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灯下漫笔的读后感 灯下漫笔读后
感(通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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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灯下漫笔的读后感篇一

在那黑暗的年代里，鲁迅先生心中有着深深的悲哀，他看透
了政局时势，也谙悉国民劣根，这一切凄风苦雨纷涌袭来，
怎能不让人心灰意徽？但鲁迅深知，为悲哀而悲哀是徒增忧
愁，为痛苦而落泪最多泄一时之苦。他没有选择悲调，相反，
他用辛辣的讥讽和无情的嘲弄来撕开社会的假面，揭破国民
劣根性的脓疮，将封建的残忍与人性的扭曲昭然于世。《灯
下漫笔》便是如此。

鲁迅先生的语言仿佛万年坚冰，能够毫无情面地刺向最隐秘
的所在，让丑恶与鄙陋原形毕露。本文中他信手拈来般的玩
笑让人如同沉梦中惊醒，而他看似平淡的叙述，却让人品味
再三方得个中深意虽是“漫笔”，但鲁迅先生绝对是有的放
矢，文中的话语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目之所及，无不让人
如醒酬灌顶，每句语的背后都有的无法言说的深意和发自肺
腑的情绪，都有着只有有心人才能感悟的悲哀。

鲁迅先生的自省无疑在其时是最深刻的，《灯下漫笔》中揭
示的国民劣根性即便让今天的我们看来都不禁汗颜，甚至仍
能找到几分自己的影子。他的先知先觉只能让他更加痛苦，
而他又将痛苦用无情的讥笑来掩藏，于是我们眼中的本文，
便因此带有了穿透性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思想早已脱离了
文字而植根在本文特有的情感之中，每个读者都会在这深刻



的思想面前感到灵魂的重塑。

鲁迅先生的文笔是带有灵气的，他的语言文字、论证结构都
为他所驭，传达他内心的体验。而他寄悲哀于笑骂、寓嘲讽
于无形、隐深意于字外的写作模式，在《灯下漫笔》中都有
着自然的.体现，需要我们去细细品味。

在鲁迅先生的铜像前我来到了鲁迅先生的铜像跟前。是时大
雨初晴，踩着满地湿流德的绿叶，我站定了仰头看先生坚毅
的脸。他的目光却并不在我，而是在他自己心中的黑暗。一
缕阳光穿过树叶，斑斑点点地洒在他脸上、肩上。

我抱着新购的先生的书，翻开一页，上面赫然写着：我们极
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样的句子沉
重地压着我的心。我不禁要问先生：难道我也是奴隶么？这
个问题很幼稚，却是我不得不问的。先生并不回答，我代他
自己解答了。

先生，我不知道自己是甘愿过无所傍依的孤独生活，还是像
现在大多数的人们一样活着。在我看来，他们终究还是奴隶
啊！不是某个人的奴隶，不是某种信仰或主义的奴隶，而是
自己的奴隶，金钱或政治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他们终不能
冲破自身的束缚，肯把生命用于自身以外的什么用途；他们
终不能冲破社会的束缚，肯按自己梦想的方式活着。可鄙可
悲的人啊！

他们不懂得爱，爱的对象是别人选定的、有前途的、体面的、
英俊漂亮的…他们不懂得生活，生活的方式也是别人选定的，
要挣钱挣面子穿大家都羡慕的衣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
不想重复奴隶的生活。

我自问自答，近于澹狂。先生无言，依然是凝重的眼神，不
为权臣与金光所染，不为清澈的雨水所动，如碑如石。



一只毛毛虫落在了先生头上，顺肩膀滚落下来。我忽然心中
一动，不由微笑了。何必对铜像发问呢？生命自有其存在之
必然。纵然卑微如毛虫，朝生夕死，也能在阳光雨露中翻滚。
于是，我离开了先生的铜像。

行出数10步，蓦然回首，先生正望着我。

灯下漫笔的读后感篇二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
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
时代！”

每当在台灯下面看着鲁迅先生的这段文字，总是激起满腔的
情绪。失落的时候，读《灯下漫笔》，总是给人振奋的精神，
一种灵魂的救赎。九四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灯下漫笔》
已经被翻得有些陈旧，不管什么时候，总舍不了鲁迅先生的
这本书。

鲁迅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封建的破落家庭，青年时期
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最终走上了文艺的道路，志在改变国民
精神。这也是《灯下漫笔》时刻表达的内涵，冲破桎梏，给
予心灵的净化。

他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不是无病呻吟，是对那个动荡的
社会的一种反抗、一种呐喊。那个动荡的那月，生与死仅限
一线之间，生还是死只有一步，在这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苟
活尚已不易，何况高喊民族大义之热血之辈。

用鲜血和灵魂写出的东西就是震撼人心，平日里生活中的琐
事都在他的笔下有着不可抗拒的讽刺味道，对于那些卑躬屈
膝、无伦、无德、无义等充满了不屑与惊醒，这也是他投身
于文艺的主要原因吧，努力去改变国民精神，一种精神决定
了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否。虽然说，先生“从讽刺到幽默”里



面说到，“讽刺家，是危险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对有
些事情的说法，其实也是带有一种讽刺味道的，然而他可能
只是把他归咎于一种呐喊吧！

不管何时，他的文章都很有大刀阔斧砍荆棘的味道，因为有
些根性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所以不管那时还是现在的社会，
都有其可读性质。

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的排版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因为开篇第
一章映入眼帘的就是“希望”，当然这两个字很给力，精神
的寄托。但是“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又让人回归荒
凉。“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
色和声音。”爱憎没有了，哀乐没有了，颜色和声音也没有
了，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呢，只能说某些东西已经死去，麻木
了神经。剩下的也许就只有希望了。他听到的“希望”之歌，
触动了他的心。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
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他愿用自己的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他不愿对这暗夜止步。
看到青年们很平安，他觉得暗夜并没有暗下。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都仍是需要鲁迅的年代，精神的力量，
思想的交锋碰撞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灯下漫笔的读后感篇三

总有一些文章让人振聋发聩，深入人心，就像一把尖刀直刺
到我们的骨髓里，抵达灵魂深处，让我们难受痛苦，也让我
们深思醒悟。读鲁迅《灯下漫笔》就有这种感觉，这一次鲁
迅先生将矛头直指中国历史的本质以及国民的奴性人格，思



想深刻，入木三分。

鲁迅从袁世凯复辟钞票贬值一事作为契机，引发议论“我们
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也由此对
国民的奴性（包括自己的）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判。

在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中，百姓向来只是会劳动会说话
的工具，没有任何“人”的价值可言。“将人不当人”，本
来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待被剥削者的行为准则，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甚至还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
犬”的叹息，这就说明人的价值更低于牛马，不如猪狗了。
换言之，如果人的价值等于牛马，则应该心悦诚服，讴歌恭
颂太平的盛世了。

但是，鲁迅的一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
确是数见不鲜的”，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存状态，露出
了中国人病态心理的本质，把一批中国人心安地作奴隶的嘴
脸放大在人们的面前。究其源头就在于国民的奴性人格，习
惯了当牛做马的日子，即便不是奴隶也得成为奴隶。

中国人的奴性从何而来？是来自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
的“等级制”，是来自古代所谓的明君、圣贤、大儒之徒和
现在的学者、教育家长期的思想侵犯，残酷的“等级制”，
长期的思想教化，使得中国的百姓安于现状，愚昧麻木，逆
来顺受，奴性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生根。正是因为厌
恶国民的那种麻木、不言反抗的奴性心理，所以鲁迅选择了
笔伐，想要通过这种无奈而悲愤述说去唤醒浑浑噩噩的国人。
但是鲁迅也意识到这样做还不够，还需要青年“创造这中国
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以一个日本人的随笔《北京的魅力》作为
开头，道明了中国固有文明的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
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



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中国人是争取不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和人的地位的。“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
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
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
孩子。”在这“吃”与“被吃”的循环中，中国人不断在自
己制造的等级制度、礼教中被吞噬、被扼杀，现在还要被自己
“盛宴”款待的西洋人掠夺、侵杀。

看着“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
去”，鲁迅先生最终吐露心声，呼吁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
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让蒙昧无知的心灵获得重生，
在革命先行者的引导下，抛却奴性，重拾尊严，这正是希望
所在呀！

在文章第一、二部分的结尾，鲁迅都对青年人寄予了厚望，
希望中国青年人正视国情，抛除奴性，驱除鞑虏，建立民主
国家，建立一个把人当“人”的新世界。

灯下漫笔的读后感篇四

这里是“慢”而不是“漫”，是由于一句俗语：慢工出细活。
因为《灯下漫笔》虽名为“漫笔”，却是精心构造的佳作。

作品于细微处见精深：从钞票打折换银元的日常事件中，发现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欢喜”的悲
剧性现象，从而引出论题，展开评说，在自然平易中显得深
沉突兀。

作品批判封建统治者不把百姓当人看，甚至牛马不如，而同
时又表现出对人民的悲惨处境的同情，却全不然是同情。作
品也对被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统治造成的奴性心理表示不
满，对人民那种麻木、不言反抗的心理也有一定批判：即使



有人出来，也只是“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只是让百
姓“安稳的做奴隶”；抑或有作乱的人物，也不过是“为圣
天子驱逐云尔”。

没有如春风般抚过人心的描写，没有华丽的点缀。有的只是
那简单到有些直白的文字，有的只是作为读者的我如同被先
生的投枪匕首划破肌肤之真实感，有的只是从文中与自己经
历所产生的相同感悟。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
以吃别人。”

时常可以听到电视报章上有引用了所谓专家之言。那有如何
如何，这样做才是对的等等一些言论。但现实却往往不是那
么回事。但却无人质疑，因 为是专家说的是有根据的，因为
大家都没有发表不同的意见可能是真的是正确的。

正是如此，“这人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
排下去。”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更清晰的观察
到事物的本质，坦诚地表达真实情感与见解，不应过于矜持、
虚伪甚至麻木，而应正直、勇敢地直面纷繁的世界，坦诚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将那些幻觉，那些将自己奴化畜化的教条，
将那些已经排了上千年的人肉圣宴彻底的粉碎。

这“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灯下漫笔的读后感篇五

读了鲁迅的这篇《灯下漫笔》，感触颇多。以前我写读后感，
不过是将文章中精彩部分抄一遍，然后略加点评。实在是既
不深刻也没有发自内心，很难起到什么效果。我想我从鲁迅
这样伟大的文人的文章中吸取经验。



从浅显平常的社会生活入手，引出深刻的论题。这是很难学
习的。不仅需要像鲁迅那样坚定的政治立场，同时应该在平
时多观察，多思考，这样才能从现象中见本质，才能发现重
大的问题。文中仅从钞票折价兑成现银一事，联想到“中国
人极易变成奴隶，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也许我们要
达到鲁迅那样高的水平，很不易。还要多练笔，多想。

写说理文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体现在文中为第八自然段。
作者将阐述具体化。举出一系列历史事件阐述中国百姓在不
同时代连“想做奴隶都不可得”使文章极富说服力，能达到
这点，需要有渊博的知识和雄厚的文化底蕴。这就要注意平
时知识的积累。就好像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水桶，如果只满足
于一知半解，就只是半桶水在桶里晃来晃去，很不稳当。若
你不停地汲取知识，从那源泉之处，水桶的水会满而外溢。
所以我们不该抱怨知道的很多，只是难以利用，那只能说明
积累的还少，面不够广，才没有融会贯通。

鲁迅的憎分明依然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批判封建统治者不把
百姓当人看，甚至牛马不如语言有力，感情真挚，而他同时
又表现出对人民的、悲惨处境的同情，却不全然是同情。他
也对被封建专制和蒙昧主意的统治造成的奴性心理表示不满，
对人民那种麻木、不言反抗的心理也有一定批判：即使有人
出来，也只是“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只是让百姓“安稳
地做奴隶”抑或有作乱的人物，也不过是“‘为圣天驱除云
尔。”从中我们应向鲁迅先生学习坦诚地表达真实情感与见
解，不应过于矜持、虚伪甚至麻木，而应正直、勇敢地直面
纷繁的世界，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反封建专制，提倡民主共和的文章。从文
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对人民的压迫不仅是物质上的，还
有精神上的奴役。让我们看到封建社会的落后，同时感到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懂得应该珍惜如今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就是关于应该让人民做主才能使统治牢固，启发了我。



在做什么事时都让主体充分发挥作用，才可事半功倍。在人
际交往中，你与其他人交往，其他人是主体，应该多从他人
角度考虑问题，就能相处融洽。在推销员推销商品时，顾客
是主体，应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而不是急于买出商品，这样
才利于推销。

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才能不过时，才能引发这么多的启示，
不仅能给人以写作上的启发，社会生活方面的思考，并能给
人以无限的精神力量与快乐。《灯下漫笔》就是这样一篇美
文，值得反复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