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莫言读后感 莫言红高梁读后感(模
板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莫言读后感篇一

20--年是我们生命中最黯淡的一年，作为女人我不幸”怀孕
了，计划外的，也就是腹中的这个“孽种”开始了我们的恶
梦。后来政府知道了，后来多次带人上门，恐吓，吓的我们
夫妻俩带着腹中的这个“孽种”一路逃亡，辗转苏北，后来
由于中央型前置胎盘又亡命与南京，由于整日东躲西-藏，每
日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最后在市幼剖腹产下奄奄一息
的男婴，三天之后不幸夭折了。此时镇政府已惨无人的拆除
了我家的楼房。这是何等的绝望让人撕心裂肺。而后只要看
到人家怀中的小孩便不由自主道要是我家的孩子在也这大了。
丈夫劝我说你不要这样了你可不要成为祥林嫂呀。的确这是
祥林嫂念念不忘阿毛那句只能与丈夫抱头痛哭蛙里发生着1也
的确是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与争夺，那些有着顽强的身体曾经
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被追赶的孕妇张拳的老婆多么渴望跳到
河里逃脱已生下她那快足月的孩子，——被救上时每一个人
都看到了她双腿间流下的鲜血及她和孩子都行将死亡，而对
无情姑姑，这个女人留下了最真切的诅咒；“万心，你不好
死！”

姑姑晚年充满了负罪感，在一个夜晚她听到了蛙鸣。仿佛成
千上万个婴儿在哭泣和控诉。



感谢莫言，他的蛙提供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译质力量，它们是
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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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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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高梁的生命力在于那一抹跃动的红色。是的，红色是富有
生命力的颜色。著名导演张艺谋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曾极力渲
染这种惹人的颜色，也许这一切都源自他的成名作《红高
梁》。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
的“奶奶”。在莫言笔下，“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
活力与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
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
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
子。“奶奶”绝望了，置诸死地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
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一切。小说运用大胆的笔触，



描写了这激情亢奋的场面。一个是拦路劫匪，身强力壮，后
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
又绝处逢生、欲望之火奔腾不已的妙龄女子，在那个一切旧
的事物虽然高悬人们的头顶却已经摇摇欲坠的时代，他们的
精神和肉体彼此契合，传统的封建伦理和道德在他们面前荡
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梁
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奶奶”这一形象，完全背离
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三从四德，而是一个自由，洒脱，热情，
豪迈的象征符号。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
特征，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传统社会
的底层，尤其在我国北方广大农村，至今依稀可见一种具有
原始意味，与传统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
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视情爱为人之本性。或许这
源自他们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恩怨分明的性格特征。“奶
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些许特征。

小说中一幅幅独特的视觉画面冲击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壁垒。
无边无际恍如血海的红高梁，刘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活剥后仍
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以及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
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观描写。莫
言的感观与众不同，他把传统伦理的教条抛诸脑后，完全融
入到中国北方那片荒凉原始的土地，用生命最原始的张力和
活力构成一幅幅特殊的画卷来诠释我国民俗文化的特征。为
恰当地表现这一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
铺展开来。《红高梁》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记忆作为线索，
另加上“我”的补充组合而成的。因此，这部小说也就在文
学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并且在乡土文学领域中开拓出了传统
笔法之外的另一片广阔天空。

《红高梁》的作者毫不吝惜自己对中国民间价值的认同，强
健的体魄，豪迈的性情，轻生重义的.品质都是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形象，相比之下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表
示愤慨。莫言在《红高梁》的题尾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
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



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
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小说中“我”的爷爷余占鳌并非是一位为了民族大义革命信
念而抗击日本人侵略的传统式大英雄。他只是单纯的为了替
死去的生命复仇，为了让生命能够继续延续奋起反抗。
而“我”的奶奶临死前仰天对一生的感悟更像是一场华丽的
赞美诗。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尊重生命本质的人文情怀，小说
红高梁感动无数的读者，指引人们如何正确审视我们的生命。

莫言读后感篇三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我在新闻上看
到时，很好奇地问爸爸：“爸爸，莫言是谁呀？”爸爸告诉
了我莫言先生的成长经历和他的书籍。其中我最忘不了的一
句是，他是我们高密人。

我让爸爸带我到书店去买莫言写的书籍，后来我也从电脑上
查了一下资料。我为莫言是我们高密人感到很光荣，头上仿
佛架了一座彩虹桥。也同时为莫言是我们高密人喝彩。

在网上，我搜集了大量莫言先生的作品。搜到了莫言散文
《卖白菜》。我很好奇，为什么莫言先生会写卖白菜呢？我
在网上一读，哦！原来是这样。莫言出自于高密市大栏乡，
小时，他跟他母亲去卖白菜。由此创作了散文《卖白菜》。
我第一次读的就是《卖白菜》。

这个故事讲述了莫言12岁跟母亲去卖家里仅剩的三棵白菜，
遇到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嫌弃白菜，莫言反驳她，最后，
经过几分钟的纠纷，老太太决定买白菜，莫言代母亲算账多
算了一角钱。这篇文章中“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
多算人家一毛钱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母亲仿佛一点也不生老
太太的气，而老太太又是拨菜叶，又是用手指戳，反而生莫
言的气。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希望，



我们在集市上选购东西时，不要给买主找麻烦，卖主同时也
不要给买主找麻烦。

【篇一：】当我读到《中国最好的散文》中的《卖白菜》时，
我被感动了。这是我第一次读莫言爷爷的散文，感觉朴实感
人，还十分贴近生活。这篇散文讲......

莫言读后感篇四

合上书的时候渐已破晓，一人，一灯，一夜，无眠。

这是一个关于娃的小说，莫先生用信的形式娓娓道来。四封
信，一剧本。彼此间相互渗透着，渗透着人性的那份悲悯。

娃，孩子，作为全书的中心，姑姑接生娃，姑姑打掉娃，姑
姑帮偷娃。读罢，心却久久难以平复。这该是一段什么样的
历史。远离了昨日的我们，在今朝回头看看过去，还是，会
留下泪水吧。

建国，发展，天灾，作者没有任何的渲染，只是作为一个经
历者，一点一点道来。朴实的言语，却组成了深情的故事。
那段岁月，那些日子，也只有体会过的人才能慢慢叙述。

姑姑，人性服从于社会的代表着。政治家摩根索曾说过，政
治受根植于人的客观理性支配。计划生育政策来的那么突然，
姑姑由松子娘娘般的人物变成了刽子手，她秉公执法，将那
些孩子送走。我不知道她内心是何等的悲壮，她定是一边受
着非议，一边定是悄悄抹泪吧。

姑姑一辈子没有孩子。年老，她常常看着那些泥人。姑姑给
每个泥人都命有名字。她记得每个逝去的孩子，一直记得。
看到姑姑告诉蝌蚪那些名字时。心，一颤。

人权，社会。姑姑坚定贯彻自己的信念，然而面对着孩子的



亡灵，她也困惑，她也懊悔。可是，那般环境下，还有可以
选择的权利么。

死亡。

妈，常告诉我，女人生孩子就像经历了一道鬼门关。看到想
方设法为生男孩的王仁美死在手术台上时。心，堵堵的。如
果不是那个时代，没准，王仁美生下的孩子真的会天资过人，
成就一番伟业。

可是，这是如果。

那个时代注定刻在历史的丰碑中。

人性，时间，磨砺。

那个时代姑姑的严厉执法不近人情似乎让那个时代感觉暗无
人性，但现今时代钱权的驱使，看似很多事更近人情世故，
但只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弱者去缺少更多的关怀。

陈眉，一个才色过人而命理悲惨的弱者，从打工被毁容工厂
不给补偿，到父亲车祸再到为人代孕骨肉分离。现代执法者
对权利的亵渎一一展现，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姑姑看似不
近人情，但她身上有更多人性的光辉，而现今人看似很有人
情味，其实都是虚伪的表演。

文章在小狮子分泌出乳汁后戛然而止，这是社会的漠然。人
性的冷漠至此到达顶峰，留下来的只是思考。

田中的蛙鸣，婴儿的啼哭，似乎真的在耳边回旋。

似乎在向我讲述着，讲述着，一个他们的故事……



莫言读后感篇五

文章讲述了“我”——郭排长，丑兵王三社和战友小豆子之
间的故事。由于三社长得丑，所以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他，称
他为“卡西莫多”——“老卡”（卡西莫多是电影《巴黎圣
母院》中的.钟楼怪人）。一次，排里流行戴“脖圈”，丑兵
也戴了一个黑不溜秋的“脖圈”。在食堂吃饭时，小豆子嘲
笑丑兵：“你的“脖圈”是不是爱斯米拉达送给你的？（爱
斯米拉达是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美女）”丑兵被激怒了。
因为“脖圈”是他母亲给织的。丑兵把一碗豆腐炖粉条扣在
了小豆子的脖子上。小豆子的脖子顿时变成了“火鸡的脖
子”。读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小豆子嘲笑丑兵，瞧不起人，
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丑兵王三社和小豆子都上了前线，“我”（郭排长）
千方百计地打听他们的消息，后来在医院住院的小豆子
给“我”（郭排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三社并肩
搜索地雷，我眼前一黑就倒下了下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我觉得被人背着慢慢地爬行，我大声问：“你是谁？”他翁
声翁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
他越爬越慢，终于停住了。我意识到不好，急忙喊他，摸他。
我摸到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喊：“老卡！”他终于说
话了：“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
条……”

读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丑兵以他博大的胸怀，把生的希
望留给了曾经嘲笑过他的小豆子。丑兵长得虽丑，但他却有
一颗金子一般的心灵。

莫言读后感篇六

说到我们国家有什么事是影响深远，大到关乎国运，小到家
家户户都有一段记忆属于它。在那个年代，它夹杂着无数的
秘密，用沙土掩盖，怕被外人知晓，在往后岁月中，偶被提



起，嘴里念叨着，感慨着，哀叹着。随着16年计划生育政策
新规的实施，过去那段历史又被人们忆起。
这部小说，倘若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变。姑姑本是一名医者，
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身份发生着改变；村民们对她的态
度发生了改变；姑姑的言行发生了改变。
姑姑是当时村里真正意义上的产科医生，“科学”的化身，
她学习妇科知识归来，好似左手扛着把大刀，破旧，挥刀赶
走那些接生靠经验、靠蛮力的害人产婆，右手是从观音菩萨
那借来的杨柳条，对于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就是能救苦救难，
把产妇从生死边缘拉回来。姑姑的形象如同寺庙里供奉着的
送子娘娘，甚至被神化到开的一剂药就能改变胎儿的性别，
那段日子里，村民们对姑姑是敬重的，信赖的。但随着后来
姑姑成为了抓超生的负责人，村民们见她似见瘟疫，躲着、
怕着。被她抓着后，骂骂咧咧着，痛恨着。这部小说其中一
妙之处就在于，里面的人物所做的事情，你无法仅用一对或
错，就给他们拍板定论。这些人物的做法，有很多堆砌起来
的因。品读的时候，你的是非观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是错的，
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你又能理解他们的行为，甚至叹息他
们的结局，正所谓“可恨之人必有可悯之处”。
小说前半部分对“蛙”的提及并不多，以致疑惑这部小说与
蛙有什么关联，无非就是“蛙”与“娃”是谐音，“女娲”的
“娲”与“蛙”是谐音，到此小说并无太多提及了。直到一
个小孩子把一只蛙丢到了姑姑身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姑此
时却面如死灰，这件事作为引子，道出了与蛙的故事。人们
总笑命运捉弄人。姑姑很喜欢小孩，最爱听初生婴儿的哭声，
可是当她退休那晚，在酒精的作用下，那些蛙的叫声好似孩
童的哭啼，却让姑姑惊吓得只剩下半条命。或许在抓超生的
那几年，姑姑的爱党爱国，让她抓起超生来，义不容辞、铁
面无私，不管如何无情的让怀胎数月的妇人拿掉孩子，也都
腰杆挺直。但是那晚，她“解甲归田”，此时的她变回了一
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她之前做的所
有“狠心事”，一下子变得不可饶恕，她就是一个心狠手辣
的女人，她夺取了无数无辜未出世婴儿的生命，手上沾满了
鲜血。都说人在老的时候就会回首自己的前半生，也悔恨懊



恼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曾经那么喜欢孩子，把许
多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产科医生，之后抓超生时所做的
一切，无疑是一个刽子手的行为。那些蛙此时无疑就是来索
命的婴儿，他们叫的那么凄惨，抓着姑姑的头发，拖着她的
腿，在姑姑看来，她要还债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的姑姑内
心有多么的惊慌失措与害怕，可想而知。在那一晚，大手的
出现，在姑姑眼里简直就是一束圣光，把她从恐惧中解脱了
出来，这也就解释了后来姑姑为什么会愿意嫁给外貌平凡无
奇的大手。
那一次过后，姑姑变得精神恍惚，没有了之前的精气神。也
彻头彻尾从一个唯物主义者变成了唯心主义者，相信世上有
投胎轮回一说。命运更巧合的是，姑姑的丈夫大手是一个捏
娃娃高手，捏出来的每个娃娃都神态各异，好似真人。于是
姑姑依照自己脑海里想象的每个被她亲手“扼杀”的未出生
婴儿的样子，指导着丈夫把他们捏出来，在屋里供奉着。之
后，以前被姑姑堕胎的每一家，有新生儿诞生了，姑姑就认
为是捏的娃娃终于投胎了。这，是姑姑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方
式。姑姑的变，让人唏嘘不已。被迫失去腹中胎儿甚至是搭
上自己性命的孕妇，是那个年代的受害者，但谁想过，姑姑
这类人在当时也只是一杆枪，同为受害者。
坊间流传着蛙和人类是同一祖先，在作者描述的蛙养殖场里
的池子里，这种说法被“验证”的淋漓尽致，它们的蛙叫声，
它们结合的方式，仿佛如果人们对已被科学论证了的人类起
源论有了一丝动摇，也不足为奇。当你以为蛙养殖场这段情
节只是单纯与“蛙”呼应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是引
出小说故事在新时代下，与“孕”的那些事有关的新篇
章——这个蛙养殖场，背后实际上是一家代孕公司。而所描
述的代孕流程，与前面蛙池的分类无差，相似得令人咂舌。
小说的第一视觉“我”的第二任妻子小狮子，也就是姑姑的
手下，也十分喜爱孩子，可是偏偏命运像捉弄人一般，小狮
子难以怀孕，体会做母亲的感受，但是她又想弥补“我”的
遗憾，想为“我”传宗接代，竟然瞒着“我”跑去找了代孕。
而在这个故事里，对于“我”猛地醒悟小狮子找代孕的那一
段情节，现实的进行时与记忆的零碎在拼凑，两条线的平行



描述，可谓是妙。
到了小说结尾，命运抓弄人的戏份被推向了高潮，前半生有
一半在抓超生的姑姑，成为了代孕的帮凶，亲手接生了这个
代孕的孩子，这是多么让人觉得荒唐可笑的事情。
这部小说里，每个人物都被塑造的十分立体，不是单面性的，
每个人都有他（她）的好坏面，有着人性的弱点。小说有很
多描写，把旧时候人们对于传宗接代的欲望展露无遗。每个
人都有着他们遮遮掩掩不想为人所道的一面，正如姑姑文革
时期曾是红卫兵的一份子；姑姑的好助手小狮子跟着姑姑抓
超生，后来却瞒着大家偷偷跑去找代孕；主人公“我”忠军
爱国，正义，时刻谨记自己军人的身份，从不敢做越池半步
的事情，但后来传宗接代的想法越发强烈，最终动摇了自己
坚定的心，成为了生下非法代孕孩子的帮凶。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在改变，特别是年青
一代，对传宗接代、生男孩的渴望淡了许多。每一段历史都
不能被磨灭，那段曾带给人们创伤的岁月，成为一个特别的
标记，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