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和平豹读后感(实用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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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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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豹读后感篇一

这天最后拜读完托尔斯泰的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心中
久久不能平静，感慨太多太多：

首先我认为《战争与和平》超过了我原来读过的所有的小说，
甚至包括我比较喜爱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百年
孤独》、《瓦尔登湖》……这本书好就在它的任何一个人物
刻画、景物描述、战争场面描述、心理活动描述、人物对话
描述等等，及至每一个段落、句子甚至标点都是那么恰到好
处，完美无瑕。

这本书描述得很真实，以几次真正的战争为背景，里面有真
实的人物：拿破仑、亚力山大、库图索夫等，它的真实还体
此刻，每一个人物的描摹都不是一出场就完美无缺的，他们
都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玛丽亚公爵小姐，她虽然长得较丑，但是她心地善良，屈己
待人，她一向都深爱着对自己严历到刻薄甚至精神虐待的父
亲;她成全女伴部锐昂小姐和自己的求婚人约会;她一向精心
照顾、教育自己的侄儿尼考林卡，及至到自己有儿女时都不
允许自己在行为甚至在思想上对侄儿不如自己的儿女;她的灵
魂是那么的高尚，正如丈夫罗斯托夫对她说的”人不是正因
美才可爱，而是正因可爱才美，“玛丽亚就是那个最美的女
生!我最喜爱这个人物。在我眼里，从内到外，这个人物都是
纯粹的完美无瑕的。尤其我最喜爱的场景是玛丽亚与罗斯托



夫的第一次相遇：”罗斯托夫立刻把这次会面当作一种奇遇，
一个没有保护的不胜悲伤的姑娘，独自遭受到粗野暴动农民
的横行!多么个性的命运把她带到我这来了她的面貌上和表情
上是多么温柔、高贵!“关于爱情的名言。

玛丽亚的育儿日记也是我所崇敬的，我同样对她的那种崇高
的道德世界感到惊异!

娜塔莎，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述跨跃很大：从一个天真烂漫
的小女孩写到多情美丽的少女、又写到完全献身家庭——丈
夫与儿女而完全抛弃自己的所有——包括外交、爱好和女生
的修饰等等，整个小说中人物娜塔莎的变化是最大的。对老
伯爵夫人的老年之后的描述是我十分喜爱的，奈何拙笔不能
表达深意，准备全部作摘抄以享之。

当然还有安德来公爵、矮小的公爵夫人，发西利公爵、俾利
平、索尼亚……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真不愧为大家手笔、
神来之笔!托翁在描述环境和心理相结合的水平着实让人叹为
观止：如罗斯托夫第一次参加战争”他对死亡和担架的恐惧、
对太阳和生命的爱惜，写得太传神了!安德来公爵第一
次“死”：“在他头上除了天，崇高的天，虽不明朗，然而
是高不可测的：感谢上帝……”太让人感动了!

经过一个半月的《战争与和平》的阅读，思想上得到了一次
深刻的启迪，灵魂上获得一次深刻的净化，真真切切地享受
了一顿文化大餐!对这本书，我真是有些爱不释手。读过一遍
后，又详细读了里面的精彩片断，并做了部分摘抄，从思想
意识中竞有些不愿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在此，我期望喜爱读书的人千万莫错过这本好书，不读《战
争与和平》，枉称读书人!



和平豹读后感篇二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
学史上不朽的名著。

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保尔康斯基、劳斯托夫和别
竺豪夫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描绘
了各阶层的生活，是一部恢复当时社会风貌的宏伟史诗。

小说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雄伟、宏大、复杂的结构和严谨有
序的布局。托尔斯泰以一天的才华，在战争与和平、心理与
社会、历史与哲学、婚姻与宗教之间游刃有余，主次分明，
独具匠心。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刻画准确细腻，风景如眼前。
虽然是19世纪的小说，但流传至今却没有隔阂感，流露出对
人性的同情心，穿越时空背景依然动人心。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值得我们咀嚼和回味，比如罗斯托
夫一家因战争迁出莫斯科时娜塔莎和皮埃尔告别的场景。娜
塔莎走出窗外，看见皮埃尔穿着邋遢匆匆走过，便向他打招
呼。他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皮埃尔看起来很粗心，因为他
痴迷于娜塔莎，研究了自己的处境。最后，他向娜塔莎挥手
告别：“明天，不！再见，再见。然后停下脚步，落在马车
后面。娜塔莎把头伸出窗外好一段时间，对渐渐远去的皮埃
尔露出亲切快乐的微笑。

这种异常感动了我。虽然他们之间的谈话很平淡，几乎没有
什么意想不到的，但我仍然能感受到战争阴影下人与人之间
的真情。尤其是皮埃尔说:“明天，不！再见，再见。”更有
价值。他似乎觉得这种分离永远不会再见到娜塔莎，战争会
逐渐临近，明天风雨不定，所以他说了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
却极其痛苦的话。



和平豹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阅读的时间跨度特别长，差不多俩月了，原因有二，
书本身就是大部头，经典名作，不易读，其二，这段时间迷
上美剧，阅读懈怠很多。

这本长长的战争与和平大名不知道是小学还是初中就听到了，
反正真正的阅读是听到这本书的十多年以后，书中的内容说
来也不复杂，复杂的是俄国作品中类似欧洲的人名地名让人
头疼。很多时候除了关注书的内容本身，还要花心思去记和
分辨这些人名。

这本书虽然不是历史书，（作者好像也不认为它是小说，但
是我们归类还是会把他归为小说。）但是我阅读完感受最深
的二点确实关于历史的，其一就是之前了解到的拿破仑进攻
俄国失败因为资源短缺，这本书让我看到的正好相反，法国
占有各种优势，一度让俄国首都迫使莫斯科的大部分人撤离
莫斯科。其次，就是关于拿破仑的形象，通过作者的一些观
点描述，让我了解到，拿破仑或者其他一切容易让人膜拜的
形象，更多的可能是不断去强化其光辉形象的结果。我们了
解的真实，未必是真实。（当然这两点是基于本书给我的认
识。）

很难想象，书的收尾阶段，作者对于科学的开放态度，让我
敬畏。原来，我们上学书中所给我们的托尔斯泰或者其他的
人物形象，过于单一化。可能有些作家或者人物，比我们所
了解到的更让人敬佩，当你更多的去认识他的时候。而托尔
斯泰便是其中一位。

小结：书很长，很耐读。读这种书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读
完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和平豹读后感篇四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巨著，它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
库拉金、保尔康斯基、劳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
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
级的生活，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作品中的
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景物如临眼前，虽是19世纪的小说
作品，但流传至今，却没有任何隔阂感，其中流露出来对人
性的悲悯情怀，穿越时空背景，仍旧撼动人心。

以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
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里的生活为情节线索，生动地展现了1805
年至1820年间，俄奥联军同法军在奥斯特里茨的会战、法军
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溃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
事件，表现了战士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歌颂了俄
国人同仇敌忾精神和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场面壮观，结构
清晰，具有强烈时代感。体会最深的是，这部小说人物形象
非常鲜明、富有个性。如安得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定，有较
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缺少实际
活动能力，更侧重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女主人公娜塔莎则是
个情感丰富，生机勃勃，热爱大自然，接近人民，具有民族
气质的女人。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而
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的贪婪、虚伪和堕落的个性，也
被赤裸裸地刻画出来，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有人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契机是为了探寻俄国
社会的出路，我却始终觉得这种观点过于片面。我认为，一
部真正伟大的小说，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
个小小的目的。从《战争与和平》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甚至宗
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既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说它主观，是因为
他来源于托尔斯泰的思考与总结，很多地方都打上了“托氏



烙印”；说它客观，则是因为他并不强加于人，而是对人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在“托化”的同时又逐渐凸显。

和平豹读后感篇五

今日，我向大家介绍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
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生动地描述了1805
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列宁曾说：“《战争
与和平》当之无愧的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

读了这本书，我的感触很深，以前，我曾很天真的想，战争
多好呀！战争既能够掠夺国土，又能够增加威名，真是一举
两得！《战争与和平》使我明白了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完美，
和平是最可贵的，当和平的土地上硝烟袅袅升起时，也就意
味着战争的开始——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孩子眼
中也都流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人们断水断粮，食不裹腹，一
切都是那么的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和平，多么神圣的名词！

利用寒假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我最终读完了列夫？托尔斯泰
长达一百二十万字的著作《战争与和平》，不禁松了口气。
这部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的恢宏巨制的主要情节是围
绕着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
庭的生活展开，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
映了当时一系列的大事件。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能够学到很
多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甚至
宗教学等等，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
系。

看完整本书，我习惯性地闭上眼睛，脑海里却仅有那么少数
的几位如此真实和鲜活主角让我无法忘怀。这几个人物贯穿
整本书的情节，他们各自拥有不一样的思想和性格，在他们



各自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中，都经历了一场身心战争与和平的
洗礼。

我忍不住想说说皮埃尔这个人，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读罢《战争与和平》，你真得会了解、联想到很多很多……

和平豹读后感篇六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笔耕不断，曾著有多部佳作，
但就知名度而言，《战争与和平是》一部脱颖而出的鸿篇巨
著，它被誉为“一部史诗级般的巨作”。托尔斯泰在最后对
历史、民族的总结中，提了这样一句话：历史是一门关于各
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生活学问。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主题-
——战争与和平深刻关系。

这本书一方面以虚构的瓦西里、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博尓
孔斯基四个家族的生活为主要线索，恢弘地反映了19世纪初
期的俄国生活，构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作者歌
颂了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英勇的气概，并将俄国社会
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放置于战争这一特殊阶段，塑造出诸多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小说中出现的四大家族以及和
四大家族相关的贵族人物，被作者有意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趋炎附势、投机取巧为代表的瓦西里家族，他们不顾祖国的
安危，在国难之时仍沉湎于享乐之中；另一类则是以国家为
重、勇于在危难关头为国家排忧解难，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
而出，为祖国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东西。作者在赞美这
一类贵族人物的同时，也不忘描写普通人物中的杰出代表，
这些普通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不畏牺牲、英勇果敢的高贵
品质和那些身处高位却卑鄙胆小的贵族统治者形成鲜明的对
比。而“战争”与“和平”这两个词则生动地展示了战争前
后俄国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我读过许多的书，可从未读过以两个主题交织而成的作品，



伟大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让我开了眼界。《战争与和平》被
誉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真是名副其实！

和平豹读后感篇七

手捧《战争与和平》，仿佛就置身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
这是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巨著，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宏
伟壮阔、生动逼真的历史画卷。我在书中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同时认识了很多鲜明的人物，给予了我很多的启发。

书中安德烈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积极
参军作战，看到妻子难产死去，一系列的打击使他心灰意冷。
但随后他渐渐振作起来，娜塔莎激起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于是他再次走上了战场。他经历了反反复复、时而兴奋、时
而落寞的痛苦的内心挣扎过程，他的一生都在思考生命的意
义到底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生活?最终，他为了向往的和平
生活付出了自己生命。

而他的好友皮埃尔宽厚善良、乐于施舍、不修边幅，他和安
德烈一样不安于自己的生活，却认真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把解决农民的痛苦、祖国的前途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我觉
得皮埃尔是英雄，他倾尽家产组织民团，亲赴战场与士兵生
死与共......为了国家的和平，他放弃了个人的利益，冒着
生命危险去刺杀拿破仑，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

战火最终停止了，和平终于来到。而书中的这些人物在十几
年的战争中慢慢成长，为祖国和平挺身而出，这是另我最为
感动的。

我们身处在和平年代，却在这个寒假迎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新型冠状病毒。很多人在这场疫情中不顾自己的安
危，冲在一线，正是有他们的无私付出，才迎来了这场疫情
的胜利。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年代，英雄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作为祖国的下一代，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好好学习，



珍惜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和平豹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是围绕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华西里
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展开的。记载了1805年至1820年拿破仑
统治的法国与亚历山大统治下的俄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歌颂
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取得的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书中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性格内向、意志坚定
的安德烈，有较强的社会活动本事；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的
彼埃尔，缺少实际活动的本事，侧重于道德梦想的追求；女
主人公娜塔莎则是个情感丰富，生机勃勃，热爱大自然，接
近人民，具有民族精神的女人。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得
到了锻炼和成长。而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的贪婪、虚
伪和堕落的个性，也被赤裸裸地刻画出来，并进行了无情的
鞭笞。

其中，有两个人物异常耐人寻味，他们的性格变化得十分快。
彼埃尔——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
富翁和社交界的宠儿。获得遗产后的彼埃尔一开始贪图享受，
之后献身于慈善事业，最终又想当兵打仗。娜塔莎——罗斯
托夫公爵的女儿，她起初喜欢保尔。康斯基的儿子———英
勇善战的安德烈，之后又爱上了阿那托里，最终又跟彼埃尔
结婚。

《战争与和平》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值得我们咀嚼回味，
如罗斯托夫一家因战乱迁出莫斯科时娜塔莎与皮埃尔告别的
场景。娜塔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到穿着邋遢匆匆走过的
皮埃尔，就向他打招呼。他们简单聊了几句，皮埃尔因为痴
恋娜塔莎又研究到自身的处境而显得漫不经心，最终他向娜
塔莎挥手道别：“明天，不！再见，再见了。”随即停下脚
步落在了马车后面。娜塔莎则好一阵子还把头伸出窗外，对
渐渐远去的皮埃尔露出亲切、欢乐的微笑。



《战争与和平》让我第一次感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和平
是多么重要！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多么得幸福！

和平豹读后感篇九

今天，研读了半年之久的《战争与和平》真的要划下一个小
小的句号了，心里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伟大的著作总有这样
的特点，那就是当你要离别它的时候，仿佛离别了亲近的人，
而当你展卷重读的时候，又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当年读
这部书时的心态与情味，又一一展现开来。伟大著作以开启
一个鲜活的精神世界的方式，引领着人的灵魂成长，《战争
与和平》正是这样的著作。

在这部巨著的最后一部分《尾声》中，托尔斯泰给了我另一
个震撼。尽管这一部分是文学评论家认为写的冗长乏味的部
分，然而我却觉得它写的精彩极了。《战争与和平》犹如一
条巨龙，而尾声恰如点睛，托尔斯泰离开了具体历史的陈述，
也离开了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和情节，上升到了一个特别的高
度——论述自由意志，而且论述得精妙、深刻、透辟。除了
这样的结尾能承托起这阙宏大的史诗，我想象不出另一种结
尾能如此完美。

在这个长长的结尾部分，托尔斯泰首先探讨了历史事件
的“原因”，他认为，表面上看来是“权力”在起作用，而
实质上，权力必须作用于“合力”形成的那个方向上，否则
就如同向虚空中击掌，又如抽刀断水，得不到任何回应与实
效。拿破仑远征俄国，表面上看仿佛是拿破仑在下命令，而
实际上拿破仑有过诸多军事计划和命令方案，但远征俄国是
真的变为了现实，不能不说是由于它符合了历史的某种必然
规律。于是，从此出发，托翁以浓墨重彩探讨了自由与必然
的关系问题。

托尔斯泰大致认为，在理性看来，自由意志是个幻觉，是一种
“一瞬间无法确定的生命感觉”，然而在形上学(灵性)看来，



自由意志则是生命的全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精髓之处。
我们不能想象完全的自由，一个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受外界的
影响，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空间上和时间上的自由概念，在
空间上的运动，遵循必然规律，在时间上的思考与判断，也
受到一系列的制约。然而最关键的是：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
行动没有原因，“理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假设和找到原因，
因为没有原因我们就无法想象任何行动。我举手，没有任何
原因，但我要做一个没有原因的动作，这就是我行为的原因。
”多么精彩的论证啊!如果托尔斯泰沉溺于具体的科学知
识(例如力学或生理学)的论述来反驳自由意志，那么他的论
证可以被科学的发展所推翻，至少是牵连缠绕有不决断处，
但是，他却顿挫一下，转入更高层次的概括，如太极之勾手
引带，拨转自如，结论却难以撼动，实在可以媲美职业哲学
家!

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并没有沉溺于一端而忽视了另一端，
他接下来论证绝对的必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千世界的规
律无穷无尽，各种条件与原因亦无穷无尽，人不可能认识所
有的规律与条件，于是，总是不会有完全的必然。“一个垂
死的人、一个未出世的胎儿或一个白痴，他们完全没有自由，
我们观察的人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没有自由，就不成
其为人。”由于超时空的、全知全能的人的不存在，于是，
人总可以透出必然性的约束而得其自由。托翁在这里表现出
的是不可知论的立场，由于我们对宇宙和人生的实质是不可
知的，因此，自由就奠定在这不可知之上，这恰是二十世纪
的自由意志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公论。可知论、唯物论的
世界中，没有自由，只有所谓“微分方程”和“混沌”，然
而来自“混沌”的自由并非自由，真正的自由源于意志的自
主与自律。

然而，以上的论证仍然是“执其两端”的，托翁还论证了另
一个重要的真理：自由与必然的共生性。自由意志恰恰是依
系于必然规律而生的，一方面，没有物理与生理的过程，思
想只能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认知到了千万条规



律，我们总是可以说：我们当时可以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
于是，这种试图超越规律的约束的意志，即是自由意志。恰
如我们即使做了一万件恶行，却总可以说：当时忍住就好了，
我还是可以为善的。于是，人性仍然是向善的——分辨善恶
即是根本善。人性中包含着自由意志——试图超越束缚即是
自由之源。人的自由意志的最突出表现，即是人能意识到自
由意志。在观察者看来，它与其他过程或许难以分别，但在
行动者看来，它是最重要的行动之源。

接下来托尔斯泰论述历史学——如果历史学承认有不服从规
律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认为它是历史事件发展的原因，
那么就不可能有历史规律，也就取消了阐释历规律的历史学。
于是，自由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应当让位于对规律的探索，
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坚持这一看法就如同站立在坚
实的大地之上，然而又是服从历史规律的(托翁所说的历史规
律，实则是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坚持这一看法，就仿佛认
识到了大地在按照规律(万有引力)在不断运动。于是，贞定
之志(自由，就其落实于长期生活计划的完成而言，确实是静
定贞一的)与顺历史规律而动，是统一的而非分离的，从这一
点上说，1820xx年的拿破仑恰恰是不自由的，而皮埃尔、鲍
尔康斯基这些人，则在历史大势中保持了自由之心，于风云
舒卷、大浪淘沙之时，深识彻见了人性的本源。于是，不盲
目地推断因果链条中的原因，不狂热崇拜伟人的天才，肩负
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前行，同时也决不傲然得意、津津乐道于
自己的“自由选择”，这正是《战争与和平》给予我们的最
大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