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读后感 局外人鼠疫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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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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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读后感篇一

又是一部很冷的小说。主人公默尔索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过
完了一生，也因为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文
中描述了几个细节包括默尔索母亲去世时候，默尔索的不悲
痛，忘记母亲的具体年龄，以及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不承担养
老义务的行为。在母亲下葬后第二天就和女性玛丽看电影，
发生关系，没有表现出沉痛的感觉。然后和混混雷蒙成为了
好朋友，并且因为雷蒙的仇恨，最终懵懵懂懂地杀了阿拉伯
人，才引发了进监狱以及后续法官和律师对他的审判。

亲情

对于亲情，其实默尔索是爱母亲的，他怕母亲感到孤单所以
将母亲送进养老院，这样母亲可以与老人们聊天派遣。对于
爱情，默尔索可能也是爱着玛丽，但是玛丽问他是否喜欢自
己的时候，默尔索又说说不出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话语来伤害
玛丽。而在友情方面，默尔索自己也不知道和雷蒙是不是好
兄弟，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和雷蒙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也
同时因为雷蒙的原因才杀了人。在辩护律师要求默尔索向耶
稣忏悔的时候，默尔索仍觉得没有必要。甚者对于自己的审
判，默尔索也似乎是个旁观者，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命运审
判，似乎他的命运不属于自己，他冷静的看着法官律师对自



己行为的不当指责，但是仍没法辩解。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
解，当我们的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时候，自己的命似乎也无所
谓了。或者说默尔索其实知道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中，自己
的命运不是由自己审判和把握的，所以也就对一切都无所谓
了。

那么，无所谓的生活态度究竟是常态还是少数?其实我认为无
所谓的生活态度是社会人在“人”这个属性上的常态，但是是
“社会”这个属性上的少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外部的一切
东西都是无所谓，别人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要去关心，
这也是经济学上理性人的一种解释。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只
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社会的压力，我们可能连自己的
利益都没法区分和满足，此时的我们更像是行走的皮囊。比
如工作了5天的我们只想躺在床上休息，不愿意和别人社交。
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在感情方面，我们可能对很多事情
也无动于衷，比如在周围人受了伤，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很
多人其实都是无动于衷的。

社会人

但是人又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必须要赋予自己社交的功能。
所以即使我们工作了一周，身心俱疲，但是我们仍然会安排
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回见朋友，或者逛街等，走到人堆里去，
获得社交上的需求和满足。对于周遭人遇到的困难，我们也
会极力表现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他们。久而久之，我们也逐
渐养成了关心别人、帮助朋友的习惯。我们以“助人”为乐
趣，以和朋友交往为善。这是“社会”属性赋予我们的特点，
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默尔索的社会属性没有
得到合适的展现，他表现出来的行为更多的还是在于“人”
这块，或者说是人和“社会”之间的过度阶段。对于社会这
种属性可有可无的阶段。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默尔索活的很洒脱，因为任
何事情都激不起他心头的波澜，即使最重要的亲人去世也没



能让他留下眼泪;他自己入狱也不足以成为他胆战心惊的理由。
在常人看来“生”和“死”是两件最大的事情，但是放在默
尔索身上全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波澜不惊。对生死的洒脱
可能也是源于消极的社会背景。我们看到的默尔索是一个看
透了世界因而非常消极的人。他认为努力了也没用，世界存
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不需要努力。这可能是当时一
代的社会现象。但是放在我们当今社会，首先能够看透社会
本质的本领已经难能可贵，其次，在看透了世界的情况下，
有所为是可能产生作用的。无为不是这个社会的主题，有为
可能未必产生一对一的效果，但是是存在改变的几率的。

处事态度

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处事态度，尽量降低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敏
感度。就拿成功的人士来说，对自己专注的领域极度敏感，
对不关心的领域钝化，或者说培养钝感力，是成功人士的核
心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们能将默尔索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放在
对自己关注的事业没有影响的领域，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现
在的社会的确很浮躁，大家都为名利而生。如果我们站在一
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故事，会不会觉得追逐名利实际
上是一件空洞无聊的事情?那些对人生没有影响的事情，是否
不必要斤斤计较?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的豁达?那反
过头来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我们在世上生存，到底是为了什
么?如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给自己人生布局，我们是否应该
过的更加有意义。

鼠疫读后感篇二

鼠疫就是生活。

春节，“武汉肺炎”出现并传染性扩大，1月23日，武汉封城。
紧接着确诊病例一天天增长，因家妹在武汉读书，18日放假
返乡，直至今天社区、乡政府、派出所轮番打电话，测温度、
消毒、禁外出成了我们的过年。



自消息发出以来，我家人一步都没有出过门，然而亲戚们打
来电话关心安慰，也有长辈竟然斥责为什么从武汉要回来。
哑口无言。我看到了莫名其妙的武汉人回不了家回不了国，
我看到网络上攻击武汉人、武汉政府的肮脏不堪的污言秽语，
我看到给医生吐痰并说谁也别好过的病患，我看到逃离武汉
的携带者肆意的笑，我看到手机前一个个丑陋的嘴脸凝视着
这一切。

如果没有医生护士来拯救这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来调
控这一切，如果没有全体人民的意志来抵抗这一切，那么占
据统治地位的不是细菌就是病毒。我为奋战一线的他们热泪
盈眶，我为毅然请战的他们潸然泪下，我为善良平凡无惧的
他们泪流满面。那天，我看到那张图，上面写着“我的城市
病了，我们会治好她，等春暖花开时，欢迎你们再来”。止
不住的泪泛滥啊，谁不是无辜无奈却仍然拼死拼活？太多太
多的人啊如蝼蚁生活在生活里，存在本身又那么毫无意义。

话说回来，《鼠疫》是一场现实的鼠疫，死亡恐怖笼罩全城，
尸体堆积，整车整车拉出去火化或掩埋，城门关闭，患者被
隔离等待死亡，亲人离散，人们几乎失去所有；以此，更是
一场人性的疫病，世界上每个人都是鼠疫患者，都可能给人
伤害或致人死亡。神父给人以上帝，而信仰是生活帮助建立
的。在艰难的岁月里，人才看清生活和世界的真相，才会在
见证美好与历史时保持批判的力量。同时，对物与文化的世
界保持超然的敏感，并形成独立强大的自我。

加缪并不苛责人性的弱点，他温柔地理解个体的困境。鼠疫
是我们每个人，是每个人身上的妥协与软弱。书中提到，和
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是诚实。若诚实让你无法加入喧嚣，那
么就写下让你哑默的东西；若诚实让你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两
难，那么就袒露你徘徊的脚印；若诚实让你将要开口便觉空
虚，那就让虚空自己说话。对未来某个时刻将要经历“鼠
疫”的人群来说，诚实的记录总是有用的。



书中，神父是他，觉悟者是他，志愿者是他，医生是他，那
个患哮喘病的、被认为疯了的老人也是他。鼠疫究竟是什么
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鼠疫读后感篇三

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种痛苦。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
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与阳光之间，贫穷使我不得不相
信在阳光底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使
我知道历史并非一切。这是加缪在诺奖上的感言。

加缪的一生，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这
样的一生，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是集小说家、
哲学家和剧作家于一身的伟大作家。

《鼠疫》讲述的是阿尔及利亚小城阿赫兰的故事，从几只老
鼠莫名其妙地死亡到爆发全城瘟疫、再到瘟疫逐渐退却，在
灾难面前，各色人等各种表现：有只是想做好一个人却始终
恪尽职守尽职尽责的里厄医生、有追寻圣人之路为瘟疫毕献
经历最后却倒在战胜瘟疫路上的志愿者塔鲁、有想尽办法出
城寻找爱情最后却留下来做志愿者的记者朗贝尔、有信仰矛
盾的帕纳鲁神甫、有一直耿耿于怀于如何描写那位女骑士的
小职员格朗以及在瘟疫中投机倒把一夜暴富最终疯癫的罪犯
柯塔尔等等。

大多数人从最初的恐慌焦虑、痛苦愤懑、孤单寂寞，渐渐呈
现出一种冷漠平淡、沮丧认同、逆来顺受，他们已经完全适
应了亲人的离世、朋友的离别，甚至可以平静地谈论瘟疫的
各项统计数字，仿佛与己无关，鼠疫已经夺走了大多数人正
常感情生活的能力，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撕心裂肺地离别或久
别重逢的喜悦，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而
以里厄和塔鲁为代表的一直战斗在瘟疫最前线的那些人从没
有放弃希望，他们内心深处也埋藏着思恋，也有困惑和不安，
虽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爱的追寻，但大难当头却毅然抛却



了心中的那份羁绊，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拯救每一个病号身
上，做好最简单最需要做的就是他的追求。

加缪写这本书时正值法西斯侵略法国之际，法西斯侵略者如
同瘟疫一样，从悄悄侵入到群魔乱舞再到最后的失败，里厄
他们虽然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绝望中蕴含希望、在苦难中
寻找快乐、在荒诞中追寻真理，而他们又知道这种荒诞如同
瘟疫杆菌潜伏在黑暗角落中，还会再次萌生、再罹祸患。.。.
。.

鼠疫读后感篇四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
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
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x年强大，传播信
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
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
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
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
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
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
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
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
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
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
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
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
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
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
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
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
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
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
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
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
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
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
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
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
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
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
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
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
活在当下。

鼠疫读后感篇五

小说开头一句即是:“今天，妈妈死了。”不知所措孩子一样
的口气，大凡成人提到该类事，会尊称母亲，可是默而索却
不是。接着又是一转:“也许是昨天……”，不经意间，暴露
默而索的漫不经心和恍惚。接下来，让人有点愤然，他从头
到尾没有哭，还在母亲遗体前抽烟。第二天，他就游玩的不
亦乐乎，带女友回家过夜。还帮一个名声狼藉的邻居惩罚他
的情妇，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女友要和他结婚，
他觉得“怎么样都行”，女友一定要他回答是否爱她，他竟



然说“大概是不爱她”。最后迷迷糊糊杀了人，对于法庭上
的辩论也不关心，好像与他无关似的。默而索被判死刑，与
其说是因为杀了人，不如说因为被指控“怀着杀人犯的心埋
葬了母亲”。在临刑前夜，他拒绝神甫，却想起妈妈。小说
最后一句:“为了使我不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
那一天有许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
声。”让读者不由震惊!

《局外人》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所写的小说，描述
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安葬母亲之后，一直到因为防卫过当
致人死亡而被判为死刑的那段日子。小说语言冷静又干脆，
稍嫌单调的叙述揭示了默而索复杂的内心世界。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那么不凡，使得中间的有点枯寂有
点冷淡的述说，顿时变得意味深长，平淡中现出深刻。作者把
《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社会里，任何在母
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生存的荒诞
感，人和社会的剥离的痛楚感，才使得小说有深沉的哲理。
事实，评论界把《局外人》标签为哲学小说。

但我以为默而索似“局外人”但非“局外人”，他时时刻刻
参与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一心想按自己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
上。之所以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由于自己和母亲无话可说，
而养老院里有很多老人作伴，他“明白为什么她要在晚年又
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又玩起了‘重新再来’的游
戏”，他以为“母亲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解脱了。
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所以，对默而索而言，
真实情感与外在的表现并无关系，他虽伤心，但母亲的死并
不会让他流泪。对于老板的摊派巴黎，他并没有雄心大志，
他知道“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我在这
儿的生活并不使我不兴奋”。女友的求婚，他以为“这无关
紧要，假如她想，我们可以结婚”。以上两点说明默而索对
自己拥有的一切已满足，他不是一个对生活贪婪的索取者。
出于对邻居的帮助，他写信帮邻居对付其情人，杀死阿拉伯



人是由于他当时产生了幻觉，他看见“刀锋闪闪发光，仿佛
一把冷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在监狱里，他屡次拒
尽接见神父，由于他不信上帝，是由于他“对自己有把握，
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上帝)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
到来的死亡有把握”。到离死前，他“体验到了这个世界如
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往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
幸福的”。

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
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
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
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
界的主观感受。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
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
产生出这种荒诞感来:“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
以其它方式生活?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你还
必须要以你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