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茶馆读后感大学(汇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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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馆读后感大学篇一

虽然少了___时期老一辈文艺人的束缚，我却多了九零后的浮
躁不安。总有自己不能窥探到的地方，毕竟历史太深。动荡
不安的年代的是是非非我也只从胜利者撰写的书上读来又何
况还是草草过目。简单写了罢。

在那儿啊，那个老北平(历史我就不写了，名誉我也不重复
了)和众多___时期的积极分子一样，老舍先生也从生活的疾
苦中走出来，为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新政权唱热情洋溢的颂歌，
茶馆便是这样诞生了。就像先生深知戏剧的艺术魅力在某种
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内在的悲剧精神，只有能够产生壮
阔的悲剧美的戏剧才有可能称得上是伟大的戏剧一样——命
运也深谙此道。

茶馆，对于一个四川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然而现在的茶馆
恐怕先生要觉得陌生了。那儿的茶馆和现在很像，世人一看
便知是茶馆，许多桌椅，许多杯茶，许多闲谈的人。那儿的
茶馆又与现在不同：灰大衫，洋缎裤褂，挂鸟笼的钩，打群
架又有人来协调的场子，还有那越变越大的“莫谈国事”的
字条……那儿的茶馆叫“裕泰”。

那儿的人就复杂了，因为人在社会中总是有着复杂微妙的关
系。谁推动了故事，谁又给它画上句点，这一代会不会在下
一代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个人的命运在黑白颠倒的社



会面前难道不是早被注定了呢?社会是个大染缸，有些生命被
它染得黢黑，有的却化为了土地下紫色的灵魂。三幕戏，三
代人，三个动荡的时代(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
洋军阀割据时期，政权覆灭前夕)。

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
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
蝈蟋蟀者无所不有。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
右逢源。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
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
者遭逮捕。到了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
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
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

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
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员不时前来敲诈。又过了三十年，
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日本投降了，
但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
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
一辈子的茶馆。王利发绝望了。这时，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
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的正人君子常四爷，
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了台的秦二爷。三位老人
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
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了结了一生。

然而我感觉故事却远不只这些，远远没有结束，而其中人物
又何只王利发，常四爷以及秦仲义!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
散而无能的旗人松二爷，说媒拉纤，拐卖人口的地痞刘麻子，
算命骗人的无赖唐铁嘴，靠坑害别人钻营偷生，顺风倒的奸
邪小人吴祥子和宋恩子……六七十个主次人物，三教九流见
证那茶馆的兴衰，见证着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悲哀，
也不只，他们还是这兴衰悲哀的始作俑者和承受者。“我爱
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从筐里拿出些纸钱)，遇见出
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



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茶馆的魅力在于语言，戏剧结构的巧妙严密。“在动笔写剧
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求自己是在作诗，一字不苟。作者须
既有高深的思想，又有高度的语言艺术修养。他既能够从生
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像勤劳的蜂儿似的来往于
百花之间，酿成蜂蜜。”先生真的做到了他所说的，以北平
为驻地的茶馆有着浓重的京味儿，时而婉转，时而慨叹，时
而轻巧，时而深沉。那深处的却是我跳跃的思考只获得了片
段，毕竟没有见过那样的景。剧中地地道道的小角色的描绘
绝无庸言赘笔，譬如卖小妞的乡妇，收电灯费的但都是有血
有肉，个性鲜明。全剧严谨，一气呵成地实现了老舍为三个
旧时代送葬的创作主题。

然而先生想不到，命运，总是不甘心一路凯歌。

茶馆读后感大学篇二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很好的时代缩影，《茶馆》也不例外。
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净、简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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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讲述了茶馆老板王利发一心想让父亲的茶馆兴旺起来，
为此他八方应酬，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使他每每被嘲弄。最终
被冷酷无情的社吞没。经常出入茶馆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从
雄心勃勃搞实业救国到破产;豪爽的八旗子弟常四爷在清朝灭
亡以后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
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
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

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然而，在这个



“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
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到了民国初
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
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
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此，社会上的**仍波
及茶馆：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
员不时前来敲诈。

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
馆。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
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
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王利发绝望了。这
时，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
捕过的正人君子常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
了台的秦二爷。三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
着。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
屋顶，寻找安然了结一生的地方。在整部戏剧中，有个场景
是我始终都不能释怀的。我不能理解，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
中国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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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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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馆读后感大学篇三

茶馆，在我们眼中只是彼此唠家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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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茶馆依旧会是那样的平庸无奇，
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位大师便是老舍，他用其独特
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让它成为
真正的艺术品。

以老舍先生独一无二的创作手法，使全剧显得干净、简洁。
是时间变迁，同时也是历史变迁。用人物来表现年代，同时
又把年代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二者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
馆成为旧时代的一个缩影，让人以看“历史剧”的眼光来评
审。三教九流市场汇集地的茶馆，仍有几位核心人物始终贯
穿其中，例如茶馆掌柜王利发，胆儿小的松二爷，十分爱国
并胸怀正义常四爷等等。茶客间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
他们之间的谈话使人更能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

《茶馆》中语言的精妙运用，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第
一幕里茶客的东一句西一句，左一下右一下。那都是北京语
言的精华，都是近百年京都生活的沉淀。它们多彩而不杂乱，
节奏明快又一气呵成。这使得第一幕成为全剧的高峰，后边
两幕也是由第一幕而来，托着衬着第一幕构成整部戏。

但是，老舍先生的《茶馆》低调的很，仅有一个电影演员剧
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也只演过一两场。
可真的艺术，无论何时，都会散发光辉。现在的《茶馆》已
经成为人艺的经典保留节目，同时也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

茶馆读后感大学篇四

看到阳光洒在书本的字上时，感觉如同一只快乐的精灵在字
句之间翩翩起舞，心情甚为愉快;合上书，回忆着书中的内容，
回味着读书的乐趣，陶醉感油然而生。



这确实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材料，但我还是要将它的深意
挖掘出来，寻找属于我个人的读书心得。正是因为喜爱读书，
我才会一本接一本，一遍又一遍的翻阅。

我是很喜欢读书的，因为书中有趣味，因为书中有知识，读
着读着就爱不释手了。个人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只有不断
地读书来开阔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品味。小到分子，大到
宇宙，这一切都写到书中。

在《三国演义》中我佩服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赞叹刘关张的
兄弟情谊，佩服赵云的神勇无敌。烽烟四起，英雄豪杰横空
出世，给人以震撼的感受。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
我了解了主人公保尔的勇敢坚强，机智果断，看到他在不同
的工作中磨练了钢铁般的意志，敬佩他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
用笔来继续革命事业的精神。这本书的作者更是身残志坚，
在疾病的痛苦下创作了不朽的作品。

读书宛如同年老的长者长谈，让你受到启迪茅塞顿开;又像与
好友交流，令你温馨惬意。我时常会在下课时捧起一本书，
快乐的阅读，感受它带来的乐趣。仿佛一棵小树，孤零零的
立在一个黑暗的世界，捧起书便有春风雨露滋润着你，明媚
的阳光沐浴着你，一切的孤独、黑暗都消散了。从书中获取
了知识、事理，获得了你成长和你人生所需要的营养。

读书吧，让知识如春雨般洗涤你的心灵，让你陶醉。我喜欢
读书。因为我是个“无知”的人。

茶馆读后感大学篇五

《茶馆》是以北京一座茶馆为舞台，事实上，一个大茶馆就
是一个小社会，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
洋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前夕三个不同
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茶馆》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
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



例”。

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刻画的人物性格特点十分鲜明。每个
不同的人物都代表了当时社会不同职业、阶级的不同群体。
看似多达几十位的出场人物，却无一显得重复。王掌柜、常
四爷、松二爷等等身世不同、个性显著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只需读过一次，就能把各种人物的性格特点深深刻在脑中。
例如裕泰茶馆的王掌柜，正如卷首老舍先生予其的定位一般：
精明、有些私心而心眼不坏。通览全文，在我眼中他作为一
个掌柜，很圆滑又显得软弱，遇事就给钱、说好话。然而，
在结局中他不忍看到茶馆被高官与小人夺取，默默地在后院
自杀。这一情节，仿佛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但仔细一想，又
在情理之中，让人心酸不已。这么一个走着中庸之道的掌柜，
却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老舍先生通过一个
人物，以其行为与性格的强烈反差，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哀，
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讽刺与不满。

《茶馆》里有些语言我特别喜欢。大傻杨的话是一个非常巧
妙的开幕办法。我从来没听过数来宝。我发觉了中国人跟美
国人说话的法子很不一样，差别相当大!中国人是比较含蓄;
他们常用客气话和婉转的话，这是中文最难学的地方!在《茶
馆》看到了地道的中国人的说法，最好笑的是在第二幕，两
个拜把子兄弟想娶一个太太，但是不好意思告诉刘麻子他们
的奇怪要求，他们当然不直说出来，反而他们说，“这两个
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没人笑话俺们的交情。”刘麻子同
意，“没人耻笑。”他们又说，“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
没人耻笑吧?”我也很喜欢刘麻子的反应。“平常都说这小两
口儿，小两口儿，谁听说过小三口儿的呢?”中文里真有微妙
的意义!

在《茶馆》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老舍其作为一个语言大师
的风范。《茶馆》中，十几个人物依次登台，却个个形象立
体，性格鲜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写作语言的性格化，时
代化，应人切景;老舍以笑写悲，寓庄于谐，以幽默风趣的语



言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于三个时代中光怪陆离的丑类;北京化的
口语也是本剧一大特色，给穿梭于茶馆中的人物注入生命。

《茶馆》这三幕共占了五十年的时间，而老舍先生仅仅用一
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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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当你合上书本的一瞬，你会感觉到你和
那些小人物一起度过了漫长艰辛的五十年。每个人物都扮演
着自己的故事，同时又与各自所处时代密切关联。揭示了社
会一角，展览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性格生活。

《茶馆》读书心得体会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