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日出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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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读后感篇一

日出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会给
人们壮观、辉煌的感觉。作者的开头一段就点明了对日出这
一自然界景观的喜爱。无论是“探着脑袋”、“目不转睛”，
还是“迫不及待”，都能表现出人们盼日出的急切心情。接
下来描写太阳升起时的情景时，一个“钻”，一个“露”，
把日出是这一瞬间表现得比较形象。对于“太阳露出大半边
脸”时的描写，作者采用了拟人的手法，让读者认识
到“物”虽无情人有情，真实地再现了作者对于景观的.喜爱。
文章的最后一段富有激情：人们迎着朝阳、海风，朝着太阳
升起的方向驶去了。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人们热爱生活，热
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动物和人都一样，都知道，都会知恩图报。当自己遇上困难
时，别人帮助了自己，那么就会感激报答。正如文中的小鸟，
当善良的水手们救了它，它也知道要感激报答水手，天天唱
歌给水手们听，给水手们带来了快乐，艺术家们的青春献给
了尊敬他们的人，而小鸟是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它要报答的
人。小鸟也和人一样，都非常爱自己的家乡。无论别人对它
有恩或对它很好，也不能改变它对自己家乡的爱恋。



日出读后感篇二

第一次读曹禺的书是在初二的时候，看他的《雷雨》，那个
在众人口中所流传的叫好的如同雷雨般的女人——周蘩漪，
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就是一个女人，一个运气并
不怎么好的女人。所以在初三时又重读了一遍《雷雨》，还
是没什么更深刻的感觉。于是便放弃了读第三遍的想法。时
隔一年，再次读起曹禺的书，不是《雷雨》，而是《日出》。
也许曹禺喜欢写女人，也许他喜欢把自然现象写作书名，也
许她喜欢把这些女人写得像那些自然现象，所以在周蘩漪和
陈白露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可否认，他喜欢写得那些
东西都写得很棒。不知为什么，《日出》带给我的感觉远比
《雷雨》要强烈的多。

这个名叫陈白露的女人应该也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从乡下来
到城里，在旅馆住着，一住就是几年。凭着自己美丽的外表，
为了钱，为了舒适的生活，更有可能是为了娱乐，她一直
在“玩”，和别人玩着一个生存的游戏，但更多的时候是被
当作玩具来消遣。李石清曾经带着仇意酸溜溜地对自己的妻
子说：“陈白露是什么东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
姨太太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穿梭于上流社会，穿
金戴银，吃香喝辣，身边还围着一群有钱的少爷、老爷，但
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心理上的地位正如一个下等的人，
这可能就是陈白露的悲哀。

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那些女人们的悲哀。

中国的女人历来是逆来顺受的。至于反抗的女人毕竟只有极
少数，而大多数的女人就委权于生活之下。它她们所谓的`人
生就只是安定舒适的生活。陈白露这样的女人与传统的女人
有一些不同。她们所寻求的生活不止是安定舒适，更要豪华
奢侈，同时又带点刺激。可以玩，可以闹，可以游戏人间。
但她们所获得的仅限于此，她们可以玩可以闹，但却不能得
罪身边的任何人，她们只被当作“开心果”；她们可以游戏



人间，但却不可以有真感觉。所以，她们得到的永远只是物
质上的，永远得不到精神上的安宁和舒适。那些花容月貌的
女人在当岁月逝去时，她们便没有了资本，年轻时那些虚幻
的地位和生活将会不复存在。她们或许会找一个“老相好”
嫁做当姨太太；或许会回到当初属于她们的地方度过晚年，
在老得走不动时，躺在摇椅上想着曾几何时自己是何等
的“风光”。或许她们之中会有许多人像陈白露一样在最后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想离开这样
的世界，却逃不掉，也走不了，倒不如带着这个美丽的梦离
开人世。

而她们是有感情的，周蘩漪也好，陈白露也好，她们的感情
往往比一般的人、一般的女人要丰富、细腻的多。但为了生
活，她们总要把自己的最真、善、美的感情埋藏在心底深处，
就像是压在一个陈旧的木箱的最底层，不想去触碰它，也几
乎忘记了它的存在，天天用一种另自己陌生的态度行为去对
待别人，久而久之倒也成了习惯。只有在不经意找到了一把
锁开启了木箱，在不小心时看到了那一份真实情感的一个角，
再把它一点一点拉出来时才发现原来属于自己的感情仍然完
好无损。就像陈白露遇见了方达生，遇见了小东西。这本是
值得高兴的，却因为如获至宝的珍惜这份感情而变得犹豫、
左右为难。也许这才是那些女人最大的悲哀。

白露，二十四种节气的一种，这个节气表示天气更凉，空气
中的水气夜晚常在草木等物体上凝结成白色的露珠。陈白露
的人正如她的名字。听上去像是象征着日出，年纪正是上午，
却在太阳刚升起，照得正亮堂时，匆匆落了下去，给人一种
寒意。虚是日出，实是日落。陈白露的悲哀便是《日出》传
达给我们的感情。

日出读后感篇三

许久没有这种手捧书卷恋字忘食的体味了。我是着实被剧里
的人儿牵住了罢！



说起来能买到曹禺的这本《日出》足可以称得上“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自去年上函授听了教授对《日
出》的介绍我便再也不能忘怀了。当时搜遍了淄川的大街小
巷却也未见书影。倒是这一次偶然地记起临淄新华书店三楼
的图书是打折的便要去看看。想想初衷也不是为了《日出》
却在这不经意间得到了它。

这小册子是在一大堆蒙了尘的旧书卷里斜挤着的。大概它已
久不遇知音了里面竟没有借书卡连扉页也是未曾翻开的样子。
手里捧着它我欣喜地像个孩子全然不顾身侧人的惊诧。

读完它用了四个小时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未曾落泪却心痛难忍。
不由得要怪曹禺竟让我牵挂着的人物全在日出前“睡”去了
真够冷酷的！

别人尤可小东西的死却让人太惊心悚目接受不了！在那样一
个朝代那样一个苍白弱小的少女恰是在芳华正茂时颓败了的。
她的身上背负着太多的不幸以至黑三那鞭子倒像是响在我耳
边甚至是扬起在我的身边的。我单单听着那蛇皮鞭子凄厉地
噬咬着那个惨痛而绝望的女子却无法伸手拉过她就那么眼睁
睁地看着她悬死在子夜——光明到来前最黑暗的时刻！我无
法告诉她苦难不是永久的请你再忍忍再忍几年！狂躁侵袭着
我的全身。甚至方达生踏着日出的光芒走向未来时这种狂躁
也难以平复。

说来又忍不住要怪曹禺让所有人物的命运太惨烈竟会一个不
剩了。

庆幸自己生在太平盛世更要珍视这寸寸和平了！

日出读后感篇四

许久没有这种手捧书卷，恋字忘食的体味了。我是着实被剧
里的人儿牵住了罢！



说起来能买到曹禺的这本《日出》足可以称得上“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自去年上函授听了教授对
《日出》的介绍我便再也不能忘怀了。当时搜遍了淄川的大
街小巷却也未见书影。倒是这一次偶然地记起临淄新华书店
三楼的图书是打折的便要去看看。想想初衷也不是为了《日
出》却在这不经意间得到了它。

这小册子是在一大堆蒙了尘的旧书卷里斜挤着的。大概它已
久不遇知音了，里面竟没有借书卡，连扉页也是未曾翻开的
样子。手里捧着它，我欣喜地像个孩子，全然不顾身侧人的
惊诧。

读完它用了四个小时，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未曾落泪却心痛
难忍。不由得要怪曹禺，竟让我牵挂着的人物全在日出
前“睡”去了，真够冷酷的！

别人尤可小东西的死，却让人太惊心悚目接受不了！在那样
一个朝代，那样一个苍白弱小的少女，恰是在芳华正茂时颓
败了的。她的身上背负着太多的不幸，以至黑三那鞭子倒像
是响在我耳边，甚至是扬起在我的身边的。我单单听着那蛇
皮鞭子凄厉地噬咬着那个惨痛而绝望的女子，却无法伸手拉
过她，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她悬死在子夜——光明到来前最
黑暗的时刻！我无法告诉她苦难不是永久的，请你再忍忍，
再忍几年！狂躁侵袭着我的全身。甚至方达生踏着日出的光
芒走向未来时，这种狂躁也难以平复。

说来又忍不住要怪曹禺让所有人物的命运太惨烈，竟会一个
不剩了。

庆幸自己生在太平盛世，更要珍视这寸寸和平了！

日出读后感篇五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
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
“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
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
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
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
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
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
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
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
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
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
之手的小东西等。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
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
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
“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
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
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
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
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
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
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
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
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
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
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
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
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
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
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



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
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
者和失败者。

看完《日出》，发现曹禺老先生的笔挺有意思，不论角色大
小，戏份多少，一律是精工细雕、潜心刻画，很有点人人平
等的民主意识;曹禺老先生的这枝笔没有“角色歧视”，绝对
不会因为是主角就浓墨重彩，是配角就轻描淡写，有时候甚
至对一些小人物也会不惜工本地大加渲染，让人读来如见其
人，传神之至。如果说十个人读完《日出》，领会出十个潘
月亭、十个陈白露，那，也绝对只有一个王福升，一个黄省
三。王福升是个小人物，不是仔仔细细一字不漏地看完《日
出》，是很容易忽略这个小角色的。然而，我相信曹禺在写
《日出》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下了不少工夫。

这不仅是个贯穿全剧戏份颇重的角色，更是贯穿全文的一条
锁链--事实上，作者不光是想让这个旅馆茶房起到连接人物
与人物、幕与幕之间的联系作用，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个王福
升写出当时相当一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心态。王福升欺软怕硬。
对于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向来是恶语相加，极尽漫骂欺压
之能事，就像阿q看到小尼姑一样。看到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干
活的工人，他就骂他们“天生吃窝窝头就咸菜的脑
袋”、“天生的穷骨头”;碰到落魄潦倒的失业小书记，他更
是摆出一副流氓的架势。

当然，他也偶尔也会显露出对有钱人的鄙夷之情，阿q一下。
比如他讲到顾八奶奶，便讽刺她“老来俏”，“人老心不
老”。不过他也很现实，为了能养家糊口，他一向是八面玲
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旅馆里的每一个有钱人，极尽奉承献
媚之本领。王福升这种矛盾的性格在一次接听电话时表现得
淋漓尽致--电话是金八，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地痞打来的，然
而王一开始并不知道，于是好戏便开场了--“喂，你哪儿?你
哪儿?你管儿?......我问你哪儿，我问你要哪儿，你管我哪
儿?......”......然而当王得知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后，完全



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姓金?啊，.......哪，......您老
人家是金八爷!............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
这时，金八当然不会饶过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茶房。不过一向
逆来顺受惯的王福升仿佛很光荣地听着对面传来的阵阵漫骂，
还不时地答应着“是......是......您骂得对!您骂得对!”
这时，一个小茶房两面派的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了。让人不
由对曹禺老先生这支生花妙笔佩服得五体投地。

福升身上有许多阿q的特质，然而，他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狡
诈世故非常圆滑，不同于阿q的迂腐死板;他的圆滑也帮助他
在残酷的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不至于落得一个临死都不知
道怎么会死的悲惨下常我想，作者之所以没有给王福升安排
一个阿q式的“传奇”结局，或许是为了塑造一个更为大众化
的小人物形象，用他的大众化来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一批人，
用他们仰人鼻息、苟且度日的生活形态来衬托一个金钱至上、
弱肉强食的严酷社会背景。如果说王福升的形象还不足以描
绘当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那剧中的另一
个小人物 ---- 黄省三便是一个更鲜活的例子。黄省三一出
场，作者就大笔一挥，破例用大半页的篇幅给他作了个“速
写”。这段描写在整个剧本中是少有的详细，也是绝对的精
彩。

黄省三是这样亮相的“...他很畏缩地走进，带着惭愧和惶恐
的神气。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冻得发紫......一
双乞怜的眼睛不安地四面张望着......”和王福升一样，黄
省三的亮相后面也有着成百上千黄省三们的影子。他们畏畏
缩缩，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很可能就这么小心谨慎地过一辈
子。可是，曹禺老先生却偏偏不这么写，黄省三已经小心谨
慎了四十几年，作者不想让他的下半辈子在平庸和平静中度
过。于是，他失业了。老实胆怯的黄省三找到了经理秘书李
石清，向他诉苦。

这一出简直像是一个小职员的自白，从黄的独白中，我们可
以深深感受到一个兢兢业业的小职员在社会中的辛酸与无奈。



他善良老实，卖命地工作，从来没有卡公司的油;他念过书，
有自尊心，从来没干过违法乱纪的勾当......一个典型的安
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他失业了。因为没钱，他的老婆跟
人跑了;家里一大堆孩子饿得直叫;付不出房租，眼看就要露
宿街头;自己身上也有一大堆毛病没法治......就是这么一个
可怜到家的小人物，奔走求告了半天，也没讨来一丝同情，
更不要说工作了。这时候的黄省三已经够可怜的了，可是作
者还嫌不够。

原来的黄省三老实本分，现在失业的黄省三窝囊潦倒.......
作者决心让他做一件既不本分也不窝囊的事情--于是曹禺老
先生又大笔一挥，这下黄省三出名了--他用鸦片烟毒死了自
己的孩子，轮到自己了，却没有鸦片了，于是他就去跳河，
又没跳成。虽然尾声部分还是挺窝囊，至少老实窝囊的黄省
三还是做了一件能上报纸的事。

黄省三的最后一次亮相比他的出场更具戏剧性--“他幽然地
进来，如同吹来了一阵阴风。他叫人想起鬼，想起从坟墓里
夜半爬出来的僵尸。”“他的神色阴惨，没有表情，不会笑，
仿佛也不大会哭......”--黄省三疯了。黄省三的悲剧结局
又让我想起阿q。然而，除了怯懦，黄的身上没有阿q的一切缺
点。可是他的结局却比阿q更悲惨--阿q是活得糊涂，死得更
糊涂;黄省三却是活得认真，死得也清醒。他是在把一切能让
他苟且度日的法子都想清楚了之后再下最后的决心的。他寻
死前一定也反复地挣扎过--可是严酷的社会现状由不得他活-
-尽管他曾是多么的老实本分，兢兢业业。《日出》是出悲剧。
剧里的人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大多也快死，或者快疯了：
陈白露自杀了;小东西自杀了;黄省三疯了，李石清、潘月亭
也快了。

这些固然能让人掩卷遐思上半晌，可是我仍然觉得那些小人
物的命运更能触人心弦，更能揭示出在当时那个社会中人们
互相倾扎、谋取生存空间的残酷事实，使人觉醒，催人奋进-
-或许这就是曹禺老先生写《日出》的用意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