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通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篇一

格雷戈尔，一个担任着重要职位的公司职员，在家里也有着
维持家庭生活的作用，没了他，家里就没有一个能挣钱的人
格雷戈尔的妹妹，才十七岁，不需要指望她干活挣钱维持家
庭生活、格雷戈尔的爸爸，几年之前就破产了，五年没工作
了，估计自信心也没了、格雷戈尔的妈妈，更不用说，绕着
房子坐一圈都喘气。

而可怜的格雷戈尔，在一天刚刚醒来时却意外的发现自己变
成了一只令人恶心的虫子！他百般尝试的从床上下来，可刚
一下来就撞伤在了床腿上。这只可怜的虫子的惨遇估计谁也
无法料到。

从此以来，没人愿意再看见他，除了好心的妹妹，给他送来
吃的，天天关心着他。格雷戈尔的'爸爸妈妈从此一见到他这
只恶心人的虫子就会昏过去，而家里的生活一天一天的不富
裕了，只剩下五年前格雷戈尔父亲的公司倒闭时营救出来的
财产了，厨工和女佣也先后被辞退了，格雷戈尔渐渐成为了
被人驱赶的对象，而他感到别人就想要踩扁了他似的。

而行动也始终控制着他，他不能走得太远。一系列的不好的
情绪困扰他，最后，可怜的格雷戈尔在凌晨三点呼出了最后
一口气。

唉，可怜的格雷戈尔，一个相当受别人欢迎的人，变成了一



只可怜的虫子，谁都不能想象他自己该是多么无奈，渐渐地
被人疏远，被大家所驱逐，所厌恶。许多人所厌恶的格雷戈
尔是多么可怜啊！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篇二

《变形记》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
第一次深刻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值得
一提的是，卡夫卡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将人们异化成甲虫，
是因为它是一件不可避免的荒谬的事情，非常普遍，不足为
奇。除了文学语言技巧，最重要的是他深刻分析了人性的死
亡，牢牢抓住了社会现象的本质。

20世纪以来，随着大型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活
节奏的加快，资本主义世界人们之间的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
然而，正是在这种狭小的生活空间中，社会分工过于细化，
工作强度高，重复率高，导致了许多工人的心理畸形甚至崩
溃。由金钱、机器和生产方法构成的“物”逐渐操纵“人”，
使“人”成为“物”的奴隶，最终使“人”成为“物”，或
异化人性成为“物”。

变形记读后感

《小猪变形记》中的小猪，它很无聊，它遇到了长颈鹿、大
象、鹦鹉、斑马，小猪总是想装扮成它们。小猪装扮成长颈
鹿，它踩了高跷，摔了个大跟头。小猪又去装扮成斑马，它
用黑色和白色的油漆刷到自己身上。大象说它，怎么长的这
么象头猪？小猪又去装扮成大象，小猪用大树叶和长塑料管
装成大耳朵和长鼻子，袋鼠说它，你不是大象，你只是一只
装着树叶和塑料管的小猪。小猪又去扮袋鼠，在脚上绑上弹
簧，鹦鹉说它，你不是袋鼠，你只是一只绑着弹簧的小猪。
小猪又去扮鹦鹉，它在身上插上羽毛，嘴上粘上贝壳，猴子
说，你不是鹦鹉，你只是插着羽毛的小猪，你是不会飞的。
小猪装扮成了其它人，但是都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其实



我觉得，小猪还是很聪明的，想出了这么多办法来装扮。不
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还是做自己，最幸福！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篇三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如果不是名利的需求，那肯定就
是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推着他不得不走上这条路。他们在有
意识的写作中，无意识地挣扎于自己的精神黑洞，想在过去
与现实的交织中找到自己。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们作品的伟
大，他们不能自拔的真诚态度犹如圣徒虔诚的祷告，说出了
被大多数常人忽略与遗忘的真相。他们是孤独的，伟大的发
现和创造往往都联系着伟大的孤独，似乎谁都无法改变。卡
夫卡曾经说过“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其实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于自己的了解其实比他人还要困
难和陌生，否则就不会有卡夫卡这样的大师了，而或这个所
谓大师只是一只他自诩的，不断呻吟自己内心痛苦的可怜虫。

这篇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压迫，使人们无法生存下
去，最终只能在社会的压力下变形，其实与其说是社会让
他“变形”，不如说是他自己选择了“变形”。摆脱自己的
人形，逃离人的世界，这对于主人公而言完全是为了不再继
续昨天的噩梦，可是这种方式并没有使得主人公的命运走向
期待的幸福、光明，反而使其加速灭亡，而他也只能无奈地
面对这悲惨的结局。他们讲述着痛苦，阐释着痛苦，逃避着
痛苦，然后陷入到更深的痛苦中。越是生存得痛苦，就越是
不知道反抗，只想躲避，隐藏自己。在这样不能满意的环境
里，选择了最弱的方式——逃避，来求得暂时的心理安宁。

当我们在为书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而感到难过时，可曾想过，
当今社会的压力也在无形中改变着我们。但只要我们在接受
当今社会形态的同时，学着适应而不屈服，守住自己心里的
那个底线，相信在变形的过程中，亦不会被社会打败。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篇四

今晚儿子要看变形记，于是一家人围着电脑看。剧中的女主
人是深圳的一个xx岁小公主。男主人是香港xx岁的看似拥有
大智慧的小男孩，他从容、淡定、很博学多才。他两和西安
的一个3岁在农村里小学看似很品学兼优的初一学生互换。农
村孩子的父母，都有病，他爸腿因在外打工受伤没钱治疗，
落下残疾。

他们很快进入到各自互换的地点，小公主很调皮，小男孩很
懂事，在农村过得挺好。倒是农村的娃进城里，有点不适应，
学习早操没练好，却让班干部受到惩罚，那一刻我看的都流
泪了，让我想到自己的儿子，刚开始来城里的情况，那时儿
子读四年级，转来的时候数学考00分语文88分英语72分，可
是却被他们班主任说儿子在他们班排名30多名，真的农村和
城里的教育有很大距离，我的儿子以前在农村小学都是前三
名，这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一个班级只有56人他排30多名，
他对我说妈妈我一定要证明给城里的孩子和老师看，我要拿
第一。我们家一直条件不好，但是唯一能给儿子的只有鼓励
和关爱，我就说————涛涛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妈妈相
信你。到学期结束我的儿子竟然真是第一，曾经他们班施涵
都几次败于他，儿子四年级期末总分第一，五年级期末总分
第一，到六年级的时候，他骄傲了，那个时候我和她爸爸总
是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玩，把他独自一人留在家玩电脑，升
初中考得很差。想到曾经他的优秀，我好骄傲，4虚岁就会00
以内加减，五虚岁就会拼音拼汉字，如果有好的老师引导我
相信我的儿子会很棒的。

可是现在叛逆期的孩子，我真不会教育了，虽说上学期全校
排名67名，如果成绩不下滑，进一中是可以的，但是拿他曾
经的优秀相比，却逊色了很多很多。儿子和我加了好友，如
果他看到这篇日志，他小时候的优秀，希望能激发它的斗志，
不认输。



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篇五

卡尔维诺在1982年讲稿里说，博尔赫斯的每个小说，多少都
在映射宇宙的无限性;镜子、死亡、黑暗、永恒;然而，博尔
赫斯自己说道，无限性是卡夫卡小说的特性。他漫无边际的
黑暗，他叙述的故事中那些深不可测的权威。如此说来，按照
“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概念，那么他未完的《城堡》也
是“无限性”的体现之一：毕竟，如果k最后有一个结局，那
就无法体现永无至尽的黑暗了，一个句号，意味着他不再与
骑桶人、乡村医生们一起，永远处于“未完成”的坠落之旅。
《小径分岔的花园》里提到了一个没有结尾的小说：一个永
远未完成的小说暗示着永未完成的时间。而卡夫卡，则是用
未完成的小说暗示永无止境的世界。

另一个启示是马尔克斯的着名故事：在阁楼上读到“格里高
里清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然后大呼“小说可以这
样写?”然后就开始他的伟大征途了。很难说清，还有多少人
用何种方式在卡夫卡的文本里获得经验，另加诠释?于我来说，
初读《骑桶人》时，看到“我”越飞越远，“终于消失”时，
被这个奇妙的叙述角度搅得思考不能。但于他，似乎怎么解
释，都不怎么完善。

诠释和解读，易让人钻牛角尖。我们回望卡夫卡那些让人震
慑的东西，包括《城堡》那永无止境的长，《乡村医生》的
完全非逻辑性，《骑桶人》的轻逸与自我消失，《变形记》
让马尔克斯震撼的、完全不加解释的变化过程。卡夫卡之令
世界惊异不是因为他的繁丽多变，而是他的简约。他去掉了
太多太多现代小说约定俗成的规矩，扭转了它们。相比起来，
海明威自认为把英语的乱毛剪了个干净，但他至少是在一个
正常的世界里叙事。卡夫卡则远在其外：语言以及他的精神
另构成一个世界，完全不合逻辑，只符合语言本身。维特根
斯坦以为，哲学是种语言游戏，卡夫卡就是在玩这种游
戏——虽然，如大多数文本的色彩所暗示的，他也许并不快



乐。社会学家会认为那是周遭世界对他心灵的投影——倘若
真的这么想，那就太低估了卡夫卡的精神世界。

我就是这样想象他的：他一路走来，信手破坏了所有即定规
则;他破掉了文本们故步自封的玻璃罩，给出了万千众像折射
的可能性。由于这些规则此前如此森罗密布，于是，他的破
坏如此触目，以至于像爆破的火焰一样，激发了博尔赫斯、
马尔克斯们的联想和赞叹。但他自己对解读却不置一词(也因
为布罗德发表这一切时，他已经死了)。对他的一些解析，譬
如绝望，譬如灰暗，譬如敏感，想必都是准确的;但对于他的
奇思妙想，我倾向于认为，那是他的破坏行为，而不是构建。
虽然这种破坏最终构建了另一种属于他的体系和世界，并且
在多年以来，成为20世纪文本的新传说。

这天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觉得心中的压抑感像巨石一
样压在我的身上。拘束，压抑，扭曲，种种感觉把我捆住了，
周身动探不得，仿佛变成甲虫的不是哥里高尔而是我，是我
拘束在巨大的皮沙发下，动探不得。

以前见过卡夫卡的照片。还是蛮帅气的，只是一双大大的眼
睛中，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绝望?远远不止。许是
扭曲的绝望吧。他，是被一生的孤独所造就的巨人;他，站的
太高太高，他的眼睛从我们所无法到达的高度往下俯瞰，看
到了整个人类的绝望。

以前的生活充满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又使他有些爱上了此刻
的状况。矛盾，是矛盾让他心力交瘁，是矛盾让他死在自己
房间的地板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人物，哥里高尔，他
就是卡夫卡的真实写照。卡夫卡不仅仅仅在写小说，他在写
自己，在写自己的生活。

除了主人公，他的妹妹也是卡夫卡着力表现的人物。不像劣
等小说那样，把他妹妹塑造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在《变
形记》里，每个人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的小人物。他们都



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小市民。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生存和金
钱的基础上的。当自己的生活美满时，他们会去爱别人，关
心别人，照顾别人。但是，一但别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活，自
己的梦想时，爱就不副存在了。余下的，只是血淋淋的冷酷。
从主人公妹妹上的变化上，这一点表现的入木三分。这个形
象的成功塑造，也看出来卡夫卡不可估量的天赋。

暑假里的一天我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觉得心中的压抑
感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身上。拘束，扭曲，种种感觉把我捆
住了，动弹不得，仿佛变成甲虫的不是哥里高尔而是我，是
我拘束在巨大的皮沙发下，动弹不得。

《变形记》，以一种绝望的笔调开头。主人公哥里高尔在一
夜好梦结束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全家都因此
惶恐。还不够绝望吗?我以为这就是最绝望的事。不单单如此，
绝望之中还有孤独：一个人的孤独，一家人的惶恐。惶恐之
后，余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接受。习惯了就好。到这里，
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淡淡的爱
意出现了，妹妹细心的照顾，母亲温暖的语言，都让主人公
感到了一阵阵的温暖。哥里高尔也很了解自己的情况，默契
的配合着。全书开始时紧张的节奏渐渐慢了下来，事情又得
到了缓解，让人开始浮想联翩：也许，哥里高尔还会再变回
来的，生活还会恢复原状。可卡夫卡不这么认为。我看到的
只是片面，而卡夫卡看到的却是全貌。熟悉，不过是厌倦的
第一步，稍稍熟悉之后，无限的厌倦就在前面。终于，经济
上的重负让这个家疲惫不堪，心理上的重负让哥里高尔越来
越多的做出他不该做的事，比如他的生活习性越来越像大甲
虫，开始喜欢吃一些腐烂的事物——绝望终于把他逼疯了。
他想克制，又无法克制。理智已经无法战胜本能。对过去的
回忆已经占据了一切。他虽然拥有甲虫的外壳，但他还有一
颗人类的心，只要他在世界上还存在一刻，他就仍然是个顶
天立地的人。他无法忍受别人把他当作恶心的爬虫，他渴望
自己像原来一样!但是，他又对曾经的生活充满恐惧。对生活
的恐惧又使他有些爱上了现在的状况。矛盾，是矛盾让他心



力交瘁，是矛盾让他死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这不是一个简
单的小说人物，哥里高尔，他就是卡夫卡的真实写照。卡夫
卡不仅仅在写小说，他在写自己，在写自己的生活。

这本书给了我太多启发。使我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
人性的险恶，一本好书对人的影响会是一生的，希望自己能
够多读些这样的好书。

读完此文，感受很深。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了解了关于卡
夫卡这个人。他对人的弱点了解得太清楚了，常常被人认
为“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差异只在于写作手法的怪诞
不经。

小说讲述的是人变虫的故事。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
的甲虫”，惊慌而又忧郁。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
的卧室。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
人的意识。他失业了，仍旧关心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送
妹妹上音乐学院。可是，一个月后，他成了全家的累赘。父
亲、母亲、妹妹对他改变了态度。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
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
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他怀着深情和爱意想
他的一家人”，“然后他的头就自己垂倒在地板上，他的鼻
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
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格里高尔自始至终关心家庭、怀
恋亲人，可是亲人最终抛弃了他，对他的死无动于衷，而且
决定去郊游。

小说用许多笔墨写了变形后格里高尔悲哀凄苦的内心世界，
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但他的心理始终保持着人的状态，
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时的惊慌、忧郁，他考虑家庭经
济状况时的焦虑、自责，他遭亲人厌弃后的绝望、痛苦，无
不展示了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渴望人的理
解和接受的心理。只是这种愿望终于被彻底的绝望所代替，
弥漫在人物心头的是无边的孤独、冷漠与悲凉。



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有些奇妙但又让读者很
感兴趣去读，作者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
理真实的手法。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
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
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
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
判性。

这篇文章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
绝境。我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
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
的。

这是寓言，还是梦魇?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究竟是预
示了一个未来，还只是偶然的一场恶梦?主人公究竟是什么，
一只大甲虫?还是格里高利?萨姆萨?无数的疑问，伴随着这篇
荒诞不经的旷世奇作的展开而展开，进行而进行，结束而延
续。

最初的荒诞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格里高利无端地变为一只大甲
虫，而更在于他似乎完全不理解自己的处境，甚至还以为自
己能够生活得依旧正常，对于别人的态度巨变毫不理会。可
试想世上谁人能自己一觉之后变成一只甲虫后不大惊失色，
格里高利这种失常的浑然不觉，使小说中随着故事的开展而
逐渐弥漫开的荒诞更甚于人变虫的异象。

小说在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应当中进行着，隐藏在小说中的梦
魇也由最初的一小点向四面八方铺设开，同时，心中却生起
一股莫名的厌恶，自然不是厌恶这篇小说，而是对小说中潜
台词的共鸣。如果说卡夫卡塑造的大甲虫及它身上的烂苹果
只是给人以造型上的厌恶感，那么格里高利在这样一个被异
化的社会环境中奇异的生活经历，则给人以心理上的厌恶。



曾是格里高利(或许现在还是?)的巨大甲虫就这样蜷缩在萨姆
萨一家屋中的角落，经历了最初的恐怖之后，仍没有忘记
他(它)曾是这个家庭至关重要的一员。他的母亲试图关心它
却又不敢接近，他的父亲憎恶这个可怕的东西，屡次攻击它，
伤害它，并在最终直接导致了它的死亡。唯独格里高利的妹
妹，聪明的葛蕾特敢于接近并关心他，可却无能为力。最可
怜的当属格里高利本人，他试图靠自己改变一切，甚至想重
回职位，可在小说构建的被异化的环境中，一切抗争都变得
徒劳。结果只是——“‘当然死了。’老妈说，一面用扫帚
将格里高利的尸体远远地拨到一边去。”

荒诞情节中生出的梦魇与蒙克在其著名画作《尖叫》中那现
代式的忧虑极为相似。美国作家w?h?奥登说：“就作家与其
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
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

文中人物的无助，那种被束缚在异化环境中的个人与四周那
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力量，所作的毫无希望的
挣扎，才是人厌恶之所在。

为什么我们厌恶?因为厌恶即恐惧，恐惧我们的无助，我们的
无能为力。我们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力量，我们几乎改变
一切，无助似乎是不应该的。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揭露
的事实却破碎了我们的美梦，所以我们厌恶，可其实对象却
是我们人类自己。卡夫卡作品含有的空虚、固执的怀疑，向
前追求一种无信仰的安全感，这种焦虑，正是人类文明千百
年发展中不曾除去的隐痛。这种痛楚并没有因为文明的日趋
完善，人类改造能力的日益增强而减弱，反而愈加凝重。

或者换言之，我们什么也没有改造成功。作为对人类改造的
回报，一次次的自然灾害，疾病横行，真是对人类莫大的讥
讽。我们改造了什么?曾经，我们将树木一棵棵伐去，盖上摩
天巨楼，并惊呼，我们创造了新世界。可转瞬，我们却又不



得不一株株地种上。毁屋种树，退耕还林，一切依旧是原样，
什么都没变。

此刻，个体的无能为力被扩大为群体，可在浩渺无垠的嚣嚣
尘世中，群体又退化为个体。如此这般，和谐只能是唯一的
出路。我们无权选择自然，而自然却在选择我们。

和谐共处，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只有这样，我们
才不会继续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