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灿烂的文化读后感 灿烂千阳读后
感(优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一

自《追风筝的人》之后，一直没有勇气再读胡赛尼的作品，
太残酷太绝望太虐心。果不其然，《灿烂千阳》，苦痛与折
磨继续延绵不绝，让我数度哽咽。

阿富汗几十年的揪心历史里，国家命运关乎个人生存，战争、
饥饿、生离、死别、私生女、虐待、家暴、冷漠、谎言、男
权相互交织，政权的更迭让悲剧无限循环，暴力就象一个无
底洞，根本无法想象那里的家庭、孩子、妇女他们究竟在经
历什么，而古老的阿富汗早已在无数新闻里幻化成一个有关
恐怖主义和战争的符号，让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充满了迷惘、
失去和不可想象的悲哀，这是一个不可宽恕的时代，却有不
可能的友谊和不可毁灭的爱，那里生活着有心跳、有思想、
有感情的真实的人！她们渴望的真情和追求的自由同样如此
真实，她们迸发的最后的光芒一如灿烂千阳，令人无法直视。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二

《灿烂千阳》以两个女人的一生作为主线，讲述了在动乱中
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更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生活在那里的女人
的不能自主的悲惨命运。下面是本站小编向各位推荐的灿烂
千阳读后感，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灿烂千阳》以两个女人的一生作为主线，讲述了在动乱中
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更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生活在那里的女人
的不能自主的悲惨命运。

莱拉是幸运的，从小在开明的父亲呵护下无忧无虑地成长，
随着房子被击中父母离去，她被希拉德救出，却又被希拉德
设下的圈套误以为塔里克已经死去。她想逃跑，但意外发现
自己有了塔里克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她违心地嫁给了希拉
德。但是经历了种种磨难她最终得到了她想要的幸福生活，
那就是与塔里克还有孩子们在一起。

玛丽雅姆作为一个“哈拉米”(私生子)从出生便注定了一生
的不幸，从那么期盼父亲的到来到去找父亲结果被远嫁到遥
远的地方，离开了家，母亲因为她的出走而自杀，希拉德是
个残暴专横的人，常常毒打她，也打莱拉。曾经与母亲娜娜
在房顶看月亮，在树下看落叶，在河边钓鱼的日子只能是美
丽的回忆，快乐只属于过去。最终，她选择自己一人承受杀
人的惩罚不肯与莱拉共同离去。

命运让莱拉与玛丽雅姆相识，并同在一屋檐下受着希拉德的
非人折磨，从最初的敌视到后来的亲密如母女一般，莱拉在
玛丽雅姆的帮助下(与希拉德对打中打死了他)脱离了苦海，
而玛丽雅姆却被执行了死刑。但是玛丽雅姆在最后是平静淡
然的离去，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得到了莱拉与莱拉孩子真心
的爱，她用自己的最后力气帮助了她们，她觉得自己这么做
是值得的。而当莱拉回到玛丽雅姆生活的小村庄，见到了玛
丽雅姆生前喜爱的毛拉之孙，并打开了玛的父亲留给她的东
西与信，莱拉哭了，玛丽雅姆的父亲扎里勒的忏悔与道歉来
得太晚了，一切都成为了迟到的爱。

《灿烂千阳》引领着我用眼、用心去领略这个国家的风景、
人物、事件，没有机会也不大可能走到更多地方的我，使得
书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使我这个井底之蛙能够读到并感受
到那些未曾感受和经历过的体验。也许我还是不能更深刻的



领会书中的内涵，还是无法想象那里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对
一切仍只是停留在表面，只是肤浅的认知，但是，这已然为
我打开了一扇窗，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与更纷繁复杂的命运。

初看《灿烂千阳》的名字，我错以为应该是轻松快乐的故事，
当翻开书，一页页一字字地认真读过之后，便发现我真是大
错特错了，虽然作者为这两个故事设置了还算不错的结局，
但其中间的波折、痛苦、欺骗、暴力、水深火热却更让我记
忆深刻。不知道灿烂的千阳是否能够最终照耀在他们身上，
不知道风筝是否最终能够快乐地飘扬，只有祝福、只有祈盼。
当经历了如此创伤的人们重新看见灿烂的太阳与舞动的风筝，
那将是一幅更加美好与幸福的景象吧。

胡赛尼在《灿烂千阳》里展示了阿富汗30年历史的揪心记录，
一部关于家庭、友谊、信念和因爱得救的极其动人的故事，
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史，不如说是一个国家女性的心灵
发展史。

其中之一是私生女玛丽雅姆，有钱的父亲与其女佣所生下的
孩子。私生女，这就是她一出生就被贴上的标签，是走在大
街上会被扔石头的那种小孩。十五岁的生日愿望仅仅是想去
父亲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而这个愿望让她失去了一切。
父亲没有如约来接她，她违背母亲的意愿下山去寻父亲，而
他不肯见她，她在外面等了一夜，被送回家的时候发现了已
自杀身亡的母亲。随后几天内被父亲的其他妻子迅速嫁掉。
嫁给喀布尔四十多岁的鞋匠拉希德。十五岁的纯真少女，眨
眼间，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童年，失去了一生。
初嫁之时，玛丽雅姆还算幸福，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至少
偶尔还能得到丈夫的温情，但是连续七次流产之后他所能面
对的只有丈夫那不知何时会降落在她头上的恐怖暴力。

而莱拉，则是小说的另一个女主人公。她有一个相对幸福的
家庭，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那是邻居塔里
克。他可以挥舞着自己的一条假腿像骑士一样为自己的公主



莱拉去作战。在战争中塔里克全家逃亡，临行前塔里克和莱
拉偷尝禁果，他请求她嫁给他并和他一起走。但她拒绝了，
她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她不能自私地逃跑，尽管她很想那么
做。

战火越烧越旺，莱拉父母也准备举家搬迁。就在搬运行李的
时候，一枚火箭弹瞬间就让她父母双亡无家可归了。重伤中
玛丽雅姆和拉希德救了她。拉希德垂涎她的美貌并无耻地买
通了别人来告诉她塔里克已死的假消息，而她在发现自己有
了身孕之后别无选择必须嫁给拉希德，那是塔里克的一部分。

就这样，两个不幸的女人生活在了同一个屋檐下，从一开始
的水火不容到后来的如母女般相濡以沫。到最后玛丽雅姆为
了莱拉和塔里克的幸福，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却毁灭了她一
生的举动——杀死拉希德，而自己遭到塔利班的枪毙。

读完小说，真不敢想象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角落，
没有生活在那里，真是我们的幸运，当满大街的女生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时候，阿富汗妇女出门还要穿着布卡(布卡由一件
完整的外套组成，它在背后拖到地面，前面的长度到臀部或
上面一点，眼睛的地方有一张网纱或格子，是一种盖住全身
的面纱);我们随时可以出门，而阿富汗女人出门必须要男人
陪伴，否则要被惩罚;我们自由恋爱，而阿富汗女孩十五六岁
就会被嫁给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而且，她可能是他的第二
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老婆。我们在家可以当家作主，而
阿富汗妇女在家承担所有家务，还要随时接受抡过来的拳头。
这就是阿富汗，一个女性在其中苦苦挣扎的封闭民族，一个
饱经战争之苦不能给人安全感的民族。平常，你可能会对现
实产生种种不满，但是读完《灿烂千阳》，你就会觉得我们
现在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

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了灿烂千阳。依旧如读追风筝的人一样，
开始是一种对异域截然不同命运的窥探，最后却是无比的震
撼和慨叹。不过，两者应该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追是



一个故事，灿则是一个社会。灿烂千阳读后感。故事可以很
精彩，很动人;社会只能是真实，真实得残忍。

“灿烂千阳”这个名字，很不错。来自于四百年前的一位叫
做穆罕默德的诗人的诗句:“喀布尔每条街道都令人目不转睛，
埃及来的商旅穿行过座座市场。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
少轮皎洁的月亮，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
阳。”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本是诗人最慷慨的盛誉，可它怎
能敌得过时间的变迁，敌得过人的欲望呢?战争，爆炸，袭击
冲突，政权更迭，难民营，对妇女的压迫制度，饥饿，颠沛
流离。书中的种种，让谁都相信，“纵然有一千个灿烂的太
阳也不足以再用它金煜的光芒去照亮它阴影憧憧的洞穴，用
它稠浓的温暖去掂量它罪恶砭骨的凄凉。”是的，美好的历
史，在现实面前，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这点，我坚信。
灿烂千阳读后感。

两个主人公，都是极其不幸的，但相较而言，我更同情玛丽
雅姆。莱拉有过幸福少年时代，尤其是与父亲和情人塔里克
的相处，更是留下了永远的甜美回忆。莱拉也有依靠，或是
等待，无论是她和塔里克的私生女，还是她和拉希德的儿子，
都是她生活的依靠，抑或希冀。莱拉更有幸运的结局，和自
己相爱的人相守，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以完成父亲的遗
志。这一切，玛丽雅姆都没有。作为私生女，玛丽雅姆从一
出生，就失去了一切，没有幸福，没有未来。如果她能遵循
母亲那番“幸福不可得”的教诲，也许悲惨会来得晚一些。
可是她幻想了，幻想着家庭，幻想着幸福。结果呢，母亲自
杀，父亲匆匆把她嫁人，或者说是丢弃于人更为恰当!当然，
如果能生个孩子，哪怕是女孩，命运还是会有转机，可是偏
偏又是习惯性流产。至此，悲惨命运彻底沉入了地狱深渊，
永无天日。

莱拉的遭遇，让我冷冷的悲叹，可玛丽雅姆的一生，却让我
静静地生疼，无论是她和父亲的关系，还是她最后做出的选
择。说实话，对于他父亲扎里勒，我很难理解。一边，将女



儿弃养在泥屋里，绝情而残忍;一边，又是每周四准时探望，
小礼物，讲故事，钓鱼，那么温馨，那么美好。一边绝决地
将女儿弃之于人，一边又在生命的最后，跑到女儿家门口，
苦苦地等待。扎里勒最后的那封信，让我差点掉眼泪，也让
我突然明白了，扎里勒之前，其实是始终怀有赎罪的心的，
可是赎罪求的是心安，它不能等同于共同生活，更何况，那
将对现有的身份、地位、家庭带来怎样的冲击。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三

“哈拉米”的身份让她从小在泥屋里过着与世隔绝、单纯一
无所知，对母亲娜娜的指责与抱怨产生怀疑，而无比期待一
周一次来探望她的父爱。

离开家去找父亲真正的家，感受到大家庭的虚伪和拒绝，又
回到泥屋，但是母亲自缢身亡。

又回到那个虚伪的大家庭。母亲去世的自责还没有消退。一
门荒唐的亲事上门，与其说征得愿意不如说逼迫她接受，最
重要的是，父亲当时未曾考虑考虑过她的感受和未来。

新家的陌生与丈夫对她刚开始时的假面客气，因为她还有用。
多次流产后他对她的憎恶与家暴的真面目显露无疑！任何事
情她都是出气筒，无论做的对与否，包括后面莱拉刚开始犯
错都是由她承担。一切都是默默忍受，或者说谈不上忍受，
刚开始的她没有反抗意思。直到莱拉的女儿让她感受到了浓
浓的爱意，心中有了要守护的东西和莱拉和解共同扶持与默
默反抗。

到后面拉希德家暴到极点想要掐死莱拉时，几十年来不知反
抗的她打死了拉希德。并主动承担罪名，让莱拉带着俩孩子
与塔里克远走高飞。



玛利雅姆与莱拉两位同位旧时代风俗礼节所约束并且受着拉
希德残忍家暴！和阿富汗战争时期的女性在后期共同扶持共
同反抗相互信任的友情让人敬佩。当每次读到一个情节的时
候，头脑中浮现出很多画面。真实感受到了处于战争中苦难
民众。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四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
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这句堪称本书灵魂所在的诗句，在我看来，明月是历史和文
化，太阳是女性的美德，阿富汗女子苦难中隐忍而不改善良
的本性，追求自由平等的勇敢和不忘初心的付出，就像玛丽
雅姆和莱拉。以往的认知里，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只看得到眼
睛的穆斯林女子总让我感觉神秘而有些微的畏惧，是玛丽雅
姆和莱拉让我看见了，她们其实也是我们童年的玩伴，邻居
家的姐姐，舅舅新娶的'妻子，有两个孩子的女同事，电梯里
遇见的送孙子上幼儿园的奶奶……不同的是，在我们国家，
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是挂在天上的，而在阿富汗，它们被隐藏
在墙壁之后。

我们永远不会支持战争、歌颂战争，但是如果落后、腐朽的
思想已经给人们带来太多痛苦，如果它已经让一个国家由内
而外的溃烂，被欺辱而毫无还手之力，如果战争已经无可避
免，那么，就面对它，让这战火烧起来，烧掉的不只是房子，
还有不公、妇女的屈辱和眼泪、种族歧视、盲目自大……然
后让所有人懂得，唯有自强才能抵御外辱，唯有尊重每一个
个体人格的平等，才能团结，唯有团结才能撑起一个国家的
脊梁，而唯有爱和善良能让人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继《平凡的世界》后又一次深深感动我的书，感谢



作者带给了我全然不同的感受，让我认识了主人公的国家，
让我去了解主人公的国家人民所经历过的苦难，尽管这苦难
或许只是一部分。

作者展示给我的是人性的光辉，人们心底埋葬的关于希望的
种子，无论在怎样艰难的处境，这粒种子永远不会死去，终
有一天，希望会萌生出嫩绿的芽，救赎每一个虔诚的人。两
位阿富出身汗完全不同但又普普通通的女性各自带着不属于
同时代的悲惨回忆，共同经受着战乱、贫困、与家庭暴力的
摧残，心底潜藏着的悲苦与忍耐相互交织，让她们曾经水火
不容，又让她们缔结情谊，如母女般相濡以沫。在不可宽恕
的年代，有着无法抹去的记忆，最终，自由与幸福抵达了穿
越了战乱的莱拉，用玛利亚姆的生命。这是20世界70年代
到21世纪初的主人公的国家，这使我十分震惊，我意外于此
般生活竟然发生在这么近的年代，这并不是过去，或者这还
是未痊愈的伤疤。

我没法去深刻地体会主人公的国家女性的苦难生活，我无法
了解她们一生的深重灾难，但是，由她们，我更加感激并珍
惜现在的生活，我自由，我拥有自己的`权利。我出生并生活
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和平的国度。

我喜欢看书中字里行间传递给我的主人公自我救赎的毅力，
她们有她们的信仰，或许我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信仰对她们
来说有多么重要，但是隐约可以体会，信仰是她们身体中不
能缺少的东西，就像大脑，就像血液。但是令我十分悲痛的
是宗教往往被用作成有些人实施残暴、谋取私利的幌子，但
信仰本身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零星感受。我相信，它能带给我的
远远不止这些。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六

书名读起来是这么阳光明媚，内容却是那么的悲苦凄凉，读
起来让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说到阿富汗，我感觉它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度，就像他们
国家戴着面纱的女性。读了这本书我才发现阿富汗是那么
的**、保守、落后。

本书讲的.是阿富汗妇女的苦难史，尤其是玛丽雅姆，作为一
个私生女，有一位怨气冲天的母亲，她童年的生活就不快乐。
十五岁，由于她的出走，母亲自杀，几位继母撺掇父亲将她
远嫁给中年鞋匠拉希德，由于没有生出儿子，拉希德对他非
打即骂，的婚姻生活可能比童年还要悲惨。

相比玛丽雅姆，莱拉可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最终她找
到了自己的爱人，有了自己的孩子，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虽
然这种幸福的生活是因为玛丽雅姆的自我牺牲。莱拉与玛丽
雅姆相比，她更有勇气，更有自己的想法，她敢于去突破，
敢于去争取。

整本书给人的感觉就仿佛处在茫茫的沙漠之中，没有希望，
没有方向，在读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在幻想，结局会像我们看
过的电视剧那样发生逆转，但是都没有，该发生的还是发生
了，好在最终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抹绿，有了点希望。

生活还是需要有希望的。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七

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了灿烂千阳。依旧如读追风筝的人一样，
开始是一种对异域截然不同命运的窥探，最后却是无比的震
撼和慨叹。不过，两者应该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追是
一个故事，灿则是一个社会。。故事可以很精彩，很动人;社



会只能是真实，真实得残忍。

“灿烂千阳”这个名字，很不错。来自于四百年前的一位叫
做的诗人的诗句:“喀布尔每条街道都令人目不转睛，埃及来
的商旅穿行过座座市场。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
洁的月亮，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本是诗人最慷慨的盛誉，可它怎能敌得
过时间的变迁，敌得过人的欲望呢?战争，爆炸，袭击冲突，
政权更迭，难民营，对妇女的压迫制度，饥饿，颠沛流离。
书中的种种，让谁都相信，“纵然有一千个灿烂的太阳也不
足以再用它金煜的光芒去照亮它阴影憧憧的洞穴，用它稠浓
的温暖去掂量它罪恶砭骨的凄凉。”是的，美好的历史，在
现实面前，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这点，我坚信。。

两个主人公，都是极其不幸的，但相较而言，我更同情玛丽
雅姆。莱拉有过幸福少年时代，尤其是与父亲和情人塔里克
的相处，更是留下了永远的甜美回忆。莱拉也有依靠，或是
等待，无论是她和塔里克的私生女，还是她和拉希德的儿子，
都是她生活的依靠，抑或希冀。莱拉更有幸运的结局，和自
己相爱的人相守，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以完成父亲的遗
志。这一切，玛丽雅姆都没有。作为私生女，玛丽雅姆从一
出生，就失去了一切，没有幸福，没有未来。如果她能遵循
母亲那番“幸福不可得”的教诲，也许悲惨会来得晚一些。
可是她幻想了，幻想着家庭，幻想着幸福。结果呢，母亲自
杀，父亲匆匆把她嫁人，或者说是丢弃于人更为恰当!当然，
如果能生个孩子，哪怕是女孩，命运还是会有转机，可是偏
偏又是习惯性流产。至此，悲惨命运彻底沉入了地狱深渊，
永无天日。

莱拉的遭遇，让我冷冷的悲叹，可玛丽雅姆的一生，却让我
静静地生疼，无论是她和父亲的关系，还是她最后做出的选
择。说实话，对于他父亲扎里勒，我很难理解。一边，将女
儿弃养在泥屋里，绝情而残忍;一边，又是每周四准时探望，
小礼物，讲故事，钓鱼，那么温馨，那么美好。一边绝决地



将女儿弃之于人，一边又在生命的最后，跑到女儿家门口，
苦苦地等待。扎里勒最后的那封信，让我差点掉眼泪，也让
我突然明白了，扎里勒之前，其实是始终怀有赎罪的心的.，
可是赎罪求的是心安，它不能等同于共同生活，更何况，那
将对现有的身份、地位、家庭带来怎样的冲击。

灿烂的文化读后感篇八

就像《追风筝的人》中，作者最后让苦难的索拉博活下来，
这本书里，作者让莱拉回到了玛丽雅姆的泥屋，这个章节，
真的充满了人性的柔情与温暖。

可怜的娜娜在玛丽雅姆离家去找扎里勒后上吊自杀，掀开了
玛丽雅姆的悲剧人生。相比之后的生活，她十五岁之前简单
就是公主一般，每周还有扎里勒的探望。

战争的残酷，让莱拉在失去二个哥哥后，失去了父母，在拉
希徳的阴谋和谎言中她还失去了塔里克十年。

在拉希徳皮带的抽打中，二个女人最终和解，并母女般地深
情起来，尤其是阿兹沙和玛丽雅姆的感情。在照顾阿兹沙成
长的.短短时光中，是玛利雅姆唯一感受过的生活的甜蜜。因
为这安宁甜蜜她心甘情愿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要让莱拉
她们母女活下来。

莱拉最终离开穆里回到喀布尔，在恤孤院当上老师，也算是
成全了她爸爸对她的希望吧。

阿富汗，卡勒徳，胡赛尼的家乡，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人
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
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愿他们从此安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