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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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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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是我一直都挺崇拜，挺欣赏的文学家，他的每篇作
品我都读过，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收获，但我
最喜欢看的还是鲁迅的小说，我感觉他的小说很真实，批判
了当时旧社会的丑陋面目。《孔乙已》是我在《呐喊》中比
较喜欢的一篇，可能是这篇学生，所以对这篇所有的细节都
比较了解。我第一一次读这篇是在初中课堂上，那时老师让
我们自己先读，当时，我读得很认真，因为我对这篇挺感兴
趣的`，因为是鲁迅写的。当时读得不太懂，听老师分析后，
感觉明白了很多。

孔乙已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在黑暗的社会里，
他唯唯喏喏地活着，他一生都在寻求功名，一直考，一直考，
可都考不上，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中，他成了一个行尺走肉，
一个麻木而不任的人，正像他所说的“窃”书不为”偷”，
因此在一一些丑恶的人心中成了一个“小偷”，可在孔乙已
的心中，他并不这么想，在与他同龄中，只要是见到他，除
了笑，没有话讲，因此只好向孩说话，他也只有在孩子面前，
他才会有受到蔑视的笑，后来有人说他又去偷书，结果被打
断了腿，当他再一次来到客栈时，讽刺的笑声就没有停过，
此时的孔乙已更偈一个行尸走肉，只靠着两只手来行走，终
于，在人们的笑声中，这就是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结果，
给人无尽的思考与想象到底孔乙已这个人物时，运用了大量
的手法，在人物外貌，动作，语言上都有很多的描写。作者
笔墨越多，所想表达的人物形象越明显。



我觉得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有两点，一一对封建社会制度
的抨击，作者在每一篇小说里，运用了不同的手法，将现在
的人物与过去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对周围人物的形象描写，
以及周围的环境的描写，有力地反映了当时旧社会的封建统
治制度，但在另一方面，我觉得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出作者对
祖国的热爱，希望在他文字的激励下，人们能够奋发有前，
能够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过来，使这个社会能振作起来，这是
他一种爱国的表现，他并没有去用语言激励人们，而是用文
字，在文字的背后是他颗爱国的心。也许他的文字并没有激
励到每—个人，但不可否认，还是有一部分人，还有一些知
识文化的人都能在他文字的激励下而清醒觉悟过来。

边城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后，对鲁迅先生
有了很详细的了解。鲁迅原名周树人，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
文学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朝花夕拾》
《狂人日记》等多不胜数。

他谈笑中都少不了抨击旧社会，他的笔就是他的战斗武器，
他要推翻旧社会，抨击旧社会，改变旧社会。他的心是向着
光明的，正如他对他侄女说：“你想，四周黑洞洞的，还不
容易碰壁吗？”可能我们第一眼看这句话时，会以为这句话
是说在晚上容易碰壁，其实他暗示我们旧社会是如此黑暗，
自己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他希望号召人们推翻旧社
会呀！

鲁迅先生不仅爱憎分明，还是一个为自己想的`少，为别人想
的多的人。我十分敬佩他，广大人民也爱戴他！

边城读后感篇三

手里是一本重重的《鲁迅全集》，



满页满页的字中，

究竟深藏着多少秘密。

竭力的呐喊中，

是谁针砭时弊

用笔做枪，指向封建社会，

“人吃人”的黑暗中，

“救救孩子”的声音发自心底。

幼小的心灵中，

装不下这么多的思忆——

你为什么要吃我，

而我又何尝想吃你？

在彷徨里，

祥林嫂的悲剧，

背后却又有多少哲理。

没有天方夜谭的精巧，

也不见格林童话的细腻，

大江东去的吟诵声中，

也有着文化的精髓和民族的豪气。



而你的文章中，

这一切都不见踪迹。

黑暗的年代，

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

在列强的铁蹄下，

终会迎来有朝一日的奋起。

手中握着的笔，

是一把直刺向旧社会的尖刀，

黑暗中的一些人害怕了，

紧紧不放的追着你，

浓密的胡须，

爽朗的笑声，

来吧，

我的身后全是阳光和正义！

黎明前的黑暗，

终究阻挡不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四万万五千万的怒吼，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腐朽统治，



把封建与专制永远推向了历史！

灿烂的朝霞，

是先生血的足迹，

中华民族的革命，

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终于，

天安门的广场上，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

照亮了新生的中国，

照亮了倍受屈辱的华夏大地。

然而，

浩渺的人群中，

我却始终望不到你——

不，

我看到了，

鲜艳的五星红旗上，

你在向我们招手，

脸上那浓密的胡须下，



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今天，

我再次看见，

孔乙己的一生，

阿q的胜利，

长妈妈的嘱咐，

百草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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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读后感篇四

读了《文学之魂——鲁迅》，我受益匪浅。这本书记载了鲁
迅的一生。鲁迅的骨头最硬，对形形色色的敌人，看得清，
恨得深，斗争得最坚决；他甘为人民大众当牛，在帮助培养
文艺青年方面，更是无私的奉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其中我最
敬佩的是他那种珍惜时间的品质。

以前，我对时间才不在乎，打电脑，看电视，以为还有大把
的时间，就这样，时间“滴滴嗒嗒……”地从我手中溜去，
自从上了高年级，便慢慢觉察到时间不够用，后来就在一些
珍惜时间的同学那里请教，并每天看课外书2小时，2小时复
习……让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

是啊！同学们，我们应该趁自己还年轻，多学点知识，多做
点有意义的事，不要虚度时光，要让生命过得充实、可贵，
让生命发出辉煌的光辉。不要虚度我们的花样年华。



边城读后感篇五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鲁迅**读后感

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
评和分享。

鲁迅**读后感（一）

读罢鲁迅先生的文章，会被其深邃的思想所征服，心目中先
生的形象时常浮现，挥之不去。的确，从小到大，学的最多
的便是鲁迅的文章，开始也总觉得很难读懂，但随着年龄的
增大，思想的日趋成熟，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后，我便开始
喜欢先生的文章了。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就是人学。”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以塑
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的。鲁迅作品的成功不仅建立
在生动的人物的塑造上，尽管孔乙己的迂腐，华老栓的麻木，
阿q的落后……这些形象的完美塑造，已让我们领悟到了一代
大师那饱满的笔墨和深邃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那无畏的气
概和对正义，对光明的追求，充斥于字里行间，让人肃然起
敬。

犀利的笔墨剥落了封建旧制虚伪的外表，让丑恶无容身之处，
无愧于“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的称号。其中的含蓄与深
沉正是作者成熟的思想与精辟独到的见解的表现，从中不难
看出先生的执着与人格的伟大。哪怕风雨如晦，哪怕血荐轩
辕，先生都义无反顾，走自己的路。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的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其
本质就是吃人。先生敏锐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战斗呐喊，
为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泰戈尔说过：“如果你俩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
的肋骨拆下一根来当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鲁迅
也是这样的，他在敌人的监视下燃烧自己，无论是上刀山、
下火海，他始终在为祖国命运、人类出路进行着哲人式的思
考。

从发人深省的《狂人日记》，到错综复杂的《**》，再到浓
重阴冷的《药》，无一不反映出鲁迅先生心中的呐喊，表现
了先生惊人的精神震撼力。

对于先生的钦佩还在于他的骨气，对封建社会的不满，能用
手中的笔来书写，对判国贼等人的讽刺，更是“骂”出了中
国人的愤慨，“骂”得淋漓尽致，“骂”得实在精彩！

正是这些风行不衰的文章，鲁迅先生的形象也时刻鼓舞我们，
既然是华夏儿女，既然是热血青年，就应当知恩报效，只有
有了这样的雄心，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才会走得越加坚实，
越加富有信心！鲁迅**读后感（二）

我读了，《鲁迅**》这本书之后，对鲁迅先生有了一定的了
解，他是我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
穿透国民性，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意义。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非政治革命家。鲁迅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理解得非常
深刻的思想家。读鲁迅的着作，特别是读他的杂文，能培养
我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鲁迅的主要作品有：《狂人日记》、《伤逝》、《孔乙己》、
《祝福》和《阿q正传》等等，他的这些作品，每每读后，都
能给人深刻的启迪，使我们至今读他的作品，仍常常有一种
振聋发聩的感觉。他这种对于历史、现代和未来的完整观照
和深入思考，表现了他独特的文化观，他是中国文化最优秀



的继承者，又是中国文化的最彻底、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批判
者。在对旧文化进行批判的广度和深度上，不仅胡适比不上，
林语堂更比不上。没有鲁迅式的深刻反思和他那种彻底的批
判精神，我们这个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体系，不能完成
由旧到新的质的转化，同时国人对这种文化以及对于自身状
态的认识，也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

是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文化共同塑造成了鲁迅的文化形象及其
文化精神。这种形象和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鲜明的现
实意义。鲁迅**读后感（三）

小说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封建的主题。

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三折也是围绕着“**”而发展的。其中从七斤带给人们城里
的新闻和赵七爷有学问而受到尊敬中又可以看出，知识是多
么重要！最后六斤还是裹了脚，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并没有脱
离封建的阴影。赵七爷是一个乡村酒店里的主人，所谓的遗
老，有学问的人。他总是靠假学问来骗人。塑造这个人物是
为了表现长期以来封建势力对人民的统治之严酷，毒害之深，
造成了国民的愚昧。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不
是简单的写她不满的情绪，而是要揭示出陈旧腐朽的保守观
念，从中也能看出农民的狭隘性。作者把国粹家“一代不如
一代”的论调折射九斤老太的身上，表现了对复古家、国粹
家的一种讽刺。七斤嫂是一个欺善怕恶，不分是非，努力把
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人。从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国民的劣
根性。七斤是《**》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辫子在进城时被人
剪掉了，因此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七斤没有头脑，不加分
析的相信赵七爷的谎话，被赵七爷弄得神志恍惚。村里的人
都躲着他，甚至有的幸灾乐祸。，希望能帮助您！



边城读后感篇六

鲁迅**读后感（一）

读罢鲁迅先生的文章，会被其深邃的思想所征服，心目中先
生的形象时常浮现，挥之不去。的确，从小到大，学的最多
的便是鲁迅的文章，开始也总觉得很难读懂，但随着年龄的
增大，思想的日趋成熟，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后，我便开始
喜欢先生的文章了。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就是人学。”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以塑
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的。鲁迅作品的成功不仅建立
在生动的人物的塑造上，尽管孔乙己的迂腐，华老栓的麻木，
阿q的落后……这些形象的完美塑造，已让我们领悟到了一代
大师那饱满的笔墨和深邃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那无畏的气
概和对正义，对光明的追求，充斥于字里行间，让人肃然起
敬。

犀利的笔墨剥落了封建旧制虚伪的外表，让丑恶无容身之处，
无愧于“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的称号。其中的含蓄与深
沉正是作者成熟的思想与精辟独到的见解的表现，从中不难
看出先生的执着与人格的伟大。哪怕风雨如晦，哪怕血荐轩
辕，先生都义无反顾，走自己的路。

1 的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其本质就是吃人。先生敏锐
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战斗呐喊，为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泰戈尔说过：“如果你俩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
的肋骨拆下一根来当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鲁迅
也是这样的，他在敌人的监视下燃烧自己，无论是上刀山、
下火海，他始终在为祖国命运、人类出路进行着哲人式的思
考。



从发人深省的《狂人日记》，到错综复杂的《**》，再到浓
重阴冷的《药》，无一不反映出鲁迅先生心中的呐喊，表现
了先生惊人的精神震撼力。

对于先生的钦佩还在于他的骨气，对封建社会的不满，能用
手中的笔来书写，对判国贼等人的讽刺，更是“骂”出了中
国人的愤慨，“骂”得淋漓尽致，“骂”得实在精彩！

正是这些风行不衰的文章，鲁迅先生的形象也时刻鼓舞我们，
既然是华夏儿女，既然是热血青年，就应当知恩报效，只有
有了这样的雄心，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才会走得越加坚实，
越加富有信心！

鲁迅**读后感（二）

我读了，《鲁迅**》这本书之后，对鲁迅先生有了一定的了
解，他是我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
穿透国民性，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意义。

2 非政治革命家。鲁迅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理解得非
常深刻的思想家。读鲁迅的着作，特别是读他的杂文，能培
养我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鲁迅的主要作品有：《狂人日记》、《伤逝》、《孔乙己》、
《祝福》和《阿q正传》等等，他的这些作品，每每读后，都
能给人深刻的启迪，使我们至今读他的作品，仍常常有一种
振聋发聩的感觉。他这种对于历史、现代和未来的完整观照
和深入思考，表现了他独特的文化观，他是中国文化最优秀
的继承者，又是中国文化的最彻底、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批判
者。在对旧文化进行批判的广度和深度上，不仅胡适比不上，
林语堂更比不上。没有鲁迅式的深刻反思和他那种彻底的批
判精神，我们这个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体系，不能完成
由旧到新的质的转化，同时国人对这种文化以及对于自身状
态的认识，也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



是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文化共同塑造成了鲁迅的文化形象及其
文化精神。这种形象和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鲜明的现
实意义。

鲁迅**读后感（三）

小说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封建的主题。

3 三折也是围绕着“**”而发展的。其中从七斤带给人们城
里的新闻和赵七爷有学问而受到尊敬中又可以看出，知识是
多么重要！最后六斤还是裹了脚，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并没有
脱离封建的阴影。赵七爷是一个乡村酒店里的主人，所谓的
遗老，有学问的人。他总是靠假学问来骗人。塑造这个人物
是为了表现长期以来封建势力对人民的统治之严酷，毒害之
深，造成了国民的愚昧。()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
代”不是简单的写她不满的情绪，而是要揭示出陈旧腐朽的
保守观念，从中也能看出农民的狭隘性。作者把国粹家“一
代不如一代”的论调折射九斤老太的身上，表现了对复古家、
国粹家的一种讽刺。七斤嫂是一个欺善怕恶，不分是非，努
力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人。从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国民
的劣根性。七斤是《**》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辫子在进城时
被人剪掉了，因此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七斤没有头脑，不
加分析的相信赵七爷的谎话，被赵七爷弄得神志恍惚。村里
的人都躲着他，甚至有的幸灾乐祸。

我的伯父鲁迅读后感 社戏鲁迅读后感 铸剑鲁迅读后感

边城读后感篇七

教学目标：

1、了解时代背景。

2、了解造成辫子**的原因。



3、评价辛亥革命。 教学重点：

1、解造成辫子**的原因。

2、评价辛亥革命。 教学难点：

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认同。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方法：启
发式 教学过程：

一、作者介绍（略）

二、篇名“**”的含义

本篇是以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农村中激起的**为题材
的。**由辫子问题引起，船夫七斤的辫子在辛亥革命中被大
剪去，可是在张勋复辟的时日里听说“皇帝是要辫子的”。
便因怕坐牢杀头，而全家惶惶不安，并且村里人对七斤的态
度也有改变，封建势力的代表赵七爷恫吓七斤，普通村人则
围观着热闹，最后由于皇帝未坐成龙庭，也就一切归于平静。
张勋复辟事件在农村引起如此 一场**，很快就平秘。这些描
写表明革命如果不是建筑在广大农民觉悟的基础上，即使像
剪辩子这种事，也会在风吹草动之中引起慌乱与骚动。

三、情节发展（见课本）

四、人物性格

1、七斤：

他是辫子**的主角，他的身份，经历与一般农民有所不同，
不捏锄头柄，只是帮人撑船，几乎每天进城眼界宽些，因而
比别人多知道一些事，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的
人物了”可是这样一个有条件多接触外部世界，有机会多接
近新事物的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只是在城里勉强被人剪



了头发，头发短了，见识却未长，他所知道的时事仅仅局限于
“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下一个
夜叉”而已一旦听说“皇帝坐了龙庭”“皇帝要辩子”便惶
惶不可终日，守着门槛坐着发呆，头脑中一片混乱，他根本
无法认清形势，根本不能整理思绪，他仍然是一个愚昧无知，
不觉悟的农民形象。见识稍多的七斤尚且如此，一般农民也
决不会有高于七斤的觉悟程度的。这一形象无疑表明辛亥革
命未能便农民、觉醒。

2、赵七爷

他不仅是个酒店主，还是个“三十里方园以内的唯一的出色
人物兼学问家”有“遗老人的臭陈”显然他代表着封建统治
阶级在农村的势力与基础。革命的影响只是使他把辩子盘到
了头顶上。辛亥革命不仅没能使农民觉悟，甚至连农村的封
建势力都少有触动。虽然赵七爷暂时有所收敛，一旦“皇帝
坐了龙庭”的消息传来便立即放下辩子，穿上“于他有庆，
于他的仇家有殃”的个个布长衫，跳将出来，选复辟舆论，
恐吓人们，他的所谓学问，只能作维护封建统治之用，本质
上是个顽固守旧，投机、不学无术的封建遗龙。

3、七斤嫂：

因循守旧，落后无知且粗野泼辣

４．八一嫂：

热心善良，然而在**中却受孤立

５．九斤老太：

九斤老太有一句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地表现了
这个年老无知的农村妇女的心理，她是一个极其守旧，看不
惯任何新事物而整天唠唠叨叨的老一代农民形象。



五、作品中人物对话对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作用，小说中
辩子**的发生发展，甚至平息，都是在人物对话过程中构成
的，对话描写是这篇小产的重要艺术手段人物对话不仅推动
了作品情节的发展，而且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显现出作
品的主题。

如

一、三部分的末尾，各有一段七斤与七斤嫂之是关于皇帝是
否坐龙庭的对话，既展示了**的发性与平息，又使我们看到
了两个愚昧无知的农民形象，同时还说明了张勋复辟与辩
子**的关系，两者都仅是一体骚动，农民仍蒙昧无知未觉悟。
这种简洁生动的对话显然刻画了人物，揭示了主题。

六、环境描写对烘托主题的作用

小说的开头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纳凉吃晚饭的场景，无论是
乌柏树叶、小桌矮凳、大芭蕉扇，还是乌黑的蒸于荣，秋花
黄的米饭，都洋溢着江南农村的生活气息，为“**”提供了
真实可信的物定环境，表现了一种因循守旧的传统生活方式。
小说的结尾又描写了这一村落有过一场**之后的情景，一切
恢复原样。开端与结尾前后呼应，说明了辩子**不过是死水
微澜，辛亥革命之后，农村并无真正的变革，这样的环境描
写渲染了气氛，烘托了主题。

七、关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

作者在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与个性方面所作的细节描写很富
特色。例如九斤老太的一句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
她的守旧；赵七爷的一件竹本长衫，在穿与不穿中，便能极
喜或极忧；他的一条辫子的盘与放，使这个封建遗龙的复古，
投机心理暴露无遗；七斤口里含一根湘妃竹长烟管时的不同
神态，有时表达了他的骄傲，有时又显出他的忧愁；而七斤
嫂骂人时手里挥着一双筷子生动地体现了她粗野泼辣的性格。



诸如此类的种种细节细节都很简练，并且符合人物身份颇具
生活气息，富有表现力。

八、运用白描手法的总体特色

详见课文提示

九、重点段落分析

结尾一段：

作品的结尾记叙了**平息后的结果与影响，其一：七斤仍受
到相当的尊敬这与他在**高潮中待遇正好相反、七斤曾被认
为犯皇法，并且人的固七斤可能受惩罚而“觉及有些畅快”，
这两种不同的情景，正说明农民对于究竟该不该剪发毫无认
识，对于革命毫无所知。

其二，他们仍以传统的方式生活着，仍像九斤老太那样按照
封建的旧观念平详判周围的一切甚至六斤也已裹起小脚，继
续走七斤嫂与九斤老太的老路他们的生活世代相袭，如死水
一潭。

其三，这种结果暗示了辛亥革命给这村落带来的影响只是像
辫子**那样，起一阵微澜，从而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变革农村、
唤醒农民的重大问题。显然这一结尾，对于深化作品的主题
起了重要作用。

边城读后感篇八

读了《鲁迅与时间》这篇文章，我了解到鲁迅先生是一个能
抓紧时间、善挤时间的人。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
下了极为宝贵而又丰富的文化遗产。

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



有的”。

以前，我不知道珍惜时间。放学回家后不是看电视，就是看
动漫书。直到爸爸妈妈要下班了，我才慌忙坐到书桌前，拿
出作业写了起来。这样写出来的作业质量可想而知。为此爸
爸妈妈没少批评我，我却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往心里
去，做作业照样拖拖拉拉。时间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流走了。

学了《鲁迅与时间》这篇文章后，我深受启发。放学后我会
抓紧时间写作业，手酸了，活动一下，继续写，这样我就会
很快地写完作业。虽然有时作业还会有错，但随着我的努力，
错误会越来越少的！因为我写作业的速度快了许多，妈妈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并且每晚奖励我半个小时做自己喜爱的事。

鲁迅先生说过：“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24小时，可是一天
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
片悔恨。”

我们每个人都应珍惜,把握时间,不要虚度年华。这样到年老
时就不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在世界上我们只活一次，所以应该爱
惜光阴。必须过真实的生活，过有价值的生活”。尤其是我
们这些学生,浪费它就没有阳光般的前途.所以我们要珍惜时
间,不要被时间抛弃。这样我们才能获取人生的最大奖赏---
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