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文章藤野先生读后感 鲁迅回
忆散文藤野先生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鲁迅文章藤野先生读后感篇一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回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
时期的文章，藤野先生是他的老师。读完这篇文章后给我感
受最深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藤野先生的行为和品质;二
是“看x事件”。

通过文章中写的藤野先生与“我”发生的四件事，我看出藤
野先生的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而且他没有民族偏见，对作
者这样一个弱国的学生一直给予关心、帮助、鼓励，这在当
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文中藤野先生为作者改讲义的事、改血管图事件和关
心“我”解剖实习的事，都可看出藤野先生对“我”的关心，
不倦的教诲和对“我”热心的希望。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写出
了藤野先生这么做的原由“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
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
中国去。”藤野先生为了让医学传播的更远，让新医学更有
所发展，所以对鲁迅更有所爱护。从这几点中展示了藤野先
生一个正直学者的伟大。

但鲁迅因为在仙台那次“看x事件”之后，改变了以医救国的



思想。的确，当我读到“看x事件”的时候也有了更深的感触。

《藤野先生》中提到他的日本同学看到中国人给x人做侦探，
而被枪毙的幻灯片后，都拍手欢呼起来，嘴里还喊着“万
岁”。读到这时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可恶和野蛮，但继续读下
去，我的感觉又多了一条关于中国人的，“此后回到中国来，
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
彩，——鸣呼，无法可想!”的确无法可想，中国人看别人杀
中国人而喝彩。那时的人们或许已经麻木了，在长期残酷的
阶级压迫和思想统治后大脑不得不变得愚昧无知了。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到：“从那回以后，我便觉得
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
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
以人民的觉悟和思想有了提高，才会更加爱自己的国家，使
自己的国家强大。

现在的中国已不是一个弱国，但也不是一个强国。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更应该好好读书，使自己有思想，有觉悟。周恩来
总理也说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希
望中国强盛起来，都热爱着我们的祖国，那就让我们把自己
这种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化为实际行动。

《藤野先生》这篇文章，更加深了我对祖国的热爱，使我明
白了祖国的崛起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们要从小做起，
学习更多的知识，为了国家的强大，奋发图强。

鲁迅文章藤野先生读后感篇二

?朝花夕拾》中，在《藤野先生》这篇文章里，藤野先生作为
鲁迅在仙台的老师，朋友，引路人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而鲁迅与藤野先生之间发生的故事令我尤是感兴趣。

初读《藤野先生》时，我看到了一个个子黑瘦，八字须，戴



着眼镜，穿衣不太讲究的一位解剖学教授，上课时的声调抑
扬顿挫。

读第二遍时，我感受到了他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诲人不
倦的精神。他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十分严谨。同时又有着超
越国界的博大胸怀，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老师。

通过几次细细品读文章后，我理出了大致思路。文章通过时
间的推移，地点的转换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叙事，讲述了
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与他的老师藤野先生交往的一段经历，
同时也交代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

从藤野先生的种种作为和对鲁迅这个作为“弱国学生”的关
照来看，可以隔着书本深深地感到藤野先生的正直热诚，治
学严谨，摒弃了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感受到鲁迅对当时进
步青年所持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还有赤诚的爱
国之心。

文章通篇读完，感受到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和怀念，这
也让我想到了我的老师对我的教诲和激励。

感谢你们！

鲁迅文章藤野先生读后感篇三

在以前虽然看过一些回忆录，但是几乎都是透露着闲情逸致
的气息与韵味。而这本《朝花夕拾》却是通过作者童年的生
活与求学的历程来反映作者对往日的人和事的深切怀念，同
时对于那些反动势力和守旧的操守也表明了自己坚决反对的
立场。

《藤野先生》写的是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
了在仙台学医受到了日本学生的歧视与侮辱，决定弃医从文
的经过。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作为日本老师的藤野先生有着严



谨、正直、热诚，没有一丝的名族偏见的高尚品格。文中有
一句话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
他的姓名并不为人所知道。”可以说这是对藤野先生的怀念;
但这也是作者对于藤野先生崇高品格的赞扬。

我的心中又不免产生了一个疑惑：这是否对鲁迅的成就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呢?可能吧!记得鲁迅曾说过：“他对我的热心
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医学;大而言之，
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
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这先说出了藤野先生对科学持着
严谨求是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同是也让我坚定了之前
我所说的给鲁迅带来的一定的影响，让鲁迅有着严谨求是，
一丝不苟的品质。

鲁迅文章藤野先生读后感篇四

?藤野先生》回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鲁迅与
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怀念。

鲁迅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
的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
舞的喧闹。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
在那与藤野先生相识。藤野先生的衣着模糊，他为鲁迅添改
讲义，他就正解剖图，他关心解剖实习，他了解中国女人裹
脚。在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
野先生，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
那个对科学严谨求实的藤野先生。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
老师，也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
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弃医
从文的转变，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鲁迅留学
日本之时，是“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也是鲁迅个人处
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期。他曾



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
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
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从匿名信事件、看电影事件，中国
人的麻木不仁中，鲁迅才深刻地认识到，学医可以拯救人的
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

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
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
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
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文章藤野先生读后感篇五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
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
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
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
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
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
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
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
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
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
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
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
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
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
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
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
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
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
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
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
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
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
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
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
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
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
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
问的着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
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
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
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
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
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



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
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
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
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
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
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
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
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
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
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
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
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
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
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
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
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
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
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



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
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
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
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
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
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
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
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
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
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
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
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
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
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
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
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
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
还了他们。


