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苦恼读后感 契诃夫小说苦恼读后感
(优质8篇)

人生总结是一个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梳理人际网络的机
会。如何在人生的旅途中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仰，是我们应
该向往的境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人生启示录，希望
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苦恼读后感篇一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也经常流露出淡淡的苦味。

读完了《苦恼》，不经意地想到了立交桥下的衣着不整、穿
戴破烂、脸面肮脏的神经病，街头的卖菜人和那些孤寡老人。

看到他们总让人心酸。

和他们一样，《苦恼》的主人公马车夫尧纳.波达波夫也属于
这一类的孤寡人。他儿子死了，不明不白就死了。白发人送
黑发人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他有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苦恼
全都憋在心里，可是没人愿意听他倾诉，都不想放下手头的
杂事，于是尧纳十分苦恼。确实，当你憋着一肚子事却没有
倾诉对象时，是最难受的。

尧纳驾车时，乘客不理他甚至讥笑他，而他却全然不在意---
-因为他的苦恼已胀满了他的脑子。他回马车大店时，同行们
也不理他，都一心一意地睡觉，他只有喂马时，把心中的苦
恼、烦心事全部说了出来。马像是听懂了似的，十分专心的
样子，看着主人，把鼻息喷到主人手上。

这是个十分伤人心的故事，看过后仿佛自己也十分苦恼，好
像自己也是马车夫尧纳，心中也十分憋得慌，总想说点什么。
那时，就体会到了那一种感受。让人不想、不敢再看下去了，



于是赶紧合上书，想摆脱这种感受，因为你知道，它本不该
让你来承受的。但你很快发现，他已印在你的脑里了。我想
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最好解释吧！

实在憋不住了，就讲给别人听吧！让他也帮你分担些忧愁，
让他也领略一下契诃夫的精妙文笔吧！

苦恼读后感篇二

读过契柯夫的《苦恼》以后，我深深体会来到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大家生活的凄凉。《苦恼》叙述的是马车夫约纳在一个
冬日的拉车生活。约纳的孩子这一礼拜去医院去世，他老人
家早就丧失老伴儿，如今无依无靠，哀痛发麻。他招待了几
轮旅客，道上几回想向旅客苦诉自身的烦恼与哀痛，但获得
的确是旅客催赶的责怪，由于大家嫌他不耐烦。

夜已深，他返回大车店，但连喂马的燕麦片钱都难赚到。黑
喑，孤独与哀痛又涌上心头，天气冷使他心更冷。他缓缓的
抚摸着自身忠诚的小母猪，把心声通通对它讲过马车夫约纳
仅仅干万生活在社会底层运势凄惨的大家中的一个。这些人
贫困，沒有借助，生活凄凉。她们不可以享有生活，每日以
便生活奔忙。她们生活艰辛，常常为下一顿饭的下落发愁。

这些人全力以赴为生活劳动者，心里的烦恼能向谁人倾吐呢？
又有几个真实掌握她们，关注她们，协助她们呢？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大家的`是生活是大家平常人无法想象的，并且她们
比大家平常人有大量的烦恼。实际上，无论在哪个社会发展，
不管兴盛還是落伍，都是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并且她们
的运势全是一样凄惨的。读过《苦恼》之后，我想到了这些
在街头捡破烂谋生的老人。这种老人破衣烂衫，驼着背，身
背个厚重的大塑料袋，夏季顶着炎日，冬季冒着严寒，整日
在街道流荡。

她们有些人承担着丧失儿女的哀痛，有些人承担着被儿女抛



下的苍凉，有些人承担着伤残人的不自信，有些人承担着少
壮不努力的追悔这些人都把分别的烦恼憋在心里，她们找不
着人发牢骚，也没有时间去悲春伤秋，由于慢下一步，下一
顿饭又沒有下落了。《苦恼》中马车夫约纳的生活虽然凄惨，
但并并不是仅有他一个人烦恼。

苦恼读后感篇三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首先把性欲提高到“一切欲望的焦点”
的高度，并且称之为“生存意志的核心”，从而引出其哲学
思想的核心概念“意志”。意志包括生存意志和种族意志等。

在第一部分《爱的哲理》，叔本华认为男女结合的性欲源于
种族延续的本能意志，然而这种意志并不对人有利，甚至破
坏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恋爱的激情是以一种迷妄为基础，
使人误以为本来只对种族有价值的事也有利于个人”，因此
爱情是盲目的，基于从性欲出发的爱情的婚姻终究会是爱情
的坟墓，因为婚姻是为了延续后代，不是为了个人，因此恋
爱不是婚姻的理由，一旦延续后代的种族意志得以满足，激
情的迷妄就会消失，婚姻便只剩下琐碎和可厌了。

从性欲、恋爱和婚姻的琯溪，引出第二部分的内容《欲望的
苦恼》，讨论的是“禁欲”。叔本华认为既然人的性欲、爱
情受到种族意志的支配，因此禁欲就旨反抗本能，实现意志
自由。但由于“肉体即是意志的客体化形式或具象化意志，
所以只要肉体生存着，就存在求生意志”。故圣人也无法做
到完全禁欲，完全禁欲引向的必定是死亡。圣人之圣在于能
够超脱个人，看到人类共同的意志所在，并且反抗着这种意
志，成为“世界的克服者”，从而实现意志的自由。

一切事物的核心和本质是“意志”，由意志产生的欲望和努
力，是人类全部本质，“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
身”，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认为人类的痛苦是永远存在的，是
人生的常态。一生无非就是在追求各种欲望的实现，意志没



有得到满足时，人类时痛苦的，苦恼的；而当欲望得到满足
的一瞬间，我们可以得到幸福，然而紧接着要么时欲望消失
带来的空虚无聊，要么时更大欲望的出现。“人生实如钟摆，
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这二者就是人生的终极要素”。一
切的快乐和幸福都来自于愿望，而愿望来自于缺乏，缺乏又
带来了痛苦，因此人生的原始状态就是缺乏和痛苦，随即通
过努力达到短暂的幸福和快乐。

生存意志，或称求生意志，不仅存在于个体，更是永恒地存
在于这个世界。父母本能地保护孩子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这不是对求生意志的反抗，而恰恰正是求生意志的种族性的
证明，是自然为了保证种族存在的本能意志。求生意志伴随
而来的除了欲望，还有我们无视理性的对死亡的恐惧。

而意志作为理念的存在，是超越三者而恒定的。甚至，叔本
华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意志的形式。于此引出：“世界虽
消灭，而自我的内在核心却永恒长久”，可谓是整本书的哲
学思想中心。

在论述个体的意志来自于父亲，智慧来自于母亲的观点时，
感觉就是在强制阐释。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之一主观预设的
要害有三点：前置立场、前置结论、前置模式。在文中，叔
本华首先是假设了这个命题为真，在这一个前提下列出了相
应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的例子，再从这些例子出发证实自
己的命题。这完全就是前置结论的阐释方法了。对于同性恋
的阐述，也表现了他的时代性，虽然根据自己的哲学逻辑推
理下来，同性恋也是一种本能，也就是天生的，但还是忍不
住地对其下负面的定论。

苦恼读后感篇四

说起伽利略，大家也许会想到单摆定律和比萨斜塔上的著名
实验。但我今天不是为大家讲述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事迹，
而是介绍一位业余侦探，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汤川学。



汤川教授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笔下的人物。他
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经常协助大学同学草薙警官解决不可
思议的案子。诸如人体自燃案、只有心脏腐烂的尸体案等等。
今天所介绍的是“伽利略”系列的第三部短篇集，也是东野
圭吾在伽利略系列的长篇《嫌疑人x的献身》大获成功后的第
一部伽利略作品。
作为一部承前启后之作，可以从作品中汤川副教授的变化看
出，从来只对科学感兴趣的副教授居然也会为人际关系感到
苦恼。第二个短篇中，汤川曾说“人心也是一种科学，而且
极为深奥。”这说明副教授在多个案件的磨砺后，再也不是
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伽利略”了。这部短篇集中，东
野先生安排了新人女警内海熏的出现。我认为内海的出现，
也导致了教授的变化。
书中的推理，则一贯是东野最拿手的物理探案类型。《坠落》
中水蒸汽的使用，《扰乱》中的声音频率，无疑再一次向人
们展示了高深莫测的物理世界。读小说伊始，费尽心思去猜
犯罪手法，在谜底揭开的那一刹那，除了感到快感，还有被
作者耍弄的感觉，简单的物理常识而已。不得不让人佩服作
者写作的功力。
《伽利略的苦恼》中传达给我们的绝不仅仅只是人际关系的
微妙，还有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思想——亲自动手，验明真
理。正如汤川一本正经地对内海所说过的话：“先动手试一
试，这种姿态才是最关键的。”其实不止物理，任何事情，
保持这种姿态才是最重要的。
总体来说，我对这个短篇集感到满意。只是五个小故事读完
后有些许意犹未尽，或许这才是推理小说的魅力所在吧。希
望作者能够继续努力，写出更多这样的佳作，满足书迷们的
愿望。

苦恼读后感篇五

《苦恼》是契科夫小说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代表作。评论家普



遍认为，这篇写于1886年的小说，标志着契科短篇小说主题
从早期幽默讽刺风格走向更严肃深刻风格的重大转变。

从年初到现在，这篇小说读了很多遍，每一次读完心里都隐
隐堵得慌。也不由对契科夫更加崇敬，他对人内心真实情感
的深刻洞见真是举世罕见。小说写的深邃而动人，延续了契
科夫小说一贯的淡化情节的路子。通篇文字充斥着淡淡地忧
伤，当结尾主人公不得不向瘦马倾吐心事时，这种忧伤化为
巨大的悲伤，把小说推向高潮。有一种直击人心的震撼。

这篇小说让我想起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祥林嫂和约纳
多像啊，同样是经历了丧子之痛，痛彻心扉，但他们又很不
同，约纳是无人可诉，祥林嫂念叨阿毛被狼叼走的事见人就
说，成了鲁镇人人皆知的八卦旧闻。然而，他们的结局是如
此相似，都是无人理睬，约纳最后只能对自己的瘦马讲述，
祥林嫂讲了一遍遍之后，连最心软的女人也听烦了，弃她而
去。一个人的的悲伤不管多巨大，最后都不免沦为别人嘴里
无关痛痒的谈资。有句话说“你以为的，那只是你以为的”。
套用这个句式，其实“你经历的，那只是你经历的”、“你
难过的，那只是你难过的”……所以，我还是相信，人与人
之间不可能真正相互理解，除非你走过和ta一模一样的路。
话说回来，即使走的路一样，个人内心感受也未必一样。更
别提走不一样的路了。是的，你的悲伤只属于你自己。就像
约纳和祥林嫂的悲伤也只属于他们各自一样。快乐幸福可以
共享，孤独悲伤却无法共担。这是人性使然，没什么对错之
分。武志红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活着的意义在于让别
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并收到对方的反馈（大意如此）。
如果人对着空气讲伤心事，恐怕只会更伤心。因为得不到任
何回应。其实，约纳和祥林嫂的悲伤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只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罢了。

陶渊明有首诗把这种人性深处的孤独写地很透。他写道：亲
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样看
来，还是古人站得高看得远。哪怕天大的悲伤，几十年后随



着肉身被黄土掩埋，什么痛不痛苦的，一切都跟着黄土堆去
见阎王他老人家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因为我深信，每个人
心底深处，都隐藏着某种不能言说的痛。契科夫只是用他的
慧眼发现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这个规律，并用他细腻的笔端
把它写了下来。仅这一点，就足够伟大了。

苦恼读后感篇六

还记得当年高二的时候，看了一部推理剧《神探伽利略》，
汤川老师的形象就一直烙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了。自此，我
知道了世界上有个作家叫东野圭吾。而后某一天，我在99的
书单上看到了这本东野叔的短篇集《伽利略的烦恼》，冲着
对汤川老师的敬仰之情，便毫不犹豫的就把它定下了。

这本书里包括了五个短篇《坠落》《操纵》《密室》《指示》
《扰乱》。其中的《坠落》《操纵》更是被改编成了《神探
伽利略》的剧场版。只是对于一般热爱本格或社会派推理小
说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恐怕不是你们的菜了。因为这本书里
涉及到的手法均涉及到一定物理知识，除了《坠落》，其他
的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手法。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尽
管这是本注定了读者是解不开这些谜团的不公平推理小说，
但是我仍然很喜欢它。因为它带来了一种新奇的感觉。

说道新奇，这似乎是东野叔的特长吧。他写的《恶意》《名
侦探的守则》也都是颠覆了传统的推理小说形式。他笔下的
汤川老师身为物理教授，能运用渊博的知识去解开看似几乎
灵异现象的事件。哪怕只是为了感叹科技的力量，我也觉得
应该去读读他的伽利略系列。

这本书还体现了东野叔的一个特长，那就是对人性的把握。
科学，推理这些理性到冰冷的词汇却被东野叔融入了各种的
情感，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在这本书里，东野叔给每个案子



都赋予了有血有肉的剧情，《坠落》里内海熏与汤川的第一
次相遇(与电视剧不同)，《操纵》里让人反思亲情只能限定
在血缘关系里吗?还有看科学力量如何来创造《密室》，《指
示》里灵异力量的真相，《扰乱》里上演的科学家间的对决。
这些全都是精彩纷呈不可错过的.

让伽利略苦恼的事情，你!不想了解吗?

苦恼读后感篇七

假期做卷子的时候，看到一篇阅读文章《99分的苦恼》，我
仿佛看到了我家的情形，特意喊妈妈来看看这篇好文章。

孩子每次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但总不能使妈妈满意，终
于有一天，孩子考了99分，爸爸听了大喜，妈妈的脸上一丝
微笑还没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往椅子上一瘫：‘我就是弄
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那最后一分！’我盯着妈妈的脸，
注意着她的表情，看到她看完后，笑着问我：你说你叫我看
这篇文章什么意思吧？没什么意思啊？我也笑着说，心里却
嘀咕道：还用问？让你找找你的影子，让你知道知道我的苦
恼呗！

唉，99分的.苦恼，不也正是我的苦恼吗？

苦恼读后感篇八

他，是一个音乐家的儿子;他，是材料力学和弹道学的开创
者;他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和太阳表面黑子;他被称作
是“天空的哥伦布”;他是《对话》的作者……他是谁?没错，
他就是伽利略，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近代实
验科学的奠基人。

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出生在比萨城的一座石头建筑里。伽利
略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小男孩，在里从不安分。伽利



略17岁那年，他入了比萨大学。不过因为多次顶撞教授被勒
令退学。在这期间，他发现摆的定时性原理，并且发明了脉
搏计。他还在著名的比萨斜塔上做了一个伟大的实验，他把
两个相同大小的铁球和木球同时往下扔，很多人认为一定是
铁球先落地，不过实验结果是两个球同时着地。这个实验证
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论》其中的错误。25岁时他被比萨
大学应聘成为了教授。16伽利略46岁的时候，他发明了望远
镜，并且历史性地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以及水星和金星的
位相。73岁那年，他完成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
证明对话集》后双目失明。1642年久病后去世，享年77岁。

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想科学界的陈腐观念发起了挑战，他
发现了惯性、钟摆原理……，是他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
说”，是他伽利略的开了通往近代物理的大门。在伽利略的
一生中，他经历了许多许多。他的实验遭到了很多人的鄙视
和嘲笑，但他丝毫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继续自己的实验直
至成功;由于宣传哥白尼的学说，他受到了罗马教会的迫-害，
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生监禁，但他没有屈服，坚持对哥白尼
学说的信任，对科学真理的执着。

读了《伽利略传》，我被伽利略这种为了坚持真理永不屈服
的精神所感动。我也要学习伽利略的精神，从小就要勤于观
察和思考，要敢于创新，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将来也一
定要像伽利略那样做一名科学家，为国家造福，为世界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