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白轮船读后感(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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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白轮船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接触《白轮船》是在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里，
晓霞和少平深刻的热爱使我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图书馆偶然翻到这本书，便一发不可收拾。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七八岁、生活在森林、连名字都不曾有
的男孩，在整本书里，孩子就是他的代称。孩子是一个遭父
母遗弃，跟着外公生活的少年。父母的'遗弃、继外婆的冷眼
和辱骂是孩子离开森林、寻找白轮船的不懈动力。为什么寻
找白轮船呢？孩子听人说，自己的父亲在轮船上当海员。读
到这，不禁泪目：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便是父母的陪护与
关爱，在被抛弃后孩子仍想着去寻找自己的父亲，孩子多么
无辜，父母何其残忍！

孩子一直盼望着能够见到白轮船，为此拿着望远镜跑到山上
遥望海面，不惜忍受继外婆的辱骂。而梦中变成鱼游到白轮
船上时，孩子却犹豫了：父亲的妻子和孩子看到我做何感想，
父亲如何自处……多么善良、多么无辜的孩子！

在漫长岁月中，外公讲的守护家族的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是孩
子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消失多年的长角鹿再现森林，孩子
是多么兴奋、激动，甚至求长角鹿妈妈用角给可怜的姨妈和
残暴的姨夫送去孩子。可是，梦想幻灭了，长角鹿被那残暴



不仁的姨夫和他的朋友杀害并食之，外公和孩子信仰破灭
了―外公倒下了，孩子在悲痛之后也继续开始了他的寻找白
轮船之旅。

故事到这截止，我们不知道孩子旅程的结果，可我们仍然热
切地希望孩子不再孤苦，一生平安！

白轮船读后感篇二

第一次接触《白轮船》是在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里，
晓霞和少平深刻的热爱使我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图书馆偶然翻到这本书，便一发不可收拾。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七八岁、生活在森林、连名字都不曾有
的男孩，在整本书里，孩子就是他的代称。孩子是一个遭父
母遗弃，跟着外公生活的少年。父母的遗弃、继外婆的冷眼
和辱骂是孩子离开森林、寻找白轮船的不懈动力。为什么寻
找白轮船呢？孩子听人说，自己的父亲在轮船上当海员。读
到这，不禁泪目：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便是父母的陪护与
关爱，在被抛弃后孩子仍想着去寻找自己的父亲，孩子多么
无辜，父母何其残忍！

孩子一直盼望着能够见到白轮船，为此拿着望远镜跑到山上
遥望海面，不惜忍受继外婆的辱骂。而梦中变成鱼游到白轮
船上时，孩子却犹豫了：父亲的妻子和孩子看到我做何感想，
父亲如何自处……多么善良、多么无辜的孩子！

在漫长岁月中，外公讲的守护家族的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是孩
子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消失多年的长角鹿再现森林，孩子
是多么兴奋、激动，甚至求长角鹿妈妈用角给可怜的姨妈和
残暴的姨夫送去孩子。可是，梦想幻灭了，长角鹿被那残暴
不仁的姨夫和他的朋友杀害并食之，外公和孩子信仰破灭
了—外公倒下了，孩子在悲痛之后也继续开始了他的寻找白
轮船之旅。



故事到这截止，我们不知道孩子旅程的结果，可我们仍然热
切地希望孩子不再孤苦，一生平安！

白轮船读后感篇三

同事周老师推荐阅读的这本仿童话小说《白轮船》，是苏联
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巅峰之作，该作品发表于1970年,作家把神
话、幻想与现实三条线索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深刻揭露了人
与自然的斗争、善与恶的较量。今天刚一字一句读完，语言
优美，画面感很强，感触亦极深。

“小孩”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七岁的男孩，是故事
发生地护林所仅有的三家人之中唯一的一个孩子，他是被父
母遗弃在外公（莫蒙爷爷）家的孩子，父母都已有各自的新
家庭，他们的新家庭或许容不下这个“小孩”。“小孩”什
么也没有，连名字也没有，但他心存梦想，尽管这些美好的
梦想最终以悲剧结束。

上学的梦想——这是他的第一个梦想。“百事管”的莫蒙爷
爷帮他实现了第一个梦想：贫穷善良的莫蒙爷爷在流动商店
售货员的固执坚持下为可怜的“小孩”买了“这只不寻常然
而又是最普通的上学用的书包”，他高兴急了，向所有人炫
耀，分享自己的喜悦，尽管阿洛斯古尔姨夫对他不屑一
顾，“他才不管什么倒霉的书包呢！还有这个被父母抛弃了
的孩子、老婆的外甥，跟他有什么相干！”“小孩”喜欢与
书包对话、诉说。他向往与长角鹿母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幻
想着有朝一日变成一条小鱼游到白轮船边去看父亲。

与“长角鹿母”快乐的生活——这是他的第二个梦想。这个
故事是爷爷反复讲给他的：很久很久以前，吉尔吉斯人遭到
外族的杀戮，正当全族人几近灭绝，仅剩的一个男孩和一个
女孩也将被麻脸瘸腿婆婆推下悬崖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只长
角鹿母，挽救了两个孩子......重新建立了吉尔吉斯民族。
但到了后来，吉尔吉斯民族的后代，以恶报善，忘记了长角



鹿母的救命大恩，以猎取鹿角卖钱为职业，捕杀鹿母的后代。
“小孩”梦想着长角鹿母的归来，梦想着与长角鹿母快乐地
生活，他还祈求长角鹿母带个白桦木的摇篮给阿洛斯古尔姨
夫和别盖依姨妈，“让他们有孩子吧”，好让别盖依姨妈免
除因不能生育而经常遭受姨夫的痛打和侮辱。莫蒙爷爷在一
次帮阿洛斯古尔姨夫偷运树木的时候，为了接“小孩”放学
回家而遭到阿洛斯古尔姨夫解雇，意味着他们将没有生活来
源，“小孩”非常生气，“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哭，他沿着
河岸跑了起来”，而就在河边，他看见了三只真正的鹿，安
详幽静地散步，“小孩”被这优美的画面和长角鹿母雍荣的
体态所吸引，我想，这可能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家”。

去看父亲——这是他的第三个梦想。这个梦想他从未和任何
人说起，他想要看见白轮船，因为父亲是个水手，他相信白
轮船上有他的父亲。他“幻想着能变成这样的一条鱼——身
体、尾巴、鳍、麟都是鱼的，只有他的头仍旧是自己
的！……”沿着小河，一直到湖里，去到白轮船边，去看看
自己的父亲，也让父亲看看自己。

白轮船读后感篇四

在故事趋近结束，我也在遐想着故事会以怎样的方式结尾，
只是我猜中了故事的悲剧性，却没想到作者又会在流血的伤
口上，狠狠的撒了一把浓盐。

如果说我们以某一类别将这世上的人归为三类，一类是生活
在童话世界里的人，一类是用童话来麻醉生活的人，一类是
对童话世界嗤之以鼻的人（本想如此，可又一想，毕竟我们
是小说之外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我们是敬畏童话，在现实
中锲而不舍挣扎的好人）那么，故事中的孩子（我们叫他小
鱼儿吧），莫蒙爷爷，小鱼儿的姨夫奥罗兹库尔之流便可以
对号入座了。

小说是这样开始的：他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他自己的，别人



谁也不知道。另一个是爷爷讲的。到后来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我们说的就是这回事。只有在看完整个故事之后，再回过头
来才能感受到作者似在以一种怎样的淡然的口气讲述着一个
多么酸楚的故事。或许，这样的开场或许可以表述成这样一
个意思，小鱼儿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小鱼儿想象中丰富多
彩的世界，一个是爱小鱼儿的爷爷给他创造的纯真的童话王
国。

小鱼儿的身世是凄楚的，小鱼儿的世界是单调的，但是像很
多孩子一样，他们总是能在纵使这样枯燥乏味的世界创造自
己的童话王国，那里的花草数目都是有生命的，那里的石头
不是石头，是坦克是骆驼是狼，那里的花草也是分为勇敢的
胆小的快乐的聪明的。那里的色拉尔珍草可以是很可靠的伙
伴，他可以让你在伤心难过而不想让别人看到时给你营造一
个属于自己的天空，那里的天空独为你而变幻多姿，那里的
气味独为你而芳香扑鼻。那个世界中的书包是可以谈心的，
那里的望远镜是可以说话的，那里的伊塞克湖可以像大海一
样辽阔，那里的白轮船上是有爸爸的，那里的小鱼儿也是可
以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的在水里遨游。

那都是属于小鱼儿的故事，那是小鱼儿的童话，小鱼儿的童
话是不会破灭的，即便爷爷的童话丢了，小鱼儿依旧可以变
成一个小鱼儿，一个头是人头身却是鱼身的小鱼儿，小鱼儿
依旧可以游向白轮船，然后向白轮船热情地打招呼：嗨，白
轮船，我来了，我就是那个经常用望远镜看你的小鱼儿！

莫蒙爷爷骑着奥罗兹库尔的阿拉巴什带着小鱼儿忐忑不安的
走在路上，那是莫蒙爷爷第一次反抗奥罗兹库尔，结果证明
那不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反抗，他也确实没有能力来一次彻底
的反抗，但是那一次他确确实实的顶撞了奥罗兹库尔，对于
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人来说已经无所求了，只希望大女儿能
够生个儿子，只希望外孙能够健康成长，也许正因如此他才
不能反抗，也许正因如此，莫蒙爷爷背弃了祖先，背弃了信
念，背弃了外孙，背弃了自己，亲手杀死了长角鹿妈妈。莫



蒙爷爷是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奥罗兹库尔之流这样的法西斯
告诉他，那些个传说，那些个童话，都是封建，都是迷信，
都是地主老爷玩弄农民的把戏，一位社会主义小青年也说，
那些个传说那些个童话都是迷信，他应该接受一下社会主义
再教育，唯有小鱼儿是相信莫蒙爷爷的童话传说，但他却亲
手将之扼杀！莫蒙爷爷给外孙讲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外孙高
兴，他便也高兴起来，作者写到”幸福来的时候，不幸总是
悄悄守候在旁边，时时要闯进你的心灵，闯进你的生活，寸
步不离地跟随着你，永远跟随着你，叫你甩也甩不脱。甚至
就在此时此刻，在爷爷和外孙都觉得十分幸福的时候，在老
人家心中，同时又是喜悦，又是担心：奥罗兹库尔在那里怎
么样了啊？他在打什么主意，打算怎样来整治人呢？他想出
什么点子来处罚他这个胆敢不听话的老头子呢？“，有没有
感觉到在写自己呢，不通于孩子，孩子的幸福是纯粹的，伤
心也是纯粹的，可是大人们的世界，幸福就像是黑夜的蜡烛，
他们看到不仅是幸福还有光之所指的黑暗……莫蒙也许是悲
剧的，可谁又不是呢？！

白轮船读后感篇五

想起俄语文学，很多读者首先想到的是普希金、列夫·托尔
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他们笔下对伦理道德的关注、
对现实人生的追问，以及对宗教真谛的求索。不过，除此之
外，俄语文学还有另一抒情传统，以伊凡·屠格涅夫、普里
什文为代表，注重对俄罗斯山野、河流、森林的描绘。在后
一传统中，其实还可以加上艾特玛托夫（虽为吉尔吉斯斯坦
作家，但若依据语言文化，便不太勉强）。

艾特玛托夫出生于1928年，全名钦吉斯·托瑞库洛维奇·艾
特玛托夫，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有《白轮船》《花狗
崖》《草原和群山的故事》《永别了，古利萨雷》《一日长
于百年》《断头台》《群峰颠崩之时》等作，曾荣获前苏联
国家文学奖、列宁奖。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多写乡间故事、
儿童经历，语言简洁流畅，故事饱含诗意，征服了世界上很



多读者。

《白轮船》被中国读者归为中篇小说，译成中文大约十一万
字，但看作长篇小说未为不可。虽然是长篇小说，但结构比
较独特：收录七个可独自成篇、彼此联系而又紧密的短篇小
说，主人公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以“孩子”称之，却没有
点出姓名），父、母亲虽生下了他，但都离开了他，各自建
立了新的家庭，留他与外公外婆（第二任外婆，第一任外婆
去世了）一起生活。

《白轮船》虚构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世界。在深林中，
住着三户人家：男孩与外公外婆、别盖伊姨妈和奥罗兹库尔、
年轻媳妇古莉查玛同谢大赫玛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看护森
林，防止别人偷伐树木。奥罗兹库尔是护林员，谢大赫玛特
给他帮忙，男孩的外公、他的岳父，被他“雇佣”，因此，
在基层的伦理关系外，奥罗兹库尔与男孩外公，还存在着上
下级关系。也正因为此，两人之间失常爆发冲突。

在男孩的生活中，日常的“娱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是在森林中奔跑、跟各种各样的石头说话，听爷爷反复讲述
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当他逐渐长大之后，爷爷送给他一个书
包，每天骑马送他上学。在空闲时间，男孩会来到山顶，用
望眼镜看着湖上的白轮船——他父亲在上面工作；他还会想
象着自己变成一条鱼，游到白轮船上，好父子团圆。这是俄
语文学中少见的精灵一般纯洁的儿童形象。

不过，男孩，这个山之子的生活中，也有些那么不如意的地
方：外婆不疼他，经常冷言冷语，将其视为外人；姨妈别盖
伊因没有生育，长期遭到姨夫奥罗兹库尔的家暴，甚至自我
内疚；男孩没有父母的疼爱，整天只能与书包、石头交流，
很少人有意识地呵护着他幼小的心灵。在进入成人世界之前，
他已经见识到了太多成人的不堪：尤其是外公猎杀了长角鹿
这件事，直接促使他对成人世界感到“恶心”，最终投水而
死。



与男孩的最终命运，与圣艾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中的主人
公，小王子（同样无名）相似，在长成大人之前，他们便失
去了生命。无论是男孩，还是小王子，都呼应了“永远的少
年”这一原型，他们注定了不会来到成人世界。不过，谁能
知晓，这到底是福气，还是悲剧呢？福气指的是不必被卷入
成人世界，麻痹自己的心灵；而悲剧指的是，一个年轻生命
的凋亡，生命诸多可能性尚未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