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读本读后感(通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巴金读本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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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读本读后感篇二

其实并不十分喜欢《家》这部小说。虽然无论写作手法还是
情节设置都十分出色，但我并不喜欢它对于思想内容的表现
过于直白。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明显是那个时期三类最
具代表性的青年人物形象。觉新的“无抵抗主义”、“作揖



主义”是对封建势力反对却不反抗的懦弱表现。觉慧则显得
有些过于激进，觉民则摇摆不定、立场不明。

小说在很多方面映射封建社会对人的压迫。例如钱梅芬的死。
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封建社会迷信思想对人的思想的毒
害。例如瑞钰的'死。小说中的人物要么引人同情，要么引人
厌恶。鸣凤刚烈的性情和纯洁的爱情仿佛是有意地映射觉慧
的寡情。

或许因为同样身为女子，鸣凤的爱情无法换来觉慧同等地对
待让我由衷地愤慨。觉慧以事业、理想作为自己轻易摧毁一
个美好女子生命与爱情的借口。我发自内心地唾弃这种行径。
另一方面觉慧虽参与许多先进组织，如办报社等，或是坚持
不坐轿子，但骨子里仍是由封建残余。他虽然赞美鸣凤的爱
情，却不是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接受那份爱情。

巴金读本读后感篇三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我非
常喜欢它。

这本书主要讲了作者蒂皮和她的野生动物朋友之间的.故事，
书的前面还有蒂皮致中国小朋友的信呢，让我们保护环境，
珍惜野生动物。

地球是个大家庭，动物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要像一家人一
样，互相帮助，共同生活。有些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
一切地捕杀野生动物，不想想后果有多严重，所以我们一定
要保护环境，珍惜野生动物，争取做地球大家庭里合格的一
员!

巴金读本读后感篇四

家”本是一个温暖、和谐的词。可在主人公心中家不过是一



个监牢，他自己则是那其中的囚犯。他迫切的期望能冲出旧
家庭的囚困。于是在“新5·4”运动下，他和青年们抛下了
一切，开始了自我创造的新生活。在读《家》是我从一度的
认为那是一个悲剧。我为主人公觉慧，他的.家人、爱人感到
悲哀。他们身不由己，完全要听上一辈的指挥、安排，然后
再去指挥少一辈。长辈训他们他们只得唯唯诺诺的应着，生
怕一个不小心惹怒了长辈。最可怜的就是那些中年人，他们
只能打牌解闷，他们完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群名副
其实的傀儡。文中的大哥就是一个例子，他和爱人被拆散，
他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接过来了父亲给他的责任，他只能听
长辈的，只能当一个傀儡！

《家》作为激流三部曲中的首部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

巴金读本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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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读本读后感篇六

加查，汉盐，文成公主路过此地的时候曾在这里施盐。山南
地区南与印度、不丹相接，西是日喀则，西北是拉萨，东北
是林芝。

来加查做生意的一般都是甘肃人。原来冬虫夏草那么贵啊。

拉姆拉错胡是神户，可以看到前世今生和未来。从加查到拉
姆拉错胡要经过雅鲁藏布江的加查大桥，就是掉在上面的吊
桥。拉姆拉错，在这里大声喧哗，上面会下冰雹或者下雪，
清澈汉揽，平静，前程得凝望，现实楚未来的景象，寻找历
代转世神通必来观湖的地方，更加神秘。神湖被一层薄雾笼
罩，风马旗飞风吹得猎猎发响。身体的地狱，眼睛的天堂。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神湖传递着自己的`美好心愿，这一
幕延续了上千年，从未中断。

哲巴卓舞，是西藏卓舞的一种。只能是男孩表演，圆圈形式，
节奏慢，动作大，显得很豪放。

不喜欢周雪梅这个记者，没有我的谭文颖那么棒。身体又不
好，普通话显得很老土。为什么我觉得周雪梅很做作呢？？
谭文颖身体那么瘦弱能够在昌都，她连上个拉姆拉错都传奇，
而且觉得她说话很没有一个主持人的风范，当地的藏民说这
个泉水有种铁的腥味，她就很嫌弃得捂着嘴巴，然后问当地
藏民说这个会拉肚子吗。。。你就不应该这样子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