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先生读后感(精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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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一

当我细细读过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我不禁惊讶道，
鲁迅先生，这是你吗？原来你的笑声是明朗的，原来你对美
学这么有研究，原来你也懂幽默。

一直以来，我对你的印象就是语文老师给我们讲授《孔乙己》
《药》等作品时所描述的你：鲁迅，原名周树人。那是为唤
醒大众的反抗意识而弃医从文的你，留下许多深奥难懂
又“枯燥无趣”的文字的你，一个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你。
或许因为你的文笔是那么犀利尖锐，我脑海中的你不苟言笑，
正义凛然，有着方正的发型、浓密的胡子和一张一直板着的
脸。

但是，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开头的第一段
就写道：“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
嗽起来。”这也是你！原来你并不总是板着脸的，你在平日
的生活中不会只表现出你的批判现实的冷峻的一面。这让我
想到了你写的《社戏》。《社戏》中的你也是乐观的`、开朗
的，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你，也是如此，这才
发现是你的《孔乙己》《药》令我模糊了对你曾有的印象；
是你的震撼人心的、唤醒民族精魂的文字让我忘记了写过
《故乡》的你。庆幸的是，萧红把你——那个生活中平易近
人的你又一次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让我们在深入研究你的作
品之时，也读懂了你。



文中有一句话说道：“周先生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
是在开玩笑。”这一段把鲁迅先生写得太可爱了。原来，这
也是你。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幽默、充满欢乐的你。

对于我来说，你是伟人，你是那么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而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让我明白，原来伟人也有喜怒哀乐，
同样可亲可敬。

不会忘记那个医救中华灵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的严肃的你，更不会忘记那个“很喜欢吃油炸的东
西”“走路很轻捷”“笑声是明朗的”的你。因为，这也是
你。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二

鲁迅被毛泽东称为“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可以说是
闻名中外的人物。

没错，鲁迅的热爱人，他的热爱，珍惜精神值得学习。鲁迅
先生爱可以说是如同爱的生命。这时，我突然想到美国著名
的作家富兰克林曾说过的一句话：“你热爱生命吗?那么请别
浪费，是组成生命的材料。”的确，热爱才能使的生命更充
实，更有意义。这难道吗?现在社会中浪费的人这么多，只知
道现在享受，浪费，而不设想一下以后的生活，等到老了才
后悔，那时晚了。正所谓“百川东到海，何是复西归。少壮
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为父
母争光，为祖国争光。

这篇文章使我收益非浅，当我反复读时，我对的理解越深了。
我觉得“就像一把弓箭，只要你用足劲拉起弓，这只箭就会
射出，只须一眨眼的工夫，箭就会在你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名学生，应该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的父母。但要这优异
的成绩，就珍惜，珍惜这分分、秒秒。



在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杰出人物像鲁迅先生一样珍惜，我国
杰出的学者李大钊便是。他从小就懂得珍惜，才成就。有一
次，李大钊的爷爷不在家，只剩李大钊人在家。本来可以乘
爷爷不在家玩一会儿，可李大钊却抓紧，在书房做作业。窗
户是开着的，这时，一只彩蝶飞来，在李大钊的作业本上停
了一下，又飞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几只讨厌的麻雀飞来，
在窗前的大树上叽叽喳喳的乱叫。可李大钊，连眼皮儿也不
眨一下，眼珠直盯着作业本，好像周围事也没过一样。就李
大钊从小就抓紧学习，才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

学习《回忆鲁迅先生》这篇课文后，我在学习上的。以前，
上课是我总是东看看西看看，总是不，浪费。现在，我知道
了珍惜的性，从此上课听讲，在也不打小差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一去不返，要珍
惜这大好光阴，努力学习，长大为祖国效力。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三

前两天到图书馆借书，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箫红的集子，顺手
就把它取了下来。我读书就是这样，摸到那本读那本，没有
什么计划性。封皮上写着她的两部代表作《呼兰河传》和
《小城三月》的标题。回到宿舍，随手翻翻，发现最后一篇
是她写的纪念鲁迅的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读之欣欣然，
竟然先把这最后一篇给一气呵成地读完了。

读过回忆鲁迅的文章不多，但可以说，此篇是为数不多的佳
作。正如本书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自从我们失掉了鲁迅夫
子之后，我们收获了多少怀念的好文章，但箫红的这一篇可
说是空前的绝唱。

曾有人批评箫红，说她由于没有受到完整正式的教育，写的
文章中有的句子有语病。但我想，文章贵在思想，而散文贵
在一种真实的对于生活的体悟。在这篇文章中，箫红以她独



特的女性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多的宝贵
的鲁迅先生的另一面。

中学时，语文老师介绍鲁迅时说道：鲁迅的杂文如一把匕首，
刺向敌人的心脏。当时对鲁迅的感觉很冰冷，视他为杀手一
般。前些日子和朋友谈起鲁迅，朋友说，有人说鲁迅的文章
如他的胡子——-又直又硬。其实，鲁迅和鲁迅的文章并不是
完全是这样的。

如果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倒是先把鲁迅的散文介绍给我的
学生。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枕头边放着一本鲁迅的散文集。
早晨起床时，我不敢摸它，因为一旦打开便放不下。《故
乡》，《社戏》，《从北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都是我
特别喜欢的文章。还有他的人物回忆，比如《范爱农》，
《藤野先生》，文字温暖，真挚，感人。这些文章读了很多
遍，每一次都是爱不释手，掩卷之余，怅然若失。

我曾看到鲁迅的很多照片，他总是神情严肃，甚至有一张他
躺坐在一堆坟冢之中，还有他的题词：我躺在厦门的坟中间，
显得放浪形骸。箫红在本篇的开头就写鲁迅的笑：鲁迅的笑
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喜欢。下面还有写他的笑
的：“……鲁迅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
也正谈的热闹”。

生活中的鲁迅细致，周到。有一次鲁迅伤风初愈，夜里十二
点谈话后，仍然坚持下来送箫红。临别时，他提醒箫红下次
再来时辨认门的方法。箫红出门后回头看时，鲁迅先生那一
排房子黑黑的，若不是告诉的那样清楚，下次来她怕要记不
住的。

鲁迅在临终前，仍然忘我的写作，翻译，关心青年。我曾看
到一张鲁迅的一张在去世前不久和青年文学爱好着一起讨论
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只能看到半张瘦削的脸庞，做着手势，
背挺的笔直。



1936年5，6月份，鲁迅重病在身，有一段时间，高烧不止，
卧床不起。箫红去看望他。“天气热起来了，客厅的门窗都
打开着，阳光跳跃在门外的花园里。麻雀来了停在夹竹桃上
叫了三两声就又飞去，院子里的小孩子门唧唧喳喳地玩耍着，
风吹进来好象带着热风，扑到人的身上。天气从刚刚发芽的
春天，变为夏天了”我读到这里时，心情沉重。如果以后我
要是有机会作导演拍《鲁迅》电影时，我一定把这一段插进
去。一边是生，另一边是死；一边是阳光明媚，另一边是死
气沉沉；一边是希望，另一边却是绝望。

最后是结尾。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
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终日喘者。19日，鲁迅安详地
睡着了。鲁迅逝世时箫红远在日本，并未在场，但她写的如
在场一般。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四

藤野先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正直的品格令我深深的敬佩。
我想这也是鲁迅多年还记得他的原因之一。下面本站网要分
享给你的是藤野先生读后感，希望你能喜欢。

读了《藤野先生》这本书，我感受到了藤野先生对工作恪尽
职守，不持偏见的高尚品格。

文章主要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
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历。作者突
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
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深切怀念。

而藤野先生作为一位日本的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
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质朴而伟大的人格令
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如果我们不设身处地
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很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在
现今社会中，也有许多好老师，正如在网上热传的“最美教



师”张丽莉，为了救几名孩子，失去了双腿，下半身只能在
轮椅上度过。即便是自己的老师，也无不是恪尽职守，用汗
水和青春来哺育我们，教育我们。她们就如红烛一般，燃烧
自己，照亮他人。其实只要我们仔细体会，便可感受到老师
的伟大!

读了这篇文章，首先对梳着富士山头的清国“留学生”就很
气愤。对这些留学生而言，如果清政府强大，他们就放下辫
子;如果新发起的改革强大，就盘起站在另一边?!这样的人真
的让人觉得很可耻!

难道一片羽毛可以因为风的力量强弱而飘随不定吗?

像这种人不配为中国人，因为他们贪生怕死，没有骨气!

人应该是坚强不屈的!自己做的决定不可以让别人随意支配，
因为我们自己有思想，如果我们的思想受到别人的支配，那
么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一位日本的老师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没有歧视一位来自弱国
的留学生，更对他关怀备至。在异国他乡，尤其是在一个歧
视我们的国家里，得到如此的关怀，仿佛又让鲁迅回到了温
暖的怀抱。

老师现在对我们的呵责，是为了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走得更
直，走得更远!

藤野先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正直的品格令我深深的敬佩。
我想这也是鲁迅多年还记得他的原因之一。

与海伦·凯勒不同，鲁迅与藤野先生仅仅相处了一年的时间，
但在这一年中，藤野先生不仅向鲁迅传递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更令鲁迅先生感念于他善良美好的品格，真挚无暇的情感。



这位异国教师在鲁迅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身在异国
他乡，藤野先生让他的学生感觉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别人的
讽刺声中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爱，越发显得无比温暖。

师生之情，情深似海。多少年后，鲁迅依然不忘恩师的教诲。

我们也要像鲁迅先生一样，懂得珍惜和感谢我们的老师，是
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学习，如何热爱生活。感恩，
就从我们身边做起。

早晨凋落的花，夕阳时分，把它拾起，心中仍会翻起热潮。
回忆起来，漫漫长路，记忆中的恩师，格外鲜明。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以后的时光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而海伦
凯勒的莎莉文老师，也让凯勒的人生有了转折点。一岁半的
凯勒因病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不能讲话。而就在这时莎莉
文老师的出现，让凯勒“重见光明”。莎莉文老师教会了凯
勒写字，教她认识单词，教她手语，这让凯勒可以与他人交
流，让她热爱学习，最终考上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
院。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写到她多么想“见”到
莎莉文老师一面，可是在她66岁时，老师去世了，愿望落空
了。

一位老师可以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他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知
识，还有做人的道理，还有宽容、谅解，尊重，在老师的眼
中，每一位学生都是平等的，没有好坏、贵贱之分，一位恩
师造就人的一生。藤野先生对任何学生都很严厉，但却对鲁
迅关爱有加，丝毫没有民族偏见，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
老师，也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
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给了我人生
最大的启示：“你要如何才可以出色、如何才可以把一件事
学精，不单单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还要实践，用实
践去完美你所拥有的知识。”从此，我明白了学习的真谛，
感谢我的恩师!



在数十年的生命中，相伴我们最多的，教会我们最多的，就
是那塑造我们的老师。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五

但是，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开头的第一段
就写道：“……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
得咳嗽起来。”这也是你！原来你并不总是板着脸的，你在
平日的生活中不会只表现出你的批判现实的冷峻的一面。这
让我想到了你写的《社戏》。《社戏》中的你也是乐观的、
开朗的，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你，也是如此。
这才发现是你的《孔乙己》《药》令我模糊了对你曾有的印
象；是你的震撼人心的、唤醒民族精魂的文字让我忘记了写过
《故乡》的你……庆幸的是，萧红把你——那个生活中平易
近人的你又一次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让我们在深入研究你的
作品之时，也读懂了你。

文中有一句话说道：“周先生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
是在开玩笑。”这一段把鲁迅先生写得太可爱了。原来，这
也是你。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幽默、充满欢乐的你。

对于我来说，你是伟人，你是那么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而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让我明白，原来伟人也有喜怒哀乐，
同样可亲可敬。

不会忘记那个医救中华灵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的严肃的你，更不会忘记那个“很喜欢吃油炸的东
西”“走路很轻捷”“笑声就是明朗的”的你。因为，这也
就是你。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六

但是，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开头的第一段



就写道：“……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
得咳嗽起来。”这也是你!原来你并不总是板着脸的，你在平
日的生活中不会只表现出你的批判现实的`冷峻的一面。这让
我想到了你写的《社戏》。《社戏》中的你也是乐观的、开
朗的，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你，也是如此。这
才发现是你的《孔乙己》《药》令我模糊了对你曾有的印象;
是你的震撼人心的、唤醒民族精魂的文字让我忘记了写过
《故乡》的你……庆幸的是，萧红把你——那个生活中平易
近人的你又一次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让我们在深入研究你的
作品之时，也读懂了你。

文中有一句话说道：“周先生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
是在开玩笑。”这一段把鲁迅先生写得太可爱了。原来，这
也是你。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幽默、充满欢乐的你。

对于我来说，你是伟人，你是那么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而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让我明白，原来伟人也有喜怒哀乐，
同样可亲可敬。

不会忘记那个医救中华灵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的严肃的你，更不会忘记那个“很喜欢吃油炸的东
西”“走路很轻捷”“笑声是明朗的”的你。因为，这也是
你。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七

鲁迅在东京上学的时候，遇到过一位无法忘记的先生——藤
野先生。这位先生在教他的过程中，把让他抄的讲义从头到
尾都用红笔改了一遍，并且更正了他作业的错误。

有一次鲁迅把解剖图的血管移了位置，藤野先生教导他，解
剖学不是美术，移了位置就不行了。

藤野先生的悉心教导一直到鲁迅最后离去。



后来上课时要看短片，讲的大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可
里面偏偏有中国人做侦探，每当学生们欢呼的时候，鲁迅就
会觉得特别刺耳。

鲁迅要离开了，他为了安慰藤野先生，告诉他自己要去学生
物学，先生教他的解剖学还是很有用的。

离开前藤野先生交给了他一张照相，后面写了“惜别”二字，
告诉鲁迅以后要时常通信。可在后来，鲁迅怎么也没勇气给
藤野先生写信。

鲁迅现在唯一对他的留念，就是抄的讲义。

一个中国学生在日本遇到了一位这么好的老师，谁读了不会
落泪呢?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是一位园丁，教书育人，给我
们的大脑输入了知识，输入了做人的道理。希望下一次的教
师节，所有学生都可以对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八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这篇散文作者通过
对留学日本生活时的回忆，以深切怀念之情，热烈赞颂藤野
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及其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
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
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藤野先生》的读后感，与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藤野先生。

早早的以前，就读过《藤野先生》，归家之日长，又重读了
一遍，倒不说又有了什么新的感动或发现，只是想起了我的
老师。



“日暮乡关何处是?”，日暮里是取字于此吗?如果“日暮
里”在我身边，我一定这么认为，并且不会管其他人怎么说，
我读高中的地方，其实也可叫“日暮里”，不过，从没有人
这么叫过她，因为她有她的名字。

上高一那年，我是个不好不坏的学生，报道第一天，家里颇
不放心，于是我母亲便随着我来，往后我回家同她讲述我的
高中生活时，她总爱接过话茬，说那次跟我去，自己晕了车，
竟什么忙也没能替我分一点。“还说不放心呢，倒让你不放
心。”言语里她有些歉疚与戏谑，而她竟是在同我说笑，她
有什么好歉疚的呢?我想。于是那天日光西斜的时候，她便回
去了，又是免不了得晕很严重的车，我只能这样看着她走，
日光照在我的脸上，我得去教室点到，第二个进教室的老师，
就是他。

他同许多的中年老师一样，头发较短，穿一双不锃亮的黑皮
鞋。我却用青春的眼光打量他，这得归因于他穿了件橙色的
衬衫，然而却又将衣角插入裤子里，光突突的腰间有些突兀，
我总觉得他腰间少了种熟悉的声音，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少
了一大串钥匙，不过对此，他有他的说法。这些也并不足以
使我印象如此之深，我记下的，是他拿着稿与我们讲话时的
样子，那时已算得是“日暮”，可在高原之上，阳光还是很
烫，照得我后脑勺一热，我那时并未一字一句地听他讲，隐
约听到几句像“至人胜物而不伤”，“小成于勤，中成智，
大成于德，终成于道”这样的话，还是有些振奋，后来想想
我有些可笑，那“振奋”是因为觉得这些话很经典：嗯，写
作文敷在开头或结尾能得高分的。我断定他是我的语文老师，
因而他手捧语文课本进来时，我着实莫名地自豪了一把，真
是想不通自己那时的单纯与满足。

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令我终身不忘。感恩，因尊重而来的畏惧，
我对他一直保留着这样的情感，即便彻底脱离高中岁月，依
旧不减。他上课是极有个的，从不带讲义，纵使教务处检查，
他也是这般。“语文课的精华在沉寂与领悟，我备课本我都



能背了，形式化的东西，我严正拒绝。”他说这话，习惯性
的加重动词，语气词，句末的词总拖得长，这口吻夸张地使
我们体会到了一个语：苦口婆心，然而没人敢笑。

他从幼儿园一直教到高中，对这种跨越，他是颇为自豪的。
也许这只有少数人听得出来，他说这些时极为平静。有一日
他来上课，极为高兴的样子，中途时他说，终于辞掉了办公
室主任那个东西，你们是不知道呐，红头文件一天一堆，我
还哪有时间专心地教我的书。印象中，他又陆续辞去了一些
职位，大概都是因为那些东西使他不能专注与思考，高二那
年他做了我的班主任，自此之后，他以前的“苦口婆心”每
日都能听到，我们一整个班的氛围，在那段岁月，变得尤为
紧张，因为他的威压，使得有些同学颇有微词，毕竟那青春
的心，极其不能平静宁和。他现在可不是说说而已，每日清
晨，他在教室里等人进来，陪上早读，两年不舍，并且他的
眼神直凛凛注视着，让每个人都心生害怕。他挑起眉毛讲课，
常常会讲些他听过的故事。我便是在那些故事里，一点一滴
地塑造我的灵魂，“灵魂是有质感的”，我至今牢牢记得他
这句话。

说起他和我，他大概比较喜欢我，一来是我从不把语文课当
鸡肋，二来我能写与高考作文不一样的东西。那是次征文，
我已记不清主题了，我遂将我对故乡那种“日暮里”的感觉
写在纸上交给他，未曾想他却读出了我那时那种莫名其妙的
憎恨，颇为激动地，他叫我出去，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亲妮
的动作使我有些吃惊，因为他平日的威严使我觉得很远的缘
故吧。他对我很灿烂的笑了，说：“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力，
原来有人能读懂一个地方。”此时，我见他眼里满是惊喜和
另一样东西，或许可以叫感动，末了，他力排众议，将不是
高考风格的文章选作了一等奖，这在我的高中岁月里砸下了
一颗很大的石头。

时年的漫长，而今的回忆。考完高考的那天晚上，他居然跑
到宿舍来看望我们，起哄之后，我们大家出了宿舍，聚坐在



学校的草地里。他那时显得莫名轻松，甚至比我们还快乐。
因为这氛围，他竟应了几个大胆的同学的要求，细细讲了当
年他与师母的事。我记得他当时一句话惹得我酸酸的：我是
觉得歉疚，这两年没有一日让你们放心的玩，幸好今晚，你
们还这样活泼。这个说过“腰间东西越少的人越是富翁”的
中年男人，让我一直记得，并且至今。

也没有煽情的告别，在第二天的日暮，我坐车回家，想起我
母亲三年前一个人回家，想起了黄昏学校围墙外的水里站着
的水鸟，想起了考完最后一科我站在余温未散的地板上看见
的云彩，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日暮里，明天是哪一
天。”那种情绪居然在后来散去了，留下了我的老师给我的
那些话，多的我记不清，又忘不了。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1926年写给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的
恩师藤野严九郎的一篇文章，文笔朴实，真挚。一段20年难
忘的师生情在鲁迅笔下缓缓道来。

一直以来都不怎么喜欢鲁迅，笔锋太犀利，政治意味性太浓，
但在假期读了《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再读《藤野
先生》竟落泪了，好像有一点点懂了他的彷徨和无助，懂了
他的.犀利和批判。

鲁迅是一个对理想很执著的人，可因此他也必须为他的执著
承受孤独:“爬上天空二十丈，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
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
的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可是《藤野先生》劈头盖脸地
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为了理想，背井离乡，到南京，到
东京，全都是这样的不学无术，乌烟瘴气!他心中的愤慨，孤
独，失望，我们不能理解其万一!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失望归失望，但总要怀抱希
望，可是希望，是那么渺茫，或许鲁迅都不确定在仙台会有
什么大的改观!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恩师就在仙台等着他的到



来。见到他的恩师之前，他还要走一段孤独彷徨的路
程，“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在那
三个字里包含了一个大国将亡的深沉悲哀和一个弱国游子的
彷徨无依。孙猴子见唐僧前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年，他必须承
受500年的孤独和不自由，才会甘心走上取经的漫漫长路，拜
唐僧为师。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
生。”一群人的不学无术，不如一个人的孤军奋斗。在这孤
独的奋斗中，他终于见到了他的恩师——“一个黑瘦的先生，
八字须，戴着眼镜，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致使管
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在鲁迅眼里和心里，性格伟大的先生，
出场是如此平凡。蒋勋说:“在红楼梦里来点化你的人永远是
那个癞头和尚或是跛脚道士，你的修行只有到了一定程度，
你才会认出那是来点化你的人，而你的修行不到那个程度，
他就是那个平凡的人”。

《藤野先生》有两条线:一是作者的爱国情感;一是与先生相
识，相处和惜别。这两条线互相交织，写出了一段伟大的师
生情。先生的伟大在于“为中国”“为学术”的博大胸襟;学
生的伟大在于“为中国”“为学术”的爱国情怀。跨越了国
界和民族的偏见，师生的情谊就凸现出来了。

最后一句话作结:

你若是高徒，必遇真师!

你若是真师，必遇高徒!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九

前些天我在翻阅萧红散文时，读到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
生》。这次阅读感受很独特。让我对萧红这位“有掀天之意



气，盖世之才华”的才女的又有了一份理解和崇拜，也为呼
兰河能养育萧红而感到骄傲。也许是时代造就了鲁迅，鲁迅
造就了萧红，才使现代文学史的天空上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

萧红不仅能够驾驭多种文学体裁，也有擅长回忆、酷爱回忆、
从记忆深处挖掘写作素材的灵性。一方面，她把生命灌注到
她所回忆的人物身上；另一方面，回忆又使她的生话充满了
春日阳光般的温馨。

《回忆鲁迅先生》，作于鲁迅先生逝世3年后。在此文中，她
通过撷取鲁迅日常生活的片段，勾画出了一个充满智慧、幽
默、爽朗、平易，同时又无比关爱他人的鲁迅形象。可谓用
笔之细腻，叙述之传神。

《回忆鲁迅先生》的四十五个片断在内容上没有严格的逻辑
顺序，材料与材料之间互不关联，形成某种断裂，有些片断
即使倒置似乎也无碍于文章的连贯，这是一篇非常情绪化的
文章。作者动笔之前对于全篇的布局似乎漫不经心，全无预
设。动笔之后，作者心底的感情如喷涌的泉水，飞湍的激流，
尽情倾泻挥洒，形诸笔墨而成为艺术结晶。那些让人感到有
诗意潜质和倾诉冲动的内容，她断断续续写出，用感情的红
线将素材的珍珠逐渐织成一幅清晰的画面。这是一种罕见的
火一样的文字，是一种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是一种理
性中夹杂着情绪性的文字。

文章开头就是神来之笔：“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
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
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寥寥几句，一个乐
观爽朗、平易近人的鲁迅形象便跃然纸上，跟一些人心目
中“多疑善怒”、“冷酷无情”的鲁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
是萧红用自己心灵感受的非常个人化的鲁迅，是一个使常人
敢于走近并能够伸手去触摸的可亲的鲁迅。

萧红在选材上的独到之处是将自己与其交往过程中的所见、



所闻、所感剪裁提炼，组织成文。鲁迅先生的习惯动作
如：“走路很轻捷”，“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
左腿就伸出去了”，表现出鲁迅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性
格：“如鲁迅“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表
现出鲁迅刚毅倔强的个性。审美情趣：“如对作者的装束评
头论足，表现出鲁迅先生对美的独到感悟。对青年的关
爱：“如与“贩卖精神武器的‘商人’”冯雪峰的交往，坚
持看青年给他投去的信，表现出鲁迅先生那种博大的爱心。
正如同历史学家往往要通过一枚枚石斧、石箭、燧石刀来研
究史前学一样，人们都期待着鲁迅的同时代人能多提供为局
外人所无从了解的生活细节，通过鲁迅的一举一动、一颦一
笑来感受这位文化巨人的脉搏，来接近一个真实而又富有人
情味的伟人。萧红恰恰是通过女性作者的细心体察，敏锐捕
捉到了鲁迅先生中许多有灵性的生活细节，表现出鲁迅的个
性，情趣，魅力，气质，从细微处显示了鲁迅的伟大思想和
人格。

萧红的这篇怀人散文兼备“史”与“诗”的双重因素，既具
有散文的审美特质，又具备传记的基本特征——以真实人物
为记叙对象，剪裁提炼。由于作者萧红跟回忆对象鲁迅之间
有着直接交往，对回忆对象充满着缅怀崇敬之情，素材又来
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因此作品不仅富于史传性，而且也
富于文学性。

鲁迅先生读后感篇十

这是个浮躁的社会，浮躁的我读不得长篇大论，如今已经基
本不怎么读小说了，所以这篇对我来说已经算是足够长了，
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写的那么平和沉稳如小溪潺潺流淌
如清风徐徐拂面。

初中时期最崇拜的鲁迅先生，一本不知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朝花夕拾》，读着读着就没有了。



所以后来喜欢写文，一度写些貌似的杂文，一些貌似有强
烈“思想”的小文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摇滚青年。

然而鲁迅原来生活中竟是这样一个无所欲求的人，不仅不是
摇滚青年，并且根本是不听音乐的。

这本书是一本一些系列的文集，这个系列有几篇纪念故人的，
如林徽因的《悼志摩》，我是读过两遍的，文中林对徐的感
情已经压抑了很多，而对徐的形象塑造投入了更多心力，旨
在让人更多的了解徐志摩除了诗歌外所不为人知的几面。这篇
《回忆鲁迅先生》则从鲁迅和鲁迅妻子生活中各个细节入手，
这里并没有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是以一个极
近的旁观者的双眼一样把鲁迅简朴的生活、辛勤的工作和对
友人的热情描摹的淋漓尽致。我读了之后竟有些许的哀伤感
怀，心中也对这少年时的偶像有了更多的了解。

只可惜英年早逝。鲁迅先生未能等到新中国成立。也或许还
好，要不也会在那场荒诞的运动中被打到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