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夏目漱石心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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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夏目漱石心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是一一位穷教师家中的猫为主人公，以这只被“拟人
化”的猫的视觉来观察人类的心理，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市侩
哲学。这是一直善思索,有见识,富于正义感又具有文人气质,
但至死也没有学会捕捉老鼠的猫儿。

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个人到那位穷老师家中偷东西，事后主
人夫妇不厌其烦地列出被偷物品之量，还互相不断骂对方买
的东西太贵，应......

我愿意变成《我是猫》中的那一只猫，给人们无限启发，助
人们扬长避短，开辟一条走向成功的捷径。

夏目漱石心读后感篇二

20世纪初，在日本的东京有这样三位年轻人：哲学专业毕业，
厌世疾俗，不想工作，靠外交官父亲的家产生活的甲野，性
格开朗，幽默乐观，大学毕业后参加外交官考试落榜，又参
加了第二次考试的宗近，还有才华横溢，正在做博士论文，
但贪慕虚荣和浮华的诗人小野。这三个年轻人彼此熟识，甲
野和宗近是远房亲戚，两人在旅行中成为知心朋友。小野是



甲野和宗近的学友，也是甲野同父异母的妹妹藤尾的家庭教
师。宗近也有个妹妹叫糸子，天真温婉，善解人意，钟情于
甲野。小野是个孤儿，京都的孤堂先生看他可怜，曾资助他
上了中学，并且将他与自己的女儿小夜子订了终身……夏目
漱石的名作《虞美人草》正是围绕着这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
故事展开的。虽然书中人物情感错综复杂并涉及到个人利益，
但是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情节弱化不曲折，作者的重点在
于表现三对青年男女迥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状态
以及各自走向的人生结局，由此达到作者批判社会，教化人
心的写作目的。

夏目漱石在《虞美人草》中的文字是多么精雕细琢，比喻、
象征、对称等修辞技巧的应用是多么精妙，对于民俗、景物
与环境的描写又是多么到位与风雅……这些对本书的赞美与
肯定方面已经有不少人写了，在此我不想再重复，而是想从
书中几个女性人物的性格、地位、心路历程以及最后结局谈
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书中除了糸子之外，我认为其他女性——藤尾、藤尾的母亲、
小夜子的生活都是极悲惨，令人同情的。虽然作者极力描写
藤尾是个克莉奥佩特拉式的妖冶女人，容貌美丽、学识出众、
谈吐优雅但虚荣骄傲，以自我为中心，最大的快乐就是让男
人为自己着迷，一门心思地琢磨着如何拴住男人的心，如何
靠手腕赢得男人的爱，最后的结局是得知诗人小野其实只是
贪图她的财产和美貌，甚至他早就有了未婚妻这一真相而自
杀。但我还是无法讨厌她，只觉得她是个看错了人，错爱了
人渣的年轻女孩。

她处在一个传统和现代交织又分裂的时代洪流中，她一只左
脚踩在现代中，另一只右脚却困在传统中。她虽是外交官的
女儿，受到了先进的西方教育，践行自由恋爱，没有服从父
命，喜欢和追求自己认为才华横溢，前途有为的穷小子诗人
小野。看起来她是一位现代女性，但是她本质上还是一位传
统女性，受困于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枷锁。物质上她依傍于



父亲的遗产过活，精神上她依傍于年轻男子对自己的迷恋。
自我价值感的确立始终在男人身上，男人迷恋我，我就有价
值，我就快乐；男人不迷恋我，我就没价值，我就痛苦。对
同性姐妹又缺乏结盟精神，只知道嫉妒与比较。女性主义除
了争取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出生权、受教育权、就业权……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女人做到不把男女关系放在自己生命
中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谊。假如藤尾不
仅懂得欣赏男人写的诗，还能自己写诗卖钱，她有自己的一
份工作和收入，还能和小夜子、糸子在一起彼此支持，那她
一定不会自杀，而是活得幸福快乐。

藤尾的母亲在书中被称为“谜”一样的女人，因她非常惊于
算计，做事情喜欢玩心机，讲话总是云里雾里，永远让人无
法确定她真实的心思意念，计划与行动。她为了获得丈夫的
遗产，剥夺非亲生子甲野的继承权，一方面说为了甲野的身
体健康劝其出门旅行，另一方面趁甲野不在家，操纵女儿笼
络小野的心，企图通过小野入赘保证自己安度晚年。这个老
女人在算计中蹉跎岁月，经常把自己搞得头痛疲惫，连豪宅
中的美景都无心无暇欣赏，最后计划破败，痛失女儿，向甲
野道歉：都是我的错，我会想方设法改掉自己的坏毛病。她
所有行为的动机只是为了让自己生存，因为丈夫死了，财产
也没她的份，自身利益无法获得保障，她不能靠自己，只能
靠子女而活。何其可悲！

小夜子最后没有和小野退婚，还是在一起了。但她的未婚夫
小野是个八面玲珑的势利小人，受东京的“文明开化”的熏
陶，急功近利，为了目标可以耍各种手段。为了攀上富家女，
少奋斗几十年，挖空心思极力迎合和讨好女人的欢心。现在
一个“藤尾”自杀了，但是往后他极可能会遇见其他的“藤
尾”（我并不觉得小野应该被狠狠批判，他深深受制于物质
的无奈，其所作所为可以理解）。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小夜
子会幸福吗？小夜子自己是一个被父亲教育得传统的不能再
传统的女性，贤惠克制，矜持乖巧，感觉未婚夫变心了也不
敢去问一声，被人提出退婚也只知道躲起来默默哭泣，连一



句抗争的话都没有，甚至还被生气的父亲甩上一句：真是不
该生女儿啊！连身为女性本身都是错的，都被人否定，何其
不幸！

我以为，在这样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性缺乏个人命运
与价值的主体性特征，缺乏现代女性自我的独立性，女人不
能为自己的幸福做主是书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虞美人草》被视作夏目漱石个人文学生涯中的承启之作，
在日本文学史上地位极高。作者借小说创作批判二十世纪初
期刚从封建社会转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日本，批判人的自然特
性被时代思潮冲刷得越来越少，抨击现代文明的思想对传统
的冲击，希望唤醒青年人重视传统的道德修养，追求道义与
表里如一的真诚。但是我从中看到的是既不传统也不够现代
文明，重道义的好传统被破坏了，没有被认真承袭下来，男
女不平等的坏传统的毒瘤也未摘除，男女两性地位依然严重
不平等，女人必须依附男人而活，女人不能主宰个人命运，
女性的个人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女人争取独立
与平等的道路还无比漫长。

现在谁还看难懂的文学，大家都在看简短、通俗，能够快速
阅读的轻松文字。是不是有点讽刺？夏目漱石在一百年前就
批判“文明”的急功近利，但是今天这批判的声音大家却是
无法听见了，因为我们愈加“文明”，愈加快，快得都没时
间听他批判了。

夏目漱石心读后感篇三

夏目漱石我是猫读后感

冷漠是人的本性，不愿意故意隐藏这种本性的人，是真正的
诚实汉。――猫。



没错，这么富于哲理性的话是出自一只猫之口，它就是着名
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我是猫》的主人公。对于
《我是猫》这部经典的小说作品，我是印象深刻的。夏目漱
石先生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手法，以一只猫的视角来述说这个
故事，来观察这个社会。

在我看来，这只主人公猫，就是作者的化身，以自己的感受，
接触，来理解这个矛盾的社会，来讽刺各种现象。不得不说，
夏目漱石的手法很吸引人，这在小说史上也是鲜见的。小说
并没有复杂，高潮迭起的故事，有的.只是猫的主人穷教师苦
沙弥及其一家的平庸、琐细的生活以及和他的朋友迷亭、寒
月、东风、独仙等人经常谈古论今、嘲弄世俗、吟诗作文的
故作风雅的无聊世态。

说实在，小说中很多的故事情节我都是不太理解的。比如说
猫主人跟朋友的寒暄，这在小说中是最频繁出现的画面，也
是我觉得最为无聊的情节。作品是19世纪初，以当时的日本
社会为背景创作的。时代和空间的隔阂阻碍了我对故事的理
解，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我继续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
魅力不仅仅在于故事情节，在我看来，夏目漱石先生的写作
手法和语言艺术，更值得我去学习。

夏目漱石心读后感篇四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所写的《我是猫》这篇童话是我和学生读
后都认为写得好且印象深刻的文章之一。在作品中，作家以
第一人称的口吻写出了“猫”即文中的“我”吃年糕的滑稽
形象。

在与学生共读此文时，我不禁笑了起来。作者能够将猫的心
理刻画地如此细腻、逼真，与的文化积淀及对动物的细致观
察是分不开的。在笑的同时我也在想：既然是一篇童话，那
它反映的不仅仅是“猫”的遭遇和心声，它也在一定程度上
折射着人类社会的点点滴滴。



同学，你可曾记得：当杜瑞峰等同学站起来读诗或读课文，
沙哑的声音在课堂上响起时，你们不也报之一笑了吗?这和文
中女孩和伙伴的“笑”有何异同?同学之间，我们应该互相尊
重，不应嘲笑身边的每位同学、每个人。

“我大抵也算见识过人类缺乏同情心的个助攻行径，但从来
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恨在心头”我们为何不能拥有一颗同情
之心，一颗感恩之心，包容身边人的缺点，包容同学一句并
非专意说出的话，包容……包容一切可以原谅的事情，但不
能包容你对学习的冷漠、不自觉和不负责任!

“一颗沙里一个世界，一朵鲜花一座天堂”而我想说的是：
这只猫的遭遇就是一个人间社会!

同学们，让我们在读懂文字的同时，尝试着读出它背后的情
感和内涵吧!

夏目簌石我是猫读后感

夏目漱石心读后感篇五

读了这个故事，我觉得金凤和银凤是两个好吃懒做的人，而
草凤是一个勤劳、善良、能干的女孩，她们的妈妈觉得草凤
难看，就给草凤吃稀的`、穿破的。而金凤和银凤却跟草凤的
待遇大不相同，给她们吃干的，穿好的，还把她们打扮的漂
漂亮亮。读了这个故事，我得到了一个道理：分辨人的好坏
不能只看外表，要看这个人的真实行动。

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像草凤一样勤劳、善良，能干的好少年。

《三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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