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城记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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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城记读后感篇一

《猫城记》的作者老舍是当代有名的大文豪，在小学我们学
过他的文章《骆驼祥子》，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无意看到了这
位大文豪另一个作品——《猫城记》。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架开往火星的飞船，意外降落，只
有“我”幸存下来，但却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被一群猫脸
人身的人带到了他们的城市猫城。猫城这个城市在历驻足了
两万多年，他们很久以前和外国打仗，并且取得了胜利，可
是在最近的.时间，他们互相残杀，忘记了应该保卫自己的国
家，而起了内讧，导致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城市内，而“我”
亲眼看见了猫人与一群矮子兵的战争，使猫城这座拥有两万
多年文明的古城消失。

作者老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段奇妙而又惊
险，不可思议的国度的消失，其实这却是老舍本人当时生活
的社会。作者通过这篇文章反映了旧社会人民自私自利，只
想自我的本质，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政府的无能与_，而
这我想也是老舍因无法改变这一切，无法抒发自我的内心抱
负，而且并因为_而投河的原因。

其实猫人以及猫城最后的毁灭，同是也折射了老舍想告诉世
人的道理——如果再这样沉沦并只想着自己而且存留自私自
利的本质那么现在这个社会终将被敌人侵略！



但是现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却又是另一番景象，我觉得这与老
舍鲁迅等用文笔刺杀敌人庸官，唤醒世人的文豪是分不开关
系的我相信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一定可以再创辉煌！

猫城记读后感篇二

本书十万字，却看得内心百感交集。一本如此简短的小说却
能使人读完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现状，让我难受、伤心、
激动、震撼。这是现在那些几百万字的网文小说难以实现的。

读完本书，我感觉书中所举，许多例子都有现在正在发生的
影子，猫人尚“迷叶”和“国魂”而现在的人也有“”
和“金钱至上”、不提什么妓女、妻妾、新旧派的激荡和变
革……回过头来想想，人类的历史似乎就是不断重蹈覆辙，
循环往复的在前进，“换汤不换药”，只是问题显著和问题
隐晦一些。

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最清醒的猫”大鹰如何为国慷慨赴死，
一位“最敷衍的青年”小蝎如何尽力救国，最后无奈求死。
时代的黑暗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最可怕的是：孤独!

要活在清醒中是多么困难!更何况还要想方设法救国。一个国
的人来打，只有两个人想着救国剩下的都在抢着投降……这
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生活在当今的我们无法想象那个年代人民的愚昧，却深刻地
意识到哪怕是“最古的国”、有“最多的宝贝”和“最富饶
的土地”只要我们不努力、自由人代替我们成为国的、宝贝
的、土地的主人。

最后我想说本书最令我感触颇多的：“良心是大于生命的，
再见，地球先生。”

读到此句泪水涌出……良心是大于生命的，就这句话，能使



多少青年受益啊!

猫城记读后感篇三

《猫城记》这本书，大概是在2天之内看完的.这本书写得不
是很多，言辞也是正如老舍先生自己说的那样“不是特别的
幽默”，但对于一种寓言对当时社会的讽刺，我觉得还是写
得很具体的。

先是一个自己对整体故事的复述把，这整个故事说的是一个
人坐火箭到了火星，这个火星的上得人都是猫人，当然这一
切都是假设的。这个人由于飞机出事故，就只有自己活了下
来，后来被猫人捉住，学会了猫语。才知道猫城市个什么样
的现状，这个人给猫人当守卫，这个这个人是以一个外国人
的身份在猫国中生存的，就这样，写了他在农场帮猫人守迷树
(一种类鸦片的毒品)，后来进入猫城，眼看到猫城的生活状
态，从猫城的大街上得人潮状态，到猫城的人民生活，到猫
人的教育，到猫人的政治，最后写到了猫人的灭亡。这大概
就整个故事的结构。

这本书我还没想好分为什么主题来一一详细解答，因为近期
的任务比较多，事情也比较焦急，再说，我也很难对这整本
书详细的再次翻看，我只是能提出些段落章句来分析一下。
虽然不成什么结构，不能完整表达一个什么逻辑意义，但我
还是想借一些段落和章节来写一下对国民风气下降，导致整
个民风不好，从而整个社会，每个个体，在这个状态当中悲
惨的生活进行一些认识，和批判。这本书，本是对中国当时
社会的状况进行批判的，可是看到今天，当今社会仍然还有
十之五六像书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也必须感到有一丝
警醒和对改造的期望。

我先作一个抄写感想，再做一个自己的总结，具体结构是这
样。



书中有一段时对当时权势人和普通人的对比，就是有权势的
人对乡下人作恶，甚至于打死乡下人，有权势的人都是毫不
在乎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加恐怖的是，就是乡下人自己也
觉得发生这种事情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像已经把这种不
合理认同，这种思想我们现代的人还依然固有。不对自己已
经被侵害的权利作出自己的争取，而是自己默认自己的权利
受到侵犯，而对于这种形式的认识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办法，
甘受剥夺，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情况。但是在今天，很多有权
势的人伤害到了普通的百姓，而且态度恶劣，可是百姓很少
有人起来反抗，只是自己再背地里抱怨。

其中有一句话是说“死了便是死了，活着的总得吃迷叶。”
好像别人死了就死了，被侵害了就侵害了，活着得就还是得
活着，还是得忍受，还是要去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却无动于
衷，保持现状，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思想。就是我们怕麻烦，
而所动于衷，这样就造成了所谓的奴性，所谓的权利被别人
占用，主动性的丧失。

“外国人咳嗽一声，吓倒五百个猫兵。”这是对当时的时候
中国害怕外国人做的一个批判，可能有些夸张。但我们拿到
今天来看，依然是外来的和尚号念经，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
外国的人都有一种崇敬感，好似别人天生就要高出我们一个
等级一样的。在我们平时的对话，和生活当中，我们都是更
尊重外国人，而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的人，脸色中都有显现出一丝不屑和鄙夷的目光。这是我们
最大的劣根性吗?还是我们的民族还没有所谓的民族自信心?
劣根性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值得每个中国人自己反思的东西。

“对别人有益的事，哪怕是说以句话呢，猫人没有帮忙的习
惯。”这也是在说猫人的劣根性，也就是绝对不做利人不利
己的事，只要这件事情不会利到自己，绝对不去碰，这就是
我们很多中国人的所谓少管闲事，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一
定是要对自己有利的才行，别的都是徒劳无功，太过功利化，
反而是短视的功利，而不是长久的功利。都说猫人很聪明，



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我们中国人现在就是小聪明太
多，大智慧太少了，想的都是小的利益，而大的长远的都很
少有人去想。这可以说是一种缺陷。

“这是古代的遗风，身份的表示，不能，也不许，破坏
的。”这是在讽刺中国的封建等级分得十分严格，什么级别
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待遇。现在的中国也依然是这样的一个状
态，还在遵从这种等级观念，但是这种等级观念又是非常荒
谬的。就是人们只注重这个职位有些什么样的享受，而很少
注意这个职位要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很显然，我们的观念都
是这个等级的享受在先，而这个等级的责任在后。最后这样
做的效果也可想而知，很多无知愚蠢的官员也就这样诞生了。

“国民失去了人格，国便慢慢失去了国格。”“国弱势有多
种原因的，天灾，地势，都足以使国家贫弱;但是，没有人格
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因此而衰弱是惹不起别人同情的。”
这其实也像个人一样，可怜的人必定有可恨之处。在人的这
个层次别人还会有同情，可是到了国家的这个级别之后，又
有谁会同情呢?都是踩你，越是衰弱，别人越要欺辱你，但是
你自己是完全可以自己站起来的，自己的失败不能完全怪别
人，多追究自己国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自己的脑袋到底比别人的更值得关切一些!”我觉得作为人，
人是一个已经进化起来的动物，我们一定要想法发不让自己
退化。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别人的做法，我觉得是一种很
低等的动物行为，因为关心别人这都是群体动物居住很久后
才形成的，而且越是高级的动物，对别人的关心就越多。但
是让人退化的原因是什么?是人要符合他的生存环境，人为了
生存而改变，人们会因为环境来改变自己。环境，早就了人
的退化。什么样的环境才会早就这样的人呢，我想这一定是
一个混乱的环境。是谁来影响这个环境呢，这就很难说了。
如果找到，可以说是解决当前情况的一种方法了。

“环境不好是有恶影响的，可是从另一方面说，环境不好也



正是使人们能醒悟的;青年总应当有些血性;可是我们的青年
生下来便是半死的。他们不见着一点小便宜，还好;只要看见
一个小钱的好处，他们的心便不跳了。平日他们看一切不合
适;一看到便宜，个人的利益，他们对什么也觉得顺眼了。”
这还是对青年人的批判，青年人应该怎么样，这的确是个很
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青年人在他最年轻无知的时候，
却要肩负着他整个人生最多的责任，和最大的义务，就是奋
斗，而不枉此生。必定在这个时候的青年是不应该被小利所
引诱的，为了不被小利诱惑，就要给自己立下大志才行。

“他自己知道他比别的猫人优越，因而他不肯伸一伸收取拉
扯他们一把-----恐怕弄脏了他的手。“这是在批判有很多人
自顾清高，却不去让别人领悟到自己的境界。我想这也不能
完全怪这种人，但是身为一个已经走出黑洞的人，我们是有
一定义务去解救那些还在黑洞里面的人的。虽然说这样的要
求很高，但是还是需要有这种要求，贡献出一点自己的力量，
别太自私吧。有时候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小还
不足以改变他们的任何想法，反而被他们所攻击，这也是有
可能的。但社会一直需要勇者。

“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
衍;“负责”是最讨厌的一个名词。“负责对于猫人来说已经
成为了一个名词，并且还是讨厌的，可想而知负责这么一个
多么重要的事情，却被人们所摒弃，可想而知这个社会将会
多么的混乱。这也是我们需要值得反思的，因为在我们当今
的中国，还是有很多人都是在敷衍，不用把这个范围扩大，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学校当中，我们都还是在做很多敷衍的事
情。我们讨厌负责，因为负责很费力气，所以我们就敷衍，
随便了事，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应该铭记自己的责任，权
利，义务。现在很多当官，而不做事的人，明显就是深受这
种敷衍的环境影响，自己更加敷衍，使得社会的风气更差，
这无异于自掘坟墓。虽然也不会闹出什么大的事，也还是能
坐着位置，我说是，可是浪费了太多人的时间，历史不会记
住这一时刻，但拖延历史的人，绝对是可耻的。



“正因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全是糊涂蛋，才会养成这样糊涂
的孩子们，才会养成这种脏，瘦，丑，短鼻缺眼的，可是还
快活的孩子们。这群孩子是社会国家的索引，是成人们的惩
罚者。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不会使国家不脏，不瘦，不臭，
不丑;我又看见了那毁灭的巨指按在这群猫国的系网上，没希
望!”这说出了不重视孩子教育的结果，我可以发现虽然一代
人不是很好，但是对下一代人重视教育，下一代的质量肯定
是要高于，或者不至于太过低劣的。但一旦放弃，或者忽视
教育，这个问题将会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我很痛恨不重视教
育的父母，或者不重视教育的国家。

“这是由于轮环教育改成普及教育，即等于无教育，可是学
校还开着。”如今中国的普及教育，难道不是一个污染教育
的过程吗?简直就是败坏教育，我觉得教育应该首先保证的是
质量，在质量之后再来谈数量，如果先增加数量，再来考虑
质量，那已经晚了，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由此可以联想到
企业对自己的生产产品的质量保证，如果量太大，而不能控
制质量，反而毁了品牌，这正是中国大学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的漂亮：“及至新学校成立了，学校里有
人，而无人格，教员为挣钱，校长为挣钱，学生为预备挣钱，
大家看学校是一种新式的饭铺;什么是教育，没有人过问。”
我不加任何评论，我觉得这正是我们来讨论讨论什么是教育
的时候了。

还有一句话是对我们老师的：“人总是人，一个教员正和一
个妓女一样的怕挨饿。我似乎不应专责备教员，我也确乎不
肯专责备他们。但是，有的女人纵然挨饿也不肯当妓女，那
么，办教育的难道就不能咬牙作一个有人格的人?”我也不加
任何评论。

继续：“办教育的人之怨社会黑暗，而不记得他们的责任是
使社会变白了的，不记得他们的人格是黑夜的星光，还有什
么希望?!”



“教员没人格，学生孜然也跟着没人格。不但是没有人格，
而且使人们倒退几万年，返回古代人吃人的光影。人类的进
步是极慢的，可是退步极快，一时没人格，人便立刻返归野
蛮，况且我们办了两百年的学校?”

老舍对学校的批判是十分严厉的，但也是一针见血的，看今
天的教育，70多年过去了，依然还像老舍先生多的那样，病
态百出。今天居然还有人在赞美中国教育模式的成功，这群
人的良知真是被狗吃了。教育必须担负起他的责任，他才能
站起来，一个不担负责任的男人，永远是个被人瞧不起的软
蛋，道理就那么简单。

“我看清了：猫国的新学者只是到过外国，看了些，或是听
了些，最新的排列方法。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判断力，根本不
懂哪是好，哪是坏，只凭听来的一点心排列方法来混饭
吃。”“没有骨气，没有判断力，没有人格，他们只是在外
国去了一遭，而后自号为学者，以便舒舒服服的呀呀夫斯
基!”这也是现在面临的状况，只是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但是普通的民众还是很瞧得起这群从外面回来的人的，总觉
得外面的世界到底好了多少倍似的，可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事
又都不遵从。

“我们偶尔有个人听说某国政治上游了改革，大家又急忙闹
起来。结果，人家的特色还是人家的，人家的改革是真改革
了，我们还是我们;加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特色，越闹越糟
便是我们的特色。”自从西方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样
的历史就一直没变过。从我小学开始我就听到政府要的各种
改革，到学校当中所有人都要我们创新。但这些东西只能是
作为一种命令，实质从来没达到，所谓的创新，反而以前的
东西都做不好了。自坏家门。

“因此，哄了这么些年，结果只有两个明显的现象：第一，
政治只有变动，没有改革。这样，民主思想越发达，民众越
受苦。第二，政哄越多，青年越浮浅。大家都看政治，不管



学识，即使有救国的真心，而且拿到政权，也是事到临头白
瞪眼!没有应付的能力与知识。……于是大家以为政治便是人
与人间的敷衍，敷衍便得好便万事如意，敷衍得不好便要倒
台。所以现在学校的学生不要念书，只要多记几个新字眼，
多学矣点坏主意，便自许为政治的天才。”这个批判是比较
精彩的，内涵也已经被说清楚了。但现在依然有大把的人，
完全认识不到这一点。

“有蚂蚁的忙乱而没有蚂蚁的勤苦。”“没有蜂蚁那样的本
领，又没有人类的智慧。”讽刺人们现在上不大，下不至，
现在人很多都处于这样的状态当中。

“作政客的口口声声是经济这个，政治那个;作学生的是扣扣
生生这个主意，那个夫斯基;及至你一考问他们，他们全白瞪
眼;及至你自己真用心去研究，得假冒为善。平民呢，你要给
他一个国魂，他笑一笑;你要说，少吃迷叶，他瞪你一眼，说
你假冒为善。上至皇上，下至平民，都承认作坏事是人生达
到，作好事与受苦是假冒为善。在政治上，我以为无论哪个
政治主张，必须由经济问题入手，无论哪种政治改革必须具
有改革的真诚。可是我们的政治家就没有一个懂得经济问题
的，就没有一个真诚的。”“主义在外国全是好的，到了我
们的手里全变成坏的，无知与物人格使天粮变成迷叶!”这就
是我们，我们不懂却装懂，觉得自己会说词语就懂了内容，
搞着外表，内在的一无所知，还在那热烈起劲的干，简直是
扯淡。

“因为只顾革命而没有建设的知识与热诚，于是革命一次增
多一些军队，增对一些害民的官吏。”

“我不知道恨谁好，我只得了一个教训：不以人自居的不能
得人的待遇;一个人的私心便足以使多少多少同胞受活埋的暴
行!“身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人，当领导的是在领导的位置
上要有其相应的义务匹配其相应的权利，因为我们的权利不
是生来就被你们所剥夺的，而是我自愿拿出部分给你，来作



为你义务的交还。

猫城记读后感篇四

用几天时间读了老舍老师比较独特的作品，《猫城记》一开
始就觉得这是一本带有黑色幽默的讽刺小说。或许是不喜欢
那段历史，我一直很抵触看这本书，这或许就是为什么10万
左右的书，看了将近一星期。

不厚的书，包含了太多东西。剖析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主人公一开始被捉，那情形让人不由想起“”时期，受压迫
的知识分子;学习猫语言，知道猫国的国食——迷叶;了解到
国情，全国上下无论老少都不做工，不种粮食;欺骗是交往的
手段，迷叶是交流的前题;教育是无用的东西，小猫人打教员，
骂校长，人人上大学，人人以第一的成绩毕业，却什么也不
用学习;图书馆里的书被卖到国外，博物馆的文物被买到国外，
除了女猫人和迷叶，其他无用的东西，都被卖到国外创外汇，
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医疗，迷叶可以治一切的病，像
不像万能的鸦片呢?革命叫做“哄”，皇上却是“万哄之
主”;因为外国有夫斯基，猫国就要“哄”一次“大家夫斯
基”，夫斯基是什么，又没人可以回答。

小歇，一个悲观的浪漫主义者，看清了一切，是唯一一个用
头脑思考的有实力的猫人，有没有一点鲁迅先生的影子呢?令
一个没有实力的是大鹰——大家给的外号——一个只出现在
两个章节，一章节在说实话，一章节头被挂在城门口。清末
期有多少无名之士像大鹰一样，用生命的代价妄想唤醒麻木
的中国人呢?迷，小歇的爱人，即使整天听小歇的理论，还是
摆脱不了“看戏”“拜大仙”的老思想，可见猫人思想之顽
固。外国人在猫国有专门的城，猫国贵族靠外国人看守迷树
林，猫国最后被外国人赶跑，被比猫人还要矮的外国人，呵
呵，比猫人还矮。皇上在外国入侵的时候“迁都”，猫人学
者在逃亡的时候还在为皇上的垂怜争吵。猫国最后两个猫人



互相咬死，其中的含义呼之欲出了。最后主人公回到了那个
平安美丽宁静的中国。

小歇也说过猫国灭亡的原因——糊涂。猫人已经失去了一个
民族应有的品格。

“一个人没有了人格，他就不会被当做人看待。”失去了人
格，无法自称为人。

猫城记读后感篇五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此
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你想知道读后感怎
么写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猫城七日》读后感，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猫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可怜人，他们有人愚昧封建，有人固
执懦弱，有人逃避埋怨，有人内心清明却仍留守在猫城，不
愿踏出一步......

石千斤的固执愚昧，对妻子阿水的不信任，以至于对石明亮
产生厌恶，进行肆意的毒打；阿毛内心对现实的清明或逃避，
每天固守着他的几毛钱的粽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看着猫
城的风风雨雨；从小被遗弃的瞎子阿光，眼睛虽瞎，内心却
明朗，每日在桥边给人按摩度日，却一辈子没有离开猫城；
桑老板对生意的知足，为人大方友善，对石明亮的'好心；外
表温和，内心犟脾气的辛老头，含着对猫城的失望，在月夜
里带着石明亮离开了猫城，死在他乡；清白有文化的苏医生，
被猫城的男男女女羡慕嫉妒着，被流言蜚语着，最后可怜地
在猫疫冲突中死在医院，连尸体都受人欺辱。

猫城的男女老少，或是愚昧或是封建或是固执，却一直将猫
城奉为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他们有的人抵制外来人，有的人



赞成与外来人贸易，有的人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却没有人
想要出去猫城，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而不是眼界窄小的只容
下猫城这个世界。

石明亮在离开猫城的三十年后带着辛老头的骨灰再次踏入八
三镇，一切都没有变，一直都是一座临时建造的镇子，没有
人愿意去发展一个临时的地方。回到猫城，似乎有些了变化，
多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不清楚。但是不变的依然是猫城
人的愚昧无知，封建逃避。

没有猫的猫城，老鼠肆意的猫城。三十年前的猫疫，三十年
前的恐慌，三十年前的混乱，猫城人对此有着不可描述的抵
制情绪。石明亮因为辛老头的遗言而寻找苏医生，却在途中
发现了三十年前的猫疫并非是猫疫，而是由于当年米酒酿造
的失误造成的疫病。然而最初被冤枉的郑院长却不愿再起风
云，事实被继续隐瞒着。

三十年前，辛老头带着石明亮离开猫城这座愚城，三十年后，
石明亮也带着遇到的女孩阿圆离开猫城，似乎是一轮新的轮
回。在离去的隧道口，石明亮告别过去的自己，对阿圆说，
有一天你长大后，也许会回来。随后在黑暗的隧道里，他们
渐行渐远一路向北，把猫城甩在后面，开始他们新的旅
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