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纪念刘和珍君读后感受 纪念刘和
珍君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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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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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刘和珍君读后感受篇一

《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名篇，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杂
文。这篇杂文，充分体现了鲁迅杂文的特点：语言犀利、幽
默，思想深刻，战斗性强，在嘻笑怒骂中给人以美的享受！

《纪念刘和珍君》写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当时轰轰
烈烈的女师大风潮取得大部人的同情，但也有部分反动文人
污蔑这次运动“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激于义愤，鲁
迅先生写下这篇感情深沉文章。全文以的悲愤的感情为线索，
整体结构严谨，堪称同类作品的典范之作。全文没有详细介
绍刘和珍的生平，也没有对惨案的本身发表长篇大论，而是
从追悼会写起，抓住一些细节来下手，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激
越、悲愤的感情，文中不少警句发人深省，震撼人心，说是
神来之笔毫不为过。

叙事简练，感情深沉强烈，从文章本身，我们隐隐可看到一
个忧愤的鲁迅。对刘和珍，作者说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
温和”，但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很温和的人，只不过参加了一
件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做的事，却落得一个横尸街头的下场，
怎能不叫人痛心，而“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
调”，则更是让人寒心，岂止是鲁迅“出离愤怒了”，读到
这里，哪个有爱国心的读者能“出离愤怒”。“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斗士，



当如鲁迅，在“寂寞新文菀”里，在“大野多沟棘”里，
在“风雨漂摇日里”“我以我血荐轩辕”，，奋然前行。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读后感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多
年来已被众多评论者作出过繁多的评说，但一些根本特点尚
未被“读”和“评”出来，而这些根本特点实在是极为宝贵
的，对于我们不断加深对鲁迅作品的认识，从中得到有益的
启发，并且在教学中给予学生更多教益，皆善莫大焉。一提
到鲁迅的作品，我们似乎会立刻想到隐晦、艰深、语句拗口
以及以“战斗”为主要特征。其实也不尽然。他的《野草》
《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文集中的许多文字，或光鲜华
美或曲折隽永或典雅温润，语词优美如奇花异草，散发着特
有的“鲁氏”韵味。即使是他的杂文，虽因时代所限，可能
如鲁迅所自谓“无花的蔷薇”——以“多刺（战斗锋芒）”
为表征，但仍有许多篇章与《野草》《朝花夕拾》等一样，
显现出由深湛的文学修养孕育出的典雅之气。这其中，《记
念刘和珍君》就是典型代表。《记念刘和珍君》虽是杂文，同
《“友邦惊诧”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战斗性
很强的著名杂文一样，最终的旨归在于揭露、批判和斗争，
但风格上却迥然有异。这主要表现在：

一、该文文学意味很浓，是一篇文学的华章该文全篇有多
处“文学性”很强的词句，例如：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
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
语？……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
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
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
一段话创造性地用雅致的词语和句式抒发了狂涛巨浪般的愤
怒和哀伤。读到这些词句不禁令人击掌叫绝：原本不容易合
到一起的两样东西——“美学上来看颇为典雅的辞藻句型”与
“大恸大恨的情感”，竟然被鲁迅毫无痕迹地融合在了一起！

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采用形象。在这里，鲁迅连续创
造了三个鲜明的形象：把众多青年烈士的血写成如江河涨水



般的“洋溢”；把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地狱般的悲凉具象
为“浓黑”的色彩；把自己将要显示于非人间的哀痛物化
为“菲薄的祭品”。这些富有深刻内涵的形象，给予读者的
是更切实的感知和更难忘的印象。又如：“然而既然有了血
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
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
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这一段文字的文学性更强。“血
痕”可以“浸渍”实物，但却不可能“浸渍”人心；会被水
所冲淡，但却不可能被“时光”所洗。

鲁迅的形象创造力极强，联想力也过人，将难写之情形轻易
地驱诸笔端：将刘和珍之死带给亲族、师友、爱人的深切痛
楚形象化为“浸渍”于他们内心的血痕；将因为时移事易造
成亲族、师友、爱人悲伤的减淡形象化为血色由深红褪成浅
红；将至爱亲朋对她的无尽思念形象化为永存在心底微笑的
和蔼的旧影。

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抽象无形的情感和心理体
验“变化”成可以真切感知的形象；而在人世间，人们失去
亲人所产生的情感和心理体验又是极为复杂的，属于最
难“变化”成可以真切感知的形象的事物之一，但鲁迅不但
做到了，而且是创造了连缀的“意象”“意象”。乃高水平
的文学形象，何况鲁迅的这些“意象”又是富有新意的戛戛
独造！这实在是文学“造象”的奇迹！如此的文学建构力，
实在是超群绝伦的。

如上两例充满新异文学意味的文字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还
有不少，在遣词造句上都是那样地令人称奇和回味无穷。鲁
迅的其他杂文也常有文学的意味，常用形象的手法，但是与
《记念刘和珍君》相比，在深度与精度方面都略逊一些。因
此，《记念刘和珍君》应该说是一篇精美的文学的华章！

《记念刘和珍君》通篇有着诗一般的韵律，与其说它是一篇
杂文或散文，倒不如说它是一篇“长歌当哭”之“长歌”



《记念刘和珍君》的确是一首诗，一首歌。不但从以“一、
二、三……七”作标志的大段来看恰如诗歌章节的安排，而
且其内容中有许多语句简直就是诗句。如：“真的猛士，敢
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
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
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又如：“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
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
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
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
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再如：“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以上所引无论从句式的组成
来看，还是从铿锵的音调和沉郁的韵律来读，与大诗人杜甫
的名作《登高》“三吏三别”、又有多少差异呢？与鲁迅的
《悼柔石》《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诗作又有什么
差异呢？细读该文的其他部分，虽然语句较长，但其如诗似
歌的韵致无不极有力度地从字里行间弥漫出来。这些长句浑
浩流转，其思想和情绪一如诗歌般激荡跳跃，比之短句诗歌
更显得意蕴深厚和气势充沛。

其一，鲁迅表达的是尚未“痛定思痛”的悲哀，这种悲哀异
常沉重，因此释放起来“步履维艰”。全文的行文节奏只有
与之应和，方能产生和谐的效果。换句话说，鲁迅尚未“痛
定思痛”的悲哀情绪决定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推进不会像
《“友邦惊诧”论》那样“快步疾行”。

其二，“友邦惊诧”论》写作的核心内容是愤怒和抨击，
《《记念刘和珍君》写作的核心内容是痛苦和愤懑，其
中“痛苦”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两篇文章核心内容的不同
也直接影响到了各自的行文节奏。虽然《记念刘和珍君》抒
发作者痛苦的形式有些是对反动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猛烈揭



露和斥责，其节奏在某些段落表现得不断加快，但从全篇来
看，那种由“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而
透露出的难以遏制的超常痛苦，还是使得文章读来沉郁顿挫，
节奏凝重。内容决定了形式，因此，《记念刘和珍君》在形
式上给读者的感受正是“如歌的行板”。

其三，鲁迅《记念刘和珍君》的思想是异常深刻而全面的。
他的匠心不难体会：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一定要写出
刘和珍的真实性情，坚决抹去反动军阀及其雇用文人泼在她
身上的“暴徒”的污秽（因此必写对刘和珍的回忆）；一定
要写出反动军阀如何虐杀刘和珍的真实情况，坚决揭露反动
军阀的凶残暴行，把这些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此
必写刘和珍被虐杀致死的细节）；一定要写出对于此次事件
的反思和总结，提醒革命者不要用请愿的方式去斗争；一定
要表达出自己坚决支持“真的猛士更奋然而前行”的态度，
给革命者最大的声援。

这种匠心兼顾的范围较大，又不能不用许多叙述性的文字，
而议论需要建立在这些叙述性的文字之上。概括来说，兼顾
面较大而叙述性文字较多的因素也使得《记念刘和珍君》只
能在节奏上“中速而行”，一如柴可夫斯基那首杰出的《如
歌的行板》。文章的形式也绝不是被动地服从内容的，其中
有些形式因素（如节奏）会“荷载”内容的信息。《记念刘
和珍君》的行文节奏“荷载”了鲁迅对烈士沉痛的哀思和如
地火涌动般的愤懑，它与内容一起给读者以感动。有记载说：
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曾使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
老泪纵横；我们“聆听”

《记念刘和珍君》那悲怆的心曲，内心深处难道不会被震撼？
难道不会因鲁迅深挚的思想情感而扼腕长叹、心中泪流？无
论我们把《记念刘和珍君》研读多少遍，“聆听”多少次，
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确是一篇词句精美、“意象”独特
的文学华章，的确是一首音韵铿锵、和着血泪并喷着怒火的
诗歌，的确是一曲用文学形式谱成、“洒泪祭雄杰”以为主



调的动人心魄的“如歌的行板”！过去，我们可能把《记念
刘和珍君》与鲁迅的其他杂文一样地泛泛分析和品评了；现
在，我们应重新捧读，重新评价，不仅要看到它的思想和历
史价值，还要看到其中以鲁迅心血呵成的美学价值，让它在
新时代的文苑中闪烁出原有的瑰丽色彩！

刘和珍，我十分佩服她，因为她不为势力所屈，“反抗一广
有羽翼的校长”；我敬佩她，因为她嫉恶如仇，“却始终微
笑的刘和珍君”；我欣赏她的善良，“她虑及母校前途，黯
然泣下”。刘和珍，虽是一名师范学生，可是她浑身散发着
一种爱国的光辉。她用自己的身躯，诠释着一种伟大的精神。
枪弹刀棍无所惧，誓为中华奉我魂。以笔代刀直插敌人心脏
鲁迅，一位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伟大文人。面对爱国
青年的不幸罹难，作者出离愤怒，但仍有话要说；面对反动
政府“光明正大”的屠杀，作者发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
面对反动文人对爱国女子的污蔑，作者痛斥了他们的恶行；
面对庸人的默无声息，他发出了呼吁——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伟大的中华民族，该觉醒了！他抨击反动
政府吃人的内幕，唤醒庸人的灵魂，给爱国学生以热情洋溢
的赞颂并指出其问题所在。这种伟大的民族使命感使我的心
灵受到震撼，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不能淡漠前辈的心血，中
华民族仍需我们来创造。一代文人革命者，冷对黑暗心如焚。
读《纪念刘和珍君》有感鲁迅的文章果然耐人寻味，读了几
篇竟鲜有真正能懂得其意的文章，而这篇也只是略懂而已，
所以见解难免有些幼稚与浅显。文章是从鲁迅独自徘徊在为
遇害的刘和珍君与杨德群开追悼会写起的，然后自然而然的
回忆起刘和珍毅然订了全年《莽原》的事。文章开头的几段，
便让我感受到一种灰暗的色调，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悲伤
与苦痛，还有一种失望。四十多青年的鲜血，文人的阴险论
调无一不让鲁迅感受到一种“非人间”的苦痛，所以他才会想
“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
就将这作为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多么
无奈啊，我甚至能听的到他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所发出的叹息
声。刘和珍是他的学生，她的那些壮举着实让鲁迅感到应



该“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鲁迅第一次见到她的名字是在
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时。第二次则是在刘百昭率领
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这次才把姓名与实体联合起来。
这两次的情景可以窥见刘和珍是一个怎样的人。然而在见到
她本人后，这名女生却出乎了作者的意料，没有桀骜，而是
人如其名，温和可亲，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也许这抹微笑是
当时黑暗世界中的一缕阳光，是黎明前的一丝曙光。这种反
差更加突出以后刘和珍之死的悲剧性效果与鲁迅所处的那个
社会的悲哀。当刘和珍被冠以暴徒的罪名被残忍射死后，鲁
迅愤怒了，悲哀了，甚至有些绝望了，他感慨道：“不在沉
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显然那时的中华民族是后者。
读到这，我仿佛感受到当时社会浓黑的未来，血色的悲哀。
当好不容易有希望时，又被扼杀，这样“沉默”的民族怎
能“爆发”？勇士们淋漓的鲜血，惨淡的境况，抹去不了社
会的污浊，有人反抗，自然有人镇压。然而更悲哀的是，在
那些卫队把枪对准那三个勇敢的女学生后，两条生命的消逝
却仍然唤醒不了人们麻木的神经，而仅仅提供了人们饭后的
谈资。正如鲁迅所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
当使用大量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是的，中国前行的
历史，不正是浸透无数战士献血吗？从血红到绯红，再由绯
红到微红，“纵使时间的流逝”“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
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中国女子从来都是勇毅的，古有妇好为夫率兵，今有刘和珍、
刘胡兰这样的女壮士，巾帼英雄们“干练坚决，百折不挠的
气概展现无遗，这时少数女子的觉醒是否意味着中华民族的
觉醒？刘和珍中枪倒地时的震撼与悲壮我仿佛看得见，那片
绯红中的美丽微笑我也看得见，看得见。“苟活者在淡红的
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前行。
”读到这，我心中热血全部沸腾了，也许鲁迅文章的魅力就
在此吧，能深深唤醒心底久藏着的热血与感动，与他的文字
一起回到那个时代，同愤同怒，同悲同哀。



纪念刘和珍君读后感受篇二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多年来已被众多评论者作出过繁多
的评说，但一些根本特点尚未被“读”和“评”出来，而这
些根本特点实在是极为宝贵的，对于我们不断加深对鲁迅作
品的认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并且在教学中给予学生更
多教益，皆善莫大焉。

一提到鲁迅的作品，我们似乎会立刻想到隐晦、艰深、语句
拗口以及以“战斗”为主要特征。其实也不尽然。他的《野
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文集中的许多文字，或光
鲜华美或曲折隽永或典雅温润，语词优美如奇花异草，散发
着特有的“鲁氏”韵味。即使是他的杂文，虽因时代所限，
可能如鲁迅所自谓“无花的蔷薇”——以“多刺（战斗锋
芒）”为表征，但仍有许多篇章与《野草》《朝花夕拾》等
一样，显现出由深湛的文学修养孕育出的典雅之气。这其中，
《记念刘和珍君》就是典型代表。

《记念刘和珍君》虽是杂文，同《“友邦惊诧”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战斗性很强的着名杂文一样，
最终的旨归在于揭露、批判和斗争，但风格上却迥然有异。
这主要表现在：一、该文文学意味很浓，是一篇文学的华章
该文全篇有多处“文学性”很强的词句，例如：“四十多个
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
有什么言语？……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
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
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
灵前。”这一段话创造性地用雅致的词语和句式抒发了狂涛
巨浪般的愤怒和哀伤。读到这些词句不禁令人击掌叫绝：原
本不容易合到一起的两样东西——“美学上来看颇为典雅的
辞藻句型”与“大恸大恨的情感”，竟然被鲁迅毫无痕迹地
融合在了一起！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采用形象。在这
里，鲁迅连续创造了三个鲜明的形象：把众多青年烈士的血
写成如江河涨水般的“洋溢”；把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地狱般



的悲凉具象为“浓黑”的色彩；把自己将要显示于非人间的
哀痛物化为“菲薄的祭品”。这些富有深刻内涵的形象，给
予读者的是更切实的感知和更难忘的印象。

又如：“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
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
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这一段文字
的文学性更强。“血痕”可以“浸渍”实物，但却不可
能“浸渍”人心；会被水所冲淡，但却不可能被“时光”所
洗。鲁迅的形象创造力极强，联想力也过人，将难写之情形
轻易地驱诸笔端：将刘和珍之死带给亲族、师友、爱人的深
切痛楚形象化为“浸渍”于他们内心的血痕；将因为时移事
易造成亲族、师友、爱人悲伤的减淡形象化为血色由深红褪
成浅红；将至爱亲朋对她的无尽思念形象化为永存在心底微
笑的和蔼的旧影。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抽象无形
的情感和心理体验“变化”成可以真切感知的形象；而在人
世间，人们失去亲人所产生的情感和心理体验又是极为复杂
的，属于最难“变化”成可以真切感知的形象的事物之一，
但鲁迅不但做到了，而且是创造了连缀的“意象”。“意
象”乃高水平的文学形象，何况鲁迅的这些“意象”又是富
有新意的戛戛独造！这实在是文学“造象”的奇迹！如此的
文学建构力，实在是超群绝伦的。

如上两例充满新异文学意味的文字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还
有不少，在遣词造句上都是那样地令人称奇和回味无穷。鲁
迅的其他杂文也常有文学的意味，常用形象的手法，但是与
《记念刘和珍君》相比，在深度与精度方面都略逊一些。因
此，《记念刘和珍君》应该说是一篇精美的文学的华章！

纪念刘和珍君读后感受篇三

一篇后死者奉献于逝者灵前的文章，文章中“苟活到现在的
我”，以及“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今日已皆成历
史。将近百年了，不过也才不到百年，说久其实也不算太久，



烈士的血色和烈士同仁的怒火本不该如此迅速地变得遥远、
疏离和陌生。

不到百年，一个曾经维持着的似人非人的看不到何时是一个
尽头的中国，已经赢得了独立、和平，已经走向快速崛起的
强国之路——尽管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性中的某些弱点尚未
根治；不到百年，就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上，昔日青年面对的
国土沦丧和军阀的弹雨，已被今日的好莱坞大片、电视选
秀、nba和f1、铺天盖地的考试辅导书和模拟题所替代！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墙壁旁的书桌，成堆
的书和收罗起来尚未装订的画集，一个留着一字胡穿着长衫
的瘦削的文人——漫漫长夜里坐在书桌前沉思、写作的鲁迅
先生的形象定格在每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仿佛一尊神。
身高只有不到一米六，体重一直在七八十斤，却成为二十世
纪中国最著名的硬骨头，成为无数中国人的精神导师。在这
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阅读鲁迅，可以帮助我们重
新审视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内心不懈的追求。无论献出了年轻的
生命的学生刘和珍，还是怀着无边的愤懑和微茫的希望用笔
作匕首、投枪的鲁迅先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刘和珍君对
生命的舍弃，鲁迅先生的孤独战斗的姿态，其实正是对国家、
民族强盛的大追求，是真正的热情和关怀。有关世道人心的
大事，是以前举凡读书人都要关心的基本之事，而今却被过
分的功利追求冲淡甚至避开了。阅读鲁迅，原不只是为分析
清楚中心思想和文章结构，学大师怎样做文章，更不是为背
几节著名段落，牢记几句经典名句供今后同学间作无厘头式
的解构、调侃之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如果你真的读懂了，
你应从此学着直面社会，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直面人生，
让自我省察、自我审视成为毕生的习惯。



纪念刘和珍君读后感受篇四

读罢鲁迅先生的文章，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他那以笔为矛，
以文为盾的唤醒国民精神，批判黑暗社会的勇气与力量。而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鲁迅先生激励青年奋发向
上，奋战到底的战斗精神依然永垂不朽。

民国时期，中国处于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压迫的水深火热之
中，国民意识麻木，但总有热血无畏的青年，“敢于直面惨
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刘和珍君便是为革命事
业献出生命的其中一位，她以自己的生命为饵赴反动政府设
下的罗网，希望以己血荐轩辕，以鲜血为基点，扩大至全国，
渲染成灼灼的中国红，凝聚全国之力，共同奋斗出中国光明
的未来。“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
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中国的青年不乏勇士，我们
当代青年，也必将以无畏的奋斗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

刘和珍君以生命为代价证明她心中的革命理想坚实如磐，她
是她那时代青年的典范，而我辈青年，亦有选择考古专业的
钟芳茗，不求未来千钟粟，只求此番梦想成，竭力追求自己
热爱的事业，还有云南的“滇西小伙”，只因热爱家乡故土，
以双脚带人们领略大美风光，他们皆是发乎本心与热爱，朝
着自己心中的理想目标前行，无需理会周遭嘈杂的声音，如
鲁迅先生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
份热，发一份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现在的青年最紧的是‘行’，不是‘言’。”这是鲁迅先
生给我们青年发自肺腑的忠告，如若我们只是空喊口号，口
谈理想而不做出实际行动，又怎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又怎么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如今自是要看自己能做
什么，以实际行动践行心中之志，立志成为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的话语精神在今天仍不断指引着我辈青年向上奋斗，
成为一个为中国梦而奋斗的建设者，我辈也当承鲁迅先生的
精神，争做时代青年。

纪念刘和珍君读后感受篇五

在这篇文章里，我印象最鲜明深刻的，是刘和珍的微
笑。“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于是就忍不住想像，
在那样温暖柔和的春日里面，22岁的少女在阳光和花香里走
来，春风轻轻地牵起她的衣袂，青春照亮了她那比阳光还要
温柔的笑容，…在同样的青春年华里，在同样的春天，不能
想像，也不敢想像，那鲜花一样的生命在鲜血中速然凋谢，
那温和清婉的微笑在一瞬间化为永不再见的埃尘。青春的美
丽，原不该如此的脆弱。

青春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词汇之一，她被所有的人留恋和珍惜。
青春应该远离烦恼和优愁，青春应该摒除所有的琐屑和喧嚣。
青春所应拥有的只是欢乐、美丽和希望。青春才是生命的开
端，前面的路还很漫长，所以青春的心灵往往充满着真善美
的希冀和幻想，而认识不到人间的风雨沧桑。这在所有的时
代都应大致相同，而在太平之世尤为如此。一方面是青春自
身的真纯，一方面是已经r解了沧桑滋味的人们对于这种真纯
有意的遮蔽。所以，如果让青春的年华真正去了解什么是丑
恶黑暗，什么是凄凉愁苦，这将会万般困难。

但世界毕竟是真实的，也是严酷的。青春不可能在任何时间
空间都永远和社会的阴暗面绝缘。当真正的恶雨腥风袭来，
青春会显现出一副怎样的姿态？我相信，答案会有许多许多
种。对美丽就意味着“彩云易散琉璃脆”，美丽的东西，由
于本身的精致，由于格外受到的珍惜，使之根本就没有适应
外界变化的能力。就像花房里的花朵，即使不是春天也能同
样娇艳地绽放，但正因为这样，便一点也经不得风雨。真正
美丽的花朵，应该还是生长在自然的旷野中。



有了冬雪下坚忍蛰伏，在春来的惊雷下，才会顶着料峭的春
寒，绽放出用生命凝成的美丽，这种美丽是纯自然的，她的
生与长都伴随着风和雨，因此无论天时多么严酷，她依然卓
立，美得愈加鲜明，便像春日里阳光下少女唇边的微笑，永
远飞扬着青春的骄傲。

只有惯经了风雨，青春才会永不调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