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驼祥子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骆驼祥子读后感篇一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
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
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
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骆驼祥子》

我是在写博文的前两天看完《骆驼祥子》的，我们的祥子，
在经历生命里翻天覆地的三起三落后，那个可爱的，善良的，
体面的灵魂终究是湮灭了。

我不想去谈论他的不幸，独独想聊聊那个体面的祥子。最初
的祥子，不吸烟不喝酒，散座也好，包月也好，白日黑夜的
拉车，图着攒下那三毛五毛，想着那买上一辆车的念头。这
样清贫的，幸苦的祥子不争不抢，谦让，勤劳努力，身强力
壮却不寻衅滋事，他是老实的，规矩的，善良的，所以虽然
他沉默寡言，但是在众人眼里，这是一个体面的祥子。祥子
的体面，是自己挣回来的，因为他自尊并且尊重他人。

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是一个人给自己挣的第一份体面。

不知道是从哪里看来的一段话：你以为别人尊重你是因为你
很优秀，别人尊重你，其实是因为别人很优秀，尊重别人，



是在庄严你自己。那么何为尊重呢？一个人，既然是一个人，
那么就有了作为人的尊严。佛家有众生平等一说，放在现在，
这句话也是适用的。尊重每一个人，无论男女，无论身份，
无论年龄。千万别自以为是，千万别高高在上，千万别欺侮
他人，今日你给出的尊重，也是来日你受到的尊重。一个人
的体面不在穿着打扮上，而在由内而外的人格的修养。

突然间语塞，无话可说，要不我们都多看点书吧，有句话说：
不要以为看书没有用，你看的每一本书，将来都体现在你的
言行举止上。

骆驼祥子读后感篇二

这本年代感十足的书带领我走进了一个可爱的北平。那里有
车夫们的号子声，卖烧饼的呐喊声，那儿有善良美丽的小福
子，拼命要强过的祥子。

这书中最让我感慨的.是祥子。他人生的三起三落和无数次的
打击，都为他奠定了这个可悲而凄惨的结局。在看惯了以幸
福美满为结局的我，看到那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不禁十
分心疼与无奈。其实祥子想得到的很少，仅是一辆车和一位
知己而已。可当时的社会连这点都不能满足。于是正因此祥
子才一步步堕落了，那耍滑头，吃烟喝酒，他都学上了。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明白，一个人想自甘堕落十分容易，
但想改邪归正可不那么简单。当然，那些客观因素也是不容
忽视的，如若当初的民国时期多一些真正的正人君子来维护
正义，少一些“阮明”“孙侦探”之类的骗子，也许像祥子
这样的可怜人就会少许多了吧。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就是在
那样一个旧社会，那个做坏事者可逍遥法外，做善事者却遭
受磨难。那些剥削者大腹便便，辛苦劳动着的老百姓却孤苦
伶仃，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我感到，能改变一个人的，很大原因是环境，否则便不会



有“孟母三迁”这个故事了。一个好的环境也是一个英雄好
汉成长的家园，若祥子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的二十一世纪，
那么他的命运一定是繁花似锦的。

但这本书中，也有不少可爱的人物，如忠厚的老马儿，善解
人意、心地善良的高妈，还有曹先生，都给过祥子一定的帮
助。没错，祥子的一生，也是有过伴儿的。

人生在世，总会在坎坷时遇到帮助，失望时受到鼓励。我们
要不断为着梦想努力，千万不要被命运打倒，站起来，继续
走，总能找到光明。

骆驼祥子读后感篇三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小说，这部小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读完这部小说我感慨万千。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受益匪浅。
我非常喜欢读。

这本书讲的是关于一个叫祥子的人的故事。他自幼家境困苦，
是京城的一个车夫。他不怕吃苦，一开始并没有一般车夫的
恶习，而且心地善良。

他勤劳，朴实，忠厚。他有积极进取心和人生理想。但是在
那个黑暗年代，他经历了买的新车，攒了三年买的新车，拉
了几次就被抢了。他又被逼娶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虎妞。虎妞
难产死了，他又买了新车葬了虎妞。自己喜欢的人上吊自杀
了等事情后。他对生活的信心和期望以及要强的性格在一点
一点的丧失。他变得懒惰，狡猾，极端自私，还耍无赖，逐
步滑向罪恶的深渊。

我不仅为祥子而感到悲剧，更为当时的中国而悲剧。



骆驼祥子读后感篇四

今天下午的两节阅读课，我重新阅读了《骆驼祥子》。在老
舍笔下的祥子到底有何形象，我读两遍后截然不同。

也许，祥子的生活就可以更好一些。

当然，祥子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勤劳、能干，让曹先生和刘
四爷等人喜爱；他体力强、速度快、跑得稳，也能让客人
多“赏点钱；他能幸运地从兵营中回来，九死一生，还能牵
回骆驼。

骆驼祥子读后感篇五

《骆驼祥子》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祥子，他的一生是悲惨的。

本来他是一个仅仅想通过自己奋斗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的
文艺青年。但是他在这个看似平坦的道路上却饱受挫折。

在刘四爷的厂子干活时，他结识到了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她
生性彪悍。她最后看上了祥子，所以去引诱他，并且找借口
想和他有夫妻之名。导致祥子想要远离他们父女两，后来他
来到了曹家，但虎妞谎称自己有了他的孩子，于是蒙在鼓里
的祥子不得不和她结婚。之后他买车的火焰暂时熄灭了。后
来，她真的怀了祥子的孩子。并且她用自己攒的钱给祥子买
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祥子于是更加努力工作，到头来因此
得了病，花光虎妞所有的钱。最后虎妞难产死去，祥子卖了
自己的车为虎妞丧事。

之后他又遇到了小福子，他们两厢情愿，正快要打算结婚时，
小福子却被卖到了窑子，最后自杀。这无疑是对祥子的巨大
折磨，最后他堕落成一个酒鬼主持红白之事过日子，一个有
志青年就这样被磨灭了。



这本书主要想揭示过去旧社会的黑暗，批评当时社会不平等
观念。随着祥子的志向一点一点被磨灭，社会也在一点一点
变黑暗。反应了作者当时对旧社会的悲哀。同时也反应出祥
子的悲惨。

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抓住现在我们的志向发展，要
比当时容易的多。

骆驼祥子读后感篇六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一祥子
的行踪为线索，以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
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
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
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
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
景。

《骆驼祥子》结构严整、主线分明，小说的展开很好地做到
了前呼后应；善于运用多种表达手段，细腻地描写了人物的
心理状态；语言朴实自然、准确丰富、生动明快，具有鲜明
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人力车夫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创作对象。老舍与众
不同地放弃了评判者这一居高临下的姿态，真正深入到了祥
子实实在在的生活，深人到了祥子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从
而通过祥子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透过祥子的心灵来感受
这个世界，使得车夫们的生活变得立体而细致，典型人物也
因此而具有了心灵深度。祥子来自农村，带着农民特有的质
朴、固执和愚钝。随着故事的展开，祥子的性格也发生了变
化：由最初的淳朴木讷一步步变得粗鄙不堪。因为有着大量
细致而立体的生活细节刻画，有丰富细腻的内心描写，他的
堕落过程就更让人觉得是真实而必然的。这也是其艺术感染
力的基础。



小说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祥子个性沉默、坚韧乃至木讷，
但心中却有杆秤，心理描写恰恰也就突出了他的这种性格。
老舍没有局限于直接的剖析，写出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而
是结合着情节的发展，采用了大量的侧面描写来刻画他的心
理变化：或通过简短的对话来表现，或通过具体细微的动作
来揭示，或借助别人的眼睛和话语来反映，或借助景物的变
化来衬托。这样的心理描写，既贴近了人物性格，又联系了
情节发展，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而丰富的祥子的内心
世界。

“京味儿”语言可以说是老舍最具标志性的特色。老舍最善
于从北京口语中提炼出自己特有的语言，形成幽默、洗练、
优雅，略带稚谑”的“京味儿”语言。简洁朴实、自然明快
是其最大特色。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
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
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民穿的交代，从对于北平景
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骆驼祥子拉车路线5详细叙述，都使小
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

京味儿还强烈地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上。老舍融化了狄更斯、
契珂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小说语言的幽默、洗练、优雅，
形成了他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具文化色彩的语言，他那通体
光润圆泽中透露出的“斯文”“雅谑”的“京味儿”，是从
悠久历史与文明中所孕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外观。老舍
采用经他加工提炼了的北京口语，生动鲜明地描绘北京的自
然景观和社会风情，准确传神地刻北平下层社会民众的言谈
心理，简洁朴实、自然明快。文字“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
湖水”，又“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栏儿”。老
舍来自平民，他对学习中国民间通俗艺术保持浓厚的兴，并
写了鼓词、戏曲，掌握了许多民间语言艺术精华。他还善于
选择地使用北京土语，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比如写祥子身
体挺脱”“硬棒”，写刘四是个“放屁崩坑儿的人”，祥子
穷途末路，奇体奄奄地为人家作丧事时，在“马路边上缓缓
地蹭”，曹先生家的佣称赞祥子是“老实巴交”，都是取自



北平人的唇舌，又符合人物勺身份、个性、教养。可以说
《骆驼祥子》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个电化了的。作品的叙述
语言也多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言词汇、也不
采用欧化句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增了语言的
音乐感，在老舍手里，俗白、清浅的北京口语显示出独宇的
魅力和光彩。作品在情节交代和人物介绍时，笔墨省俭，表
现力强。在写到刘四这个流氓无赖的经历和性格时，小说里
叙述道：“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
放过阎王账”，“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
跑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
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极为平易俗白，不假雕饰，为人物勾
画出一幅精彩的画像。客观叙述与主观剖白的水乳交融，使
《骆驼祥子》在平静的外界景物衬托下写活了人物的内心活
动、心理波澜。

《路驼祥子》的语言造诣，充分表现了老舍是一位致力于民
族化与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大师。

骆驼祥子读后感篇七

《骆驼祥子》一书是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它带有悲剧色彩
这一大特色。书中通过描写正直好强的青年车夫祥子由希望，
受挫，挣扎到绝望，最终堕落成城市垃圾的悲惨遭遇，揭露
了黑暗的旧社会对劳动任命的压迫和剥削，表达了对劳动者
的深切同情，批判了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

这书所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
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
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年轻力壮，正当生命的黄金
时代；又刻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强
烈的信心的鼓舞和和支持下，经过3年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
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
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取他仅有的积蓄，主人逃避特务的
追踪使得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



“爱情”又给他的人心都带来磨难。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
击，他做过挣扎，仍拗地想用更大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
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
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像个
鬼影，永远抓不住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经过多
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
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生活的任何企求
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
祥子，被生活的磨盘碾得粉碎。

老舍在描写祥子的悲剧时，从不同方面着手了祥子从外貌到
内心的美好东西。他用着健康的体魄，他“像一棵树，坚壮，
沉默，而又有生气”。他对生活具有骆驼一样的坚韧的生活
耐力，他是人力车夫中的佼佼者。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
钱，没有任何嗜好。他善良又正直，有着美好的内心世界。
有一次，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看到人力车夫老马因为
饥饿而昏过去时，便主动买来十个羊肉包子送给老马，表现
出他对的同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

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者也写到了别的一些人物和
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车厂主任刘四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
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正直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
马小马祖孙两袋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以及大杂院，“白房子”等处的残酷景象。最可贵的是，作
品通过祥子这一形象，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和迫切的
社会问题，那就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这也是《骆
驼祥子》深刻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

悲剧总是呼唤和人们共同正视生活的残酷和斗争的艰巨，以
及人们精神上的各种痛苦，同时严肃地表达了令人怜悯和恐
惧的一切告别的愿望，期待着他们早日成为历史的陈迹，即
使作品所描写的一切灾祸，苦难，失误等真的过去了，也继
续给人以激动和启迪。



评语：《骆驼祥子》是“人民艺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
作者看完这部作品能结合文中的主要人物祥子的经历及其性
格特点来阐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并悟出所折射的现实意义，
引发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