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春秋有感 家春秋读后感(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春秋有感篇一

家、春、秋被人们合称为激流三部曲是使巴金赢得世界声誉
的作品。在我读完后，我觉得这部书的整体资料像是现代版
的红楼梦。整部小说诉说了一个封建家庭的四分五裂，最终
衰落的故事。

整本书对于人物的语言描述平中出奇。在日常生活对话中，
巴金笔下人物的语言中规中矩，和人物的身份，性格比较合
拍，而发生冲突时的语言刻画，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
可恶的觉英和淑华的对话，觉民和克安的对骂，让读者为正
面人物的命运牵挂，恼恨反面人物的语言，无论是正面的或
是反面的人物都被写活了。

还有就是人物的性格写得十分鲜明：淑华那种性格与勇气，
她在那种环境下什么都不怕，说话直来直去，只要自我认为
对的就说，又关心别人，在高家女性中是少有的，她的很多
举动都是证明；琴，在里面扮演的主角不一样一般，她给别
人以动力与勇气，不论是周家还是高家的年轻人都能从她那
里得到信心与生活的期望，她是别人的求世主吧，你看不论
是死去的淑贞、惠、剑云，还是淑华、芸、觉民、觉新等，
都期望从她那里得到安慰。觉惠与淑英的离开多少有她的支
持与鼓励，没有她或许这班年轻人早已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
觉新在弟妹中奉行作揖主义派，爱是他为家庭默默地承受着
一切的压力，万事都让步，为弟妹思考。很是任人玩弄，做
了周家、高家旧势力的帮凶，不敢于起来反抗，值得高兴的
是最后最后在四爸、五爸面前起来反抗了，但这已接近故事



尾声了；还有就是最最顽固的最最愚昧的人物了：周伯涛代
表旧势力，害死了惠及枚少爷，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不管
年轻人的死活，把它们的婚姻推进深渊，至死也不反省。

巴金先生笔下的这个封建社会的家庭最终走向了灭亡。

但是花开了，花香四溢，虫来了，快乐地飞舞着。新的生命，
带来了新的期望，新的期望，鼓舞着失败的人们。不必再往
昔日的痛苦而悲哀，“封建的社会终将崩溃，民主的时代必
将降临。”闪电击碎了其中一块巨石，阳光倾泻进来，照耀
在大地的每一处角落，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可爱！社会，不
再像过去一样阴暗，它最后有了以前的光彩。

读春秋有感篇二

家、春、秋这是巴金的代表作，我看了以后，心底不禁为他
人感叹！

这三本书都是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
都为背景，真实的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
腐烂、溃败的历史。

从表面上看，高家“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家庭内
部尊卑有序，礼法森严。但事实上这个大家庭里处处充满尔
虞我诈和勾心斗角。真是个虚伪的大家庭！因为在这个大家
庭里，我也认识了许多人物：怯弱而背贞压力的觉新；充满
正义感的进步青年觉民、觉慧与张蕴华；敢于抗击命运的淑
英、鸣凤；花天酒地的克明、冯乐山、克定，还有高老太
爷……这些性格与行为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该走的走了，该留下的留下了，残存下来的高家哀嚎着，有
的为旧时代的终结的害怕；也有为新时代的到来的惶恐。最
终高公馆散了，可那个时代人再继续，挣扎着他们的命运，
失去的已经是永远的消逝，活着的仍在挣扎。



读春秋有感篇三

很喜欢巴金这位作家，读过他的激流三部曲，他在写作家春
秋时还不满30岁，让我对她的敬佩之情有增添不少。最近，
我刚刚读完这部作品，心理起伏跌宕，书中很多的故事情节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语言描述平中出奇。在日常生活对话中，巴金笔下人物的语
言中规中矩，和人物的身份，性格比较合拍，而发生冲突时
的语言刻画，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可恶的觉英和淑华
的对话，觉民和克安的对骂，让读者为正面人物的命运牵挂，
恼恨反面人物的语言，写活了。但是我觉得，对于觉民的心
理活动，语言描述，个性在平常的叙述中，有些理想化，少
了生活的积淀，不是微笑就是冷笑，略显脱离生活，和觉慧
比较起来，差异性不大，看完秋，差不多就会把觉慧忘掉，
让觉民弄混了，语言的描述不够鲜明。

文笔很干净。看家，虽然仅仅看了几页，但是一个简洁、明
快、大气的笔触已经跃然纸上了，景物的描述，对于月光的
注释，令我耳目一新。没有家长里短的叙述，有一种大家庭
子弟的眼光，比较脱俗，当然，老舍的“俗”也不是不好。

景物描述。一件事情，只要提上一千遍，那人们肯定记住。
高家的大花园，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厌其烦。人是
怀旧的，巴金的笔，景物描述也没有脱离开这个令他感伤的
地方，好像我们此刻的“忆童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写
法，巴金的年轻的眼睛，到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印象比较
深刻的，是他的关于月光的描述，想起来老舍的月牙，不断
的点到月光，每次有不一样。

读春秋有感篇四

激流以前辉煌的高公馆也落得分家的下场。



“家”在“家”中，我最同情的是觉新，最气但是的也是觉
新。但我对觉新还有一丝敬仰:毕竟，他是这个中国社会新旧
交替和转型时期有重要历史好处的人物。他有自由恋爱青梅
竹马的梅，又有旧社会强加给他的关心体贴他的瑞珏，他如
何作选取?他处于“长房孙”的位置，被别人称为“承重老
爷”，在这种身份下，他怎样反抗?他的家庭里头卫道的人太
多了。为了孝道，他抛弃了化学，抛弃了梅，抛弃了珏。觉
新的牺牲是巨大的。但是，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幸福了
呢?即使生活带来再重的负担，再大的伤害，人还是象蜗牛一
样背着沉重的壳行走。

对于觉民，我倒没有太大印象，倒是他勇于与高老太爷抗婚，
我对他还是比较看好的。

至于琴，在“家”她还是一个觉醒者。她的理智常被感情征
服。她犹豫不决，连剪个辫子的决心都没有。她对自我的行
为也说不清楚。所以对她也没什么看法。

在“家”中，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觉慧:他虽很激进，但终究幼
稚，为了爱人不择手段，甚至不顾鸣凤的感受。因为觉慧，
鸣凤多次被周氏训斥。而他口口声声要救鸣凤，最后还是他
将鸣凤逼死了!要不是他在拼文章不理她，她投湖的可能性不
是很小了么?鸣凤死后也没见他悲伤多久。觉慧给了鸣凤什
么?帮忙，同情，怜悯，他什么都没有给，他甚至不听她的哀
诉就把她遣走了。而他在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
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的鼓动下竟放下了鸣凤。最终促使他出
走的是瑞珏的死，和老太爷的态度。只是他反抗的精神我认
为很“开天辟地”。

相比之下，家的资料范围广，事件多，我认为是“激流”中
最好的。

“春”由于阅读的深入，我对很多人的态度改观了。



觉新已不在是我同情的对象，我对觉新充满了愤恨:惠死了，
枚娶亲了。要是他和周氏，老太太极力反对，惠和枚也不必
须不会幸福。然而，海臣和小儿子的死对他的打击也不小。
只期望他能快点觉醒。

我对觉民的进一步认识使我看到了他的魅力。他和琴安慰淑
英和淑贞，帮忙淑英逃离高家，并不怕王氏和觉群的威胁，
与陈姨太据理力争，使她们在自我那里得不到一点好处。他
很大胆，与觉慧不一样的是，他留在家里也能镇定自若。他
并不象一些人说的，他的一切都由别人安排好了，他和琴的
婚事;帮忙淑英出走都是他设计的，因此，我并不一样意一些
人说的觉民是剩余的人物。

琴在“春”成长得太快了，迅速担当起为高家女子排忧解难
的重担。淑英和淑贞似乎已经离不开她了。她不再优柔寡断，
对于亲人热情地神出援助之手;和觉民一齐为刊物出谋划策;
出演夜未央等。我对琴也改观了。

淑英一开始就是懦弱的形象，然而梅和惠的死震动了她，梅，
惠这些她所爱的人一一离去，如果她不逃走，她们便是她
的“榜样”。加上淑华的劝说，她最后和剑云一同去找觉慧
了。正如一些人所言，淑英的出逃鼓舞了女孩子。而剑云，
在他的一颗星飘走之后，及时挽救了淑英。剑云柔弱，怯懦，
不反抗，不抱怨，不挣扎，没计划，没志愿。但当他仰慕的
女子需要他时，他会不顾自我去帮忙她。也因为如此，在送
完淑后，剑云带笑地死去了。

读春秋有感篇五

巴金笔下的《家春秋》，用一个大家庭的兴衰，用新世界和
旧世界的冲突，用年轻人的决裂和幻灭，不仅仅给当时有志
气有思想的文人学子指明了道路，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而
富有内涵的课。



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正在崩溃边缘徘徊的封建家族的悲欢离合，
结尾孕育了希望，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最终走向灭亡的
命运。它以二十世纪初期四川成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矛
盾和爱情为线索，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罪恶和没落，同时也歌
颂了觉民，觉慧，琴和淑英等年轻人生活的觉醒和斗争。

通读全文。给我印像最深的就是高家的长子——觉新。你可
能不喜欢觉新，但你不能漠视觉新，作为长子，他承受了无
形的，却又巨大的压力，在弟妹中举行作揖主义，爱是他为
家庭默默付出的一切，万事都让步，为弟妹考虑。也许他让
我们痛恨，恨他的懦弱，恨他们的不敢反抗，以至于最后妻
儿离他而去，让他内心遭受巨大打击；也许他又让我们同情，
他的内心是善良的，他的结局是凄凉的，我们只能用一声无
尽的叹惋来表达对觉新的可怜又可悲的遭遇。相反，觉民，
觉慧的反抗精神，着实让人钦佩，与觉新形成巨大反差。

从觉民反抗爷爷安排的婚事，而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从觉
慧对家庭的失望，而离家出走，去外面寻找他要的生活；从
妹妹豪爽的性格和不凡的勇气，让我们看到了腐朽的时代里
新生的力量，给人鼓舞，给人希望。

家：青春是美丽的。

春：春天是我们的。

秋：秋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年轻，我自信，我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