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红读后感(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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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读后感篇一

“正月十五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

耳畔仿佛响起了荒凉的歌声。从那安静且了无生气的大院子
里，从那间破旧的草房里，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
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小说名篇，也是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它用平淡又带着孩童稚气的笔调，慢慢涂抹出萧红记忆
中的家乡，一个平凡的北方小城，一群善良又愚昧的百姓。

呼兰城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和围绕大泥坑发生的趣事，真是
令人忍俊不禁。跳大神、放河灯与野台子戏，读来新奇，还
保留着一股古朴之气。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心里还念着古时
候传下来的规矩，使人动容，虽然这些又带些许封建迷信的
味道，但是让人觉得，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淌过，还有一些
事、一些人是没变的，怀念又心安。

通读全书，其中最让人痛心的故事是小团圆媳妇的故事。她
是一个十二岁的普通的小姑娘，被赶车的胡家接来做小团圆
媳妇。之前，她的大娘婆婆是不主张接她来的，她来了之后
也只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可见，就算是小团圆媳妇来了也
不会有什么好的生活过。她黑乎乎、笑呵呵的，长得很高，
于是她的婆家让她说自己十四岁。在那个年代里，女子长得
高了居然也是一件羞事。



邻居们对团圆媳妇也没有一丝心软和心疼，反而说该打，而
这样的邻居也大多是女性，想必她们的少女时期也是挨打挨
过来的，对待下一代时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却不能想到去
帮助她、拯救她。可见，数千年重男轻女的思想和对女性心
灵与身体的束缚甚至已经将她们压得接近扭曲了。

然后，天天夜里跳起了大神，她的婆婆说，小团圆媳妇病了，
跳神给她赶鬼。但是怎么赶都不管用，“于是有许多人给他
家出了主意，人哪能够见死不救呢？于是凡有善心的人都帮
起忙了。他说他有一个偏方，她说她有一个邪令。”足以见
到，左邻右舍们还是有着善心的，谁都想救救这个可怜的小
姑娘，有人说吃一个全毛的鸡，有人说吃黄连和猪肉。人们
心中的善良和愚昧像是一枚硬币的的正反面，他们不知道，
小团圆媳妇落到这种地步，是因为他们心中的愚昧纵容了胡
家的人。多荒诞啊！问题竟全部出在每一个出主意救人的人
身上。

来了一个画帖的云游真人。小团圆媳妇的大娘婆婆说：“我
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是打的狠了点，可是不狠哪能
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
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有点狠了，打昏过
去了。”让人不忍卒读！才十二岁的小姑娘，每天遭受的是
婆婆的毒打，就算身体不出问题，心理也会有很大的阴影了。

吃了多少偏方，看了多少方士，都没有用。小团圆媳妇活活
被胡家折磨死了。临死，她的婆婆心疼的还是钱，却不在乎
那条鲜活的人命。

整个《呼兰河传》的故事基调，从这个故事开始，就渐渐的
悲凉起来，诉说着那个年代下人们扭曲、萧索的内心，深刻
地揭示了封建主义对人们的荼毒。茅盾说，《呼兰河传》真
是一串凄婉的歌谣。正是如此！



萧红读后感篇二

有个小姑娘整天在祖父身后转来转去，祖父在后花园干活儿
的时候，她就捣乱，祖父教她念诗，她喊得津津有味，“两
个黄鹂鸣翠柳”，硬生生被她说成“两个大梨子鸣翠柳”！
哈哈，和我一样是小吃货一枚的她是谁？她就是民国时期的
才女，被鲁迅先生极力推荐的作家——萧红。

妈妈见我看时伤心，就说：“旧社会的呼兰河糟蹋人啊，你
还是别看了！”说也奇怪，萧红笔下的人物身世虽凄凉，但
透过她火热的文字，我似乎看到了她一直在找寻希望。

她说：“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
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黄
瓜愿意开一朵黄花就开一朵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
黄瓜，就是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多美好的文字，
她一定特别想念她的祖父，一定特别向往自由。

正如同生活中的我，也喜欢大自然里的无拘无束。一有空闲，
便常常跟着爸爸一起侍弄他精心培养的盆景花草，这是菖蒲，
那是紫藤，还有梨花、梅花、玉簪花，我样样知晓。如果爸
爸有了兴致，偶尔还能蹭到山上，到小溪抓抓小蝌蚪，看蟋
蟀打架的机会，我要是和小萧红认识，一定有聊不完的话！
不同的是，我们对于得到自由太容易了，而这份自由、快乐，
只是作者颠沛流离的一生中最为美好的一段儿时的回忆，是
她如黑夜般寂寞生活中唯一的一点亮色。

时代变迁，斗转星移，新时代的我们不用再经历呼兰河小城
人们的苦难，封建社会的压迫。这个暑假与《呼兰河传》相
遇，给我的成长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回忆，我不禁觉得读书学
习是多么幸福的事儿！



萧红读后感篇三

读完《呼兰河传》这本书后，我留下了无限的思考。《呼兰
河传》讲述了萧红的童年和爷爷的故事。这本书的语言并不
华丽，但朴素的语言，平凡的人，工作一样感人。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有一个爱她的爷爷。爷爷带他在
菜园里摘黄瓜，浇水，打开灯笼，让小红开心地玩。难忘的
是爷爷给小红开了灯笼。萧红在房间里翻来覆去，找到了满
是旧灰尘的灯笼，爷爷细心地把灯笼擦干净，点上蜡烛，给
萧红玩去，笑到坏掉。（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希望）
（威廉莎士比亚）。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爷爷有惊
人的耐心和宽容。首先，小红翻来覆去，家里必须翻去，一
般家长都是骂骂咧咧的。（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
其次，小红找到了破旧的灯笼，一般家长要耐心地擦干净，
点上蜡烛让孩子玩。更重要的是，小红打破了灯笼，爷爷没
有狠狠地训斥她，竟然笑眯眯的。有这样慈祥的爷爷，萧红
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萧红的童年很愉快。因为有了一个不平凡的村庄。这个村子
里有很多作恶多端的泥坑，它们掀翻马车，淹死人和牲畜，
阻碍很多人的前进。有了这个泥坑，村子顿时热闹起来，把
马车翻过来，端着马车，人掉下来救人，阻止它爬到旁边的
墙上。没有人感到累，也没有人需要填平这个“恶不赦”的
泥坑。（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努力）如果填满这个坑，
村子就会变得孤独寂寞。大家都无事可做，失去了开车的乐
趣。当然，这个泥坑也给村民带来了“福利”，牲畜淹死的
时候很多人抢猪肉吃，杀猪的人半价捡。在艰难的乡村生活
中，处处闪耀着人性的真、善、美的光彩。

萧红的童年很愉快，因为很多人和她一起玩。彭伟子啊，他
们家的厨师啊，她的“音乐寻找工具”，团聚的儿媳才十几
岁，她很高兴和小红一起玩，但她最终命运多舛。



我们再也体验不到萧红的童年了，但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
人性的至顺吉米依然温暖着我的心。

读了《呼兰河传》，读了凄美的故事，读了童年的珍贵。

萧红读后感篇四

看完了张爱玲的《传奇》，才开始好好地看起《呼兰河传》
来。昨天下午看得第一章，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了第四章。刚
下过雨的清晨因为她的文字而有了不一样的惬意。

觉得自己每尝试读一本书，就像是经历一场小小的冒险。很
多时候都会从这种小小的冒险里收获到更多的惊奇和喜悦。
就好比这本小书一样。觉得这不是一本小说。像是一本散文，
而且还带有自传的性质。好比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但是
这两本书又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觉得林英子是在小时候有着很多人的关爱和亲切的，但是
《呼兰河传》里的“我”正如矛盾写得序言里提到的，呼兰
河城的人的生活是无比单调刻板的，而萧红的童年又是无比
寂寞的。我一边读下去，一边很忧心的在文字之间寻找这种
潜藏的寂寞。觉得茅盾先生都说了，他在这里面写得尽是寂
寞的生活，如果我读不出来的话，便是根本没有读懂这本书
的。所以我总是有了很深的压力。比如，我读到她写得纯真
而幽默的一句话，或者是她童年里极为淘气的一件事情，便
忍不住地笑出声来。我一笑出来，便又立刻觉得我是不应该
在读一本描写自己深重的寂寞的书的时候这样子的，于是又
有了很深刻的沉默。

就这样，自己既矛盾又欣喜地把这本书读下去，越读越喜欢，
并且关联起自己的童年来，又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通淡之中有着浓厚的味道。



给我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清晨。

到了近中午的时候，在网上碰到了梁慧，顺便谈起了假期读
书的事情，就说到了从几天前就开始看的《呼兰河传》。她
是在放暑假前的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看完的。她说，真是很
好的一本书，但是我们可能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年纪，看了
自会无限感慨，所以跟这本书便有了很多的共同语言，但并
不见得别的年纪的人看了之后也会喜欢。

我突然才意识到，对于书的评价当真是有着很多年龄与经历
的缘由的。但是，这样一本书，我觉得她不仅仅局限在对于
童年的描写和怀念上，肯定还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只是我现
在还没有完全读完，只是隐约地感到一点更深的其余的东西，
但是还不能明白地说清楚。

今天下午读完了第四五章，这样突然地加速度，会觉得很辛
苦。在家读书往往不像在学校那样抽时间赶时间的，总是很
随意地想起的时候便读一些，不想读的时候便随便地扔在哪
里，所以好好的新书，在家里一放就有了沧桑的样子。

估计晚上的时候会读完，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会整理出一
些自己的感受来。

萧红《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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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

萧红读后感篇五

《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该书
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
的艺术个性与特色。

《呼兰河传》的作者在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揭示他们的贫
苦、无望、愚昧、麻木的时候，讽刺幽致则使人感到悲凉、
凄苦。读者既同情他们的不幸，又原谅他们的麻木。这也是
作者的讽刺幽默所产生的由于的美感效应。

从《呼兰河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深地感觉到当时的萧
红是孤独、寂寞的。她曾对老朋友白朗这样说：“未来的远
景已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她渴望着从现
实的重负中解脱，而这种解脱恰恰是难以做到的，于是，她
便想留守着一方童稚年代的美丽的土地，幻想着远离喧嚣的
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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