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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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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靳以的猫的读后感篇一

虽然少了“”时期老一辈文艺人的束缚，我却多了九零后的
浮躁不安。总有自己不能窥探到的地方，毕竟历史太深。动
荡不安的年代的是是非非我也只从胜利者撰写的书上读来又
何况还是草草过目。简单写了罢。

在那儿啊，那个老北平(历史我就不写了，名誉我也不重复
了)和众多“”时期的积极分子一样，老舍先生也从生活的疾
苦中走出来，为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新政权唱热情洋溢的颂歌，
茶馆便是这样诞生了。就像先生深知戏剧的艺术魅力在某种
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内在的悲剧精神，只有能够产生壮
阔的悲剧美的戏剧才有可能称得上是伟大的戏剧一样_____命
运也深谙此道。

茶馆，对于一个四川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然而现在的茶馆
恐怕先生要觉得陌生了。那儿的茶馆和现在很像，世人一看
便知是茶馆，许多桌椅，许多杯茶，许多闲谈的人。那儿的
茶馆又与现在不同：灰大衫，洋缎裤褂，挂鸟笼的钩，打群
架又有人来协调的场子，还有那越变越大的“莫谈国事”的
字条......那儿的茶馆叫“裕泰”。

那儿的人就复杂了，因为人在社会中总是有着复杂微妙的关
系。谁推动了故事，谁又给它画上句点，这一代会不会在下
一代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个人的命运在黑白颠倒的社



会面前难道不是早被注定了呢?社会是个大染缸，有些生命被
它染得黢黑，有的却化为了土地下紫色的灵魂。三幕戏，三
代人，三个动荡的时代(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
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

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
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
蝈蟋蟀者无所不有。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
右逢源。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
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
者遭逮捕。到了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
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
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
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大兵
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员不时前来敲诈。又过了三十年，已
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日本投降了，
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
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
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王利发绝望了。这时，恰巧来了两位
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的正人君子常
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了台的秦二爷。三
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最后只剩下王
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了结了一生。

然而我感觉故事却远不只这些，远远没有结束，而其中人物
又何只王利发，常四爷以及秦仲义!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
而无能的旗人松二爷，说媒拉纤,拐卖人口的地痞刘麻子，算
命骗人的无赖唐铁嘴，靠坑害别人钻营偷生，顺风倒的奸邪
小人吴祥子和宋恩子......六七十个主次人物，三教九流见
证那茶馆的兴衰，见证着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悲哀，
也不只，他们还是这兴衰悲哀的始作俑者和承受者。“我爱
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从筐里拿出些纸钱)，遇见出
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
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茶馆的魅力在于语言，戏剧结构的巧妙严密。“在动笔写剧
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求自己是在作诗， 一字不苟。作者须
既有高深的思想，又有高度的语言艺术修养。他既能够从生
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像勤劳的蜂儿似的来往于
百花之间，酿成蜂蜜。”先生真的做到了他所说的，以北平
为驻地的茶馆有着浓重的京味儿，时而婉转，时而慨叹，时
而轻巧，时而深沉。那深处的却是我跳跃的思考只获得了片
段，毕竟没有见过那样的景。剧中地地道道的小角色的描绘
绝无庸言赘笔，譬如卖小妞的乡妇，收电灯费的但都是有血
有肉，个性鲜明。全剧严谨，一气呵成地实现了老舍为三个
旧时代送葬的创作主题。

然而先生想不到，命运呵，总是不甘心一路凯歌。“”初，
老舍受到迫害，这种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日子，让他不堪
忍受。肆意的屈辱，委屈让老舍终于选择了一条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的路。他于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太平湖投壶弃世。先
生的最后选择让人扼腕叹息，《茶馆》的命运也坎坷不堪，
等到它大放异彩的时候，老舍先生已经永远也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