来，小声小语的说道，“他们的事在俺们县是
一个公开的的秘密，但都没人说，或许只有她家的那人才不
知道哩。”我点了点头，走开了。那县令此时走出来和县里
的人打招呼，那我应该知道他是钱县令了。我怎么都觉得他
是在和媚娘打招呼。这时一个男子跑到了媚娘面前，跟他说
了些什么，她忽然大惊失色，狠狠地朝钱县令那瞅去，可那
轿子已向城内抬去。

“小超，来帮我一下，小超?小超!”“哎，来了!”我赶忙跑



到楼上，帮忙搬一下东西。好了之后，我又回到自己的小小
沙发，泯了口咖啡。想想刚才我竟“穿越”到了清末的时候，
现在闭上眼睛，却飞不回去了，于是只好钻到书里去继续刚
才的画面。

时间一点一滴从指缝中流走，揉揉眼睛，伸个懒腰，阳光已
变得柔和，夕阳要西下了。厚厚的一本【檀香刑】业已被我
啃完了，回头想想，竟觉得自己在那里生活过。跳出书本，
我可怜起媚娘来，虽说她没有恪守妇道，也不像别的女的一
样，温声细语，知书达理，相反她却大大咧咧，像是一个泼
妇一样。可是透过那个年代，她要承受的太多太多，家里的
男人不管事，冒出来的公公要自己服侍，自己的亲爹出事了，
自己虽说不怎么情愿，但还是要为此去奔波，还有一个令自
己魂牵梦萦的县令，无论世事如何，她好像只能自己一个人
去面对，别忘了她是一个女字旁的她。在那个**的时代，一
个依然坚强生活的女人，且不论她是以怎样的方式，或卑微，
或激烈，或令人对她不尊敬也好，她努力的活给自己过。所
以，我可怜她，可怜她在那个时代所要面对的一切。当她面
对的一切，她面对了以后，我开始尊敬她。

所有的小人物汇聚了那个时代，一个小小高密城也就是当时
的中国。透过媚娘，我看到了那个时代认真生活的人，不论
是什么生活观;透过孙丙，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爱过的人，不论
是什么原因;透过钱丁，我看到了那个时代为官作伥的人，不
管是高官芝麻官。透过一本书，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
不论从哪里看现实，都是满目的黑。

一本好书，让我忘记了夏日的炎热;一本好书，让我为之忘记
了时间的流转;一本好书，让我了解自己对人性灵光崇敬。捧
起一本好书，品着一杯香茗，慢慢发散出来的不只是茶香，
还有自己的气华。



檀香刑读后感篇五

最近，莫言可是非常火了，而我，趁着这把火，读了莫言的
檀香刑，结果却被莫言的檀香刑震撼到了。

《檀香刑》是一部让人为之震撼的小说。从结构上讲，莫言
把叙事角度、时间、空间全部打乱，彼此穿插，重新排列。
所以这部34万5千字的作品，有机而紧凑，没有任何一个环节
显得拖沓。故事的五个主人公，赵甲、小甲、眉娘、孙丙、
钱丁，关系错综复杂，他们是刽子手、麻木民众、具有反抗
精神的妇女、农民起义的领袖、爱民如子却身不由己的县令;
他们也是公爹、儿子、儿媳、亲爹、情人(干爹)。各种矛盾
集中在这五个极具代表性的人身上爆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的个性，却让人从个性中看到了背后的中国历史的沉淀。如
赵甲，这个大清朝第一刽子手，这个被钱丁等人视作猪狗不
如的杀人恶魔，却被另一些人看做大清朝法律的捍卫者;如红
杏出墙的眉娘，这个人们眼中的荡妇，却又是大胆追求，勇
于反抗的中国女性觉醒的代表。

从语言上讲，《檀香刑》以对话为主，却又不同于对话。所
谓对话，当为一来一回，《檀香刑》的对话，却往往只有此
没有彼，在此中显露彼的回应。这种对话方式使得每一章节
都是独立的，干净清楚。眉娘、孙丙等戏班出身的人，其语
言又是粗俗中带有韵脚，读着就像在唱。特色的语言和对话，
和贯穿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地方戏“猫腔”相结合，使得
整部作品就像猫腔演唱的大悲调。

从选材上看，作者用大量笔墨细写了满清几大酷刑。影子说
没有读完《檀香刑》，因为写得过于残忍。读者都不忍读的
文字，作者是如何写下去的?但是通部书，看不到一点作者的
情感挣扎。或许作家有两种，一种满腔热忱泄于笔端，于是，
他哭，读者与他一起哭，他笑，读者陪他一起笑;另一种，内
心波涛汹涌，文字却冷酷无情，他思考，他追寻，他呐喊，
却大音希声。前者如路遥，后者如莫言。居然有人问莫言，



《檀香刑》写了什么。莫言说，不知道，只写了声音。那是
为19唱的哀歌。

读完檀香刑，我觉得这真是一本经典，有寓意的书籍。

檀香刑读后感篇六

故事叙事看似杂乱无章，但莫言以孙眉娘、赵甲、小甲、钱
丁四人的视角分别讲述故事。这一多视角转换的叙事手法是
小说的一大特点，更是一大亮点。在小说中，作者在大部分
叙述中并没有采取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以几个主要人
物的叙述来一步步逼近事情背后的真相。小说以四人在孙丙
抗德事件上各自主观视角差异性展开叙述，这体现在主观行
为上，孙眉娘不择手段地救父，刽子手赵甲衷心于完成檀香
刑这个自认为的伟业，小甲唯父是从，而县令钱丁则最为复
杂。一方面深爱着眉娘，同时关爱东北乡的村民，内心深处
并不想抓眉娘的父亲孙丙，而且还能为民请命，但同时又迫
于上司的压力与对官位升迁的迷恋，不得不抓住孙丙。这二
者矛盾始终在后者冲撞，一开始释放了孙丙，但之后却迫于
朝廷与列强的压力，再次逮捕孙丙，并协助赵甲完成这一其
自认为伟业的檀香刑。这样，几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也由此凸
现出来。孙眉娘热烈、坚定、执着，赵甲阴险、毒辣、狡诈，
小甲懦弱无能，但最后舍己救父却体现了其孝的一面。对于
县令钱丁而言，痴情、正直、爱民体现了其善良的一面，但
另一面却是追名逐利，惟命是从，可见多方面的冲突，造成
后者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最后他刺死孙丙，阻止檀香刑的阴
谋。可算是其良心未泯灭，从利欲中复归。

孙丙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性情耿直好爽，才情卓越，猫
腔技艺无与伦比，德国人高密县修建铁路。年轻时刻不务正
业，迷恋青楼，列强入侵，害其家破人亡。一幕幕惨剧激起
了孙丙的仇恨，忍无可忍的他，加入义和团，走上反抗的道
路。带领村民抗击德国侵略者，拆毁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
可谓英勇无畏，执着至死方休。但同时也充斥着其农民阶级



不脱其局限的愚昧无知、食古不化。

小说将腐朽的清王朝与列强的惨绝人寰表现的淋漓精致，也
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之上的历史机制，成功折射出专
制权力赖以生存的阴暗法则。将檀香刑的渲染表现的淋漓尽
致，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页，也暗示着腐败
的清王朝的两面性——对内压迫百姓，对外惧怕列强侵略者。

《檀香刑》更深层次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
小说中的三位主要人物——赵甲、孙丙、钱丁分别代表着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刑罚文化、民间文化和官场文化的“隐”性
内涵。莫言用批判的眼光对此做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文档为doc格式

檀香刑读后感篇七

说实在话，我对作家莫言并不是特别了解，直到他成为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形形色色的评价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接
受一位朋友的推荐，找到他的代表作《檀香刑》，抽空读了
它。

一段行刑场面的回忆，一场血雨腥风的起旋，令人毛骨悚然，
这样的开头，竟然插在凤头部分，我不太理解，随着故事的
深入，仅用“粗俗淫荡”作评价显然是冤枉了这部作品，至
于黑色幽默倒是有点。因为写实，所以震撼，我终于鼓足勇
气看完了这部饱含血泪的作品。

眉娘的浪、小甲的傻、知县的伪共同支撑着作品前半部平衡
而又稳定的生活格局，偶尔的小风小浪不外乎女人之间的争
风吃醋，地方乡绅的礼尚往来和乡野村民的哭笑唱跳，他们
总体封闭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折射的是清朝晚期自给自足的
封建生活状态。然而，赵甲的到来像一颗石子，在这样平静
的圈子里激起一堆浪花，并随着事件的发展越荡越大，在当



地人眼中，他是京城来的大人物，还是很有名气的侩子手，
他亲手葬送了数不清的人命，这样的人物出场，暗示着惨剧
即将上演。紧接着，窃国者袁世凯粉墨登场、国外势力的入
侵最终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悲剧，也奏响了大清灭亡的悲歌。

一根虎须看出每个人的本相，无疑带上了魔幻色彩，豺狼虎
豹驴蛇猪……在我看来，又何尝不是按照动物界的特性给每
个人物对号入了座。通过小甲这样一个看似傻帽的人物来透
视其他人物，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虎须给小甲带来了许多
意想不到的情境，也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看透了
一些人的嘴脸，不知是小甲的幸运还是小甲的不幸。

大清朝的腐臭之气从刽子手回忆的一点一滴，上下官员的一
举一动，洋鬼子的狂妄自大中弥散开来，近乎变态的残忍刑
法，媚上欺下的镇压手段，趾高气昂的侵略姿态，在这样的
晚清悲歌里，知识分子们开始了思想救国，平民百姓们开始
了暴力抗洋，戊戌六君子是维新派代表，也是资产阶级的代
表，然而终究变法失败，自身难保，轰轰烈烈地死在了刀口
下。以孙丙为代表的农民也揭竿而起，企图暴力抵抗洋人的
侵略行径，可惜带着愚昧色彩的义和神拳抵不过先进的洋枪
洋炮，甚至抵不过他们内心深处的劣根性，他们失败了，引
来了更多的镇压和杀戮。戏台、刑台、升天台，台上台下，
无不在唱着同一台戏，大清快亡了，甚至像受刑人一样任人
宰割，苟延残喘。

猫腔戏的喵呜喵呜唱出了悲欢离合，唱出了每个人的酸甜苦
辣，成为了整部戏的线索。眉娘对钱丁的爱恨情仇，小甲看
似不解风情的胡言乱语，赵甲的麻木残忍，袁世凯的阴冷残
暴，钱丁的无可奈何，一群叫花子的热血仗义，孙丙的顽强
不屈，串成了一部精彩大戏，悲壮的历史厚重感令人不忍翻
阅却又不得不仔细回味。维新派之悲，悲在自身的软弱和不
切实际，农民英雄之悲，悲在愚昧落后，悲在根深蒂固的封
建思想。所有人的悲，抹上了时代烙印，是当时的社会背景
造成的。



一句“戏……演完了……”我如梦初醒，故事到此算是结束
了，而灵魂深处的悲歌，似乎没有一唱到底，最后一群人的
觉醒中，希望的曙光在慢慢升起。

檀香刑读后感篇八

檀香刑，交织着淡色清香，夹杂着血与悲啼的苍凉。当我还
没开始阅读这本书，充斥在我脑海中的刑罚，不过五马分尸，
凌迟而已。但当我听完故事中孙丙最后一句“戏...演完
了...”,好似才回到现实中，为脱离檀香刑的孙丙得到一丝
安慰。

什么叫做“檀香刑”？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刑法，但其背后的
残忍程度，却会让人背脊发凉。实施檀香刑，首先选用上等
的檀香木，将其打造成一把宝剑的模样，然后把它放进油锅
里煮上一天一夜，让香油慢慢渗进檀香木中，这样执刑的时
候，犯人的血才不会被檀木吸收，使得檀木发胀，加快人的
死亡。

对了，我好像忘记了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刑法。它要求刽
子手将檀木从人的谷道里插入直至从喉咙，或者人的脖子后
面穿出来。

这样的刑罚，不会立刻要人的性命，只会让人饱受折磨，一
点一点的榨干人的肉体和心智。在这其中，刽子手们还会应
要求给受檀香刑的犯人每顿一碗人参汤，这人参汤的作用当
然不是为了缓解救助犯人。只是为了确保罪犯能够多活几天，
在这人世间多受几分的罪孽。

这样的刑罚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艺术”。刽子手们更是得
到官员们的青睐。比起刀起头落的爽快，这样一点点折磨，
更能带给老百姓一种震慑人心的作用。

书中作者借德国人克罗德之口，说出这样一段讽刺的话：克



罗德对着翻译又咕噜了一阵，翻译到：“总督说，中国什么
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
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
国政治的精髓......”

如果说，鲁迅先生的看客是麻木不仁，檀香刑里的刽子手也
可以说不分伯仲了。故事中的赵甲。赵姥姥。一个本来称呼
接生婆的名字，被莫言巧妙的安插在了刽子手的头上。赵甲
当了四十几年的刽子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砍下的人头，
用车马都装不过来。赵甲的师傅余姥姥告诉过他，想要成为
一个优秀的刽子手，你应该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当袁世凯要求赵甲执行“檀香刑”时，即使执行的对象是他
的亲家，他都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把这看做一份至上的光荣。
他细心，严谨，一丝不乱的尊崇着执行着老祖宗留下来的方
式，只是没想到最后的自己却因为这檀香刑丢了自己的性命。

孙丙。猫腔戏的传承与发扬者。因为德国人欺辱其妻儿，失
手打死德国人。结果造成德国人血洗他的村子马桑河，孙丙
被逼无奈，只得奋起反抗，最后被抓。袁世凯下令让其
受“檀香刑”的惩罚。

刽子手的冷酷与荡漾在东北乡老百姓心中的猫腔戏都令我心
中不忍，仓惶。赵甲与孙丙。两个低微到无人考究的名字，
却也坚信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人生大梦，不分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