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巴金家读书笔记摘抄(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巴金家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合上《家》的最后一页，思忖良久，感慨颇多，最终写下这
篇文章，借以抒情。闭上眼睛，首先想到的是要为自己做主
的觉慧，他苏醒在五四思潮的冲击下，成长在一个封建思想
的家族中。他饱有自己的思想，不盲从，敢反抗。他明白，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理想，什么是追求。他知道，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自己才是自己行为的支配
人。《独立宣言》中曾这样阐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
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
求幸福的权利。而觉慧“自己把幸福拿过来”正是对自己权
力的追求啊！

法律只有在不断的修订后才能得到完善，社会只有在不断的
改革之后才能得到发展。只有出现像觉慧这样叛逆者的形象，
对于社会的弊端加以发现而去反抗，社会才能得以进步。不
去迎合，不去逃避，不怨，不屈，而是自己去面对，去反抗，
去呐喊的觉慧令我印象深刻。

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和鸣凤的爱情。即使鸣凤知道，婢
女是不能和少爷相爱的，即使鸣凤知道，他们的爱是没有结
果的，就算她知道，觉慧的爱摇摆不定，随时可能离开的，
但她依然深深的爱着觉慧。其实她一直明白，做下人的便要
好好侍奉主子，自己一辈子的命运也是掌握在主子手里的。
（“虽然这其间流了不少的眼泪，吃了不少的打骂，但毕竟
是很平常的”）下人的惯有思想操控着她，使她并不抱有反
抗的念头。不，也许是在她的潜意识里还没有“反抗”这个



定义，但当她和觉慧相爱时，这种情绪就产生了。“我只求
你不要送我出去。我愿意一辈子在公馆里头服侍你，做你的
丫头，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鸣凤对觉慧如此深不可测的
爱，给了她难以估计的勇气和力量。

于是就在那一天，鸣凤带着觉慧轻轻的一吻和“再过两天”
的承诺，在湖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着在黑暗中发光的
湖水，往事一幕幕在鸣凤脑海中浮现……她揩了揩脸上的泪
水，凄楚的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
跳……不久，湖水又恢复平静……）这就是鸣凤反抗的爆
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没有屈服，却把生命献给
了真挚的爱情。这条路的选择，也许她永远也不明白究竟因
为什么！但是，也许她明白，她是为了追求幸福，自由等不
可转让的权利而死，她是为了反抗封建家长制而死！

再者带给我深刻印象的恐怕就是觉新了，《家》的艺术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觉新是这部小说中
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既存在着作者对他
的批判，也充溢着作者对他的同情。他是处于时代转折点的
封建家庭和礼教的牺牲品，是一个没有着“青春”的“青
年”。一方面，他在理论上接受“五四”的新思潮，新观念。
；另一方面，处在“长房长孙”的他深受就道德与伦理的毒
害。他的内心充满着不安与矛盾，有着“哈姆雷特”式的矛
盾。

还记得觉新与觉慧的对话“你对爷爷说了些什么话？你为什
么不先告诉我，就跑去对他说？你真笨！”觉新抱怨觉慧道。

“笨？我正要叫爷爷知道！我要叫他知道我们是‘人’，我
们并不是任人割宰的猪羊。”

觉新明白这些话是对他发的，他听起来有些刺耳，刺心，但
是他也只好忍受。他说不出他的苦衷。他知道他纵然诚恳地
向觉慧解释，觉慧也不会相信他。



觉新是真诚的爱着兄妹们，但是，他所固有的，受旧思想，
旧文化所毒害的觉新难免会和受新思潮支配的觉慧有所冲突。
就在这一刻，他们的矛盾爆发了。由内心中的矛盾演变为了
激烈的争吵，不是觉新不忍让弟弟，也不是觉慧不理解哥哥。
而是新旧潮流的对撞，思想上的水火不容。一边要门当户对，
一边却讲婚姻自由；一边人生而平等，一边却父母为上；一
边是中国的5000年封建遗风，另一边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潮。
真可谓是冰炭不相容啊！

《家》，不仅有家里的感情社会纠葛。《家》，不仅有人物
的不同境遇。《家》还有着社会政体之间，东西文化的发展
与对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的讨论。

读罢《家》，内心感慨颇多。思绪沉重，难以提笔，由以此
文，抒发自己最真诚的情感，向巴金致敬。

巴金家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最近，我阅读了巴金的著名小说《家》，这本书讲述了一个
封建家庭里发生的腐朽与罪恶的故事，向我们揭露了封建思
想对人的迫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接受新思想的青年们对
未来的期待和反抗，这种力量必将推翻旧制度，开启新民主。
这本书告诉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吸取新鲜血液，才不
会落伍。

1、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
过来。

：这句话表达了新一代青年对新思想的热衷，在那个时代，
他们是清醒的人，不愿再被封建思想所毒害。

2、无论是在白天或黑夜，世界都有两个不同的面目，为着两
种不同的人而存在。



：白天代表了接受了新思想的青年，例如五四运动的倡导者
和追随者们，而黑夜则代表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和旧思想，在
巴金描写的那个时代，这两种思想进行了激烈的碰撞，呈现
了矛盾对立的局面。

3、虽然环境的关系很大，但环境也是人造的。我们又何尝不
可以改变环境？人无论如何应该跟环境奋斗。能够征服环境，
就可以把幸福给自己争回来。

：在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用辛苦的劳作也换不来温饱，因此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思想让
他们看到了希望，而争取幸福就必须用新思想作为武器，推
翻腐朽的旧社会。

4、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

：这句话表达了亲情可可贵，家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就是
因为亲人的存在，才可以给家带来温馨的感觉，让我们的心
感到踏实。

5、他们宁愿自己同时在脸上笑，在心里哭，却不愿意在这时
候看见所爱的人流一滴眼泪。

：为了心爱之人，一个人可以做到独自承担所有的苦痛，却
仍然将笑容挂在脸上，只为了让所爱之人快乐和开心的生活，
这便是真爱。

6、人的身体可以被囚禁，人的心却不可以。

：在封建思想的禁锢中，觉慧被软禁了起来，困在家中，但
他的心却是自由的，新思想的到来，给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力
量，封建主义的没落已经不可避免。

7、做一个女子为什么就应该是嫁到别人家去，抛弃了自己所



爱的人去陪伴别人呢。

：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必须是要嫁人的，她们也没有选择的
权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毒害了一代又一代人，接受了
民主思想的女青年则希望改变这一切，争取自己的幸福。

8、青春是美丽的东西，那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泉源罢。

：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必然需要时间和精神的力量，而青
春就代表了时间，新思想代表着动力。

9、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

：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是脚踏两条船的浪荡子，他们对待感
情并不专一，巴金笔下的正面人物，也是对此鄙视了，告诉
我们要做一个专一的人。

10、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不过是增加他们的痛苦
罢了，这正像是使死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一样。

：这句话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生活的艰难，他们
即便是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也无法奋起反抗，因为反
抗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们是生存下去都十分艰难的人，
表达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残酷。

巴金家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一定有很多人都听说过巴金的《家》、《春》、《秋》，他
们说它代表了他的最高成就，但实际上读了它，品味它，感
觉它带来了震撼和多少人?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中国仍处
于封建社会的封建制度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和家庭制度的
缩影，它讲述了一个封建家庭在那个时期的故事。

一个思想，意识，有抱负的年轻人出生在封建制度下的社会



里，可以说是天生的，如果他碰巧出生在一个古老而专制的
家庭里，那就更不幸了。黑暗的社会,同一家族的黑暗,像一
个看起来明亮夺目,绿色的,里面是腐败,充满荆棘的笼子里,
它将自由心坚定地在里面,让它慢慢腐败免费进入广场,绝望
的想安静地繁殖。心不坚，弱不怕人，决心不赶出笼子。当
他们冲出鸟笼时，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无法想象，如
果没有坚强、干燥的家庭的支持，他们将如何生存。他们无
法预测被俘的人的命运。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敢想象，他们无法预测，他们只能低着
头缩在他们他们早已无忍受却又不得不忍受的牢笼之中继续
他们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而真正的勇敢者，有铁一般意志
的人，一定是随时随地都在寻找这打开牢笼的方法，他们有
理想，有目标，在一条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前行；他们不需要
家族，并不代表他们冷酷无情，只是他们不想再带着面具虚
伪的生活；他们不去预测自己的失败，只因他们坚信自己定
能成功。

这样的人，一旦找到机会，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缝隙，也一定
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撞破牢笼，张开翅膀，朝着自己的理想
与目标，展翅，翱翔。从表面看，高家一家人知书达理，事
事如意。家庭内部尊卑有序，立法森严，但实际上。在这个
大家族中处处都存在着激烈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高家的
三位少爷，大哥高觉新，二哥高觉民，三弟高觉慧，三人虽
是亲兄弟，性格却各不相同。

老大觉新善良却怯懦，接受过新思想的启蒙但封建的传统思
想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根。他就像那第一类人，内心
的挣扎让他永远也无法真正地冲破牢笼。祖父的话对于他来
说就像是法律，是维持这个封建家庭的支柱，而他却又对新
青年表示出同情，帮助觉民逃婚，觉慧离家出走。他不敢过
多地接受新思想，却又痛恨封建的制度，他夹在弟弟与祖父
中委曲求全。而他的“不抵抗主义”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的
生活，他的逆来顺受却造成了他与妻子瑞钰，表妹梅三个人



的爱情悲剧。

二哥觉民与三我的弟弟是另一种敢于与人斗争，敢于说出不
合理的事情的人。他们受新思想的影响，对封建家庭不满意。
他们积极参与学生青年运动，满腔热情地开始发表和推广先
进思想。但人们更新鲜，更稳定。这个新角色有点紧张，但
他很生气，但想不出合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勇敢地
爱上了家里的女孩，却无法阻止她跌倒。最后，他选择离家
出走，完全逃离了那个气喘吁吁的笼子。认为最终命运的分
裂是不可避免的，它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结果。封建社会
和繁琐的家庭制度必然会衰亡。

巴金家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读完家这部巴金的名作，合上书，内心却无法平静。巴金用
那朴实无华却热情有力的笔触描述出了一个被封建社会压迫
下任焕发光彩的革命青年的觉醒与斗争。

读完整部小说能够看出，作者对觉新这个人物所花的笔墨最
多，而且能够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
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
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
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
他无力挣扎，只能悲哀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
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
者的主角。

他用充满热情的语言勾勒出了觉新这个人物的饱满形象，这
个有些矛盾的主角再听他的笔下活了过来，充满了革命青年
的生命力。而觉新，也是此书众多成功塑造的任务中给人留
下最大印象的主角。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的矛盾，
他的激情，他的过去与此刻，都变得清晰起来。

觉新从小受到的教育，家族的种种，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他



的影响，造成了他在应对事情时过多地选取了逃避、忍耐、
顺从。同这社会腐蚀下的大多人一样，选取去逆来顺受，去
理解而不是反抗。

他的命运是残酷的，从最初“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
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如果
没有大的变故，觉民将一步步朝着自我的理想迈进，走上人
生的坦途。到之后的因为长辈间在麻将桌上的矛盾，他痛失
了青梅竹马的爱人，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出国的梦想
也随着破灭，最后走上这条路一去不返。但这也显现除了他
的懦弱与不安，不敢去反抗这样的命运。背负上整个家族的
负担，去应付各种的勾心斗角，渐渐变得不再稚嫩，不再激
情，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怀抱着梦想的青年学生了。
他采取“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其实这并非他的初衷，
而是他在复杂的家族斗争中所作出的无奈之举。而觉新的杯
具正是在这种种无奈中展开。觉新的杯具不只是自我的错，
更多的还是这样的社会下的腐败的高家带给他的。

在封建社会日趋瓦解的时代，像高家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也注
定走向腐朽和堕落。家族的逐渐腐化令觉新认识到它所严格
遵守的旧传统再也无力支撑起这个家，现实的巨大压力使觉
新变得迷茫不知所措。他始终认为封建秩序是不可动摇的，
因而在纷乱的境况中他只有选取墨守。

这是新旧社会交替不可避免的杯具，也是觉新对封建社会懦
弱的表现的最终结果！觉新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这样
腐朽的社会下众多杯具人物的剪影。他的矛盾，他的不幸，
都必将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片段。由自我的懦弱而带来
的一切不幸，由时代带来的一切杯具，并不只是那时会有，
此刻，以后，也必将存在。打破命运桎梏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改变自我，相信自我，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巴金家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大家很熟悉吧，《家》便是其中一部。
暑假里，我品读了它，它给予我许多道理。

《家》描述了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族的悲欢离合。全
文是围绕觉慧从一个封建家族的三少爷转变为一个支持人道
主义的青年的过程来写的。为了支持人道，他最终离开了家，
踏上他的人道主义之路。

巴金在《家》中写的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代表三种不同
的性格和结局。觉慧是“五四”之后觉醒的年轻一代代表，
是封建家庭的第一个叛变者，他痛恨封建的迂腐、陈旧，对
鸣凤的死无能为力，他的性格是大胆但幼稚，具有叛逆精神。
觉新是封建社会和传统习惯的牺牲者，但同时也有意无意的
帮助封建势力制造别人的悲剧，他性格懦弱、顺从、逆来顺
受。觉民在书中是一个略具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他和
琴表妹之间的恋爱成为他在书中的基本内容。在“五四”热
潮的影响下，他开始抗拒封建婚姻的先例，经过努力，最终
得到了自由婚姻的胜利。

我个人喜欢觉慧，他敢爱敢恨，抗拒封建思想，追求人道，
能在“五四”中很快觉醒。他对鸣凤矢志不渝的爱让我感动。

当觉慧知道鸣凤自尽时，他痛苦不堪：“‘怎么?鸣凤自尽
了?’觉慧恐怖地站起来,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他在屋子里大
步踱来踱去……‘告诉我，鸣凤是怎样自杀的！’这些时候
阴沉着脸不说话的觉慧忽然走到剑云身边，抓住他的一只膀
子疯狂地摇着，说了上面的话。”语言、神态、动作描写生
动的写出了觉慧的激动和痛苦，也是鸣凤的死让觉慧更加坚
定了他要支持人道主义的决心。

1925年鲁迅曾经这样满怀悲愤地抨击封建社会和当时的黑暗
现实：“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文明以来一直排



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
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
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
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
命！”《家》生动展示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它告示人们貌似
庄严温情的高公馆其实是一个摧残人的青春、意志和生命的
黑暗王国。这个黑暗王国否认人的权利和意志，那些受着支
配迫害的青年男女无所作为，只能无奈地被随意伤害摧残。

通过对高公馆的崩溃没落的描写，揭示出了整个封建制度的
不可避免的必然灭亡的命运，写出了这个黑暗王国里的一线
光明，使人们有了信心、希望和力量。《家》除了觉慧三兄
弟外，还有高老太爷，丫头鸣凤，小姐梅芬等等，这些不同
阶级、地位、思想、性格的人，共同在高公馆这个黑暗王国
里上演着腐败或新生的人生戏剧。

《家》所揭露的旧家庭的腐朽激发了人们反封建的决心，促
进了旧制度的加快灭亡；《家》所揭示的抗争之路则给人们
希望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