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后花园萧红读后感 萧红传读后
感(大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后花园萧红读后感篇一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鲁迅，他不完全，只是真
正的鲁迅的一部分，萧红写的这篇文章，帮助我们更好地了
解神一般的人物，中国文坛的传奇：鲁迅。

朋友们时常谈到寂寞，在像这样的冬夜里我也是深感寂寞的
一人。

我们常觉得缺少什么似的，常感到一种未曾填满的空虚。我
们也许是在心胸里描写着华丽的舞台，美妙的音乐或新鲜的
戏剧罢，眼前向我们躺着的呢，只是一条冰冻的道路；虽然
路旁未必没有几株裸树，几个叫花子，几堆垃圾或混着黄灰
的残雪，然而够荒凉的了。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总有一些
事情让我们的心灵泛起涟漪。鲁迅先生的文章，就有这样神
奇的效果。

从中国小说发展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
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他用“借一斑而略知全
豹”的手法，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提炼情节，揭示现代
中国人的灵魂，在有限的篇幅中塑造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艺
术典型。鲁迅的小说提供了外为中用，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
础上借鉴外国，发展我国新文学的经验，还提供了以现实主
义为基础，兼有浪漫主义的手法，吸收其他多种艺术表现手
法的营养，使艺术方法多样化的经验。他以自己独特的小说



创作实践，实现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变。

对于作者的这篇文章，我想多少会有一点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萧红从小得不到父爱，没有家庭的温暖，她把鲁迅当作老师
和父亲。原来的一双对人间有些怀疑的眼睛，一下子便明亮
起来；一个孤立无援的贫弱女孩子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家。

鲁迅先生的一家同这个东北的姑娘一见如故。鲁迅先生喜欢
她，关怀她；许广平同情她，爱她，处处照应她。甚至连小
海婴也不愿意离开这位年轻的、梳着两条小辫子的东北阿姨。
萧红成了鲁迅先生家中的常客，亲密得宛如一家人。萧红在
文坛上健步地奔跑。人们看到她前进的脚印下，也流着一位
慈祥老人的汗珠，这位老人正是伟大的鲁迅。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没有鲁迅先生，也就没有萧红。她很可
能默默无闻地寂寞下去，甚至颓唐地毁灭自己。是的，没有
鲁迅先生在荆棘满地的前面为青年们开路，萧红同时代的一
批青年作家也就不可能冲出牢笼走进文坛。三十年代出现的
一批生龙活虎的青年作家，有谁没有受过鲁迅的哺育呢？在
建立我国现代文学队伍方面，鲁迅先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鲁迅是中国青年作家之父，他一生对青年的帮助，是人们万
世所感念的。

不管真实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勇士，
但他一定是看透了中国这个社会。鲁迅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
我么这个社会最最欠缺的。

后花园萧红读后感篇二

暑假我看了《小学生萧红读本》原本我以为她是一位文静，
厚重的受人们爱戴的大作家，没有想到萧红小时候也有一段
淘气顽皮但很幸福快乐的时光。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萧红带着家人去看野台子戏的这一篇，在



看戏时，人们都象过节一样打扮得很干净，特别是姑娘们，
个个把自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刘海线剪得一刀齐，有胭脂
的擦上了粉红的胭脂，还穿上了新衣服，有藕荷色的，有银
灰色的，有的姑娘觉得还不够漂亮，在上面装饰了一下。头
辫梳得一丝不乱，扎了红辫根，绿辫俏，也有扎了水红的，
也有扎了蛋青的，打扮得可清秀了呢！戏台上那些演员们更
是个个打扮的光彩照人，再加上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
人看得眼花缭乱！

读了这本书让我颇有感受，童年原来这么重要，这么幸福，
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

后花园萧红读后感篇三

《萧红散文》是萧红的一部著名的散文集，此书收录了《同
命运的小鱼》、《雪天》与《失眠之夜》等60多篇散文佳作，
林非先生曾评价说：“萧红的小说写得有散文的韵味，散文
就更有散文的风格。”我最喜欢的是《回忆鲁迅先生》一文，
若要了解鲁迅，这篇文章就是你的不二选择。萧红告诉我们
鲁迅十分珍惜时间，“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
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
书就是休息了。’”鲁迅每天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3小时，他
夜以继日地进行文学创作，一生为我们奉献了《呐喊》、
《野草》和《朝花夕拾》等100多部闻名中外的作品。

有人夸鲁迅是天才，他却说：“哪里有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
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到了学习和工作上了。”文中的一个小插
曲表现出了鲁迅对孩子的尊重：有一次吃鱼丸子，海婴吃上
一口，说不新鲜，许广平不信，在座的人也不信，海婴再吃，
仍是嚷，鲁迅拿过来尝了尝，果然不新鲜，鲁迅说：“他说
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萧红通过描写鲁迅包纸包的过程表现出他的耐心和一丝不苟：
他“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
或偏一点，然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的。



”

鲁迅先生虽然早已仙逝，但通过阅读萧红的文章,我们依然能
感受到先生的音容笑貌，鲁迅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后花园萧红读后感篇四

热爱文学的人总会熟知萧红，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
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
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文学造诣的高
深和爱情惨淡的痛心，仅仅31年的生命旅程让萧红成为了中
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最有影响力的女传奇。她从开始写作到
去世，创作生命一共只有，绝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居无定所、
贫病交加的生活，然而，她竟然留下了百万多字的作品，包括
《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传世之作。如此看来，她不但
天才，而且有着超人的勤奋。最近的《黄金时代》，《萧红
传》等电影把她的形象搬上了荧屏，让更多的了人熟知了她，
短暂时光中经历的坎坷与磨练。

很多人写过萧红的人生，这次李琦老师的作品也极为精彩，
萧红的成就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贡献，爱情和向往自由的历
程为传奇人生留下为人称道却十分悲情的一笔。本书的这篇
序章极为的精彩，语言的运用，情节的提炼，完全是整本书
的一个提炼和纲领。“她美丽纯洁的生命短暂得如同绚烂的
烟花，只在天空绽放出一片冷艳，转瞬便归于冷寂，她把凄
婉苦难的命运活成了一串动人的歌谣”。8个章节，描述了一
生的跌宕起伏和感情的纠葛。

我觉得萧红的“苦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封建家庭、殖
民社会的重压，旧中国一个女人生而俱来的悲惨命运，似乎
难以避免;可是更深刻的伤害恰恰是她爱着的人所带来的。这
就让人感到特别悲哀。年少时候，觉得萧红怎么那么笨，如
花的生命，总是带着悲剧的色彩。如今，随着时间和阅历的



累积，越来越能明白她的执着，欣赏她那种越爱越勇的心态。
现在深深觉得，在爱情里，傻瓜总是更可爱一些。

后花园萧红读后感篇五

那天“布衣书局加一口”有一场签名版图书，我看到有钟耀
群签名版《端木与萧红》，想着价钱也不贵，买下来看看端
木的夫人写的是什么也好。哪知道竞价越喊越高，我是买书
是看书不想藏书，就退了下来，在网上买了本，都是年代久
远的折价旧书了，价钱便宜到连盒快餐都买不了。

我没打算“研究”萧红，这本书我更没打算当做传记看。钟
耀群1960年才嫁给端木，端木和萧红的事情，她也只是听说
而已，所以，我不习惯她在书里经常萧红说，萧军说，你又
没个视频把当时人家的活动录下来，最好不要这样说那样说。

端木的书法不错，晚年还经常在清明的时候写诗，年代久远，
这些都成了文物，关心拍卖市场的人可能会知道，萧军后人
和端木的后人，都曾拿出家藏的和萧红有关的物品，据说卖
的价钱还不错。

1987年11月四日，端木和夫人到广州银河公墓给萧红扫墓，
留影了，钟耀群在萧红墓前朗读端木祭萧红的诗《风入松》，
也拍了照。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觉得钟耀群要是活在当下，
玩直播必然火爆。

我觉得钟女士也很不容易，丈夫心里藏着这么个女神，一般
人还真无法包容得了。好在拍卖点“文物”，写写萧红，也
有回报。

她写端木刚到武汉的时候，和两萧三人同床，请大家不要瞎
想，人家说是很纯洁的。我觉得你情我愿，爱怎么耍就怎么
耍，但端木毕竟是后来和萧红好了啊。又写端木萧红新婚之
夜，因为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所以端木不碰，萧红就提起



当年她快要临产，萧军……这些事本来你情我愿，说句难听
的，萧红当年走投无路，还不抱紧萧军这救命草吗?萧军渣，
离开萧红立刻就有新欢，但这个人很有趣，他会武功，一言
不合就动手，说话也直来直去，可他这辈子还真没“倒下”
过，红小将们可能也怕他的拳头。

晚年得脑中风，这些辛苦都是要钟去承担。但是这本书里，
她起码是回避了骆宾基那一段，甚至，连萧红送给端木的那
根棍子，她家里也写过起码两次，可能年纪大了，同一根棍
子，故事不相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行研究。

葛翠琳写端木：那位领导又说：“很清楚，萧红就是胡风分
子，你还能逃脱吗?”

这时，端木神态骤变，一张为痛苦扭曲了的脸孔，涨得通红，
嘴唇颤动着，讲话像陶瓷的碎裂声，刺耳惊心：“鞭尸是封
建帝王的做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
我决不许污蔑萧红！”

这一刻的端木，是真汉子。萧红是自己的病情拖垮了自己，
但要是活过1960年，她只会更惨。这个时候，你们可以鞭舒
芜的尸，他活该。

端木临终前，知道远在澳大利亚的女儿曾不顾一切要放下初
生的婴儿飞到爸爸身边，他立刻要女儿带好孩子，千万不要
回来……端木是对的，自然规律是那样的无情，又那样的有
情。

钟耀群在写到自己的血肉的时候，才是动了真情的，可这已
经是后记，写于1997年的悉尼，有自己的亲骨肉陪伴，就不
需要长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哪怕那一大团的阴影能带
来“名”和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