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读后感(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鼠疫读后感篇一

小说开头一句即是:“今天，妈妈死了。”不知所措孩子一样
的口气，大凡成人提到该类事，会尊称母亲，可是默而索却
不是。接着又是一转:“也许是昨天……”，不经意间，暴露
默而索的漫不经心和恍惚。接下来，让人有点愤然，他从头
到尾没有哭，还在母亲遗体前抽烟。第二天，他就游玩的不
亦乐乎，带女友回家过夜。还帮一个名声狼藉的邻居惩罚他
的情妇，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女友要和他结婚，
他觉得“怎么样都行”，女友一定要他回答是否爱她，他竟
然说“大概是不爱她”。最后迷迷糊糊杀了人，对于法庭上
的辩论也不关心，好像与他无关似的。默而索被判死刑，与
其说是因为杀了人，不如说因为被指控“怀着杀人犯的心埋
葬了母亲”。在临刑前夜，他拒绝神甫，却想起妈妈。小说
最后一句:“为了使我不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
那一天有许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
声。”让读者不由震惊!

《局外人》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所写的小说，描述
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安葬母亲之后，一直到因为防卫过当
致人死亡而被判为死刑的那段日子。小说语言冷静又干脆，
稍嫌单调的叙述揭示了默而索复杂的内心世界。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那么不凡，使得中间的有点枯寂有
点冷淡的述说，顿时变得意味深长，平淡中现出深刻。作者把
《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社会里，任何在母
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生存的荒诞



感，人和社会的剥离的痛楚感，才使得小说有深沉的哲理。
事实，评论界把《局外人》标签为哲学小说。

但我以为默而索似“局外人”但非“局外人”，他时时刻刻
参与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一心想按自己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
上。之所以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由于自己和母亲无话可说，
而养老院里有很多老人作伴，他“明白为什么她要在晚年又
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又玩起了‘重新再来’的游
戏”，他以为“母亲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解脱了。
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所以，对默而索而言，
真实情感与外在的表现并无关系，他虽伤心，但母亲的死并
不会让他流泪。对于老板的摊派巴黎，他并没有雄心大志，
他知道“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我在这
儿的生活并不使我不兴奋”。女友的求婚，他以为“这无关
紧要，假如她想，我们可以结婚”。以上两点说明默而索对
自己拥有的一切已满足，他不是一个对生活贪婪的索取者。
出于对邻居的帮助，他写信帮邻居对付其情人，杀死阿拉伯
人是由于他当时产生了幻觉，他看见“刀锋闪闪发光，仿佛
一把冷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在监狱里，他屡次拒
尽接见神父，由于他不信上帝，是由于他“对自己有把握，
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上帝)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
到来的死亡有把握”。到离死前，他“体验到了这个世界如
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往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
幸福的”。

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
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
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
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
界的主观感受。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
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
产生出这种荒诞感来:“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
以其它方式生活?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你还
必须要以你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



鼠疫读后感篇二

又是一部很冷的小说。主人公默尔索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过
完了一生，也因为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文
中描述了几个细节包括默尔索母亲去世时候，默尔索的不悲
痛，忘记母亲的具体年龄，以及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不承担养
老义务的行为。在母亲下葬后第二天就和女性玛丽看电影，
发生关系，没有表现出沉痛的感觉。然后和混混雷蒙成为了
好朋友，并且因为雷蒙的仇恨，最终懵懵懂懂地杀了阿拉伯
人，才引发了进监狱以及后续法官和律师对他的审判。

亲情

对于亲情，其实默尔索是爱母亲的，他怕母亲感到孤单所以
将母亲送进养老院，这样母亲可以与老人们聊天派遣。对于
爱情，默尔索可能也是爱着玛丽，但是玛丽问他是否喜欢自
己的时候，默尔索又说说不出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话语来伤害
玛丽。而在友情方面，默尔索自己也不知道和雷蒙是不是好
兄弟，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和雷蒙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也
同时因为雷蒙的原因才杀了人。在辩护律师要求默尔索向耶
稣忏悔的时候，默尔索仍觉得没有必要。甚者对于自己的审
判，默尔索也似乎是个旁观者，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命运审
判，似乎他的命运不属于自己，他冷静的看着法官律师对自
己行为的不当指责，但是仍没法辩解。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
解，当我们的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时候，自己的命似乎也无所
谓了。或者说默尔索其实知道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中，自己
的命运不是由自己审判和把握的，所以也就对一切都无所谓
了。

那么，无所谓的生活态度究竟是常态还是少数?其实我认为无
所谓的生活态度是社会人在“人”这个属性上的常态，但是是
“社会”这个属性上的少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外部的一切
东西都是无所谓，别人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要去关心，
这也是经济学上理性人的一种解释。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只



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社会的压力，我们可能连自己的
利益都没法区分和满足，此时的我们更像是行走的皮囊。比
如工作了5天的我们只想躺在床上休息，不愿意和别人社交。
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在感情方面，我们可能对很多事情
也无动于衷，比如在周围人受了伤，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很
多人其实都是无动于衷的。

社会人

但是人又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必须要赋予自己社交的功能。
所以即使我们工作了一周，身心俱疲，但是我们仍然会安排
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回见朋友，或者逛街等，走到人堆里去，
获得社交上的需求和满足。对于周遭人遇到的困难，我们也
会极力表现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他们。久而久之，我们也逐
渐养成了关心别人、帮助朋友的习惯。我们以“助人”为乐
趣，以和朋友交往为善。这是“社会”属性赋予我们的特点，
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默尔索的社会属性没有
得到合适的展现，他表现出来的行为更多的还是在于“人”
这块，或者说是人和“社会”之间的过度阶段。对于社会这
种属性可有可无的阶段。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默尔索活的很洒脱，因为任
何事情都激不起他心头的波澜，即使最重要的亲人去世也没
能让他留下眼泪;他自己入狱也不足以成为他胆战心惊的理由。
在常人看来“生”和“死”是两件最大的事情，但是放在默
尔索身上全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波澜不惊。对生死的洒脱
可能也是源于消极的社会背景。我们看到的默尔索是一个看
透了世界因而非常消极的人。他认为努力了也没用，世界存
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不需要努力。这可能是当时一
代的社会现象。但是放在我们当今社会，首先能够看透社会
本质的本领已经难能可贵，其次，在看透了世界的情况下，
有所为是可能产生作用的。无为不是这个社会的主题，有为
可能未必产生一对一的效果，但是是存在改变的几率的。



处事态度

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处事态度，尽量降低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敏
感度。就拿成功的人士来说，对自己专注的领域极度敏感，
对不关心的领域钝化，或者说培养钝感力，是成功人士的核
心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们能将默尔索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放在
对自己关注的事业没有影响的领域，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现
在的社会的确很浮躁，大家都为名利而生。如果我们站在一
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故事，会不会觉得追逐名利实际
上是一件空洞无聊的事情?那些对人生没有影响的事情，是否
不必要斤斤计较?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的豁达?那反
过头来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我们在世上生存，到底是为了什
么?如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给自己人生布局，我们是否应该
过的更加有意义。

鼠疫读后感篇三

若要一个人回忆自己的人生，他们总会说生活苦难多于幸福。
放眼望去，生活仿佛起起伏伏的山峦，跌宕起伏，但实际上
生活大多是平坦的马路，只是在时间的冲洗下，平淡的被自
己忘却了。

《鼠疫》中的奥兰是一座平淡的城市，它与其他城市存在差
异，你可以看作是与众不同，但不过在所有城市都拥有“与
众不同”的情况下，这种不同仿佛是湖面上的一圈涟漪，不
会惊起太大的波澜。这份平静让大多数人得到了一种满足感，
他们生活在里面，从不会怀疑这座城市的真实性，毕竟这座
城市从小到大与他们为伴，他们吃喝拉撒、行为处事都在这
座城市里。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座城市，因为这
种真实的感觉指导着他们正常有序的生活，这对于平淡的一
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或许是奥兰的不幸，又或许是奥兰的幸运，一场鼠疫打破了
它的平静。这不是什么小打小闹，这是一场狂风暴雨。鼠疫



最伟大之处就在它的严重性，它不是路上的什么绊脚石，只
能让人踉跄一下，它是低谷，是苦难，是绝望，它让整座城
市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这仿佛是人生中最艰难
的时刻，因为它让所有人第一次直接面对上了最大的虚
空——死亡。这立刻让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感，赖
以生存、司空见惯的真实感在死亡面前瞬间崩塌。这种感觉
就如西西弗斯，众神惩罚你推一款石头上山顶，但快到山顶
时石头永远会重新滚落，而你必须重新开始。上帝让你预见
了自己总是会去向虚无的死亡，在这份虚无面前，你做的什
么事都失去了意义，这种对虚无结局的预知，让你产生了无
意义、消极的悲凉之感。这本是每个人无法逃脱的折磨，但
它其实一直被压在心底，而当艰难的时刻来临时，这份折磨
就开始蚕食一个人的生活，让其双眼不得不直视这个问题，
也就是加缪所说的“荒诞”之感，一种人的理性与世界的非
理性部分的冲突。

人面对这个荒诞的问题，加缪提出了三种道路[1]：1.自杀。
既然人终究走向虚无，那么活着的意义就消失了，一个注定
毁灭的躯体，有什么必要存在呢。2.哲学性自杀。既然人的
理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用非理性的方式解决，提出一
个上帝，让上帝告诉人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活下去，而人要
做的就是无条件相信这个上帝。3.反抗。这种反抗就是《鼠
疫》中里厄、塔鲁等人对鼠疫的斗争。

才会产生对立的虚无。反抗是对一个世界的否定，是对另一
个世界的向往。如果不存在反抗，那么世界就只有一个，就
不存在与这个世界说“不”的世界，那就自然没有“荒谬”
的问题。正如奥兰平静的生活较之奥兰居民是一种美好，这
种美好是人真实经验到的，这种感觉虽然无法诉说，但谁也
不能怀疑它。正是这种经验，唤起了人们对永恒的渴求，才
随之产生了对虚无的恐惧。所以当鼠疫发生的时候，里厄一
行人会选择对抗鼠疫，而不是因为人固有一死，就让鼠疫随
意蚕食奥兰居民。他们相信这种人生的荒谬是来源于人在这
个世界上最真实的思考，荒诞不仅仅意味着无法逃脱的宿命，



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对生活的真实性的肯定。这是一种精神胜
利，而在精神缺乏的年代，最需要的就是对精神力量的肯定。

荒谬会产生反抗，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自杀。在现代社会的教
育下，这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不同于哲学性的自杀，
它并不是去寻找上帝，而是消极地面对存在必要性的问题，
《鼠疫》中的科塔尔揭示了这个精神问题。当遇到苦难时，
科塔尔也感到了“荒谬”，但他面对这种折磨时，更多地表
现出向往之情，他期望别人一样遇到折磨，让他们活得和自
己一样，从而找寻慰藉。加缪借塔鲁之手表达的对科塔尔的
态度十分有趣，他在看待科塔尔时，并没有诉诸恶意，而
是“他开始喜爱上这些囚禁在天空和城墙之间的人了”。他
并没有谴责这类人，而是表达出了对这类与“鼠疫”产生共
情的人的理解与同情。科塔尔是我们在面对“鼠疫”这样的
挫折时，内心的一种消极式的积极暗示。他积极在其本质上
不是孤独的，而是一种渴望与他人拉近的热情；他消极在其
表达方式上，不是里厄那样渴望消灭“鼠疫”，让人过上较
之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渴望大家一起堕落。这种精神上的自
杀，他终究会发疯，对真实越来越恐惧，最后为了解决荒谬
不得不放弃接触真实，变成大海上的一座孤岛。

正如加缪在最后所说：“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
亡……也许等到那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它们大批派
往一座幸福的城市中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鼠疫作
为生活中的苦难、绝望、无意义，它不会消亡，永远存在于
人类之中。而反抗得到的幸福也只是无尽痛苦中一个可以忽
略掉的片段，“他也明白，这部纪事不可能时最后胜利的纪
事”，但加缪仍然呼吁：“所有当不成圣贤，又不甘心横遭
灾祸的人，当然要将个人的伤痛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
抗击瘟神乐此不疲的恐怖”。人生的无意义性往往让人安于
无意义，丧失撕破黑暗的斗志，这才是其可怕的地方。愿人
在某一天不得不面对荒谬时，可以找到荒谬背后的真实，鼓
起勇气去反抗。



鼠疫读后感篇四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
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
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x年强大，传播信
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
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
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
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
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
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
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
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
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
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
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
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
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
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
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
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
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
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
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



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
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
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
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
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
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
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
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
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
活在当下。

鼠疫读后感篇五

鼠疫就是生活。

春节，“武汉肺炎”出现并传染性扩大，1月23日，武汉封城。
紧接着确诊病例一天天增长，因家妹在武汉读书，18日放假
返乡，直至今天社区、乡政府、派出所轮番打电话，测温度、
消毒、禁外出成了我们的过年。

自消息发出以来，我家人一步都没有出过门，然而亲戚们打
来电话关心安慰，也有长辈竟然斥责为什么从武汉要回来。
哑口无言。我看到了莫名其妙的武汉人回不了家回不了国，
我看到网络上攻击武汉人、武汉政府的肮脏不堪的污言秽语，
我看到给医生吐痰并说谁也别好过的病患，我看到逃离武汉
的携带者肆意的笑，我看到手机前一个个丑陋的嘴脸凝视着
这一切。

如果没有医生护士来拯救这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来调
控这一切，如果没有全体人民的意志来抵抗这一切，那么占



据统治地位的不是细菌就是病毒。我为奋战一线的他们热泪
盈眶，我为毅然请战的他们潸然泪下，我为善良平凡无惧的
他们泪流满面。那天，我看到那张图，上面写着“我的城市
病了，我们会治好她，等春暖花开时，欢迎你们再来”。止
不住的泪泛滥啊，谁不是无辜无奈却仍然拼死拼活？太多太
多的人啊如蝼蚁生活在生活里，存在本身又那么毫无意义。

话说回来，《鼠疫》是一场现实的鼠疫，死亡恐怖笼罩全城，
尸体堆积，整车整车拉出去火化或掩埋，城门关闭，患者被
隔离等待死亡，亲人离散，人们几乎失去所有；以此，更是
一场人性的疫病，世界上每个人都是鼠疫患者，都可能给人
伤害或致人死亡。神父给人以上帝，而信仰是生活帮助建立
的。在艰难的岁月里，人才看清生活和世界的真相，才会在
见证美好与历史时保持批判的力量。同时，对物与文化的世
界保持超然的敏感，并形成独立强大的自我。

加缪并不苛责人性的弱点，他温柔地理解个体的困境。鼠疫
是我们每个人，是每个人身上的妥协与软弱。书中提到，和
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是诚实。若诚实让你无法加入喧嚣，那
么就写下让你哑默的东西；若诚实让你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两
难，那么就袒露你徘徊的脚印；若诚实让你将要开口便觉空
虚，那就让虚空自己说话。对未来某个时刻将要经历“鼠
疫”的人群来说，诚实的记录总是有用的。

书中，神父是他，觉悟者是他，志愿者是他，医生是他，那
个患哮喘病的、被认为疯了的老人也是他。鼠疫究竟是什么
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