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救赎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救赎读后感篇一

先是看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又找
来原著看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肖申克的救赎》是带有喜剧性和理想色
彩的，无疑这个光明的未来是很虚幻的。可是，这个世界总
是需要一丝丝希望和温暖的。

在一点一滴地叙述中，那撞击我们心灵的东西在你不设防间
直触你的内心深处。即使在唯一能证明安迪是无辜的证人被
监狱长枪杀了以后，安迪仍不肯放弃希望。阿瑞看到他在神
思恍惚间讲述自己心中最美好的记忆与梦想，以为他快要精
神崩溃了，“人的忍耐总是有限的……”他这样解释安迪。
其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会如此原谅安迪：曾有多少人被
残酷的环境毁掉啊！但安迪没有被命运毁掉，他获得了一个
完满的结局——他重获了自由！

安迪是无辜的，他没有枪杀他的妻子及其情人，却背着黑锅
来到了肖申克监狱。面对监狱里的各色人等，安迪受到过侮
辱和欺凌。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也遭受过各种各样的委屈、
误解、困难、坎坷、挫折……可是安迪从来没有屈服过，他
不断地反抗着姐妹花的欺负，即使这种反抗很无奈。我常常
想，如果换了是我们处在安迪的位置，我们会怎样？当所有
的希望都破灭的时候，有几人能够挺过漫漫长夜？当我们面
对滚滚红尘，当我们面对物欲横流，当我们面对种种诱惑，



还有几人能够坚守那一线希望？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很
渺小，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微薄，所以，我们很容易放弃。

那么，我们只能等待别人的拯救了么？肖申克监狱的犯人们，
如果没有遇到安迪的话，他们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
在这里，可以说他们的命运是偶然被改写的。可是，我却相
信，安迪的命运不是一种偶然，他的救赎是一种主动行为，
在救赎别人的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在变化中。

等待别人来救赎的人，怕是永远都无法真正等到救赎的。所
以，能够救赎我们的，恐怕只有我们自己，只有熬过漫漫长
夜，只有在孤独中坚持与坚守，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拯救。

如果这部小说就是告诉你人生里有一种东西叫做自由或者仅
仅是发扬了自由至上的精神，那么我还不会欣赏这部小说。
重要的是，它向人展现了取得自由的过程，它告诉你，自由
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它也许要曲折，也许要在黑暗里瑟瑟
发抖，甚至可能会依靠向强权妥协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它告
诉你自由是那样一个艰难甚至是必须穿越猥琐与肮脏的过程；
换句话说，它给了自由甚至说是理想一个完整的定义。

我的生活经常有这样一些梦想，它也许不能实现，它也许不
能让我更有意义的活着，甚至对于我自己来说，它只能给我
带来更多的虚无感，但是我仍然要抬头看见天上的星星，他
们也许遥远，也许仰望他们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自欺，我仍然
需要这样的虚伪与自欺，因
为youmaysayiamadreamer，butiamnottheonlyone。

救赎读后感篇二

《肖申克的救赎》在国内外的电影排行版上可以说是数一数
二的电影，但却与奥斯卡擦肩而过，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无
冕之王。那么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呢？
我想源于人类普遍的信仰和追求：期望、自由和友谊。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位因冤案入狱的年轻银行家安迪在狱中再
困难也不放弃希望，最后越狱成功的故事，电影的视角是以
瑞德为主叙述的，直到最后一段，形亸貌衰的瑞德拿着安迪
留给他的信封，满怀希望地踏上寻找老友的旅途，最后与老
友相遇。

在电影中瑞德曾说，希望是危险的东西，是精神苦闷的根源。
重重挤压之下的牢狱里呆了三十年的他的确有资格这么说。
因为从进来的那一天起，狱长就说过，“把灵魂交给上帝，
把身体交给我。”除了他能弄到香烟、糖果、酒以及任何合
理的东西，似乎任何其他异动在这个黑暗的高墙之内似乎都
无法生长。

但安迪在信中告诉他，“记住，希望是好事——甚至也许是
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永不消失。”

所以安迪能够用二十年挖开瑞德认为六百年都无法凿穿的隧
洞。当他终于爬出五百码恶臭的污水管道重获自由，他穿越
了肮脏，回到了天堂，站在瓢泼大雨中情不自禁的时候，我
们仿佛看到信念刺穿重重黑幕，在暗夜中打了一道夺目霹雳。
亮光之下，我们早已被体制化的灵魂在安迪张开的双臂下现
形，并且颤抖。

安迪，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真正的人。“it takes a p man
to save himself，andagreat man to save another。”瑞德可以
说是一个“p man”，而安迪则是一个“great man”，他救赎的不
仅是自己，他也尽一切努力拯救囚犯们的灵魂。

庸常生活里的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先
说“那不可能”，习惯了没有奇迹，习惯了，习惯了……可
是正如《飞越疯人院》中说的那样，“不试试，怎么知道
呢？”

——我们已经看到安迪与狱友整理书目时的那本《基督山伯



爵》，这本书描写了一位大副受到陷害后的悲惨遭遇以及日
后以基督山伯爵身份成功复仇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监狱长
打开藏有安迪凿石锤的《圣经》时，翻至那页正是《出埃及
记》。这个章节详细描述了犹太教徒逃离埃及的过程。

《肖申克的救赎》常常是大家闻其名而从未看过的影片，但
以我个人看来，这部影片是真的不应该被错过，安迪花了十
九年的时间，挖了隧道并成功逃出，监狱中有人不敢想，所
以做不到，或是有人敢想，但却做不到。只有安迪一人想到
了也做到了，因为别人都不这么做或者别人被体制化而觉得
不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这样不行。这样看来，把监狱比作我
们所生活的社会，种种条条框框将人束缚，但只有最勇敢最
坚强、内心存着最大希望的人，能真正看到梦想然后达成。

心中怀有这种力量的人，从长远的看有甘地，近期的有乔布
斯，还有历史上可见，许许多多的、脚踏实地的梦想家们。
他们和安迪一样不会被社会的笼子所束缚，因为它们每片羽
毛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救赎读后感篇三

“有些鸟注定是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
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这是电影版的《肖申克的救赎》
中的经典台词，看完这个电影以后深受震撼，迫切的想找到
原着，看看原作中的情景，依旧沉浸其中。

对坐牢的人而言，时间是缓慢的，有时你甚至认为时间是否
停止了，但时间的的确确在流逝着，瑞德和他的朋友们曾给
安迪一张海报作为一周年纪念，而下一次时间的概念已是19
年之后。此时安迪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开始用自己丰富的金融知识帮助狱卒“合法”地逃税，
代价是请他的同事一人三瓶啤酒，当时的情景怪异极了，相
信瑞德也有同样的感觉，突然之间，就变成安迪占上风了，
狱卒哈力腰间插着枪，手上拿着警棍，但是突然之间，在阳



光下，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也许在囚车载着瑞德和他的朋友
们穿过肖申克的大门，走出囚车踏上运动场以来，他们还不
曾有过这种感觉，这种自由人的平等和骄傲。就好像自由人，
在修缮自家屋顶。安迪，他坐在阴凉的地方，脸上挂着微笑，
看着这些家伙喝他的酒。命运变化无常，但这一刻给这些人
带来的惬意和温暖，都会像阳光一样撒在他们的心头友谊也
油然而生。当典狱长知道安迪的才能后，安迪开始帮助典狱
长洗黑钱，并因此得到了更为宽厚的待遇，他甚至不厌其烦
地给州政府写信，并在几年后得到了回应---政府向肖申克监
狱捐赠了图书、唱机、甚至史无前例的监狱图书基金-每
年500美金。

然而安迪并未放弃逃走的希望，安迪最终走了，安迪的海报
后面有一个水管状的洞，用的是他采集石头时所用的六七寸
长的锤子，瑞德曾经说过用它挖地道需要6xx年，但事实上安
迪只花了20年。20年后安迪离开的那一天，他把小锤子藏在
圣经里，并最后把它留给了典狱长，带有清晰痕迹的圣经讽
刺地写着，“典狱长，你说得的对，救赎就在里面。”安迪
从未放弃过信仰，只是他相信的是他自己。

在最初两年的地狱一样的生活中，安迪必须象一只机警地面
对狱中的不公平和不人道，每一次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尽
管他经历了此多痛苦和折磨，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信仰和希
望。()安迪始终带着一种含义不明的表情，沉默却意志坚定，
机敏过人却从不无谓地冒险，去实现他的目标。当安迪终于
爬出恶臭的污水管道，站在大雨中情不自禁的时候，安迪张
开双臂，是的，他自由了。

也许，肖申克能给我们更多。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实中当我
们面对着压力，尝试和挑战，是不是已经不再勇敢，转而放
弃和逃避，找到淡然和宁静当作借口。就像书中在肖申克渡
过了半个世纪的布鲁克斯在终于获得了他盼望已久的自由之
后，竟然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而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在监
狱中，他是有身份，被人信服的老人，管理图书馆，而在这



个社会中，他什么也不是，甚至连一张借书证也办不到，他
已经习惯了监狱的生活，并向囚禁屈服，终于，孤独、无所
适从和一种对于未来漫长岁月的绝望彻底摧毁了他，他只有
在死亡中才能获得解脱。

“只要心中满怀希望，就可以获得自由”安迪始终相信这句
话，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在希望的尽头有他想要的自由，他
的自由很简单。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真正
活过，生命如此的珍贵不容许我们荒废，真正活过就得得到
自己的承认，承认真正的自由过，走到人生的.尽头回首一生
不要后悔没有和自由真正握手，而是得微笑，满足的对后人
说我曾为了梦想和自由而奋斗过。

终于，安迪和瑞德两个老朋友在墨西哥阳光明媚的海滩重逢。
与当一片满载着希望的羽毛缓缓飘荡的时候，生活便被幻化
成了一首优美的圆舞曲。无论最终得到的是什么，永远是最
值得回味的。因为拥有愿望，拥有梦想，一切都值得永远珍
藏。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时，请保持微笑，充满希望，向着
梦想努力！

救赎读后感篇四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
专门遭受损失。”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他著名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开篇这样写道。贫穷、暴力、死
亡、军事独裁、叛乱……说起拉丁美洲的苦难，必然绕不开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掠夺：15世纪末，自哥伦布率领的西
班牙人首次踏上巴哈马海滩后，这片土地的黄金、白银、咖
啡就被源源不断运往欧洲，成就另一片大陆的繁华；19世纪
初，拉美各国陆续推翻了殖民者的统治，但人们发现，肮脏
的旧买卖没有消失，只是以一套稍显文明的说辞——国际分
工、国际援助、自由贸易——乔装打扮起来，把拉美卖给了
北方的强邻。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拉美的丰饶就是对其
自身的诅咒，成功和失败是财富的两面，前者被欧美攫取，



后者则交给自己的人民来吞咽。

对帝国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美国的仇恨，煮沸了20
世纪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投身革命：何塞·罗
多的《爱丽儿》明确地号召说西语的美洲人团结起来对抗北
方的凯列班；墨西哥文化领袖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以强烈的
个人魅力聚集起一帮愿意为他牺牲的学生，随时准备从将军
们手中夺取政权。

卡斯特罗兄弟与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在古巴大获成功，
让无数人更真切地感受到神圣使命的号召与拉美的出路所在；
蜚声文坛的墨西哥诗人帕斯、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
克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虽未直接冲进革
命的烈火，却都曾与左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顾燃火的20世纪，很难说拉美有过成功的革命，就连最彻
底的古巴革命也没能挣脱“血管”被切开的命运。制糖产业
是古巴的经济支柱，而美国是其最大的客户。卡斯特罗掌权
后，美国减少了古巴的糖配额，古巴只能转头与苏联合作，
这等于把栓死自己的绳索交给了另一个北方霸权，负责这些
经济事务的格瓦拉毫无经济学知识。

至于其他的革命者，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挫败、流散或转变：
巴斯孔塞洛斯集结起一帮学生，自己却临阵脱逃，最终导致
几十条年轻的生命吊死在绞索架上；马尔克斯一边讽刺着美
国佬的“宫殿”，一边在卡斯特罗为他准备的豪华别墅中品
尝朗姆酒和精心烹调的“马孔多龙虾”，而此时的古巴人只
能领到很少的配给粮食；帕斯与略萨逐渐远离了左翼革命思
潮；格瓦拉得偿所愿地华丽赴死，成为国际共产主义与反主
流的象征，却又被马克杯、纪念徽章、文化衫等商品收编到
资本之下。

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在《救赎者》中指出，拉美
革命陷入死循环，是因为“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



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在他看来，上世纪的拉美知
识分子希望“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和“美国帝国主义影
响”，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平的秩序”，却不愿意投
入繁琐、缓慢的建设工作，不切实际地奢望用革命来解决一
切。这种救赎情怀导源于两个拉美传统：一是天主教对殉难、
牺牲的崇敬以及救赎的神圣；二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君主
制文化在拉美的延伸，导致了当地人对大家长权力、超凡魅
力型领袖的迷恋。

同加莱亚诺所代表的“依附理论”（中间的剥削外层的，例
如欧美剥削拉美、拉美城市剥削农村）对照来看，克劳泽对
拉美苦难的追因诉诸于内。这位研究拉美知识分子的历史学
家出生于1947年，他积极参与到1968年墨西哥城那场激情洋
溢的学生、工人运动中，却不愿被归入有左翼倾向的“68一
代”。他在《救赎者》中对革命流露出的怀疑态度早在青年
时便已产生，一些学者认为他在70年代便转向自由主义，他
自己也声称，在那场运动中他追求的是民主。

与他探讨了何为“救赎者”、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权力的关
系，以及知识分子试图介入现实所遭遇的矛盾与挫折。

克劳泽认为，拉美救赎者的激情过多，他们中间从未产生过
邓小平式的人物，而行动与理念缺一不可，我们要警惕，不
能把思想变成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变成宗教。谈及文学的
部分，克劳泽表示，马尔克斯的一些小说对权力有“几乎色
情的迷恋”，《族长的秋天》是对独裁者“真正的致敬”，
他不认同这种道德和政治立场，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尔克斯
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同《救赎者》一书相比，克劳泽在采
访中对巴斯孔塞洛斯、马尔克斯的批评要柔和得多。

救赎读后感篇五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安迪排除万难爬出排污管道，脱
离监狱重新获得自由，在那一刻，雨水冲刷的不只是身上的



污水，也是真正的`内心得到重生的喜悦。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灵，永不泯灭的希望的升华。

其中还有几个画面都印证了自由的美好，救赎二字我想就是
由此得来吧

其一：安迪敢于出头利用自己所学帮狱警逃税成功，他的要
求是为他的伙伴们来几瓶啤酒，喝着冰镇的啤酒享受着屋顶
午后的阳光，这个画面简直美极了，让人一瞬间忘却了他们
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牢犯。

其二：通过自身的优势，混进了图书馆，还是为狱警们做些
逃税的事，同时由于他的坚持实现了扩建图书馆，有一段是
安迪播放音乐的镜头，狱友们听到音乐脸上的惊喜安迪脸上
的安详，仿佛是在自家小院欣赏一般。

其三：安迪他收了一个狱友学生认字，从最简单的字母教起，
并最终通过考试，这些都是最好的救赎。

监刑期满，老布和瑞德出狱后的两种人生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布就像影片中所说的 体制化 一开始我是不懂，看着看着
就是说被规范化，上个厕所就要报告，不报告他难受甚至不
习惯，这样的人生没有了自我，就像机器一样，没有目标漫
无目的，最终他选择了不归路来释放自己的灵魂。 瑞德被释
放一开始也是如此，但是安迪给了他很好的生活目标“希
望” 安迪在给瑞德的信中写到：“希望是好事，也许是人间
至善，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