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呐喊明天读后感 鲁迅呐喊明天读
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一

《药》是一个比喻。救国的重任，在鲁迅看来，绝不是小资
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所能胜任的。因为其脱离工农的固有缺陷，
使他们在国家政治力量对比中始终软弱无力。尽管那些内心
有着真诚的为救国不惜付出生命的热情的人，到死也得不到
普通群众的理解，更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最终为国捐躯，
身首异处，自己的鲜血却被没觉悟的老百姓当作治肺痨的迷
信药物吃掉。

《药》的明线是描写群众愚昧；其暗线歌颂了革命者的献身。
用人血馒头将明暗两条线索连结起来，就更加突出了群众的
愚昧，但却又使献身的革命者感到了一种难以忍耐的悲哀和
孤寂。作者所揭示的不是夏瑜有什么错误和缺点，而是群众
身上的弱点。并且不是一般的揭示，而是把这种弱点和革命、
革命者联结起来，更加深刻地加以揭示。诚然夏瑜是孤寂和
悲哀的，但作者并没有剖析他这孤寂和悲哀的主观原因，比如
“脱离群众”之类，而是着重在揭示造成这种悲哀和孤寂的
客观原因。就在剖析客观原因的时候，作者也不是着重在揭
示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和狡猾，而是侧重描绘群众的麻木和愚
昧。这就是说，革命者的悲哀和孤寂是因为深味了群众的愚
昧和麻木之故。

鲁迅曾经与友人谈及这篇作品，他说：“《药》描写群众的
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



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
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
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我们认为鲁迅的这一段话已经清
楚地说明他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如果需要我们做出
概括的话，《药》的主题就是：群众现在还很愚昧，他们对
于革命本是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却毫不觉悟，甚至敌视革
命。要革命，就必须用科学的、民主的思想，把他们从孔孟
之道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否则，革命的成功
就没有希望。

2《狂人日记》的梗概：

《狂人日记》一书共有四十小节，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讲述
一个小伙子患了精神病时写的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小
说，是《呐喊》的初篇。

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生活的
感受和心理幻觉柔和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
度和礼教的弊害。”

“狂人”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
的束缚和压迫，造成对社会的恐怖心理。他认定现在是
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他半夜察
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他对吃人社会发
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喊
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
掩盖下“吃人”的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
声春雷”。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
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
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



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振聋发聩
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
读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
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3《鸭的喜剧》的梗概：

《鸭的喜剧》是一篇带有纪实性色彩的小说，作者与俄国盲
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本篇即以此为素材，作
品结构简单明了，但内容丰富深广。作者塑造的主人公爱罗
先珂对世界充满爱心，那是一种趋势博大的爱，他爱一切生
物，爱充满活力的生命，爱欢乐的世界，但世界并非尽如人
意的。作者通过鸭的喜剧――也就是由蝌蚪的悲剧，提示了
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生命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委婉
的表达了人间不可能无所不爱，唯有反抗强暴，才能保护弱
者的思想。本篇在写作上有散文化特色，情节性不强，但语
言朴实、亲切、雅致、别有一翻韵味。

爱罗先珂居住在北京。他觉得十分无聊，寂寞，便托人买了
一些蝌蚪儿，待它们长大后就可以听到交响曲般的“蛙鸣
声”。当他从孩子口中得知“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
的微笑道”。

然而，他又买了四只“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的小鸭。
小鸭固然可爱，但它们在游泳的时喉，“吃掉”了河中爱罗
先珂的蝌蚪。使他梦寐以求的“蛙鸣交响曲”就这样破灭。
事后，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沙漠”般的北京。

文章不长，但是字里行间鲁迅先生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却是十
分精辟的，他把北京比喻成“沙漠”，从中体现出北京的安
静、干燥等特点。文中鲁迅写到的小鸭形象，虽然不过一、



两句话，但十分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小鸭可爱的样子。

4《端午节》的梗概

《端午节》塑造了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
“方玄绰”的形象。方弦绰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
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

从他的身份地位上看，他不仅厕身于高等学府，喜欢发发奇
谈怪论，而且又混迹于官场，扭扭捏捏地做个政府的小官。
这个知识分子加官僚的身份，使他说话做事充满矛
盾，――“索薪”事件，更是使他不尴不尬，左支右绌，颜
面尽失。

从他的文化角色上看，他表面上是新式文人，天天捧着《尝
试集》咿咿唔唔。但骨子里浅薄、市侩，在家里是坐吃等伺
候的“家长”，在社会上是袖手旁观，静观待变的“看客”，
是个披着新衣的旧式文人。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采用的是轻松、幽默的讽刺笔调。通过描
写方玄绰的行为、语言和心理，塑造的是一个表面上进步，
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形象。而在中国的传统里,屈原是先
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端午节又是纪念诗人屈原的。用端午节
作题目，更加讽刺了主人公的浅薄和市侩。

5《故乡》的梗概

《故乡》写于19，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大多取材于
真正的现实生活，它深刻地概括了1921年前的30年内，特别
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小说中鲁迅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观现实
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比，揭



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反
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另一方
面，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人性”探索的意义。作品深刻
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精神上受
到极大束缚，古训筑成的高墙，使人与人隔膜起来。突出反
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拯救。

《故乡》中有我们所熟知的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形象对比，
少年闰土活泼可爱，机灵能干，中年闰土则麻木、畏缩，反
映了传统思想对人的深刻影响，还有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形象，
由一个美丽的女子变为一个庸俗、自私、刻薄的人，这不仅
是作者对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深刻的思考，也是对统治
中国农民的思想的历史文化的不满，所以要“逃异地，走异
路，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也希望年轻的一代有新的生活。

6《孔乙己》的梗概

孔乙己是清末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苦读半生，热衷科举，
一心向上爬，在“四书”、“五经”中耗掉了年华，落到即
将求乞的境地。他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
破的长衫，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时刻不忘在人们面前显
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
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只有当人们触到他灵
魂深处的疮疤：“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才立刻
颓唐不安。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中，他和一般“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一样，养成懒惰的恶习，不会
营生。为生计，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即使落到被打折
腿的惨境，他还要用手慢慢地走到酒店去喝酒。面对这样冷
酷的现实，孔乙己却能在瞒和骗中偷生，自欺欺人，以别人
难懂的之乎者也为自己遮丑，显示自己的学问，并以腿
是“跌断”的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封建科举制度无
情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和灵魂，然而他麻木不仁，至死不悟，
始终不明白自己穷困落魄终生的原因。这正是他性格中最可
悲的东西。作者用无情嘲讽的笔触，通过对孔乙己思想性格



的刻画，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制a度。然而，作者在批判他
的封建意识时，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心，特别是写到他
教“我”识字，给孩子分茴香豆，从不拖欠等情节，一再表
现了他心地善良，从而更激起读者对迫害他的封建制度的愤
恨。

7）《阿q正传》的梗概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二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
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
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
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手康大叔，因



为小儿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
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
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牺牲
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
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们
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
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
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ji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
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
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
华雄威！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
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迈进，这是经过我们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
经过了几代的国家领导，才走来来的，我们要继续努力，为
共产主义而奋斗！同学们，让我们站起来，为我们的美好明
天而奋斗吧！

[呐喊鲁迅读后感]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三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一九零四年赴日本仙台学
医，后弃医从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一九二三年
八月，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小说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
命到五四运动的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
矛盾。小说集《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作品通过写实主义、象征
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以传神的笔触，生动形象地塑
造了狂人、孔乙己、阿q等一批不朽的艺术形象，有力揭露了



封建恶势力，有力表达了作者渴望革命，为时代呐喊，希望
唤醒国民的思想。

鲁迅先生的作平语言总是幽默而带有讽刺。“老栓也向那边
看，却只见c堆人的`背后；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人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将―群看客滑稽的模样描。
写的淋漓尽致。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
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
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底层百姓
的麻木与无情。鲁迅先生拿起笔，写出一―篇又c篇的文章。
为整个国家的雄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作品影响了一―
代又c代人，挽救了一一个又―一个愚弱的国民。“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文字的魅力就是如此之神奇，鲁迅先生的文章
如点点火星，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

鲁迅的笔是锋利的，可以说是力透纸背，他笔下的一一个个
小人物映射出的都是社会中的大问题。《药》中他正是巧借
华、夏二家的悲剧想要大声呐喊出的是华夏民族的悲哀，
《故乡》中塑造的一一个个愚昧的国民形象到今日难道就不
复存在了吗？他们一直存在着，如果没有全民教育的普及，
他们将一直存在着。《呐喊》对我的的影响很大，让我更加
清楚地认识并了解到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而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更应该由所有人来好好珍惜。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四

也不能说：鲁迅是伟大的，然而谈者太众，以至失了新鲜感；
又不能说：我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说些不一样的。所以，
确乎是个困难的话题。然而，一本《呐喊》，薄而沉重，中
国的学生们，无论如何算是读了大半的，年来岁去，谁人读
起开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嘘自叹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
了歇了，坐椅子上一声叹息，连吐落的第一口气里都有着疲
惫的痕迹，于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有时候惟有鲁迅。一个民
族文化的着落点，有失便就有重构，倘若说旧文化隳于五四，



则新文化的构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说是从《呐喊》而起，
这之间，有着总体与个人差异的说法，所公认的，是鲁迅作
为旗手，举的标志物明白而辉煌。

在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
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
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
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是作者最初的
困惑和最审慎的态度，得来的回答不够令人满意，却现实功
利且无可奈何。

一个问题浮现：究竟是谁人的呐喊声？——关于呐喊者，关
于呐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鲁迅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否？
还是作家？抑或学界同声呼唤的启蒙者？最切实际、最大的
可能是三者兼具。我们意愿读懂《呐喊》，向往理解作者，
因而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是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作为
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这种
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鲁迅
形象注定无法单一的历史文化定位。

郜元宝有言，“在现代中国，纯粹观念形态的思想很难生根，
能在现代中国生根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文学那样，带有个体
生命的气息，就是说，必须具有文学的形态。文学之外无思
想”——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由于鲁迅身上既承传了古士
大夫们的风骚之骨，又显露出新的社会阶层敏锐的洞察和感
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时代启蒙者的特殊方法论意义，
其难得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
殊地位。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国前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归类于资
产阶级，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众多作家誓言与知识分子的



固有身份定位决裂，如沈从文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
一旦历史政治形势与时代命运非正常的密切起来，此一现象
便绝不单一。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
作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剥离，纵然作为时代丰富性的标志
之一，但却造就了同时代文学最大的暗伤：斗争无所不在，
且都局限于当下和表层，无法深化作品主题，亦不能超脱自
身于时代之外。

就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启蒙者三个身份所涉及的范围来说，
知识分子最具私人性；作家由于其作品的公众性，必须具备
相当程度的大众和普世原则；而启蒙者这一身份，则反映出
整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需要和宽泛，正如t.s.艾略特在其
《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诗人或作家必然
与其整个民族的历史发生某种联系，他们一面创出新的历史
份额，一面将自己添加进历史，成为整体的一环——这是作
为诗人或作家的必然和超然。

作为启蒙者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他本身可能并不能非常
清楚的反映出这一点，但他的身上定然有着集结整个时代最
典型、最清晰且最能与历史相协调的样貌特质。而之于近现
代的中国无可置辩的是，能够超越时代，将进步的作家身份
与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乎完美的结合，并创造性的赋予其难能
的启蒙者角色定位的，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人。

[]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五

《明天》中宝儿是因为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去，可
害死他的究竟是谁?鲁迅在文中对此的交代似有似无。首先，
何小仙这一人物与宝儿的死有很大关系，庸医怎能医好病人?
鲁迅的父亲是因为生病去世，他自己对庸医很是憎恶。何小
仙只是让单四嫂子给宝儿照药方抓药，还强调保婴活命丸必
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宝儿的病不碍事，可最终宝儿还是



死了，指不定是与贾家有什么勾当，偏叫单四嫂子去他家买
药。其次，对于王九妈、蓝皮阿五、咸亨的掌柜、红鼻子老
拱似乎对于宝儿的死没有什么关系，甚至都在好心的帮着单
四嫂子，蓝皮阿五帮忙抱过宝儿，他们几个人在宝儿死去后
又帮忙打理丧事。看起来似乎都是为单四嫂子好，可阿五从
单四嫂子手中接过宝儿的时候还不忘占她的便宜，或许这才
是他的主要目的。与单四嫂子说话又被冷落，后来干脆说自
己和朋友约好吃饭的时间到了，便把宝儿还回她的手上。自
己得不到好处自然不愿意继续帮忙。至于王九妈，在见到单
四嫂子抱着宝儿看完医生回来时，端详了宝儿一番，把头点
了两点，摇了两摇。这是什么意思?又没有表明，宝儿死后也
在热心的打点着，但却让人觉得她很冷血因为在合棺时她对
单四嫂子的哭很不耐烦，可正常的女人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场
面好好劝说单四嫂子吗?甚至。咸亨掌柜受托帮助弄来棺材，
看样子似乎是一个好人，但是却总让人觉得他从单四嫂子那
一副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上捞到什么好处。最后，也是最
不像害死宝儿的人，他的母亲，单四嫂子，按说单四嫂子的
生活是一场悲剧，在那样的社会中，寡妇死了儿子还能有什
么希望呢，还能有怎样的明天呢?她是一个粗笨的女人，在为
儿子治病上，她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神签也求过了，
愿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可宝儿的病就是不见好，这是
为什么?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治疗，自然好不了。当然，在那
样的社会环境中，单四嫂子的所作所为很正常，换做是任何
一个母亲都会跟她一样，有哪位母亲愿意自己的孩子死去呢?
单四嫂子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而造成这场悲剧的又是谁?当
时的社会又有多少不是这样的状态呢?所以说麻木不仁永远是
那群人的共同特点。这是让鲁迅等有志青年的所感到痛心的。

在《明天》中宝儿是单四嫂子的明天，但是宝儿最终还是离
开了，这让单四嫂子的明天更加灰暗。明天，本来是给人以
希望的一个词，现在却让这场悲剧加重了悲伤的色彩。单四
嫂子的悲剧是个人的，更是这个社会的。但是，鲁迅笔下的
看客看到的不是单四嫂子失去了希望，反倒是她失去了精神
支柱后的孤独。他们所考虑的是所有的事情会不会给自己带



来好处，会不会让自己感到快乐，其余人的喜怒哀乐才不会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最多是人们在茶余饭后所讨论的八卦罢
了。如此一来，便是国民愚昧的且不愿意改变现状。

总而言之，《明天》中依旧是鲁迅风格的展现，他的写作方
式始终是那样的辛辣和讽刺。明天也是他一直所追寻的，致
力于其中，一生不悔。“只有那暗夜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
寂静里奔波。”单四嫂子的明天是个悲剧，但是整个社会的
明天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