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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
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狮子与牛虻的读后感篇一

读到第六章时，我哭了，当两滴泪水坠落在书桌上碰击出滴
答一声，心猛然一紧，仿佛灵魂也跟着颤抖了一下。平时一
直傻傻的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命途多舛，生活过得多艰辛困
难，读完《牛虻》后，觉得自己遇上的那些困难挫折在他面
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不得不承认这是第一本让我看到落
泪的外国著作。

我看过《飘》、看过《茶花女》、看过《小妇人》，这些书
中的主人公都有着悲情苦难的人生，有着坚强、奋斗、向上
的高贵品质，有不屈服与命运的反抗精神，但牛虻却是撞击
我心灵最重，漾起心中最深处的涟漪的一部外国作品。

我很佩服，也很同情牛虻 。

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除英国外，大多数宗教占统治地位，
人们思想观念保守、麻木、病态。牛虻的母亲在教堂做忏悔
时结识了教士蒙太尼，两人相恋，牛虻的母亲当时已经嫁人
了，而教士是不容许结婚的，这不小心产生的爱情火花，燃
烧了两人，长生了爱情的结晶就是亚瑟(牛虻)。但他们背负
沉重宗教枷锁，对上帝高高崇敬，于是“良心不安”的两人
选择最终忏悔，向上帝，向亚瑟母亲的丈夫忏悔。丈夫原谅
了犯错的妻子，接受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亚瑟，条件是蒙太
尼永远不得见葛兰第斯(牛虻的母亲)。于是蒙太尼远赴中国



传教十几年才回到意大利，葛兰第斯的丈夫从此对他冷落，
后来死后把财产全部给了前妻的儿子继承。亚瑟的大嫂袭丽
亚对自己的母亲一向不善，袭丽亚眼里亚瑟的母亲就是不守
妇道的女人，背板上帝，背叛基督教。在外人看来，亚瑟的
母亲就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而因为对宗教和上帝的深深
信仰，亚瑟的母亲与亲生父亲蒙太尼坚守诺言，彼此永不相
见。

蒙太尼后来做了亚瑟的忏悔神父，他给予亚瑟所有的爱，真
诚的教诲和引导，亚瑟对蒙太尼是深深的敬爱，也因蒙太尼
有着对上帝矢志不渝的信仰，当得知蒙太尼是自己亲生父亲
时，原有的信仰崩塌，难以接受自己亲生母亲和父亲欺骗，
信仰与现实的冲突，亲情与信仰的冲突，最后亚瑟选择了远
离。

落入谎言的圈套，遭受监狱里的折磨，羞辱，十九岁的亚瑟
深陷绝望的痛苦。敬爱的神父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新的忏
悔神父在他忏悔时，出卖了他，青梅竹马的琼玛也不相信他，
最后不得已选择远离他们，开始新的生活。谎言、欺骗、不
信任让他平静有序的生活变得颠序混乱，他选择抛弃，选择
了远离，开始新的人生。选择远离同时亚瑟也相当于选择5年
炼狱班的生活。

一段新的开始，哪有那么容易。

亚瑟制造了自己假死在达森纳海里的现象。在身无分文，又
不会半句西班牙话的情况下偷渡到了南美洲，正是在那里经
历了长达五年的流浪生活，最后他被杜普雷探险队救出。初
到南美，亚瑟除了一双白嫩的双手和娇生惯养的习惯外，没
有其他半点的谋生本领，要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奴隶的南美无
异于寸步难行，就好比不带水去穿越一片广阔的沙漠，而且
太阳还足够毒辣的挂在天空。为了生存亚瑟在赌窟里做仆人，
有一次被赌窟老板派去赶走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如果要保住
‘职位’，亚瑟必须服从命令，结果亚瑟被那位狠心的赌徒



用拨火棒用力的打，他打碎了亚瑟一只脚的骨头!显然那个赌
徒希望一下子就把亚瑟打死，还有一口气，亚瑟坚持活下去
的勇气。

很幸运，一个本地老太太发出基督教的慈悲收留了亚瑟，那
个赌徒在亚瑟身上留下的“馈赠”是：走路时成为跛脚的瘸
子，忍受周期性复发的炎症。四个月后亚瑟爬出了老太太居
住的茅屋，因为他不想再让一个老太太来养活自己。饿着肚
子，残疾的双腿，徒步走着去寻找工作，廉价劳动力充足的
南美，那个老板或店主与昂雇用一个残疾干活不伶俐的人呢?
亚瑟在肮脏的妓院洗过碗碟，给比畜生还恶毒的农场主做过
马夫，在斗牛场中提斗牛士干过杂役还帮人补锅，打扫猪圈，
向人乞讨一点发霉的食物而遭到过拒绝……他在不停走，走
过厄瓜多尔、智利、秘鲁…… 有一次因为饥饿亚瑟晕倒在一
个杂耍般的帐篷门口，他们搭救了亚瑟，给他吃的，但第二
天却让他担任可以让孩子们小丑掷果皮，惹看客发笑的角色。
因为亚瑟背有些驼，脚是瘸的，一只手少了两个手指，穿上
那套花花绿绿的愚人衣，在人工装起一个驼背，扮演小丑。
不敢想象，亚瑟竟为了生存竟做了两年!人的尊严被所谓的看
客们残酷的践踏!

很难有这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发自心底的佩服他。为什
么那么艰难亚瑟没有选择自杀?琼玛有一次也这样问过
他。“那样是在逃避。你想想吧，我的工作怎么办呢，谁能
代替我去做呢?”亚瑟这样回答。十三年后，亚瑟回到了意大
利，曾经的熟人没人认出他。他新名字叫列瓦雷士，言辞犀
利，讽刺意味强，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泼辣的杂文，人们给
它取了个“牛虻”的绰号。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重要到可以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也要坚持
下去?在被人羞辱，在被人痛打，在被人欺压，牛虻忍辱坚持
了下来，最后活着离开了那个炼狱般的南美州回到欧洲。他
的工作是：把教会的威信连根铲除，是使人民真正意识到一
切教会的代理者都是害虫，唤起人民心中熟睡的理性。我想



正是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才使他在那样卓绝艰苦的条件下坚
持了下来。在我心里，这仿佛又是一鸣警钟，再次提醒：生
活要拥有理想!常常觉得自己是有理想的：大三准备考研，大
学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今天看来这只不是个大学规划，算
不上什么理想。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可以为他人做什么?想这些问题时，脑海中是模糊迷茫一片，
或许我应该找个时间，好好清理这些思绪，看清自己想要走
什么路，该怎么走。

牛虻认为一切混乱和病态的主要根源是‘宗教’的心理病症，
自身经历让他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这点。他爱父亲蒙太尼，所
以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工作”去解救身在充满腐朽的味道教
会的蒙太尼。监狱里当牛虻问蒙太尼选择他还是上帝时，蒙
太尼最后选择上帝。亚瑟绝望了，自己这么多年来和命运的
斗争，顽强活过来所经历的苦痛和上帝比起来，还是输了。
看到这章是我哭了，为牛虻。这是对牛虻的同情，同样也感
到心酸、心疼。

牛虻曾说即使为了自己的工作牺牲了，也会觉得不枉此生。
生活也许赋予了我们不容易，但我们只要拥有坚定地信念，
为理想不息奋斗，即使没登上山峰顶，我们追求过程中的精
彩，我相信，这也不枉此生!

狮子与牛虻的读后感篇二

真正意义的行动不应考虑生命危险。我被神派到这座城市来，
好比是马身上的一直牛虻，其职责就是刺激它尽快前行—这
是苏格拉底《对话录》里的一句。这是对《牛虻》这本书的
评价。

无论我仍然活着

还是我依然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愉快地飞来飞去

--牛虻

这本书是受“保尔”所荐，我才开始读的。它的作者是——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这著作影响着千万人的一生，包括
我。他的主人公是亚瑟——也就是牛虻。

这本书写的是亚瑟在经历重重困难后仍不忘革命，坚持革命，
在他被抓入狱后，许多人认为他已死，但他又重现江湖，不
顾家人反对，在劳伦佐·蒙太尼里的帮助下坚持革命。他把
自己命名为牛虻，因为他有牛虻的优秀品质。

我记得他在被枪决的时候的一个段落，因为他坚强的品质令
我记忆犹新：“一颗子弹打歪了，擦破了他的脸。另外一颗
子弹打在膝盖的上部。牛虻站在那，冲他们笑。他们惊恐万
分的瞅着已经被他们枪决，可是没有被杀死的人‘上校，你
带来一只蹩脚的行刑队!我来瞧瞧能不能把他们调教好。行了，
伙计们!把你的武器抬高一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那么来吧!
预备——举枪——’‘射击!’上校跑上前抢先叫喊道。又一
阵乱七八糟的射击。烟雾渐渐散开，随后冉冉升起，汇合到
晨曦之中。他们见牛虻已然倒下，发现他竟然还没有死。他
摇晃着站了起来，接着便向一边躺在了草地上。‘他是不是
死了?’上校轻声问。狱医低声答道，‘我想是
吧······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上校又说了一遍，
‘总算结束了!’蒙太尼里来到院内，木然看看前方。‘主教
阁下!请你一定要原谅······枪决刚结束，尸体还
没······’‘哦，我的上帝!’一个士兵忽然喊叫起来，
军事长官及时回头去看。是的······草地上那具血淋
淋的、模糊不清的身躯又一次开始挣扎，而且开始呻吟。牛
虻倚着医生的膝头直起身体，瞪大眼睛直瞅着十字
架······”



牛虻这种坚强的毅力，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只有具有牛
虻这样的品质，才能在无数子弹穿过身体的情况下，鲜血将
要流尽的情况下仍然顽强不屈的站立起来，无所畏惧，更是
不怕死神的威胁。

读过这本书后，我才知道，我们所有的困难加起来，在牛虻
眼里都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只有学习牛虻那种刚毅不屈的
精神，不屈不挠，从不认输······才能在接下来的生
活中有所表现。

牛虻读后感(三)

狮子与牛虻的读后感篇三

昨日看《牛虻》正到关键时刻……可是没有之后看下去。因
为这个时刻，对于看一个故事来说是最美的，所以我期望它
能更长久些。

第一卷，年少的亚瑟是虔诚而完美的基督徒。相信同志，相
信意大利的民主，更相信上帝，以及它忠实的奴仆蒙太里尼
神父。

第二卷，发生了一个变故，这个变故改变的，不仅仅是亚瑟
的人生，还有他那颗原本洁净无尘的灵魂。他有了脸上的疤
痕和身体的残疾，有了神经质的口吃和尖酸刻薄的言辞，有
了一个形象的新名字——牛虻。他企图忘记过去又绝难摆脱
过去，他爱的人也是他憎恨的人。他就是如此矛盾而痛苦的
活着，让人不解。

第三卷。

开始写“第三卷”的时候已经距离那个“昨日”半个月了，



因这个故事而开始的幽暗心境已经渐渐明朗，看到雨夹雪之
后的灿烂阳光，心境清明。

已经有些忘记第三卷讲的是什么了，或者说，整个故事都已
经被我渐渐淡忘了。可是能够用一句话概括第三卷，就是牛
虻死了。

这个结局让人悲痛，我为此足足消沉了一个星期。可是两个
星期以后，我已经回到了自我的生活，就像从来不明白这个
故事一样。我不能再说什么，关于信仰，关于死亡。也许就
像海明威说的，有些故事进行到之后，你会发现，死是唯一
的结局。

我的这个“读后感”写得很没样貌，没有中心，也没说出个
所以然来，有点对不住小学时代的语文教师。可是真是……
两个星期，就已经时过境迁了。新近看完的一本书是毛姆的
《刀锋》，四天以后的今日，已然也是时过境迁。

唉，不明白看书为了什么。

狮子与牛虻的读后感篇四

读了《牛虻》这部名著时，我全然投入其中，久久难于自拔，
仿佛看到牛虻无助而又悲痛欲绝的神情，听到他那急促的呼
吸和的呐喊，感受到他那惟有牺牲自我的无奈!小说主人公亚
瑟的成长是通过各种矛盾冲突来表现的。

这种矛盾冲突主要包括父子关系、宗教信仰两个方面，集中
体现在亚瑟同神甫蒙太尼里的关系上。开始时，亚瑟并不知
道蒙太尼里是自己的父亲，而只是把他当作慈爱可亲、堪予
信任的神甫。当时的亚瑟受到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思想的影
响，在跟神甫的讨论中坚持认为：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与
一个为意大利独立而奋斗的人并不矛盾。他不知道两者在当
时的意大利是水火不相容的。神甫对这种天真的想法十分担



心，他寄希望于将来能偷偷消除导致亚瑟反教会统治的危险
思想。然而亚瑟对神甫因父子私情而产生的宽容却作了错误
的理解，认为宗教与革命是可以统一的，并且不恰当地把神
甫看作是教会统治的代表。

由于这一错觉，当新神甫到来时，他立即遭受惩罚：他和所
有的革命党人遭到逮捕。直到他儿时女友琼玛给他一记耳光，
人家告诉他新神甫告密，以及蒙太尼里就是他父亲时，他那
天真的幻觉才痛苦地消散。他开始认识到民族独立与教会统
治是势不两立的。这次挫折对亚瑟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同时又是火中凤凰的新生。因此，亚瑟自杀这一情节安排有
良好的艺术效果，是小说的精华所在。

从此之后，亚瑟再也不是旧“亚瑟”了，他变成了“牛虻”。
牛虻历尽人间肉体与精神的羞辱打击，在那拼命的灵魂中，
把理想栓牢在弯曲的躯壳里，他拼命的忍耐着，等待着。他
积攒着力量再次和蒙太尼里神甫——宗教的代表——牛虻的
亲生父亲的那个上帝作战。把这作为捍卫他心灵的盾牌，为
了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他给自己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
以求得蒙太尼里能放弃他的上帝。诚如他所说“除了跟教士
们战斗之外，生命对我毫无意义，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把刀，
如果你让我活下去，那你就得承认我这把短刀”，面对强大
的敌人，在当时无论是物质、思想，还是组织等条件都不具
备情况下，他冷眼看这世界，把自己变成一把短刀。而这由
人变成短刀的转变，却仅仅是希望蒙太尼里能跟他走。当衷
心愿望幻灭时，好像金色晚霞幻化成的仙境，都将随黑暗到
来而消逝。面对无奈的结局，为了唤起最爱人的醒悟，他选
择了死，惟有死才能在蒙太尼里那顽固心底防线上撕开一个
裂口，催醒他那迷蒙而迟疑的惺眼。牛虻死了，死在朋友与
亲人的意外中，死在他明知不可为而又为之的莽撞中，更死
在注定的历史悲剧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托体同山阿”，我甚感这是对他最适合不过的评语了。
刘统勋曾说“做人，就得做出自己的模样来，做出一个在这
世上找不出第二个的人来!那怕把人做的很痴，很狂，甚至把



自己的影子当成自己的朋友，可他毕竟是做人了!做了一回属
于他自己的人!”牛虻自谓一生“没有一个朋友”，率性而为，
敢作敢当，倔强不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他的确做了这世间“找不出的第二个人”，他活出了自己的
模样!“如果自由但不平安，如果平安却不自由，就让往日保
存一个美丽的位子吧，不要苛求重逢，不要独钟实现，不要
怨甚至不要说……那美丽的位置也许只好放在心里，在想象
里，在梦里，只好在永远不能完成的你的长待中……”

牛虻说。自由唯有放弃平安，平安就要放弃自由，他选择着
为自由。但对生命“美丽位置”的追求，是让人心酸的，这
里面有对琼玛深深的爱，又有对亲生父亲的恨——爱的极致
就剩下恨。在爱恨缠绵的情感世界里，为了追求世间纯真而
公平的爱，他用死向蒙太尼里挑战，向整个世俗挑战，向统
治蒙太尼里那个上帝挑战。于是，他死了，为了一个人，一
个他最爱的人，死了!“于禁忌之处见风骨，与高天之外见春
秋”，他死的伟大而又脆弱，死的留恋，死的无奈，更死的
让人揪心!

狮子与牛虻的读后感篇五

“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
飞去。”

合上小说《牛虻》，我已是泪水涟涟。我被这本外国名著深
深打动了。回顾牛虻的一生，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波涛
汹涌的大江，它闯过浅滩和激流，浪花撞击在礁石上，奔腾
着，跳跃着，又义无反顾地向大海奔去。

从打开小说的第一页起，我就不由自主地被这浪潮所席卷，
欲罢不能。我深深震撼于这惊心动魄的故事。即使沦落到拖
着残废的身躯在甘蔗园卖苦力，甚至当一名杂耍戏团的小丑，
牛虻始终没有放弃追求，我的耳边回响起亚瑟坚定的话



语：“献身于意大利，帮她从奴役和苦难中解放出来!”

正是这崇高的信念，支持着他重新站起来，用残废的手握起
笔，对准一切虚伪外表下的丑恶灵魂，毫不留情地抨击和鞭
挞;也正是这崇高的信念，支持他“怀着轻松的心情，就像是
一个放假回家的学童”一样走进刑场，昂首面对乌黑的枪口。
牛虻，是真正的勇士。

使人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生与死。

小说的封面上写着：影响三代中国人的外国名著。今天，我
以第四代人的眼光来读这本小说，依然有强烈的共鸣：任何
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要这股精神力量。如今，站在
新世纪的门槛上，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
只有拥有坚强意志和独立精神的人，才能走在时代的最前端。
精神的.浩气长存，即使相隔百年，依然可以感受到那深深的
震撼力。小说《牛虻》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永恒的，它将
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牛虻》的故事告诉我
们：逃避现实，与世无争是懦夫的表现;直面人生，义无反顾
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