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小说读后感(通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一

要说这本书，其实很简单，就是作者以一个旁观人的角度描
述了发生在阿赫兰（位于阿尔及利亚）的鼠疫的故事。文章
以一名叫做里厄的大夫为中心，完整地记述了鼠疫的开始和
结束，以及面对鼠疫，政府的处理和不同人对于鼠疫不同的
反应等等。

其实这本书现在读起来，真的可以说是很应景了。比照发生
在武汉的疫情，阿赫兰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疫情的发生，
让我们感叹国内的国内基础卫生建设的不足的同时，也感动
于那些无数为了人类生命而默默付出的各种工作人员。但是，
在《鼠疫》里，是真的在写鼠疫吗？作者其实是在透过鼠疫
来描写人性。

也许是没有看过太多这种一边叙事，一边长篇阔论的写法。
起初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乏味，故事读起来缺乏
抑扬顿挫，而且还加入了太多作者自己的想法，让我总是看
着看着就出神，回过头来，已经不记得之前故事发展到哪里
了，即使到现在，我也还是记不太清楚这本书里到底出现了
几个人物。这也是我给本书4星的原因。但后来的描写和记述，
特别出彩，一下子把整本书的level提高了不是一两个层次。
可以说，也正是作者站在旁观者角度的思考，让我觉得他在
写对于人性的思考。

读了本书，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的一条线索就是面对鼠疫，人



们的心理变化过程。在鼠疫最开始发生的阶段，人们是满不
在乎，到后来城市被迫封锁，人们的的惊慌失措。“鼠疫带
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流放感”。封闭的生活，与亲人
无法相聚的痛苦，“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
忆往昔而生活”。以及到后来经历了无数具尸体的掩埋过后
的麻木。“里厄是在注意到朋友们和他自己身上正在滋长一
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时才发现这一点（极度疲劳）的”。到最
后，鼠疫的突然消失，人们各种的欢乐。“在各种咖啡馆的
柜台前都挤满了同样兴奋的人群，在他们当中有不少搂搂抱
抱的男女在大庭广众面前毫无顾忌。人人都在开怀大笑。”

疫情全面爆发，天天都只能呆在家里，还收到了同学从日本
寄来的2盒口罩（大概100枚左右），因为国内那时已经买不
到口罩了。天天刷着微博，看着每天以指数增长的感染人数，
起初还朝我妈大喊大叫，后来竟也就没有那么有所谓了。已
经感受不到，所谓的死亡是一个人死了，这件事情发生了几
百遍的心情。我常常会因此觉得人性可悲，悲伤难过的事情
发生的多了，天性使然，我们的身体会学着适应，会变得麻
木，人会变得不堪。失败的多了，我们就会习惯，但同时也
会痛恨着自己的麻木。

鼠疫，真的只是鼠疫吗？“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
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
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
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
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
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久流放。”这真的是在讲鼠疫吗？我
想我们都已经心知肚明。如今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思想，也存
在着各种“站队”。在如今这种鱼龙混杂的时代，对我们每
个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更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
有自己的准则，不要成为帮凶。清醒的人都是痛苦的，人生
已经如此艰难，我们至少要做到心中有一片天空是一尘不染
的。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二

加缪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在第一次翻开《局外人》时，就深有体会。

文字冷漠又残忍的掀开人类良知的黑暗面，置身于孤独之中，
你深有体会，我在加缪的文字中忏悔，我想，能顺利从加缪
文字走出来的读者，想必不容易。

《局外人》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对荒谬现实的深刻揭示，而
它之所以有这种现实的力度，则因为它是加缪早年生活经历
的积淀与结晶。加缪自称，他曾经追踪旁听过许多审判，对
重罪法庭审理的一些特大案件非常熟悉。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本书，现在终于翻开，也算
是对这场洪涛巨浪般的战争中回忆。加缪在一开头用极具他
风格的文字技巧在这场鼠疫中渲染了苏木有空不的气氛，比
如，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
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可能都有相通之处。任命官田，一开
始谁都不敢相信，也不想相信这一悲惨的事实，这是人性。
但是如何面对它，是这本小说师徒告诉我们这些后人的。

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
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
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
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鼠疫在人们的讨论中已经不再是折磨人
心智的病毒，而变成了深植在人类良知里的基因，它不会消
失，在每一个时代的都一个节点，它都会冲破枷锁，爆发可
怖的面貌考验人类。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三

痛苦与安宁，认识与回忆！

“可鼠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阿赫兰阴晴不定的天空下，寒冷的星幽远而深邃，俯瞰着房
舍闪闪烁烁。倦意躺在天台地面的水洼里，白色的衣角被风
颠着，卷起的毛衣袖口放纵着劫后的春寒料峭，将复杂的思
绪抛起又接住。不知站在阳台上的里厄医生是否又想起了最
后病逝的战友和在疗养院离开的妻子，以及消失在过去十三
个月里所有人。

“可，生活又是什么？”

是那个被鼠疫折磨到没有力气哭泣的孩子么？是奥利法官面
对鼠疫悲哀到麻木的平静么？是那间明明躺满了呻吟着的病
人却死气沉沉的集中医院么？是士兵不得不持枪闯入居民家
里带走患者的混乱与无情么？在鼠疫的浪潮下，死神的手将
成千上万的人揽进了地狱。它公平而又偏颇——无论何等的
地位，成就，一切人都有可能被瘟神的红色长矛敲中门扉，
但是苦苦救赎与沉溺混乱最终一个待遇。失去和悲伤的句点，
仅是生活中的一点不起眼的水花罢了。劫后的灯火与欢庆又
是其不动声色的续章。

生活所有数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痛苦与欢乐，都如同
阿赫兰的这场鼠疫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也没
有人知道他会带走什么，又将带来什么。卷入其中的人们最
多仅仅像里厄医生一样，谨慎地做着该做的事情，架着一叶
扁舟，平凡而又胆颤心惊地过着，走着，笑着，祈祷沉重的
波浪不要将小舟淹没。

晚风送来远处烟火的色彩，眼角的皱纹将恍如隔世的小城纳
进了时间里。或许从前熙熙攘攘的喧嚣，是如今最为浓烈的



渴望。生活带来了一切未知和变故作文，何为痛苦，何为安
宁，一切不过冷暖自知，人的悲喜并不互通。无论将生活拟
作什么，都是最贴切的比喻，这不过是一个舞台，我们才是
上面的演员，品尝剧情的五味杂陈。

在外地记者朗贝尔费尽心思即将逃离疫城的那个午夜，出于
不知从何而来的归属感，又或者是怜悯，他披着夜色回到了
诊所。朗贝尔不是英雄主义的产物，仅仅是一个绞尽脑汁逃
离的异乡人，但他已经与阿赫兰息息相关。奥利法官误押在
了隔离区，离开时却选择留下，只是觉得这离死去的孩子更
近一点。红衣法官也并非悲天悯人的象征，不过找不到退回
家的路了，他的选择平静而悲哀。

那么主角就会是军人，如果他的背景是火灾，那么它的主角
可能是消防员，如果生活的背景是现在，那么你我也无法推
卸责任。生活留下了辙痕，没有人能铺平这颠簸。在摇摇晃
晃的车里，在崎岖不平的泥泞道上，认识了一只死在阳光下
的老鼠，认识了一个完整的阿赫兰城，留给守望者的是认识
的回忆。
在顾城的童话诗中，有一只终日冥思苦想痛苦与幸福的乌龟，
却因一粒吹进了眼中的沙而顿悟。加缪笔下没有树，没有花
园的港口城市被流放，一个哮喘缠身的老头整天倒腾两个小
锅中的鹰嘴豆。背对着窗户，平淡的评价：“那究竟是生活。
”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四

能让人联想到今年年初我们国家的疫情，而通过它的描写能
让人感受到这个过程的残酷和绝望，但是即便是如此走投无
路的境地，tarrou还是会说如果除了鼠疫之外我们什么都不在
意了，那我们奋斗的价值在哪里，这段对话的描写解开了我
自己很多年的一个心结，对在很多困难处境中又看不到希望
的人都很有开导意义。



如果他们也可以早点看到这本书，可能在这个困难的处境中
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吧。还有当tarrou因病去世后，医生rieux
又收到了他妻子的离世的电报，这一段鼠疫时期看过了太多
死亡的rieux在鼠疫快要结束，在希望最接近他的时候却收到
了两个他最亲近的人的死亡通知，而他的反应却是极其平静
的看向窗外，但是却比任何歇斯底里的悲伤发泄都震撼人心，
反抗是没有尽头的，所以结果怎么样仿佛并不重要，“逝者
已逝，但那些温情脉脉的片段，却能在内心最深处留下磨灭
不掉的印迹。”这本书没有太多温情的描写，但是能看得出
医生是个很温柔又坚韧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拼尽全力地带着
逝者留在他生命中的各种各样的印记努力地往前走。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五

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
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
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他自己表
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
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
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
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出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
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
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
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方式和
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些日报上的新闻。

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
常了。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
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

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
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作斗争，宁愿人们不要抬眼



望青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

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
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
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
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
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
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
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
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
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
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是的，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
楷模加以效法，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
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居下无双的英雄，他没有别
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
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
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
能在此要求之后。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
弃的东西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