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红小说的读后感 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
传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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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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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小说的读后感篇一

灰色的世界，平凡的时代，单纯的人们，落后的生活现状，
愚昧的精神状态……这一个个惨淡的景象就是整个呼兰河小
镇。

寒假里，一本《呼兰河传》给我的感受颇多!

书中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个性分明!在众
多鲜活的人物当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小团圆媳妇。

小团圆媳妇是她后来的婆婆花了好多钱买回来的。可是，婆
婆待她很不好：骂她、打她、掐她??之后，她就生了一场大
病，奄奄一息，怪可怜的。可是，做婆婆的毕竟不能袖手旁
观，请来镇上的人们帮忙。

呼兰河镇的人们太纯朴善良，这个出了个偏方，那个请了
个“神仙”;但镇里的人们更迷信鬼神：跳大神、吃神药、热
水汤驱鬼、扎彩人附魂……活生生的一个人，被她们折磨来，
折磨去，最后无人问津直到死去。

多么令人痛心，多么令人悲愤呀!那时的人们真的是太愚昧迂
腐!生活的平凡并不可怕，但知识的平庸有可能葬送的不仅仅
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呀!我庆幸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远离迂
腐迷信的文明世界，是一个摆脱落后愚昧的知识时代!



故事的结局是凄惨的：“我”的祖父去世了，有二伯去世了，
老厨子也去世了，父亲母亲也不知去哪里了。灰色的世界，
平凡的时代，单纯的人们，落后的生活现状，愚昧的精神状
态……这一个个惨淡的景象就是整个呼兰河小镇。

虽然童年记忆有着凄凉的往事，但“我”依然愿意去追忆那
样的童年，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明白童年就是美好的，它像一块玉，就算有点瑕疵，也掩饰
不了光泽与质感。我正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会好好珍惜
它。

萧红小说的读后感篇二

呼兰河传读后感,整篇小说朴素流畅，这本书写作方法很独特。
虽然总是在写人物，但是没有主角;虽然写事情，但没有主轴。
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明天那里发生了什么，写的很轻松、
随意，一件事一件事下来，甚至像流水账。这本书一共有七
章，完全可以看做独立的七篇作品，也是不可分割的一整体。

读这本书的时候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
听她娓娓讲述着呼兰河―她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优
郁，却仍然美丽得动人。恰如茅盾所言，比象一部小说更为
诱人。

看完这本书，我在想，每个人的童年竟然如此的不一样，作
者童年生活的地方尽管那里充满着无知、愚昧、苦难、悲凉，
甚至绝望。但是她还是用最平和的语气描述着一切，以一颗
包容的心将一切的不美好都包容了，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吧，将来再来回味这份属于自己的美好童年。

萧红小说的读后感篇三

这个月，我又读完了一本书，你想知道是什么书吗?哈哈，就



是著名的小说《呼兰河传》。它的作者也十分有名，名字叫
作萧红。

这本书是萧红在31岁的时候写成的，这可是她毕生的心血啊!
萧红小时候和祖父生活在呼兰河这个小镇子里，萧红每天都
和祖父呆在园子里，萧红十分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
怎么样都可以。祖父十分和蔼可亲，祖父留个她的印象是慈
祥和善良。而萧红却十分顽皮，到处胡闹，但祖父从不骂她，
打她，总是微微一笑。萧红小时候十分快乐的，当她渐渐地
长大了，而祖父也过世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后来，因为她
得了重病，来的了香港，她便在香港走完了自己最后的人生。
在过世的前几个月，她仍然坚强地挺着。我从她身上学到了
坚强和自由的精神。下面就让我给你说一说吧!

有一次，学校举行了跑步比赛，轮到我的时候，我拼命的跑，
已经跑了一半路程，我觉得累极了，跑不动了。正当我要放
弃的时候，我想起了萧红，萧红得重病时候都那么乐观，我
就跑个步，难道都这么累吗?想到这里，我浑身都是力气，一
股作气跑到了终点，我虽然满头大汗，浑身累的一点力气都
没有了，但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坚持跑完了全程。

让我们永远记住萧红，记住被茅盾称作为画的《呼兰河传》。

萧红小说的读后感篇四

首先，作者以动人的笔调描写了呼兰河周边的景色，由其是
不断给人带来灾难的东二道街的大泥坑，然后，描写了小城
的精神“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
十八娘报庙会，其中野台子戏描写的最为详细，让人印象深
刻。

随后，就写了萧红小的时候与祖父生活在一起的景象。作者
小的时候和祖父发生的搞笑的事有很多，有一次，作者摘了
一大堆玫瑰花给正在蹲在地上拔草的祖父戴花，作者把祖父



的草帽插了一圈的花，还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玫
瑰开的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这可让作者笑的够呛，
也让我感到非常地搞笑，看来作者小时候也很淘气。

但小团圆媳妇的惨死，让人心碎，感到无比的可惜，就是因
为封建思想，才使小团圆媳妇死去，这也让作者感到无比的
惋惜，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旧中国封建思想、封建习俗的社会
现实的否定。

作者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囤面，生动刻画了许多
人物。虽然有点悲伤，可是仍然有美，让人读起来感到十分
地开心、愉快。

萧红呼兰河传读后心得7

读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我知道了萧红童年在呼兰河留
下的故事。

作者萧红细腻地写下了呼兰河是一个并不热闹的一个小村庄，
叙述地写出了她的家和那美丽而沉寂的大公园。祖父，二
伯……在萧红的笔下让我知道了那个小村庄的民俗风情和那
些小团圆媳妇被婆婆折磨得病怏怏的。

作者萧红告诉大家，她的童年既快乐又寂寞。在萧红家的大
花园里，她的快乐童年回忆全部都装在这个大花园里了。她
和祖父一起在这个大花园里笑声总是在荡漾。她和祖父的故
事很多，比如，祖父铲地，但是萧红不会，拿不动那锄头杆，
于是祖父便把锄头杆拔下来，让萧红单拿个“头”来铲。因
为不知那个是苗那个是草，所以用锄头乱勾一阵，把菲菜当
野草割掉了。还有萧红看见祖父在浇菜，萧红抢过来浇，但
是她并不是往菜上浇，而是往天空浇，还说：“下雨咯!!”

呼兰河里还有很多有趣和令人发笑的故事。特别是呼兰河四
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发生的事情：娘娘庙大会那一天，女子和



妇女参加的最多。如果是还没有生小孩的妇女去的话，只要
在子孙娘娘的雕像背后钉一个纽扣，给她在脚上绑一条带子，
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戴一副眼镜，把她旁边的泥娃娃给
偷着抱走一个。据说这样做，来年都会生儿子的。还有卖带
子的也特别多，妇人们都争着去买，她们相信，买了带子，
就会把儿子给带来了。若是未出嫁的女儿，也误买了这东西，
那就会变成大家的笑料。

呼兰河虽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是处处都是故事。

萧红小说的读后感篇五

萧红是个心思寂寞的人，可是从她身上我又看到一股极不平
凡的魅力。就像她写的《呼兰河传》，有人说它像小说，又
有人说它像自传，萧红的文章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令人
不明其中的所以然。

《呼兰河传》不像《城南旧事》，虽然同样是写小城里的故
事，可《城南旧事》给我的感觉像是一朵含苞怒放的花，紧
紧的让人读得轻快自然;但《呼兰河传》不同，它就像一盘颜
料，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混在一起，令人琢磨不透，可
又别有一番韵味!

《呼兰河传》是一片美文，文章中，极有艺术感的文字令人
心动不已;《呼兰河传》也是一篇寂寞的小说!当时的萧红，
一个人身在沦陷的香港，心中苦闷而寂寞，这种心情，通过
文字渗透进了我们心中。

在第二章《小城三月》中，我在不知不觉中，又看到了另一
个萧红。小城的三月风景如画。瞧，“三月的原野绿了，像
地衣那样绿，透在这里、那里”，好一个“这里、那里”，
连一片草地都能写得如此唯美、动人!

再看看第三章《生死场》，哎，如此悲伤、凄凉，令人心痛。



《呼兰河传》是立体的、有寂寞、有美好、有悲伤、有希望。
今年秋天，我读了一篇故事，这故事，没有华丽的词语做点
缀;没有优美的句子做装饰;有点只是灰白的画面，可是从灰
白的画面中，我分明听到了了一曲凄凉的笛声，能让我听到
这笛声的恐怕只有这《呼兰河传》了!

读书笔记：《呼兰河传》二

这一章主要讲了萧红童年时代，与她的祖父、祖母一起生活
的点滴记忆。开头一篇便是我们课本中学到的《祖父的园
子》。课文总之没有原著好，太多的删删改改，没有了原来
的味道。这一章的文字真是质朴无华，散发着田野的芳香，
写得太自然了。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

我太喜欢这段文字了，在那个年代，能写出这样自由的文字，
真是不一般!我仿佛看到那“蓝悠悠的天空、明晃晃的阳光”、
“蝴蝶乱飞，蜜蜂嗡嗡地叫着”，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无忧
无虑。

我还喜欢萧红的祖父。“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
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她的祖父对她很好。村里的小猪小
鸭掉井了，祖父会用泥包起来烧给她吃。“把小猪的皮一撕
开，立刻冒了油。”再蘸点盐、韭菜花，啊!真香啊!我都要
咽口水了。她的祖父是个和蔼慈善的老人，我最喜欢他的就
是，他从来不会批评、训斥小孩子，总是心平气和。萧红学
种地，把好好的菜种踢飞了，犯了错，祖父依旧笑呵呵的。



她吃熏小猪时，没有一点儿吃相，“满嘴油，随吃随在大襟
上擦着”，祖父看了也并不生气。他的祖父有教养、有气度。
我猜想他一定是个家道中落的文人，说不定还是个秀才呢。
文中提到：“祖父教我的《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
头传诵。”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有文化，
萧红的文学修养也许就是祖父从小培养的结果。所以我更加
钦佩他的祖父了。

萧红不喜欢她的祖母，我也是。她的祖母洁癖严重，以她屋
的窗纸最白净。而萧红偏偏要捅破这雪白的窗纸。而严厉的
祖母就躲在窗外，她一捅，祖母就拿个大针在她的手指上狠
狠地一扎。这样的教育方式到现在也算得平常，比如小孩子
乱摸乱动，要挨手扳、要罚站，掉饭粒要挨罚，吃手指要挨
敲。。。。。。而且她的祖母还爱骂人，她骂祖父是个“死
脑瓜骨”，骂萧红是“小死脑瓜骨”，哎!可惜她先死了，不
知道这个“小死脑瓜骨”长大以后，竟成了有名的作家。

她的祖母死时，家里来了很多人。我也说不上那些人究竟是
些什么人。总之他们是来办丧事的。还说“阴间有十八关，
过到狗关的时候，狗就上来咬人。”可是，他们有绝招，用
油锅炸了许多的面饼，说是什么“打狗饽饽”，“用这饽饽
打狗，狗就不敢咬人了。”哈哈，这些封建迷信可真是“神
乎其神”啊!真的有“十八关吗?”，《祝福》里的祥林嫂不
是最爱问“有没有地狱?”“死后有没有魂灵吗?”，我也很
想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