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子夜读后感(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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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子夜读后感篇一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那子夜
的读后感都有哪些呢?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子夜读后
感，希望你有所收获。

《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
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
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
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
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
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
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
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
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以全面
的表现。”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
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
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
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
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
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纵观《子夜》的情节，它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
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它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
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斗争为主线，生动、深刻地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开始，赵伯韬拉扰吴荪甫进行公债投
机，而吴荪甫又联合其他资本家组成信托公司，想大力发展
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韬产生了矛盾。赵伯韬依仗外国的金
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荪甫作对，加上军阀混战、农村破
产、工厂的工人怠工、罢工，尽管吴荪甫和同伙竭尽全力，
拼命挣扎，最后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命运。这幕悲剧说明，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永远
得不到发展的。

今天早上，仰望窗外，天气格外晴朗，我的心情也格外激动，
我想起床了，做什么事才好呢?坐在床头，我忽然注意到床头
书架上摆满的书籍，何不读上一本呢?于是，我挑选了一本名曰
《子夜》的古版书看起来。

仔细阅读，发现矛盾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30年国民政府统
治时期的事，我便兴趣十足地阅读起来，这本书主要讲了吴
家大少爷吴荪甫在大都市建造了一座从外国引进的机器制造
厂的过程。但当工厂开工时，却遭到封建势力官员的不满和
反对，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企图来策划一场险恶的阴谋，
使吴荪甫的工厂付诸东流。果然，他们的计划成功了，逐渐
使吴荪甫付不起员工的工资而跨台，输得一败涂地。

我迷上了这部小说，被它的文学魅力所折服，同时也知道了
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最让我深思的一点，就是封建主义注定
灭亡。小说中的主人公引进了外国的机器，本来是想报效祖，
使祖国的工业更加先进，可那些封建主义严重的官员却极力
反对和阻止，导致了吴荪甫的悲惨下场，这充分地体现了当
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也体现了当时官僚
主义权力的强大，误国误民，也让我们痛惜国民政府统治的
失败!

写道这里，我想起了清朝时期的一个事件，由于清朝政府的
封建和固步自封，不会利用发明出的火药，只会把国库的银
子用在建造皇家园林和楼台殿阁上，正是可悲!以致于后来，



导致了鸦片战争、割地求荣的行为，这也说明了封建主义注
定是要灭亡的。

如今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
开放，使我们的国家不断繁荣昌盛!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
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
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
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
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
《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
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
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
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
“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
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
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
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
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
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
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
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
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
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
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
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
性格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
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
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



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
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

子夜读后感篇二

《子夜》，原名《夕阳》，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约30万字。
茅盾于1931年10月开始创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共十九
章。有些章节分别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过。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子夜》读后感500字，希望能给大
家带来帮助。

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子夜》，诗作家矛盾对己所处时
代城市内部的变动与新生所展开的全方位描绘，它“包罗万
象的任务和事件之大之广，乃近代中国小说少见的”。这其
中，内外交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依仗外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
较量，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抗争，工商业的若内强食，知识
分子的苦闷与迷惘，都在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这一条主
线上展开。

小说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多质的，处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
利益关系中，他呈现出各种矛盾和反逆的情态。不同于没落
地主阶层的吴老太爷，他是现代社会中刚毅、果敢、有胆略、
有魄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新人。他抵制外国资本的侵袭，在买
办资本家赵伯韬的要挟利诱面前不失胆色，机缘到来的时候，
他不择手段地侵浊弱小资本家的产业，对付工人，他软硬兼
施，竭尽所能的剥削工人，_工人。家庭生活中，他又是冷漠、
专断和狂躁的。吴荪甫是诗强悍的，也是虚弱的，在他刚愎
自用的气概下掩盖的是那纷乱惶惑，躁动不安的灵魂，积贫
积弱并不断受到外来资本挤压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生长环境，
使吴荪的才能无法施展，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
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是吴荪甫潜在的个人性格的弱点，也
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致。



在《子夜》这部书中，许多事态情节平行共识，多线纷呈。
交易商公债的起落消长，诗贯通始终的一条主线，还有知识
分子和女性群体的线索、工人运动和农_动的线索。尽管对农
运的描绘在全书中有些游离，但是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无意
使整体布局张弛有致，错落有序。

就语言风格来看，《子夜》长于对人物和场面的工笔描画，
客观细致的情状抒写同深入的剖析融合起来，起伏跌宕，舒
缓有节，独居才情。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子夜》的情节，是被镶
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它以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斗
争为主线，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开始，赵
伯韬拉扰吴荪甫进行公债投机，而吴荪甫又联合其他资本家
组成信托公司，想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韬产生了
矛盾。

赵伯韬依仗外国的金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荪甫作对，加
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的工人怠工、罢工，尽管吴荪
甫和同伙竭尽全力，拼命挣扎，最后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
命运。这幕悲剧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压迫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原著背景广阔，人物
众多，情节复杂;语言简洁，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心理刻画
生动。本书虽是简写本，仍可约略观赏到原著的艺术风貌。

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
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
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
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
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于1896一1981年创作的长篇小
说，原名《夕阳》。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
长篇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
的读者，且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
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
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_的光怪陆离、
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
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
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
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
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
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以全面的表
现。”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
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
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
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
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
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纵观《子夜》的情节，它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
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它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
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斗争为主线，生动、深刻地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开始，赵伯韬拉扰吴荪甫进行公债投
机，而吴荪甫又联合其他资本家组成信托公司，想大力发展
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韬产生了矛盾。赵伯韬依仗外国的金
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荪甫作对，加上军阀混战、农村破
产、工厂的工人怠工、罢工，尽管吴荪甫和同伙竭尽全力，
拼命挣扎，最后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命运。这幕悲剧说明，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永远
得不到发展的。

仔细阅读，发现矛盾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30年国民政府统



治时期的事，我便兴趣十足地阅读起来，这本书主要讲了吴
家大少爷吴荪甫在大都市建造了一座从外国引进的机器制造
厂的过程。但当工厂开工时，却遭到封建势力官员的不满和
反对，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企图来策划一场险恶的阴谋，
使吴荪甫的工厂付诸东流。果然，他们的计划成功了，逐渐
使吴荪甫付不起员工的工资而跨台，输得一败涂地。

我迷上了这部小说，被它的文学魅力所折服，同时也知道了
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最让我深思的一点，就是封建主义注定
灭亡。小说中的主人公引进了外国的机器，本来是想报效祖，
使祖国的工业更加先进，可那些封建主义严重的官员却极力
反对和阻止，导致了吴荪甫的悲惨下场，这充分地体现了当
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也体现了当时官僚
主义权力的强大，误国误民，也让我们痛惜国民政府统治的
失败!

写道这里，我想起了清朝时期的一个事件，由于清朝政府的
封建和固步自封，不会利用发明出的_，只会把国库的银子用
在建造皇家园林和楼台殿阁上，正是可悲!以致于后来，导致
了鸦片战争、割地求荣的行为，这也说明了封建主义注定是
要灭亡的。

如今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
开放，使我们的国家不断繁荣昌盛!

他本应该是个英雄，只可惜生不逢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性质，注定了像吴荪甫这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暗
淡前途，因而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他始终执着而坚定着：“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
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
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是有希
望的!”他时常沉迷于对自己的未来的宏大企业的遐想中，尽
管最终他失败了，但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动和钦佩。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不正如同吴荪甫的
遭遇?

正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吴荪甫出众的才干、雄厚
的实力也遭到了别人的妒忌。在吴家，杜竹斋便是一条不折
不扣的大蛀虫。他在吴荪甫最为记得时刻，出卖了自己的妻
弟，受金钱的驱使投靠了赵伯韬。至此，吴荪甫建立欠打的
工业王国的美梦彻底破灭。同吴荪甫比起来，他这是大不义!

读罢《子夜》仿佛正处在那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的时代。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
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
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
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
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
《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
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
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
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
“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
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
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
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
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
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
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
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
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
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
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



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
性格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
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
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
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
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

子夜读后感篇三

读一本书就像认识一个人，不管别人如何天花乱坠的给你推
荐，喜不喜欢还是你自己的事。

之所以这次没有叫《书评——什么什么》，是因为我读完后
并不喜欢这本书，我怕是我深度不够读不懂，所以就叫
做“读后感”吧。

这本书的作者是茅盾先生，小说以1930年5、6月间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
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我觉得在特定的时期是需要特定的书，这本书就属于这类。
国家危难而作者又有一腔爱国热血，在写作时也难免把情绪
带入其中，比如书的后半段，感叹号的使用明显加多，这种
情绪化的写作我是不认同的。既然是小说，那么你便站在旁
观者的角度把故事讲出来即可，没必要带着主观情绪。

其次，通读全书能看出来作者的野心不小，书中涉及很多人
物以及群戏，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一段，其他的包括人物性
格塑造的都不是很鲜明，甚至有的人物有相似的感觉。作者
的野心并没有很好的实现，难免让人有些失望。



我想，无论书籍还是影视作品都存在“政治正确”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今天，凡是涉及到表达爱国情绪的电影或书籍时，
大家都在冷嘲热讽。比方说“爱国绑架”、“政治正确”，
有的人企图用这些词汇来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我
倒认为，“政治正确”没什么问题，但是站在一个读者观众
的角度，我自然希望看到的作品是洞察人性的，而不是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了一本书，
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可见，书是一个人一生不可缺
少的东西，多读书可以使自己的内在变得充实。

《子夜》这本书大家一定读过，正是读了这本书，使我体会
到了许多东西，了解到了书的重要性！

它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的悲
剧——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工业巨子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
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路奔突，一
败涂地！

《子夜》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位魁梧刚
毅、紫脸多疱，他就是吴荪甫。他凭借着自己的见识，雄厚
的资本，过人的胆识，智谋的手腕，企图实现他的梦想——
一个强大的工业王国。然而他生不逢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社会性质，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暗淡无光的。开头，大上海温软
的和风在苏州河上轻轻吹拂，吹得人浑身酥软之时，吴荪甫
来了，这时他气派威风，不可一世。结尾，吴荪甫大败，什
么也没有了。他带着姨太太到牯岭消暑，灰溜溜的。一闹一
静，不正表现出作者的匠心独具吗？

一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着的。个人离不开
国家，就像小鱼离不开水一样。国家兴盛强大，人们才可以



有更大更好的空间展现自己的才华，使生活更加幸福。否则
光凭个人的微薄之力是毫无用处的。

“光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从现在做起，认真
读好每一本书，相信你一定会从书上读到许多的有趣的知识！

读书笔记感悟：怎么样，读过这本书真的收获很多吧！

子夜读后感篇四

当我读完文学巨匠茅盾的《子夜》一书时，不禁陷入了沉思，
且深深感受到英雄有用武之地就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

应该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吴荪甫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只不过他就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他出身世家，实力雄厚，
游历过欧美，学会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有着十八世
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气魄。他的理想就是发展民族工业，
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
走向富国强国之路。因此在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
他表现出果敢冒险刚强自信的性格。他沉着干练、刚愎自用，
似乎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振兴带来了希望。但就是在强大的帝
国主义面前，他连连失败，节节溃退，乃至于遭灭顶之灾，
使梦想破灭。吴荪甫这样在当时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尚且如此，
更何况就是等闲之辈。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就是一个
民族工业生不逢时注定要失败的时代。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我不禁傻想，假若吴荪甫生活在今天，
那他就大有用武之地啦。没有战争的硝烟，也没有专制的桎
梏；没有罢工的阴影，更没有外来的侵略。“吴荪甫”这个
一心想发展民族工业的时代骄子，怀着他的远大理想，开始
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置实业、办工厂、设公司、开银行……
与兄弟企业友善竞争，与外资企业强强对话，他的事业红红
火火，如日中天；他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他又恢复了
他“三先生”的自信、胆略、智谋与手腕，他把自己的丝布、



火柴、胶鞋等产品打造成响当当的世界名牌，他带动国家的
民族工业兴旺发达，他让东洋人、西洋人自愧不如……时势
造就了“吴荪甫”这个民族工业的大英雄。

然而，这终究不就是真的，吴荪甫毕竟就是《子夜》中的文
学形象。但就是，生不逢时的吴荪甫所追求的理想正由生逢
盛世的千万个“吴荪甫”的后来者变为现实。

这一点，我们就是坚信不疑的。

子夜读后感篇五

最近阅读了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得到了一些感受，感
悟可能不深，在此作个分享。

这篇文章主要描述1930年代的商界故事，小说内容充斥着资
本家的利益考量、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干涉、平民工人生活的
艰辛等内容。茅盾先生用了巧妙且丰富的语言刻画出了鲜明
的人物性格并且为我们较为清晰得阐述了当时民族工业的发
展困境。

由这篇小说我明显可以感悟总结出一点道理：在一个完全没
有摆脱外国资本势力控制的国度里，想要发展本国强健民族
工业体系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一头被铁链栓着的猛虎永远
也无法成为森林之王一样。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
民族工业还没有获得足够优质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当时外国
资本势力对我国的控制影响很强。外国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肯定会千方百计阻挠我国民族工业的实质提升。一头猛
虎想挣断铁链是需要痛苦挣扎过程的，小说恰是在描写当时
的一个民族资本家在探索摸索发展过程当中历经的挣扎而最
终失败的故事。

因此，读完这篇小说我们当代青少年们应该从小就收获丰富
经济知识。要明白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曾经是经历过怎么样



的困境，取得如今的成绩是多么不易。我们这一代青年一定
要继承先辈的业绩，要以清醒的头脑注重发展健全民族工业，
秉承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拓新与发展，
为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严谨的。从开头和结尾就可以
看出。开头，上海的软风一阵一阵吹上人面，苏州河幻成了
金绿色，轻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江边充斥着“光、热、
力”，此时的吴荪甫有财有势，气派威风;而结尾，吴荪甫的
工厂、银行、公馆全都没有了，自己的梦想也破灭了，惨败
于赵伯韬的吴荪甫带着姨太太灰溜溜地到牯岭消暑。一头一
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我们惊叹于一位民族工业
巨匠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
夹击中一败涂地的惨象。

作者精心描写了“吴公馆”，“交易所”和“裕华丝厂”三
个主要活动场所。在这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依次的
展开，不论是民族工业资本家与买办金融资本家的矛盾斗争，
或是军阀混战和报机市场的微妙关系或者是农村阶级斗争和
金融市场的曲折关系等，都得到集中的表现，小说故事情节
也一步步顺利发展也成功塑造了各个阶层的许多典型人物形
象。

“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到黎明就不远了。小说的题
目定为《子夜》，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旧中
国社会，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民即将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
坚定信心。

子夜读后感篇六

形象深动的描写景物描写，精雕细刻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
的表情展示，以及曲折蜿蜒的剧情经过，都给了我一种文学
上的享受。通过名著导读，我知道了子夜不仅是作者构思了
多年的一部作品集成，同时也是作者的创作高峰的开始，他



不尽描写了当时上海投机者们的盲目，以及民族资本家在官
僚和资本主义的夹缝中难以生存，同时还揭示出中国社会不
仅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说明了中国根本不可能走
上资本主义道路。

子夜不能不说他是一部经典著作。他不仅写出主人公吴荪莆
的刚强坚毅、果断机智、不肯服输，也写出了他的软弱、恐
慌、放纵、道貌岸然。而主人公的对手赵伯韬则是个军界政
界皆有后台，同时也是美国的资本买办家，是资本主义的走
狗，他爱玩弄女性，为人狡诈、阴险，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认为赵伯韬和吴荪莆有些地方是相似的，比如在对手面前
显示出刚毅果断，而且善于用人，同时也都是不愿服输的人，
而在对于下层人民上都显示出他们的为人阴险、狠毒，在人
后会由于自己遭受的巨大损失而感到痛心，在他人面前会强
作镇定，以示自己是个镇静的人，只不过是吴荪莆更加有爱
国之心，想要在官僚主义个资本注意的夹缝中创造中国的民
族工业，结果却由于两座大山的过于沉重，他想要将自己受
到的损失转嫁于工人头上，工人们有跟他斗罢工，最终自己
身边的巨臂被对手扒窃过去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

子夜身动形象的给我们展示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社
会，描写出当时投机者和资本家们的盲目，煞费苦心的明争
暗斗，荒淫无耻的骄奢生活。给了我一种生活在繁华兴盛的
老街上海的感觉，在主人公和对手互相斗争时，多愁善感的
我们多么希望是主人公能够打完胜仗回来，可是看到第八章
及第十二长的种。种迹象都表明着主人公的失败，最后由于
资金的困难，工人不服输的罢工斗争，以及自己的老丈人加
盟了对手的帐下导致了他的最终的失败，最后主人公只好携
妻离开上海，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遗憾的结局，可是故事总
是这么爱捉弄人，让你那么无奈。

子夜读后感篇七

茅盾先生曾写道：



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人们的生活是无奈的却也是努力的，
渴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尽管希望渺茫，
但是只要努力就有成效。大有孔老夫子“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的悲怆。

“伸手抓星星，即使一无所获，也不至于满手泥土。”即使
够不到月亮，我也拥有了一身月光，因为身上的月光，让我
与他人不同。想起日本导演北野武先生曾说：

我想这就是这本小说想要传达给我们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吧，
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不努力就什么也没有。“为美丽
的结局，我们要勇敢要善良。但不是够勇敢够善良，就能有
美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