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杂文选读后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一

刚开始接触他的杂文时，觉得过于生涩，很多地方只是莞尔
失笑或蓦感蕴蓄，并未曾体会其深刻意义蕴涵的辛酸和眼泪、
痛苦和悲愤。

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渗
透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鲁迅杂文题材太过繁琐，读后也
便会产生不同情感。就单说说《论辩的魂灵》一篇吧。

这篇文章不拘成法，敢于创新立异、独辟蹊径。全篇大部分
模拟社会上的某种谬论，加以比列，不着一语，而丑态尽露。

鲁迅常说：“我所住的并非人间”，那些反对改革者在他看
来都是鬼魅，他们反对新思想，攻击改革的奇谈怪论都
是“鬼画符”。

“虽然不过一团糟，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现出各样的
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缄。”“祖传老年中年青
年‘逻辑’扶战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赦”。这
种讽刺是冷峻的，隽智的。作者用嘲谑、俏皮、含而不露的
语言，把能暴露被揭露者的丑态的、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表述
出来，使其“刻露而尽相”。通过讽刺，撕掉他们庄严的假
面，抹去那引人发笑的油彩，露出他们可鄙的灵魂。它不象
辛辣锋利的讽刺那样，而是一种俏皮、隽永、含蓄，有蕴味
的讽刺。



鲁迅杂文读后感二：《鲁迅杂文》读后感

当我拿起《鲁迅杂文》这本书的时候，它给我的第一感觉就
是非常的特别!它是那样的沉甸，那样的让人为之一振。

读了这本书后，我终于领会到了鲁迅骂人的实力是多么的强，
我以前听我语文老师说鲁迅曾经骂过很多当代和古代的文学
大家，而那些被骂的人毫无还嘴之力，现在我终于得到了验
证。但尽管这样他的文章也不显一点俗气之感，反而使他的
文章更具说服力，更大众化，更易懂。我也觉得他的作品很
具说服力，让人不得不相信他的观点，只要你读懂这本书你
就会觉得鲁迅对与中国的文化是多么的了解，他的话语中经
常夹杂着不同语言和不同的文化。

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我学生去读一读，可能会对你们有帮助!

鲁迅杂文读后感三：《鲁迅杂文精选》读后感

杂文，顾名思义，是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
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
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
称。

鲁迅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
文学家，革命家。读了这本书后，我感触很深。在字里行间，
我们能隐约发现鲁迅每一篇文章时的心态都是不同的。而
《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
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然
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分
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度
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说
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别
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
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使



其文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典
故或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道
理。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
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
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
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
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
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
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
同仁的诬陷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
讽刺。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仿佛看到了他本人正在对社会、事
物做一个评判。文章详细的学出了作者的内心思想及观点。
我忽然也理解了许多，更多的思考像泉水般涌现出来，读了
鲁迅的文章真是能让人豁达开朗啊。

建议大家都多读一读这本书!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二

让人变聪明的方式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
阅读，再阅读。而我选了一本提示了生活哲理的书。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文化巨
人。这不仅在小说、散文、散文诗领域取得的卓越辉煌的艺
术成就，而且在于他用毕生的精力创作了大量的无与伦比的
杂文。

在旧时中国，他用一支犀利的笔，写下一篇篇杂文“如匕首，
似投枪。”直击敌人要害，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战斗作用。在
他笔下，杂文成了一种摹写世相、见闻，评说世事，言志抒



情，内容无所不包，形式不拘一格。给杂文打上的“迅哥”
的鲜明印记。之前读他的文章，总觉得太深奥，太难懂，可
如今不同。他往往纵意而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
在阅读他的文章时可依稀听到文字背后的他：“乐则大笑，
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形象。之前阅他的文章，总觉文笔
太尖刻，太喜欢骂人，但现今不同，他广泛且深刻地解读和
认识旧中国社会上各样的现象，发人深省，令人深思。比如：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
是“合群”的各样的自大。其实，自大一直被视作为人的弱
点，他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讽刺那些打着爱国的旗号，盲
目自大，闭关自守的人。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赞扬
的是那种思想见识高出庸众，提倡各种改革的“自大”的人。

再者像：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
蝇。他此外告于我们正确，到位的认清事物本质，正确认识
自己。使我不时从自己的角度和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受
出发，重新认真、严肃地审视自我。审视自己所面对的实际
生存状况。

对此，我也学会了反省，在文章给予我艺术享受之上反省自
己，让我重新找回自己。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三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文
学家，革命家。

读了这本书后，我感触很深。在字里行间，我们能隐约发现
鲁迅每一篇文章时的心态都是不同的。

我最喜欢的是《世故三昧》里的《爬和撞》。

它笔锋幽默，赋有哲理性，是篇很有趣的文章。它议了爬，
又议了比爬更高一级的撞。就像英语中的比较级。它告诉我



们：在生活中，用一种方法去做某件事失败了，但不要灰心
丧气，可以再试着用别的方法去做啊。两次不行，再来一次，
直到成功为止!到那时，再回过头去看看你走过的路上那写努
力是否值得?我想那时，你一定会微笑着说：“功夫不负有心
人!”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

记得九岁那年，我天天幻想着自己能骑着自行车去自己想去
的地方。可是，我不会骑啊!对了，爸爸不是会吗?于是，我
一蹦一跳的跑到爸爸身边，央求他教我，爸爸没办法，只好
答应我了。傍晚，我们来到一条无车的小路上，我在爸爸的
搀扶下，坐在了坐椅上。我不肯让爸爸放手，因为我怕摔着。
可爸爸仍然放手了，哦整个人和车是去了平衡，车子没骑多
远，就向左边倾斜，我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下，我的手和膝盖
都被石子划破了，我忍不住留下了眼泪，可爸爸呢，并没来
扶我，而是告诉我怕疼的话就别学了。我坚强叫两午了泪，
说：“我一定要学!”爸爸微笑的走过来，帮我拍掉了身上的
灰尘。过了一会儿，我们便又开始了刚才的步骤。当然，我
也摔了好几次，但爸爸一直陪在我身边。一天，两天，……
就这样过了两星期，我的车技越来越好了。骑自行车也已不
再是我的幻想了!

我想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宋陈述这件事：“只有经过长时间
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
渴望有所成就。”

说的没错，在人尘的道路上难免遇到困难，重要的是看你能
否克服它!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四

翻阅浏览这本四五精致的作品集，把我从悲悯的观度至如梦
似幻的空洞虚体中现出的狂妄肆意，抓把蛮力地擒回现实生
活中的大实际和新文化，那颗疾速被暖化的寒心，甚于造诣
现令今的革命主义，令其深逐地了会到老辈们在受国民党的



压抑的身负冷气的不可忍。作者鲁迅先生传承了这样一种充
沛中国骨气魂魄，在多么跨步跚蹒的阻绕，大文学家力挺超
艺术的感思魂儿。文本体载多密而复杂，形式自由。这是以
感融文的极品杂文的基体。鲁迅先生拘谨谢绝了实至名归诺
贝尔奖名号的优胜，晋同是中国最影响力的文学盛坛引领者。
白话耿怀，来自肺腑的感言堪称独特的一流。例为晦涩、讥
讽、爽快、幽然、论理、议义鲁迅先风在这些文风欲例完现
淋漓尽致。鲁迅文学的方标完整了真理由心生，兑现了是非
对或错遵循科学骨欲。定格在生活的刻度，传扬出了人民的
宝贵品格，不愧为全族人民最敬忠仰慕的战士!更代表全族人
民在文化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修进、果真、坚实、热
忱的空前英雄。

鲁迅以为“讽刺”是人生的真实，不化作虚有也不挥之出格，
鲁迅的杂文形式夸张，背话语调语化，幽幽谈写，使之表达
艺术蕴含着朴质和另类高度的思想内容;以实为基础抓住生活
中的实物和背景或勾勒社会丑恶真善的新奇新闻来表述自己
舒化的论点;不以为死板传教的叙述政文，堪为超化脱俗的进
阶创新教育体，稍纵松伐又紧促抓凑，这就是以速服人的城
灵魂的铸造根基。

夸张离不开写实，就好似牙齿离不开嘴巴，把反寻常，不合
理，便可爱，甚可鄙但又不以为奇的人事物进行绘真，给文
篇徒添异彩。反语表达强震的感情，振激了愤恨和恼怒，彻
底揭发了掩饰下的丑陋。

自我式的比拟素有特级魅力，再加上诙谐的简语化，缭诉清
馨，谈吐文风的畅欲和馥郁，寄托了悲观残暴下的哀思和缅
愁。构造成了寒星冷月比例出的日月星辰，无限凄美和万化
色斑。

针锋现代鲁迅的浮华，大胆地去叙文吧!

敬崇鲁迅先生笔轨，因成长在这里。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五

《鲁迅杂文》读后感

单位的书柜上不经意多了一本《鲁迅杂文精编》，想起了昔
日读书时代的《朝华夕拾》，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热爱
自由向往的生活，便拿着翻看起来，鲁迅先生的文采非比寻
常，嬉爱辰骂皆成文字，某些论点上更是一针见血的犀利，
一口气下来读了十多篇，就这样间隙的一直读着，某天竟忽
然嫌隙起来，杂文的字里行间，缺看不到几句称颂的话。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文
学家、革命家。他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
那股热情。希望自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不希望整日
在父母的管束中生活着，这正是儿童期间所希望的。曾几何
时，我已经远离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每天都活在在这忙忙
碌碌、纷纷扰扰的工作之中，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稚
气未脱的.孩子，有时还做着甜美的童年之梦，回忆起那些童
年琐事，还是记忆犹新，忍俊不禁。而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
小时候游乐场地现已变成高楼大厦，我和儿时小伙伴们都为
了自己的前程努力奋斗，因此对大自然的接触也少了许多，
但我心中对大自然的热爱始终如一，向往自由，这也许就是
我和鲁迅先生的相似之处吧，让我在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感
触颇深。

书中头几页的出版说明中讲到鲁迅可以说骂了，但他骂从不
对被骂对象的外形上加以丑化，而是打击、剖析：从政治、
道德、精神方面，结论予以最本质的揭露。相比那些优美的
散文来说，杂文激烈了许多，尖锐了许多，原本一门心思的
扎了进去，读到会意处，不忘会偷笑几声，而后的偷笑少了，
文字在视线里渐渐模糊，或者停留在某一段、某一句，竟然
不知文意，在也读不下去了，()骂的堆筑的太高，作为读者
我难免也要发几句牢骚，写上几段感慨。况且这些文字确实
激烈又尖锐，在短的时间太过频繁的阅读，会有一定的反面



效应，一件事物关注的太多，即便是好的，可能也会变了味
道。然而它真的变了味道，物极必反，在此，虽无这般夸张，
但是要懂得如何适可而止。书，要慢慢的读，闲暇之余，翻
将几页来看，倒也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嫌隙的也并不是文
字本身，而是自己在文字基础上附加了个人的情感，报喜不
抱有，见好不见坏，在长篇读之后，精神疲乏，需要另类的
轻轻的文字来解脱释放。

或许我就不该只看一个人的文章，只欣赏一种风格的文字，
鲁迅的文字是**年代的写实，这些苦难动荡的日子，多多少
少给我加重了沉闷与压抑，然而我又是那种见不得伤口的人，
尽快终结这样的痛苦，回到我真实的和平的世界，岂不痛快？
再有兴致百家各样的文字调剂看着。换一换异样的口味。；
领会异样的风采，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别有一番
韵味。

尽管有些情绪，我仍旧会一如既往的喜爱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