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鲁迅出关读后感 鲁迅的读后感(优
质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一

秋风瑟瑟的日子，漫步蛟河的红叶谷，不知道是大自然放飞
了我的感情，还是淤积在心中的闷气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
按我平常的体力，说什么也是疯狂不了那么整整一天的时间
的，《鲁迅全集》读后感。等到晚上回到家，我还真的觉得
有些累了；洗了澡躺倒在床上，不觉就进入梦乡，好久时间
了，我还没有过就这样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进入了梦乡。

不知道是因为太累的缘故，还是因为在自然里一下子找到了
心灵的感觉；我竟然还能做梦，而且梦到了满山遍野的鲜花，
梦到了在山花中有一位老者，当我走近一看，原来是鲁迅先
生；他朝我笑了笑，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他老人家还从
来没有笑过。大概是因为这么奇怪的一笑，竟然把我从睡梦
中给惊醒过来。睁开眼睛，发现已经到了后半夜，我不知为
什么却没有了睡意。

梦里能看见鲁迅先生，这可是我多年没有遇到过的情形；不
过在我的人生理念中，鲁迅可是给我难以估量的影响，给了
我无法想像的动力。我悄悄起床，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关于鲁
迅的书，又悄悄的回到床上。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心境，对于
鲁迅先生我是不需要什么书去借助回忆的；但多少年了，这
就是一种习惯，不论去想什么，总是喜欢手中拿着一本相关



内容的书。

到底鲁迅先生是什么时候进入我的视野，我现在已经记不清
是什么时候了，不过读鲁迅的文字好像还是从《祥林嫂》开
始的；当时读鲁迅的文章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种厚重，
而且是从未有过的那种厚重。在那个算是小说的故事中，我
记住了贺老六，记住了祥林嫂，记住了阿毛，当然还有那个
不让祥林嫂去端祭品的老爷。说来也就是奇怪，读鲁迅的文
字尽管当时还不能理解其内涵，可是却能记住故事的一切；
不知道是鲁迅笔下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还是因为他所塑造的
人物总能给人心灵的震撼；总之，喜欢鲁迅我就是从《祥林
嫂》开始的，读后感《鲁迅全集》读后感》。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开始走进鲁
迅先生的精神世界；尽管我知道鲁迅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他的身上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一种人文情怀；要真
正走进他的精神世界，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牐牪恢道是在初中，还是在小学，我们的课本上有鲁迅先生
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当时这篇文章是在老师的.解读中
进行领会的；那个时候我的心灵还不象现在这么的完善，还
不象现在这样的具有冲击力；当时只是感觉鲁迅有一种时代
的精神，有一种敢于直面社会的人伦勇气。不过后来我读到
了鲁迅的《阿q正传》，终于开始了对一代文化伟人的追求之
旅。

关于阿q，在他走到这个世界以来，论说的文字恐怕已经没有
办法去进行统计和归纳了；不过对于这篇小说我却读过不知
道已经有多少回了，对于阿q我也不知道思考了多少次；因为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仿佛都唾弃，仿佛都嗤之以鼻的市侩小
人物，竟然能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不知道鲁迅是怎
么想着构思出这么一个可怜的人物形象；但是我却隐隐的感
到，他之所以当年能弃医从文，之所以为了一种信念和自己
的同胞兄弟反目为仇，就是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人的骨子



里已经有了一种让社会无奈和哀叹的细胞；他想诊治，可他
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单薄，知道一个民族从远古走来自然是因
为有它走来的理由；所以，鲁迅一生都不能让自己从自我的
羁绊中解脱出来；不然他是不会给自己的杂文小集取名叫
《呐喊》的。

我一直在想，阿q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在中华民族的
血脉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头上长了疮，却不许别人说长了疮；
明明胆小害怕，却要强装着精神去捏一把人家小尼姑的大腿；
明明自己什么都不是。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二

“江南的雪”象征美好的世界，革命形式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革命不是那么容易成功;对了他拍手。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
在晴天之下，却永远如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

是的。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
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因为不成功，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
堆。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三

臧克家曾为了纪念一个人作了这样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是谁？相信大家都清
楚，他就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

最近，我就读了一本关于鲁迅先生的书籍，书名就叫做《鲁
迅传》。书本主要将鲁迅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放在一
个特定的圆里，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鲁迅这位伟人一个用
爱国心点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的人。

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一生铁血丹
心，呼唤光明，为的是能使祖国振兴，人民得到解放。他赶



赴日本学医，梦想通过学医医治国人，当发现救治身体并不
是最要紧的事时，毅然弃医从文，拿起笔唤醒沉睡在铁笼的
麻木的国人。遭遇各种迫害时，他辗转各地，用韧的战斗精
神来继续为国家服务。就这样，他一生永不停歇地进行战斗，
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方。为国家，为人民，百折不挠，
殚精竭力。

叶圣陶是这样评价鲁迅先生的：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
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撒到大众心里。虽
然我们与他相隔几十年，时代也已然不同，但今天的我们依
然在传颂他，热爱他。《鲁迅传》这本书让我们更懂得鲁迅
先生，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们在当今社会如何做一个像
鲁迅先生一样的真正中国人！当我读完这本书，我发现，鲁
迅先生就是那个永远的中国魂啊！

纵观历史，从古到今，像鲁迅这样的为中国的发展付出毕生
精力的爱国志士还有很多：1910年年仅14岁的周恩来在校长
的问题下，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邓稼先为中国
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给国防武器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20xx年，袁隆平的超级杂交水稻试验田的亩产首次突
破900千克。这一颗颗爱国之心，不都是铸造成现代强大中国
的重要因素吗？他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的民族
之魂！

柏拉图曾说过：人不仅为自己而生，而且也为祖国活着。无
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即使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思想变了，
但我们的这种民族之魂永远都在，我们的这种家国情怀始终
没有变过。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国家才是个人与家庭
最大的梦工场，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唯有同频共振才能奏出
最美的乐曲。

正所谓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作为祖国下一代接班
人的我们，要不负先人，不负国望，不负家人，勇敢承担自
己的责任，奋发图强，将我们的民族精神代代传承，并发扬



光大。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四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自然是鲁迅的《呐喊》。

从前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总觉得晦涩难懂，可如今再看，却
不由得发现：鲁迅先生早在90多年前就已经道出了一直延续
到现在的国民劣根性。虽然他后期不再写那些意味深长的小
说，而打起了笔仗，让人觉得尤为偏激，人总会有梦，但醒
来后却大半都忘了，但是，鲁迅却不以为可惜，他常常会回
忆起那些事，可鲁迅常常也回忆着寂寞的时光，他又苦于不
能全忘却，所以，鲁迅把它编成了《呐喊》。但他早期的
《呐喊》、《彷徨》等小说集实为中国现今仍然脍炙人口的
经典作品。

偷偷摸摸，“羞愧”，“踌躇”，国民的愚昧无知可见一斑。
结尾“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
箭也似的飞去了。”是无尽的凄凉与悲哀。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五

在我看来鲁迅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所得到的称号当只无愧！
而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鲁迅这样清醒的斗士，人们的精神需要
鲁迅这样的文化先锋。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传承者，应该把解
读鲁迅作为一生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在更加广阔的时空
范围内影响中国、中国人，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青年一直是鲁迅生前所关心的对象，他一生以“立人”为己
任，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热风》中有这样一段
深情的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
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明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
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不但



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人
类，连我也在内。”这段话中包含着作者对于中国青年和社
会的无尽期望。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当代青年对于鲁迅
其人、其精神在体认上存在着一种间隔。绝大部分青年只知
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
主将”，他以作品作为武器，与封建社会做斗争，然而社会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鲁迅的作
品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意义。另外，鲁迅先生一生执著于
中国的启蒙，要打破铁屋子的黑暗，然而自身却难以摆脱因
怀疑一切而带来的“鬼气”，这使他成为中国最忧愤的灵魂
之一。鲁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与鲁迅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面
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困难的歧路面
前，我们自然会产生与鲁迅类似的探索与思考。在转型时期，
选择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道路。此外，在更加合理的现代教
育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元化的思想。不会再把
鲁迅当作一个神、或者偶像来崇拜，也不会轻率的、偏激的
去否定他，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理解，与鲁迅进行平
等、独立的对话，从而在内心中接近真实的鲁迅。

鲁迅作品本身是十分艰深的，白话文初创时期语言的生涩，
造成语法以及文字阅读上的陌生。另一面，从中学时代便开
始的鲁迅作品的学习，并不是在主体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个性
化体认，而是教师主观式的灌输，甚至是左的思想的影响。
鲁迅的每个思想命题都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是在思想文
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阅读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精神
不仅仅从鲁迅这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更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
化系统来看待，从阅读的实践当中不断发现它在思想文化方
面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当代青年更应该把解读鲁迅看成自己
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成为人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现状，我们要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拨
开现实的黑与白，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思考。克服理解的偏
颇，不断地深入理解，其思想，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认知
世界的财富。同时，鲁迅精神作为自身人格重塑的力量，面
对各种歧路和文化危机保持个人的追求，自觉的承担青年应
有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但是他的意义与价
值不仅属于当代，同时也关照着未来。他的作品和精神将伴
随我们一路前行，我们也有把这种宝贵的财富一直绵延下去
的重要使命，让鲁迅的作品随着时代常读常新。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六

鲁迅先生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以致于人们对他总有说
不完的话题，他写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
露得淋漓尽致。

《药》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名篇，在这里，不
仅有被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
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

是药？——是人血馒头。

是药？——是愚弄，毒害百姓的鬼话。

不是药吗？——是药。反映苦难，深挖病根，引起疗救者的
注意，是一剂医治社会的良药。

华老栓夫妇对儿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由于当时社会的扭
曲，使他们的爱也变得扭曲。他们从刽子手手中买来人血馒
头为儿子治病，为了这个“药”，华老栓用了一生的积蓄，
为了这个“药”，华老栓把别的事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
但却还“迈步格外高远”。为了这“药”，华老栓弯下了他



那本只不起来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苦涩的笑容。为了
这“药”华大妈不知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
水……可见，当时人们身上的封建思想，是何等的牢固！

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
革命信心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说，其
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
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

文章的结尾处，写到夏四奶奶去上坟遇见了华大妈。当时的
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恰好反映了夏四奶
奶矛盾重重的心理。然而，在平常人看来，一个母亲去给自
己的儿子上坟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又羞愧
呢？——故事发生在扭曲的社会里，而夏四奶奶当时的身份
是：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
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
原因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
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
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
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
羞辱。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七

《雪》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散文诗。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鲁迅《雪》的读后感，欢迎大家
的阅读雪读后感（一）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的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的眷念
故乡，回忆儿时的抒情小品文”，在故乡的自然景色的描绘
中流露了“鲁迅心灵”里一种“深刻的恬适的回味”。作者
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中，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的情感。

滋润美艳的“南方的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的炽热追



求，这旋转飞腾的“朔方的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
实的斗争品格。在这两幅鲜明对立的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
个共同的哲理：要用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的是雪，却是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
的。“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
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
这里并没有对“暖国的雨”流露出贬抑的感情。他是由北方
落雪的自然现象引起感兴，而想起来南国的温暖，曲折地对
于使“暖国的雨”变成“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的北方
凛冽的严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开篇这一段抒情的设问，
是与篇中这个抒情的主旨有机相连的。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
深情的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的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
中，使人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和生活的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
图后，又绘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的创
造而欢愉，也为雪罗汉的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的
雪”的情景描写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的深情！
美好的图景，寄寓了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境。

柔美的江南雪，壮美的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
的炽热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的严冬一样的社会勇
猛奋战的激情。

雪读后感（二）
鲁迅的作品，磅礴大气，读来令人回味不尽。关于雪的文章，
本人也读过一些，却唯独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令我难忘。

在《雪》中，鲁迅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孩子堆雪人的图画，
亲切、逼真，富有情趣，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感觉
冬天又已来临，但又不是冬天，分明是春天，不然怎么会有
蜜蜂，雪，既然是开在冬天里的花，应该有蜜蜂和蝴蝶前来
光顾的。



作者赞美江南的雪，用了六个字，“滋润美艳之至”，我没
去过江南，没见过江南的雪，总觉得这是在赞美江南的女子
吧？暖国的雨向来就变不成雪，而江南的雪，美则美矣，转
瞬即逝，令人怅然若失。独有北国的雪，受到诗人的推崇和
青睐。她冰冷，坚硬，孤傲，美丽，写尽了雪的神韵。鲁迅
先生笔下的北国之雪，本是象征着北方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
他们“永远如粉、如沙，包藏着火焰，在太空里旋转，升腾，
闪烁”，给人以力量，催人奋进。意在唤醒人们心底深处的
那种不屈的精神和斗志，自强不息，努力进取！

不错，北国的雪，冰冷，坚硬，孤傲，美丽，是死掉的雨，
是雨的精魂！

雪读后感（三）

今天我读了鲁迅的《雪》这篇散文，它非常耐人寻味，蕴藏
着很深奥的道理。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是的，那是孤独的雪，
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让我永不忘记，时刻牢记在心。

这篇文章共描述了三种雪：一种是尚未化为雪的“暖国的
雨”；第二种是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雪”；第三种是孤
独、自由、奋飞向上的“朔方的雪”。通过描写北方的雪则
是对北方局势的不满，并认为要像北方的雪一样通过奋斗来
争取自由。作者对三个形象的基本态度似乎也与作者用语的
感情色彩，作者的人生态度相吻合了。

俗话说雨是雪的最初阶段，雪是雨的升华，作者用肯定的语
气，赞扬了朔方飞雪追求自由的精神，同时对它的不幸寄予
深切的同情，赞扬了朔方的飞雪是雨的灵魂，也就是说它仍
然保持了雨的自由。

作者表现了对南方局势的担忧，那是被美化和吹捧的一种暂
时假象，是没有生命力的“雪罗汉”而已。并指出，革命不
是那么容易成功，是需要无数革命志士通过奋斗去争取，才



会有光明的一天。

鲁迅先生通过雪来告诉大家，要像雪一样无论做什么事，都
必须要靠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光明的一
天。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八

——读鲁迅的《雪》有感

入手即融的雪，应该是柔软的吧？先生文中的雪，似乎就是
这样的。他写江南的雪是滋润美艳之至了，又说雪里有许多
美好的东西：宝珠山茶、梅花、杂草„„这是江南的雪，是作
者所钟爱的雪。而朔方的雪，才是作者所敬仰的，所要赞美
的。

先生写雪，也写到了雨，却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多说。只是告
诉了人们雨与雪的关系，这朔方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
是雨的精魂。”笔锋一转，先生笔下的雪由柔软变成了冷竣，
由表面引入了内心，将雪完完全全地展示出来。一切景语皆
情语。作者营造了一片广阔空旷的天地，偌大的空间只让雪
独舞。“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
魂。”就让这朔方的雪孤独却也顽强地去战斗吧！

字里行间透真情

——鲁迅《雪》情感赏析

作者以散文诗的笔调，真切、含蓄地写出了家乡和朔方两地
雪景，并用其独特的视角和亲身的感受为我们构勒出了一幅
幅美丽、动人的“雪景图”。

可以说，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想到的和听到的每一幅景致中，



都融入了作者的真挚的思想感情。

文章的开端部分“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
幸否耶？”，从“不幸否耶”一词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暖国的
雨的不赞同，因为它较这朔方的雪而言：少了一份坚毅，一
丝冷峻和一种永不妥的斗争精神，但作者并未因此而做出评
判，而后鲁迅先生又将家乡的雪喻成“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喜爱，两者形成对比。

而从紧接着的一系列的形容色彩的词，如“血
红”“白”“青”“冷绿”

等当中可以看出，先生内心的一种火热，一份赤诚。随后的
那一段“想像”，更是作者内心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可以说，本文最大的特点便是无论哪一处描写都具有了感情，
作者拣之以细微，借物抒情，写出了先生的对春天的热切期
盼和向往，对一切冷酷的憎恶之情。

纯美，雪之情

——读鲁迅先生《雪》有感

鲁迅先生的《雪》，没有繁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只有简
洁的文段，纯美的语言，读完之后勤部，一股真实感弥漫心
头。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美艳；朔方的雪，
是包藏火焰的大雾，冰冷坚硬。江南的雪，蕴含着春温，在
晴日下慢慢消逝，朔方的雪，抗击着严寒，在晴日里蓬勃地
奋飞。两种截然不同的雪，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鲁迅先生
更欣赏朔方的雪，这种雪大概就是先生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
吧！



“雪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
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
升腾的闪烁。”这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啊！向我们展示了如此
旺盛的生命力，这极富动感的雪，不正是先生的品质吗？雪
孤独但却坚强，这不正是先生处身孤独而永不颓废的伟大品
格吗？是的。这正是先生一生的精神品质，在黑暗中渴望光
明，在严寒中向往温暖，积极向上的精神。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去的雨，是雨的精魂！这是先
生对雪的赞美，更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抒发了先生对光明的
向往，对黑暗的憎恨，深化了主题。

朔方之雪，雨之精魂„„

拣 叶

——读鲁讯《雪》有感

鲁迅这篇散文诗《雪》，语言生动形象，意味深刻，细细读
来，好似一杯香纯的浓茶，让人回味无穷。然而造就一杯好
茶离不开好的茶叶，我想作者好坏抓住特点进行描写的方法
就是其中的一片叶了吧！

作者共写了三种雨雪。暖国的雨，作者只用了寥寥几笔概括
了一下，简短而

有力度，好似黑云中的骤闪，让读者立刻就能明白。“没有
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单调”，写出了暖国雨的
不幸。同时，作者也借此与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构成对比，
突出了后者的幸运，一石三鸟。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一开始作者就用比
喻的修辞手法化抽象为具体，从触觉出发，“滋润美艳”的
特点也不言而喻。接下来，作者运用极其细腻的笔法，勾画



成了一幅“冬天雪野图”，虚实结合，描绘出一片生机勃勃，
五光十色的美丽景象，从侧面形象地写出江南的雪的滋润美
艳，让读者身临其境。

朔方的雪，描写得更为精彩，“永远如粉，如沙”“决不粘
连”，作者用两个比喻，用沙粉比喻，就突出了朔方雪的细，
干的特点。而“永远”“决不”两个词，简洁精准，由表及
里，一下子就把朔方雪的永不屈服、勇往直前的战士气节表
现出来，让读者留下了朔方雪战时英姿的剪影。在下面另一幅
“晴天风雪图”中，借助在风中的姿态，“蓬勃奋飞”“旋
转而且升腾”，进一步形象地刻画了雪的坚忍不拔的特点，
雪的形象也就立体化了。

三个特点，三种体验。抓住特点这片叶子，自然造就了一杯
浓郁的香茶。

凝炼生动的雪

——读鲁迅《雪》有感

这篇文章，读言凝炼，用精美的词语生动地把一幅幅美妙的
雪景图展现于人们眼前。没有多余的话，不故作深沉，使得
全文给人一种简洁、清新、明朗的感觉。

开头，作者用一句“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准确、精妙地概
括了江南的雪的特点，没有堆积许多深奥的词语，也没有过
多地抒发长篇大论，而用细腻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精美
的江南雪景，没有激情澎湃的抒情，却让人们感到了他对江
南深深的热爱。

中间，作者细写孩子们堆雪罗汉，写出了孩子们的天真可爱，
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向往，寄托了作者对自己童年的依
恋，回味。



文末写“旋转升腾”追溯到“雨的精魂”是作者对朔方雪的
思考，更是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和把握，写雨“孤独”、“死
掉”是作者对生命思考的提升。

文章把江南雪与朔方雪作了对比，表达了作者觉得江南雪虽
美，但转瞬即逝，而朔方雪却不粘连、会持久。这正是一种
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的提升。

雪舞

——读鲁迅《雪》有感

《雪》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文章不长，却将江南与朔方的
两幅雪景图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文章开头由暖国的雨写到江南的雪的滋润美艳。下文从视觉、
听觉、触觉描绘出一幅冬雪图。

“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于的皮肤”，
把雪比作处子的皮肤，生动、形象，先生定对雪情有独钟吧！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
馨口的腊梅花，”血红、隐青、深黄，一幅七彩的雪野画映
入眼帘。还有那孩童塑雪罗汉，也是江南雪景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
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嘴唇，”这两个细节描写，让我仿佛看
见那双眼炯炯有神，嘴唇红通通的雪罗汉，还有一张张天真
的笑脸，先生此时可能想家了吧！

过时，先生笔锋一转，那幅气势磅薄的朔方的雪景图又袭入
眼来。

滋润美艳的江南雪，壮美旺盛的朔方雪，都给我们美的享受，
心的愉悦，灵魂的涤荡！



雪化云开的明媚

——读鲁迅的《雪》有感

明月千里照故乡，而先生却巧妙地以一幅雪景来忆故乡。便
纵有千种思绪，更与谁人说！

他奋笔书，隽永含蓄的笔触、贴切娴熟的修辞、简单明了的
语句、干净自然的描摩将一腔热烈赞美，遍地深情怀念埋在
了故乡的雪野之中。他的思绪在飞扬，那塑得高高的雪罗汉
映入了他的眼帘，洁白、明艳、闪闪地生光。鲜红的胭脂似
乎也觉得黯淡了些，终还是褪尽了，带着他深深的眷恋。

万里雪飘”的磅礴勾起了他对生命的执著与热爱。

雪花飘落，单纯的优美里却浸透了这位伟人永不颓废的凌云
壮志。纵使凛冽的寒风如何地咆哮，雪野仍是温柔等待他复
苏的春天。

那孤独的雪依旧旋转、升腾，是奋飞的雨，是奋飞的雨消融
成雨的精魂，万古长存！

寄情雨雪

——读《雪》有感

总以为雪仅仅洁白无暇，今天读了鲁迅的《雪》，我体会到
江南雪的滋润美艳，塑方雪的细干冷峻。

作者从触觉、听觉、视觉三个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
冬天雪野图。冬天原本是寒冷的，而作者却说：“雪野中馨
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这丰富多彩的颜色，
让我感受到春的讯息，心中传来阵阵温暖。

天真的孩子们用激情装点雪罗汉，用智慧让雪罗汉充满生机，



看他们七八个冻得通红的上手一齐伸去，这场面和谐而热闹，
美丽而温馨。读到这里我认为已经可以结束了，可作者笔锋
一转又写了晴天冰雪消融的场景，银妆素裹的场面固然美丽，
但这美丽的背后又何尝不隐藏着淡淡的哀愁。童年和青春固
然美好，可是却无比短暂。

一个“粉”一个“沙”道出了朔方雪的特质：细而干。“晴
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
光，”冷峻的氛围中晴天之下的盛景是一种内心的期待。表
达了作者虽然身处黑暗之中，但向往光明的心始终不变，在
黑暗中顽强战斗，永不停息。

绽放想像之花

——读鲁迅《雪》有感

《雪》是一篇令我回味无穷的散文诗，精炼而隽永的文字富
有灵气，让我仿佛置身于那片纯美的意境中去了。

作者在描绘江南和北方两幅雪景图时，凭借自己丰富的想像
力，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和谐而温馨的动人画面。“江南的
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春的消息，是极
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而美艳的雨在作者的笔尖下化
为“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
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
着，”纷飞的大雪中竟然有一群蜜蜂忙碌着，鲁迅先生的想
像力可真太奇妙了。

在美好童年的生活中，心灵手巧的孩子们塑雪罗汉时的快乐
背景映入我的眼帘。一双恰似炯炯有神的眼珠子嵌在雪人上，
嘴唇上抹了一层红艳艳的脂粉。庄严而肃穆的冬天里增添了
一丝丝生机与活力。

原以外鲁迅先生会就此止笔，可他笔锋直转向朔方的



雪，“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月光中灿
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
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旋转”“升腾”这联想的
画面如此之壮丽而雄浑，让我也为之浮想联翩，神游其中，
同时也得到了美的享受和身心的愉悦。

品味着“雪”的世界我不仅感受到了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白，
同时也体会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渴望光明，憎恶冷酷
现实的感情。

短小的文章让人有无数的遐思，实在是一篇精品呀！

《雪》的语言特点赏析

这篇文章用精美的语言描绘出了不同的雪，抒发了作者对雪
的情有独钟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开头先描写了暖国的雨，由此引出江南的雪。“那是还在隐
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用了两个比喻，
写出了江南雪滋润美艳的特点。一个“至”字，使作者对雪
的情感更加浓郁，后又对雪景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血
红”“白中隐青”“深黄”“冷绿”，一系列的颜色给人以
视觉的美感，仿佛亲眼目睹到那五彩缤纷的景致，接着从视
觉、听觉方面写出了一个动态画面，动静结合，虚实结合，
形象生动。

第二段是对童年“塑雪罗汉”的回忆，“上小下下”“洁
白”“明艳”，从形体、颜色两方面写出罗汉的特征，这也
是江南雪的独特。“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
里”，运用拟人的修辞，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罗汉的神态、动
作，仿佛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塑造出了一个活罗汉似的。

第三段，作者的语言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罗汉虽凝聚着孩
子的心血，但他终于孤单了。一个人独自坐着，它经历着消



释、结冰的循环情感浓郁，充满了作者对江南雪深深的依恋。

光中”两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朔方的雪，给人潇洒、蓬勃的
感觉，这是一幅壮丽的画面，更是作者心灵的体验。

五六两段，作者从写雪升腾成对生命的思考，使文章主题升
华，意韵更加深刻。

全文语言优美，善于把自己的情感融于字里行间，情景交融，
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生命的赞歌

——读鲁迅的《雪》有感

鲁迅笔下的雪，鲁迅笔下的生命，都是这样的纯净与浓郁，
让人在深深的感怀中体会它的晶莹与朴实。

雪并非坚硬，它是柔软的，是一触即融的，鲁迅很爱雪，无
论是江南的雪还是朔方的雪，却给了作者无比的感慨与深思。

鲁迅开篇便以江南的雪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深情怀念与热烈
赞美，江南的雪滋润美艳之至，隐约着青春的消息，江南的
雪那处子壮健的肌肤，光滑白皙。雪野中血红的宝珠山茶，
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冷绿的杂草，
还有那虚拟的蝴蝶与蜜蜂，这一切都是对雪景的宣染。这灵
动清新的笔调着实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

雪天，当然少不了堆雪人，作者并没有少这绝妙的一笔。孩
子们手忙脚乱地堆着雪人，拿龙眼核珠当眼睛，拿脂粉画嘴，
别提多有趣了，孩子们纷纷传递着快乐，使作者隐隐感觉到
了一阵阵忧伤，青春是易流逝的。

接下去作者以巧妙的笔锋转到了朔方的雪。朔方的雪“如



粉”“如沙”“决不粘连”，它给人的感觉是成熟与稳重，
同时也给了作者深深的思考与醒悟，生命就是要这样的战斗
与拼搏。在凛冽的天宇下，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雪的飞舞，
但在鲁迅心中凝固的却是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

这篇散文诗虽写于寒冷的冬天，但它带给读者的却是暖暖的
温情与遐想。

鲁迅《雪》读后感

奋斗才会有光明的一天。

作者明显偏爱“朔方的雪”，可为什么花大量的笔墨写“江
南的雪”，甚至于用两个小节写塑雪罗汉的情景？ “江南的
雪”象征美好的世界，“朔方的雪”象征为着追求美好而须
的不屈的抗争。

一战线，革命形式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但鲁迅当时生活的北
平仍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反动势力猖獗，斗争极其激
烈。

作者在全文描述了三种雪：一是尚未化为雪的“暖国的雨”；
二是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雪”；三是孤独、自由、奋飞
向上的“朔方的雪”。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被化妆、快速融化的
“雪罗汉”。通过描写北方的雪则是对北方局势的不满，并
认为要像北方的雪一样通过奋斗来争取自由。

作者对三个形象的基本态度似乎也与作者用语的感情色彩，
作者的人生态度相吻合了。

作者表现了对南方局势的担忧，那是被美化和吹捧的一种暂
时假象，是没有生命力的“雪罗汉”而已。并指出，革命不
是那么容易成功，是需要无数革命志士通过奋斗去争取，才
会有光明的一天。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九

鲁迅先生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以致于人们对他总有说不
完的话题，他写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
得淋漓尽致。

《药》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名篇，在这里，不
仅有被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
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

是药？——是人血馒头。

是药？——是愚弄，毒害百姓的鬼话。

不是药吗？——是药。反映苦难，深挖病根，引起疗救者的
注意，是一剂医治社会的良药。

华老栓夫妇对儿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由于当时社会的扭
曲，使他们的爱也变得扭曲。他们从刽子手手中买来人血馒
头为儿子治病，为了这个“药”，华老栓用了一生的积蓄，
为了这个“药”，华老栓把别的事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
但却还“迈步格外高远”。为了这“药”，华老栓弯下了他
那本只不起来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苦涩的笑容。为了
这“药”华大妈不知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
水……可见，当时人们身上的封建思想，是何等的牢固！

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
革命信心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说，其
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
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

文章的结尾处，写到夏四奶奶去上坟遇见了华大妈。当时的
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恰好反映了夏四奶
奶矛盾重重的心理。然而，在平常人看来，一个母亲去给自



己的儿子上坟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又羞愧
呢？——故事发生在扭曲的社会里，而夏四奶奶当时的身份
是：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
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
原因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
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
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
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
羞辱。

鲁迅出关读后感篇十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眷念故乡，
回忆儿时抒情小品文”，在故乡自然景色描绘中流露了“鲁
迅心灵”里一种“深刻恬适回味”。作者在自然景物描绘中，
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情感。

滋润美艳“南方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追求，这
旋转飞腾“朔方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实斗争品格。
在这两幅鲜明对立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个共同哲理：要用
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是雪，却是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暖
国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坚硬灿烂雪花。博识人们觉得他单
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暖国
雨”流露出贬抑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自然现象引起感兴，
而想起来南国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雨”变成“冰冷坚
硬灿烂雪花”北方凛冽严冬，表示了自己不满。开篇这一段
抒情设问，是与篇中这个抒情主旨有机相连。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深
情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中，使
人感到了春天温暖和生活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图后，又绘
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创造而欢愉，也



为雪罗汉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雪”情景描写中，
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深情!美好图景，寄寓了追求
美好理想心境。

柔美江南雪，壮美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
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严冬一样社会勇猛奋战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