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小说读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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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一

《鼠疫》对我来说不是一本好读的书，阅读它仿佛在一座信
息量巨大的迷宫中行走，时不时便可能遇见一笔极有哲思且
精彩的描写。在新冠疫情已然肆虐全球近一年、并在短期内
不太可能结束之时阅读这本书，我更加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书
中所描绘的情感与氛围，只是，我现在还无法感同身受结局
疫情消散后人们的心情。

以“上帝视角”来看，不论一个人曾经为社会做出过多少贡
献，他的死亡，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再会对世间造成太多显
著的影响。在书中，个体人物的死亡带给周围人的震惊与痛
苦，对比整个社会命运不急不缓的走向对此作出了印证。

但我仍然欣赏加缪的立场：哪怕刽子手的镰刀再锋利、哪怕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杀人”，我们还是应该选择站在受害者
一边，为他们发声，这至少能带给人更多的安宁。天灾人祸
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
那会是灾祸。

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逊，
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
灾没有可能发生。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象
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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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人自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
而自认为有权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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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二

很多时候，我觉得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实，多读书可
以更多维了解世界。读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把现实和小说
对比碰撞一下。近几个月爆发的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认清了
这个世界，认识了自我。于是我翻看了这部经典小说《鼠
疫》，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这本是一本虚构小说，现在却成了现实主义写照。作者对人
性的洞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有理有据。但是现实永远比小
说更荒诞，现实中存在着那些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连
小说都不敢写，写了也会被屏蔽。所幸，这个社会上里厄医
生、塔鲁志愿者这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发生的那些荒诞事件，也只是些让人震惊的个例。世界本就
是荒诞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实本身没有什么可预
测性。在这种不可预测性下，最重要的就是接受这一现实，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沉着冷静，脚踏实地去对抗这荒诞
的世界，对抗疫情。我们的国家正是如此去做的，我们的人
民也是如此去做的。

《鼠疫》故事的最后，奥兰城的人民战胜了鼠疫，迎来了亲
人的相聚。但是，也有些人，面对已经走得空空荡荡的火车
站台，没有等来想见的那个人，忍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痛
苦、焦虑、绝望、斗争之后，战胜疫情，或许会成为这一个
时代的精神印记。

鼠疫最终只是一个象征，人类历史上面对的各种灾难数不胜
数，战争、疾病、地震等等。需要看清的是，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而生活不止，斗争不止。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三

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某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有人提到了加
缪。是个年轻男孩，比当时年轻的我还要年轻，他说，里厄
医生知道，鼠疫无法被打败，鼠疫也无法打败人类，一切的
血清、特效药都是无效的，但人类的免疫系统自会战胜鼠
疫——可里厄仍然每天出诊，他起早贪黑、鞠躬尽瘁，冒着
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加缪的英雄主义了就是明知毫
无意义也要行动。

在绝望中反抗，在反抗中存在，我们必须如此这般真实地存
在着走向死亡。

我当时很爱那个男孩（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个非常热情的
人），不过他甚至谈不上一丁点的喜欢我。有些人就是这样，
越是感觉不到被爱，就爱得越起劲。这或许可以算是一个浪
漫者的英雄主义，即使不被理解、不被珍惜、不被认可、绝
无温柔可言，也从始至终毫无保留的投入自己。（不是pua，
我没有被pua，任何真实的，复杂的事都不可能贴个标签就被
理解，除了投入自己，我们没有其他理解事物的途径）不是
想要感动谁，不是想要被爱，某些东西只有在完整的投入中
才会被显明——存在的被显明绝不仅仅是去除遮蔽，这是一
场注定失败的绝望战斗：完全的忘我，完全的坦承，完全的
交出自己，你才能仅仅赢得一点回忆。

我仅仅知道自己曾有过一颗年轻而真挚的心。

“他所赢得的，仅仅是认识了鼠疫并可回忆，了解了友谊并
可回忆，体验了温情，而且有朝一日也成追忆，在同鼠疫博
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得的，无非就是见识和记
忆。”

我一直觉得回忆是一条非常狭隘的道路，假如不誓死力争，
到头来，我们的人生会被记忆过滤的连渣滓都不剩。遗忘也



是一种病症，但这样死去的人并非输家，未曾投入战斗根本
无所谓失败，有一首歌里反复唱：“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他不会伤心。”

但还是有人输掉了，故事中有两个英勇的战败者：神父和塔
鲁。

神父几乎失掉了信仰，“无辜的人被打瞎了双眼，一个基督
徒目睹了，就应该放弃信仰，或者接受也把自己的眼睛弄瞎。
”

神父英勇地也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可能也很难说他真
的输了。

塔鲁则是败给偶然性的。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败给了
偶然。这自然让人很无力，但反过来想，既然失败都是偶然
失败，我们大概率是会胜利的，在和鼠疫的战斗中，人类一
定会胜利。法西斯一定会被打败。即使战争延宕多年，代表
公义的一方终归会胜利。人类还将继续前进，说不定有一天
不再有饥荒，无数的疾病都会被攻克——很大意义上，历史
进步主义是无可撼动的真理，但我仍然怀疑它，因为历史的
进步并不是连续的，在它螺旋形的上升中有无数的罅隙，而
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注定坠入那些进步的罅隙中，无法自救。

我们还活着，还能书写和讲述的人都是只有一只手攀着进步
的阶梯，却无立足之地，随时可能坠入虚无之中的胜利者。
这样的胜利太过惨淡，真正投入过战斗的人无法庆祝。

“他本人永远无法获得安宁，正如失去儿子的母亲，埋葬朋
友的男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休战的时刻了。”

我多年前就读过《鼠疫》，前段时间工作繁忙，在非常碎片
化时间里重读了一次，可能是我的心智并不在读书上，读完
之后的见解，并没有超越当时年轻男孩的那一分钟独白。所



以让我非常文艺，非常小清新地结束吧：我爱过的男孩，你
还好吗？我很好。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四

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种痛苦。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
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与阳光之间，贫穷使我不得不相
信在阳光底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使
我知道历史并非一切。这是加缪在诺奖上的感言。

加缪的一生，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这
样的一生，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是集小说家、
哲学家和剧作家于一身的伟大作家。

《鼠疫》讲述的是阿尔及利亚小城阿赫兰的故事，从几只老
鼠莫名其妙地死亡到爆发全城瘟疫、再到瘟疫逐渐退却，在
灾难面前，各色人等各种表现：有只是想做好一个人却始终
恪尽职守尽职尽责的`里厄医生、有追寻圣人之路为瘟疫毕献
经历最后却倒在战胜瘟疫路上的志愿者塔鲁、有想尽办法出
城寻找爱情最后却留下来做志愿者的记者朗贝尔、有信仰矛
盾的帕纳鲁神甫、有一直耿耿于怀于如何描写那位女骑士的
小职员格朗以及在瘟疫中投机倒把一夜暴富最终疯癫的罪犯
柯塔尔等等。

大多数人从最初的恐慌焦虑、痛苦愤懑、孤单寂寞，渐渐呈
现出一种冷漠平淡、沮丧认同、逆来顺受，他们已经完全适
应了亲人的离世、朋友的离别，甚至可以平静地谈论瘟疫的
各项统计数字，仿佛与己无关，鼠疫已经夺走了大多数人正
常感情生活的能力，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撕心裂肺地离别或久
别重逢的喜悦，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以
里厄和塔鲁为代表的一直战斗在瘟疫最前线的那些人从没有
放弃希望，他们内心深处也埋藏着思恋，也有困惑和不安，
虽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爱的追寻，但大难当头却毅然抛却
了心中的那份羁绊，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拯救每一个病号身



上，做好最简单最需要做的就是他的追求。

加缪写这本书时正值法西斯侵略法国之际，法西斯侵略者如
同瘟疫一样，从悄悄侵入到群魔乱舞再到最后的失败，里厄
他们虽然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绝望中蕴含希望、在苦难中
寻找快乐、在荒诞中追寻真理，而他们又知道这种荒诞如同
瘟疫杆菌潜伏在黑暗角落中，还会再次萌生、再罹祸患。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五

《鼠疫》是一篇叙述人们在疾病下关于饥饿、情感剥夺，并
见之于社会性、精神性压力反应下人们呈现的恐慌不安和创
伤认知体验。小说在一开篇就于环境中植入了悲哀的底色，
到毫无征兆的疫情席卷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奥兰城的时候，政
客以病牟利，贩夫走卒抬炒物价翻身，人民终日惶惶于蜗居
中。叙述语境充斥着无助，弥散着渺茫心境的一般框架。

我们的生活本身便是剧院，生活的沉重虽沉浸入水下，但它
催生的紧张感却时刻考验我们生理和精神耐受力的强度及极
限。

记得人本流派的罗杰斯说过：“当看着日落时，我们不会想
去控制日落，不会命令太阳右侧的天空呈橘黄色，也不会命
令云朵的粉红色更浓些。我们只能满怀敬畏地望着而已。”
这句话也暗含了我价值中立的叙述态度（这尽可能完成读者
的图示经验的开放，逻辑自洽的闭环试图在读者这端建立，
也是促成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最终阅读）。
小说面向不是简单的浮世绘，以呈现生活面目来揭示、面质、
达成最后的解决问题——那是畅销小说的一般后果，而理应
是读者会受到哪方面的生活观照、领悟、探索。

在一场灭绝性的瘟疫下，奥兰城官方只关心数据的变化，群
众仍然和爱人拥抱在了一起，幸而还有数鹰嘴豆老人的哈哈
大笑。如果你相信现在你所寻找的希望或积极的东西，相反



在未来有可能都不存在，那么我们在两极的体验终究回归于
中庸，回归于日常生活的现象场。这即是永恒的图示。而这
个感悟，应出自里厄：“我不知道它（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
办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
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关于《鼠疫》小说议题的采择：加缪在对灾难的习惯比灾难
本身更可怕的问题空间下推演出人类对恐惧的偏离本能，精
确投射出基于灾难下社会常模中的一组习得性无助。而基于
此而开展的系列人性的历史性的再现，加缪向我们回答的却
是文本之外——恐惧的强烈决定着人们的亲合倾向的程度，
并引领人们走出晦暗而幽深的人性隧道。

我们就不需要这类的角色期待，更不需要这一类小说。我们
总会这样去记忆的——情绪、情感体验具有两极对立性，人
物角色的世界里有多少高贵的东西就有多少阴影的邪恶。

这是加缪的哲学抱负，通过运用空间知觉及社会知觉，始终
自觉地维持语言整体的绝对信念，全人类坚不可破的生存积
淀——这些带有领悟色彩的认知修正了人们心中的固定倾向。

似乎按一切荒谬即真理这一魔咒，一切经典文本总离不
开“人类永远无法彻底认知的荒谬”来临摹。《鼠疫》通过
塑造的特型人物科塔尔——他认为疫情提供了以逃避正义惩
罚并可实行他的阴暗市场行为的机遇。这令我发现了故事的
普遍现象场——于道德故事中，维持适宜的价值中立，便能
顺利把我们从已知经验中推向一个封闭的选项。然而加缪赋予
《鼠疫》另外一个分量场，即往返穿梭荒诞的现实和理想两
境。文本最终驱动出极致的人文意义——那就是第一句活着，
第二句立即死去的意向行文。这是加缪在《鼠疫》中回答的
道之所在。

《鼠疫》就像一个平行的剧本向我们呈现人性演化出现的退
行性反复，令人诧异的是这些表现均呈现了稳定的一致性。



在灾难症候适应群体中人们总会出现情绪倒错和淡漠，所以
小说需要给文本赋予高级感，如此读者尚能以幸存者的觉
悟——突困于文明和本能野蛮间的龃龉。

通过小说述谓现实境遇，我们在非典后，当下新冠疫情的漫
长适应期，在时间前景的扩散下再现解决生活问题和社会联
接问题上，解决他们取决你采用的是调幅还是调频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