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黑魂灵读后感 辩论的魂灵读后
感(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黑魂灵读后感篇一

《辩论的魂灵》是鲁迅先生于1925年3月9日发表在北京《语
丝》的一篇揭露诡辩的杂文。除开头，文章用当时社会上一
些反对新思想，反对改革和诽谤革命者的荒谬言论中概括出
来的，揭露了当时的顽固派和反革命者的“魂灵”和思
想“逻辑”。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些反革命者完全是诡辩，
比如“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他们这
个思想好比，小狗会“汪汪”叫，而你会模仿小狗“汪汪”
叫，那你就是小狗了，这完全就是瞎扯，胡说。但他们同时
又在为自己开脱，认为自己读的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
的功令，反对的人，就是反对政府。颇有“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风范，别人怎么做都是错了，到了自己这
怎么说怎么有理。
文章中也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这些顽固派和反革命者的自私
自利和以偏概全的能力。他们极力曲解革命者的言论，然后
用自己的诡辩思想加以辩论。他们认为革命者就是为了自己
图利，殊不知最自私的人是他们自己。他们抓住一切诡辩的
机会去诽谤革命者，就连有人说甲生疮了，他们也能将甲诡
辩成卖国贼，这种思维的大跳跃，逻辑的混乱，着实让人觉
得可笑。他们不断的以偏概全，一旦抓住一个人的缺点，便
绝不放手，就因为戊会对突如其来的炮竹声吃惊，他们便否
认了戊是英雄的事实，还断定他会在战场中逃跑。他们固执
的用自己狭小的思想去认识世界，对革命者的言论，行为进



行诡辩，企图改变旁人的思想，改变已有的现状，不断的诋
毁革命者。
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想要大家看清楚这些人的真面目，他们
不过是一群喜欢颠倒是非的乌合之众罢了。他们的言论和逻
辑是可笑至极的，他们这种可笑的行为是无法撼动革命的。
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用正确的思想逻辑去认识了解这
个世界，不要跟那些顽固派一样诡辩。

黑魂灵读后感篇二

鲁迅先生的《论辩的魂灵》是一篇非常有深意有高度的一篇
文章，虽然我不大了解这篇文章讲了一些什么东西，但鲁迅
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我大概能够猜想到鲁迅先
生所要表达的情感。
鲁迅先生的《论辩的魂灵》主要揭露的是当时顽固派和许多
反改革者的“魂灵”和他们的思想“逻辑”。其中列举的诡
辩式的奇怪言论，都是作者从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新思想、
反对改革和毁谤革命者的荒谬言论中概括出来的。他用他独
特的笔锋诉说着他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和想要改造社会现状的
一种急迫的心情。
他用他那强劲有力的笔写下了一句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语。鲁
迅常说：“我所住的并非人间”，那些反对改革者在他看来
都是鬼魅，他们反对新思想，攻击改革的奇谈怪论都是“鬼
画符”。
刚开始接触他的文章时，觉得过于生涩，很多地方只是莞尔
失笑或蓦感蕴蓄，并未曾体会其深刻意义蕴涵的辛酸和眼泪、
痛苦和悲愤。
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渗
透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鲁迅杂文题材太过繁琐，读后也
便会产生不同情感。就单说说《论辩的魂灵》一篇吧。
这篇文章不拘成法，敢于创新立异、独辟蹊径。全篇大部分
模拟社会上的某种谬论，加以比列，不着一语，而丑态尽露。



“虽然不过一团糟，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现出各样的
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缄。”“祖传老年中年青
年‘逻辑’扶战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赦”。这
种讽刺是冷峻的，隽智的。作者用嘲谑、俏皮、含而不露的
语言，把能暴露被揭露者的丑态的、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表述
出来，使其“刻露而尽相”。通过讽刺，撕掉他们庄严的假
面，抹去那引人发笑的油彩，露出他们可鄙的灵魂。它不象
辛辣锋利的讽刺那样，而是一种俏皮、隽永、含蓄，有蕴味
的讽刺。
鲁迅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
文学家，革命家。读了这本书后，我感触很深。在字里行间，
我们能隐约发现鲁迅每一篇文章时的心态都是不同的。而
《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
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然
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分
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度
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说
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别
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
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使
其文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典
故或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道
理。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
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
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
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
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
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
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
同仁的污蔑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
讽刺。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仿佛看到了他本人正在对社会、事
物做一个评判。文章详细的学出了作者的内心思想及观点。



我忽然也理解了许多，更多的思考像泉水般涌现出来，读了
鲁迅的文章真是能让人豁达开朗啊。
建议大家都多读一读这本书！

黑魂灵读后感篇三

果戈里1809--1852，俄国作家。生于乌克兰地主家庭，自幼
熟悉乡村生活，爱好戏剧。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
《死魂灵》为其代表作，讽刺农奴制度下俄国停滞落后的社
会生活，对俄国文学发展影响很大。

《死魂灵》这部长篇小说，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形
象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的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
度的吃人本质，它以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倾向和巨
大的艺术力量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是世
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

小说描写了一个投机钻营的骗子---六等文官奇奇科夫买卖死
魂灵的故事。奇奇科夫来到某市，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打通了
自己与大小官员---上至省长下至市区规划师的关系，而后去
市郊向地主们收买已经死去但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准备把他
们当做活的农奴抵押给监管委员会，骗取大笔押金。他走访
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买到一大批死魂
灵，当他兴高采烈地凭着早已打通的关系迅速办好了法定的
买卖手续后，其罪恶勾当被人揭穿，检察官竟被谣传吓死，
奇奇科夫只好匆忙逃走。

在《死魂灵》一书中，作者把地主泼留希金写得最富有个性
特征、最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主
的典型形象。

《死魂灵》第一部在1842年问世，它的目标是“从一侧面来



表现全俄罗斯”，作品的发表震撼了整个俄国，也使果戈里
跻身世界级经典作家之林。由于果戈里的创造性劳动，小说
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他被公认为俄罗斯小
说之父。

本书全方位地揭示了帝俄社会的腐败和农奴制没落的真相。
在书中，果戈里善于通过喜剧性的细节来折射现实，对俄罗
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俄罗斯心灵的真实状态进行了一次前所
未有的剖析和观照。

黑魂灵读后感篇四

没读过《死魂灵》的人们也许不知道“死魂灵”是什么，在
十九世纪，俄国的地主们将他们的农奴叫做“魂灵”，自然，
死魂灵就是指已经死去的农奴。

《死魂灵》是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顶峰，别林斯基
高度赞扬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
于俄国文学过去以及现在所有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
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它讲的是一个六等文官乞乞科
夫企图通过买卖死魂灵，骗取押金的故事，读完这本书，我
深深地被他既幽默诙谐又尖刻辛辣的文字吸引，当他用夸张
的手法，滑过一个又一个地主，然后缓缓地滑向更多平庸无
赖无知无耻凶恶残暴懒惰的远方时，我已深陷其中，不能自
拔。我见证着乞乞科夫与五个地主之间丑陋的交易，看着他
们对农奴的欺压，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小说人物，这不是真
的，但当这些文字掠过我的脑海时，我又真实的感觉到，他
们似乎都是一群真实存在的、迂腐的灵魂，他们生活在我们
身边，腐蚀着这个社会，我似他们乎感觉到了果戈理在描写
他们时对这些人的愤恨。

对于这五个地主，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要数普柳希金，他贪
婪、吝啬、保守、没落，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果戈理
对他的描写入木三分，像“刷马的铁丝刷”的胡子；他走过的



“道路就用不着打扫”等等，夸张的手法，将普柳希金的吝
啬体现得淋漓尽致，将当时地主们的丑态展现得无比细腻传
神。

我知道，果戈理是爱这个国家的，是深深爱着俄罗斯的，也
正是这份爱，才会使他为同胞身上那些可怕的人性缺失而哀
叹，但是他仍然抱有巨大的希望，否则他也不会写下：“你
既然那么无边无际，你怎么会不诞生出博大精深的思想？你
这里既然有英雄用武之地，怎么会不诞生出英雄？啊，俄罗
斯！你会有一种光辉美妙的前景！这是大地上从来没有过的。

黑魂灵读后感篇五

有人说：好书的标准之一是，它能够带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
思考，在读果戈里的这部《死魂灵》时，我对这句话的体会
尤为深刻。

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乡村地主形象，在这幅群丑图中，
能清晰地看到作者对这些虽生犹死的死魂灵的嘲讽极其对俄
国农奴制度的批判。然而，让我感触甚深的却并非作品的社
会意义，而是作者对根扎在人性深处的那些痼疾的深刻剖析，
也就是作者在文中所说的：“把每时每刻显现在人们眼前而
又为暗淡的眼睛所视而不见的一切，那象绿藻一样阻碍我们
生活之船前进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可怕的废料，那充斥在
悲苦而乏味的人生之路上的委琐、冷酷、平庸之辈的各种隐
私，全都翻腾出来，并挥动那无情的刻刀以雄浑的力量使它
浮雕般鲜明地呈现在人人的眼前。”

而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所在。

无能、无主见，空虚、惰性十足，只耽于幻想而无实际生存
能力的玛尼洛夫；愚昧闭塞、务实浅薄、性情迟钝的彼得罗
夫娜：表明表面豪爽、实际放荡、流氓无耻的诺滋德廖夫；
粗野冷酷、顽固多疑、残暴凶狠的索巴克维奇；卑琐贪婪、



腐朽没落的守财奴普柳什金；自弃颓丧、行尸走肉般的坚捷
特尼科夫；鱼肉一生的酒囊饭袋彼图赫；无聊忧郁的普拉托
诺夫、这一群丑像再加上一个投机钻营、唯利是图、吝啬猥
琐、处处机关算尽、虚伪多变、上谄下媚、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的奇奇科夫，人性中的卑污龌龊就几近全部地暴露在了人
们眼前，暴露、翻腾得是那么让人心惊！

在解读那些人物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审视、反问着自
己：“我是不是也像他这样？我的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痼
疾？”我真的怕了！

我想，如果将此类作品的写作比作给人类的灵魂动手术的话，
那么作者就该是医术精湛的执刀医生，他狠狠地将人性中那
些与生俱来且根深蒂固的肮脏一刀一刀地割出来，然后血淋
淋地摆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在感到恶心害怕的同时，也获
得一种克制、消灭肮脏和龌龊的自觉和力量。

解剖人类灵魂的大师早已不在人世，但大师刻画的这些人物
却永存于世间，一代一代，前赴后继地演绎着那些“人类不
朽的庸俗”，于是，也终于明白了，名著之所以能长传不只
要人类还在生息，名著就永远具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在作品中也能捕捉到一些其它信息，比如文学界的状
况。

作者方面如：“他从不改变他那七弦琴的高雅音调，他从日
夜转动不息的形象大旋涡中只挑选一些少数例外，从不肯从
他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走下来去俯就他那些可怜的卑微的同
胞。他总是置身于自己那些超凡脱俗，从不接触大地，倍受
尊敬的形象之间，他用醉人的烟雾迷住人们的眼睛，他巧妙
地奉承他们，把生活中可悲的现象掩饰起来，只拿完美的给
他们看。”

读者方面如：“亲爱的读者，是不愿看到暴露出来的人类的



不幸的，你们会说：”写这个干什么？莫非我们自己不知道
在生活中有许多卑鄙愚蠢的东西吗？我们已经常常看到一些
不会使人感到欣慰的东西了，最好还是给我们看美好、开心
的东西吧，最好让我们无忧无虑吧！老弟，你为什么要对我
说庄园经营糟糕呢？让我忘掉这个吧，不知道这个，我就会
幸福。”

从以上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文界“报喜不报忧”的
局面，而作者敢于在这种环境中逆道而行，且“屡教不改”，
也足以见其可贵。虽然作者也在文中抒发了这种愤懑：“他
逃脱不了当代评论家的审判，无情、伪善的当代评论家，把
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判为猥琐、卑下之品，会把他打入污蔑人
类的作家的行列而使他处在屈辱的地位，会把他所描写的那
些主人公的品德强加在他身上，会夺走他的灵魂、他的心、
他的神圣的天才火焰!”，但抱怨过后，依然还会坚持自我。
这是文格，更是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