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白鹿原读书笔记摘抄 白鹿原小说
读书笔记(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白鹿原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看过陈忠实的《白鹿原》后，小说中的人物一直在脑海里轮
番登场，让人琢磨回味。

这部小说没有前言，也没有后序，阅读之前我找不到任何文
字做阅读的指引。书的题记就是一句话：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

小说看似是白，鹿两个家族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夕尽半个世
纪的矛盾纠葛，但感觉它不仅仅写两个家族，而是有很多隐
喻和对历史的思考和个人判断。

小说的题目有多重含义。既是地名;也是白，鹿两大家族姓氏
的浓缩;同时还隐含了一个精灵般的美丽传说。

小说人物众多，以白鹿两家为支点，架起了一个密网般看似
错综复杂却又不混乱的人物框架。感觉作者在人物设计方面
花费了不少心血，这加强了小说的完整性，也使小说显得更
加丰满而又更具历史感。但是由于人物过于众多，所以感觉
对很多人物刻画并不深刻饱满，即便对最主要人物白嘉轩的



刻画也是如此。

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主要围绕两大家族及关联家族在风云
突变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展开。感觉小说几乎没有一
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做引子，而是把众多人物用众多事件错综
地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不时加杂进一些思考和隐喻。可以说
正是这些高于事件和人物的精神力量，吸引着读者持续阅读
下去。

小说虽然以作者最熟悉的陕西农村为背景，但在语言上并没
有刻意追求方言的痕迹。语言的表达自然生动，完全为人物
服务。小说里对陕西农村自然风光的描述惜墨如金，或许也
影射出作者更多感悟于农村生活的寒苦而非浪漫。这部小说
几乎没有丝毫浪漫情怀的痕迹，即便有，也仅仅局限于男女
的欢愉之中。

作者不时赋予白嘉轩哲人式的思考与内醒，虽然笔墨不多，
但从未间断，最终表达了人物更深一步的思想内涵和小说影
射的哲理。作者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不断地丰满这个人物：作
者先赋予白嘉轩笔直的腰干，最后又让他终日在夸张的大罗
锅状态下生活。赋予他冷静锋利的眼眉，又最终让他失去锐
利的所在。这些反衬颇具独到之处，感觉作者无比偏爱这个
角色。相信作者通过白嘉轩也同时表露了自己对人生对历史
的思考和反观。

这部小说除了白嘉轩外，还有几个人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

朱先生，白的二姐夫，读书人。他是小说里一个极大的闪光
点，一个预言家，一位真正的哲人。作者在他身上用了众多
笔墨，而且赋予这个人物更高的境界和智慧。其率8叟抗日的
未果举动令人思考知识分子闹革命的局限性。

鹿三，白的长工，正面人物。他性格鲜明，淳朴善良，洋溢



着传统的生命内涵。作者最后赋予他鬼魅缠身的奇怪举止和
对他生命力终点的描述增加了这个人物的生动性。

黑娃，鹿三的长子。一个不断变化且成长的人物，应该说最
终是一个悲剧人物。作者赋予人物很多的变数后，最终让人
物成长为一位自觉脱掉匪气而素以布衣长袍裹身的人。但黑
娃生命的结局却更多影射历史的悲剧。

冷先生，白次子的岳父，鹿长子的岳父，郎中，药店掌门人。
他曾担任着白鹿两家的折中角色，但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
冷静明查，是个深藏不露的人。

仙草，白的第七任妻子。最主要的女性主人公之一。传统女
性，善良坚韧。她死于怪病，却展现出坦荡清醒的生命力，
也是让白对生命思考升华的角色。

鹿子霖，鹿家祖掌门人。但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刻画不是很成
功，对这个人物我没有更多的回味。

田小蛾，黑娃的妻子，与鹿子霖和白家长子白孝文多有瓜葛。
悲剧人物，是故事变迁和发展的转折点。

白嘉轩的后代白孝文，白孝武，白灵，白孝义以及鹿子霖的
后代鹿兆鹏，鹿兆海及兆鹏的发妻悲剧性的一生，白家的白
灵与鹿家的两位后人的感情纠葛，也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
但对人物刻画都不是太深入，更多揭示当时国共两党内战的
复杂性与混乱状态。

土匪头子大拇指，几个走马观花的县长，总乡长等等人物都
不一一细说。

我自认结尾的设计非常好，简单又富有想象力。当白鹿两家
领军人物的生命力到了暮年时期，他们都变得单纯起来，似
乎重新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已经疯癫的鹿子霖举着一颗鲜灵



灵儿的羊奶奶草对木朽垂垂的白嘉轩说：

“给你吃，你吃吧，咱俩最好!”

最后还想再赘述几句。作者通篇中几乎不间断地描写无数次
男女之事。这让我发问：陕西的作家是否都有此怪癖?亦或只
是作者设计的一个圈套，从这点上看，读者不得不以被动的
阅读心态面对作者设下的沟沟坎坎。

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局限性地认为：无论这部小说包含了怎
样复杂的历史背景，我依然认为这是一部写人的小说。

据说《白鹿原》问世之际,曾引起当代文坛一时轰动,褒贬纷
争。但无论怎样,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似乎无法取代。

白鹿原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故事中的人物似乎不信神，他们所信奉的是祖宗，信奉的是
公理。他们所生活的白鹿原虽说有白和鹿两姓，但他们有共
同的祠堂，共同的祖宗。他们共同举行对祖宗的祭祀活动。
这两姓可说是矛盾的统一体。鹿姓的代表人物鹿子霖便是一
个反面代表。鹿子霖父亲在世时，对儿子的恶行便放纵、指
使。这就决定了鹿子霖的邪恶本性。但鹿子霖并不是坏得十
恶不赦，他只是干些吃、喝、嫖、赌勾当。比起土匪还要善
得多。他利用职权霸占了黑娃的妻子小娥，又唆使小娥勾引
白孝义。故事的结局体现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他的儿子不听
他的管教，不与新娶的媳妇同房，参加共产党后给家里带来
无穷灾难。最后，他受这个共产党儿子的连累被拉上刑场陪
同枪毙的死刑犯。被吓成精神病，冻死在野外。

故事中的人物各具特点、各具性格，又各具命运。一个个活
灵活现地立于纸上。令人深思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旧时的
大知识分子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另一个是不守贞洁的女人
田小娥。朱先生是孔孟思想的代表。每日吟诵圣贤书便是他



的最大乐趣。他与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不同，他在考取了功
名后，看到时局不定，便拒官不做，在家乡开办白鹿书院，
研究修身之法，编纂县志，一度时期曾招生传道。他在故事
中是一个大智大悟者，甚至具有了通神的本领，可以未卜先
知。他的一些预见屡屡应验。最主要的是他对时局的预测。
在白嘉轩的长工鹿三死后，他不让雇佣了一辈子长工的白嘉
轩再雇长工，结果在共产党夺取天下后，他因为解放前三年
没有雇工而没有被评为地主。朱先生不为名所诱，不为利所
动。他是一个极受人尊重的文人。无论是军阀土匪、达官贵
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尊重万分。而在他死后几十年的，
他却被混蛋红卫兵给掘了坟，烧毁了尸骨。他的命运不就是
现代版的孔子和孟子吗?这也算是新派小说中不多见的对六十
年代中国社会的一点批判!

田小娥出身秀才之家，却嫁给了一个老举人做小妾。年轻漂
亮的她耐不住寂寞，便与长工黑娃勾搭成奸。这是当时社会
所绝不能容忍的事情。她被老举人休回了家。黑娃寻到她带
她回到白鹿原。而祖宗的祠堂又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便在
村外东头买个窑洞住。人们都把这个田小娥，这个不贞的女
人当成灾星。黑娃被传统社会所拒绝、排斥。而田小娥的美
色是令男人神魂颠倒的。在宗法制度的压迫下，黑娃没有抛
弃小娥，与小娥厮守在一起。反倒是与社会为敌而投奔了共
产党。后来被打散，又占山为王当起土匪。黑娃出走后，小
娥住的窖洞便像臭鸡蛋吸引苍蝇蚊子一样，成了一些男人所
追逐的处所。老色棍鹿子霖不时地来苟且，无懒时常来到窗
下骚扰，白孝义又中了美色圈套不时地来偷情。最后，黑娃
的父亲鹿三见田小娥害人不浅，便用矛枪刺入小娥后心，将
小娥杀死。小娥的命运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牺牲品。
因为她触犯了封建宗法制度，便被社会抛入最低层。但是人
是有感情的有需要的，人人都有权追求幸福。她如果能与黑
娃过上正常的日子，也不会造成那么多危害后果。在强大的
宗法制度面前，田小娥太弱小了。她死的太屈!太屈!后来作
品中写到了一些诡异的迷信故事：她的鬼魂附体到她公公鹿
三身上，并使鹿三的精髓被吸掉，早早地死亡。算是张扬了



一下弱者对社会的抗争与呐喊。

《白鹿原》的可贵之处是对当时的共产党没有什么正面评价，
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现在的小说大都对现实社会有种反叛
精神，但这部书的反叛还是比较彻底的。另一方面小说也张
扬了旧时代的纯正民风，农民生活与旧制度的和谐有序。

白鹿原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由于《白鹿原》这部电影，我才去看《白鹿原》这本书，因
而知道了作者是陈忠实老先生，就如同因为看了《金陵十三
钗》这部电影，我便知道了有严歌岑这位文学巨匠。

一部长达50万字的长篇小说，讲述了由清末民初到建国初期，
在关中平原的“白鹿村”，一个白鹿两姓祖孙三代的恩恩怨
怨，纷纷扰扰。其中几次大的事件无不摧残在着关中大地，
考验着原上人民对生的强烈欲望，对活的莫大追求。传说的
二伏天降流火，闹交农，饥馑，瘟疫，似狂风暴雨，似豺狼
虎豹，冲刷着，啃食着关中每一寸土地，每一口人，接着又
恢复了，还是回归到以前怎么过，现在就怎么过的光景。但
人们多了忧愁，多了汗水，多了失去亲人的那种悲痛。50年
后，新中国成立了，但已物是人非，人去楼空。

小说前面大致的说了文中主人公白嘉轩六娶六丧，这极大引
起了我接着往下读的欲望，我想这就是作为一本成功、可读
性高的小说应该具备的条件，先不谈文中内容，结构以及要
表达的思想，因为没看之前，这些都是屁话。就谈开头，没
引人入胜这个功底，对小说而言，真不能勾起读者的续读欲
望。

白嘉轩是一个勇于正大光明的做事，几乎不暗地里做事。

针对田小娥被杀，批评了鹿三不应该暗地把田小娥给杀死了，
要像我一样正大光明。



自己也承认暗地做的事就是那一次，因为鹿子霖的那块劣地
白鹿显灵，用自己的好地换了鹿子霖的劣地，迁了祖坟，祈
祷六娶六丧的悲情不在上演。

田小娥，就是一悲剧人物，生错了时代，其实她一点也不浪
荡，没法为了生活，和几个男人周旋，结果悲惨收场。

鹿子霖一个急功近利之人，脸面薄，在官场也是此起彼伏，
最后也是悲惨收场。

白孝文也一脸面薄，为了挽回脸面，翻身之后买回了之前被
子霖买去的宅子，拾回面子。

由于田小娥，他吸食白面，最终穷困潦倒，逐出白家，在三
叔鹿三的劝诫下，重获新生，获得白父的原谅。

黑娃鹿兆谦，个人感觉，变化最大，从一胆小怕事到彪悍勇
猛，从一农民到土匪，最后成为一知书达礼的好人，但最后
还是因为认定-份子被枪毙而悲剧收场。

白灵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不为其父思想而所动，典型
的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人，在抓内奸抓特务运动中被
误认特务处以活埋而悲剧收场。

鹿兆海一对爱情执着的人，非灵不娶，但由于国党身份，草
草收场，却没如愿以偿，最后在围剿红军中战死。

鹿兆鹏一趁火打劫，用武汉话说：“就是他捡了篓子。

”夺走了兄弟的喜爱之人，因为他的共党身份而成就了他的
爱情。

相对于白嘉轩的第七个妻子吴仙草而言，这些人的死，作者
的描写极具震撼力，惊心动魄，而吴仙草死的那么普通，那



么镇静。

前段时间网上还把《活着》跟《白鹿原》对比起来了，的确
大致上都是悲惨收场，物是人非。

白鹿两家，恩怨纷争不时上演，你让我下不了台，我也要让
你下不了台。国共两党，那时共党还未正名，是一个还未被
百姓所拥戴的地下党。国党却屡次剥削老百姓，失人心，慢
慢地共党就得到了人心，队伍壮大起来。

一副农村老百姓的生活画卷，一副白鹿村兴衰的历史长卷跃
然纸上，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的众多无奈，感受着那段两党纷
争的“窝里斗”历史，让人意味深长。

读罢，有种意犹未尽之感，于是写下这篇第一次正儿八经的
读后感。模仿高晓松写的《如丧》，我们终于读得可以写写
读后感了。

白鹿原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这本书我早有耳闻，后来接触了电影版的《白鹿原》，直觉
上不是很喜欢。因为在电影版本，感觉田小娥是一个荡妇，
不符合我的期待。后来，又有耳闻电视剧版本的《白鹿原》，
而且参演的都是大咖，实力演员。不禁我有点疑虑，这个小
说真的那么好吗？带着这样的好奇，我点开了这本书。

在我看书期间，我把这本书是听完的。在听的过程中，我对
这些人物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每一个人的个性与思想，真
的是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周围的环境所决定的。同一个白鹿
原，上演着人性的复杂和多元化。在这片土地上，先辈和后
辈不同的人物性格和特色接连上演。我其实特别欣赏"江湖举
人"对于这本书的分析，人物命运的探索，感觉收获颇丰。在
这片原野上，没有办法将一个评价为好人或者坏人。



人物分析总结：

1.白嘉轩

白嘉轩这个人物在我看来很是矛盾，他既带有反叛的因子，
又同时是一个遵循传统，被旧思想的糟粕影响较深的一个人。
但是骨子里，他是一个遵循传统，维护封建思想的一个人。
他带领村民修祠堂，维护族规，但同时带领村民去县城反叛。
他为修塔镇压田小娥，但又在黑娃幡然悔悟时接纳他。在我
看来，他确实符合“挺起腰杆做人”的人设，清白自知，只
是在田小娥的事件上犯了错误吧。但他并不觉得这是错误，
因为在他的信条中，族规大于天。即便在他的腰杆子被打断
的时候，他的精神腰杆也是时刻挺直的。

2.鹿子霖

鹿子霖这个任务就是个小人，小肚鸡肠，蝇营狗苟。他一生
都在算计，都在和白嘉轩比较，无奈白嘉轩却并不接招。他
的骨子里是满满的阶级观念，并且一直在为自己的虚荣和脸
面的忙碌。他很肤浅，很世俗。这个人是我全片最为讨厌的
一个人。在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任何的优点。

3.朱先生

其实，在文中，我不是很喜欢朱先生。朱先生应该也算的上
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个先生了吧。他确实儒雅有文化，大度有
气量。他算是立在古老白鹿原上的丰碑。但是，这块碑老了。
在面对变革的时候，他不是那一个可以带领全族人民走向光
明的人。但他确实是原上威望最高的人。他在原上大乱的时
候，闭门不出修县志，这一刻，他不过是一个懦弱的人罢了。

4.白孝文

5.鹿兆鹏



鹿兆鹏这个任务，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男人，注定是干大事
的人。因此，他无法接受家里的媳妇，也将自己的一生献给
了革命事业的努力。如果说鹿兆鹏对不起谁的话，那就是他
的老家媳妇了。但是，这个人注定了要去辜负那个女人。

6.白灵和鹿兆海

白灵算是我们最能接受的正面人物了。和鹿兆海一样，作为
一个年轻人，有理想与抱负，有担当。为自己的理想奋斗，
为自己的事业献身。但是，灵灵最后确死在党内清除异己的
活动中，真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7.田小娥

田小娥是觉得最为可怜的人了。前期，被贪财的父亲卖给别
人做小，这个做小又是特别憋屈的小老婆。完全没有尊重的
人格的做小。所以她用自己的手段报复武举老爷，勾引了黑
娃，因为她不自在。她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后来，她被在大
庭广众下羞辱送回娘家，连她的父亲都觉得她是个祸害。被
黑娃领回白鹿原，她又被原上的人排挤，不接纳。

8.仙草

仙草的命运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可悲。我觉得她但凡有一点点
的反叛精神，也不会最后疯掉。

白鹿原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又归于知书达礼，学为好人。其实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
的，环境塑造了某人某种性格，而某人凭着某种性格来重新
塑造环境。

《白鹿原》作为矛盾文学奖的作品，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
一个平原，一个族群的生活画面，读进去，我们仿佛身临其



境。随人物之悲而悲，随人物之喜而喜。我们往往被小说中
的人物感染，这大概就是大师笔下写实笔触的力量吧!

书中的生活生命人生跌宕起伏，而我们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