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乡鲁迅读后感 鲁迅故乡读后
感(实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一

高超的医术救苦救命远远是不行的。于是，他弃医从文，他
要用自己的大声《呐喊》唤醒沉睡的国人，实现社会的革命
和进步。

人。“多子多福”的`封建观念，苛捐杂税的摊派，兵匪及官
僚的盘剥，是闰土家庭的生活“苦”的无法形容，问一句说
一句，简直形同木偶一般。还有“豆腐西施”杨二嫂由一个
美丽的女子变为一个庸俗、自私、刻薄的人。

面对现实，鲁迅先生不由自主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大
声“呐喊”：要人们冲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
推翻“吃人”的社会，“去寻求别样的人生”。

，也便成了路”，有了希望和不懈的努力，相信成功的路就
在不远的前面！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二

所以“优根性”与“劣根性”的对立，就从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社会的'黑暗与否：当奴性大于抗争，就是“麻木黑暗”的
社会；当抗争大于奴性，就是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新时
代”，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交替中前进的。



很庆幸，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是一个抗争大于奴性的时代。
但其实似乎也没有可庆幸的，说不定何时它就会像美好
的“故乡”一样轰然破碎，或者说它早晚会像“故乡”一样
崩塌......

看，在当今社会，人们仍旧有“劣根性”的表现么？高铁霸
座、围观打架、造假碰瓷、文物刻字......这些事情的本质，
与所谓的旧社会“围观鬼子杀同胞”又有何区别？悲观来说，
我们根本无法摆脱黑暗......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三

鲁迅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一生已
笔代剑，战斗一生，影响深远，写过许多的著名小说，如
《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我这次看的小说
《故乡》就是一篇著名小说。

可悲之人。

，我能感觉到深深的幸福，我生活的.这个社会没有饥荒，也
没有苛税。我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更加会
好好珍惜。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四

很多时候，文化的芬芳在乡土，不在别处;很多时候，文化的
隔阂也生在乡土，无所遁形。

都说许多人难以接受鲁迅笔下的民国，宁可是去读梁实秋先
生的作品了。也难怪如此，鲁迅先生写实，容不得人们的半
点幻想;梁先生的浪漫，却正好契合了逃避现实人的心
思——“躲进小楼成统一，管它春夏与秋冬”。

鲁迅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故乡，但因为时代的变迁与发展，故



乡生出了两个不同的模样。他以细腻的抒情笔调描写了少年
闰土活泼英俊的形象，娓娓动人地叙述“我”和闰土三十年
前的一段交往。接着又精细地刻画了阔别三十年后的闰土的
面貌、衣着与动作。全文至此，作者都是以温柔而最亲切的
笔触进行刻画与抒情的，而当进行到闰土的巨大性格变化而
透露出我少年玩伴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与不幸时，作者心情是
沉重的，这陡然而下急转峰变的情形让作者不知所措的同时，
内心又寄托了他的希望与感慨。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
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农民
百姓除了等待变革来改变这种悲惨的现状，别无他法。

记得一处令人难以忘怀的叙述，主人公还是闰土——“闰土
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
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
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入手于少年闰土那机灵活
泼的状态与现在的麻木冷漠逐一对比，时代背景下的人世百
态尽显。因是《故乡》收寻于《呐喊》中，这短篇小说其中
的单篇便更显力量，沿着《狂人日记》《药》《头发的故事》
《风波》后便到了《故乡》。此故乡的《呐喊》带给你阵阵
凉意，似乎它是收录了之前所有的不幸艰辛与惨淡加以冷漠
继而平静地铺述出来的。像是《围城》中那句:“忠厚老实人
的恶毒带来的会是一种让人未曾料想的伤痛。”而故乡这片
挚爱的热土便给鲁迅这种“未净的刺”而深深扎入其内心深
处最柔软的那部分去了，从未预期，因此剧痛，说的应该就
是如此吧。

故乡从他走的那一刻开始就陌生而孤独了。冒着严寒，回到
相隔两千余里别了十多年的故乡，鲁迅从骨子里感受到故乡
的这份孤独，他知道，这里的人可能不止是身体上会冷了，
连思想与精神上也该是无一例外。中国在当时也不就是如此
吗?但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他写自己的故乡，把其剖开来给
大家看目的意义是在于可以更深层次地剖析中国给国民看。
如若不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犯不上为“小说”这样
日夜兼程。鲁迅先生的使命感——要将故乡的孤独与冷漠大



声呐喊得出来好，要将国民与国从愚昧中解救出来得好，要
是这样，便再好不过了。

《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太不容易了。鲁迅用“圆规”去
比喻一个五十岁上下卖豆腐的女人，用抒情与诗意的笔调描
写我的少年玩伴，这般用心良苦，也确实太不容易了。因为
杨二嫂可不是真的圆规，而圆规在那小一百年的岁月中可又
真是个新鲜词。这两者的碰撞与相互修饰不就是那作者精彩
的幽默与反讽了吗?圆规是“我”的主观感受，而又正是这番
主观感受让现实与故事的街接又紧密了几分。而又为什么要
抒情，为什么要诗意?有人说，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
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为了撞击“老
爷”那座冰山。

故乡的冷气应是全中国的冷气了，鲁迅先生坚持用文字晓之
以理却始终吝啬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人是不理智的，鲁迅先
生深谙此理，因此他不会轻易将自己的主观感情显露出来，
更不会随意将其著之批判色彩。故乡太典型了，在道德与情
感选择过程中，真理与价值从来就不是永远只停留在一方的
角度。它不在统治者那里，也不在被统者那里，内心的辩证
是他能够阐述得最多的那个方面。

在那样一个时代，拿出笔来与时代搏斗是极其艰辛的，但鲁
迅先生站了出来;在那样一种境况，与专制思想争“个性主
义”是非常不易的，依然是鲁迅以笔诛伐争针锋相对。在这
个世界上，将错误的思想观念指出并加以批判，那么这个社
会氛围在一时之间也许会变得躁动起来，但在接来无数个日
夜交替而推砌起的漫长岁月里，它将会变得越来越好。能人
若在庸人之上，国可安，家方和，庸人若要在能人之上，人
人都要起来造反，鲁迅先生面对的便是后者，于是他要起来
造反，要起来掀翻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

故乡的孤独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当时的人以冷冰冰的心互相
触碰又小心翼翼地躲避开来，谁也不愿站出来当典例“被挨



打”。如果有一个人夜晚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他的心情应
该是十分踟蹰的吧，想起飘零不定的国家和堕落黑暗的社会，
而他只能作为别人眼中愚蠢的飞蛾，一次又一次奋力地扑向
比自己身躯大亿万倍的火坑……即使当时尝试做的每一次努
力都失败，但我依旧愿意带着对未来的所有期待和盼望将天
空中闪光耀的星光全部洒向那波澜壮阔的大海。

踏梅寻艳雪，落满一身月，招魂向国来，不悔为华夏。故乡
现在应该很热闹了……

故乡鲁迅读后感篇五

《故乡》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
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故乡读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故乡读后感(一)

这些远不够，真正让“我”感到快乐的是在山野风光里的游
乐。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敏感。百草园
是“我”的天堂，这里有优美的风景，神奇的故事，无尽的
乐趣，可以充分发挥孩子们活泼好动、天真好奇以及爱美的
天性，增强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在草木虫
鸟中玩得乐此不疲。

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堪的“紫红”、蜂一与菜花
的“金黄”，聆听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一
与“油岭”的低唱。大自然是如此地吸引儿童，即使身在三
味书屋读书心却飞往百草园。封建教育关住了孩子们的躯体，
却关不住他们天真活泼的心灵。

故乡读后感(二)

看了鲁迅的《故乡》这篇小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闰土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无非就是他那少年与中



年两个年龄阶段的巨大差异和变化了。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以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