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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呐喊故乡读书笔记篇一

个人认为，《祝福》是鲁迅写得最好的小说。他用“我”的
眼光，把祥林嫂这个人物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把世态的苍凉，
封建社会的黑暗暴露无遗。无论是从选事，还是从写作方法
上来看，《祝福》都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在我看《祝福》以前，我一直以为，鲁迅只是一个思想前卫，
语言犀利的作家。他的出名只是因为他的杂文和他的思想，
但是在看了《祝福》后，我对他的看法改观，觉得他是一个
凭着真本事而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祝福》一开始用一种
很悲凉的手法渲染气氛，写那满天飘舞的雪花，让人们满目
疮痍，感到荒凉和痛苦。然后鲁迅慢慢地用祥林嫂的死引出
她的一生的悲剧。鲁迅的叙述很自然，把祥林嫂由逃走——
打工——被绑走——再嫁——失夫失儿子——再打工——遭
唾弃这些遭遇很完整地表达出来，没有丝毫的拘束。鲁迅没
有在文中对祥林嫂表示同情，但是却能在叙述中紧紧地抓住
读者的心，使大家同情祥林嫂，这表现他的深刻的文学造诣，
我想这种文章写作方法是我们最难学习但是又是最需要学习
的。

我觉得文章最精彩之处是文章的题目“祝福”，文章为什么
不叫“祥林嫂之死”呢？文章写的是悲剧，但是却用了一个
很有希望的题目，这正是鲁迅最高明的地方，简单的“祝
福”两个字，把悲愤和希望都表现出来，引人深省。



文章是表现生活的。而鲁迅的《祝福》是揭示生活，把当时
的社会的黑暗愚昧展示给读者。祥林嫂第二个丈夫死了后，
她回到鲁家打工，主人并没有关心她，而是在意她的表现比
不上以前了，而且还认为她是个克星，在祭祀的时候不让她
碰供品。祥林嫂用自己一年的工资去捐了条门槛，但是却仍
然没有法子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而她自己也过不了自己一
关，迅速衰老，自己首先在精神上把自己杀死了。祥林嫂死
在大年夜，但是却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待，只是说她死的不是
时候。我看完这篇文章时，觉得很压抑，好像要把那愚昧的
社会推翻才能松一口气似的，我想，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
吧。鲁迅用笔和黑暗作斗争，用文章来解放人们的思想，鲁
迅堪称中国精神领域界的教父。鲁迅在文章中设计了一个麻
木的祥林嫂，当她在面对别人的嬉笑时，眼睛呆呆地望着前
方。我想，这也表达了鲁迅那当他面对愚弱的国人时，“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吧。

屈原曾经反复这样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我想鲁迅在这文章中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无奈。这
种无奈是矛盾的，深深的折磨着他的灵魂，对于这样的灵魂，
我是同情他的。

有人说，鲁迅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仅仅就
是从《祝福》上面说来，鲁迅还是离我们很近的。离我们远
的只是那封建社会和那愚昧的人们。

呐喊故乡读书笔记篇二

我”对“故乡”现实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
情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我”已经不可能忘掉少年闰土那
可爱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时形成的那个美好故
乡的回忆。此后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时形成的这种印象叠
加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多种情感的汇合、混合。这种没有
鲜明色彩而又复杂的情感。《故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忧郁
情感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的。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
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
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
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呐喊故乡读书笔记篇三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读了
《故乡》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鲁迅与闰土深深的友情。虽然认
识的时间并不长，但友谊已经十分的深厚了!闰土会捕鸟、看
瓜!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鲁迅往常的`朋
友所不明白的。他们都和鲁迅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
角的天空。在和闰土的交往中，鲁迅学到了不少新鲜的知识，
得到了不少的乐趣，所以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
了，闰土务必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
之后再也没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
好珍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的。

可过去不懂事的我，却不懂好好珍惜时间，常常浪费时间。
有一次，晚上有一个十分好看的电视，我想:机不可失。就看
了起来，从7点钟看到9点，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只好
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那晚拖到好晚才睡觉。第二天早上要
奶奶叫了好久才能起床，结果那天上学迟到了。从此，我一
向把作业最早做完，然后再做其他就应做的事。

呐喊故乡读书笔记篇四

那天逛街，在购书中心买回三本书：汪曾祺《故乡的食物》，
萧红《呼兰河传》，还有一本带拼音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是给外甥女的。外甥女已经可以一板一眼的按照拼音自己读
故事，一本美人鱼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除了安徒生，其实还
有很多经典的童话故事，我希望这些童话故事可以带着她神



游各种奇幻世界，希望她的童年充满美好，所以我要把这些
美丽至极的童话故事一点点的介绍给她。

每看到萧红这个名字，就会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对她是有着
别样的感情在里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女作家辈出的年代正
是她在的那个年代，而在这些女作家中，我尤其喜爱的就是
萧红了。很多人大爱张爱玲。可是张太尖刻，太灰暗，且是
大上海的味道。石评梅太凄苦，太绝望。冰心太简单，太干
净。丁玲太激昂，太革命。张是老照片样的灰褐色；石是灰
色的；冰心是透明的；丁玲是橄榄绿。只有萧红是彩色的，
就像东北乡下棉被被面儿上的红底儿的凤凰牡丹的图案。萧
红一生奔波、坎坷且短暂，如今对她所经历的那些故事依然
说法各异，褒贬不一。尽管如此，她还是坚强而倔强的活着，
用她的笔战斗着，直到生命的最后。萧红一生遇人不淑，一
生受挫，一生都是孤零零的漂泊着。“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我的是异
乡的风霜”。（写到这，去网上确认细节，又看到她生活的'
片段和后来人们的纪念，竟至流泪不止。大概因为有过一年
在东北乡下生活的经历，对于她笔下的人物和风情感到熟悉
而亲切，有温暖的乡土气。说到这，后来的那个人是我的老
乡，大概离得还很近，明明是东北农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
起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像个日本人。活的长久，不知道对他
来说是不是一种折磨呢？一个人，不管他怎样澄清，真正的
事实也就只在他自己的内心，该报应的自然就报应了，不用
别人费心吧。）可她的文字却温暖而清丽，充满色彩。把她
的书放在那里，不忍猝读，就像一段沉重的心事，安放好，
轻易不去触碰。

看汪曾祺的书，只为看那些食物。是消遣用的。这次回来大
连，随身带了来。飞机晚点50分钟，在机场看着看着睡着了。
醒来刚好登机。飞机上最适合看书了，电子产品不能始终打
开且又依赖电，书可以一直看着且字和版面都够大，捧在手
里始终是比ipod舒服。可是这本书却怎么也看不下去，飞机3
个小时，也只看了短短两篇小文。不为别的，因为是食物和



这些文字引来太多神思，没读几个字，童年的那些琐碎的记
忆就奔忙着跑了出来，喜的、伤的、平淡无奇的。小时候一
直以为自己过着最无味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别一番滋
味。老头子跟个贪吃的顽童似的，心心念念记挂着那些关于
食物的点滴，说“我有四十五年没有吃过了”，这又是怎样
的一种沧桑啊。我如果不是离开北方整整一年，大概体会不
到对自认是一种普通的食物后来却产生绵远的牵挂的滋味吧。
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吃到大酱了，有一年的时间没吃到
酸菜了。虽然相比之下清浅了许多，我不敢想象我将要经历
的沧桑，因为我已经有两年没看到下雪了。没有雪我是不能
活的。我以为没有你我是不能活的，可我还是活了下来。我
想，我该像他一样，把这些食物的记忆写出来，也许没有多
么精彩，可对我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呐喊故乡读书笔记篇五

我认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多种悲哀。

鲁迅先生先写道童年时期，与闰土一起守瓜田，捕麻雀的故
事。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但当闰土来时，一句“老
爷......”打断了他所有的回忆，他和闰土之间，好像突兀
出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好像突兀出一面无法捅破的窗户纸。
童年，早已远去。鲁迅先生为这种封建制度，为这种“中国
式”的奴才主义所愤恨，所悲哀。

可笑，明明只是层窗户纸，可它保持了几千年。明明只是一
道沟壑，却从没有人想去填。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
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
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
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
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



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
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
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
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
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后，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