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逝读后感(大全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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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逝读后感篇一

从昨晚掌灯时分，一口气读到凌晨，一遍一遍，再逐字剖析
着，就恍若文中的涓生和子君就是现实中的他和我。早上上
班时，我还拉住一个同事，不管她愿不愿听，也强硬将整个
故事的心理情节给她复述一遍。不知是我讲的字句不漏还是
她也有触语生情的心态，总之，她听得入神，连连称这与现
代的爱情婚姻没有什么区别。我便说，也许爱情原本就是没
有时代没有年龄没有国度的吧。但一想到现实中的他，那个连
“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都不敢说的他，我心里便
黯然了......再回到电脑边，我怎么也坐不住，我听到我心
里仍然在不停地诉说着......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一篇悲情小说。作者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
爱到感情破灭这一年的经历，用涓生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
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

虽然涓生的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社会里，
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他们感情的破灭
似乎还可以归罪于社会解放的过程。那么现在呢？21世纪的
爱情，创造在一个更进步更自由的时代，他们不会再经历涓
生的社会迫害，不必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苦
恼，也无需为求生而象涓生那样“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
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注”的决择。但是，我们今天的爱情，
却因更加自由，一任的梦想还是重复着涓生的故事，一样的



爱了，逃了，最后抛弃他们曾经深爱过的女人，任她们自生
自灭......

从涓生的个性心理描写，我真实地感受到相爱至分手的残酷，
而血淋淋的爱情正是那个提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
造，最后却为了求生而离开子君的涓生亲手埋葬的。涓生因
为尚未忘却的翅子的扇动，这在文中多处提到，而他又以为
他的翅子又因子君“只知捶着一个人的衣角”而比先前颓唐
得多......于是决定“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
灭亡。”在决定着他们只有分离才能开辟新的道路时，他又
意识到“————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
了......”这个时候他有一丝不舍，其实，他早预到子君没
有了他，只有死。因为子君“她自始自终，还希望我维持较
久的生活......”就算这样，涓生还是因为早晨的时间多，
而计划在闲谈中，故意提起往事，似一个隐形的坏孩子，把
那翻在心里折腾过的“所谓不虚伪的真话”对子君说了出来，
而子君听后“她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直
到“子君却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涓生這才意
识到当初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
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恐怕是错误了，
因为子君“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涓生最后虽然
也悔恨和悲哀了，但却只能换来子君永远的空虚，欢欣、爱、
生活已经全都逝去了。这个时候，我想人只有在失去时才感
到存在的可贵，这句话便是真理了。

再回顾涓生对待子君爱情的过程，这里可以看出他矛盾自私
的阴暗面。追求子君的时候“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
腿跪了下去......”，如此经典的场面在21世纪已经视为珍
宝，更何况在那个世俗的年代。也难怪日后竟成了子君温习
的必修课，“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诵。
”。而涓生后来却只当作是浅薄可笑的电影一闪。如此纯真
热烈的.求爱形式，竟被涓生自已践踏了。其实我也不怀疑那
个场面的真实，只是很明显，涓生冲动的，甚至是不负责任
的浪漫热情，只能维持到得到子君的爱时，就成了“被质问，



被考验”的负累了。

他们相爱的时候，涓生是这样形容的，“去年的暮春是最为
幸福”，但就算如此愉悦时，他们走在路上，他仍会觉得到
时时遇到别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可见，
子君给他的幸福并没有坚定他的爱情，他的勇气在很早时段
都已经暗地里隐藏着不稳定性。可恨的是，这个时候涓生并
没有显示出在分手时“所谓真话”的勇气，我想倘若涓生真
是那种“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那么他当时更应该对子
君讲出他的心态，似乎在后来的描述中，他的各种对子君不
满情绪他都有所隐瞒，当然除了分手那一次来了个真实的。
如果在当时寻住所的路上，他也来个真实的表白，或许会让
子君明悟一些，或许将不会有后面的草率同居，更不会淹没
子君死的悲剧。因为当时境态的子君却是“大无畏的......
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子君的爱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执着，
她的眼里只有他，她的世界唯有爱情。

伤逝读后感篇二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一篇悲情小说。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
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当时的
知识青年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外人的冷眼，亲人的离弃，
生活的种种困难与压迫，对这个新一代的稚嫩的爱情百般折
磨。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还是坚持不放弃的。两个知识青年
抛弃旧习气，同居在一起，希望过上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可
却不断遭受社会对他们的压迫，遭到社会的“歧视”。幸福
的时光是短暂的，在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连最
基本的温饱都没办法解决，迫于生活和社会的压迫，涓生开
始对子君产生埋怨，两人产生了矛盾，变得冷漠，终于两个
人分开了，各自走各自的路：子君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受着
家人冰霜一般的冷眼，而涓生则为生计而四处奔波。



涓生最后虽然也悔恨和悲哀了，但却只能换来子君永远的空
虚，欢欣、爱、生活已经全都逝去了。这个时候，我想“人
只有在失去时才感到存在的可贵”这句话便是真理了。爱情
不能光是爱情，恋爱初始的轰轰烈烈，到现实面前如果就变
得不堪一击，那么这样的爱情又怎么能算是美好。

“我就是我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便是如
此，坚强而温柔，反叛而无谓，直到涓生因为生活和社会的
双重矛盾放弃了她，子君的坚强外壳便瞬间崩塌。涓生与子
君的爱情破灭，其实直接的原因是爱情与事业、自由的碰撞，
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爱情经不起太多的风吹雨打，何
况是这样的一个稚嫩的新一代的爱情！

个人的解放总是需要以社会的解放为基础，这是新一代知识
青年的孤独与无助，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容易软弱和妥协，
受到挫折之后容易消极和绝望，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孤独与无
助。

伤逝读后感篇三

匈牙利是人裴多菲曾经说过：“生命曾可贵，爱情价更高”。
在《伤逝》的页面里，涓生和子君的.爱在起跑线处就是这样
的状态，淋漓尽致的诠释了这一句唯美的诗。

相遇在人海，偶然的回眸，眼里饱蘸的深情一泄而出。寤寐
思之，对方的一颦一笑。岁月里，笑颜，清眸，英姿，似缱
绻的云朵，静静萦绕。为了这一段美好，两个年轻人开始疯
狂的捍卫爱情。

子君和叔叔闹的不可开交，和几个挚友绝交。亲情、友情，
为爱情敞开一条大道。炽热的爱，像一团火呼呼的窜出，窜
出封建社会的樊笼。他们抛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
缚，欣然走到了一起。



春暖花开之时，子君守着心里的柔情，果敢的迈出了第一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和涓
生的爱情之花在这个季节开的那样灿烂，强有力的呐喊是花
朵肥沃的养分。这年暮春是幸福的，因为子君是爱涓生的，
是那样真诚、热烈。

奈何？这已是暮春。

二人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忙碌开来。涓生用去了筹款的大部分，
子君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子和耳环。终于，换来了宁静的时
光。

二、彷徨的深秋

挣脱了束缚的子君忙碌起来，小油鸡、阿随，成了她生活的
一部分，整日还要忙着做菜。终日汗流满面，短发贴在脑额
上，两只手也粗糙起来。涓生徘徊于工作局与家之间，每每
还要帮子君生炉子、做饭、蒸馒头。生活趋于另一种方式，
与理想逐渐分离开。涓生似乎觉察，他开始怀念和子君冲突
的乐趣，怀念和解后重生般得豁然；也开始不高兴她和官太
太的暗斗，痛心她近来的怯懦……。

10月9日，涓生被工作局辞退。

昏暗的灯光下，涓生瞥见子君凄然的脸，纠结于近日她的变
化，踌躇着不知如何措辞……。仿佛，自己也变得懦弱。彷
徨于二人的怯懦，终不见来时的欢笑，也望不清前方的路。

生活每况愈下，萧瑟之日，子君与涓生的爱情之花在凄厉的
秋风中摇曳。

伤逝读后感篇四

她的皮鞋高底尖触着砖路，发出清响，于是他骤然生动起来。



她会带来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她会带来紫白的藤花……这一
切浓密的爱意都是要慢慢溢出来的羞涩呀！

“莫非她翻车了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涓生的
思念被子君牵扯着，是极度的害怕失去让这年轻的脑袋装满
了恐惧。只有子君安然无恙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心才得以恢
复平静。

子君那时是大胆而不顾一切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
眼光灼灼注目下，她依旧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
境。他们大胆地同居了，为着他们所预见的新时代的曙光。
和熟人了断来往，和叔子切断干系，不理会“雪花膏”之类，
与油鸡们，阿随在院子里开始崭新的生活。一切似乎趋于稳
定。

然而他们之间突破了隔膜的了解让涓生觉着新生了一层隔膜。

他反复对自己说他这只禽鸟总要脱出牢笼，在新的开阔的天
空中翱翔，趁他还未忘却他的翅子的扇动。

子君劳累，子君也越来越冷寂。可是在那个年代，她抛弃了
自己的家庭，跟随涓生，如今又遭受这样的打击，谁能没有
情绪上的波动？她也每天只能在油鸡，阿随，饭菜之间来回。
涓生选择了逃避，逃避“叭儿狗和油鸡之间”的位置，逃避
子君每日催他吃的相对无言的饭菜，逃去图书馆，去感
受“没有热气的火炉的温度”，去进行他的翻译工作。阿随
也被他丢弃，日子清净了么？不，磨灭刚进入高潮。

他告诉自己：他快要将人生的意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
生活。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他们幸福的小家成了他心中冰冷冷的地，子君对他温情的眼
神增加了他的苦痛，他觉着是子君槌着他的衣角，成为他前
进的累赘。他知道，自己已经不爱子君了。



然而子君还是默然离去，只言片语都未留下，只是将自己的
全部财产，放在了茶桌上，用手绢稳妥包好的仅有的财富，
全数交付涓生。

子君死了，不知何时死的，不知怎么死的，不知死在哪
里……

涓生连忏悔都是让人憎恨不已，他决意如果重来，他将选择
永远欺骗子君，让遗忘和谎言做他的前导。他将骗子君，自
己还爱她。可是，这样的谎言，实在更是残忍不已。

我无法理解涓生这样的人。既是最初有带领子君逃出封建枷
锁的勇气，却让这勇气被生活所泯灭。他们曾经的纯真的爱
被生活物质的缺乏烙上不干净的印子，真是可笑。

半枯的老槐树还在，紫藤花也还在，可是生机不在，爱情不
在，昔人不在……

伤逝读后感篇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伤
逝》中子君掷地有声的言语。起初，她是那样的大胆与勇敢：
同涓生谈打破旧习，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
雪莱······他们的言语充满了整间会馆，接下来便是
自由恋爱并义无反顾地与涓生同居。难道共同的话语，共同
的理想就可以令他们不顾现实的存在而携手以相老吗？不，
结果是：不久后，涓生失业，子君愁苦，两人凄然分手，子
君抑郁而死，涓生也悔恨交加。

《伤逝》是有创作背景的——1925年10月，正是鲁迅与许广
平处于热恋之中的时候，鲁迅有对爱情对生活的希望与梦想，
但他却要认清现实，对热烈的爱情作出清醒的“冷思考”。
他需要考虑他曾经失败的婚姻，他要顾虑世人流言蜚语对许
广平的伤害以及他们17岁的年龄差距。但在接受了现实，认



清了敌人的鬼魅伎俩，确证了许广平对自己的爱之后，爱情
上彷徨了多年的鲁迅终于呐喊了——我可以爱！

两人结合后，许广平并没有丢下曾经的信念与理想，把它们
都变成了对鲁迅坚贞不渝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协助鲁
迅工作，校对稿子，查找资料，安排鲁迅的饮食起居，一切
都是细心体贴，不亦乐乎。

鲁迅与许广平都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懂得人生的规则，当
然不仅仅是爱情方面。鲁迅知道如何在“热”中进行“冷”
思考，不沉迷于飘渺遥远的美好之中，而是将现实剖析。许
广平则了解怎样将理想与愿望有机结合，既没有让自己沦落
为家庭主妇，又没有让自己丧失工作能力。如果涓生、子君
也能如他们一般，大概就不会把所有的悔恨和悲哀埋葬甚至
遗忘中了吧！

伤逝读后感篇六

读《伤逝》最使人悲怒之处就在于：涓生在生活之中“求生
活”，在路途之中求“出路”。然前路是浑暗曲险只一条，
那么对“新的生路”的无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又怎么
不是虚空。从“虚空”到虚空，恐怕不能有新生，却一定失
了同路的子君了。

涓生的畏缩、自私甚至是他的幼稚，都在以他为叙事视点的
文本中得以全现，而充当了“失语者”的子君的陨落又放大
了两人爱情结局之悲。这其中，涓生的变心是重重一击，然
而又可以说，两人的爱情悲剧从最初之初就是注定了的，这
种必定的命运又显出社会的可怖。

“五四”以来，觉醒的新青年有三个显著的类型：高级知识
分子，知识女性和“女性”（传统女性）。涓生属头一种，
他们受到西方进步思潮的直接影响，视爱情为阵地，结爱人
为战友；知识女性，在这里指的是受过教育，有自我意识，



怀自由追求的女性群体，她们受知识分子指引，由进步思潮
感化，但仍免脱不去落后环境与自身根底的束缚；而“女
性”，（这一属名实为任性取之），则涵括社会的大多数，
她们深处封建传统礼俗之中，是困境中等待被解救的弱者，
也自然成为“被创造”的首选。所谓“越是无路可走越能无
畏直前”，“女性”觉醒的力量是最惊人的，她们一步步走
向光明，新生为知识女性，但强光晃眼，眼睛适应了之后，
所见的又是另一层困境了。

《伤逝》中，涓生属高级知识分子，而子君正是受了涓生指
引的知识女性，绝不能划为与之同等的高级知识分子。（事
实上，新时期鲜少有可视作高级知识分子的知识女性，而知
识女性多由“女性”觉醒而来。）涓生、子君的悲剧正是从
两人不同的归属开始酝酿。

吸引涓生、子君走向一起的，是浪漫的爱情。对于高级知识
分子的涓生而言，爱情是他能攻克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
阵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当
子君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这句话来时，于涓生而言，
这是子君完全觉醒的标志，标志了涓生对其指引，甚至是对
其创造的成功。所以搬到吉兆胡同以后，涓生眼里的子君应
该是更无谓，更坚决，就如同自己一样。两人既是彼此的爱
人，更是彼此的战友。然而事实之中令涓生痛心的子君
的“沉沦”又确是必然。其中的缘由就在于，爱情不是子君
落实斗争、补充力量的阵地，爱情就是子君的力量本身。子
君，这个获得新生的传统女性，她的斗争是选择爱情而冲出
封建枷锁，她的无畏与决绝来源于抛弃原有生活的彻底。也
正是因为盲目的爱，因为代价之重，所以子君视涓生为患难
的伴侣，绝非战友；她所求的是生存与生活，绝非斗争。

两人之间因着归属（身份）的不同而生了隔膜，这固有的隔
膜又随着两人的相处转化成不容忽视的矛盾。矛盾的双方往
往又各自是矛盾的：附在子君身上的矛盾有关生活与爱情，
物质生活的狼狈和艰难大大挤压了时间，抽空了心气，这对



两人爱情的打击是致命性的，相处与沟通变得短暂而不能尽
心。然而生存又是爱情立足的前提，弃去生活基础后的爱情
只会浮空风散。所以在子君的眼里，唯一能抓住的是回忆。
通过反复回忆不存在矛盾的恋爱之初，来留住心存希望的最
后一点底气。而涓生面临的，却是生活与“求生”的矛盾。
涓生的为争取新生活、新秩序、新世界而斗争的理想，受着
物质生活环境的严重束缚。为着理想的奋斗，涓生能“忍受
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是“容易生活”的，但归根到底是
不坚定，做不到坚定。“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
生的领悟，于自己是一种对不可解的矛盾的让步。也正是困
于理想与生活矛盾之中的涓生，对子君、对爱情失了望。因
为爱情本是涓生自以为能补充力量、助以坚定决心的一种信
仰，一种武器，然而当浪漫的爱情力量转而成为家庭实体，
便反而只能消极地“捶着自己的衣角”。处在这样的矛盾之
中，涓生于是选择了抛弃，也就是他眼中的逃离与解脱。而
矛盾中的子君同时失去了生活与爱情，被选择了消亡。

无论是涓生的抛弃，还是子君的为爱无畏，都是盲目的，幼
稚的，都可以归为盲目的理想主义。而这正是领着两人一步
步走向悲剧的那块黑布。然而遮人眼目的黑布不会凭空飞来，
黑布只是缩影，可怖社会的缩影。这里引来一个话外题：为
什么是爱情，从恋爱到婚姻，成为了新时期新青年普遍的主
要战场与主要阵地？自然，婚恋本是封建礼围困最深的方面，
自由恋爱又是新青年最为亲近也最迫切要争取的权利。但一
定还有一点，爱情是浪漫的，浪漫的最接近于理想，而理想
主义是新青年最易吸收，也唯独只能接近地到的。正如《伤
逝》中可以读到的，社会困境之深险到了可怖的地步，新青
年是孤立无援的，爱情是他们最可能为之斗争，最可能拿得
到的，而婚恋所带来的结合，又是他们眼中由个成群，充足
勇气的武器。他们似乎只能理想化地首先在爱情这个战场开
战，只能将爱情视作关键阵地。然而，即使如此，现实环境
的冷酷依旧让他们的斗争走向虚空。于是他们逃脱出来，重
新寻找“新的出路”，而“新的出路”恐怕又只是新的虚空。
涓生的“抛弃与遗忘”值得怜悯。



伤逝读后感篇七

爱情本身就是永恒的话题，有的人的爱情悲情，有的人的爱
情欢喜，有的人的爱情轰轰烈烈，有的人的爱情平平淡淡，
那么在鲁迅笔下的爱情又是怎么样的了？在我的印象中，鲁
迅先生好像没有写过关于爱情的文章，但是恰巧我前段时翻
阅的《伤逝》，原来是鲁迅先生所写的。

文章的一开始“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
子君，为自己。”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仔细的阅读了
鲁迅先生的这个作品。《伤逝》写的是涓生与子君对恋爱与
婚姻自由的追求，这追求最初已经获得成功，但终于还是失
败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迫害。

其实结合鲁迅现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再仔细品读文章中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结果也是不难理解。被社会所束缚了，同
时涓生和子君本身也是有自己的问题。涓生对子君的爱情只
是缘于她的果敢、她的思想进步和与众不同，并不甚实质，
恐怕难以维系；而子君对涓生的爱虽然是那样的专注深至，
但其内容也十分空洞虚幻、不切实际，只是“盲目的爱”。

他们通过自己的斗争，最后获得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
是最后涓生和子君还是没能走在一起，在他们结婚之后，子
君不那么上进了，甘愿成为丈夫的附属品了，沉浸在家庭的
琐事之中，像变了个人。而涓生自私，利用自己不甘于平庸
的借口抛弃了子君，最后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没
能过上如意的生活。

当然，鲁迅先生不可能单单只是描绘他们的爱情悲剧，在这
之中蕴含了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意义在于，它启示人们：在一个不合
理的社会中，单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
的。只有在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个性



的解放和个人婚恋的幸福。同时它也揭露了一个事实：爱情
需要“物化”，他是基于基本的生活的，没有生活基础的爱
情势必会破灭。

伤逝读后感篇八

《伤逝》，作者鲁迅，故事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感情故事。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
我”，这是文章的开篇词。男青年涓生爱着女青年子君，在
他们相爱的初期，同居之前，他是十分爱着子君的。“期待
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
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在一齐时，他
俩热烈的交谈着：“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
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
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可是，同居后不久，子君
操持着家务，“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
有，何况读书和散步”。由此可见，子君是一心一意的过日
子，操持的家务，为涓生计算着柴米油盐，煮饭洗衣。可涓
生觉得没有思想的交流了，开始不快活起来了。不久，涓生
失业了，“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
会受着很深的影响”。

这篇故事看得我很是生气，给我的感觉涓生就是一个负心汉！
相恋是完美的，他是如何的期待、盼望着子君的到来，那么
热烈的交谈。同居后，生活里就主要是柴米油盐了，女人这
样的为你做，照顾着你，正是因为爱着你呀！不然，谁愿意
做这些粗活？玩、享乐谁还不会吗？可这男人看不到，吃饱
喝足了，就需要精神上的交流。没错，但这是建立在你吃饱
喝足的基础上啊！饿着肚子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很鄙视这
男人，他自私，狭隘，只明白自我，看不到别人为他所做。

在文章的最终，涓生后悔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
爱”，“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



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
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
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甚至不相信涓生的忏悔，觉得人性
难移。同时，也认为后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错了就是错了，
害人害己而已。

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我是我自我，他们谁也没
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的呼声。她不顾世俗
的眼光，义无反顾的.和涓生在一齐，即使是没有坚实的物质
基础。但当她与涓生在一齐生活的时候，由于生活所迫，她
成了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为家庭琐事而忙碌，为小事而争
吵。慢慢的，她由一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转变为一个世俗的
女子，而这时她与涓生的感情也慢慢变淡，慢慢变质，最终
走向毁灭。而子君最终被抛弃而走向了死亡。

涓生，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虽然也有着新思想，但却是不彻
底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勇敢的，对感情执著，对未来充
满期望。但从本质上说，他依然受着封建思想的毒害，表现
出守旧与懦弱。尤其是和子君生活在一齐的时候，他的自私、
虚伪、卑怯的心里慢慢的滋生起来。当他与子君出去的时候，
他害怕别人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而子君却“大无畏”。
到最终，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惨淡，应对生活的压力，他把生
活的重担推给了子君，而自我却不敢应对。最残忍的是他离
开了子君，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我认为，涓生的新思想
只是表面上的，是经不起时间和现实考验的。

一段完美的感情就这样逝去了，而当涓生再怀念过去的完美
的日子的时候，一切已经都无法挽回了，他剩余的时光只能
一向“伤逝”下去。二人悲惨的结局，让人不免伤怀。所以，
我们对待感情时，既不能失去自我，也不能逃避职责。

伤逝读后感篇九

----------题记



鲁迅主张：“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
求!”

涓生和子君，虽然生在民国，但依然被封建礼教所压迫和束
缚着，他们为了真理，勇敢的去反抗了。

涓生爱子君，仗着她逃出寂静和空虚，他们作为热血青年，
不顾胞叔和鲶鱼须为代表的反对，毅然的真爱，子君就是涓
生的缪斯女神，涓生就是子君的真命天子，他们期望着爱情
的美轮美奂，共同去打造爱情的丰碑，他们相信彼此的坚守，
他们坚信着爱情的.无坚不摧。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愿意
通过爱情把自己的心灵和肉体，不自己的一切一切献给涓生。
她只知道，花瓣的美丽，也许蜜蜂蝴蝶干涉不了。但它总要
有花萼的承托。理想是伟大的，然岁月也是无情的，精神的
充实和灵魂的向往总须有物质的供给，人必须生活着，爱才
有所附丽。

涓生对爱情的大无畏，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胆怯
或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没有瓜藤，瓜怎么可能长大，在爱
情面前，涓生做的那么激进。明心地知道，爱情必须时时的
更新，生长，创造，然他们却想努力地凝固那一段安宁和幸
福。

如果用花朵和果实来比喻爱情和婚姻。花朵是很美好的，玲
珑，美丽，灿烂与喜悦，让人视觉、味觉上如痴如醉，那理
想般的美丽，成为人生中一道光环般的风景。花而实，爱情
诞生出婚姻，果实没有花朵那种绚丽，它承载着实实在在的
责任，他已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无无限追求，更有了责任的承
担。

涓生和子君的悲剧，留给我们的是遗憾和心寒，那样的时代，
不管是谁的生活，都是一场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