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死疲劳的读后感 生死疲劳读后感生死
疲劳读书心得(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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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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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疲劳的读后感篇一

我终于把《生死疲劳》读完了，心情很激动，这么厚厚的一
本书，每天读两小时左右，坚持了整整20天，书中那吊诡和
磨砺真的让人百感交集。全文脉络清晰，语言流畅，思绪天
马行空，用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会的农村变革。从某种程
度上说，它是一部记实作品。这真是当代最具想象力的作家
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力作。

书中很多生动的片段，我读着读着偶尔会扑哧而笑，比如小
三和西门猪去偷杏子吃的过程，比如莫言把尿液落到马力带
上，回答是想给皮带降降温。当然好笑归好归，这部小说最
打动人心的还是蓝脸的那种信念，那种自己命运自己作主的
信念。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就是他，我觉得除了动物的
形象生动外，只有蓝脸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也许是他的
执拗和毅力打动了我吧。他在月光下坚持劳动的形象在我心
中很高大，那个朴实勤劳的农民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
的坚持也迎来了精神上的胜利，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不过
我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土地却因开发商无节制的开发而越来越
少，真想说让土地适度开发吧，土地是农民的生命。

佛教说有六道轮回，主要是让我们与人为善，而莫言把生死
轮回融入到小说创作上，一次次的轮回，使得整篇文章结构
清晰利落，让人一目了然。这点上我很佩服他的创作构想。
莫言能用酣畅淋漓的语言和生动无比的情节把故事一一展现，



他的想象力也让我惊叹，让读者看到他一流小说家的才华。
他是当代作家，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能阅读他的小
说，我觉得很幸运。

再说说我认为的缺点：莫言很会调侃，经常莫名其妙地插进：
莫言在他某某书上说，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协调，我阅读讲究
顺畅和全身心投入故事情节，被他这样一弄，我看得累，也
许是我的品文境界没达到吧。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至今
还没明白他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些跟故事情节没多少关系的内
容。再说说叙事者，突然变化之快，这个我是动物还是人要
极力地去琢磨，特别是转成狗后，真是多变啊，本人这个笨
拙的脑跟不上他的速度。

作为文学作品，里面的个别字样，我觉得还是粗俗了些，我
建议未成年小朋友不要阅读此类书籍，可能是我接触的纯文
学作品跟这个还是大相径庭。如果只是一般的小说，那这些
字眼也就马马虎虎吧，不过是文学作品，那我还是觉得庸俗
了点。还有，最后的结局，总觉得有所欠缺，跟前面的内容
比结局还是逊色了点。当然网上也有人夸他的结局的，所谓
见仁见智吧。

整体来说，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值得一读。我们不能要求人
是十全十美，当然作品也是如此，十全九美就是不错的作品
了。

生死疲劳的读后感篇二

最近一直在读莫言，相比《蛙》《红高粱》《丰乳肥臀》，
这部长篇小说在故事叙述上真的没有那么紧凑，以至于我中
途多次停止阅读，半月有余才读完。不过，读完整篇之后，
细思文中人物及人物命运，也生出了许多的感慨：善恶自有
报应分明；一切来源于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书中两个人物主线：一个是因为时代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



斗地主运动）而被枪毙的无辜地主西门闹，另外一个主人翁
就是西门闹好心“捡来”的长工蓝脸。

西门闹死后进入阎王殿觉得自己似的冤屈难伸，后被阎王欺
骗，多次轮回成牲畜：牛，驴，猪，狗，猴，最后成人（大
头儿子）；在六次轮回中，他亲眼目睹了和亲身经历了时代
改变给每个人和牲畜带来的命运的变化：他的正妻（地主婆）
被整多年，后来虽停止了阶级斗争，但最终未得善终；他的
两个妾室分别改嫁给平民（自己家的长工），他的亲生儿女
（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改姓“蓝”（随长工姓，为保全孩
子，免得让孩子变成“阶级敌人”）。之后，他又见证了他
的儿女以及孙子孙女的各种幸与不幸。最后，他看淡了人间
爱恨得失，不再仇恨；投胎为人。

与“爱情”私奔多年；蓝开放（小小蓝脸）为爱植皮“变
脸”，最后自杀。见证了太多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蓝脸淡
漠生活，自掘坟墓，并嘱咐自己的儿子：待他死后，卷席埋
葬，把他一亩六分地里产的粮食洒在他的墓穴里和他一起埋
葬。蓝解放给蓝脸建了个墓碑，在上面写着“一切来自土地
的都将回归土地”。--多么应景而有内涵的一句墓志铭呀。

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纵观半
个世纪，三代人的命运轮回：不论是西门闹的六次轮回“闹
腾”，还是蓝脸坚持单干-倔强地和时代以及命运抗争；无论
是西门金龙和庞抗美的贪婪成性，还是蓝解放和蓝开放的为
爱痴狂，最终的最终都回归到了土地里。

生死疲劳的读后感篇三

读完《生死疲劳》这本书会有哪些收获呢？以下是本站小编
为您整理的“《生死疲劳》读后感”,供您参考，希望对你有
所帮助，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本站查看。

读完这部《生死疲劳》合上封底的瞬间，让我想起哥伦比亚



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描写的前后七代人，
拉丁美洲百年的兴衰发展历程。莫言的《生死疲劳》是描写
前后三代人，确切的说算上“大头”应该是四代人，我们新
中国五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人或者动物，死后是否可以轮回，不得而知。不过生活在世，
人生百年却也有不同的轮回和际遇。以前说，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的确如此。

人有失意落魄的时候，但不会永远失意落魄，总会有雨过天
晴见到彩虹的时候；人有位高权重春风得意的时候，但要居
安思危，多行善举，也会有落魄的凤凰不如鸡的境况。

这就是“轮回”，死的轮回也许“莫言这小子”知道，不过
我们应该更注重的还是生的轮回。人生在世，其实我们的灵
魂都在不断的轮回。

一起来品味这本书吧！

生死疲劳的读后感篇四

中国现代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可喜可贺。可是我并没
有看过他的书，只看过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
并且那也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自知孤陋寡闻，赶紧让女儿
在网上购得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一读。

作家莫言在书中，主要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农村
土改中被民兵枪毙的地主西门闹，不甘心就此埋没，到阴曹
地府向阎王爷喊冤叫屈，经“六道轮回”，变成驴，变成牛，
变成猪，变成狗，变成猴，最终又变成畸形“大头人”的故
事。书还没有看完，我就已经被主人公对生命所抱定的那份
执着所感动，变成驴，要折腾;变成牛，要犟劲;变成猪，要
撒欢;变成狗，要精神。从这些故事变换的主线中，我感受到
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土地，对家、国孜孜以求，永



不言弃的顽强。

有人说莫言的小说在风格上，是受到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
义文学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人民，在外，饱
受殖民主义者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在内，又久经独裁专
制统治的肆虐，由军事政变引发的战乱频繁，为了反对强加
于拉丁美洲人民头上这种种的不公，才有了魔幻现实主义这
一崭新文学流派的出现。这一现象不仅仅提升了拉丁美洲文
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方面在世界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唤
醒了人民的觉醒。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既有离奇幻想的
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
相混。我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几乎是不了解的，一
年前，买了一本《百年孤独》，还没有阅读就被朋友借走，
到今日也没有还回来。

不明白为什么，阅读着莫言的小说，竟让我想起了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想起了他笔下的那位传奇的，逆时针
而动的骑士。《堂。吉诃德》的作者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
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在更高的层面上，表现了对现
实的认识和理解。就像之后几乎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聊斋
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一生困顿中，“集腋为裘，妄续幽
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出自蒲松龄聊斋自志)
他们集自我的才华，在现实之上，另辟一方天地，书写春秋，
挥洒人生。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本大胆而奇特的书，他因为用虚幻
的手法，表现了真实的历史，才使人觉得它更加真实。人往
往在得不到什么的时候，才寄期望于梦幻和想象。这就像在
正常情景下，人就是人，怎样能与动物，尤其是和人类有着
密切联系的家畜相互变化呢。英国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是
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他曾为维护达尔文《物种起源》
这一科学名著，向反动的教会势力说道：“我正在磨利的牙
爪，已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他郑重的宣布：“我是
达尔文的斗犬。”作为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恐怕比



其他人都清楚人与犬的区别，可是为了捍卫真理，他磨利了
的是自我的“牙爪”。同样将自我与动物相比的，还有清朝
杨州八怪之一世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由于他深深折
服于明代有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戏剧家之称，自
诩“青藤道士”的徐谓，郑板桥自刻印章，称自我为“青藤
门下走狗”。三百年后，齐白石曾作诗云：“青藤、雪个远
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这些都是名人，他们对世事的了解，远比我辈清楚，为狗
为人看了《生死疲劳》，我似有所悟。

在此

莫言《生死疲劳》开篇语：“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
欲无为，身心自在。”

徐谓题联：“世间无一事不可求，无一事不可舍，闲打混也
是欢乐。”又“人情有万种当如此，有万种当彼此，要称心
便难洒脱。”

生死疲劳的读后感篇五

看莫言的书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这部小说上更是体现
得淋漓尽致。也许是得益于莫言回归了纯手工写作，读此书
的时候，思路酣畅淋漓，画面感十足，写到兴起处，甚至有
种脱了缰的野马般的感觉，激情奔放，跑题万丈！我甚至一
度认为，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嗯，当然
是开玩笑了。也许这也正是为什么明明这么适合做电影剧本
的作品，却没有导演敢接手的原因吧，这剧情实在是太魔幻
了，也许只有cg动画才能表现出来。

小说延续了《红高粱家族》的大河式家族史诗，用魔幻现实
主义手法，透过六道生死轮回，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
农村的历史发展过程，揭露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与矛盾。有
人说故事尾声稍显仓促，但我觉得，从驴、牛、猪、狗的轮



回过程就已经充分描述了西门闹从人到畜生的心态转变过程，
百家笔记网再到猴子和大头婴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无需再
多说了，炫技并不是莫言的目的，小说的主题和含意才是他
想说的：生死疲劳，何须六道？不管是仇恨还是执著，爱情
还是肉欲，终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在生死面前，都不再值
得一提。

我也不禁反思，究竟对我来说，除了生死，什么才是最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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