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呐喊自序读后感受(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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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呐喊自序读后感受篇一

在《故乡》中主要写了鲁迅回老家变卖房屋的事情。此时的
鲁迅已经二十多年没回故乡了，但正如他所说，此时的故乡
毫无生气，他的心情也不大好。但鲁迅就是鲁迅，写这种回
忆型文章也植入了批判封建社会的人精神的伤害。《故乡》
中的这种人物就是闰土。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
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
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
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
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
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
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
要管的是獾猪，刺猥，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
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
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牲很伶俐，
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少年闰土和鲁迅如亲兄弟一般，在一起什么话都讲，什么有
趣的事都说。但这二十年间，封建礼教对闰土的精神进行了
摧残，让他的脑子里出现了等级制度，人人不平等，便出现
了二十年后的的悲剧。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
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
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
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
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
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
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
像是松树皮了。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
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
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
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这是中年闰土的形象，非常穷困，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
农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社会的压迫，让这些本身就穷苦的
农民变得更穷苦，日子更难过。20年的劳苦生活让那原本可
爱的、充满活力的、和鲁迅称兄道弟的闰土消失了。少年闰
土和中年闰土的描写形成了很大的对比，称呼从“迅哥儿”
变成了“老爷”，更是让人觉得心酸，并为闰土感到悲哀。
从闰土这个活生生的实例来批判封建社会对劳动人民的迫害，
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封建礼教对劳动人民精神的摧残！



呐喊自序读后感受篇二

《呐喊》共收作品十四篇，起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迄
于1922年的《社戏》，作品的选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
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当时的鲁
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的，是人的"病态"的灵魂。

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
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序文里，"医病"
的问题，成为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
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复一日的亡故了"。
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求治象我父亲似的
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
显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上，
看到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作者由关注身
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进程。
这一思想转化的进程，对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从
艺术表现上，作者思想的这种转化，又仅仅是通过并不曾为
他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这显示出作者准确、
精到的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

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
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
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
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
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
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从
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
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这篇序文的写作特点，突出地体现出作者的用笔素朴、简括，
不事铺排。这种笔触，与他深沉冷峻的思想桴鼓相应；同时
作者的素朴、简括，并不意味着作者思路的单调的、狭促。
作者在描述生活锁事的同时，总是把他的得寸进尺触，抵向



我们的心灵和精神。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
个性和忧愤深广的思想，给读者带来深层次的思索。

然而《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
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
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
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
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集中有《狂
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
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在《呐喊》序中，鲁迅谈到他弃医从文的经过和目的。他
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
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
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
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是一次课堂上看画片的经历使他弃
医从文的。他回忆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
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
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
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
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
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
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
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又谈到他把《狂人日记》等小说投稿到《新青年》的经
过。他曾问办《新青年》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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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答道：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于是他便写了《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了另外十余篇。
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铁屋中的人，使国人得救。谈到
《呐喊》的名称，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
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
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
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
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
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
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
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
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
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的小说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它
以无穷的魅力，风行了大半个世纪，至今不衰。这三部小说
集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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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收入了鲁迅先生1918——1922年所作的15部小说。
后来作者抽出去一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更名为《铸
剑》)，遂成现在的14部。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
被压迫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以下介绍《呐喊》的内容。
在《呐喊》自序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了反
应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从事文艺活动的目的和态度。同
时也说明了这些小说的由来和起名的原由。作者从学洋务、
学医、走科学救国之路，到推崇文艺，把文艺做为改变国民
精神的武器，表现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求索救国救民
道路的精神历程。本篇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理解本
集小说的内涵，及意蕴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写作上，本
篇自序文笔清新老到，周密流畅，震人心魄又引人入胜，读



之使人欲罢不能。其语言风格充溢着鲁迅独特的个性，具有
极强的艺术魅力的。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
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作者首
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本篇塑了一个反封建战士"狂人"的
形象。作者通过狂人的叙述，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
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封建
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其本质是吃人。同时，作者发出"救救
孩子"的呼声，呼吁人民觉悟起来，推翻封建制度。本篇以鲜
明的反封建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思想界，文化界引
起了巨大反响，从而为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本篇在艺术手法上的特色，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作者用写实主义手法描写狂人的多疑敏感、妄想，
都符合迫害狂的病态特征。而且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写狂人含
义双关的表述。狂人对封建势力作得象征性描绘，将写实的
手法和象征的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
感染力，其次是语言性格化。《狂从日记》使用的是现代文
学语言。作者精心构思了一个"语言杂错无伦次"的狂人。语
言似杂乱而实敏锐，即符合精神病人的特点，又道出了被压
迫者的心声。性格化的语言成功的塑造了貌似狂人而实具象
征意义的战士形象。

《孔乙己》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中没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穷困、潦倒、迂腐、麻木的孔乙己，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
摧残下终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作者抨击了国民精神的麻木和
社会对苦难者的漠视，同时对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尖
锐的谴责。本篇的艺术特色在于结构严谨，先是开端，交待
了环境和气氛；其次发展，介绍人物；再是高潮，即小说中
心提示了社会的冷酷无情。小说经营谋篇，工于匠心。特色
之二在于以侧面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作品用第一人称"我"
酒店小伙计耳闻目睹的情况来写孔乙己，他的肖像刻划，对
话，经历，都通过"我"的概括叙述来表现，由此塑造的人物，
显得真实可信，从而把人物描绘的栩栩如生。小说的语言也



极精炼简洁。作者刻画的酒店掌柜，小伙计，短衣裳帮顾客，
孩子们，众多人物都是以简练几笔勾画出来，惟妙惟肖。孔
乙己结结吧吧地为自己靠不住的清白辩解时，那一句自欺欺
人的"窃书不能算偷"，将旧时代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而又迂腐
不堪的形象毕现无余，令人叹服！

呐喊自序读后感受篇三

我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三五斗米的营生和在海湾之间的奔忙，
以及其它一些或可称琐碎的事务，竟没有片言只语留得下来。

近来值得欣慰和高兴的事情接二连三。在一所新生的大学，
我得以追怀畅想了十年前自己入校时的景况；而未来生活的
某个基调，也已经在奔忙前后得到定准，并且有足够的信心
与合力输入将它放大加强。

不过，不遂人愿的事情也有。比如，我的胳膊和腿脚在一次
长途搬运之后，酸痛了两天，这于我很不满，因为它说明我
在久不锻炼之后已经很脱离劳动人民的体魄了。但对这个我
究竟还是可以不以为意，因为新的球拍购买计划已经作成，
锻炼计划很快可以继续付诸实施，而且来得及迎接月后两个
层次规模不等的小赛事的。我所以为意的是，这一段缺乏阅
读和写作的生活，已经让精神的某个领域荒芜了起来。

我深信平衡的生活源于平衡的精神状态。这句话的意思是，
为心中满含的理想与希望乐观激昂奋斗并享受当下的同时，
洞察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困境，悲天悯人，勤思，谨言，而
慎行。

然而物质主义和庸俗成功论对大同挤眉弄眼，小人得志不可
一世，仿佛它将真的一百年不动摇。它们在广播、电视、书
报、杂志、网络、车体、楼盘、街头、巷尾以及办公室闲谈
等等中一有机会就露出那张油头粉面的可恶嘴脸，给人的感
觉是绝对欠揍。



在这样的情形下，保持定力是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如今据
说是已经法治社会了，所以万万不可祭出暴民的旗帜，否则
就已经政治不正确，很为台上台下人物上心，有可能从机场
被拦截归来的了。

在南国如同夏日的秋夜，我捧起一本刚刚从网上购得的外文
社中英比对版《呐喊》，久违地朗读了起来。

朗读是一项荡涤心胸的运动。它使人意聚，凝神。一行一行
地读下去，纸面的字句转换成声音从口中发出，按照自己的
气息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意象随之在脑海里形成，意境纯
净而悠远。文字里隽含的思想之泉渗入心田，解精神沙地之
干涸。

我背下了《一件小事》的第一
页：“sixyearshaveslippedbysinceicamefromthecountrytothecapital……”
通读了《自序》全文：“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
梦……”

先生的文字总有特别的趣味在里头。我曾常想别人是否也有
这样的感觉。又或者在读到英文版和日文版的时候，想这样
的趣味是否还有保留。后来读得多了，便也渐渐地感觉译者
译得实在也是很好。

在朗读渐入佳境的时候，我的声音有些激动起来。在先生遥
远肃穆苍凉的叙述中，体味着他从年少到年青的个人生活和
思想历程，感念到历史总是不断以新面目出现在人的面前，
而带给人的考题一样。

我喜欢看《狂人日记》，恐怖封建社会会的压破扭曲了多少
灵魂？在仁谊的面具下是吃人的本质，可是人们却没有勇气
发出那样的呐喊！

还有《阿q正传》中的人，自欺欺人不能正视自己的真事地位！



人们，呐喊吧！

呐喊自序读后感受篇四

鲁迅“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
中医救父梦、西医救国梦、文艺救国梦……曾经无不萦绕在
鲁迅年青的头颅内，无不激荡在鲁迅稚嫩的心房中。美梦华
而无实，如绚烂的花朵遭遇暴风雨的拍击后纷纷地凋谢，花
谢遍地，化为泥土。

四年中几乎是每天奔波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经历譬如昨日发
生一般，历历在目，可鲁迅说“年纪可是忘却了”。自相矛
盾的说法隐藏了鲁迅童年沉痛的心灵创伤。这是一个不可不
回忆却又不忍回忆的童年“好梦”。鲁迅，几乎每天受到当
铺掌柜居高临下的“侮蔑”性白眼的刺扎，这个败落家庭的
少年内心本已怦怦地剧跳，现已被扎得千疮百孔。可憎
的“世人的真面目”深深地烙在懵懂的脑海里，呲啦啦地疼。

故乡成了煎炸情感的炼狱，再也拦不住鲁迅叛逆的脚步。青
春期叛逆倔强的青年置世俗偏见、孤母寡妇如若罔闻，执拗地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南京洋务学堂，
鲁迅知识视野的溪流从江南水乡骤然奔向辽阔的大海，
他“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才
是父亲亡故的真实“病”因——生理之病和无知之病。杀父
者，不是庸医，而是装神弄鬼的中医，是被装神弄鬼的中医
欺骗却仍旧迷信中医的父亲和家人。鲁迅此时似乎意识到了
自己也无意间充当了“杀死”父亲的帮凶，内疚填膺。对于
国人的无知和国人对“无知”的迷信，他“很起了对于被骗
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中医杀人，骗人，病人甘心被
杀，甘心被骗，病人的家人也是如此。人人都是凶手，或是
主犯，或是帮凶。

来南京之前，家道中落、世人侮蔑、父亲亡故，鲁迅耿耿于
怀，难以释怀，大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狭隘报复心



理。而此时鲁迅的思绪已经触及到了更深层、更普世的问题
了——像中医这样的伪科学正麻痹着国人的`头脑而国人尚且
自醉其中。鉴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鲁迅留学日本。“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
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
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在医学校课堂上，鲁迅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被裹挟到
日本师生野蛮的自豪、炫耀和嘲弄中，在尴尬中“随喜同学
们的拍手和喝彩”。野蛮的日本人可恶，麻木的中国人更可
恶;投奔俄国的被杀者可恶，围观日本刽子手的观众更可恶。
无论前后，都对日俄“狗咬狗式”的侵略行径无动于衷。鲁迅
“美满”的梦被“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惊醒了，
他咬牙切齿般地恨，“愚若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
不幸的”。因此，鲁迅提出“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
神”。鲁迅孤注一掷，在“冷淡的空气中”寻找同志，他把
希望寄托在热衷于实用性自然科学的东京留学生。此举无异
于对牛弹琴，人和财聚而复散，期待中的《新生》尚未孕育出
“新生”，便已胎死腹中。

人财两空，南柯一梦，鲁迅感到了“未尝经验的无聊”。早
期的鲁迅并未深究“无聊”的原因，也许仅仅是对留学生们
本身的人格产生了怀疑。但他后来感到了“置身毫无边际的
荒原”的渺小、恐惧、无助。曾经怀有中医、西医、文艺救
国梦时，鲁迅尚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慷慨激昂，此时他
的心态却已然巨变，甚至是自暴自弃——“我决不是一个振
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在经历了深刻的反省以后，鲁迅
愤懑指责的锋芒直指自身，从否定他人到否定自己，从认清
现实到认清自身，鲁迅跌入了绝望的深渊。

为排遣内心的苦楚，鲁迅唯有“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沉入于国
民中，使回到古代去”。没有釜底抽薪般的决绝，只有扬汤
止沸般的观望。鲁迅已埋葬的思维中隐隐散落着些许不甘的
种子，绝望的心脏里缓缓流动着一时温凉的血液。沉默等待



爆发。

世人迷信，鲁迅偏不，愿与虚无缥缈的鬼魂为伴，寓居缢死
过人而年久失修的老宅。宁陪天国的鬼魂，不伴世间的活人;
宁钞尘封的古碑，不谈聒噪的“问题和主义”;鬼魂比活人更
可爱，古碑比“问题和主义”更具生气。鬼魂和古碑相映成
趣，抚慰着鲁迅寂寞的形影。阴森的宅院、沧桑的古碑、斑
驳的青天、冰冷的槐蚕，鲁迅再也按捺不住了。

“金心异”的拜访把鲁迅从自甘沉沦的泥淖中艰难地拽了出
来。黑暗、窒息的“铁屋子”中，人们如死尸一般，虽然死
之将至，却“熟睡”鼾雷。“清醒”反而“不幸”，即使心
有不甘，无奈装睡;“熟睡”却能安乐，理所当然，心安理得。
鲁迅对“熟睡”的人们固然有着拍案而起的愤恨，但他不情
不愿的“装睡”心态在与“金心异”的对话中再次流露出来。
与屈原自沉汨罗的做法迥异，鲁迅选择了一条苟且避世的活
法。

在喉的鱼鲠吐纳而出，鲁迅开始“呐喊”，但前景仍然令他
担忧。他内心希望如他“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
年”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辙，但对他们能否美梦成真实实在在
感到了深深地忧虑。

纵观全文，鲁迅在从事小说创作前饱尝了世事的艰辛困苦，
从幼年起便彷徨于希望和失望、梦生和梦碎之间，终于一蹶
不振，心灰意冷。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熏陶出的文人的宿
命。“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许鲁迅后来用锋利的
文字猛烈杀伐中国旧的文化，但不可否认，鲁迅身上秉承着
先秦时期孔子式的品格。

呐喊自序读后感受篇五

读了《〈呐喊〉自序》，我们会觉得：在这里用屈辱的诗
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形容鲁迅先生的



心路历程是那么贴切、精当。可以说，直到开始《呐喊》的
创作，鲁迅先生都在执著地寻梦——寻求积贫积弱的中华民
族自强自立之路。

“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少年鲁迅，在当铺和药铺间的
奔波途中，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和欺侮。“看见世人的真面
目”这一切身感受，使少年鲁迅对畸形的社会有一种朦朦胧
胧的认识，对所处的环境产生了一种明确的不认同感，所以
他抛弃了身边的人们所认定的人生正道——读书礻试，决绝
地选择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导求别样的人们”，开始了
一生对理想社会的追寻。

异地的学堂里教的是和“子曰诗云”异样的认识。借助这异
样知识的映照，鲁迅先生似乎觉出了这畸形社会的病因。疗
救的激情，促使他东渡日本到仙台学医：“我的梦很美，预
备卒业回来，救治那些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
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

如果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鲁迅基
于个人经历对身边社会的不认同，有点“誓将云汝，适彼乐
土”的自救色彩，那么仙台学的选择则昭示了走出绍兴那一
小片天空后，在新知识展开的新天地里，鲁迅先生的视野得
以拓宽，目光已投向了更为广大的社会，因此在人生之路的
又一次选择上已融进了十分明显的恹国恹民的意味，从对身
边社会的不认同，走向影响，改造整个社会——“一面又促
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

面对仿佛重病缠身的中国社会，鲁迅先生的梦实在太浪漫，
太美满，太少年意气。国弱民愚、列强瓜分的铁的现实，注
定了这梦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生物课上的一时事片轻而易举
地打碎了它。重迅猛地意识到，新医学对患着沉疴的中国社
会是如此的无力、无助，“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关
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
茁一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



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这样的内心独白，包含一着社会先觉者怎样的沉重和哀痛啊！

当鲁迅从现实的震击中痛感通过新医学来变革社会只是一个
一厢情愿的梦，有着很强叛个性的鲁迅并不就此向现实协，
归顺社会，而是舍弃这个梦，越过失梦的痛，继续向前，重
寻新梦——寻找更为切实可行的变革社会之路。在对中国的
社会现实进行更为理性的观察和思考后，鲁迅做出了又一次
人生选择——弃医从文。

如果说鲁迅“走异路，逃异地”的第一次人生选择缘于个人
伤痛，到仙台学医的第二次人生选择的动因中，则完全退尽
了个人色彩纯粹是基寺民族痛，受救国救民这一社会责任感
的驱驰了——对于愚弱的国民，学医并不是什么紧要的
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
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
了。”

通过文艺，医治国民的愚昧麻木、冷漠自私，重铸民族魂，
再造一个强健、合理的中国社会，成为青年一团一鲁迅新的
梦想。

现实似乎总是跟不满现状的人作对，《新生》创刊的失败经
再次踏上寻梦这途的鲁迅又一重创。

此后，不幸的婚姻，辛亥革命表面的喧嚣和热闹平息后整个
社会形态的依然故我，篡国复辟丑剧的上演，这接二连三的
打击，冷却着鲁迅寻梦的热情。社会像一具死一尸一般沉重
地压挤着鲁迅，使他难于前行。在连续不断的受挫中，鲁迅
由失望转入苦闷，甚至绝望。他开始用抄古碑、钻入故纸堆
来忘掉“问题”和“主义”，以此麻痹自己的灵魂，淡忘现
实带来的苦痛。



先沉者毕竟不同于庸众，他之所以以处心积虑地要忘掉苦痛，
是因为他沉出了这苦痛的惨烈，并未像庸众那样愚钝麻木感
觉不到苦痛。所以，所谓的“忘掉”只能有短暂效用，只要
产生苦痛的病菌因还存在着，他就不能真正地摆脱苦痛的纠
缠。所以，当鲁迅在抄古碑中暗暗地消着自己的生命，自欺
欺人般地宣称“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时，我们
从他夜枯坐树下的神态中却能够很清晰地读出他“没有爱的
悲哀”，被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的大孤独、大凄怆而震撼，看不到一个忘时
忘世的隐者所该有的真正的平静和淡然。“风雨如磐暗故
园”的现实，决定了鲁迅“灵台无计逃神矢”。这是沉默而
不是沉醉，鲁迅的心仍在日日夜夜受着理性的拷问——“这
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
者云集的英雄”。

这一切都保证了鲁迅不会在沉默中消亡。金心异廖廖数语，
就让他听命“希望”的召唤，毅然钻出故纸堆，重出实际上
并未“相忘”的江湖，将自己孤单之力汇入变革社会的时代
潮流，再一次踏上寻梦之路。历经挫折后的鲁迅，虽然不再
有年轻时的慷慨激昂，却磨练出了成熟者所惯有的沉着和坚
韧，前行的步伐变得坚实有力——做不了“振臂一呼应者云
集的英雄”，与英雄同道、为猛士呐喊助阵也算尽心尽
力！“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的开篇中写道：“我在年青时
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关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
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一段话，既表明鲁迅先生对自
己对梦历程的无怨无悔——“不以为可惜”，也告诉我们通
过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变革社会是他的执著求和信念，是他
不能忘却的梦。《呐喊》的写作动机缘于此，《呐喊》的灵
魂也在此。只要我们读一读《呐喊》，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受
到这一点。



当“狂人”琢磨出历史书上遍写着的“仁义道德”下潜隐
着“吃人”的血污时，鲁迅先生掀一开封建社会温情脉脉的
面纱，让人们看到它的血腥和丑恶。当孔乙己的生命活力被
传统文化教育戕害得只剩下“窃不算偷”的可笑辩白，咸亨
酒店里的人们用笑声伴他永远消失时，我们分明嗅出这社会
的陈腐和死亡气息。从杨二嫂的自私刻薄和闰土偶般的呆滞
里，我们似乎身受着“故乡”冬季里的肃杀和了无生机。从
华老栓抱着人血镘头像抱着新生命的希望，从康大叔的骄横
自得，从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的随声附和，从瑜母亲上坟
时的羞愧之色里，我们能感受到中国社会的病体沉重和亟须
疗治。当阿q的健忘和“精神胜利法”也无法帮他摆脱死亡的
恐惧，并最终也无法挽救他走向死亡时，我们会想到，不起
来改造国民精神，中华民族真的是要趋于死地了……《狂人
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等，这些构成《呐喊》
的每一篇每一章，无不闪现着鲁迅先生通过文艺来改造国民
精神、变革社会的思想理念。可以这样说，鲁迅的《呐喊》
及其后的所有创作，都是为了圆他通过文艺改变国民精神这一
“不能忘却”的梦。鲁迅的笔端倾诉着一个民族的渴望，因
此他的文章总爆发着惊雷般的震撼力，对旧时代有着摧枯拉
朽的猛力。

鲁迅寻梦途中的百折不挠，鲁迅圆梦实践中精卫填海的坚韧
自信，无一不燃一烧着他对民族、国家热烈的爱，无不一证
明着他是一个真的猛士。鲁迅刻得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大
敬仰。

呐喊初三读后感800字

呐喊读书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