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呐喊读后感 呐喊鲁迅读后感(精
选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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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一

从初中我们就开始学习鲁迅先生的作品，近段时间按重温了
《呐喊》这部小说集，中学阶段我们学过里面的《孔乙己》，
《朝花夕拾》、《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篇目，当时也就
为了应付学习而读一下，根本没体会到其中的含义，现在仔
细一读，才知道鲁迅先生呐喊的真谛。

《呐喊》这一篇小说给我们描述了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
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
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
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鲁
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
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他希望人们振作起来，
希望清醒的中国人民能够唤醒麻木的其他民众，故而以呐喊
为名。

《呐喊》都是以贫苦大众为主人公，而且不同的篇目树立的
形象也不一样，都是当时社会中的典型，揭示了种种深层次
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
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孔乙己》一篇，塑造了一个封
建社会中没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穷困、潦倒、迂腐、麻



木的孔乙己，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摧残下终被封建社会
所吞噬。作者抨击了国民精神的麻木和社会对苦难者的漠视，
同时对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谴责。本篇的艺术
特色在於结构严谨，先是开端，交待了环境和气氛；其次发
展，介绍人物；再是高潮，即小说中心——提示了社会的冷
酷无情。小说经营谋篇，工於匠心。特色之二在於以侧面描
写来塑造人物性格。作品用第一人称“我”——酒店小夥计
耳闻目睹的情况来写孔乙己，他的肖像刻划，对话，经历，
都通过“我”的概括叙述来表现，由此塑造的人物，显得真
实可信，从而把人物描绘的栩栩如生。呐喊，在这个时代，
同样需要；呐喊，在这个时代，同样重要。

鲁迅先生的小说里的主人公形象在我们的社会不复存在，也
让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我们这一代要继续努力，更好的建
设祖国，把中国变成民主富强的世界大国。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二

小说集《呐喊》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阿q正传》、《故乡》等14篇小说，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
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它描绘了辛亥
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总结了辛亥革命
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
人的本质和虚伪，痛苦地解剖了中国沉默的国民灵魂，批判
了国民的劣根性。

其实在我读这本小说之前，我想的是为什么鲁迅的文章会出
现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中？因为对于鲁迅的文章，大概很多人
和我都有一样的感受吧！觉得鲁迅的文章比较尖深难懂。读
他的文章你必须对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所了解，还有了解
他的人生履历，否则是很难在走进他的文章。而且在初中那
会刚好我对历史也不了解，虽然老师给我们解释了，但是也
是断层的，而且作为初中生，大部分人是很难理解那个时代
的苦的。所以即使老师解释了，到课文中我还是不是太理解。



所以在那会儿我就不想学关于鲁迅的文章。他文章中的思想
太深，而且鲁迅比较喜欢用反语、讽刺等手法。如果我们不
懂鲁迅文章中的“梗”，我们就很难读懂。

不过今天我还是选择再次走进鲁迅的文章，一方面因为现在
我走上了学中文的道路，另一方面因为我作为一个师范生。
以上两个原因说服自己，觉得自己有必要走进鲁迅、走进鲁
迅的文章，和鲁迅重新认识一下，改改自己以往的观点。

在《呐喊》这本小说集中，出现在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有
《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社
戏》、《药》等6篇小说。那我就先从这几篇文章说起。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可谓是一个病态的人，一个被封建礼
教残害的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
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好，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体现
的是狂人对封建礼教的反对。在小说中，狂人他看谁都怪怪
的，别人只要一看他或者笑一笑什么的，他就会从头直冷到
脚跟。他还怀疑周围的人都是吃人的人，甚至他最后怀疑到
了自己亲哥哥身上，认为自己妹妹就是被自己的哥哥吃了。
这些都是他病态的体现。其实作者就是就是想通过塑造狂人
这样一个形象来表现封建礼教对当时中国人的残害程度。在
小说的最后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
子……”这句话中透漏着狂人和作者的失望及期望，封建礼
教迫害了当时中国的孩子这是作者对这种状况的失望，同时
作者希望这种状况得到改变这是期望。

这篇小说向我们说明了原来真正的清醒者是狂人，周围的人
才是封建礼教的化身。

《孔乙己》。关于这篇小说，1914年作者鲁迅在这篇小说的



篇末的“附记”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
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是一种生活，请读
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
个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生攻击的时候。
打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
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
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
的人格。”。那些用“小说盛行人生攻击”的话语来批评讽
刺作者的人是想用这样的幌子来说鲁迅。社会的悲哀啊，敢
写敢说的人就成了异类了。

在我初中第一次接触到这篇小说时，当时我没有看懂。后来
老师讲过一段时间后我对这篇文章的印象也仅剩“孔乙己”和
“茴香豆”这两个词。今天再次读它时我已是大学了，终于
从两个词变为了三个词，多了一个“同情”。

为什么说又多了一份“同情”呢？因为孔乙己是一个身材高
大、脸色青白，皱纹间夹些伤痕、有花白的胡子、身穿长衫
的老人；性格上，好喝懒做。这样的一个人在封建思想和科
举制度的毒害下，精神迂腐不堪、麻木不仁，最后被封建地
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怎么不叫人心生同情呢？这篇小
说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对人的残害，具有反封建意义。

《故乡》。每个人对于故乡的记忆都是不一样的，独特的。
那个我们曾经的故乡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的就只剩下记忆了。
就像这篇小说中，“我”再次回到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一
切都物是人事事休了。就连曾经最要好的伙伴“闰土”都都
对我多了几分恭敬，那种距离感让人心痛。

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塑造“闰土”和“杨二嫂”这样的人物，
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生活痛苦的现实，表现
了作者痛惜那样的社会对纯真之人的迫害和扭曲，表达了作
者对那样社会的不满及希望创造新新社会的情感。正如作者
在文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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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名字来源于“闲话体题言归正传”。
作者在这篇小说的序中对这篇小说名及阿q名字来源做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解释，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小说中
作者塑造一个可怜、可悲、更可恨的一个阿q形象。可怜在于
他经常被别人欺负，可悲在于在那样的社会中除了干活时人
们想得起他外，其他时候都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可恨的是
他对吴妈的行为，受气之后欺负小尼姑。不过他也有值得我
们学习的地方——“精神胜利法”，这也许是弱者无能的表
现，也许是乐观者对人生的态度。阿q是第一个也许的代表人
物，希望读者都是第二个也许的运用者。

作者通过对阿q这样一个饱满的人物的描写，批判了封建、保
守、腐败的社会，揭示了旧中国农村人们的生活的场景和他
们处于一种病态的状况。

总之，《呐喊》是一部很有深度的小说集。里面塑造的人物
都是丰富多彩的，不过总的来看都是对乡土人物的塑造。作
者借助他们，描写了那个病态的社会的种种病症，希望能唤
醒那个时代正在沉睡的人。多么有家国情的一个文学家啊！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三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呐喊》，它使
我对旧社会有了许多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有许多感悟。

《呐喊》这本书收录了鲁迅爷爷在1918～1922年间创作的十
余篇中短篇小说。这部作品真切展示了中国从辛亥革命
到“五四”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民众生活画卷，刻
画了阿q、狂人、孔乙己等一批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当时社
会上种种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深刻剖析了腐朽的封建制度



和观念，表达了鲁迅爷爷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渴望变革
社会现状的迫切愿望。

读了这本书，我还了解到鲁迅爷爷擅长以“白描”手法塑造
人物和勾勒场景，他三言两语则人物呼之欲出，场景历历在
目，鲜明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我一定要学习鲁迅爷爷炉
火纯青的写作技术，来补足自己写作的不足。

鲁迅爷爷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直在奉献，他那些等身的著作，
我相信一定会流传千古。

同时我也要建议大家多读读鲁迅爷爷的著作，一定会对我们
今后的学习有所帮助！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四

鲁迅的小说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它
以无穷的魅力，风行了大半个世纪，至今不衰。鲁迅的许多
名作已成为初高中语文课的必修文章，为了帮助广大同学更
好的理解鲁迅的小说，本栏目将在五期中向各位同学简要介
绍并评论鲁迅三部小说集中的全部作品，这三部小说集就是
大家熟悉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在本期中，
首先向大家介绍鲁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呐喊》
收入了鲁迅先生1918-1922年所作的15部小说。后来作者抽出
去一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更名为《铸剑》），遂成现
在的14部。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痛
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以下介绍《呐喊》的内容。

在《呐喊》自序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了反
应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从事文艺活动的目的和态度。同
时也说明了这些小说的由来和起名的原由。作者从学洋务、
学医、走科学救国之路，到推崇文艺，把文艺做为改变国民
精神的武器，表现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求索救国救民
道路的'精神历程。本篇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理解本



集小说的内涵，及意蕴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写作上，本
篇自序文笔清新老到，周密流畅，震人心魄又引人入胜，读
之使人欲罢不能。其语言风格充溢着鲁迅独特的个性，具有
极强的艺术魅力。

呐喊的读后感李文天600字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五

《呐喊》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创作的
小说，这本小说会让你有深深的感悟!

《药》则体现出了一个民主的愚昧和无知，其中的环境描写
介绍似乎就是当时世道的黑暗程度与动荡不安，让人们深深
对自身无知而感到可悲!

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经过我们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和伟大的领袖共同努力
才走来的，我们要继续努力学习，让中国更加强大!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六

鲁迅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家之一，相信大家对他都是熟悉的。
他写了非常多的作品，例如《朝花夕拾》、《呐喊》、《彷
徨》、《坟》等等。

但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呐喊》因为它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
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
析与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与
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我觉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鲁迅先生就是以
这样的方式来反映当时社会对文化的轻视与一种可悲的社会
现象，对旧时文人迂腐可悲以及自命清高的鄙视。从文章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无耐与不满，以及对当时
社会的绝望。

让我们一起呐喊吧，向社会呐喊，向生活呐喊，把我们的'国
家变得更加富强。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七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读了这本小说集，读者有何感悟?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
理呐喊鲁迅读后感，一起来看看。

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
《药》，《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
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
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
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
中华雄威!



要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呐喊》当居首位，真的，一点
也不夸张。不论是《孔乙己》中的主角;《药》中的华老栓;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还是《阿q正传》中的阿q，都能跃然
纸上。《呐喊》是鲁迅先生经典小说集，更是中国的名著。

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精神脊柱，他在《呐喊》中
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
这八字深深包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怜惜和悲伤。

曾记得，那个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
而又向往上流阶级生活的孔乙己。他在酒店是人们取笑的话
题，在生活中他以偷为职业。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竟
被打断了腿。孔乙己的死，不正象征着中国教育的堕落吗?我
还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他们可供炫耀的惟有学问而已，可
学问在世人眼中又算什么呢?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方面仅寥寥
几笔，但细腻地刻画出了一个落魄书生的形象，不知感染了
几代人。

曾记得，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那个“一望
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地上，带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作者
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点头哈腰的。将当时人民在受到封
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展露无遗。

《药》则体现出了一个民主的愚昧和无知。其中的环境描写
似乎就是当时世道的黑暗程度与动荡不安。让人们深深地对
自身的无知而感到可悲。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呐喊》中的哪部小说的话，我肯定毫不
犹豫地选择《阿q正传》。《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
表性的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是因为它“写出
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阿q性格极其复杂：他质朴
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他对权势者有
着本能的不满。阿q由于受剥削受压迫而要求革命，又因为受
愚弄受毒害而落后，最后还是被迫害致死。阿q其实只是旧中



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在未庄，阿q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他专
做短工，穷得只有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是弱者，受了
他人欺负却又要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d;他挨了打，常用“儿
子打老子”的话来安慰自己，在精神上求得胜利，用以自宽
自解，自欺欺人;他还常为生计发愁……野蛮的压迫剥削使他
贫穷;深重的愚弄毒害更使他愈发麻木愚昧。他的“革命行
动”竟是去静修庵里胡闹。所以说，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地位
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了。这也是就中国人民的
最大弊病。

在我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之后，鲁迅先生的《呐喊》却仍
让我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在鲁迅的作品里，尽是他那
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尽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
的言语犀利，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
制度。啊!中国，快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鲁迅先生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如此值得让我们这些后辈
敬佩、模仿。所以，鲁迅先生的名作也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
鲁迅先生在《呐喊》中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
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以及对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从《孔乙己》里面领悟到：鲁迅先生的本来目的是要表现世
人的凉薄，我却从中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自尊心强却无地
位，可供卖弄的惟有学问而已，可是学问在世人眼中算什么
呢?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方面并非象西方小说那样大段大段的
描写，而是抓住最具特点的地方寥寥几笔传写精神，这就是
他写作的独特之处。《孔乙己》中写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
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
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酒店是人们取笑的笑柄，在生活中他
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了个半
死，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像《故乡》时那个见什么人说
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
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
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



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
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
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
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
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
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
昧，迷信，麻木，茶客们的麻木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
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而
《狂人日记》的优秀之处在于他用了日记体和精神病人的内
心独白这种手法。狂人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是先觉者的形象，
而且庸人不加分析地就认为他说出真实是一种威胁，尽管那
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我们活在谎言中，还有就是对
他恐惧的也多是这个社会的被奴役者，但他们不仅不理解他，
反而本能地就认为他追求真实和人道是不正常，拼命地想让
他从青春期的发疯状态恢复到适应社会认可社会潜规则的正
常状态，果然他最后“赴某地候补矣。”可见统治阶级的意
识形态已经与普通的庸众合流。从而，维护黑暗的已经不仅
仅是统治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他们对真实和反叛本能地
恐惧。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呐喊》中的哪部小说的话，我肯定毫不
犹豫地选《阿q正传》。自然，就象哪部是金庸最好的小说，
人们争吵不休没有定论一样，对于哪篇是鲁迅最好的小说，
人们肯定也有不同看法。但《阿q正传》得到了最大多数的认
同应该是事实，而且也成了世界名著。那么这部鲁迅的最长
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是他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
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他的语言总是独特而又给人予
深刻的印象，但在本篇小说里表现得尤其突出。《阿q正传》
中的阿q，由于受剥削受压迫而要求革命，但又因为受愚弄受
毒害而落后，不能真正觉悟，最后还是被迫害致死。阿q是旧
中国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在未庄，阿q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被人叫着阿q。他是勤劳，专做短工，但穷得只有一
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是弱者，受了欺负却又欺负比他更



弱小的小d;他挨了打，常用“儿子打老子”的话来安慰自己，
在精神上求得胜利;他常为生计发愁，而关于妇女和婚姻，他
还要“合乎圣贤经传”。野蛮的压迫剥削使他贫穷无奈，深
重的愚弄毒害更使他愚昧麻木。从他深恶革命到“神往”革
命，都表现他对革命对象，革命目的等的认识都是极其模糊
的，是小农经济的闭塞短浅的心态。他的革命行动是去静修
庵里胡闹。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时，他恨假洋鬼子，却又
恨起造反来了，这些都是阿q想革命却又愚昧不觉悟的表现。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
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
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
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
势利，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摧残……反映社会的真实面目，
也让当时的人民醒觉起来，对抗社会的黑暗势力。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八

要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呐喊》小说当居首位，真的，
一点也不夸张。不论是《孔乙己》中的主角；《药》中的华
老栓；《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还是《阿q正传》中的阿q，都
能跃然纸上。《呐喊》小说是鲁迅先生经典小说集，更是中
国的名著。

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精神脊柱，他在《呐喊》小说中
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这
八字深深包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怜惜和悲伤。

曾记得，那个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
而又向往上流阶级生活的孔乙己。他在酒店是人们取笑的话
题，在生活中他以偷为职业。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竟
被打断了腿。孔乙己的死，不正象征着中国教育的堕落吗？



我还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他们可供炫耀的惟有学问而已，
可学问在世人眼中又算什么呢？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方面仅
寥寥几笔，但细腻地刻画出了一个落魄书生的形象，不知感
染了几代人。

曾记得，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那个一望无际
的碧绿的西瓜地上，带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作者时欢喜
而又凄凉的神情，点头哈腰的。将当时人民在受到封建势力
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展露无遗。

《药》则体现出了一个民主的愚昧和无知。其中的环境描写
似乎就是当时世道的黑暗程度与动荡不安。让人们深深地对
自身的无知而感到可悲。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呐喊》小说中的哪部小说的话，我肯定
毫不犹豫地选择《阿q正传》。《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
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是因为它写
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阿q性格极其复杂：他质朴
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他对权势者有
着本能的不满。阿q由于受剥削受压迫而要求革命，又因为受
愚弄受毒害而落后，最后还是被迫害致死。阿q其实只是旧中
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在未庄，阿q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他专
做短工，穷得只有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是弱者，受了他
人欺负却又要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d；他挨了打，常用儿子打
老子的话来安慰自己，在精神上求得胜利，用以自宽自解，
自欺欺人；他还常为生计发愁野蛮的压迫剥削使他贫穷；深
重的愚弄毒害更使他愈发麻木愚昧。他的革命行动竟是去静
修庵里胡闹。所以说，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地位并沉溺到更为
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了。这也是就中国人民的最大弊病。

在我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之后，鲁迅先生的《呐喊》小说
却仍让我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在鲁迅的作品里，尽是
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尽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



他的言语犀利，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
建制度。啊！中国，快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九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呐喊》，它使
我对旧社会有了许多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有许多感悟。

《呐喊》这本书收录了鲁迅爷爷在1918～1922年间创作的十
余篇中短篇小说。这部作品真切展示了中国从辛亥革命
到“五四”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民众生活画卷，刻
画了阿q、狂人、孔乙己等一批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当时社
会上种种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深刻剖析了腐朽的封建制度
和观念，表达了鲁迅爷爷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渴望变革
社会现状的迫切愿望。

读了这本书，我还了解到鲁迅爷爷擅长以“白描”手法塑造
人物和勾勒场景，他三言两语则人物呼之欲出，场景历历在
目，鲜明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我一定要学习鲁迅爷爷炉
火纯青的写作技术，来补足自己写作的不足。

鲁迅爷爷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直在奉献，他那些等身的著作，
我相信一定会流传千古。

同时我也要建议大家多读读鲁迅爷爷的著作，一定会对我们
今后的学习有所帮助!

鲁迅呐喊读后感篇十

鲁迅先生是我很崇敬的一名作家。他笔下的“三味书
屋”、“闰土”、“社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这些
文章就像小草一样清新自然。可他的另一本小说集《呐喊》
却像声声惊雷，在那个陈腐黑暗的年代唤醒了许多“铁屋
子”里的清醒者，让黑暗的旧社会有了反抗的力量与希望。



《呐喊》是拯救民族，为革命先驱助威的号角，是让沉睡者
觉醒，让勇士们振奋的战鼓！

鲁迅原本是要学医拯救病人的生命的。可在那民不聊生、战
火纷飞的年代，手术刀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把手中
的刀换成了拯救国人灵魂的“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揭
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
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课堂”里爱心大使李连杰叔叔说我们这
一代的任务是继承五千年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把它们发扬光
大。让我们祖国不但国富民强而且精神上也要站在世界顶端！

是呀，我们盛唐时期，一走出国门，迎来的都是崇敬羡慕的
目光。比如唐僧。外国人一听说是中国来的，都会赞叹
道：“您是大唐来的高僧啊！”语气是多么崇拜向往啊！不
像前些年我们去日本。导游不敢给我们发队帽，他怕我们大
声喧哗，在外国人跟前丢了中国的脸；还老提醒我们在公共
场合不要拥挤、插队；男同胞上厕所要“上前一步”……可
见我们在老外的眼中素质是多么差啊！是呀，这些年我们的
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但精神文明没
有跟上。这就像一个跛脚巨人，是无法跑到世界前列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