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伤逝读后感(精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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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伤逝读后感篇一

这是鲁迅先生写的唯一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小说以主人公
涓生的视角，去描述两人的爱情悲剧。其实我也只是从爱情
的角度去看这篇文章，说来惭愧，以我现在的能力所看到的
东西并不是很多。

我认为这篇文章讲诉的是涓生与子君的悲惨爱情故事。总的
来看，就是涓生理想的幻灭。他们都是在五四新潮激荡下开
始觉醒的知识青年。值得注意的是，子君是在涓生的引导下
觉醒的。但是，子君的觉醒只是部分的，是不完全、不彻底
的觉醒，她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她只是接受了婚姻自
主的新思想，还没有摆脱封建的女子治内的思想。所以，才
有了后面的子君婚后回归生活，不再看书，甚而为了不让被
房东低看给阿随吃的比人吃的还要好。子君变的平庸，我认
为一大部分是因为她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的解放，以为和涓生
在一起就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在我眼中，
子君是有勇气的，她敢于与家里决裂也要和涓生在一起，冲
破了封建势力的重重阻挠，追求他们的爱情与婚姻自由。这
在那个年代是难得可贵的，这样的爱情故事在当时是非常前
卫的。但是，后来子君婚后把整日为柴米油盐的琐碎事而忙
碌着，子君似乎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子君了，和平常妇女并无
二样。于是，涓生渐渐地发现自己无法再喜欢上子君了，回
家成了他的负担。他无法爱上这样的子君。最后，子君离开



了，在涓生说不爱她了之后。 最后的最后，子君死了。至于
她为什么会死，我认为一来她不堪忍受生活给她的种种压力，
二来她仍旧是爱着涓生的，婚姻的失败给子君带来的打击巨
大。但我还是非常欣赏子君，她能够勇敢地和涓生在一起，
也能够决绝地离开。

而涓生，我认为他是软弱的、自私的、不负责任且可怜的。
他与一些友人的绝交不过是谋得心灵安慰，他为了这盲目的
爱，提出与子君同居的想法，后来却又嫌弃子君只顾柴米油
盐不再浪漫，甚而最后说出不再爱子君的话，只为了自身的
逃脱。他没有再去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了。生活的重担压
垮了他，他没有能力给子君更好的生活，爱情，没有物质的
支持，是无法长久的。子君在这场爱情中是处于弱势的，她
至始至终都爱着涓生，爱得热烈、爱得纯真。她为了成全涓
生，选择离开，最后早逝。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很多人都说涓生没有爱过子君，他爱的不过是当初子君身上
那行美好的品质，爱的是自己所影射在子君身上的东西。我
并不这样认为。涓生是爱过子君的。他曾常常期待着子君的
到来，渴望见到她；被子君的勇敢所震撼；子君离开后他还
尝试着营造子君还在的氛围……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
说，“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
奉献她我的说谎。”

涓生一开始就说自己的悔恨，那么他在悔恨什么呢？他在悔
恨自己不能多忍耐几天，再告诉子君真话，甚而不应该将真
实告诉子君。子君当初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没有了爱，
子君便什么也没有了。子君为什么会死呢？一个年纪轻轻的
人，不可能会这么容易地就死掉，唯一的可能就是——自杀。
家庭关系斩断了，再回去势必会遭受冷眼，家里人也不可能
再像从前对她那么好了。在社会上，她无法谋得一个可以养
活自己的工作，还得忍受周围的冷眼与嘲笑。她注定是找不
到出路的，所以，她选择去死。涓生所悔恨的，是他没有了
当初的勇气与坚定，是他将真实展露在子君面前。他所悲哀



的，是他们婚姻的无果和子君的早逝。

子君与涓生的婚后悲剧也反映了当时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社
会若是还没有解放，那么，个性的解放与婚姻的自主是无法
实现的。

伤逝读后感篇二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
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讲述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
君的爱情故事，但结局是一个悲剧。

从社会批评的角度来说，子君的悲剧人生代表了鲁迅在五四
时期提出的一个问题——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从个人批评的
角度来说，子君这个人物暗含了新旧两类女性的影子。《伤
逝》中的子君是以两副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一个是会馆
时期的子君——我们也不妨把她称作恋爱时期的子君——这
个子君在小说中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果敢，有见识，有主
见；而吉兆胡同时期的子君——即同居时期的子君——却是
一个旧女性的形象，怯弱，无知，是带有中国旧时代烙印的
传统女性。

最终子君离世，涓生愧疚，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启示是什么呢？
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

子君死了，为涓生而死，虽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更是子
君把爱情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痴情女子的悲剧。尘世中的女
子，一旦心中有爱，真的可以变得难以想象的勇敢与无畏，
但一旦爱情飘逝时，也足以把一个用情至深的女子打击得一
蹶不振，甚至如子君一样，以死作结。这就是世世代代女子
的不幸。

爱情的消失本来没有错，错的是子君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
子君选择和涓生一起同居，在那个封建时代肯定要承受巨大



的压力，但涓生作为男性是无法体会的。《伤逝》虽说是以
忏悔的形式写的，但是，涓生并无过多的反省，“我已经记
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
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已剩下了一些断片子；
同居以后的一两个月，便连这些片断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
影……”这应该算不上忏悔，假使子君没有死，这份感情是
否还像小说中涓生所祈祷的那样会重来？是个未知数。

爱情刚开始时，涓生说，“……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
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字生，
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此时此刻，
他俩的爱情如玫瑰般浓郁热烈。

而当生活成为常态时，子君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出现，她
必须做饭，做家务，养家禽，甚至和别的妇女口舌，种种的
生活琐事，使子君身上再难有以前的样子，而涓生也开始为
生计而厌倦了恋爱前的种种海誓山盟。这时的爱情，没有了
玫瑰，生活的重负已经覆盖了那层浪漫，面包使爱情出现了
危机。“子君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
出神……”涓生开始“……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
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
忽了。”只可惜他觉悟得太迟了。

激情是一时的，爱情应该是永恒的。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多
半因激情而产生。文中记录“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
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的，
坚决地，沉静的说了出来的话……而且说不出的狂喜……在
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这是子君在涓生激
情的影响下说出的令涓生很震动的话。涓生后来“……照见
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子君答应了涓生
的求婚。

当激情过后，便是“……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
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了解，揭去许多



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的真的隔膜了。
”涓生开始后悔，重负感与厌倦感缠着他，从暗暗不满，到
公然给子君脸色看，再到逃避家并抱怨子君变得累赘，最后
他残忍无情地说出“我老实说罢：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但这于你倒好的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牵挂他的事了……”。
生活的不如意，周围鄙视的眼光，已经在子君的心上刻下了
一道伤痕，而涓生绝情的话，更是往伤口上撒了一把盐，直
接把子君推向了地狱。

涓生和子君不同的爱情观，决定了他们的不同的性格心态及
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压迫和金钱困扰的冲
击下，最终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

涓生和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
相同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对涓生
而言，爱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
彩，爱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所谓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涓
生看来，则是男女间交往分合来去的平等和自由，在冠冕堂
皇的外衣下，掩盖着一种不愿负责任的自私、怯懦与虚伪，
流露出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大男子主义的心态。但对子君而言，
爱则是找一个爱人以托附终身，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她
看来仅是择偶权利的自主而非择偶行为的自由，这就是“我
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令人振奋的
宣言的实质。子君把爱视为生活的全部，把自己的全部身心
和幸福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这种折射着“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古老妇道观的爱情观念，使得她这样一个实践自由恋
爱的新女性亦难免逃脱由尤物到累赘，最终被遗弃的悲剧命
运。

涓生的爱情观是浪漫的，子君的爱情观是实在的，这种不同
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两人心态行为的不同。涓生爱子君不可谓
不真诚——一时不见则惶惶不可终日，仅仅一见心中便极大
地快慰，但浪漫的、为生活要求点缀的爱情观则使他难有应
具的坚强和勇敢；而实在的，为生活找归宿的爱情观则使子君



“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
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浪漫的爱情观则使涓生难免失望，那
含泪下跪，使子君幸福的真挚求爱得逞之后，涓生带有悔意
地以为那是“可笑甚而可鄙的”了；而视爱情为归宿的子君
却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她“逐日活泼起来”，“可惜
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
步”。这种满足使她最终难免趋于平庸，和官太太为油鸡
和“阿随”而无谓地争吵，这无疑会使他俩之间最终出现差
距及至隔膜。

问世间情为何物，谁也说不清楚。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
更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底下的更多内幕，贫贱夫妻百事哀，谁
对谁错众说纷纭，但愿我们能从鲁迅的《伤逝》中看清爱情。

伤逝读后感篇三

从前，我对鲁迅先生作品的了解仅仅局限在课本中学过的课
文，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风筝》。也
许是因为自身阅历见闻不够丰富，鲁迅先生的文章对我来说
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体味，自然也就对此不太感兴趣。《伤逝》
吸引我的原因是它是鲁迅先生唯一以青年恋爱与婚姻为题材
的作品。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看看当时社会背景下爱情是什
么样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涓生和子君自身也存在着性格缺陷，那也是
使他们的爱情死灭的原因之一。涓生在向子君示爱时“身不
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我含泪握着她的手，
一条腿跪了下去……”看来似乎浪漫的举动，涓生回忆起来
竟觉得很愧恧。

这或许是因为在涓生心中仍旧有一定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存留，
认为男子给女子下跪是一件让人惭愧的事。涓生并没有真正
完全地摆脱封建礼教束缚，并没有真正完全地觉醒。涓生在
面对他人鄙夷的眼神时“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



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相较于子君，“她
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
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涓生是怯懦的。涓生还是自私虚伪的。
他想要自救，甚至2次希望子君死掉，“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
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
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
立刻自责，忏悔了。”最后涓生对子君说：“……况且你已
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

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
无挂念地做事……。”说得好像替子君着想，但实际上涓生
不可能不知道离开了他的子君“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
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
”最后或许会归于一座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子君最后的确
死了，就如涓生曾2次期待那样，而子君的死讯涓生竟是从久
不问候的世交那得知的，可见他对子君的漠不关心。子君虽
然高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但是在与涓生同居后，子君转变为家庭主妇，变得软弱了，
很少看书了，“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
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子君的功业，仿佛
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
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会因为油鸡
和房东太太吵开了。

经济的困窘也加速了涓生和子君爱情的消亡。刚开始同居的
时候，两人都寻觅到了幸福，但随着生活压力的袭来，爱情
面临了极大的考验。当涓生失去局里的工作后，他觉得“那
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
较为怯弱了。”“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
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子君的担忧是很正常
的，涓生却对子君的变化心存芥蒂。“菜冷，是无妨的，然
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
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有时狗儿能吃到涓生都吃不



到的羊肉，涓生自嘲“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
鸡之间。”这说明两人的生活已经很贫困了，连基本的吃饭
生存问题都难解决了。在我看来，没有经济基础，爱情很难
维持，没有面包的爱情注定失败，有情饮水饱是不现实的。

总之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影响而成
的。他们的爱情对于现在的青年恋爱与婚姻仍有一定的借鉴
和警示意义我们要从中学习他们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也要吸
取教训，正视生活的挑战。

伤逝读后感篇四

从昨晚掌灯时分，一口气读到凌晨，一遍一遍，再逐字剖析
着，就恍若文中的涓生和子君就是现实中的他和我。早上上
班时，我还拉住一个同事，不管她愿不愿听，也强硬将整个
故事的心理情节给她复述一遍。不知是我讲的字句不漏还是
她也有触语生情的心态，总之，她听得入神，连连称这与现
代的爱情婚姻没有什么区别。我便说，也许爱情原本就是没
有时代没有年龄没有国度的吧。但一想到现实中的他，那个连
“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都不敢说的他，我心里便黯
然了......再回到电脑边，我怎么也坐不住，我听到我心里
仍然在不停地诉说着......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一篇悲情小说。作者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
爱到感情破灭这一年的经历，用涓生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
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

虽然涓生的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社会里，
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他们感情的破灭
似乎还可以归罪于社会解放的过程。那么现在呢?21世纪的爱
情，创造在一个更进步更自由的时代，他们不会再经历涓生
的社会迫害，不必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苦恼，
也无需为求生而象涓生那样“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



手同行，或奋身孤注”的决择。但是，我们今天的爱情，却
因更加自由，一任的梦想还是重复着涓生的故事，一样的爱
了，逃了，最后抛弃他们曾经深爱过的女人，任她们自生自
灭......

从涓生的个性心理描写，我真实地感受到相爱至分手的残酷，
而血淋淋的爱情正是那个提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
造，最后却为了求生而离开子君的涓生亲手埋葬的。涓生因
为尚未忘却的翅子的扇动，这在文中多处提到，而他又以为
他的翅子又因子君“只知捶着一个人的衣角”而比先前颓唐
得多......于是决定“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
灭亡。”在决定着他们只有分离才能开辟新的道路时，他又
意识到“----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
了......”这个时候他有一丝不舍，其实，他早预到子君没
有了他，只有死。因为子君“她自始自终，还希望我维持较
久的生活......”就算这样，涓生还是因为早晨的时间多，
而计划在闲谈中，故意提起往事，似一个隐形的坏孩子，把
那翻在心里折腾过的“所谓不虚伪的真话”对子君说了出来，
而子君听后“她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直
到“子君却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涓生這
才意识到当初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
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恐怕是错误
了，因为子君“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涓生最后
虽然也悔恨和悲哀了，但却只能换来子君永远的空虚，欢欣、
爱、生活已经全都逝去了。这个时候，我想人只有在失去时
才感到存在的可贵，这句话便是真理了。

再回顾涓生对待子君爱情的过程，这里可以看出他矛盾自私
的阴暗面。追求子君的时候“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
腿跪了下去......”，如此经典的场面在21世纪已经视为珍
宝，更何况在那个世俗的年代。也难怪日后竟成了子君温习
的必修课，“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诵。
”。而涓生后来却只当作是浅薄可笑的电影一闪。如此纯真
热烈的求爱形式，竟被涓生自已践踏了。其实我也不怀疑那



个场面的真实，只是很明显，涓生冲动的，甚至是不负责任
的浪漫热情，只能维持到得到子君的爱时，就成了“被质问，
被考验”的负累了。

他们相爱的时候，涓生是这样形容的，“去年的暮春是最为
幸福”，但就算如此愉悦时，他们走在路上，他仍会觉得到
时时遇到别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可见，
子君给他的幸福并没有坚定他的爱情，他的勇气在很早时段
都已经暗地里隐藏着不稳定性。可恨的是，这个时候涓生并
没有显示出在分手时“所谓真话”的.勇气，我想倘若涓生真
是那种“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那么他当时更应该对子
君讲出他的心态，似乎在后来的描述中，他的各种对子君不
满情绪他都有所隐瞒，当然除了分手那一次来了个真实的。
如果在当时寻住所的路上，他也来个真实的表白，或许会让
子君明悟一些，或许将不会有后面的草率同居，更不会淹没
子君死的悲剧。因为当时境态的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坦
然如入无人之境”，子君的爱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执着，
她的眼里只有他，她的世界唯有爱情。

伤逝读后感篇五

《伤逝》是鲁迅探索运用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写作的一篇小
说，这在鲁迅的两个主要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可
谓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笼罩着作者对
于现实最痛苦的揭示，呈现出一种深沉的悲剧性色彩。

《伤逝》是收在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作品，也是他
取材于现实小说艺术探索的后期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作者
以深沉的笔调为“新青年的自由爱情”唱了一曲挽歌，对人
性的残酷真实给予了清醒的揭示。

鲁迅曾经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到“悲剧将人生
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如果从鲁迅给悲剧所下的定义来看，《伤逝》无疑是一部



真正的悲剧。

《伤逝》在鲁迅的小说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是作者第一次
以爱情为主题写的小说，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这之前，作者
曾经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随感录四十》在那
篇小文章中鲁迅指出“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
多女-----的住着”，可是“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中国人向来是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作为“中国人灵魂的孤
独探索者”，鲁迅在文章结束时指出要让“勾销旧帐”，则
必须“完全解放我们的孩子！”在鲁迅看来，从孩子开始似
乎还不至于让人彻底对爱情绝望。但是到了《伤逝》中，两
个青年人涓生和子君，以极大的勇气争取到爱情，却最终只有
“悔恨和悲哀”，这未免让人心生寒意。

如果说鲁迅的《随感录》是一篇启发愚昧的国人摆脱旧的传
统，勇敢的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的话，那么《伤逝》无疑就是
在这个基础之上，揭示出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斗争之后的
悲剧。

伤逝读后感篇六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青年男女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
品，它讲述了一个醒者与未醒者的悲哀故事，全文描述得细
腻、细心、细事无非，尤其结尾那句“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
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
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更是提纲挈领、发人深
思。

在《伤逝》描述的故事里，涓生是醒者，他虽然不致于
象“狂人”那样受众多不醒者的排斥和贬损，但他也同样
有“狂人”般醒者的痛苦。子君是个未醒者的代表，“阿
随”虽然是子君的宠物狗，但它是子君未醒的象征，老观念
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所以，做为醒者为未醒
者疗救病痛，自然不可能“真话”就有效果的，有时适得其



反。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小说《伤逝》中的结尾了。

鲁迅先生经过涓生的手记说：“感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
创造。”他还没说的话是：感情如果不时时更新、生长和创
造，那就必定“伤逝”。听说鲁迅先生写这篇小说的时候，
正是和他的学生许广平结合的时候，这在某种意义来讲，小
说对社会、对先生、对许广平都是个警示。

其实找对象就和炒股一样，必须分散投资，决不能孤注一掷，
并且选择的类型要多样化，不能只关注“基本面”好的绩优
股，或者急功近利地做“短线”，最好能今日买，明天就涨
停；所谓“长线是金”，有时候找对一向潜力股将来可能获
得的收益会远远超乎想像！

如果把女人的相貌、身材、个性、人品等综合起来用数字来
表示其水准的话，那找一个60分左右的对我而言可能就
是“实惠”，而70分左右的则是“现实”，80分左右的
叫“梦想”，85分以上的，就是“梦幻”了。

我这一生都在追求“梦想”，但或许最终还是不得不应
对“现实”吧。

伤逝读后感篇七

我觉得婚姻给妇女们带来了安稳与保障，但让妇女们失去了
卓越的机会。我那里所说的安稳与保障是让妇女们学会了随
遇而安，这种安稳会让妇女们失去远大的抱负和活力，使她
们甘于华而不实的平庸生活。

在《《伤逝》》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傍晚回来，常
见她包藏着不欢乐的颜色，尤其使我不欢乐的事她要装作勉
强的笑容。幸而探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
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和涓生同
居前的子君会看书，会和涓生探讨一些书本知识，她会说



出“我是我自我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的口号，这
在当时是很有个性解放色彩的，这说明当时的子君是有思想
有主见有去理解新东西的。

可与涓生同居后的子君变得沉默了，虽然刚同居时他们是幸
福的，他们会在一齐谈同居前的点滴，但时间久了，加上生
活的紧迫，他们之间的隔膜也越来越大了。有时他们会坐着
相互沉默，或者就是子君对涓生重复说着他们以前的故事，
说得次数多了，以致于涓生对子君所说的故事都能够背了，
也听得烦了。涓生此后宁愿呆在寒冷的图书馆也不愿早早地
回去应对子君。子君一向活在了过去，活在了记忆力里，她
找不到此刻属于自我的自我。

与涓生同居前和同居后的子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呢？我
认为如果一个女性只会为家庭任劳任怨，没有自我的奋斗目
标，那么她的这种家庭主妇的主角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家庭生
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社会每一天都在变化，人也在变
化，你把自我固定在家庭主妇那么小的范围内，你就会失去
很多与外界联系的机会，这样会使自我孤陋寡闻。

如果把一颗心死死地拴在家庭这一根绳上，把神经死死地绷
紧来看住自我的家庭，那么你就会变得敏感起来，变得小气
起来。此外，为了做好好妻子的主角，如果你遇到了什么不
开心的事，你不能够乱发脾气，不能够说出来，只能闷在心
里。一个好的发泄方式，就只能是不说话，做脸色。但这样
的行为，在丈夫看来你是多么的不善解人意，不体贴。在以
前，很多人认为，妇女就应当呆在家里相夫教子，不能再外
面抛头露面，丈夫就是自我的天，就是自我的一切，一切都
应当依附丈夫听从丈夫。妇女们从来都是被定义被思考的。

当子君与涓生的生活泥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子君没有想过
要去改变自我，改变涓生，而是过着像一潭死水一样的生活。
子君当初为了与涓生同居，她与家里断绝了关系，陪同涓生
去租房子时被人指指点点，但子君说出了“我是我自我的，



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便毅然于涓生同居了。

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是被人所瞧不起
的。从子君果断与涓生同居我们能够看出当时的子君是一个
觉醒的知识分子。但到之后，当她与涓生之间已经不存在爱
时，她却缺少了给婚姻开死亡证的勇气，最终选择了郁郁而
终，子君没有想过自我还能够重头再来。

我认为，无论在什么什么时候，女性都应当自我解放自我，
进取地建设自我的心灵，不要用别人的眼光来衡量自我，把
自我从身体中解放出来，抛弃妨碍自我提高的观念，无论是
在工作中还是在主角中都应当与男性共同创造价值。

伤逝读后感篇八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小说短短一万多
字却生动地描写了子君与涓生从相恋同居到爱情破灭的全过
程。语言简短有力，思想内容深刻庞杂。

涓生和子君他们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至上，走个人奋斗
的道路，最后造成了悲剧。

作者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这一年
的经历，用涓生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
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

涓生的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恋爱
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从涓生的个性心理描写，我真实地感受到相爱至分手的残酷，
而血淋淋的爱情正是那个提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
造，最后却为了求生而离开子君的涓生亲手埋葬的。

回顾涓生对待子君爱情的过程，这里可以看出他矛盾自私的



阴暗面。追求子君的时候“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
跪了下去......”。也难怪日后竟成了子君温习的必修课，
而涓生后来却只当作是浅薄可笑的电影一闪。如此纯真热烈
的求爱形式，竟被涓生自已践踏了。

涓生冲动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浪漫热情，只能维持到得到
子君的爱时，就成了“被质问，被考验”的负累了。

他们相爱的时候，涓生是这样形容的，“去年的暮春是最为
幸福”，但就算如此愉悦时，他们走在路上，他仍会觉得到
时时遇到别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可见，
子君给他的幸福并没有坚定他的爱情，他的勇气在很早时段
都已经暗地里隐藏着不稳定性。

总之，《伤逝》中子君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她对爱情的盲目
纯真一开始就奠定了她的`悲剧色彩。涓生的“无爱之爱”又
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加深加快了她的悲剧化进程。

伤逝读后感篇九

鲁迅写的《伤逝》，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我们一起来看
看读者们的阅读心得吧。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伤
逝》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伤逝》这篇爱情小说，我读罢后，是夜未能安寐。

表面上，这是一部凄美的爱情故事(且不说主人公的原型)，
凄美的结局，最终来自于主人公的纠结。

故事大致分为三个部分：1、爱情美好的开始。2、面对生活
的彷徨。3、在残酷的现实目前，爱情不堪一击，甚至成为生
存的绊脚石。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彷徨》集中上一篇文章——“幸福的家
庭”，主人公的“目光”最终还是落在了字母a(是不是对应
城市a?)上!他的理想最终被无情的现实击打的破碎不堪!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如一道鸿沟，跨越不过，“彷
徨”而痛苦理想，是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是积极向上
的愿望!

我不知道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如果给“涓生”的未来
推断一下——不是孔已己第二便是闰土第二!

麻痹不振或者甘于屈服!

鲁迅先生的作品《伤逝》选自他的小说选《彷徨》，是鲁迅
唯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做作品。

“五四”以后的青年普遍关心的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伤逝》写的就是子君和涓生的恋爱以及其破灭过程。

小说以涓生的口吻和切身感受来描写两人曾经的热烈的爱情
和最后爱情破灭的悲痛以及悔恨。涓生和子君冲破了重重的
障碍，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爱情和所谓的自由，然后在处
处受到排挤的封建社会现实面前，这两个知识分子并不能仅
仅依靠他们的勇气和“盲目的爱”好好地生活下去。面对着
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两个人各自的思想和性格方面的弱点，使
得两人越走越远，最终出现了“所谓真的隔膜”，使得涓生
对子君的爱情消失了。

事实上，涓生爱上的是他眼中的那个勇敢的、果断的子君，
是他想象中美好化了的子君，他从这样的“分明的、坚决
的”子君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希望，这样的“轻飘飘”的
爱是很不牢靠的，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幸福，然而那
幸福那么虚幻，还夹杂着不安，一旦生活起来，幻想破灭，
爱情也随之消失。子君大概是真爱着涓生，所以她能够为了



爱走出封建，奔向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也只是这
样而已，面对涓生的变化和生活的压力，她渐渐的不安起来，
以至于用不停的“考验”来给自己以信心，然而涓生最后到
底还是对她说了爱情的“消失”，这对于子君来说就是希望
的幻灭，最终子君被父亲接了回去，在他人的冷眼中死去。

涓生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要去寻找新的出路，可是，
并不成熟的他面对着黑暗的社会，也只能是摸索着前进，他
对于子君的去世感到强烈的自责和悔恨、悲哀，小说的最后
写到“我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
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
导……”，虽然所说的是，他不想面对黑暗，只想用遗忘和
谎言来掩盖，不让自己的真实露出来，事实上却是对于黑暗
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控诉。

小说一如鲁迅的一贯作风，及其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问题，
在黑暗社会中，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它的最终解决，不能仅靠着个性的解放，它只能是整个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

涓生和子君，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与脆弱，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小说短短一万多
字却生动地描写了子君与涓生从相恋同居到爱情破灭的全过
程。语言简短有力，思想内容深刻庞杂。

他们相爱的时候，涓生是这样形容的，“去年的暮春是最为
幸福”，但就算如此愉悦时，他们走在路上，他仍会觉得到
时时遇到别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可见，
子君给他的幸福并没有坚定他的爱情，他的勇气在很早时段
都已经暗地里隐藏着不稳定性。文中描述子君的心理活动很
少，我们只能从涓生的想象中来寻找她的影子，但她的形象
却是鲜明无比的。尤其是于她的死对涓生全部的爱更是做了
一个永恒，“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



在我所给与的真实的---无爱的人间死灭了!”而这种美好东
西的毁灭，才更激起读者随之而来的悲情意识，也许这正是
揭示出悲剧人物形象的实质吧，令到我不免再次为之嘘唏心
痛了。

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更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底下的更多内
幕，贫贱夫妻百事哀，谁对谁错世说纷纭，希望伤逝能给我
们带来对爱情更多的思考!”又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加深
加快了她的悲剧化进程。但我们应该值得借鉴的是，既不能
象子君那样爱得失去了自我个性，也不能象涓生那样轻率地
开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足够的水，就不要走进罗布泊。
既然两人决定了相爱，就应该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哪怕结
局是一同灭亡，也要与爱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