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的星读后感(大全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巴金的星读后感篇一

坐在回家的车上，随手翻阅巴金的《家》，不禁感慨万千。
原来那个曾经被母亲牵着走的小姑娘如今已成游子，偶尔回
家，偶尔才能去看望爸妈。家——温馨、幸福的代名词，是
多么令人心动、令人神往。

巴金先生的《家》里，觉新、觉民、觉慧、琴、梅……一个
个鲜活的人物涌上脑际。那个大家庭中，悲凄无奈的人生，
以及人们坚强不息地为理想、为自由奋斗的历程，都会令我
深长思索。

在那个时代，家——那个偌大的公馆，不仅仅是一个家。也
许，在一些读者的眼中，家，只是束缚，只是枷锁，只是限
制自由的牢笼。家，所代表的、所捍卫的也仅仅是死板、固
执、陈旧的封建体制。因为这个家、这个体制，鸣凤刚烈地
投湖自尽；因为这个家所发生的一切，觉新葬送了他一生的
幸福，失去了他美好的追求。觉民、觉慧虽然不断努力，也
仅仅是逃离了那个黑暗的深渊，逃离了那个家。那种逃亡，
包含了多少人的绝望，掩埋了多少人的幸福啊。

每次想到《家》这本书，我都会有无限的感慨与哀戚。为活
在那个时代的人痛苦，他们是那么的脆弱与无奈，他们的人
生那么令人心酸，令人悲悯。怒由当时的黑暗社会而起，哀
因为他们的悲切生活而生。



所幸，在那样的时代，仍有那么一群青春洋溢的热血青年，
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去反抗、去奋斗。他们
的勇敢，他们的激情，总会鼓舞着我。每一个时代，总有希
望，他们才是那个家、那个时代的希望，他们才是那个呆滞
的社会中活力的源泉。我时常会这样想，如果没有那个令人
窒息的“家”，如果没有那个“家”里的青年们的精彩的人
生奋斗，自然也就没有巴金的《家》，自然也就没有伟大的
作家——巴金。

隆隆的车声，把我从遥远的“家”拉回现实。我不禁感到庆
幸，庆幸我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庆幸自己生存在一个和谐愉
快的社会之“大家”。在这样的“小家”和“大家”之间徜
徉，我们没有太多的负担，没有太大的压力，喊累叫苦只是
无病呻吟。家里有爱、有自由、有希望，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和强有力的支持。家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家包涵了我们的生
命重心。

无论身处何方，我都可以始终执着，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温暖、
明亮的家；无论如何迷惘、如何彷徨，我都不会迷失方向，
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温暖、明亮的家；无论如何艰苦、如何失
望，我都不会放弃希望，因为我心中有一个令人充满信心的
和谐之家。

巴金的星读后感篇二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
曲”中的第一部，它从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
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家》的写作年代是1931年，写的是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
地主家庭。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
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
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



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
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等等。

故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期。四川成都高家，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
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
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高老
太爷直接管着他们。觉新是长子长孙，为人厚道，但性格软
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
相爱，但却接受了老太爷的安排而与李瑞珏结婚。婚后他过
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
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
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觉民与觉慧在外
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因此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
对头。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老太爷又为觉民聘
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
下，觉民离家躲避。觉新则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

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爱上了聪明伶俐的婢女鸣
凤，但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高老太爷便
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冯乐山，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
觉慧既悲伤，又愤怒，决心脱离家庭。高老太爷的四子克安、
五子克定，都是酒色之徒，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
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
也大嫖戏子，高老太爷在此打击下一病不起。高家又发生家
产之争，以致全家不得安宁。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家中大
办丧事。将要生孩子的瑞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
灾为由赶到郊外生孩子，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瑞珏
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逆
者。最后觉慧离家去上海，投身革命。他的这个决定得到大
哥觉民的支持。

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
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



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
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
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
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
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
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
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
出“我控诉”的心声!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
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
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
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
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
形象构成与父辈的尖锐对立。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
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
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
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
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
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
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
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
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
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
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
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家》这部作品从思想内容上，对摧残人的青春、生命的封
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对那些在封建礼
教的重压下受苦、挣扎最后作了牺牲品的人们寄予了无限的
同情，对那些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而奋斗的人们进行了大力的
歌颂。



巴金的星读后感篇三

锲而不舍的终于看完巴金先生的名著《家》，下面来谈谈我
的感受吧！

对于结尾，我是始料不及的，感觉就像是吃到一块很美味的
蛋糕，很想再吃第二口的时候就突然没有了，不见了！原以
为还能看到觉慧独自去了上海后能等来觉民和琴相聚，然而，
巴金先生就这样停笔了，或许故事还没有结束，看着先生写
的后记，他说他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想我也不是一个冷
静的读者！

《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
对待这本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
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我始终记住：
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愤，
我也有喜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青春毕竟是美丽
的东西。不错，我会牢牢记住：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那
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泉源吧。

先生二十七岁写下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我这个小小的读
者在二十七岁被他的精神所鼓舞着！

没错！！我是爱阅读的！书不是胭脂，却使人心颜常驻。书
不是棍棒，却使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能带人飞翔。
你在阅读上花的每一秒都不会荒废，某一天，它会以你意想
不到的形式回报于你。读书，为了遇见更好的世界！

巴金的星读后感篇四

读完巴金的《家》，一种压抑的心情、愤懑的情绪着我的神
经。



这是一个封建制度腐蚀下的大家庭。上演着一幕幕的悲欢离
合。有着不可避免的家庭纷争、勾心斗角、与不公。然而，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抉择铸就了不同的命运。

可以说，故事中的觉新始终是个让人同情又恨得咬牙的角。
父亲去世后，他早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努力撑起这个家，
于是，他的青春被剥夺，他必须要面对大家族里的尔虞我诈。
“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来。”，开始的他并没有
选择沉默，“他愤怒，他奋斗，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
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他的斗争毫无结果，反而
把他拖得更加疲惫。终于，他选择了逃避、忍耐、顺从，只
是为了过几天安静的生活，把曾经的梦想抛弃，苟且度日。
他曾感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有牺牲的资格。”，
他毫无原则的退让令人愤恨，以至想一巴掌打醒他。要知道，
牺牲的哪里只是他自己，更有别人的幸福甚至生命。

有人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是这样吗？

命运也许是悲哀的，但我们却可以选择“争斗”的姿态去面
对它。

小说中的弟弟觉慧便是对我上面这句话的诠释。觉慧同处在
这样一个黑暗的深宅大院里，但他坚持主宰自己的命运。他
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不受制于封建家族统治，追
求自由平等，同情下层。他的言行撼动了这个腐朽没落家族
的统治秩序，始终不屈于命运的他，敢于反抗，并最终挣脱
了家族的束缚，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走向新的生活。

无论是觉慧的心灵蜕变，还是在大家族影下那些有着令人惋
惜结局的人物对命运无声的抗争，透过巴金爷爷的笔，我看
到了反抗。命运没有永久的黑暗，只要撷取一缕新鲜纯洁的
阳光，抓牢灵魂根处，即使陷入肮脏的泥沼，也依旧挣扎而
不甘于沉沦，那么青春的烈火必将彻底地燃烧。



我们正年轻，且不知道生活要把我们载到什么地方去，但起
码，我们可以选择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姿态。

巴金的星读后感篇五

家是一片孤寂的沙漠。

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创立者和最高统治者，年轻时苦学
得了功名，多年为官，退归林下，广置田产，修建房屋，儿
孙们知书识礼，老太爷四世同堂，事事如意。他每一天的生
活就是到戏院看戏，到朋友家打牌，与朋友们组建九老会，
轮流宴客作客，鉴赏书画古董。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家庭兴
旺发达，他相信它还会兴旺发达下去。只是在这和平与爱的
表面下却充满着仇恨、斗争和牺牲。

高觉新是这个绅士家庭的长房长孙。他的父亲高克文曾做过
广元知县，辛亥一齐，就辞官回了省城。觉新中学毕了业，
即从父命，不再升学，19岁就进入西蜀实业公司工作。他的
婚姻也完全由父母做主，因为姨妈钱太太与继母周氏的一点
冲突，他不能与两情相悦的表妹钱梅芬结婚，由父亲在祖宗
的神主前，用拈阄的办法决定了婚姻。因为对家庭的顺从，
他断送了前程和感情，可他想不到反抗，只在心中为自我痛
哭。不能说父母对他不疼爱，父母视这聪明听话的儿子如珍
宝，像宝贝一样地珍爱着，但他也像傀儡一样地被玩弄着。
高觉新和弟弟们一样，也喜欢阅读新思想的书报，但却在过
旧式的生活，因为他肩负一房的职责。年仅20岁，父亲就去
世，父亲去世的前一天，六岁的五妹死去，父亲把继母和弟
妹托负于他。为了家，觉新愿做一个牺牲者，他的愿望只是
使弟妹长大，好好做人，替爹妈争口气。现实压得他太难受，
一味地敷衍忍让并没有好的结果，梅表姐死了，瑞珏也死了。

这家庭中的杯具还有鸣凤和觉慧的感情。鸣凤自幼丧母，从9
岁到17岁，在高家做婢女的这八年，她听命令，做苦事，流
眼泪，吃打骂，最终还是难逃无终局的苦刑：被主人安排给



冯老爷做小。鸣凤也不懂得反抗，她相信世间一切都是由一
个万能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的，她相信这简单的信仰，相
信命运。高府里的生活单调，夜静更深时，她也忧心于看不
见一个光明的去处，不知自我归宿何在，唯有浓密的黑暗。
高觉慧的爱并不能拯救她，反添痛苦。感情使她有许多美妙
的幻梦，却又把她丢进黑暗的深渊。她爱生活，但生活却面
面关住她，只留给她一条堕落的路。湖水吞没了她的生命，
未留下一丝痕迹，还像原先那样平静。

觉慧是这个家庭的叛徒，他虽大胆，但毕竟还是少年，经济
上未能自立，思想上也还幼稚，但他总算是逃出了这个家。
他痛恨这个家庭，痛恨浪费青春和生命的生活，期望做一个
与长辈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幼时的期望是能做一个劫富济贫
的剑侠，到中学时他相信的是爱国的热情和改良主义，“五
四”一齐，他又变成了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在逐步变化，
他虽有热忱，但也有卑怯，当他明白鸣凤第二天就要出嫁后，
一夜思索的结果是准备放弃，因为他所谓有提高思想年轻人
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他在《黎明周报》中所
写的空幻、崇高的文章，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梦想，在现
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张蕴华（琴）和觉民的感情总算没有步梅表姐和觉新的后尘。
琴不是逆来顺受的梅表姐，但也不是许倩如。她相信世界是
一天一天新起来的，她入了女一师，又期望入外专，读大学，
尽管在亲戚们看来，女孩子天天在街上走，失了大家闺范。
琴的母亲张氏虽疼爱女儿，但也不能对女儿千依百顺。她老
了，不愿再听亲戚们的闲话，只想安静地活几年，不再找麻
烦。琴对母亲没有抱怨，仅有感激，她爱她的前途，但也爱
她的母亲。她对倩如说，你的理智能够征服感情，我的理智
则被感情征服。

高家是省城北门一带的首富，但这个家庭不像表面上那样轰
轰烈烈，诗礼传家，五叔高克定偷偷在外面娶了姨太太，欠
了大笔外债，做过西充知县的四叔克安也暗中支持克定，高



老太爷一死，一家人就因为家产开始起争执。无疑这个家庭
是在衰败下去，只是它在崩溃途中还在捕获更多的食物。家
是迟早要散的，觉慧期望它早点散，像这样惊惊惶惶，唯恐
散去，结果依然免不掉一散，这才难受。到底有一天要倒的，
早点散了，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

旧家庭中的人不能决定自我的前途，不能决定自我的感情和
婚姻，女青年不能进学堂，不能剪发，甚至要裹小脚，12岁
的淑贞的小脚成为母亲夸耀的东西，也成为哥哥姐姐们嘲笑
的资料。家庭中的人不能违反家长的命令，只能顺从，顺从
的觉新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也失去了追求幸福的期望。即
使是五叔克定犯了错也要挨打，做父亲吩咐的一切，毫不迟
疑。

旧家庭和礼教固然是束缚，但家庭中的人也靠它讨生活，好
像是此刻的所谓“体制”。人之所以自愿被束缚，是因为他
需要保障和安全，情愿交出自由，换得面包和谄媚的狂喜。
礼教之所以惹人厌，是因为它虚伪，它要给这种彼此依靠的
关系披上一层伪装。绅士们明明兴奋的是那些艳俗的粉儿戏，
教训子弟的却是《戒淫浅训》。亲情固然珍贵，但亲情之下
也有仇恨和斗争，礼教宣扬的完美使这种亲情变质，如同迷
信一样，不再被人相信。觉慧的新道德未必就高明过旧道德，
崇高的东西总是空幻的，宣扬得过于完美的感情只会归于冷
漠。爱应给人带来幸福，却也带来这么多的苦恼。

巴金先生在历次重印的序言中反复说，反封建的事业还没有
完成。

其实，任何时代，人间都只是一个演杯具的场所，不管是不
是有封建家庭。跟着时代走，也未必得酬报。

巴金的星读后感篇六

他的光彩是耀眼的，像一片强烈的白光，掩盖过一切后通透



彻底。所以直到捧起《春》，我才看到觉民的光。他是薄暮
的晨光，一点一点地射放，越来越强大。

如果对觉慧是爱是叹，那么于觉民则是敬是佩。同样的家庭，
他的抗议是逃婚，他的抗争是留下来，留下去拯救，留下去
承担。

我敬佩的就是这么一份敢于担当的魄力和责任。像觉慧那样
洒脱决绝地转身他也会，也许他也会走上这条路，但与觉慧
不同的是他做不到那么干脆，那么不计一切。不是舍不下家
的富贵，说实话他巴不得生于平凡人家。金丝雀是关在笼子
里给别人看的。他还有大哥和妹妹需要他，他的走与留不只
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代人的命运。再潇洒的转身都不过是逃
避而已，而他却是面对，从当下开始抗争。正是他的无比清
醒，所以他一定要帮淑英在那条通往死亡的路上走出一个拐
点。女人不应当是封建礼教的祭奠品，更不是一个毫无思乡
心绪的木偶或砝码。他要这些人在一条女人毫无自主与地位
的路上走出一个拐点。

他是一个强者，他留下来了，这是证明;淑英飞出了囚笼，这
是证明;报社办的风生水起，这是证明。

叹往事隔不过昨天。觉民看着觉慧与淑英飞远，下一个人也
在蓄势待发，而他，他还不打算先逃离，他还有更远的路要
摸爬滚打，还有更难的前方需要他的晨光去照亮，一丝一缕，
微弱的，强烈的，都是力量。一个强者的光芒。

巴金的星读后感篇七

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都是正义派，可是决心是“不反
抗主义者”，觉民觉慧确实新势力派，敢为正义与旧势力反
抗。琴于觉民情投意合，可是却分别被父母许配给不同的人，
但他俩不妥协，最后成功了。



但觉新却是个反例。他和梅表姐情投意合，可却因为双方母
亲发生矛盾闹不愉快，所以双方被拆散了。多年以来，两人
仍忘不了对方，每晚都伤心流泪，撕心裂肺的痛。最后梅表
姐死了。

觉新懦弱到最后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这种男人太懦夫
了，应该拉去打靶。明明心里知道对与错，却口口声声说要
听从长辈尊重长辈的`，去甘心做一条服众的令人唾弃的狗。
但觉会就不同了，敢闯敢说，坚持正义，这种人活着才会有
意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