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死魂灵心得体会 黑魂灵读后感(通
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
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死魂灵心得体会篇一

《黑魂灵》是曹文轩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共由9个篇幅
组成，其中有《黑魂灵》《甜橙树》等名篇。每读一个故事
都是一次心灵的成长，心灵的洗礼，甚至是心灵的救赎。于
是配合每一个篇目独立出标题，写下体会感悟，与大家分享
阅读带来的可以言说的喜悦。

心灵救赎―《月光里的铜板》

林子里，荷叶间，草虫中，鸟叫虫鸣。万物青青，透出一派
新鲜的生命。九瓶把两个喜蛋猛力地抛向空中。他们在蓝天
下划了两道红弧。

故事在二麻子送喜蛋中突然逆转，完美地完成了此篇小说
的“逆袭”。殊不知，我在读这篇的时候除了字里行间的回
忆，更多的是一种揪心的期待。当“丫头片子”的情节出场
的时候，那份揪心达到了极致，简直如一双手卡住了我的喉
头。之后突然的逆转救赎了小说人物九瓶，救赎了故事情节，
也救赎了我，可能还救赎了作者。

小说中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一番折腾后，
这个叫九瓶的男孩内心的愧疚得到了作者的弥补。于是读者
知道有些所谓好奇地探究可能需要承担自己年龄不能理解的



忧伤。或许这就是小说带给读者精神的慰藉和精神的力量，
这叫成长。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那铜板的边缘有一圈细细的光圈，它
是月光里最温暖的的色调。

童话也有悲伤和挣扎―《枪魅》

“魑魅魍魉”，一看字就怪阴森恐怖，弥漫开来的是无以抵
挡的恐慌。

阿西是“枪魅”，顾名思义，是枪口地下的鬼魅。它是把同
胞引入死亡骗入坟场的诱饵。“阿西被俘――回忆美好――
接受驯服――麻木不仁――生命觉醒”，作为一只鸭子的阿
西完成了心灵的拯救。这是作为人类也应该思考的伟大意义。
与其苟且，不如悲壮！

原来童话不见得是百般美好，不一定非得和风细雨，甜言蜜
语。我一直在想所谓的虚幻能持续多久。纷芜的社会最终会
给人类投下阴暗的一面，辩证唯物主义也这样认为。

童话其实具有更加深刻与宏大的'命题。自由、信仰、良知、
背叛，甚至是杀戮。它依旧充满着灰暗、挣扎、悲伤甚至是
残忍。当童话用智慧在解读世界，诠释人生的时候，我们应
该用智慧去辨识，有时候可能陷入矛盾重重，陷入困境迭迭，
但最终我希望完成童话本来的初衷：走出生命的阴霾与灰暗，
还一份美好与守候。比如“枪魅”阿西就很好地完成了角色
的转换。悲哉，壮哉，伟哉。

死魂灵心得体会篇二

中国的诗歌和散文都是世界一流，几千年历史中积累了无数
瑰宝，而中国小说就要逊色不少。古典小说中虽然有几部出
类拔萃的名著，其余就都质量平平；现当代小说过于模仿外



国文学，学生做的再好终归也比不上老师。所谓术业有专攻，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说到小说，最厉害的还要属俄国和法国。
在一长串的俄国小说名著中，《死魂灵》是最早的一部（此
前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一些中短篇名作，不过体量偏小，
技法上也欠成熟），是后世作家学习的典范。这是我第一次读
《死魂灵》，读起来却觉得很熟悉，因为其中的人物塑造、
叙事手法都已成为传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
中重现。

所谓「死魂灵」，就是已经死去但还没有注销户口的农奴。
主人公乞乞科夫是一个善于弄虚作假的投机分子，他打算收
购死农奴，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再把他们当成活农奴抵押出
去骗钱。就这样，乞乞科夫在俄罗斯四处游历收购死魂灵，
展开了一段「俄罗斯历险记」。这个荒唐的收购死魂灵的故
事只是一个引子，全书的重点在于通过乞乞科夫的游历，让
他接触各式各样的官僚、地主、农奴，进而反映广泛的社会
事实。

果戈里原本计划写三部，分别与《神曲》中的《地狱》《炼
狱》和《天堂》相对应。他完成了前两部，生前发表了第一
部，临终前将第二部的手稿销毁了，现在第二部只剩下数章
残篇。这是一部主题严肃、雄心勃勃的书，作者从一开始就
打定主意要写一本流传后世的名著。不过请放心，这本书一
点都不难读，几乎可以说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玩的一本。果
戈里是一位幽默讽刺大师，他把严厉的抨击、深沉的苦痛都
用喜剧包装起来了。他用最辛辣的手法来刻画人物，书中没
有一个人躲得过他的嘲笑。最突出的当然就是第一部中的五
个地主。

最早登场的是玛尼洛夫，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甜腻腻、内心
空虚、庸俗无知的老好人。引用书中的话，「在跟他谈话的
头一分钟里，你不禁要说：一个多么令人愉快的善良的人啊！
在下一分钟里，你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再过一分钟，你就
要说：鬼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与后面的几位相比，



他至少是相对无害的，只是坐拥财产、无所事事的社会寄生
虫。接下来出场的是女地主科罗博奇卡，她是一个彻头彻尾
的蠢货，冷漠、贪婪、固执，没有任何精神生活，是一块木
头疙瘩。当乞乞科夫向她收购死农奴时，她一直担心在价格
上吃了亏，还没完没了地跟乞乞科夫推销农产品。

第三位诺兹德廖夫是一个厚颜无耻、满嘴跑火车的无赖。他
过着放荡的生活，四处寻欢作乐，惹是生非，「无论什么集
会，只要有他在场，都不会安然度过。总不免要出点什么事
儿：或者是宪兵到场把他拉出大厅去，或者他的朋友们不得
不把他赶出去。」他是一个喜欢胡说八道的人，毫无目的地
撒谎，「谁越是跟他交情好，他就越是要败坏谁的名声：传
播无中生有、再愚蠢不过的谣言啦，拆散人家的婚姻啦，破
坏人家的买卖啦，并且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你的敌人」。下一
位索巴凯维奇是一头狡诈、自私的狗熊。对他来讲，人生的
目的就在于吃，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如何胡吃海喝，就跟动
物一样。他精于算计，跟乞乞科夫交易死农奴时无耻地讨价
还价，让乞乞科夫感叹他是披着人皮的鬼。

最后出场的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普柳什金，他是全书中
最夸张的一个人物，已经成了精神失常、心理变态了。他对
所有人全都一毛不拔，包括他自己。他样子像一个乞丐，一
件从来不洗的睡袍不知道穿了多少年，肮脏又丑陋。按现在
的说法他是个囤积癖患者，家里堆满了破烂，「凡是落进他
眼里的东西：一只旧鞋跟，一片娘儿们用过的脏布，一枚铁
钉，一块碎陶瓷片，他都捡回自己的家」。他的仓库里堆积
着无数的粮食、织物，全都发霉了，被蛀空了。

见识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后，乞乞科夫满载而归，带着死
农奴的买卖契约回城办理手续。在这段情节里，果戈里对官
僚作风做了一番绝妙的嘲讽，官员们反复地推三阻四，最终
乞乞科夫靠着金钱和人际关系才把事情办好。大功告成的乞
乞科夫很有些飘飘然，他被误认为百万富翁，成了社交圈的
红人。可他收购死农奴的事还是走漏了风声，顿时谣言四起。



第一部的九、十两章描写了谣言的传播过程，这两章荒诞味
十足，妙趣横生。众人猜测乞乞科夫买死农奴的动机，打听
乞乞科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随着有心无心的胡编乱造，
传出来的故事越来越荒唐。流言中的乞乞科夫时而是微服私
访的官员，时而是造假钞的骗子，又有人说他要和省长女儿
私奔，连婚礼怎么安排都编的有模有样。

得知事情败露的乞乞科夫匆匆忙忙落荒而逃。直到全书的最
后一章，果戈里才揭穿了乞乞科夫的真相，写他的出身、教
育，如何一步步成了拜金主义的投机分子。乞乞科夫因为贪
污腐败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差点锒铛入狱。可他屡教不改，
这次又玩起了收购死农奴的新花样。

更是忧国忧民的爱国分子。可惜人是会变的，在写完《死魂
灵》第一部之后，果戈里患了抑郁症，开始沉迷于宗教，与
达官贵人交往，逐渐走到当初自己的反面去了。果戈里在
《死魂灵》第二部上花了很大功夫，可是怎么写都不满意，
动辄烧掉稿子重新来过，临终前更是把整部手稿都销毁了。

我觉得，即便果戈里一直处于良好的创作状态，按原计划写
完三部《死魂灵》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果戈里的规划，
第一部是批判，接下里则要写正面人物，让乞乞科夫和地主
们觉醒悔过，最终在书中指明拯救俄国的道路。这个目标太
宏大了，是对文学和自身才能的误解。文学可以反映社会问
题，但是没有义务为问题找到答案。果戈里是文学天才，但
他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眼界脱离不了自身所处的时
代、阶层，他想用文学拯救俄国只是空想。

就拿第二部中残余的几章来说吧。当果戈里批判笔下人物时，
他保持了第一部的高水准。第二部里的安德烈·伊凡诺维奇
是俄国文学中典型的「多余人」形象，装模作样的将军、搞
出一堆办事处和委员会的柯什卡廖夫和挥霍浪费的纨绔子弟
赫罗布耶夫也都确实值得讽刺。可当果戈里想要塑造正面人
物时，他写出来的人物是多么空洞，他的观点又是多么肤浅



啊。他想出来的所谓拯救社会的方法，就是提高道德修养和
勤劳肯干，仿佛只要地主们有了责任心，俄国就有救了。如
今只要有一点点常识、受过一点点政治教育的人都明白，不
改变社会制度是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好皇帝、清官救不了
封建主义，好地主也救不了农奴制。

不过瑕不掩瑜，单凭第一部，《死魂灵》已经是俄国文学中
的经典名著，主题和手法都是开创性的，荒诞另类的文学风
格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喜欢俄国文
学的读者，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死魂灵心得体会篇三

俄罗斯这个又欧又亚的国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的确另人叹为
观止，这块神秘的土地上，诞生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
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普希金，以及《死魂灵》的作
者果戈里，等等一系列伟大的作家。

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大地的广袤，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风格往往
看起来更加浩大，又可能是因为靠近北极而更加严峻的自然
环境，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风格更加冷峻直白。果戈里的《死
魂灵》便是如此，作者以骗子商人乞乞科夫的视角，把十九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中小地主阶级以及中下层官员的生活和形
象刻画的栩栩如生，也把他们的道貌岸然讽刺得深入骨髓。
同时，又用了细腻的笔触，把俄罗斯大地的壮美描摹的入木
三分。虽然本书有始无终，并没有完全按原计划完工。但仅
凭已经完成的第一卷以及残存的第二卷的几个章节，就已经
不失为一部极其伟大的文学作品了。

这是一部喜剧小说，充满着轻松诙谐的语言，然而在嬉笑怒
骂间，在对俄罗斯各个社会阶层的丑恶顽劣无情的鞭笞之余，
更深层次里展现的却是作者对俄罗斯大地，对俄罗斯人民，
对俄罗斯民族那种深深的热爱，爱之深才责之切，就像作者
在作品里所说的，当时的俄罗斯缺少一个可以喊出前进的人，



果戈里或者就是这样一个人吧。

但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鲜明个性，看着他们的形象，往
往也可以找到现实中身边某些人的影子。而果戈里对于俄罗
斯大地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是引人入胜，仿佛就是把一副极
其美丽的画卷，缓缓地在你面前展现。

在看鲁迅先生的作品时，发现鲁迅先生对果戈里极其推崇，
当时并没有读过果戈里的作品，所以也不知鲁迅先生为何会
对其有如此的偏爱，这次把《死魂灵》读了一遍之后才了解
了，鲁迅与果戈里，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同样有着一双可
以拨开画皮直透灵魂的火眼金睛，也有着一支可以剔除腐肉
如手术刀般锋利的笔。面对逐渐沉沦的社会，他们绝不随波
逐流，而是怀着对国家对人民极度的热爱和殷切的期盼，以
笔为矛，向当时的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发出了前进的
声音。

死魂灵心得体会篇四

汹涌的思想狂潮般涌向纤细的笔尖时，手臂却不能承受了。
不过，要做的，才刚开始。

你那沉闷的灵魂，四处飘泊的灵魂，厌倦这种无庸了吧？几
乎快疯了吧！那么朦胧晦暗，却又那么摄人心魂的字里行间，
仿佛置身于遥远的俄罗斯田野寂静的夜晚，让来自西伯利亚
的寒风灌入他们慵懒的庄园。

你——果戈理注定，注定被那些野兽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那
是野兽的眼睛啊！看一眼就会扑过来咬断你的喉咙。可你不
担心，不畏惧。你让你的控诉撒墨在一些似真似幻的地主上，
你把诗人的浪漫与恶毒的嘲讽，把粗鄙的语言与温柔的感伤，
大仲马叙事的才华与雨果的慷慨的激情，还有霍夫曼那种把
人写成鬼，但是又紧紧的附着于现实的神奇魅力，如此令人
惊异的融为一体，而且结合得是那样的完美。



我去了那个19世纪的世界，那个气息奄奄垂死阶段的俄罗斯。
我想我看见了那个普柳什金。他是贪婪、吝啬、保守、没落
和腐败的守财奴，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毒瘤，与他庄园身后
那片充满生机、自由的土地是截然不同的。不知为何，我觉
得自己似乎被扯进乞乞科夫和那五个俄国地主之间的丑陋交
易，其实不，我始终是自己，这些人也始终罪恶地自私自利
地活着。而真正的是，他们似乎都是一群真实存在的、迂腐
的灵魂。

你勾勒出这个人物时，你的理智战胜了内心澎湃汹涌的潮水，
你必须当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但你始终忍不住，忍不住将夸
张、尖刻、幽默熔于一炉，将这一缸滚烫的热水泼到这些地
主阶级身上。你塑造了普柳什金这个贪婪吝啬的地主，他非
男非女的装束，像“刷马的铁丝刷”的胡子；他走过的“道
路就用不着打扫”等，夸张的手法分外突出他的形象。你将
那个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加上天灾和时疫的流行，大
批农奴死亡的社会来展现那个时代的风貌，间接地刻画了普
柳什金的性格。

对那个普柳什金“自娱自乐”的庄园，你由远及近，由大到
小，由表及里，步步深入，慢慢地，毫不急躁地告诉我们庄
园的外貌、庭院的布局和室内的陈设。把叙述、描写和议论
结合起来，对普柳什金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而他，仅仅
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罢了。

我喜爱你那尖刻辛辣多于幽默诙谐的文字，和夸张的艺术手
法。那些犀利的文章手法滑过一个又一个地主，然后缓缓地
滑向更多平庸无赖无知无耻凶恶残暴懒惰的远方。

普柳什金，你将他的腐朽没落的本质特征和他对自己吝啬之
极的个性刻画得惟妙惟肖。不但以它深刻的思想，完美的形
式和独特的风格强化了俄罗斯文学的批判倾向，而且由于对
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俄国人
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你要传达的，是要告诉我们，俄国不需



要被拯救，拯救已经不足够把它从事实中睁开那浑浊的双眼，
它要的是，苏醒。俄国人也需要劳动和自由。

生活，很多时候就像一湾不断翻动的河水，不断地将各种肮
脏翻出来，积淀着的，漂浮着的，无论是大的小的，都不过
是不敢见人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展示在你面前。普柳什金
就是这样的肮脏，极端吝啬，贪婪、守财奴似的阴深，他就
像一只大蜘蛛，粘稠的蜘蛛网上滴着口涎引申着它，不断地
给自己扒拉着遇到的任何东西，却又从来不享用它，任其腐
烂掉；社会的腐朽气息或许就是这种人带来的。永远的普柳
什金与俄罗斯地主们的镜子，永远的普柳什金们啊！直言的
坦诚永远比美妙的谎言矮一头。

你告诉我，过于繁琐梦见买鱼的作品加以最后的雕琢，删削
笨重累赘的大块文章，剔除趣味粗俗的精细工整，弥补寒伦
的、把构思立意袒露无遗的破绽和疏漏，给只求均衡整齐的
冷漠风格创造出来的一切注人奇异的温暖，——只有在那个
时候，才会形成这一美妙的杰作。

而你的，是种含泪的笑。

死魂灵心得体会篇五

今天，我读了曹文轩的《黑魂灵》。这是一部短篇小说，故
事以鱼鹰黑水手和爷爷、傻子男孩的故事为主，文中的黑水
手――那只年迈的鱼鹰，让我从它的身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一个孤傲的灵魂。

黑水手是一个自责的，并十分善于自省的鱼鹰，它不去想自
己其实已经很老了，它从来不用这个理由去原谅自己，也从
不去为自己找借口，对自己的要求比任何人高。它总是对自
己不满意，认为自己做得不好，它一直觉得不好意思，甚至
不好意思吃一条鱼。



所有的鱼鹰都不再把黑水手放在眼里，它们甚至经常欺负它。
而当看到爷爷从一堆杂鱼中挑出最好的鱼喂它时，它们会感
到十分生气，甚至是愤怒。它们不住地叫唤着，好像在责问：
“凭什么？它一条鱼都没有抓住，凭什么还喂它最好的
鱼？”

那时，黑水手显得很不好意思，并不肯再将爷爷送到它嘴边
的鱼吞下去。爷爷说：“别听它们的`。它们这群小畜sheng，
早晚要遭报应的……”

在黑水手快死的时候，它证明了自己，它拼出全力抓到了一
条32斤重的大鱼，它在最后一刻证明了自己，它还不是老弱
病残，而是老当益壮，但是，它被爷爷灌了一壶酒，醉醺醺
的被活埋了，可是，它的精神活在我们心里。就是这样的性
格让我们一样读懂了他们的孤傲的灵魂――宁可死亡，也绝
不输给别人、甚至输给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