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文章对比读后感 鲁迅文章的
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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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文章对比读后感篇一

我第一次听说《呐喊》这本书是在很小的时候，当时经常听
家人讲孔乙己的故事，但是当时忠于看寓言之类的书籍，几
年后这本书就淡除了我的脑海......一直到初中学习了《故
乡》《社戏》才又一次回忆起了这本书，学了《呐喊》自序
后决定认真读一遍，可是直到现在才找到了机会，同学们好
多都读过不只一遍了。

集中有《狂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十
四篇小说，给我感受最深的要数《孔乙己》与《药》。

孔乙己，一个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小人物，明
明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但是却一心向往着贵族人的生活的专职
骗子，被打断了腿，最终离开了大家。作者借写孔乙己这一
深受封建教育和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所产生的头脑僵化，迂腐
不堪的习性的人物形象，对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作了揭露
和批判。文章中描写众人嘲笑可怜的孔乙己的场面写的也是
有滋有味，用众人的哄笑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文
章不仅写出了孔乙己一个人痛苦的生活经历，也表现出了社
会同仁的不同情，相反的却是取笑，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无情。

《故乡》中的人们麻木，迷信的形象更是在《药》中被表现



的完美无缺。《药》，我认为是这本小说集中最能令读者悲
愤，同情的文章。什么“人血馒头”......听来就感到可笑，
可是在今日看来可笑的'事物在当时却成了可以治不治之症的
良药，华老栓他有医不求信“馒头”，千方百计去找人血，
拼命积攒铜钱，只想着尽快把人血馒头取到手，好医治儿子
的痨病，至于流血的是谁？为什么被杀？他不用也根本没有
想这些问题，什么“革命”“造反”就更没有关心的必要了。
革命者被残害的时候，众人看热闹......都是因为长期在封
建重压下生活的结果，他们一代人是这样，但是受残酷的封
建制度的影响的国人可不只一代。

鲁迅文章对比读后感篇二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着。同样也是世界的名着，这本书中有些文章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
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
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鲁迅先生
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
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
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
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
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
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



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
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
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
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
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
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
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
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
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
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
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
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鲁迅文章对比读后感篇三

《呐喊》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收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的作品。自序中，鲁迅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从文历程：少时家
境殷实，后因父亲生病，家道中落，看惯人间冷暖，学洋务，
知道了西医之学，有感于少时经历，改学医，志在医人身，
后来又有感于国人的麻木不仁，弃医从文，望能用文艺改变
国人的精神，医人心。

虽然说先生自说当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但是也只在夏
瑜坟上的花环处给了人希望，其他的结局都不甚美好：穷知
识分子孔乙己和陈士成都死了，勤劳的单四嫂子的宝儿也死
了，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阿q被当作革命党砍了头，至于狂人
日记的主人公，谁知道是真的候补去了还是已经下了众人的
肚子。通过这一系列故事，看到了社会的麻木、愚昧：革命
不成功，人们也只是看客、谈客甚至人血馒头的买家;即便成
功，对民众的根本也没有影响，尤其其中又有多少是如阿q般
只是希望得到“我想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的权利?
真正的革命者慢慢的也就被纪念所遗忘，对乡村大众的影响，



更只是“头发的故事”。这种铅云般的麻木愚昧，笼罩着整
个社会，厚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只想大喊。通过这种大喊，
想来可以惊醒几个铁屋中人，把希望留给未来。

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成功，因为其既没有动摇制度
的大众根基，又没有开启民智，旁观来看，倒像一场闹剧。

摘录：

1、“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
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
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
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
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2、“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
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
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
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
运动了 ”

3、“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
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
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
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
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
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
了我的灵魂了。 ”

4、““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
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
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
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
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



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
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
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5、“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
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
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
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先生的书，与现在这个时代有着不小的隔阂，我们小的时候
就被要求阅读先生的书，却总觉得晦涩难懂，不仅是他的'晦
涩的白话文，还有他晦涩的思想，我们总是不欢迎先生的文
章，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是因为考试考这种文章，然而
我们又读不懂他到底想要讲什么。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
的，人们还想把先生的文章退出语文教材，小学、初中的教
材被那些人删删改改，把先生的文章删去了。这个浮躁的时
代，似乎有些容不下先生这种批判性的，直击痛处的，揭皮
露骨的，如刀锋冷厉的文章。我们只愿看这个世界在表面上
有多么美好，对于那个黑暗面，我们总是捂着眼睛，捂住耳
朵，作掩耳盗铃状，以为像鸵鸟似的就可以把困难、不足放
在那里就能消逝。

我们终究太简单，思想太浅薄。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华盖集·杂感》

你看他的文章，赤诚之心，对中国的热爱，统统在对我们中
国人的批评与揭露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美国有写丑陋的美国
人、日本有写丑陋的日本人，中国有先生写的丑 陋的中国人，
这不是对国人的诋毁，而是面对不足、差距、缺陷，是先生



用文学，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理性地、现实地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很多要做好的地方，我们还不够努力，我们的生活
还不够好，我们的人民过得浑浑噩噩，思想还不够深度……
当我有一天，终于不再厌烦先生晦涩的文字，认认真真地读
他的文字，读他的思想，读他对中国青年的热切盼望，我能
发现他是杰出的、卓越的、伟大的先锋，心有所悟。他长于
叙事，长于用细节刻画人物，正如龙应台所说的：坏的作家
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
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先生
自然是伟大的。

对于退出教材，我的看法，自然也是不赞同的。倘若一味逃
避着，不去用心阅读，不去对社会的一切现象进行反思，不
去面对残酷的现实，那终究有什么用呢。我们读书正是为了
此，而不是在学校里混日子;中药苦，难道就不喝了吗，难道
医不好病吗;忠言逆耳，难道就不听了吗，难道说出之后不能
改正吗;先生文章难，难道就 不读了吗，难道没有指出缺陷
不足吗!都是一个道理的，掩耳盗铃，鸵鸟埋沙，正是说的这
件事。

先生是这个急速发展的历史，快餐式文化横流的时代的刹车，
慢慢行驶，调整好方向再前行。郑振铎《悼鲁迅》 道：“没
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
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
隶之邦。”

愿在先生之后时代的青年，能够摆脱冷气，像萤火虫般地发
光，亿亿个萤火虫，便能使黑暗的天空照亮，光彻宏宇。那
样，先生，便能看得到了吧。

鲁迅文章对比读后感篇四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写的，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



这本书是鲁迅回忆起童年经历的一切，是对滋养他生命的人
和事的深深怀念。语言清新、简单、感人，是现代记忆散文
的典范。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店”。因
为它充满了神秘和自由。本章主要讲述百草园和三味书店的
生活。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店的回忆，作者展现了童年对
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孩子天真快乐的心理。其
中，长妈妈给作者讲了一个关于“美女蛇”的故事。故事讲
述了一个人晚上听到一个美女叫他的名字，但是一个老人看
穿了机关，及时救了他，没有被美女蛇吃掉。作者也明白了
一个道理：如果你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不要答应他。

作者不得不从无忧无虑的“百草园生活”中学习到“三味书
店”。因为作者上的是私立学校，所以没有太多时间玩。反
映了作者对“三味书店”的不满和“三味书店”的枯燥。

童年就像一本日记，如果你忘记了，你也可以打开它，让大
脑保持新鲜的记忆，好像童年还没有过去。

童年就像一幅画，画的内容是我们生活中的快乐回忆和点点
滴滴。

童年就像一杯咖啡，品尝，有甜味，也有苦味。然而，每个
人的童年都是不同的，酸、甜、苦、辣，充满了我们的童年
生活。

鲁迅的童年并没有被掩盖，而是直接写下了他童年的幸福生
活。这部杰作是鲁迅在岁月里写的，有时间回忆童年，也回
忆了很多回忆。

这是基于作者对童年快乐回忆的感受和对时间流逝速度的遗
憾，同时告诫我们要好好度过快乐的童年，不要让原本属于
我们的快乐变成遗憾。



鲁迅文章对比读后感篇五

在这个漫长而快乐的暑假里，我读了感动的让人痛哭流涕的让
《生命充满爱》，悲伤而又要懂得珍惜的《闪着泪光的决定》
这本书让我明白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在成长过程中学
会爱和珍惜，同时努力的去付出爱，这样才能使我们成长的
脚步更踏实。而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鲁迅先生的小说、杂文、
散文。

鲁迅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原名周树人，是我国现代伟大
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文章犀利深刻而
又灵活诙谐，被誉为直指各种反动势力心脏的“匕首和投枪。
”他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的文笔绵密细腻、真
挚感人，犹如小桥流水，沁人心脾。它真实的记录了鲁迅从
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
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生动的描绘了
清末明初的生活风俗画面。

小说《狂人日记》是《呐喊》中的一篇代表之作。这篇小说
是以狂人的十三则日记的片段连缀而成。小说里的狂人是一
个患有：迫害狂“症的'人，患者对外界的事物格外敏感，并
且不由自主的产生错觉与幻觉，感到自己时时处于被迫害的
境况下，于是不断产生疑虑与恐惧，心神不宁。鲁迅小说里
的狂人正是这样的。他时时刻刻全神贯注于“吃人，”觉得
别人要吃他，于是便惶惶然，不可终日。让我明白如果读书，
有知识，就不会被封建思想俘虏，纵容丑陋的欲望，不会使
人生充满不和谐。

杂文《世故三昧》里的《爬和撞》，是篇有趣的文章。它议
了爬，又议了比爬更高一级的撞。就像英语中的比较级。它
告诉我们：在生活中，用一种方法去做某件事失败了，但不
要灰心丧气，可以再试着用别的办法去做，两次不行再来一
次，直到成功为止!到那时，再回过头去看看你走过的路是否
值得?我想那时，你一定会笑着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散文《野草》感人至深。文章大意是一棵无人注意的小草，
它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掀翻了压在身上巨大的石块，顽强的
钻出地面。表现了不畏困难，任人践踏、乐观向上的可贵精
神，代表着强盛的生命力，是不可抗拒的，借此来启发和鼓
舞人们的斗志。雪莱的一句话：诗人是这个社会没有被承认
的立法者。鲁迅的那些诙谐幽默的语言，虽然揭露的社会是
黑暗，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内心酸苦与无奈。

所以，和谐人生，读书起步。

鲁迅的文章好比一面镜子，既照亮了历史，也照亮了人们的
心灵。它让人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和沉甸甸的责任感。鲁迅
曾给自己作过最准确的评价：“横眉冷多千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我们如今要做的就是多读鲁迅，多读他的文章，
多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