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静静的顿河感悟 读静静的顿河小说
读书感悟(精选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
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静静的顿河感悟篇一

趁着这几天休息，我读了《静静的顿河》的梗概。因为时间
关系，也因为这本书实在太厚了，也只能读一下梗概。

这是真正的史诗，真实地描写了每个生命的悲剧、痛苦和创
伤，作品散发着强烈的有别与社会主义或所谓共产主义的人
道主义气息，你可以感受到哥萨克的生活，哥萨克浪漫不羁
的性格，他们对春种秋收的眷恋，他们对生与死的豁达无畏，
他们对正教虔诚的信仰。我非常喜欢文字里对顿河大自然风
貌的描写，这些文字让人安静，让人暂时忘却了残酷生活里
的死亡：黑夜里星星流着悲哀的眼泪，冬日的月亮，像战争
和火灾的血红光亮一样，烟雾朦胧地在村庄的上空照耀着；
初春的早晨，顿河边的树林、草地、湖泊和光秃秃的田野，
都庄严地和静静地被粉红色霞光的火堆阳照得通红；像母亲
的膨胀的乳房一样的满潮的小河里流淌着清凉的，像孩子的
眼泪一样纯净的泉水；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绿油油的冬小麦，
全身凝结着眼泪一样的露珠，像怕冷一样紧紧贴在松脆的黑
土地上，吸着黑土地的黑色鲜血；野麻丛里，连续不断地发
出了鹌鹑斗的咕咕叫声，金花鼠吱吱叫着，野蜂嗡嗡叫，被
风吹动的青草沙沙响，云雀在流动的蜃气当中歌唱，远处的
干枯的山沟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地、凶狠地和沙哑地嗒嗒嗒
响着，表示着人类确实是万物之灵。

在这些美丽的背后是什么呢：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红军李哈



乔夫被俘并押送上路，树枝上那褐色的芽儿已经灌足了三月
的甜汁；那种淡淡的、隐隐约约的香气预示着春天的繁荣，
预示着太阳转回后生命又要开始。在离维奥申七俄里的地方，
在一片荒凉的、起伏不平的沙地上，几个押送的哥萨克惨无
人道地把他砍死了。先是活活地挖掉了他的眼睛，砍掉胳膊，
割下耳朵和鼻子，又在他的脸上来来回回地划了几刀。他们
解开裤子，一面叫骂，一面对着他那高大、英武、健美的身
子撒起尿来。他们对着血肉模糊的躯体骂够了，然后一个哥
萨克踩住轻轻哆嗦的胸膛，踩住仰面倒在地上的身躯，斜砍
一刀，把头割了下来。最无渲染的文字具有最强的冲击力。

静静的顿河，整篇文字是那样安静、平静、冷静；就像他笔
下那条静静的顿河，带着无限的忧郁、惆怅；流露出一丝一
缕淡淡的哀愁；饱含着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充
满了那种对人类的痛惜心情！葛利高里内心的伤痛和珍爱；
那宁静的庄严的顿河，那用哥萨克的鲜血灌溉过的草原，草
原上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这一切读来令人心里不由得隐
隐发颤和作痛；为相互残杀的哥萨克男人，为苦难中顽强生
存的哥萨克女人，也为那永远静静地流淌，流向历史深处的
顿河。

当一个作家从内心归属于一片土地时，他的血液里就流淌着
那片土地的精神、传奇、风采、历史及其崇高的形象，而那
片土地所传达给他的某种特殊启示，将凝聚成这个作家毕生
赖以表达的字符，在他的这些字符里所传达出来的，是那种
最擅长抒发心灵和情感之美的语言，他不是从世界文学的潮
流中，不是从书架上的字纸堆里，而是从炎热的夏天、寒冷
的冬天、长葡萄的平原或积雪的高山之间获取灵感，获取文
字的力量和决心，只有对土地的眷恋和心有所属，他的文字
才能如此从容不迫和富有个性。

人生不求面面完美、事事顺心，只要不昧着良心就行。我们
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而不是眼
巴巴的可怜他们，要从内心对生命涌现出爱，我们反对战争，



热爱和平，只有和平才能让世间有爱。

静静的顿河感悟篇二

第一次接触《静静的顿河》时候，我在读高中，当时我们学
校竭力创办着属于我们自己的期刊《青苹果》，因此，吸引
了一大批同学投稿。但毕竟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很快，就没
有多少人去投稿了。但是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辛辛苦苦才好
不容易办起来的一期刊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流产吗？最后就想
到了一个办法：用大量的饿版面来连载肖霍洛夫的长篇小说
《静静的顿河》，没想到的是，着小说一上期刊，就立刻为
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我们大家都开始看起我们学校自
己办的期刊来。

但毕竟时间有限，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不可能将那么大的一本
书全部都载到期刊上。我们也就只看了那么一小小的部分。
现在上了大学了，时间也多了起来，偶尔一次去图书馆借书
的时候，发现了四本《静静的顿河》：是一整套素。我高兴
的差一点就跳了起来。不见多时，现在终于有和它见面了，
我心理别提有多高高兴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学校一
次只能借一本小说，我这个心里的郁闷啊！

于是我凭着以前有过看它的经历，便借了第四本，也就是大
结局的那一本。我整天爱不释手的那着我心爱的书。就这样
终于有了感觉。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俄过人葛利高里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先后加入哥萨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以及在其中发
生的饿一件又一件令他伤心的事，先是自己哥哥的战死，然
后自己的结发妻子因为不愿意给他生孩子而自己堕胎是失血
过多而死。自己也因为没有文化而被别人瞧不起，最后不得
不有师长降为了一个小小的连长。因不满哥萨克们的战争无
目的，后来他有投身红军。将自己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没有实
际作战的能力的将军的饿怨恨全都发泄到了战场上。



作者通过对他们一家人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真实的饿反映
了生活在战争年代的'人们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和战争给人
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静静的顿河感悟篇三

想把《静静的顿河》重读一遍。

这几天一有空，就在手机上看《静静的顿河》，已经看到第
一卷的第十九章了。这一次是慢读，细心的品味小说的语言
艺术。而且在这一次的细读之中，弄懂了小说基本情节的框
架。想写一篇关于《静静的顿河》的描写艺术心得的稿子。
我觉得肖霍洛夫的语言描写，在小说中是很成功的。你随便
读小说的哪一段文字，都可以感受到小说的语言鲜活、生动
而富有形象感染的力量。随便拈一段出来，你独立欣赏一下，
就觉得这样的文字，特别有着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这与其
他的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不知是读了多少遍这部小说的
第一卷了。先前是在纸质的小说上读的。记得是在2006年，
在上班的时候，我又在电脑上打了一遍全书的四分之三的篇
幅。至于还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没有打进电脑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因为有临时的任务，放弃打下去了。
也可能是觉得耗费的时间太长，终于厌倦了吧。

《静静的顿河》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有人怀疑肖霍洛夫是
抄袭别人的作品。查来查去，后来终于证实，这是毁谤，不
是事实。但肖后来的作品，远远不如这一部了。我看过他写
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无论语言与人物塑造，都
没有《静静的顿河》达到的艺术水平。与后者比较起来，前
者应该是失败之作。

我在广州的时候，与主编闲谈时，曾经说到各人阅读的喜好。
主编说，他最喜欢阅读的小说就是《静静的顿河》。此言一
出，让我一惊，为什么他阅读的喜好与我一样呢，真是如出



一辙。我对他说，我也非常喜欢《静静的顿河》。他说，这
书最好看，看不厌的。我说，我不仅看完了这部大部头的四
卷，还抄录了不少风景描写的词句。他说，他也是，读着读
着，就想将一些喜欢的段落抄下来。记得记了一本笔记，后
来搬家，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一般不喜欢读外国人写的小说的。老外的小说，老
是用长句子，老是静止的叙述，没有生动的描写，读着读着
就读不下去了，不是想放下书本睡觉，就是跳过许多的章节，
去看一些认为生动的描写段落。再加上外国人的人名地名太
长了，稀奇古怪的名字，读起来拗口，根本记不住。看的时
候，眼睛总是在老外的人名地名上打转转，好像是绕不过去
的坎一样，真的烦人。反复读了几遍的外国小说，我还是记
不住小说里面的主人公的名字。倒是《静静的顿河》这一部
鸿篇巨制，我记住了主人公的名字。这一次再次阅读，我将
男主人公葛利高里的一家人的名字，全记住了，还将女主人
公阿克西里妮亚一家人的名字记住了。

主编说，他也是的，读其他的外国小说，可以说没有读完一
部完整的，都是挑着读，没有多大的兴趣读完全本的。

通过与主编的谈话，我才知道，原来，国内喜欢《静静的顿
河》的还是有一部分人的。这更加坚定了我对这部小说的看
法，将它奉为经典圭皋去读。

当然，我还喜欢另外一部外国小说。这就是普鲁斯特的《追
忆逝水年华》。但《追》这部小说，我是纯粹看他的语言，
不大关心它的情节。而《静》呢，这部小说，我不仅欣赏肖
霍洛夫的语言艺术，还喜欢他塑造的小说人物主人公葛利高
里和阿克西妮亚。这一对野情野恋的男女，从小说一开篇他
俩出场，一直到小说的大结局，我都是十分关注他俩的命运
的。《追》本其实没有一个贯彻全篇的主要人物，也没有什
么富有戏剧化的小说情节。所以，小说只有一些关于场景与
人物描写值得一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看头的。《静》是



历史大篇章，是恢宏之作。描写了规模很大的战争的场面，
写了很多的人物，但葛与阿的这一对主人公的生生死死的爱
情，一直贯彻到小说的最终。写大场面，作者放得开，写小
细节，又那么细腻与生动。特别是写草原上的风光，那是让
人沉醉不已，我抄写的段落，就是关于草原的描写。那些抄
录的文字，我还可以在我的粗糙的毛边纸看查找得到的。去
年，我就在一大堆毛边纸里，看到了这些关于《静》的抄录
文字。这些文字，是用较淡的蓝钢笔水抄下来的，由于时间
较长，文字已经漫患模糊，看不大清了。我一边看着这些笔
迹，一边回忆我那时候看《静》的情景，觉得那时候的我，
简直是疯狂地阅读，更为疯狂地抄书。拿到什么书就抄一大
堆文字在纸上。也不管这些抄录的文字在今后用得上还是用
不上。

静静的顿河感悟篇四

那时候的我一周至少一次去厂里图书室借书。借书的时候，
坐在图书室的阅览大厅里，看一些杂志，也看一些报纸。那
时的厂里，图书室的规模，比武冈图书馆的阅览室大得多。
订阅的书报比武冈的图书馆多得多。光是全国各地的报纸，
就是四五个报架。订了几十种报纸，上百种杂志，还有新出
版的图书，只要新华书店有货，书店就会打包寄到我们厂里，
很快就编码让人借阅了。我在图书室看报刊的时候，随身带
着纸笔，觉得有些句子精彩，我还没有学会的词语，我就会
将它们抄在纸上。回家后，再将零散的纸片，归录到我的毛
边纸本子上。等于是抄写了两遍。真是好记性胜不过烂笔头。
这样抄写，毕竟对是我好处的。写起东西来，这些新的词语，
就会奔涌而来，很快就用上它们了。特别怀念那些静静阅读
的时光。图书室设在大会场的后面，这是很少有人来的僻静
角落，只有来借书的人们，才会弯到这边来。那时借书的人
也不是很多。常来看书的人，也只有几个熟人。我是常客，
借书的管理员会跟我打一下招呼，因为太熟悉了。后来，我
去了厂工会，这些管理员与我同在厂工会后，他们对我更亲
热啦。图书管理员有金阳、刘思众、谭更生、刘绍平、陈端



阳等人。金阳五十来岁就满头白发，一个瘦瘦精精的小老头，
退休后没几年就去世了。金阳的儿子金艰，跟我是电大同学，
一个班上的。如今金艰也像他的父亲那样，霜雪满头，白得
像大雪覆盖整个头颅一样，在阳光下分外刺眼。真担心金艰
也像父亲那样走得太早。人的遗传基因作用于身体也太明显
了。人逃不过生命的自然规律的，上帝规定了你有多少寿命，
你就有多少阳寿，难以抗违。后来，谭退休了，经常上班的
只有刘思众和刘绍平。陈端阳是新宁人，她来图书室上班的
时间比较少，是因为她兼职厂内有线电视的工作吧。她与放
电影的刘麻子汉林在一起上班，与刘汉林一同在有线电视室
上班的，还一个脸寡白寡的年轻女子，她叫刘微波。她只有
在工会开职工会议的时候，才走到我们职工食堂的三楼厂工
会里来，倚着楼廊的栏杆，双手向后撑碰上，将本来很小的
胸部，撑得有点微微的波浪在起伏着。这名字起得太有水平
了，将胸波的起伏程度都写进去了。要是叫刘大波，就不太
好听啦。因为与她的实际情况相比，刘大波的名字，太不相
符了。

有时候我也来图书室来看一下报纸。偌大的阅览室，只有寥
寥几个人在看书报。室内一片寂静，只有轻微的咳嗽声和翻
动书报的沙沙声响，像偶尔翻起来的波浪闪动一下，又沉寂
下去了。不像武冈图书馆内的阅读室那么逼仄。武冈的阅览
室管理人员与来看书报的人，同在一室，管理人员的说话声，
直接吵到了看书报的人。我们单位的阅读室管理人员与阅读
人员是分开的，管理人员被关进隔开的屋里，有油漆一新的
栅栏，从栅栏的空隙处，可以看得到他们。图书室的元老谭
更生，戴一副老黄色框架的眼镜，坐在那里，眯缝着眼睛看
着书。偶尔与坐在另一边的刘思众说一两句话。说话的声音，
那么低，显然是为了不影响阅读的人们，而故意放低的。刘
思众也是因为残疾，才从车间申请到厂工会的图书室里上班
的。他的一只眼睛看不见的，沉重的眼睑永远打不开来，看
不到他的睛珠子。他也喜欢戴着眼镜，用一只好眼，坐在栅
栏后面的办公桌前，很入神地看着书。有时将眼瞟瞟窗外，
观察看书的人们。厂里总有一些撕书拿走的人，很有可能是



技工学校的学生。他们喜欢将钉在桌上的杂志，一本本地拆
开拿走。有的喜欢将他认为好看的几页，从杂志里撕走。不
过这种现象发生得极少极少。管理人员平时还是很注意的。
一般的常客不会做这种没良心的蠢事。

在阅览室里，一本本当月的杂志，搁在桌子上，你拿不走它，
因为它是钉在桌子上的木条上，在新杂志没有收到之前，它
一直钉在那里。新的来了就取下旧的杂志，再把新杂志钉在
木条上。我喜欢看的杂志有很多，像《八小时以外》《啄木
鸟》《南风窗》《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散文》《长
篇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诗》
《文学评论》《知识与生活》《章回小说》《当代》《十月》
《收获》《莽原》《芙蓉》《花城》等杂志，都是我每月必
看，几乎把每一本的内容都看完了。阅读的时光好像是静止
的，是另外一个时区，一坐到那里，人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所有红尘的喧嚣都离我而去，我的世界里，面对的只有作品
中的人与物。

刘绍平是后来去厂图书室上班的。他原来是在基建，从长沙
县铜官镇招来的普工，进厂时分到厂基建科做泥水工。说一
口乡里乡气的长沙话，与正宗长沙城里人的口音，有着很大
的区别。我上电大的时候，他还在基建科，我毕业后没过多
久，他就因为做泥水工时，在基建施工时，弄伤了一条腿，
歇了大半年的时间。他就以工伤为由，向厂部打报告，要求
调动工作，到图书室去上班。厂里同意了他的请求。我电大
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到了厂工会，与刘绍平是一个部门了。
我在厂工会的办公室，刘绍平来工会三楼开会时，我主动打
他的招呼，还在散会时，悄悄地叫他来办公室，给他一本一
页可以写三百个字的方格纸，或者一两支圆珠笔。他女儿正
在上小学，需要这些东西。我去借书的时候，他很热情地接
待我。站在玻璃柜台的后面，与我说着闲话。我要借哪本书，
只要没有借出去，他就会给我拿哪本。一些书我打算私吞不
还了，他也不问我要。像《静静的顿河》这套书，我就是从
刘绍平的手上借到的，可惜只有第二、三、四卷，第一卷图



书室没有，说有人借走了，一直没有还来。这三本书，我也
学人家没有还，至今搁在我邵阳老家的书柜里。后来，厂子
倒了，图书室四五万本书，被工会主席倒卖了，用大卡车装
了好几车，从后门拉走了。卖书的钱，全部装进了私人的口
袋里，财务科都不知情呢。败家子们没有东西可以捞一把了，
连几本破书，也要拿去卖钱。现在后悔当初要是从刘绍平那
里多弄些书回来就好了。早先要是知道这些宝贵的图书，被
这个欠下巨债的工会头头拿去卖钱，真的会想办法截留一些
书的。像很多初版的史书，二十四史，图书室好像都有的。
不过，这些书弄回来也是个负担，没有地方搁下它们。家里
的书，已经一个书柜和一个阳台上的一柜壁柜塞得满满当当
的，没有余地装书了。一些旧书我认为不太重要，就处理到
一楼的杂屋里，过几天去看，这些书被人撬锁拿走了。

我离开单位去外地打工后，听妻说，刘绍平得病死了。他的
老婆一直打着单身。女儿在外地打工。我去年在邵阳时，还
见到过刘绍平的妻子。她跟我住在汽制一村，几年不见，显
得更加苍老，背都有些驼了。

好时光总是留在记忆之中，过去的国企才能具备的好处，多
得数不清，其中能让人静静读书的福利，现在恐怕在一些私
企里，是找不到，甚至在一起国企里，也难寻觅踪影。六月
份我去邵阳日报，特地上到三楼，看看那里还有没有图书室，
想在图书室里翻翻报纸，我来到原来是图书室的房间，发现
这里不是阅览室，而是一个财务室了。我在三楼走来走去，
也没有发现阅览室的存在。心想，原来的阅览室，现在被拆
掉了吧。那个脸上长有雀班的女子，到哪里去了？一定是退
休了吧。她一退休，图书室也就没了。邵阳日报原来的图书
室很小，当不得我们单位图书室的一只角，窄窄的一间房子，
里面没有什么藏书，订购的报刊也少得可怜。可就这么一间
小小的图书室，报社也不让它生存。可能是报纸的销量正在
走下坡路，被互联网冲击得难以支撑下去，削砍开支，压缩
经费，图书室就这样被裁减了。如今的报社编辑室，看不到
一张稿纸，不像先前，编辑的案上，总是堆满了老高一摞的



稿纸，有的还是好几摞呢，稿件将编辑完全包围了。人就一
头扎在稿件的围墙之中，埋头编稿。现在呢，编辑室里除了
人之外，就是人手一台液晶屏台式电脑，桌上除了电脑之外，
别无长物，你找不到一张稿纸和一支笔。你完全看不出这是
编辑室，以为误闯游戏室呢。笑泉还在邵阳日报做副刊编辑
的时候，他就说，报社早就不收纸质稿件了。你寄来的纸质
稿件也不会看，更不会发稿的。因为报社裁掉了打字员，没
有人将你的纸质稿件输进电脑的。你如果用纸质稿件寄到报
社，还指望发表，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是不可能的事。倒是
一些大报有良心的编辑，会收一些纸质稿件。像邵阳的散文
家刘志坚，还是坚持用笔写稿，投寄到羊城报去。晚报的编
辑会将他的稿件输进电脑，发了出来。大报也没有打字员了。

不会很遥远了，人工智能会取代编辑，取代记者，取代律师，
取代翻译，取代操盘手，取代操作工，取代驾驶员。现在我
国的体育新闻报道，很多是由一个叫小明的机器人写的。小
明已经写了五千多份新闻报道了。体育记者需要十几小时采
访和写作发表的新闻，小明只要零点几秒就完成了。就在八
月底，国家发布了关于优先发展人工智能，抢占未来高科技
前沿阵地的文件，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
即日起就要实施从中小学到大学，设置人工智能课程，开发
和培育人工智能人才。马云开设全国第一家无人商店之后，
又首开第一家刷脸商店，手机正式下岗。今后你什么也不要
带在身上，就带着你的一张老脸闯天下，凭着你的这张搬不
走的脸，就可以刷脸一路绿灯，吃住玩行，通行天下。昨天，
华为的麒麟970芯片，在德国的柏林发布。新发布的手机芯片
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大，可里面装入55亿晶体管。高通的骁
龙835最新的手机芯片才31亿个晶体管，苹果的最新处理器
才35亿晶体管呢。华为新发布的处理器，竟然比这两家大牌
手机商多出快一半的晶体管。据说970芯片中嵌入了人工神经
网络，手机有这种芯片，就可以进行深度学习，机器像人一
样可以学习之后，掌握一些技能。



静静的顿河感悟篇五

假期，我阅读了苏联著名作家，被人们称为哥萨克歌手的肖
洛霍夫的成名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

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普通哥萨克的故事，反映的却是从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至国内战争时期这十年间顿河流域政治风云变幻
和顿河全体哥萨克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

全文以普通哥萨克人葛利高里的生活经历为明线，以他的情
感经历为暗线，记叙了他坎坷而又充满激情和迷惘的一生，
并由点及面，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顿河人民在面对社会历
史重大选择的紧要关头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斗争和走过的艰
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探讨了个人命运同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出作者独有的悲剧意识和深广
的人道主义关怀。

读完全书后，我不得不对这位伟大作家感到信服，1965年他
所荣获的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对他而言，真是当之无愧。

葛利高里就是文中的英勇而不屈于命运的青年，抛下妻子娜
塔丽娅——这个富商的女儿，而选择真正至爱的，地位低微
的阿克西妮娅；他那足够的魄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立刻应征入伍；在表现出色，屡立战功的光辉之时，对战争
的血腥和残酷深感困惑而使精神上异常痛苦；因不满自己所
在的红军施下的暴行而一气之下加入叛军且当上师长；在白
军被消灭后，再有勇气带着赎罪之心参加布琼尼骑兵团，并
能奋勇杀敌，战功赫赫；因惧怕在肃反运动中遭迫害而冒险
参加弗明匪帮；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带上阿克西妮娅远走高飞；
在阿克西妮娅被追兵枪击，悲惨死去后，万念俱灰的独自一
人在草原上流浪三天三夜。

如果没有这些注定悲剧的恐怖因素，世间本可以是多么的祥
和而温暖，人类自认为正确的进步方式反而抑制了我们前进



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