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加缪读后感 鼠疫读后感精彩(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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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一

从疫病来袭后，人们突然变得渴求信仰，变得虔诚，开始积
极地望弥撒，唱圣歌，还恳请神父为他们布道开惑中我得出
世俗生活中的人是假的信徒，他们只有在面对无能为力的困
难时才突然变得虔诚，希望这临时的信仰能让上帝庇佑他们，
其实这不是信仰，而是他们的私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
了顺利渡过眼前的厄运而欺骗自己并欺骗不存在的上帝。

从鼠疫降落到一个无辜的孩子头上这件事我得出神父所说的
鼠疫之所以出现是为了警醒并惩戒那些不尊重上帝且犯下罪
行的人们这句话是并不真实的。牧师神父等神职人员会尝试
解释每一件事情使其变得有理有据可现实是上帝并不存在所
谓的惩戒只是神父为了宣示上帝的神威并拉拢信徒去坚持信
仰的手段罢了。上帝的使者亲口说鼠疫是为惩戒罪人而来，
可疫病却带走了一个无辜且纯洁的孩子的生命。这更加证明
了上帝并不存在，所以也不会告诉神父所发生的一切是为什
么。鼠疫不是上帝的武器，它仅仅是现实中的一场灾难。

从里厄医生与众人开会讨论如何采取防范措施，采取怎样程
度的防范措施中我得出，重要的不是拘泥于形式，而是从实
际出发，当众人在争论这是不是鼠疫的时候，里厄告诉大家，
不管这是不是鼠疫，我们都应该立刻采取行动，因为这和众



人的安危密切相关。当有一种传染性疫病正威胁公众的生命
时，我们怎么还能去细究它是不是鼠疫呢？当务之急是积极
应对才是。里厄直面人生，实事求是的品质是值得学习。

从“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
身还要糟”这句话我得出，可怕的不是一时的失败，一时的
困难，可怕的是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对一切苦难都逆来
顺受比苦难本身要糟糕的多，所以应该正确地看待所面临的
困境并努力打破厄运的枷锁，从而追求光明与幸福。

“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想不当鼠疫患者就更
累人了”这句话我得出，当疫病来袭时处于它魔爪之下的患
者会发高烧打寒战还会全身酸痛难忍地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
吟哀嚎。用尽仅剩的一丝力气去与病魔斗争。而那些没有患
上鼠疫的人他们要日日夜夜地被疫魔那血红的双眼凝望着，
这种不详的凝望让他们不寒而栗。一颗心最累的时候不是患
上鼠疫的时候，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此刻健康的自己正被鼠疫
惦记着的时候。所以我得出一场疫病爆发时，人们的苦难是
双重的，患者要承受疾病之苦，而健康的人则时刻为那未知
的明天而忍受着煎熬。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二

《鼠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北非一个叫奥兰的滨海城
市突发了鼠疫，政客伺机敛财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原本的小
人物通过黑市禁品交易，反倒成了城市的风云人物，而更多
的普通人则只能凄惶无助地过日子。

小说以主角里厄医生的视角记录了人类与鼠疫奋力抗争的全
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自觉地带入我曾看过的
一部电影《流感》。几乎与《鼠疫》是同一个故事模板，灾
难都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不过一个起源是在无人在意的台
阶上被发现并被用脚踢开的一只死老鼠，一个起源是从集装
箱里偷逃出的、携带致命猪流感病毒的东南亚偷渡客。



故事的开展也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推即众——人群开始
大范围传染、患病最终走向死亡，阴影始终笼罩着人群。人
人自危，染病的和没染病的人都想要逃出城外，终于，城门
封禁了。

无论是《鼠疫》里的里厄医生还是《流感》里的为救女儿勇闯
“红灯区”的单身妈妈金仁海，他们都构成了在荒诞中奋起
反抗的逆行者群像。一个更重大爱，一个更重小爱，但都同
样令人动容，或许将他们拼凑起来就构成了2020年我们曾亲
眼见证过的抗疫图鉴。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谓孤勇”，从瘟疫之初里厄就比任
何人都清楚这场疫情的严重性和不可抗性，但他从未放弃，
他冒着染病的风险挨家挨户地给患者检查、消毒、治疗。

但即使没有能够消除恐惧的答案，他们也始终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做着最本分却也最伟大的事，只是因为“责任”使
然。每每看到书中人们慌乱无措想要逃离而堵得水泄不通时，
我脑海里浮现的满满都是疫情期间对向道路上支援武汉的车
辆疾驰而过的动人画面。

透过他们，我明白了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荣
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杆之微，也要慷慨力
争。就好像福丁布拉斯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
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和死亡挑战。

勇者无畏，仁者无敌，明知前方枪林弹雨，明知前方命在须
臾，只因职责所在，所以义不容辞。这份“山河若倾，我敢
补天”的责任与担当或许就是最勇敢的那群人挺身而出的底
气。

而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像小说里一样，努力生活并且热切期
待着。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只不过是生活罢了；这人间热
闹的喧嚣，只不过是人们在说着“我想好好活”罢了。



我非常认可的一个观点是：“《鼠疫》的好在于写出了真善
美，这就是万物的逻辑，你如果能理解，你就可以做出你自
己的选择。”

疫情期间，我见过刚脱贫的农民毫不吝啬地贡献出地里的粮
食，傻呵呵地笑着说：“没钱可以出力是吧？”；我见过从
过年就不休息保证着城市运转的环卫工；我见过踩着齐腰大
雪去修线路的电路工、站在超市和小区门口给人测体温站到
腿肿的志愿者、半夜因为太冷在路口打拳取暖的警察……还
有自觉不聚集甚至积极捐款的普通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没有什么“崇高信仰”，只是内心深
处觉得“理所当然”、“本该如此”。或许这是大难当前，
人们骨血里潜藏的那一分浪漫、半口侠气本能地抬了头。

仗义每多屠狗辈，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多数
人潜藏着、平时不露于形色的至高浪漫，便是“狂风”肆虐
后留下的珍贵“彗星”。致敬那些坐困愁城却在绝望中坚
持“生活”的人！

但正如小王子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玫瑰，也要给刺浇水。
如果把那些令人感到温暖的新闻报道称为“暖闻”，那“暖
闻”对社会来说更像是一束烟火，绽放时让整个天空璀璨。

小说还有一段话令我记忆深刻：“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
莫如深的……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
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人
性的善与恶在这一次战役中显现无疑，制度的好与坏也得到
了体现。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学会了顽
强拼搏、勇于奉献，学会了国家安危高于一切，灾难是我们
都不想复刻的，但“多难兴邦”，我们始终葆有面对危机与
灾难的勇气和底气，中国也正在一次次的挑战中不断坚强起



来，不断向世界彰显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记录时代，道阻且长，好在前面有光。爱就在这片天地中！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三

“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黑格尔一语成
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读的是一本小说，在读的过程
中，却仿佛新冠疫情重演了一遍。

鼠疫也好，新冠疫情也好，这场浩劫中的关键角色都是类似
的：政府、军队、医生、记者、志愿者、活下来的民众、患
者、不幸死去的人、神父。

伴随着疫情的发展，有人被匆匆裹挟着抛上战场，有人闪耀
着英雄主义的光耀迎面而上。在年初的新冠疫情中，我们已
经流了太多眼泪，愤怒的、感动的、悲悯的、喜极而泣的，
仿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人一生都要经历的情感波峰波谷
都体验了一遍。

这一切场景，在《鼠疫》里面都有演绎。里厄医生是那个最
平凡的英雄，正如疫情中千千万万努力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
医生护士们。他们披上最简单的防护，或心怀恐惧但被责任
心所驱使，或充满视死如归的情怀，跨步走上前线，与疫情
做斗争。

记得终南山70高龄挂帅出征，也记得那个送别自己妻子前往
湖北，许下如果平安归来就承包一年家务的男子。也记得那
个隔着玻璃亲吻自己护士爱人的男子。你们是这场斗争的战
士。

塔鲁是一名斗士，但在这场旷日持久又磨炼人心的战斗即将



迎来胜利时，他却感染上鼠疫去世。生命何其荒谬但又现实，
好人未必有好报。无数骑士牺牲自我才照亮帝国的辉煌。

他就像李wl医生——“终于确诊了（狗头）”。

朗贝尔说：“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
我是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
为所爱之物而死。”一个原本想尽一切办法要逃离这个城市、
回巴黎找爱人的记者，却在犹豫再三的最后关头留下来了，
成为这场疫情的一名斗士。他本没有战斗的义务与责任，甚
至想尽办法要逃离和自保，但最终还是被内心的正义所召唤。

正如那个留在武汉的快递小哥，组织起紧密的志愿者队伍，
做好后勤保障。这是我们平凡人中的勇士。

格朗是个小人物，是政府在防疫中的一线员工。日复一日他
做着疫情数据的详细汇总，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虽然在这
之前，他一直生活不如意，工作也不见起色，是一个不被人
尊重的政府基层治理小人物。

但他就像疲惫生活下的我们，内心始终保持着一点点自我的
梦想。他反复琢磨到：“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
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
里的用词，一如他对生活保有的那一丝热情。

甚至无法拯救一个天真无辜的孩子。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真
正身在疫情漩涡中心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崩塌感。但那
个因为母亲患上新冠却没有医院收治、而不得不在阳台敲锣
的女子，那个穿着白色羽绒服追在运尸车后面喊妈妈的女子，
那个因为全家患疫而跳楼的男子，有些事情，可能经历了的
人才能懂。

国内的新冠疫情仿佛已经告一段落，身边很多人已经不怎么
戴口罩了。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再关注确诊和死亡人数了。



人真的很容易麻木，也很健忘。

不说已经控制疫情的国内，就算疫情尚未控制的国外，在不
断的突破10万、20万的死亡数据面前，生活仍然要继续。公
园里枝繁叶茂、万紫千红，城市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仿佛灾难不曾来过，仿佛我们不曾悲伤过。

我们愉快地跳舞、歌唱，一如那些方舱中跳起广场舞的人们；
我们努力地读书、学习，一如方舱中读着《政治秩序起源》
的读书哥；人真的很有韧性，生命脆弱而顽强。

希望不要忘记！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四

鼠疫之中，没有赢家。

结尾塔鲁还是不幸成为了鼠疫最后的牺牲者，因此对于塔鲁
和里厄来说，他们都没有得到与鼠疫斗争的最终的胜利。塔
鲁试图在这场灾难中寻找到内心的安宁，但是却只在生命前
的最后几秒得到，使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了徒劳。

里厄试图通过不断地诊治病人来缓解他对于人群的强烈同情
和关切，但最后鼠疫还是夺走了他的朋友塔鲁的生命，而他
的妻子，他在这场灾难中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也最终不幸
长逝，这也使他先前的努力成为了徒劳。而对于科塔尔而言，
鼠疫对他来说是一场对于自我身份的暂时逃离，因此他做出
的一切以常人的身份融入社会的努力也在解放封闭的那一天
而全部瓦解。格朗在生命最后的时期意识到自己长时间斟酌
的小说也只是一场徒劳，他所寻求的完美并不存在，因此他
在有幸得以存活之后做出的一个决定，便是删去所有形容词。
朗贝尔曾如此迫切地希望与妻子团聚，但是当这一天终于到
来，一切却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般愉快，他处于一个尴尬的
中间境地，他先前所培养的同里厄一样的悲悯情怀已经随着



鼠疫的结束而毫无用处，而他再先前积蓄的对于妻子的怀念
和因为鼠疫的惨象而变了味。

结尾，里厄明白可能过几年，这场悲剧又会在某个城市重演，
并会像这个城镇一样，将百姓们现在所努力的东西，不管是
感情也好、生意也好、政治也好，全都付之一炬。但是，在
眼前的城市中，却不缺乏孩子们欢乐的鞭炮声。

这就是加繆。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五

小时候没少谈理想，当然都是老师逼的。我记得，我很郑重
地写下“当一个卡车司机，专拉糖果饼干”时，老师的脸色
很不好看，仿佛说，当个科学家、世界冠军很失礼吗？于是，
我过早地学会妥协——那就像您一样，当个老师吧。

在中国当孩子，理想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没有人教我们如何
当一个“小人物”。以致于大多数人长大后没混出模样，还
真有点不知咋活了。幸好，有那么几本好小说，给了我一些
参考。其中一本是《安琪拉的灰烬》，11岁的弗兰克在贫民
窟打发饥饿的童年，晚上做着与红唇千金和拦路大盗相会的
梦。他一想到护士和修女对此无可奈何就高兴：“全世界的
人都无法干涉你脑海里的想法，这真是一件美事啊。”我很
惭愧，在弗兰克这个年龄，一没冷着二没饿着，却不明白拧
耳朵和家长签名再有威力，也是禁锢不住脑子的。你都未敢
去想，白白丢了这么多糖果饼干，活该！

另一本是加缪的《鼠疫》。老实说，读第一遍以为是英雄颂，
塔鲁多高洁啊，只是个“不知何故经过奥兰城”的人，却比
任何人更有热情，以命相抵。塔鲁一生的命题，加缪安排他
在小说里说了：“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
人。”而且，他并不信上帝。就这样，在许多年里，我辜负
了加缪的苦心。《鼠疫》并不教人成圣，只是说了一些生活



该有的逻辑和真相。等到一定年纪，我才发现“小人物”格
朗才是里面最可爱的人。这个老头儿是市政府的临时工，白
天上班，晚上写小说，一直为开头痛苦不堪。鼠疫期间他当
了志愿者，负责统计登记病人和尸体，人们感谢他，他却一
脸诧异，这可比写书简单多了。

纵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连办公室主任都嫌其瞎忙活影响kpi，
普通人格朗却更值得记住。加缪说，格朗更具代表性，展示
了某种笃定的美德和良好愿望，但求在细小的工作中发挥作
用。和弗兰克相比，格朗更是我的菜。大概我的余生也会如
此：见过一些世面，还没出人头地，残留一些真诚，和胆怯
时常闹别扭，除了几个关键时刻，前者几乎没赢过。如果再
幸运一点，那几个时刻，恰好是我最看重的。

有了这些故事，我对当好一个普通人就坚定多了。不过，这
都是后来的事了。在遇见弗兰克和格朗前，我还是成功地通
过流水线教育，忘记一名风中疾驰的卡车司机该有多欢乐。
幸好，生活是不会让任何人失学的。有十多年，我当记者，
却混得不怎么好，总去一些不太让人喜闻乐见的现场。有一
年，某地下雨，有些不幸者，我要写写他们。但谁愿意告诉
我呢？城市又欢快起来了，何必还那么不识趣瞎嚷嚷？后来，
我陆续接到一些纸条，上面有线索。

他们怯怯懦懦一咬嘴唇的样子最让我感动。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时常会想起《鼠疫》里加缪的自述——

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
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
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
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
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
次要地位。

这是说，我们一直误读了生活的剧本，真理的使者往往不只



在高山仰止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同一个夜晚，缅怀一
位普通眼科医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