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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读后感（通用 23 篇） 

《呼兰河传》读后感（通用 23篇）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1 

  一个扎彩铺，扎出的房子、厨子、骡子、大白马、车子活灵活现。

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大银山，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

鹅犬样样不缺。看着穷人都觉得活着没有死了好。 

  看似一句淡话，细嚼起来，人世间的辛酸苦涩，浸在其中。又有

不乏幽默。 

  还有，胡家的团圆媳妇婆婆，鸡鸭、猪、狗猫不舍得打，打猫怕

把猫打跑了打狗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把猪掉了斤两，打鸡怕不鸡不

下蛋。唯独打小团圆媳妇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会跑掉又不会丢了，

又不会下蛋，又不是猪，掉了近两也不要紧又不上秤！ 

  她来到我家，我从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的媳妇不受气，我一

天打八顿骂三场，我只打她一个月，打的是狠了点，不狠哪能规矩好

一个好人来…… 

  婆婆的算计和愚昧无知，封建世袭生活着的婆婆，打媳妇是想当

然。就因为小团圆媳妇仅仅有十二岁，长得却像十四那么高。太大方

了，不知道羞，吃饭吃三碗，要给小团圆媳妇一个下马威，不打规范

不出一个好人来。小团圆媳妇还不如鸡狗猫，鸡狗猫是不可以打得。

小团圆婆婆没有觉着打媳妇有什么不妥。打伤了，打病了，找来跳大

神的跳跳大神，花五十吊钱给云游真人来医一医，破一破。这还舍得。

自己手闹了事，三吊钱的红花都不舍得买。生活在她看来就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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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不对。打伤了，医。医好了，再打。可怜小团圆媳妇直到被

活活地折磨死！小团圆婆婆竟没有觉着有什么不妥，只是被云游真人

吓一吓，怕了怕，想了想，还不想过早的下地狱……让人觉着又可怜

又可气又可恨又可悲。 

  他们的父母生他们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就是希望他们吃饱穿暖，

但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逆来了顺受了，顺来的事却一辈子都没有！ 

  这样的话看似随口道来，却写出了穷人唏嘘世道不济，没有愤怒

的控诉，字里行间却在鞭挞着当时社会，勾略出了穷人凄凉麻疲了的

生活状态。 

  一个个凄婉故事，宛如一个大磨盘，将你的心，压着、碾着…… 

  还有冯歪嘴那冰冷的小磨坊。冯歪嘴的女人一死，大家都觉着冯

歪嘴算完了，扔下来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刚生下来。可是冯歪

嘴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里那样绝望。他看见两个孩子反而镇定下来。

他觉着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 

  于是他照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照样负起那份责。冯歪嘴的小儿子，

在别人眼里非死不可，这孩子却一直不死他看着孩子一天长大，小的

都会笑了。 

  这又是一个悲惨的家庭，好在冯歪嘴子看着别人怎样做，他也要

怎样做。不管他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他要负起养活孩子的责任。

这是书中最给力的一个人物，他孩子的活，是人生存的希望。不管怎

样难熬，该怎样就怎样！ 

  萧红奇思妙想好似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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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这缸渣为什么不扔掉，大概是为了养潮虫的。有缸渣就有

破坛子陪着，有砖头就有泥土陪着，有破槽子就有破梨子，他们好像

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都有了生命送到这世界上来，比方破坛子里

的似鱼非鱼，大缸下面的潮虫，猪槽上的蘑菇。 

  写的都是最脏最不屑东西，作者却那么生动地赋予了每个物件于

生命，感受到了作者的智慧和可爱的童真，让人忍俊不禁。 

  还有节妇坊为什么没有写女子跳井跳的勇敢这样的赞誉？是那

些修节妇坊的人故意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

有女人，他怕他写上了，他家里的女人也要跳井，他女人跳了井，留

下一大群孩子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文温文尔雅，孝顺公

婆…… 

  从古至今男权主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社会。节妇坊是男人修的，

他是主宰，他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他想让你怎样做就怎样做。女人从

来就是附属和被歧视的。我通过萧红这段文字感受到了女人，是这么

的可怜，男尊女卑世袭了几千年，我们依然无助的看着男人玩花样养

小三，三妻四妾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女人只配独自流泪，暗自神伤。

情感不可以出轨，身体更不可以出轨，不然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

男女平等只是口号，是未来。 

  总之，这是一本很难得散文叙事大作，又像一首叙事诗，怀揣着

童年难以忘怀的往事，娓娓道来。蝴蝶、小虫、黄瓜，倭瓜、和玫瑰

的后花园子，还有那绚丽变幻莫测的火烧云是那么的美。而后几章故

事又是那么的辛酸幽怨，苦不堪言。但是冯歪嘴的儿子依然活着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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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来了希望。书中精彩光亮之处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就像太阳照

在瞎子身上，瞎子看不见阳光，但瞎子却感到实在的温暖了。”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2 

  在东二道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无论是人还是家畜，不管是

晴天还是雨天，都会有灾难存在。淹死过小猪，用泥巴闷死过狗，闷

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里。人们有的让拆墙，有的要种树，就

是没有人呢让把大坑给填平了。这是从文章中的第一章出现的。它让

我感触到，那时候的人是多么愚昧啊，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应该顺应社

会，顺应天意。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时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她的活动

就是在后院的花园里，同他的祖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童年里充满

了乐趣，不由地想到了现在的我，相比之下，我更幸福，我可以更加

无忧无虑的天南海北的游耍。 

  我感觉到作者非常怀念自己的家乡和童年。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3 

  此文围绕着呼兰河边的小村庄来写，开始写了村庄里的大泥坑，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好的家禽都死在了里面，可是周围的人们只是

在想怎么躲开它，而不是怎么解决它，哎，真是替那时候的人们悲哀

啊！思想简直是太落后了，一点都不积极向上，好像天天就是为了活

着才活着的！ 

  还有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小姑娘，本来是同样的十一二岁，我还在

上学，她却早早的给人当了媳妇，而且被她的婆婆又打又骂，还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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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烫了三次，最后一次被活活的烫死了。好好的童年就这样失去了，

我真的开始痛恨那个社会了，要是我在那个年代，我不疯了才怪呢！ 

  糊糊涂涂的年代，简简单单的岁月，一点色彩都没有的日子，让

我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为我们的现在庆幸、自豪吧，我们应该好

好把握现在，摆脱那种年代的愚昧，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加油努力！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4 

  第一章让我了解了这个地方，比如学校或是一些小店，读完第一

章以后突然让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家乡的感觉。作者像把这里的人物写

活了一样比如一个卖馒头老人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过路的人趁老人不

注意拿几个馒头就走了。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也时常出现。后面几张

都是写在这里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每天开开心心

也很好他们在这里很幸福不用天天那么伤心。 

  以后我们要努力学习，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的家人更幸

福。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5 

  公司一位前辈，本科进公司，现在已经是北师大在读的博士，业

务上也非常成功，同时还把孩子的教育做的非常好，总觉得她的人生

过得太丰富了，她说：“没有知识的给养觉得空虚了些，我们老师说

过，母亲读多少书都会渗透到孩子们的脑海里去，这点比父亲重要。” 

  读书可以有方向，但是不要有太强的目的性，读书不是研究也不

是关键字检索，读书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读书这件事值得

你把它看得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只要你不功利的去对待他，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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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为你的生活增添很多的色彩。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6 

  书中讲了'我'从小出生在呼兰河。因为父母和祖母对我的十分冷

淡，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跟祖父在一起，直至祖父去世。 

  当我读到'以上我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

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不由得使'

我'想起我的童年的魂牵梦绕，在童年美好的记忆中还包含着几丝对

祖父的去世的伤心，还有一些牵挂。 

  当我读到'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任旧在人间被吹

打着。'我十分同情他们，那时候科技不好，取暖工具没有。有很多

人冻死在路边。而我们的衣服多得一个衣柜都装不下了，还要每个季

节都买好几套新衣服。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7 

  这种“荒凉”的温暖恰恰和邻居家们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喂猪的、开粉坊的、拉磨的、赶车的，单调的事业充斥着他们的生活，

无聊寂寞却自认为快乐。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赶大车的胡家。胡家的童养媳——小团圆

媳妇，便是悲剧的化身。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成天乐呵呵的，但

胡家婆婆为立下马威，总是无端打她，再加上领居们的怂恿，结果她

便成了婆婆心情不顺的发泄对象，最终被折磨地生了病。于是老胡家

听了跳大神的人的话，给小团圆媳妇当众用滚烫的水洗了三次澡，几

天后，她终于死去了。而胡家的人最终的下场也是死的死、疯的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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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的跑。 

  后来作者又将笔触转向性情古怪、同人不大爱打腔的有二伯，还

有那受尽人们冷嘲热讽、命运不济的冯歪嘴子和王大姐……悲剧接二

连三，只有“我家”依旧是荒凉的，这样倒也好。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8 

  这本书是萧红写的。这本书写的是作者丰富多彩的童年回忆。 

  这本书主要写小时候作者和她爷爷的快乐生活，作者有时候听天

真的，不过干的傻事也不少，比如说：把韭菜当野草扔掉、把狗尾巴

草当谷穗留着……她爷爷是一个为人非常耐心，和蔼可亲的人，因为

他面对作者干的许多蠢事，不是骂他，而是耐心地教她。 

  作者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也非常细致，可以说是妙笔生花，不管是

昆虫、动物、植物，只要被她添上一笔，都会变得富有生机。 

  读了这本书后，我的感想是：童年，是让人记忆犹新，令人终生

难忘。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9 

  灰色的世界，平凡的时代，单纯的人们，落后的生活现状，愚昧

的精神状态……这一个个惨淡的景象就是整个呼兰河小镇 

  呼兰河并不繁华，但在单调中却蕴含着生机，夹杂着悲凉。这里

有东二道街十字街上拔牙的洋医生，有被当地愚昧和无知的人折磨而

死的小团圆媳妇，有胡同里卖麻花、粉房里挂粉条的生意人，有性情

古怪的二伯，有勤恳老实的冯歪嘴子，有洁癖的祖母，更有'我'跟着

祖父学唐诗、学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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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幕幕、一件件，作者都用诙谐幽默充满童趣、童真的语言描

绘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作者和祖父的故事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不

自觉地我拿自己的童年和作者的童年去比。童年在作者的笔下是快乐

的，也是寂寞的。在作者萧红看来，这些故事并不美。可在我们看来，

读了《呼兰河传》，更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童年的`快乐与幸运，从而更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10 

  《呼兰河传》是作者萧红的回忆录。她用孩子的角度记叙了她自

由的童年，以及呼兰河这个小镇的各种事。这本书可以从很多方面来

写，但是，都能看出作者对祖父和菜园子的喜爱及对当时封建社会的

绝望。 

  《呼兰河传》里写的最大的是祖父的菜园子。这里，用了许多拟

人的手法把动物、植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同时也特别突出“自由”的

意思。看着“祖父种菜，我就种菜”，“玉米想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

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人管”等句子，心里不觉“看”到了一些场景

“菜园子很大很大，到处种满了植物，青一大片，黄一大片。哇，真

令人大开眼界呀!院子里的昆虫也不少，东边几只蝴蝶，西边几个蚂

蚱，整个园子都活了。”看到那些句子，联想到那些画面，我不禁羡

慕起萧红来了。 

  但是，可怕的封建社会，很少有像萧红那样拥有幸福的生活，更

多的是可怕与凄凉。《呼兰河传》中也写了不少可怕的生活及对封建

时代的痛恨，主要写了：“有一家人娶了小团圆媳妇，然后把她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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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我看后，一下子觉得可怕，毕竟，一个人被活生生地折磨而死，

是多么的可伶、可悲的。我想，封建社会中，这样的事情举不胜数吧。 

  《呼兰河传》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书，希望大

家有机会都能好好地读一读。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11 

  当我拿到《呼兰河传》这本书时，就会想到我们曾经学过的那篇

课文《祖父的园子》，也是萧红所写的。那篇课文所描写的萧红的.

童年是多么的美好啊，可读完《呼兰河传》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原来

萧红的父亲对她很冷淡，母亲对她很凶，祖母对她很不好，她只能和

祖父在一起。 

  这本书最让我深刻的一章就是第五章，主要讲了胡家养了个童养

媳，他就是年近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胡家经常无端打她，邻居还没

有一个出来制止的。终于，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了的事。 

  小团圆媳妇是个较典型的童养媳，这个事例更加表现出生活在封

建社会的人们的愚昧。这些人还很迷信，认为只要请了法师来，一切

灾难都能解决。 

  当读到“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

了”这句时，我心里就会有一丝愤怒，为那些愚昧的人民的所作所为

感到愤怒。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能自己做主，还让别人随意践踏，那

人世间还有良知存在吗？还有人性存在吗？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可是我们却不懂得珍惜。同学们，

让我们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吧！因为比起呼兰河的那些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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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童年好得多。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12 

  这本书里说了那里的冬天很冷，天空是灰色的，大地被冻裂了，

整天飞着清雪。还说了这里卖麻花的人很多，虽然是冬天，但他们还

是坚持着卖。 

  一到黄昏，人们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河灯。这边的人还喜欢跳大神。 

  萧红小时候很顽皮，每次祖父去除草，她也跟着去。然后把旁边

的花一朵一朵摘下来，然后一朵一朵地插到祖父的草帽上。祖父浑然

不知，还以为是那年春天雨水大呀，这棵玫瑰开得特别香，二里路也

闻得到。回家后，那插满玫瑰花的草帽惹得全家哈哈大笑，可开心啦。 

  萧红虽然有时很顽皮，但有时也很懂事。 

  她的祖母死的时候，来了很多人。虽然萧红不关心祖母的事，但

是她招待客人招待得很好。她把她的小哥哥带到花园里，把东西介绍

给他，自己也不打扰其他人。 

  随着故事中萧红的一天天长大，慢慢的，那里的小城特色我也了

解了不少。他们跳大神，看河灯，看小团圆媳妇…… 

  《呼兰河传》读完了，而我的心情很久很久都沉浸在那一片片有

欢乐、也有悲伤的画面中！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13 

  这本书展现了当时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荼毒了的人们的灵魂作

了深刻的提示。作者在字里行间控诉了传统封建礼教给人们带来的迫

害，并深感劳动人民深入骨髓之中的麻木、愚昧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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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团圆媳妇的遭遇使我心有不服，好好地一个姑娘被老胡家给活

活折磨死了，当众脱掉衣服，抬入滚烫的热水中，人们用手按住她的

头，用热水往头上浇，这样折磨了三次，折磨一次昏一次，最后小团

圆媳妇被折磨的生病，最终因病而死了。 

  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人们和家畜无论是在晴天，

还是在下雨天都会遭受到灾难，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

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里边。人们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但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过把泥坑填平。这是多么一件让人心急如焚的

事啊，宁可出事也没有人想填平它，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愚昧！ 

  《呼兰河传》读完了，而我的心情很久很久都沉浸在那一片灰色

的画面中！ 

《呼兰河传》读后感篇 14 

  《呼兰河传》是一本充满无奈的“回忆式”长篇小说，是萧红一

生的写照，它是一篇叙事诗；萧红用不平凡的文字，描写了呼兰河这

个小镇几个主要的地方以及重要的风俗，它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萧

红虽是一代才女，可生活并不如意，芳年早逝，它是一串凄婉的歌谣。 

  我读《呼兰河传》，羡慕小时候无拘无束的萧红，又为成年后的

萧红默默垂泪……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祖父家的园子，那里留下了

萧红快乐的童年印记。 

  那个“祖父的园子”是一个自由快乐的人间乐园。那里的玉米，

想长多高，就长多高；那里的小鸟，爱怎么飞，就怎么飞，无忧无虑；

想铲地，就铲地，想浇水，就浇水。在这儿，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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