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骆驼祥子(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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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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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骆驼祥子篇一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的地方;隔着草帽，
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湿裤子裹住他的腿，
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和背，横扫着他的脸。他不能抬头，
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像要立定在水里，不知
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
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茫茫地觉得心有点热气，
耳边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
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地，低着头一步一步
地往前拽。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地任凭车夫在
水里挣命。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秀的长篇小说
之一。

作品以旧中国北平为背景，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由人堕落
为“兽”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者对挣扎在社会最低层劳动
者苦难命运的关怀和同情，歌颂了祥子勤劳、朴实、善良、
向上的优良品质，深刻揭示了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原因。

作品围绕着祥子买车所经历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
索，将笔触伸向广阔的城市贫民生活领域，通过祥子与兵匪、
与侦探、与车厂主、与虎妞、与同行等各个方面关系，描绘
了一幅动荡不安、恐怖黑暗的社会生活图景，从社会、心理、
文化等层面展示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至精神



崩溃，走向堕落的悲剧一生。祥子原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农民，
忠厚善良，勤劳朴实，沉默寡言，坚忍要强，但经过三起三
落挫折打击，他的理想终于破灭，性格扭曲，堕落成没有灵
魂的行尸走肉。祥子的悲剧反映了城市畸形文明病及愚昧文
化给人性带来肉体、精神上双重伤害，凝聚了作者对城市文
明病与人性关系的艺术思考和批判性的审视。

作品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朴实明朗的语言，代替了
过去失之油滑的诙谐。作品采用大量的叙事、抒情夹议论的
心理描写，替祥子诉说着血泪凝成的痛苦心声，既刻划了人
物性格，又表达了作者挚热的感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从语言、环境到风俗人情，显示
了作者日渐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艺术风格。

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讲述了北平老城里活生生的一幕。祥
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要买一辆车自
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年轻力壮，正当生命的黄金
时代;又勤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强烈
的信心的鼓舞和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
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
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
追踪还使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
的“爱情”又给他的身心都带来磨难。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
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
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积蓄买了
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
“像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经过
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
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
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
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盘碾得粉碎。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
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
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



平常他好像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格中也蕴藏有反抗
的要求。他在杨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情，
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
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
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
他所认为的“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
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
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
却是正当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写了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
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
为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
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剧之所以能
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
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象这样勤俭和要
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
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
恶。

这故事是一个悲剧，彻彻底底的悲剧。一个曾经勤劳坚忍，
有着自己目标的人最后却沦为了社会垃圾。从前的祥子善良
淳朴，正直诚实，对生活有着像骆驼一般积极和坚韧。周围
的人都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而祥子却不安于现状，他
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而奋斗，他宁愿冒着极大的风险去赚
多一点的钱，来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生活。他不断地追求，追
求成功，追求幸福。然而即使是这样，也终究没有改变他最
后的悲惨结局。

也许这才是现实，残酷、悲哀、无可奈何。理想和现实总是
充满了矛盾，它们往往不能调和，然而它们却又同时存在。
社会是现实的，它不会为了一个人的理想而改变，也不会是
完美无瑕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断奋斗，最终却不一定
能够真正获得成功。就像祥子一样，他努力，就是为了寻求
美好的生活，但是结局却是那样悲悲惨。



对于骆驼祥子，我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也感到无奈，但也
感到敬佩，我佩服他从前的坚强，他的上进。然而他最终没
能战胜自己，没能战胜社会，终究还是被打败了。也许是因
为社会的极度黑暗，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不管怎样，环
境对人的改变至多至少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当时的
社会治安好一点，祥子也许就能实现他的理想，也许就不会
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人离不开社会，而社会又决定着人，如
果无法处理好现实与理想、社会与自己的关系，很有可能就
会失去原本的自我。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是要因人
而异，因社会而异。如果总是无法实现理想，那么就有可能
变成“祥子”，堕落、衰败，厌恶生活。毕竟能够一生都坚
忍不拔的人是少数。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然
而这一过程会很复杂，人很容易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就会迷
失方向，甚至堕落。

作品本生写道：“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
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
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
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
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
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读罢这本书，我对祥子的评价为：祥子是一个经不住生活的
考验，而失去生活的人。俗话说：“路慢慢之远兮，吾将上
下之求索。”他为何不再寻求新的路，而成为社会的人渣，
败类?他为何不做生活的主宰者，去自谋生活呢?我想，他也
是害怕了，因为他是农民出身，他受不了生活一次次对他的
打击，他放弃了。所以酿成了书中的人物一直走下坡路的原
因后果啊!

明天会怎样?我不得而知。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好今



天。

读后感骆驼祥子篇二

《骆驼祥子》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文学家老舍，小说主要写
了一个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惨故事。

祥子一开始年轻力壮，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一心想买一辆
属于自己的车，祥子省吃俭用三年才买上了一辆，他此后的
生活越来越起劲。一次被大兵们抓去，车被抢走了，由于他
的机灵，他逃出来还带了三个骆驼，卖了三十五快，使他有
了重卖车的希望，但又被侦探敲诈了。他娶了虎妞，虎妞买
了二强子的车给祥子，却又因生病花光了虎妞的积蓄，虎妞
又因难产死了，祥子只好卖了车办丧事。小福子对祥子有情
有义，为了父亲和弟弟，她去白房子，最后吊死。祥子经过
这些挫折，终于完全堕落，心中的一切梦想的破灭。他吃喝
嫖赌，还出卖朋友、撒谎骗钱，变成社会的行尸走肉。

从一个诚实、正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一个撒谎、懒惰
的渣子，我感触很大，过去的老北京那些没权没势的穷苦车
夫受尽压迫与欺辱，心中的希望一点点变成失望，最后变成
绝望。

对于祥子，他一开始有着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像骆驼一样
老实、吃苦耐劳。如此好的一个社会青年，若生于今天的社
会，定会有所作为。

虽然祥子最后变得落魄、懒惰，但之前的一些品质值得我们
今天的中学生学习，取他人之长，丰富我们的精神。祥子能
忍、重情重义、老实、正直、友善、对目标不懈追求、有希
望就有动力等众多优秀品质。

其实环境也会影响个人，艰苦的环境造就能吃苦耐劳的人们，



和平富裕反而使有些人懒惰；过度的欺压和逼迫也会改变个
人，正如祥子等许多车夫。因此，不能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
自己的优秀品质，但遇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要学习他人的
长处，使自己长处更长，短处不在使自己自卑。

读后感骆驼祥子篇三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代表作，作品艺术地概括了祥子
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到精神崩溃，从而走向堕落的悲
惨一生。批判了把祥子逼进堕落深渊的黑暗社会，有力地刻
画了在旧社会努力想要凭着个人奋斗摆脱穷苦生活的底层老
百姓的形象。

这是一部京味十足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最为
精彩，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北京口语的原汁原味，如“打
盹”、“爽性”，“腻烦”等，将旧社会的老百姓形象衬托
得淋漓尽致。老舍将这些语言融入到精彩的段落中，韵味十
足，感情饱满。

“想到骆驼和洋车的关系，他的精神壮了起来，身上好似一
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只盼望换个百儿八千的，恰好
够买一辆车的。”这段文字作者用了幻想的手法，描写了祥
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他最后悲惨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看完这本书，我的内心不禁有些沉重，对祥子的遭遇表示深
深的同情与无奈，他是那么努力地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但
在当时的生活环境及时代背景下，这一切都是徒劳。对比祥
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如此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
还有何理由虚度光阴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新的一年，
我要加倍努力起来!



读后感骆驼祥子篇四

八年级作文：骆驼祥子读后感

那社会那城镇，如同一个泔水桶,装满了各种的污秽:战乱压
迫、欺诈、吃喝嫖赌------它们散发着恶臭在阴暗的地下水
槽中，在城市的各各角落肆意流淌然那一个个贪婪地怀揣着
梦一般的幻想的人却一个个跳进桶中，扑向那污秽的街头巷
角。

在这混沌之中，卷起的阵阵劲历寒冷的烈风，夹着无数吸血
的痛，一次次迎向他，那是一条条吸血的贪婪与剥削，深深
咬住他那坚挺的身躯，不断地消磨着他坚硬的臂膀，沥出他
健壮的心中年轻的向往，他一次次绝望地倒在痛苦之中，又
一次次挣扎着站起身，因为他坚信，凭着自己的勤劳他终有
一天能爬出深渊，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波折，刺瞎了他注视光
亮度的双眼，污浊腐蚀着他心头殷殷涌血的伤口终于城市像
两片紧紧咬合的齿轮，碾碎了祥子那硬朗、简单而又渺小的
心他那晨露般纯亮的灵魂也渐渐消散随着泔水一起流淌。

在祥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支火烛在寒风中从挣扎到熄灭的
过程，在他短暂的一般明亮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
无尽的黑暗，可是我们是不是还应想到什么？在那么不幸的
环境中祥子是必然毁灭的吗？难道他真的没有一点希望，注
定要一步步走向灭亡吗？如果我们身处在那样的环境中，我
们的结局又将怎样？的`确，以祥子的性格祥子必然毁灭，但
即在这样黑暗之中也还是有人的眼中充满了光明，即使再黑
暗再绝望，也有人能够坚挺地走过来，我们今天能坐在这个
社会中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今天那无限光明的背后，不也
是在那混沌之中的一丝光明开辟的吗？正是有这样一群人在
如此的黑夜里一次次点燃熄灭的烛火，今天才成了今天的样
子，同是一样的环境，祥子失败了，他们却成功了.

这是因为什么，正应了书中的一句话“一只蚂蚱再能跳，被



人捉了也只有死的份儿，但若有一群蚂蚱一眨眼的功夫便吃
完了万顷良田”对，祥子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的简单，
他的梦想太过于简单了，在这吃人社会中强大的规则面前是
那样苍白无力，他固然健壮、执着、吃苦耐劳可是他毕竟太
渺小了，他的目光只见的也只限于自己以后能否过上好日子，
而那些衰老的车夫正是祥子的未来，可是他对他们不屑一顾
认为只要自己努力拼搏必定不会落到那份田地，他甚至认为
开汽车的理由高人一等理应站别人头上，正是这样的无知，
让祥子走上了不幸的毁灭，其实老舍本想告诉的不是社会的
黑暗，而是为如何在黑暗中走向光明，可人们往往看见了前
者所以总有人抱怨生活。

在社会沦陷面前，在民族危亡面前，当侵略者的铁蹄踏在我
们家乡土地时，总是有那么多人不幸而愚昧的人，执拗而单
纯地死死抓住那天真的幻想，只想到自己安稳过日子，于是
大街上有那么多人冷眼看着别人的暴行，无动于衷，当别人
骑在自己头上剥夺自己的血汗时，大部分人都忍气吞声，默
默地支撑，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只要自己的家是安全的，大
家多么危险也与己无关。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你冷眼看着
别人的不幸时，就注定了那不幸要在你身上重演，这个世上
没有孤胆英雄，于是秉着个人奋斗主义的祥子注定地走向了
灭亡。

八年级（初二）：小乐

11月13日

读后感骆驼祥子篇五

读完《骆驼祥子》，一股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曾将勤劳朴实
的祥子，最后，却变成了城市的“垃圾”，行尸走肉般的生
活着。

我不禁感到伤心，为祥子感到悲哀，现实的残酷彻底击垮了



祥子。他曾经一心想买上自己的车。凭着勤劳和坚忍，他终
于买上了属于自己的车。但就在他高兴没多久后，他自己买
的第一辆车被大兵抢去了。买第二辆车的钱被孙侦探敲诈走
了。第三辆车为了给虎妞办丧事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小福子
也死了。残酷的现实使他最终变成了麻木，潦倒，堕落，自
私，不幸的无业游民。连遭生活打击，祥子再也无法鼓起生
活的勇气。

我为祥子感到惋惜，现实是残酷的，它总是与理想相碰撞。
可在现实面前，祥子被一再打击，最后，他连还手的力气都
没了。

在困难面前，我们是否会被生活打败呢?只要自己勇于面对困
难，就不会放弃，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与祥子比起来似乎真的很渺小。可有些人就会自
甘堕落，放弃自己，放弃生活，其实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想
一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说道：“故天降大任于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只要奋斗，奇迹就会出现。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