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鲁迅故乡的读后感 鲁迅故乡读后
感(实用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
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一

文中的杨二嫂又是个怎样的人呢？从全篇来看，二十年以前
的她，曾经是一个拥有“豆腐西施”美名的'女子，也是一个
拥有很高修养的女子。但二十年后呢？她的样子简直让鲁迅
都认不出来。而对于她的样子，鲁迅也只找到一个形容
词——“圆规”。不仅如此，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美丽的
姿态，但是唯独她那对美的追求还保留着。她有着当时社会
中代表的特征形象——自私、尖刻、贪婪、势力、爱搬弄是
非的小市民。

而水生和宏儿这两个孩子，大概就是这个社会中唯一的希望。
相比较而言，鲁迅的希望似乎非常遥不可及——为让人民从
这种麻木不仁的社会中走出来。的确，这种愿望对于鲁迅一
个人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很难实现。

所以，读了《故乡》之后，我要更加珍惜如今优越的社会生
存条件。让自己不懦弱，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相处，也要努力
学习，让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更向前迈进一步。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二

《故乡》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
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故乡读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故乡读后感(一)

这些远不够，真正让“我”感到快乐的是在山野风光里的游
乐。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敏感。百草园
是“我”的天堂，这里有优美的风景，神奇的故事，无尽的
乐趣，可以充分发挥孩子们活泼好动、天真好奇以及爱美的
天性，增强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在草木虫
鸟中玩得乐此不疲。

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堪的“紫红”、蜂一与菜花
的“金黄”，聆听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一
与“油岭”的低唱。大自然是如此地吸引儿童，即使身在三
味书屋读书心却飞往百草园。封建教育关住了孩子们的躯体，
却关不住他们天真活泼的心灵。

故乡读后感(二)

看了鲁迅的《故乡》这篇小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闰土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无非就是他那少年与中
年两个年龄阶段的巨大差异和变化了。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以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三

以前我读过很多描写故乡的文章，但这一本鲁迅的《故乡》，
描写的并不是故乡的美丽风景，而是小时候与长大后故乡邻
里们的相互变化。

小时候，鲁迅与闰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闰土的脖子上戴着
一个银圈。他们还一起去西瓜地刺猹。鲁迅家对面有个豆腐
店，里面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长相很美，所以店里的`
生意也格外的火爆。当鲁迅长大成人了，他成为了人们眼中的
“名人”。令他万分失落，伤心的是在故乡碰到闰土，这个
儿时的玩伴，竟然叫他“老爷”!鲁迅先生顿时觉得两人之间，
出现了一层隔膜，不再像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了。而“豆腐
西施”杨二嫂，经常来他家，每次走时都顺点儿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这才意识到—故乡，变了!

为什么人们会变成这样?因为生活。鲁迅先生出人头地了，而
杨二嫂和闰土仍留在故乡，事业上也并没有什么收获。所以，
因为生活，造成了他们的变化。可是，人们就认为应该屈服
于命运吗?当然不!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她在今年的高考中成
绩优异，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个女孩曾写过一篇文章，叫
《感谢贫穷》。的确，女孩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她没



有怨天尤人，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从小帮妈妈和弟弟料理
家务，奋发图强，考上了一所著名的重点大学，正因为她没
有屈服于命运，没有成为命运的手下败将，才有了现在的成
功。

通过这件事，你一定也明白了：人定胜天。无论如何都不要
放弃，不要屈服于命运，不断努力，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四

读罢先生的《故乡》，便欣欣然的跑到了故乡的田野上。

最近盘县也没下雨，光景自然是光秃秃的了。有点像是生病
的年迈之人，多少有点不受外人待见。隔久了，不忙之时便
思念起它下着小雨的模样了。

盘县的雨是多与风情相绕的，犹是下淅淅细雨之际了。这梨
花带雨、弱柳扶风之韵不算无韵之声，小黛玉我也不白喊的。
其自身也算一座古城，再加上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本身又朝
着旧城建设，建筑自是新旧杂立。

下小雨的时候，房屋都被浇活了，明的明，暗的暗。诚然是
一坛刚打开的老酒，醇香迷醉之味是被城中学子当诗书来读
了的。若是天气低沉了一些，酒气也被浇散了，反而是像浴
中出浴的美人了。微风拂起鬓间秀发，迷得人移不开眼了，
竟会忘了青瓦之外还下着雨呢。

又倘若肯细细观察，你会发现盘县的雨虽下得细，但算不上
绵，要不了多久便停歇住了，有点落花戏流水之意了。但快
也是一时的，慢下来倒是费了好大力把雨巷绘在纸上了。

除却那股风情，有趣的便是街边成排的雨中古桐树了。秋天
便是黄了整个盘县，落叶也争相吟诗赋词，诗意自是不用说
的了。若愿意背上一台单反，独自踏上这样的长街。那早晨



的意义便抓住了，这一天的光景也不会差到哪去。

踏着长道两旁的瓷地板，听着房瓦上滚落的雨滴声，那段孩
堤时期的听雨之忆又不经涌上心头。那是独属于农忙的夏季
了，天气也热得人发慌。

中午时，姥爷还坐在院里乘凉呢。圆圆的'扇子在空中挥呀挥
的，门口那棵梨树的叶子也是一动一动的。奶奶还在地里忙，
姥爷也只是暂时回来休息一会。没多久，姥爷也扛着锄头去
地里了，家里便只剩我与这蓝澄澄的天空对视。

下午时，爷爷奶奶便是披着雨回来的了。下的很大，打在地
板上可以听得很清楚。我们一家人便伴着这样燥热的雨吃过
了晚饭。在一阵热闹之后，夜又回归了平静。雨似下累了一
样，也缓和了起来。它与我铺床共眠，仅一面木板之隔。它
在外面，我在里面。它时刻敲着门外的木炭铁盆，弹奏一曲
儿时的安眠曲，伴我入睡。

正因为有这样的雨和那样的雨，逐渐地我开始喜欢下雨天，
它也像一个意象飞入了我的诗篇——一如昧年雨打琵琶，愚
郎捧腹长笑。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五

合上《故土》，我回忆起来，这真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作
品，字里行间都充溢着鲁迅先生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穷苦
但淳朴的人民的关爱，以及对朴实百姓善良人格的赞扬。

长大后，物是人非……鲁迅和闰土间却有了一层厚厚的隔膜，
是时间的刀无情地砍断了童真，闰土与鲁迅见面时，他开口
第一句就是“老爷”，我顿时愣了。想必鲁迅先生也十分难
过，少年时代那无比纯真的友谊已无影无踪……这个世界是
灰色的，人们失去了活力，没有了生活原有的色彩。而与鲁
迅先生和闰土童年的经历却充满活力与希望，现在与过去；



少年的闰土与成年的闰土；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一切都已
不再美好。

《故土》是鲁迅先生的一部不朽之作，浓郁的色调传达出悲
哀和无限的`伤感读着读着，我不禁潸然泪下。

每次读了《故土》的感受都不一样。在阅读中，我深深地感
受到鲁迅先生振兴中华，反对封建的远大抱负和理想，他挥
动手中的笔，与封建主义展开了一场战斗，他像英雄一样，
把中华人民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一股浩然正气改变了国民精
神，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我们21世纪的青年也要像鲁迅先生
一样，浩然正气心中存，以笔代伐，战斗一生！

鲁迅先生被中华人民称为“民族魂”，这是受之无愧的！鲁
迅先生一身浩然正气，为了祖国，为了民族，顽强奋斗，我
们虽然不能像他一样为中华民族做出那样大的奉献，但也要
努力学习，争做一个祖国的好少年，我想，这就是鲁迅先生
所希望的吧！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六

鲁迅的《故乡》这篇小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闰土
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无非就是他那少年与中年两
个年龄阶段的巨大差异和变化了。

首先，鲁迅先生在回忆少年闰土的时候，描绘了一个乡村孩
子活泼可爱能干的形象，闰土知道乡下很多趣事，也使鲁迅
先生对乡下产生了向往。在少年时代，鲁迅和闰土的意识中
根本没有少爷和仆人之分，都是哥弟称呼。

而鲁迅在这次回乡途中所见到的二十年后的中年闰土，却没
有一点儿时的活泼了，甚至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少年闰土的
影子。在鲁迅先生对闰土的外貌描写中可以看出中年的闰土
十分贫穷，贫穷使他不像一个中年人，而更象一位老年人，



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中年闰土的：“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
喜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
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从这几句话中，我看出
他长大之后为自己的贫穷而非常自悲，他从心里自然地感受
到自己与鲁迅的距离，完全没有了儿时与鲁迅先生的兄弟情
谊，成年闰土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以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道许多新鲜事，
我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提起故乡，立即会想起童年诸多的故事，无论当时故乡给予
了多少苦痛，回味时更多的是笑与泪。对“故乡”的情感不
单单是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感情，更多是沾染着个人色彩的精
神感触。《故乡》一文中，重回故乡的种种感受都是建立在
故乡在少年时留下的记忆基础上产生的，而那种记忆是美好
的，难以磨灭的。就如同闰土的形象始终是可爱的少年，但



现实却总会打碎原有的美好，前后截然不同的人事带来出乎
意料的情感体验，造成不同情感的矛盾。这样的感情不是简
单纯粹的，是繁杂的，“剪不断、理还乱”，却又无从逃避，
带着不言而喻的惆怅。需要慢慢地品、慢慢地读，慢慢在脑
海中将情丝织成一幅画。

故乡并没有那般梦幻的风景，却总被描摹成一幅画，只是色
彩的浓淡不同，都始终是艺术。鲁迅用《故乡》这篇小说纪
念他的故乡，但故乡实则没有什么可纪念的，终究是过去的
梦幻被现实的碎成齑粉，留有悲伤和怀念。鲁迅的文字并非
只是哀伤的叹息，往往对未来也残存着梦想和希望，希望后
辈能够摆脱历史的禁锢，在一个美好的新天地中生活。正如
文末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
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
路。”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七

一个深冬的早晨，冷风吹进船舱中，远处是一片荒凉的村庄。
鲁迅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而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他一心一
意冒着严寒只为了见一见他的故乡，看到这一幕，他的心也
经不住悲凉起来。

第二天一早。鲁迅满怀激动地走进家门，亲人们都出来迎接，
说说笑笑，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突然，有人在敲门，这是
鲁迅儿时的伙伴闰土。岁月如梭，已经相隔二十余年啦，曾
经一起谈笑，一起捕鸟，一起玩耍，天真无邪，儿时的记忆
如闪电般划过脑海。

鲁迅儿时的故乡是美好的，但历经岁月磨砺，再熟悉的人也
变得如此陌生，就像从未说过话，曾经他与闰土是最亲密无
间的好朋友。“时间不饶人”，以前的事也逐渐淡化，友谊
是彼此的，但同样需要维护。其实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迅长大
了，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作家，前途无可限量，志向也是



高远的，不再是一个顽皮的少年。而闰土是在他家打工的佣
人，虽然小时候一同玩耍，但长大后毕竟不是一路人，志向
也不同，这让他们各自分道扬镳，也无话可说了。

现在我们就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每次出游过后，回到家也会
感到十分亲切，并不会陌生，只是因为时间相隔不长。鲁迅
一别就是二十年，也记不清故乡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了，看
着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比以前陈旧了，儿时的伙伴也陌生
了，不禁变得心酸。这就是光阴的威力吧！

生活中我也有一起长大的九年的好朋友，一起玩耍，一起学
习，挥洒汗水，同甘共苦，回想起来真是历历在目，她们使
我的童年生活更富有乐趣，希望我们能够不像鲁迅与闰土那
样，可以友谊长存，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鲁迅故乡的读后感篇八

在星期二的上午，姚老师同我们一起探究了《故乡》这篇经
典而又饱含深意的作品。

皱纹，不在有儿时的开朗。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禁要这样
问。

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也使得闰土被封建社
会的礼教牢牢束缚住，变得麻木不仁。还有他那迷信神的`封
建思想也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人们的内心变化让鲁迅对故
乡的那份美好的记忆都破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