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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
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老舍茶馆读后感篇一

《茶馆》里的人来人往。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也是老舍的成功之作。

《茶馆》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
汇聚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
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
个主，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后，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
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立
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的历史命运。

这就是《茶馆》投影出的中国!

裕泰茶馆在大时代中生存了下来，必然有他的生存之道。先
从茶馆的内部装饰开始说起。

从茶馆中桌凳的变化就侧面反映了这里生意的好坏。第一幕
中店里放的是长桌，方桌，方凳，长凳，小凳。这样客人的
容量还是挺大的。当时天泰，广泰，德泰都已经关门了。市
场竞争的压力不大了，勉勉强强的混口饭吃。第二幕中一律
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色桌布。墙上用的是时装没美
人，可见王利发紧跟时代潮流。第三幕中都换成了小凳和条



凳，家具也黯淡了，门庭也不光线了，岁月让裕泰失去了生
气。体面也不是这里的形容词了。除了这明显的外部装饰，
还有那些个字条。

“莫谈国事”这条子陪着裕泰一起经历了半个世纪。第一幕
中茶馆各处都贴着这条子“莫谈国事”。第二幕中的“莫谈
国事”更大了，更醒目了，功能依旧。第三幕中“莫谈国
事”有了一个伙伴“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更大，更多!
这是一张神奇的条子。

“ 莫谈国事”将封建无限的放大，也无限的反应了社会的落
后。“茶钱先付”反映了裕泰的生意已经岌岌可危了。

在茶馆中不仅仅有陈设的条子，还有人。《茶馆》中人物繁
杂但每一个都有鲜明的个性。

其中在全文的结尾的时候有一个沈处长。他一共只有一点点
的台词，是七个“好”字和一个“传”字。语言极其凝练，
但同时把这个人表现的淋漓尽致。沈处长的出场穿着军便装，
高靴，带马刺，手持小鞭，后面还跟着两个宪兵。他明显是
一个很霸气的人，但少言寡语。不说话，用眼神示意也许就
是这些长官的特征之一。

沈处长不过是这戏中的跑龙套，而王利发是贯穿整部戏的灵
魂人物之一。

王利发是一个小小茶馆的老板，为了生存，他阿谀奉承，逆
来顺受。这不仅仅是他的茶馆，也是他父亲的。所以茶馆不
仅是一个赚钱工具，更是他父亲的馈赠和希望。一个不卑不
亢的人，但不是一个苟活之人，他很坚定的保护家人，自己
坚守茶馆，最后用上吊来结束生命。

《茶馆》是我读的第一本戏剧。人物繁多，我每每读过都不
时的翻到前面去看人物表。虽然人物多很繁杂，但老舍能清



晰地写下这么多，可见他能力的强大。一张张丑恶的嘴脸，
一张张善良的脸庞，都在老舍笔下栩栩如生。我读出了世道
沦落，读出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茶馆》很经典，人物很传奇。

《茶馆》读后感(六)

老舍茶馆读后感篇二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
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有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
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
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
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光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
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
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
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
之后的创作过程中，儿时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
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
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
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
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
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
迁。

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
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



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
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

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确不坏)三、
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
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
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听听!说的不是
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
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
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人深思。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于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
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
“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上礼拜的今天，我说过我要读《复活》的，然而那本书并不
是很薄，所以一时半会也读不完。为了今天完成作业，只有
先将较薄的《茶馆》读完。

老舍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一位作家了，在此也就不
多介绍了。倒是写作背景得说说：话剧《写于1956至1957年
间，它是老舍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
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
了不少的戏。在写《茶馆》之前，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
《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写了《红大院》、《女店员》
和《全家福》等。《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
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
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很好的时代缩影，《茶馆》也不例外。
这本书包含了三个时代，每一幕就是一个时代。

故事发生在一个茶馆里，时代在变，茶馆也在变。“这三幕
共占了五十年的时间……”“这就是说，用这些小人物怎么



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
色。”这是老舍自己评价《茶馆》时说的。那人物究竟是怎
么活的?又是怎么死的呢?我们就拿茶馆的掌柜来说。

“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鞠躬，请安，作揖。
”这是王掌柜他自己说的。王利发精明、善良、勤劳，善于
经营。他胆小怕事，本着莫谈国事的处世原则，靠自己的力
气挣钱度日。可是，他越怕国事，这国事就越是不断地往他
的茶馆里钻。他信奉改良主义，可改来改去，这茶馆越改越
糟。在第三幕里，王掌柜似乎看透了一切，他也变得老于世
故了，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见人陪笑、作揖、夹着尾巴做人了。
他也敢骂国民党了。人生的磨难，使他变得倔强起来。

可最终他是怎么死的呢?他自己上吊死了。临死前，他把家人
打发到解放区去，自己和常四爷、秦二爷聚在茶馆里撒起纸
钱来。三位老人苦中作乐，为自己送终，聊以自-慰，这令人
怜悯。一辈子渴望改良的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这就是
王利发的人生悲剧。

《茶馆》里的其他人，儿子还是遵循老子的处世态度，有的
甚至变本加厉。这是时代的悲哀。

《茶馆》让我们看清了那三个黑暗时代，也看清了那些生活
在底层的人民，一个个破落、衰败。《茶馆》不愧为“中国
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老舍茶馆读后感篇三

在这个暑假中，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茶
馆》。

《茶馆》这部著作是老舍先生写的。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
予，他出生于1899年2月3日，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
家、戏剧家。他的代表作有：《茶馆》《骆驼祥子》《四世



同堂》、《龙须沟》等......

在老舍先生发表《茶馆》之前，他已创作出《离婚》、《骆
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些优秀的传世之作，《残雾》、
《国家至上》这些剧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可以
说，《茶馆》这部著作是一位成熟的剧作家的成功之作。

《茶馆》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小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
往，汇聚各色人物，这一个大茶馆就相当于一个小社会，老
舍先生把当时社会的风气全都融入了这个小茶馆中，展现了
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后、明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党政
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当时的历史命
运。

主要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等从壮年到老年，贯穿了
全剧。次要人物唐铁嘴、小唐铁嘴、刘麻子、小刘麻子等都
是继承父业的，虽然衣着变了，但是德行仍然没有改。这些
人物反映了时代的背景，运用得非常巧妙。

茶馆是最具创意的戏剧，三幕戏“葬送了”三个时代，激活
了多年的文化积淀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一九五七年七
月，老舍将他的作品——《茶馆》发表在《收获》创刊号上。

老舍茶馆读后感篇四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
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友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
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
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
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光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
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
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



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
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
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
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
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
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
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
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
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
评审这部巨作。

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
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
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
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
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
还真不容易。听听!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
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
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
人深思。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于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
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
“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茶馆》读后感(四)

老舍茶馆读后感篇五

老舍先生是人民公认的人民艺术家，他塑造的很多任务也早



已经深入人心。老舍先生早年留学英国，而他也正是在那时
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而《茶馆》则是老舍先生最成功的剧本之一，这其中的故事、
人物以及语言都为人们津津乐道。

读过《茶馆》的人都知道，这个剧本是通过对一个小茶馆，
名曰裕泰茶馆的地方所发生的故事进行描写，从而表现出中
国从清末到民国的变迁。《茶馆》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各
阶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不论是他们的挣扎，抑或是他们的无
奈，都被拉入故事中进行生动的展示。这部戏剧仿佛是一幅
万生相，将我们完全带入了那个年代。在这部戏剧中并没有
绝对的主人公，各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交织成一张人物网，
共同推进着这个故事前进。老舍先生好似一个可亲的老者，
脸上带着浅浅的忧伤，向我们讲述着那个时代的悲与喜。我
想他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了解那个年代。

在小时候，我初次阅读《茶馆》时，并不能理解这其中蕴含
着的深刻的哀伤。但当我长大后，再次阅读这部戏剧的时候，
却生动地感受到了老舍先生在创作《茶馆》时，心中既愤怒
而又无奈的悲伤。

在整部戏剧中，有两个场景是我始终都不能释怀的。我不能
理解，我不能释怀，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中国人。

其一就是庞太监在买媳妇的时候，中间人克扣了人家卖女儿
的银子却丝毫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羞愧。最终老人用十两
银子卖了自己养育多年的女儿。我不知道十两银子够不够养
活一家人，但用十两银子卖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只是为了让
家里人活下去。这到底是那个时代的悲哀，还是我们中国人
的悲哀?被卖的姑娘昏了过去，庞太监却依旧在旁边大声叫嚣
着，“我要活的。”在姑娘醒过来的时候，庞太监大笑着说：
“她又活了。”我不禁要问，这样的姑娘，到底是人还是个
玩物?既是这样的玩物，那姑娘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也就可想



而知了。

当然，让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的同样还有剧中充满京味的语
言，每次读到老舍先生的作品我都忍不住嘴角牵动。因为在
他的作品中，那些早已沉睡多年的北京土话又变得活灵活现
起来。儿化音加的恰到好处，老北京人的幽默也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我总是在脑海里想象着一个慈祥老者的形象，将听
过的故事用口语化到极点的北京土话一一娓娓道来。

在《茶馆》中，大力妈向老掌柜道别的时候说的“硬硬朗朗
儿”，老掌柜在请客人落座时说的“您请着”都蕴含着浓郁
的老北京特色。就像飘香的炸酱面，就像浓郁的豆汁，就像
蜿蜒曲折的胡同，这都是属于老北京独一无二的味道。老舍
先生作为一位地道的京城作家，作为一位血统纯正的旗人作
家，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最地道、最纯正的北京。

也许有的人会说老舍先生的《茶馆》没有革命意识，没有向
人们展示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我认为在那个腐朽的时代，改
革的志士都被杀头,搞实业的商人都被欺压，在这样一个时代
又如何看得到光明的未来?我记得剧中有一位曾经搞过实业、
进过国会的知识分子到寺中念起了经文，不问世事。面对政
治家的邀请，固执的坚持自己除了念经什么也不会。因为他
已经对那个时代失望了，他已经对那时的政治失望了。我愿
意相信这是真实出现在那个时代的场景。面对这样的黑暗，
该到哪里寻找光明?我相信从始至终老舍先生斗不过为我们展
现了一个最真实的北京，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最真实的时代。

这一篇《茶馆》道尽了无尽的沧桑，历久弥新。而这些历史
的沧桑也终将伴着我们一直走下去，如警钟长鸣。

《茶馆》读后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