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高粱的读后感受(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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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红高粱的读后感受篇一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个小说在一种神
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
命是该书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
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
展。

首先，《红高粱》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
大部分由文字感受来完成。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
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
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
凤莲。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红高粱》都
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
莫言用他独特而强悍的语言，与众不同的文体安排，在高梁
地里生动深刻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血与泪，强烈刺激着情感
麻木的现一代人，演绎也什么是伤与痛，什么是真实与历史，
什么才是人生，怎样铸就自己的一生，没有思想与作痛相溶
合的摸爬滚打，怎能造就一部传奇。

第三，《红高粱》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都在努力寻求一
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
和过渡都被抛开，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
《红高粱》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



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
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
神圣。当《红高粱》上描写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
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红高
粱》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
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
《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
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
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
是反映现实的。过去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是无数双眼睛
见证的，像记忆中的烙印一样。无法磨平，更不允许篡改。
尊重事实是人最起码的良知。

红高粱的读后感受篇二

《红高粱》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苦难，更是展示了中国人
民豪放、顽强拼搏、爱国的品质，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粗
野的一面。这部作品虽然表现了中国人的苦难，但它并没有
玩味、拒绝这种苦难，而是着意表现我们的人民战胜这种苦
难的精神，呼唤美好的新生活。

看这部作品，有一种痛快、心里扑腾腾的感觉。在经济迅猛
发展的今天，许多本质的东西很容易被商品浪潮荡涤掉，
《红高粱。所反映的民族性、所体现的民族气概如一股真气
支撑着我们。当国难当头，连土匪也纷纷出来捍卫祖国的尊
严。今天，国际风云变幻，中国领土的完整，时刻受到挑战。

而《红高粱》最主要反应的不是爱国，而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一种生活观。《红高粱》电影的导演张艺谋曾说过：中国人
活的太累了，忧虑太多了。我想做学问的目的，应该是叫人
越活越精神，让生命状态热起来、活起来，敢恨敢爱，敢生



敢死。我之所以把《红高粱》表现的轰轰烈烈、张张扬扬，
就是要表现一种痛苦淋漓的人生态度，表达人活一口气，树
活一张皮的道理。不管事态怎样变化，日子总是要过的，一
种良好的生活态度会帮助人从失败走向成功，会支撑着他的
一生，这，甚至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红色在中国代表喜庆、美满，也代表革命、激进。迎亲的场
面既豪气冲天又壮阔凄美，荡气回肠!

红高粱的读后感受篇三

这部完成于八十年代的作品，至今仍有澎湃的生命力。根据
我像玉米糊糊一样混沌的记忆，似乎莫言只用了四十余天就
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交到了张艺谋手中。（如果事实不是如
此，全当我说瞎话吧）

这本书既有情绪，又有技巧。插叙伏笔的布置流畅程度，比
我上一本刚刚读完的《陆犯焉识》更胜一筹。酣畅淋漓，没
有疲惫感。

读完这本书，眼前是绚烂无比的色彩——浓重的，烧透了整
个世界的高粱红、死人的青蓝、黑透了的白。鼻子似也能闻
到浓厚的酒香、噬人的恶臭、呛人的煤烟……我能看，我能
嗅，我能听，我从书中扒拉出了一个乌龟好汉王八蛋的高密
东北乡，酒鬼一样钻进了这红醉的酒缸底。

莫言是手笔很重的作家，在这本书里算是放开了写。他的文
字是侵略性的，铺天盖地，容不得你拒绝，只能跟着他一起
呼喊出“种”的名义。而“种”，是这本书从30年代跨越
到70年代的整体叙事，最想要讨论的话题。



红高粱的读后感受篇四

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幽
淡的薄荷气息成熟的高粱苦涩味甘的气味，当我合上书，一
切如在眼前。我仿佛真到黑土地上周游一遭，回到了那个年
代，在汇聚成海的高粱红中，寻找那生命中的色彩。在一望
无际的血海中，在澄澈如许的苍穹下，我找到了高粱的自然，
去感受那无法抑制的蓬勃，我看到了高粱宁折不弯一片片倒
下，血色笼罩了天空，火红之中，是那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和
民族魂。

自然是新生的绿和炽热的红。

将一个人放于什么样的环境，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性格。无边
无垠的高粱海，苍茫辽阔的天空也造就这样的一批人。他们
各有性格，个性鲜明，仿佛从天地间脱生出一半，无拘无束，
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他们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天真
固执地坚守所爱之人，他们或许不明白信仰是为何物，但面
对枪林弹雨，还是拿起了武器，拼尽全力的去保护生养自己
的故乡和家中的妻儿;他们或许不知此去是否还有归期，但仍
是点点头，回望炊烟袅袅，投身长雾漫漫中，正如号子所喊，
“大胆走，莫回头”。

蓬勃是高昂的头和血染的土。

也终淡化消逝。一路上，他们强打精神，仿佛不知疲倦，他
们用自己的方式插科打诨，拨开一片高粱，没走几步便又被
高粱笼罩，像个迷宫，他们恣意地笑着，像奔赴一场盛宴。
那里，自己将化身为火红的高粱。而日寇，只能是围困在中
间的野鸡野鸭，日寇已将铁蹄伸向这里，是时候告诉他们，
这里是高粱海，这里是中国地。

生命力是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



面对日寇的残暴，他们表现出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不屈的斗争
精神。正是源于这种生命力，源于对自由生命和生活的热爱，
源于对家乡对妻儿的爱恋，当年轻的生命一个个倒下，如高
粱随风飘扬荡，他们的身躯定格在落地的一瞬，鲜血还在流
淌，浸入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如同火红的高粱浓烈的高粱
酒。他们和这片生机勃勃而又不乏野性和传奇的土地已融为
一体了。

爱国魂是无畏的战斗和不悔的青春。

太阳从天边升起，拨开浓雾，放出万丈光芒，将阴暗驱散。
他们安静地躺在地上，金光笼罩，仿佛睡着了一般。或许，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爱国，他们只是为家乡为亲人挺起血肉之
躯，或许他们也惧怕死亡，踏上晨雾告别家乡，一切心甘情
愿，没有人逞强;或许在最后一刻，他们也曾后悔，没多看妻
儿几眼，留她们在炕头盼望;或许，这结束之后便可回到家乡，
仔细回想，这一路跌跌撞撞只望天伦共享。

或许，似海的高粱记录着这一切，为诉说生命的释放、迸发
与飞扬，便如血海般红得洸洋。

红高粱的读后感受篇五

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亮的海洋，在八月
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
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
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家乡的抗日生活。在小说
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
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
粱地形成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土匪的出没，
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



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
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
程中去。《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烈的赞美。

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
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
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
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
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有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
的“历史主题”，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
《红高粱》中，参与那场应用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
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
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
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
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文明所驯化
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
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精
精神”，透漏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
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这
生命力的女子。

《红高粱》中这些血性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普通平凡的.中
国人光明磊落、直率坦诚，不避生死、敢爱敢恨的人格力量，
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巍然屹立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