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百年孤独读后感(优秀10篇)
环保宣传是教育与宣传的有机结合，通过传递环保知识来引
导人们行动起来保护环境。不断反思和改进环保宣传的方法
和效果是提升其质量的关键。以下是一些环保宣传实践的成
功经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一

《百年孤独》读后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使他成为拉丁
美洲的骄傲。也让他获得了世界级的声望。《霍乱时期的爱
情》使他得到了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他沉着冷静地讲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幽默荒谬的故事
的时候，他的背后也有一个人，一个如他笔下所写的那个魔
幻现实主义世界中，坚定地站稳现实主义大地的乌苏拉，她
永远不会像她疯狂的丈夫奥雷良诺？布恩地亚那样想：“咱
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金子，用来铺家里的地都有余
啦。”——对乌苏拉来说，地就是土地，不是金子铺成的。
正是这个朴素的理念支撑着魔幻现实主义世界的天空。马尔
克斯的妻子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可以说，是她，为马尔克斯
魔幻现实主义之笔注入了墨。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梅塞德斯，
我永远也写不成这本书。

梅塞德斯是马尔克斯的妻子。

那可能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马尔克斯带着一家人准备去
旅行，就在旅行的路上，他突然恍然大悟，他应该像他的外
祖母讲故事那样写一本书，写一部拉丁美洲百年孤独的历史，
跟着他这个想法而来的就是《百年孤独》著名的开头：多年
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会想起，他父
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然后，他们放弃旅行，
一家人的车停在马尔克斯写字台上。



马尔克斯为了写《百年孤独》，把几个月前买的一辆小车抵
押了出去，把钱如数交给了妻子梅塞德斯，心里想着还够六
个多月的——他认为他六个月时间能写完这本书。结果，马
尔克斯用了一年半时间才写完这本书。钱用完了，梅塞德斯
一声没吭。马尔克斯不知道妻子是怎么让肉店老板赊给她肉、
面包师赊给她面包、房东答应她晚交九个月房租的——梅塞
德斯瞒着丈夫把所有事情都承担下来了，每隔一段时间还给
丈夫送来张稿纸。——少了什么也不能少这张稿纸。

梅塞德斯当然没有亲笔写《百年孤独》，但她和丈夫一起经
历了写作的过程，马尔克斯写完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死掉的那章，浑身哆哆嗦嗦地走上三楼，梅塞德斯正在那儿。
她一看作家的脸色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校死了”她说。

马尔克斯一头倒在床上，整整哭了两个钟头。

也是她亲自到邮局去把这篇她没看过的《百年孤独》手稿寄
出去的——她拒绝看手稿，我怀疑她多少也有些胆怯。她边
走边想：要是到头来这部小说被认为很糟糕可怎么办？那时
候，她脑子的库房里是否堆满了欠下的面包肉和稿纸？正如
人们评价《百年孤独》中那些拉丁美洲的妇女们一样：妇女
们不仅保证了这个家庭的不断香火，还保证了这部长篇小说
的连贯性。面对《百年孤独》，梅塞德斯也应该得到这句话：
孤独的血液。

无怪乎马尔克斯花了那么长时间去写出这本书，它的确与我
之前所看过的很多小说都不一样。情节的高度密集造成了表
达空间的压缩，因为篇幅摆在那里。

整本书数十万字中的大部分是马不停蹄的快节奏情节发展，
而作者的表达并没有刻意地塞进字里行间，而是靠着整个情
节的情绪基调的不变来达成。小说中情节的发展一日千里，



而整本书的情绪却如一只巨大的木桩钉进了大地一般纹丝不
动。作者正是用这种手法来凸现出这种一成不变的情绪，那
就是深深的孤独之感，也正是因此我感觉到布恩蒂亚家族百
年间数代人的性格核心几乎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家族就像
河流中的一块石头，抵挡得了过去，却无法与未来同行。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第二代人中，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死。
他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子弹击中，血液在大地上流淌，穿过了
整个马孔多，避开了所有人的眼睛，绕过容易被弄脏的地毯，
一直流到正在厨房忙碌的乌尔苏拉面前——乌尔苏拉才是这
个家族数代人真正的精神支柱。

何塞·阿尔卡蒂奥是第一个死去的布恩蒂亚，流出来的是孤
独之血。火药的硝烟气味久久不散，萦绕在他的房子里，萦
绕在他的墓地中，直到很多年后才被香蕉公司用水泥封住。

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贯穿百年的孤独那彻骨的荒凉。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二

读完《百年孤独》，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尔克斯为了准确
表达而使用的近乎残忍的手段。

比如要描写一个老人的苍老，现实主义的作者可能会刻画老
人深邃的皱纹，浑浊的'眼睛。但是马尔克斯不会这么循规蹈
矩，他的做法可能是让老人的皱纹的沟壑之间长出青苔，或
者让老人的鼻孔爬上蜘蛛网。

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不需要用现实世界的逻辑来解释，
所以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有了“胡作非为”的自由。虽然
魔幻离不开现实的框架，但是单调的现实也正是因为有了天
马行空的魔幻色彩而增添了无限可能。

这样的手法在表现人物情绪的时候可以充分的施展，因为在



超越常理的力量的作用之下，他可以轻易的让读者看到尽头、
无穷这种现实世界里不着边际的概念，也可以更轻易地让读
者感觉到彻骨的绝望。

比如表现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的时候，他让何塞阿尔卡蒂奥
布恩迪亚绑在栗树底下，每天就这样一动不动一直到死去；
让乌尔苏拉不但双眼失明还每天只能听见没完没了的雨声，
让她被遗忘直到有一天后背爬满水蛭；让丽贝卡关在小黑屋
里直到身上爬满蛆虫。他近乎变态的手法就像是给读者眼上
蒙上黑布，并且把钟表消音，抽离了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
让读者在没有边际的黑暗中感受最高级的孤独。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三

事物都有两面性，有阳光的一面，同有阴暗脆弱的一面，一
个人如果没有孤独、寂寞这些东西，那么就相当于植物没有
土壤，缺少了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初次看这本书，立刻就
被书里面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名弄得思绪混乱，唯
一清晰的是整个布恩蒂亚家族的性格，就如这本书的题目一
样，“孤独”好像成为了整本书与所有人物的一种基调。整
个布恩蒂亚家族，都是不会表达情感的人，他们有的沉默寡
言，能够整日不与人说话，有的只执着于一个目标疯狂地表
达，并不研究到彼此的感受。他们渐渐地使得整个家族与世
隔绝，疯狂致死。家族的第一人被绑在树上，家族中的最终
一人被蚂蚁吃掉。虽然他们孤僻，但他们却有着坚毅的眼光，
不经意言败的态度，能够用他们独特的魅力来吸引体态美丽、
性格丰满的女性。

为了对抗这种孤独的画面，家族的第一个女性——乌苏娜作
了许多努力，但孩子们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孤独的深渊，最终
她仍无法战胜这种孤独，遗憾终死。能够说，这一种孤独应
当是一种共性，能够从表面折射出这个社会的深层次；这一
种孤独深入了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



本书能够说是一部拉美历史的兴衰史，拉美土地上发生的种
种事情的变迁：科技的发展，城市文化的推进，殖民者的入
侵，原住民的反抗斗争以至于最终安于命运的安排，从头到
尾，从每一个细节，既有着孤独的基调，又不失言语间的写
实性，让人好像置身于作者所创造的情境里面，读来津津有
味。在书里，每个人都有自我的一套对抗孤独的方法，或是
参加革命，或是远航，或是暴饮暴食挥霍无度，或是终其一
生沉溺于情欲，有些甚至听起来就很疯狂。这些看似枯燥的
条列式的方法，作者却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故事里，
极端却真实地表现了人性，表现了整个家族的特性。

家族中的许多女性，最终也跟随着成为了疯狂的人。除了之
前提到的第一个女性乌苏娜以及最终出现的阿玛兰塔乌苏娜，
她们一向坚持着乐观坚强的信念，而不是被卷入混乱的生活
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不少牵扯到这个家族的女性，她们的改
变究其根本还是两种不断循环的男性性格：奥雷连诺和霍阿
华蒂奥。他们的循环推动着整个故事，并且使得整个家族的
命运充满了魔化色彩。从创立小镇，经历许多循环与波折后，
又从同一个地方终结。就像绕了一个圈，最终还是归到原点。
整个家族的这种循环，同样也是整本书里最吸引人的地方。

说到孤独，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孤独在生活中应当是无所
不在的，不管外表多么开朗的人都会有孤独的时候，只是每
个人处理孤独的方式不一样。孤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有的
人想抵抗，但却不能让它完全消失。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在
每一天的灯红酒绿、喧嚣繁华之后，人们总会在某一时刻感
受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孤独。无论怎样借由其它的活动来抗拒
逃避，无论是《百年孤独》里面那些极端或疯狂的方式，或
是转换成现实生活中，游戏也好，电视也好，钱也好，楼盘
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虽然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渐
渐也从这每一天重复的形式中找不到那种感觉，或者说是找
不到真实的自我。

孤独并不必须是负面的，它有时更是一种动力，让我们用于



体验人生，勇于应对一个人时挫败的感觉。如果说有一样东
西，能让我们认清自我，孤独时就像是我们与自我的对话，
能够听清自我的心，能够在繁华之中有那么一刻的清静，好
像全世界只剩下自我心跳的声音，这样我们便能更好地了解
自我的心境。孤独使得一个人完善，更加有深度与厚度。享
受孤独，享受与自我对话的每一秒钟，为自我留一方空间。

孤独不可避免，不如把它看成一个朋友，一个能够让我们时
刻认清自我的朋友，足够用一生去珍惜，珍惜能与它共处的
每一寸时光。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四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
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映射了一
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足与贫困。

南美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未
解的谜题。它们似乎没有答案，却又可以用二字来解答：宿
命。

重复的名字，相仿的性格、吻合的经历，时间推动这个家族
的巨轮旋转不止。布恩迪亚家男人的心里没有看不穿的秘密，
这个家族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无可改变的`重复。

数字，再精确不过的数字，是整部小说的特征，精确似乎有
悖于现实魔幻小说的宗旨，但确实给予了做够的震撼感。那
种现实的存在与魔力的碰撞发出的阵阵清鸣，如同古寺中钟
声。

这里不需要更多的人物。自始至终，百年家族有无数人出生，
又有无数人死亡，可自始至终，又似乎只有两个人的存在，
阿尔卡帝奥，奥雷里亚诺，两个自始至终的精神体，可以跨
越时间与空间，无数次从马孔多的家门中走出，又无数次会



回到那个破败而巨大的建筑，找到零星的家味道。

这里的居民不知时间的流逝，就似那场令人窒息的花雨。无
论多久，奥雷里亚诺上校在他的房间里融炼小金鱼，铸好，
再熔掉，再铸好。于是技艺变成了信仰。

但，他们懂得友情，一句“老兄”承载多少奔涌的力量，即
便是死囚与军官。被刺死的人的鬼魂，在凶手的弥留岁月中
一直陪伴。甚至在讨论“在阴间办斗鸡场”的事。这也许是
笑话，但那从心底流露出来的友情，令人不禁动容。超脱生
死，在这个世界友情不灭。

战争，灾难，魔法，纸牌，预言，轮回。

是的，这也许是一场大梦，百年沉醉不复醒，醒后，看见的
仍是那个满目疮痍却充斥激荡着生命的美洲。这是一部洲际
的作品，所以撕开书页，我们看那片土地上疯狂搏动的心脏。
让战火烧遍所有雨林，拓出五十个不灭的城池。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五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
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映射了一
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足与贫困。

南美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未
解的谜题。它们似乎没有答案，却又可以用二字来解答：宿
命。

重复的名字，相仿的性格、吻合的经历，时间推动这个家族
的巨轮旋转不止。布恩迪亚家男人的心里没有看不穿的秘密，
这个家族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无可改变的重复。

数字，再精确不过的数字，是整部小说的特征，精确似乎有



悖于现实魔幻小说的宗旨，但确实给予了做够的震撼感。那
种现实的存在与魔力的碰撞发出的阵阵清鸣，如同古寺中钟
声。

这里不需要更多的人物。自始至终，百年家族有无数人出生，
又有无数人死亡，可自始至终，又似乎只有两个人的存在，
阿尔卡帝奥，奥雷里亚诺，两个自始至终的精神体，可以跨
越时间与空间，无数次从马孔多的家门中走出，又无数次会
回到那个破败而巨大的建筑，找到零星的家味道。

这里的居民不知时间的流逝，就似那场令人窒息的花雨。无
论多久，奥雷里亚诺上校在他的房间里融炼小金鱼，铸好，
再熔掉，再铸好。于是技艺变成了信仰。

但，他们懂得友情，一句“老兄”承载多少奔涌的力量，即
便是死囚与军官。被刺死的人的鬼魂，在凶手的弥留岁月中
一直陪伴。甚至在讨论“在阴间办斗鸡场”的事。这也许是
笑话，但那从心底流露出来的友情，令人不禁动容。超脱生
死，在这个世界友情不灭。

战争，灾难，魔法，纸牌，预言，轮回。

是的，这也许是一场大梦，百年沉醉不复醒，醒后，看见的
仍是那个满目疮痍却充斥激荡着生命的美洲。这是一部洲际
的作品，所以撕开书页，我们看那片土地上疯狂搏动的'心脏。
让战火烧遍所有雨林，拓出五十个不灭的城池。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六

上学期本着练习英语的目的艰难地读了三章左右的英文，放
寒假回来因为耐心有限又找了中文版来读，这样一本书，读
起来感觉没有什么目的性，作者看似忙碌地在叙述这个家族
的故事，再加上奇幻的，甚至有些奇异的想象，总是很有画
面感，脑中不停地闪过一幅幅插图。在这样的想象里，短短



一百年似乎描绘了太多的东西，比如数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带给马贡多的'变化，带给人们的变化。异常是读到火车来到
马贡多，带来的各种近现代工业礼貌的成果，莫名地使我想
起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地表演，那种文字描述的忙乱和新兴
事物拔地而起的迅猛如出一辙。(奥运会开幕式烟囱拔地而起，
旧时代的农夫被赶走那一段)

全书的资料真的很丰富，虽然我一向不喜欢一本小说带有太
多的东西，但《百年孤独》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像作
者在说：“嘿，我也不想写这么多，所以我们还是一笔带过
吧”，作者平静地在讲故事，却已让人浮想联翩，这些东西
不是作者强安上去的，而是故事本来就有的，异常是在这样
一个世界里的故事。

因为前面读了两次，这样关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
亚”的故事就很有印象，他能自我经过研究发现地球是圆的，
他的冒险精神和专研精神让人记忆深刻。在不明白整个故事
的脉络的时候，我以为他会被隔离在礼貌的边缘，我就对旁
的人讲，这样一个人若是在适当的环境里(和科技发展接轨的
环境里)，必定是科学研究之奇才。之后慢慢读下去，百味陈
杂，对他最好的评价就是他死的时候有人说的那句：“我来
参加国王的葬礼!”，他的确是这个孤独家族的国王。

说到孤独，叔本华说：”人生的空虚不在于人的孤独，而在
于心的寂寞“，这个家族里的人似乎都是这样，辗转反侧，
都没有一个人得到内心的充实(可能第四代里的蕾梅黛丝是个
例外，那里我没看懂)

读这本书，我感觉不用带着主观的色彩去读，因为他们每个
人都有发光的地方，但同样又没有人是完人，可怜、可悲、
可敬、可叹，可是你又没有时间去感叹，作者拖着你一路小
跑，于是你看他们的故事，时光在字间穿梭，这样一个人的
形象会在你的心理不断地完善起来，但同时你又看不清楚，
看不真切。这也许是我阅历不够的原因吧，所以说：似懂非



懂，还得交给时间来琢磨。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七

《百年孤独》读后感生活不过短短数十载，一个人，一个家
族，百年后剩下只有孤独。马尔克斯有这本书描述了南美洲
五彩缤纷的文化底蕴。这本书除了主人公的名字很难记之外，
也是一部不错的魔幻主义小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一步
一步，一点一滴。生活的孤独，心灵上的孤独，对于孤独，
有的人只是说心灵上的孤独，也有的人说是世无知己。

但再看完这本书后我认为孤独也是一种生活，生来彷徨，至
死独去，孤独寂寞，未曾有人不能体会，但真正能道出其中
孤独的寥寥无几，但这本书，却用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
幻想世界，道出了孤独，轮回。极力推荐此书。

百年孤独读后感3

在刚刚开始阅读《百年孤独》时，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有两处
奇怪的地方，其一是书中诉说的故事大都荒诞不经;其二是作
品中人名的反复出现和相同怪事的重复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了
一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死者更不会因为耐不住寂寞就重
返人间……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边。

更令人奇怪的是，书中这个绵亘了百余年的世家中，男子不
是叫做阿卡迪奥就是叫做奥雷良诺，而家族中各种奇怪的事
情，在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阿卡迪奥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守
护者奥雷良诺的身上反复的发生着。联系到作者的创作年代
和生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这象征了什么。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八

黄昏，夕阳为每个存活于世上的人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人



们为了活着而奔波，不断重复着由生至死，由死至生的过程，
在生命的动荡中起起伏伏，过着孤独的人生，回忆孤独的过
去。正如布恩迪亚家族不断发展又不断没落而最后消失。这
似乎是人生永恒的孤独轮回，“月盈则亏。盛极则衰”正是
这世上每一样事物变化的必然规律——没有什么能获得永生，
亦没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保持不变。

我们“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
每个人的人生似乎都只是从诞生就开始走向死亡，但我们身
在其中，每个人的人生是何其不同，沿途的风景依然百变，
即使我们只是走向孤独的无知游历的旅客。

“我们终将孤独”的的确确是无可否认的真理，但如果所有
人都因这一点而放弃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世界将如何发展，
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又如何走向宿命的孤独。林语堂
说“世间没有一个人感到绝对的满足”，因为人对自己终将
死去感到不满，所以不甘愿安守现状，才会抱着活着的希望。
安于命运的人永远不会被载入史册，是因为他们宁愿把自己
关入永恒的孤独中度过一生，尽管我们无法避免这样的结局，
但人生的好坏是否并不只参照一个人是否死去，而是这个人
是否能在他短暂的几十年间经历最精彩的故事。我们人生的
结局已定，不过是走向孤独的路上，与其自怨自艾荒废人生，
不如抱着活着的希望一点点向孤独走去。正如丰子恺所
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
然”。

看那天边闪耀的金色太阳，即使它终将面对黑暗，走向孤独，
但无论朝霞还是夕阳都如此美丽，洒落在身上的金光带着孤
独光耀，如此让人心驰神往，令人无法抗拒。

孤独，并不是人生的绊脚石，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孤独的内涵：
孤独，包含一种刚强、抗争、向上的精神。

孤独，其实就是一种灵魂的放射，一种理性的落寞，也是一



种思想的高度更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让我们享受孤独，享受人生。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九

前几天读完了哥伦比亚当代著名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
亚·马尔克斯的经典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部小说被认
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作品之一，因此，马尔克斯便也成
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

这部小说是众多作家和文学老师们极力向文学爱好者们推荐
阅读的一部作品，小说从结构到内容都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的
新鲜感。刚开始阅读时有些吃力，但越读便越渐入佳境，那
种你没有体验过的文学魅力便显现出来。

对于外国的文学作品，我一直认为其作品的被接受程度很大
一部分要归功于翻译人员的努力，这部书的翻译可以说相当
不容易，如何用我们本土的语言将一部外国的魔幻小说表现
充分，既要有文学性，思想性，还要有观赏性，这的确需要
很多的努力。如今，让中国的读者能够很轻松地接受这部经
典作品，要对那些翻译家说声谢谢。

著名作家温亚军在给我们上课时说，要想在文学的道路上走
得更长更远，就一定要读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一定有
他的经典之处，不论是结构还是内容，写作手法还是时代意
义，都是我们学习的扛鼎之作。

孤独本身就是一个经典，孤独是心灵的自我淘洗和慰藉，是
夜晚一首哀怨的诗，是人类和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精神品质。
人不可能孤独百年，但灵魂会。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一个孤独的神话以另一种美丽
的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在孤独之外的信仰和幻想。之所以



把它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是作家把现实用魔幻的语言
和故事表现出来，这里当然也一定存在某些不可言说的社会
现实问题。比如书中描写的战争，屠杀，颓废，落后等等，
一看便知都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存在或发生过的，作品以很大
篇幅详尽地描绘了这方面的史实，并且通过奥雷良诺·布恩
地亚上校的传奇生涯集中表现出来。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
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不觉悟都被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

布恩地亚家族一代代繁衍，“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不同，
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出那
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神情”。这些相似
一代代重复，却一代代被淘汰，总走不出孤独灭亡的怪圈，
直到最后一个家族的彻底消亡。

这种孤独让亲人间缺乏沟通，缺乏信任，缺乏关心，从而产
生了绝望、冷漠和疏远感。这种孤独不仅弥漫在布恩地亚家
和马贡多镇，而且渗入了民族精神，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
家进步的一大包袱。七代人最终被孤独吞没，这种孤独该是
多么可怕!

小说的第一句话被众多作家视为独一无二的经典开场：“许
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
起，他父亲去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种一开
头就采用从将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是小说结
构方面的独到之处，也被一些国内作家所模仿。比如莫言，
余华。

1982年，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引发的拉美文学旋风
席卷着中国的原野，这一时期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王蒙对
此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这20年里，他(加西亚·马尔克
斯)在中国可以说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别的作家在中国也有影
响，像卡夫卡、博尔赫斯，还有三岛由纪夫。一直到苏联的
艾赫玛托夫，捷克的米兰·昆德拉，都是在中国红得透紫的
作家。但是，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程度的还是比较少



的。”这样的叙述结构给了中国作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受，
众多国内知名作家开始模仿，更是在这种模仿的基础上，奠
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t·肖认
为：“各种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
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够发芽，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
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这话何其到位。

看完这部书，那种孤独颓废的气氛一直笼罩着我，挥之不去。
一个家族经历了辉煌鼎盛，经历了战争衰败，经历了心灵与
肉体的折磨，总该是有所进步的吧。可在时间的往复循环中，
孤独让一切无法保持生机，这种孤独被广义为社会现象，从
人的身上可能更容易体现一些。我想这部作品之所以被中国
文化所广泛接受，也是因为中国的现实主义和马尔克斯的主
义有着及其相似的语境和社会氛围以及现实文化境遇。

中国的宗教和神话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比如
《西游记》，《红楼梦》，同样不缺乏魔幻与现实的结合，
只是中国的文化被压抑了太久，被埋没的太深，直到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才重新开始复苏和崛起，这时候接触到马尔克斯
的魔幻现实主义，似曾相识感油然而生，当然是对中国文化
的一个冲击。

从创作界关注马尔克斯开始，中国便出现了一股势头强劲的
模仿热，从而催生了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启
悟了韩少功、莫言、李杭育、王安忆、扎西达娃、张炜、陈
忠实、余华等一大批作家。

综观历史，人类孤独何止百年，从心灵周而复始的自责轮回，
到不忍面对现实的传统遭际，有多少人在不断重复的“小金
鱼”、“裹尸布”上耗费一生，人们在时间的年轮中无法摆
脱轮回的命运，使小说蒙上了不可逃脱的宿命色彩与魔幻情
调。



百年孤独读后感篇十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我有些懵懂，也许是第
一遍阅读的缘故。

它到底想表现什么？作者因本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这
本书的内涵应该很深刻，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家族兴衰的过
程及结束的原因？还是告诉读者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无法逃
避？抑或是拉丁美洲一个世纪的真实再现？布恩地亚家族延
续了100多年，但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孤独中，并在
其中终其一生。虽然布恩地亚家族历经六世，也有过繁华与
鼎盛，但自始自终没有人能逃离孤独。每一个灵魂都在孤独
中游荡，家庭成员中没有情感，没有交流，没有沟通与理解。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没有人关心他人，没有人关
心身外的世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忙碌着，却不知道为何
忙碌。他们在忙碌中体味孤独，甚至享受孤独，最后在孤独
中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他们孤独的表象一样，但孤独的缘由却不尽相同。乌苏
拉的孤独是理性的，这个百岁老人历经沧桑，却一门心思为
家族的兴旺而努力。她孤独地奋斗着，争取着，看管着，但
直到老死，仍是一个人在努力。没有人感谢她，没有人支持
她，没有人继承她，没有人关注她，她的努力空前绝后，她
的孤独也成为布恩地亚家族中唯一理性的孤独。乌苏拉的丈
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二儿子奥雷良诺的孤独是人
性的孤独。霍塞整天忙着搞科学试验，发誓要让愚昧、闭塞、
落后的马贡多小镇富裕起来。他倾其财力、智力，但从未得
到过任何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也从未想过要得到他人的理解
和支持。他孤独一生，最后因发疯被绑到栗子树上孤独地死
去。奥雷良诺一生发动了32次战争，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
物。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也不明白不关心自己声
名显赫，他最终把自己困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间结束了一生。
乌苏拉的大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的孤独是动物性的孤独。他
的生活里除了情欲和霸道的占有，什么也没有了，他身上没



有人性的痕迹。乌苏拉的女儿阿玛兰塔的孤独是爱情的孤独。
她心里有如岩浆般炽热的爱情，也多次与爱情相遇，但每次
都坚决地拒绝，用冰封住火热的心，让自己陷入深深的孤独
中。在诅咒与怨恨中，在渴望与拒绝中结束了可悲的一生。
布恩地亚后代们重复着前人的故事，亦重复着先人的孤独。

虽然是初读这本书，虽然书中情节琐碎，故事亦魔亦幻，亦
真亦虚，虽然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小说的脉搏，不能很好地领
悟它的宗旨，但还是感受到了布恩地亚家族的孤独之魂，这
也应该是书中马贡多小镇的孤独，是哥伦比亚的孤独，是拉
丁美洲的孤独。读着它，总是不由自主想起《红楼梦》，想
起它的繁华、热闹，但这繁华、热闹的背后是否也有孤独在
叹息？林黛玉清高寡合的孤寂，贾宝玉享尽荣华的孤寂，薛
宝钗圆滑于世故的孤寂，贾元春表面荣华、内心卑贱的孤寂，
王熙凤两面三刀的孤寂，贾氏家族表面兴盛、实则腐朽的无
奈，不都是真实地存在着吗？不同的著作，不同的故事，不
同的国情，却有着同样的灵魂——孤独。也许孤独对每个人
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永远无法走出的。

喜欢晚上一个人去体育馆散步，不在于锻炼身体，在于享受
难得的孤独。虽然人很多，但俱不在自己眼里、心里。可以
撇开一切，审视内心，与自我对话。会长久默默地坐着，凝
视灰黑色广袤的夜空，享受它带给我的静谧、安详、乃至神
秘。心在夜空中孤独地飞翔，此时的它才真正属于自己。心
在孤独中沉静，让孤独给心一次清新的洗礼。

似乎有些明白了，也许这本书能成为世界名著的原因就是它
把握住了人性中固有的、却又常为我们所忽视的一种内在情
感。人属于社会，有群体性；人又是独立的个体，孤独是存
在于灵魂深处的，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它可以让我们冷静，
善思，让我们浮躁的心有一份清凉。尤其是现代人，在这个
喧嚣的世界里更应该学会享受孤独，利用孤独。只是布恩地
亚家族的孤独是可怕的，因为它放大了孤独在人性中的分量。
它的孤独折射出民族的孤独，地区的孤独。它的孤独是有一



定的历史原因和人为痕迹的，那是特定时期拉丁美洲的孤独，
是有害的，是令我们忧虑的。是人们，尤其是给它造成孤独
的国家、政治家们应该关注的。

看着书桌上的《百年孤独》，我知道，一段时间之后，我还
会再次打开它，细细品味，相信那时自己会有更多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